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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雨韵

老鼠在绍兴被称为“隐鼠”。鲁迅童

年时候的床上就贴着一张“老鼠成亲”的

花纸，“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

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

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鲁迅对它充

满了喜爱。有时晚上不肯轻易便睡，“等

着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

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

行，不像正在办着喜事。”

有一回，鲁迅发现一条蛇把一只隐鼠

咬伤，就把它养在一只纸盒里。第二天，隐

鼠竟活了下来，也不逃走，时时跑到人前，

还顺着腿往上爬。鲁迅把它放在饭桌上，

喂它些菜渣；又放在书桌上，它还舐吃了

些墨汁，这使鲁迅非常惊喜。因为他听父

亲说过：“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一般

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它睡在

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

到人写完字，套上笔，就舐尽了砚上的余

墨，仍旧跳进笔筒里去了。”鲁迅就想有一

只这样的墨猴，但不知到哪里去弄。

这只小隐鼠大约养了一二个月。然而

有一天，小隐鼠不见了，使鲁迅感到若有

所失的寂寞。终于，长妈妈告诉他，隐鼠是

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鲁迅很愤怒，决定

为隐鼠报仇。他见到猫就追赶、袭击，用石

块打，或诱进空屋子里，打得猫垂头丧气。

以致猫一见到鲁迅就跑。过了约大半年，

鲁迅才知道那隐鼠并不是被猫吃掉，而是

它要爬到长妈妈的腿上，被她一脚踩死

了，鲁迅于是改称长妈妈作阿长。

直到有一天，阿长给鲁迅带来了“最

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鲁迅才对阿长

产生新的敬意。

鲁迅在随周玉田读书时，周玉田对

他讲：“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

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

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

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

了。”鲁迅听后念念不忘，总想得到这本

书。有一天，他的保姆长妈妈给他带了一

包书，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

给你买来了!”鲁迅惊喜万分：“我似乎遇

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 赶紧去

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

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

在内。”

鲁迅形容这套最初得到的版本“是

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

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

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

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

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

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

‘执干戚而舞’的刑天”。鲁迅称赞长妈

妈：“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 她却能

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

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看来，爱是可

以消除恨的。 渊萧振鸣冤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生机盎然

的季节，乡村的春雨如丝般细腻，滋润着

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在这春雨的滋

润下，乡村变得青草遍地，大地绿色耀

眼，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色令人陶醉。

春天的乡村，大山小河都充满了生

机。雨后的山村，空气清新，满山的绿意

盎然。雨水顺着山涧流淌，发出潺潺的响

声，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小河边的

柳树抽出嫩芽，嫩绿的柳条在微风中摇

曳，宛如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河里的鱼

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欢快地嬉戏。春天

的景色让人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一幅

美丽的水墨画卷之中。

雨中的乡村田野，更是美得如诗如

画。细雨蒙蒙，田野里的麦苗郁郁葱葱，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农民们忙碌在田

间地头，播撒希望的种子。春雨贵如油，

田野里的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

长，预示着丰收的希望。此情此景，让人

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同时也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感到自豪。

雨后的乡村田野，鸟语花香，空气中

弥漫着泥土的清新和花草的芳香，蜜蜂

在花间穿梭，蝴蝶翩翩起舞。村民们披着

蓑衣，戴着斗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互

致问候。这份宁静与祥和，是城市中所没

有的，也是人们心灵深处所向往的。

春天的雨夜，乡村沉浸在宁静的美

梦中，雨滴打在屋顶，发出悦耳的响声，

如同一首动听的催眠曲。村民们围坐在

火炉旁，品尝着香醇的土茶，谈论着家

常，其乐融融。孩子在屋檐下捉迷藏，欢

声笑语回荡在夜空，增添了乡村夜晚的

生机。

春天，这个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

季节，总是让人心旷神怡。在这美好的季

节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村，领略那里的

美丽风光。

山村里的青草绿郁。春光照耀下，原

本枯黄的草地上迅速冒出了嫩绿的青

草，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青草丛中，偶

尔还能发现几朵初绽的野花，它们在春

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仿佛在向世人展

示着自己的美丽。

田野里的稻禾青青。春天是播种的

季节，村民们纷纷耕地、播种，期待着丰

收的喜悦。田野里，绿油油的稻禾在阳光

下茁壮成长，象征着希望和丰收。春风吹

过，稻禾摇曳生姿，仿佛在为春天的到来

欢呼雀跃。

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河面上，波光粼

粼，宛如一面闪亮的明镜。河水清澈见

底，游动的鱼儿、嬉戏的蝌蚪都能看得一

清二楚。河边的杨柳葱葱，枝条随风舞

动，仿佛在跟河水嬉戏。

河岸杨柳葱葱。春日的河岸边，杨柳

依依，枝繁叶茂。柳树下，村民们悠闲地

乘凉、聊天，享受着春天的美好时光。春

风拂过，柳絮纷纷扬扬，宛如春天的精

灵，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

春天的山村美不胜收。在这个季节

里，大自然仿佛变得格外慷慨，将最美的

景色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尽情地欣赏

这春天的故事，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春天的乡村雨韵，是大自然的馈赠，

也是乡村魅力的体现。在这美丽的季节

里，乡村的山水、田野、村庄都展现出独

特的韵味，令人陶醉。让我们尽情享受这

春天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乡村

的韵味。

在春天的怀抱里，乡村的每一寸土

地都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场春雨后，山水

风景、田园风光和绿色草木共同描绘出

一幅美丽的画卷。

春雨后的山水风景，宛如一幅洗尽

铅华的水墨画。山峦苍翠，云雾缭绕，似

梦似幻。雨滴从山巅滑落，汇聚成溪，汇

集成河，流淌在田野间。河水清澈见底，

鱼儿在水中自由游动，仿佛在诉说着春

天的故事。

乡村的田园风光在春雨的滋润下，

展现出无尽的诗意。一片片金黄的油菜

花海，在春风中摇曳生姿。绿油油的稻

田，随着季节的变迁，变换着不同的色

彩。此时的田野，仿佛是一幅色彩斑斓的

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春雨后的绿色草木，犹如一把把绿

色的伞，撑起了春天的希望。柳树在河岸

边摇曳，仿佛在招揽春天的到来。青翠的

竹子，挺拔在田野间，彰显着坚韧的品

质。每一棵树木都披上了一层新绿的薄

纱，生机勃勃。

春雨降临，乡村的生活也焕发出勃

勃生机。农夫拿起锄头，耕耘在田间地

头，播撒希望的种子。孩子们在田野间

奔跑嬉戏，欢声笑语回荡在乡村的每个

角落。春天里的乡村生活，充满了和谐

与安宁。

春天的乡村，犹如一位温柔的母亲，

滋养着万物。我们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

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在这美妙的季节

里，让我们学会珍惜，用心去感受春天的

美好，拥抱大自然。

春天的乡村，是一首诗，是一幅画，

是一首歌。让我们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

节里，尽情欣赏山水风景、田园风光和绿

色草木带来的美景，让心灵在大自然的

怀抱中得到滋养。在这美丽的乡村春雨

春景里，感受生命的美好，珍惜每一个美

好的瞬间。

渊梁路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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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参加工作时，母亲对我说：
“大小伙子，要弯得下腰，吃得了苦，不要
腰软肚硬。干活累点，累不死，可要闲着，
是会闲死人的。”

后来听著名作家刘震云讲到他的外
婆，是三里五村的割麦高手，壮小伙子都
比不上她。她的经验很简单：一弯下腰割
麦，就一直弯下腰，一口气割下去，不随
便直腰休息。休息一次，总想直腰，这麦
子就没法割了。

弯腰干活，成了我喜欢的干活姿势。
而父亲却对我说：“男子汉要堂堂正

正，咱要把那腰板挺直了，没必要看谁的
脸色，不要见风使舵，更不要点头哈腰，脊
梁骨要硬气，坦坦荡荡比啥都强。”这么多
年，腰板硬成了我不可妥协的为人底线。

后来，母亲又跟我说：“做了错事，也

别怕丢人，该弯腰道歉就道歉，可千万不
要背着牛头不认账，更不要蛮横无理胡搅
蛮缠。”母亲的话在理。我一直要求自己尽
量不犯错，犯错必低头。我的责，我担。

但父亲接过话头说：“人活在世，靠
树，树会倒；靠墙，墙会塌；靠父母，父母
会老；靠朋友，朋友也会无能为力，唯一

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把头抬起来，遇
事，自己动脑筋，想办法。靠本事吃饭，
凭人品行事，清清爽爽，理直气壮。”父
亲的话激励着我自立自强，学着走自己
的路。

母亲不放心地说：“与人相处不能
太刚直。逢人点个头笑笑，总比梗着脖

子一副傲慢劲好。说话，会说的把人说
笑，不会说的把人说跳。凡事一张黑脸，
就显你清高、不好惹。看谁也不上眼，其
实就属你不上眼。有些事，侧侧身子，稍
微弯弯腰，退一步，平安无事，皆大欢喜。
适当灵活，天地宽。”母亲是希望我刚中
多一些柔，倔强中多一些灵活。

而父亲却说：“咱不做没理的事，不
要轻易低头、弯腰，更不能随便屈膝。男
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站得直，行得正，
不干坏事，不做蠢事，不欠谁，不伤谁，不
害谁，凭啥不直起腰呢？”我知道父亲是
教我做人正派。

父母对我说的话看似矛盾，但都有
道理，弯腰与不弯腰各有“讲究”。人不能
太死板，宜适时、适当而为。

渊段正山冤

鲁迅得到的爱书

应时而为
年轻时，我遇到一个“怪人”，他下围

棋、打扑克的水平都较高，对书法情有独

钟，找他玩的人比较多。有一天晚上，我

跟他凑到一个打扑克的局，正玩得兴起，

忽然，他说了一句“我练字的时间到了”，

便起身自个儿走了。我目瞪口呆，熟悉他

的人解释说：这位老兄一直是这样的，按

既定时间做事，雷打不动。

虽说他的离场让我有点扫兴，但他

这种玩归玩，到了该做事的时间，一点儿

都不含糊按时去做的劲头，着实对我触

动不小。想起自己曾遇过不少优秀的人，

性格各异，但基本上都很自律，自我驱动

力强，有计划地按时做事，能把别人不容

易做到的事做到。

定好的时间到了，该做啥就做啥，

除了自律使然，还带着点应时而为的意

味。应时而为，这个词现在挺流行的，顺

应自然规律、轻重缓急，把一生规划、阶

段性任务、一年之计、一天的事务等进

行细化，合理分配和排序，有选择地形

成一个什么时间该做什么的习惯，并加

以落实，做事变得井然有序、事半功倍。

我认识一个成功人士，具有平和的心理

状态、高效的学习工作方式、良好的饮

食习惯、健康的身体素质以及和谐的家

庭生活，就是懂得在多方面都应时而

为。可以说，应时而为是一个让人生变

得从容、有为的技巧。

我时常感慨，时间的神奇之处在于

无所不包又自带秩序，天地山水、宇宙微

粒、动物植物、风霜雷电等，都有自己的

方向、起点、过程、终点或再生、延续，应

时而为，水到渠成，只要想过、做过、积累

过什么，都会或多或少呈现在一个人的

面容、谈吐、健康、成就和气质里。在哪个

方面应时而为、投入得多，时间往往就在

哪个方面给出回报。

过去家中老人常讲很多朴素的道

理———要想身体好，“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

根”，要坚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

上吃少”“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

开药方”等，都是从宏观到微观，描述

饮食与时间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到规

律性的“秘籍”，如此安排饮食，可能无

法满足想吃啥就吃啥的口福之欲，但

对身体健康利多弊少。现在二十四节

气越来越受重视，很多人讲究按节气

养生，比如我，在这个暮春已至、雨生

百谷的时节，该吃什么，如何养生，都

安排得明明白白。如此应时而为，把时

间的妙处发挥到极致。

种田要多打粮食，不仅讲究春播、夏

长、秋收、冬藏的大链条，还讲究“一年之

计在于春”的开头，更强调“选种忙几天，

增产一年甜”“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

后三日秧不出”等时机，过时无补，“人误

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道理已说得淋漓

尽致。人生在世，当我们明白“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后，就明白人的成长也是来自

一天天、一年年的累积，也可以对应一年

四季。比如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高考

前的“春播”是立志，辛苦耕耘后有了“收

成”———可以上喜欢的大学，学心仪的专

业，做喜欢的工作，过想要的生活。如果

年轻时没有把“志向”立好，哪怕考上大

学，找到工作，后面的成长之路仍然会比

较迷茫与被动。

当然，有了志向并不能自动解决一

切问题。一万小时定律、功到自然成，说

的是做任何事情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长，

要积蓄一定的“能量”，才有望上升到新

的境界或更高的台阶。时间就是这么狠

心，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任务和标准，不

延误时机，亦不拔苗助长，要一程接一程

地高质量完成，这个过程会遇到困难，亦

可能比较乏味，那么就要靠自律了，因为

自律就是一种自带的内驱力。

如果你对现在的自己还不满意，不

妨自问一下，在过去的时间里都做过些

什么，然后从“此时、此地、此事”开始改

起，因为人生的答案写在我们度过的每

分每秒里。人勤春来早，成功是认真、坚

持、进取与时序、时空、时长、时机共同作

用的结果。大道至简，应时而为，去遇见

更好的自己吧。

渊陈启银冤

春日思绪片断
在别人的风景里愉悦自己

春天、新柳、杏花

总是清新怡人

映衬着春光

连空气都是脱俗的

陶醉在太极岛的田野

看眼前的山、水

还有那些花

幸福着驻足的灵魂

春天袁思绪在什川的风中飘

沐浴春光

有杏花雨、梨花风

在什川的乡野间

春天

通透、纯净、澄明

慢慢品读

一树一树洁白的梨花

有清晖明月的韵味

几缕春风拂过

便清雅到极致

风中飘落的杏花

几天前

枝头绽放的杏花

一如既往地生动着村庄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装饰了四月的天空

一夜之间

杏花被风肢解

那一地的花瓣

雪一样带着残红

站在风中凝视

伤感如黛玉一般

情无所寄

渊文/图 王荣冤

很多人读书时会在精彩的语句、

段落下画出红线，正所谓划重点，甚至

有所感悟时还会在书中空白处做些批

注，用现今流行语描述，就是“留痕”。

但是，在图书馆或私人手中借阅的图

书，是不能在上面留痕的，只有自家专

属的图书，才能任你涂抹。但有时也会

出现例外。

有一次，有个大学同学找我借阅

一本文学史书，后来还给我时，就见他

一脸的歉意，一问才知，他因为读书太

投入，在我的书上画了重点线，还做了

些批注。我开始还有些不悦，但翻开一

看，那重点划得头头是道，而眉批的字

体更是洒脱俊秀。早听说同学书法好，

这一次果真眼见为实了。这些重点线

和眉批，他用的都是铅笔，他刚要用橡

皮擦掉，我急忙拦住：“多珍贵呀，擦掉

岂不可惜。”我想，这对我的阅读不也

提供了一个帮助吗？再说，那笔好字，

很多同学还求之不得呢。在古旧书摊

上，有人专门收集这种被人做过眉批、

划过重点的图书，如果能遇到名人的

大手笔，那就是珍品了。

这种读书留痕还不仅限于书本。我

在上大学时，就见过几个堪称奇葩的

“留痕”方式，比如，每天晚上，我都会到

一间大教室读

书，这是系里的

公共空间，各个

年级都有人来此

读书。其中有位

师兄特别引人注

目，因为他每每

读到精彩处，就

会伸出右手“啪啪”拍打脑门，那声响格

外清脆。我开始挺吃惊，心想，下手这么

狠，还不把脑袋拍出毛病。有一次，他读

完书离开时，我正好和他迎面，我吓了

一跳，只见他脑门上清晰地印出微红的

手指印，那就是读书读到精彩处拍打的

“留痕”。我想，读书能到如此境地，可是

要下一番功夫的。还有个同学，每天晨

读时都会翻阅一本古代诗词选本。时间

长了，几个托举书本的手指，几乎把书

皮磨透了。

这些读书留痕的方式，旁人看了

可能觉得新鲜，甚至好笑，可那种读书

入定的境界，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同身

受，才会发出会心一笑，乃至叹服。

渊伍柳冤

读书“留痕”

鲁迅收藏的叶老鼠娶亲曳年画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