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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

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

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

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

《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

《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

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 因、

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 现我省各级

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

《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

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

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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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转九曲
□ 张俊谊

榆林有弯弯曲曲的黄河，也有弯弯曲

曲的山路，连元宵节观灯也是弯弯曲曲的。

元宵节转九曲，是十分红火热闹的民

俗活动。九曲场也叫灯滩，旧时，人们在开

阔平坦的地上用高粱秆围成一座方城，按

照一种奇妙的曲线有规则地连接起来横竖

19行，共361盏灯，最中间俗称老杆，点着七

星灯。老乡说，360 盏灯，表示一年 360 天每

天一盏灯。灯台是用小圆木做的，灯盏是

用洋芋或萝卜削成的，有的地方每家制作

数盏精致的灯，那更好看。灯内点的是清

油，或者老麻油、动物油，每盏灯用彩色纸

围起来，旁边又插一面彩色的小旗，灯与灯

之间的距离一般是两米左右，两人并肩可

以通过。九曲门朝南，右进左出，门上还有

六盏灯。进门出门分别贴上“一轮明月千

家乐，九曲黄河万盏灯”“观灯赏月人富贵，

娱乐唱歌长精神”等对联。九曲图像一个

围棋盘子，其中变化妙不可测。观灯路线

弯弯曲曲，每走一个相似的小径，俗称一个

城子，九曲回廊，路径曲折而不重复。

为何叫九曲？有人说是根据《封神演

义》里的黄河阵设计的，九曲黄河故名九

曲。也有人说九曲是道家太极图的变体形

式，一个大的太极图，其中包括九个小太极

图，分别代表九种神祇的势力范围。这种

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因为转九曲是和“闹老

教”有关系的。闹老教的仪式繁琐而复杂，

但每次闹老教必转九曲，转九曲的时间也

不固定，有在正月转的，有在二月二龙抬头

那天转的，有在三月三转的，还有在腊八节

转的。佳县白云山道观的道教活动中也有

转九曲。有人说九曲图和道教的阴阳八卦

有很大关系，九曲图是神秘莫测的，转九曲

也是一种神奇而有趣的活动。每个城有一

道门，共有九个门，九个城由九位神灵居

住，最中间的神灵是太上玄元祖师。后来

宗教色彩渐渐淡了，形成了一种元宵节的

民间观灯习俗。

最早关于“黄河九曲灯”的文字记载是

明《帝京景物略·春场》：“十一日至十六日，

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

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

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陕北的九曲黄河

灯也称转九曲或观灯。据说源于《封神演

义》，是云霄、琼霄、碧霄为了给她们的兄长

赵公明报仇布下的阵图。九曲阵共有 361

盏花灯组成，表示一年 360 天，而多余一盏，

指节庆有余之意。它原来是道教的一种科

仪，后来传到民间，也是陕北过大年的必备

节目。清光绪《米脂县志》载：“十五日元

宵，街市遍张灯火花炮，铺户聚石炭垒作幢

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四、五、六三

日，阖邑僧众于十字街作斋醮，关城外，以

高粱秆圈作灯市，娓曲回环，游者如云（俗

名转九曲）。”

转九曲一般在晚上举行。届时，九曲

灯竞相点燃，五颜六色的彩灯如天上的繁

星。秧歌队在伞头的率领下先绕九曲外城

转一圈，然后到九曲门前，唱请神秧歌、祭

风秧歌，之后龙灯、狮子、水船、秧歌队等依

次而入，群众缓缓而行。灯光闪烁，月明如

昼，彩旗飘扬，花炮齐放，鼓乐喧天，人们兴

致勃勃地观看着、议论着、嬉笑着。每到一

个门前，伞头都要唱秧歌。到了九曲中心，

又称“老杆灯”，在这里群众祈福求祥，保佑

平安。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将老杆灯周

围的小灯偷走，曰“偷儿女”，将灯小心翼翼

地端回家中，添入植物油，让其一直燃至天

亮。后将灯盏收好，来年归还。如路途遥

远、不能归还者，可在“偷灯”时，放点钱于

杆头，作灯的资费，不可白拿。转九曲队伍

到了七星灯前（即最中心）最为热闹。有烧

香还愿的，有祈求四季平安的，有取土祈福

的，有求男求女的，烟雾腾腾，虔诚的男女

口中喃喃有词，叩头祈愿。

转完九曲，群众还会在广场上围着火

塔塔观看耍水船、推小车、耍狮子、骑竹马、

张公背张婆等娱乐节目。如登高而望，盏

盏明灯，像颗颗明星，闪闪烁烁。鼓声震

天，歌声悦耳，令人心旷神怡。有一首诗说

的正是这种景象：圆圆明月灯千盏，灼灼灯

中月一轮。月正明时灯正新，灯月交辉明

如银。月下观灯灯富贵，灯前玩月月精

神。今宵月明灯影里，尽是观灯赏月人。

陕北群众十分喜欢转九曲，说是元宵

观了灯，一年顺利，诸事遂心。也有抢观头

灯独占鳌头者，据说，观了头灯，可以更顺

心、更有精神。还有偷端灯盏者，据说，偷

了九曲上的灯盏可以生个胖小子，因此那

些无孩子的小媳妇转九曲时，总要设法

“偷走”一盏灯。

府谷、神木也有转九曲活动，叫灯游

会。横山马坊牛王会期间要转四次九曲，

正月十四中午、晚上各一次，正月十五中

午、晚上各一次。其中，十五晚上为“绽九

曲”，即倒转，从出口进、入口出，前面转，随

后拆，九曲转完了，九曲场也拆除完了。

近年来，转九曲的宗教神秘色彩渐渐

少了，变成一项以娱乐为主的民俗活动。

元宵之夜转九曲，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一年

比一年热闹。油灯也基本改为了电灯，明

亮好看，不过少了油灯的肃穆和泥土味。

我是子洲转九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 传 承 人 ，非 常 关 注 榆 林 转 九 曲 活 动 。

2023 年春节，榆林举办了“镇北灯光秀”活

动，其中也有转九曲活动，我参与了全程活

动，并撰写了两副对联：万里长城，万家烟

火，万象更新，人民万岁；九边重镇，九曲花

灯，九州欢乐，华夏九如。瑞兔迎春，守正

创新，天地和谐，星光灿烂；东风贺岁，笃行

致远，人民喜庆，业绩辉煌。

今年正月初八，我专程参与了家乡子

洲县马岔的转九曲活动，鼓乐秧歌花炮，非常

热闹，用竹竿作围墙，灯是电灯，颇有阵势。

美中不足的是场地不太平展，坑坑洼洼。

九曲黄河灯（转九曲），是黄河流域历史悠久

的独特民间艺术，是黄河两岸儿女祈福禳

灾、追求光明的娱乐活动，应该研究、保护、

继承并有所创新。我经常思索榆林也应建

一个固定的转九曲场所，这样使“陕北榆林

过大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据了解，宁夏

的 盐 池 ，陕 西 的 延 安 、定 边 就 有 这 样 的

场所。

春江水暖
□ 仇士鹏

岁末的葭州城，宛如一幅徐徐铺展开

的民俗长卷，每一寸土地都氤氲着新年特

有的温暖与欢腾。结束一天的忙碌，我走

进烟火缭绕的街头，探寻新年的热闹光

影。华灯渐次亮起，微光穿过夜幕，将城市

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柔和，也点亮了我热切

的脚步。

沿着街道前行，两旁的树木被装点得

喜庆非凡。金黄的灯带蜿蜒缠绕，小巧的

红灯笼与鲜艳的“福”字错落有致地悬挂

着，紫色的球形彩灯如繁星闪烁。微风拂

过，它们轻轻摇曳，似在悄声诉说着新春的

祝福。街道上空，五彩的装饰横跨而过，与

树间的布置相互辉映，浓烈的新年氛围扑

面而来。县委与政府大门前，高悬的大红

灯笼醒目而庄重，为节日的喜庆增添了几

分深沉与厚重。

移步向前，焕然一新的剧院与广场映

入眼帘。剧院在五彩灯光的勾勒下，庄重

而不失灵动，已然成为这座小城的崭新地

标。广场中央，刻着“山水葭州 康养胜

地”的巨石，彰显着葭州独特的城市定位与

发展理念。前方“大美葭州 祝全县人民

新春快乐”的红色大字与之呼应，将新年的

氛围烘托至浓烈。一旁的喷泉虽暂未开

放，但不难想象它喷涌时的欢腾景象，定会

为广场增添几分灵动与活力。

广场周边，新建的公寓楼、商业楼、住

宅楼错落分布，与佳县宾馆相得益彰，功

能各异却又和谐统一，与葭州古韵相互交

融。这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卓越成果，更是

佳县在提升居民文化生活品质方面的生

动实践。广场周边的商铺、超市内，采买

年货的人们络绎不绝，佳县千年传承的红

枣、脆爽多汁的瑞雪苹果、馥郁香甜的阳

光玫瑰、鲜嫩欲滴的草莓、色彩鲜艳的剪

纸、造型精美的面花摆满摊位。摊主的叫

卖声此起彼伏，顾客的询价声你来我往。

声声交织、相互和鸣，奏响了一曲新春乐

章，满是希望与喜悦，让春节的喜庆氛围

与市井烟火气溢满街巷，温暖着每一位归

佳游子的心。

转入古色古香的步行街，这里的店铺

飞檐斗拱，古雅精致，招牌灯光相互交织，

暖黄的光洒在砖石街道上。店铺背后，陕

北窑洞错落排列，雕花门窗精美绝伦，鲜艳

的窗花点缀其中，与热闹的店铺相得益

彰。街边小吃摊热气腾腾、美味四溢，吸引

着众多游客驻足品尝。

在这热闹非凡的街头，最引人瞩目的

当数火爆全网的佳县大秧歌。它起源于唐

宋时期的祭祀仪式，当时百姓身着质朴衣

衫，齐聚开阔场地，以简洁有力的动作祈愿

丰收。历经岁月的沉淀，到了明清时期，大

秧歌融入了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逐渐发

展成为春节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动，承载着

迎新祈福的美好愿景。它扎根于陕北大

地，是陕北非遗的瑰宝，深深烙印着葭州人

民的精神印记。佳县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

面持续发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

彩。如今，大秧歌融入现代舞蹈元素，展现

出全新的魅力。舞者们身着明艳服饰，手

中的彩绸如灵动的火焰上下翻飞。舞蹈编

排精巧，传统队列与现代元素相互穿插，几

何图形不断变幻。激昂鼓点与动感电子乐

交织，强烈的节奏如炸响的惊雷，不仅震得

空气嗡嗡作响，更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点

燃了每一位观众心底的热情，人群层层簇

拥，里三层外三层，欢呼声与尖叫声交织成

一片欢乐的海洋，孩子们嬉笑奔跑，大人们

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

在街头巷尾的热闹盛景与炫彩暖光

中，能深切感受到佳县文旅发展的蓬勃活

力。近年来，佳县紧扣文化惠民主线，通过

“旅游＋”多元融合模式，让文旅产业蒸蒸

日上。佳县县委、县政府 2025 年新年贺词

显示，2024 年，全年接待游客 359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8.5%；旅游综合收入 7.5 亿元，同比

增长 14.6%。这些亮眼的数字，是佳县在不

断深化文化实践，推动文化活动便民、乐

民、富民征程上的坚实见证，更是迈向未来

的底气与力量。

新年的华光倾洒而下，照亮了葭州城

的每一个角落，更点燃了葭州人民心底炽

热的希望。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引

下，佳县正阔步前行，以开放包容之姿、蓬

勃向上之势，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进发。

佳县定将挥毫泼墨，续写经济腾飞、民生幸

福、文化繁荣、生态宜居的盛世篇章，让葭

州之名远扬四海，迎接八方宾朋，携手共创

美好未来。

华光溢彩葭州城
□ 徐幼平

记 得 45 年 前 ，我 还 上 初 中 的 时 候 ，

就 知道党永庵这个名字。那时候，有一首

《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的歌，在社会上很

流行，农村、工厂、学校都在唱，我们学校也

教唱过。音乐老师告诉我们：这首歌的词

作者是大荔安仁人，是我们连畔种地的乡党。

从那时起，我就对党永庵怀着一种景仰的

心情。

党老师是诗词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

前辈。如果从 1955 年《工人文艺》发表的

第一首诗歌算起，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近

70 年了。他几乎在每个年代都有代表作。

如 1960 年代，有《我们这一代》。这首诗

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由《社会主义好》

的 曲 作 家 李 焕 之 谱 成 歌 曲 ，一 举 成 名 。

1970 年代，有《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红遍

大江南北。1980 年代，有《微笑的太阳》，

由《我的祖国》的曲作家刘炽谱成合唱交响乐

《太阳颂》，在国内许多大型音乐晚会上

演唱。后来，他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合唱团

创作的歌曲《绿鸽子飞起来》备受推崇，

合唱团的名字也因此改为“绿鸽子合唱团”。

他的《翠谷双回响》在 2021 年搭载着航天

卫星飞向太空，永久回响在天地间，翱翔

在苍穹中。

我原以为，像党老师这样的著名诗人

和歌词大家，也是会端一些架子，会摆一些

气派的，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但党老师

身上没有，丝毫都没有。与他接触交往的

这多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种天然的

亲近感，有一种生动的真实感，也有一种

魏晋名士的风度和风流。

党 老 师 喜 欢 红 色 ，也 喜 欢 穿 红 色 的

衣服。夏天一件红汗衫、红衬衣。冬天

一件红棉袄、红围巾。可能是这种红色

的重复吧，每次走近他，我都感觉像是走

近 一 团 火 。 红 色 是 热 烈 、喜 庆 、亲 切 、

温 暖和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他诗意人生

的象征。

党老师身上有一种天秉的诗人气质。

记得在去年的一次乡党聚会上，他有一番

致辞，一番致辞其实就是一首诗。那天，

他是站着致辞的，红色的衣袖随着他有力

挥动的手臂和跳动的韵律，如喷泉涌流，如

浪潮澎湃。那种浓烈的诗情燃烧，让人

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似乎整个房间都在

升腾着一团火焰。李白当年有“绣口一吐，

就 是 半 个 盛 唐 ”的 横 溢 才 思 ，而 他 热 情

奔放、激情豪迈的一席致辞，则如一种强大

的磁场和气场，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

感到有一种滚烫的情感在心中涌动。

我常常想，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何以

会有如此强烈、炽热的生命活力？我想到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世界

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我也想到了他在《八六

初度》自寿诗中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根蜡烛，

成年累月地流泪发光，不经烧啊！每次

与 之见面，他的精神都是那样饱满，他的

握 手都是那样热烈，他的声音都是那样

洪亮，他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他曾对我说：

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活着是一天，死气沉沉

活着也是一天。一个人怎么活着，全在于

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党老师是1938年生人，属虎相。

可能也是这种生命的天赐吧，他也选择

生 龙活虎地活着。记得在他的经典红歌

《青春献给伟大的党》中有这样的歌词：

“像那青松迎着风雨茁壮成长，像那江水

滚滚不息奔向海洋。”当年，他是怀着青春

的激情这样写的；如今，也是怀着青春的激

情这样活的。无论是在南山之南“不与秦

塞通人烟”的 20 年漫长的生活中，还是在

“热风冷雨”“几度腾挪”的饱经风霜和沧桑

中，纵使在“梦去浅读病渐多”的迟暮人生

的边缘上，自始至终，他都把高举着一团

熊熊燃烧的火焰，作为自己生活的选择。

党老师出生在黄河西岸的一个普通农家。

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平民县，是

民 国十八年为逃自河南、山东的难民而

特设的。但生活的苦难，没有磨灭他禀赋

的聪颖和对生活的向往和梦想。他是上世纪

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一路走来，

近 70 年的艺术生涯，他的诗词创作如满天

的繁星，也如满园的花朵。他经历了中国

当代诗词的整个历史进程，可谓“一生看尽

长安花”。他曾拜老一辈诗人词家臧克家、

艾青、光未然、贺敬之等为师，与他们交往，

向他们学习，受益匪浅。他被乔羽称为“深受

全国词友敬重的西北歌词重镇”，也被阎肃

等誉为“根植生活沃土，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

的时代歌手”。

最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揣着

这篇文章的初稿前往拜访他。他住在终南

山下的一栋普通居民花园里。那片土地叫

樊川，也叫杜甫川。那个地方毗邻着柳青

创作《创业史》的蛤蟆滩和常宁宫。我曾看

到一张照片，在终南山下的豆架瓜棚边，他

戴着一顶草帽，摇着一把纸扇，与那些脚上

沾满泥土的农民诗友“把酒话桑麻”。正像

他当年在大巴山，在石板而覆的村寨人家，

与紫阳的民间歌手“凭风话民歌”。他始终

把自己诗词的根须和生活的根须深扎在社会

底层的风土烟火中。

党老师有一个特别的微信名：草翁。

这个“草翁”，让我想到了陆游之“放翁”，也

让我想到了放翁“老学庵”的斋名。当然，

更多的是联想到渔翁、笠翁、艄翁、柴翁、卖

炭翁。是的，在那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平凡

而宁静的楼院中，他活得真实、自然、率性、

洒脱、快乐。在朋友圈中，我也曾看到过，

他在夏日的树荫下，穿着一件大裤衩，趿着

一双凉拖鞋，交脚仰卧在一张躺椅上的情

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百姓。

其实，党老师也是吃过大盘鸡的人。

且不说他身上有国家一级编剧、省音乐文

学学会主席、省政协委员等诸多头衔，仅其

在汉中、渭南两个地市挂职副市长的经历，

可能就会让习于世俗的我们高看几眼。但

他不是那种自视其高的人，也不是那种披

着袈裟的政客。那天，当我问到“草翁”的

来历时，他笑呵呵地说：“庵，本来就是草舍

嘛。草，也可谓是诗草的诗称。从草舍到

‘草翁’，我这一生都是属于草民一党的，我

就是‘芸芸众生草’中的一草；这可能也是

一 种 天 命 。 年 轻 的 时 候 ，是 一 株 小 草 。

现 在老了，是一株老草。包括我一生的

诗词创作，本来是撒了一地花种，却长成了

一堆小草。我自觉就是一个‘种花得草翁’。

但能够成为大地母亲怀抱中的一株青草，

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光荣。”听了党老师

这 一 段 话 ，我 想 到 了 贾 平 凹 曾 说 过 的

一段话：“自看自大，永远不大。只看自小，

永远不小。”

是的，不以花香，不以树高，一生都甘

愿做一株伏低伏小的小草。白居易曾赞美

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可

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生命，但小草也

是这个世界上最繁盛的存在，也是这个世

界上最耐活的生命。

春天的消息，藏在一条江河率先扬起的前奏里。

这声音很微弱，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拦

住，但它偏偏能传得很远，穿越车流和工厂的尘烟，一

路飘到高楼上，飘进人们的好梦里，并顺带着用耳廓的

弧度在人的心头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春江水暖了吗？

一条河苏醒后，春天才会有热闹纷呈的声响和丰

富葳蕤的形影。在冰雪消融的伴奏声里，春天将淅淅

沥沥地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进入草长莺飞的

副歌。

你听，灰鸭为河水寂寞的诗行押上了活泼的韵

脚。它们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再顶着一片水花钻

出来，与粼粼波光打成一片。水中岸上、湖面河底，春

江善用的俚语它都了然于心，用嘎嘎的叫声热情地应

和，叙旧完后，再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

住在乡下时，每天早上我都会打开门，让鸭子们成

群结队地奔赴春江。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

怎么肯迟到！为了尝久违的水草的味道，为了用喙衔

起相思已久的落花，它们拍着翅膀啪嗒啪嗒地冲刺

着，扑通扑通地飞入水中。哪怕水还没有暖，但脚蹼

划破初春的沉静时，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

入水中。

它们游东潜西，走南溜北，时而成阵列队，时而四

散开来，争相把春天的消息一点点传播开。那哗哗波

动的声音，挠痒了春江的心房。鱼儿听见了，虾米听见

了，水草听见了，连河底最呆笨的石头也听见了。于是

从河床开始，一些绿意开始洇染，一些气泡开始奔流，

一曲浮于水面的悠扬弦乐变得生动。回到岸上，鸭子

们甩着尾巴一摇一摆，留下一行行湿漉漉的脚印，蜿蜒

不绝，仿佛是提醒柴门里的人，春天正在经过。

此时的岸上，浓淡不匀，有的地块生机盎然，有的

地块睡眼惺忪。但地面之下，已经一片欢闹。

这要追溯到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它在暗无天日

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看不见日出日落，无法掐

算时间，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

替，为春天倒计时。

终有一日，冰化为水，开始流动，虽犹有清寒，但那

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让久困孤寂的根须喜上眉梢。

它忙不迭地将这份喜讯通知所有的根须，并迫不及待

地呼叫树梢：“可以发芽抽枝了！”不多时，枝头就挂起

绿色，河水里的浮光跃金闪烁在了树叶之间。

某种意义上，春天是和水一起，被根输送到地

上的。

拂堤杨柳也是运送的主力。它的青丝越梳越长，

河水的情思就越流越深。一枝柳条探入河中，天光云

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无需朝雨浥

轻尘，水畔烟柳自能洗出明亮的新色。待到长发及腰，

它的脚边会有鸭子戏水、老牛潜泳，各占一个声部，与

桃李对歌。

春江水暖，也暖了傍水而居的草木。

那么，对于春江水暖，究竟是鸭先知，还是草木先

知呢？

反正，不会是人先知。

等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姑娘早已为自己

做了双漂亮的草鞋——绿茸茸的，点缀着鹅黄、绯红、

素白的小花，阳光一照，就泛出明艳艳的光泽。她对自

己的手艺很满意，想穿给所有人看，于是撒着脚丫，或

踮着脚尖，从河的那边走到这边，从河的上游走到下

游。轻轻一踢，就有一个水泡泡推开一圈圈的涟漪，将

沿岸的土地映照出迎黄桃红杏白的斑斓模样。

但真的不是人先知吗？

从早春到晚春，春天渐深的每一点细节都需要人

去见证，需要一颗懂得诗意栖居的心灵去审美。

瞧，岸边，人渐渐多了起来。钓鱼人讲究愿者上

钩，他知道，水面下一条条兴奋的尾巴早已按捺不住，

要在烟火人间拍起硕大的水花。于是，轻轻一提，就把

春天从水里钓出来，拿到集市上卖。一番讨价还价后，

春天的消息被一个个菜篮带回了千家万户。

别管谁先知了！既然江水已暖，那就让想象力与

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翻涌。当行游的脚步和柔软的心

灵也生出暖意，春天的旋律会真正进入抒情的高潮。

——走近党永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