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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话老宅百年沧桑话老宅
□□ 何崇秋何崇秋

书法，我一生的快乐
□ 支荣慧

油菜花开春意浓
□ 赵亚勇

在浙江温州永强的寺前街，岁月恰似一首

悠扬古朴的长歌，低吟浅唱着这片土地的往昔

故事。在街后北头桥旁，那座何恒发老宅，仿若

一位缄默不语的耆宿，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时代

的波澜起伏，见证着家族的兴衰荣辱与风云变幻。

清光绪末年，温州那场令人谈之色变的霍乱

之灾降临永嘉场。彼时，温州整座城被阴霾重重

笼罩，恐慌情绪如决堤之水肆意蔓延，人人皆“风声

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爷爷何守堂及其兄弟守礼、守仁、守义，

这些在商海纵横多年的坚毅之士，并未被眼前的

恐惧所吓倒，反而如“中流砥柱”，在危机中敏锐地

捕捉到一线生机。

何恒发商号本就以经营布匹丝绸、洋货山货、

炒货等商品而远近闻名。霍乱肆虐之际，物资

需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爷爷们当机立断，

凭借着多年积攒的深厚人脉和对市场的“明察

秋毫”，迅速调整经营策略，从各地搜罗来消毒

用品、草药、厚实耐用的布料以及丧葬用品等

急需物资。

为了获取这些物资，爷爷们可谓是“披荆

斩棘”，历经了千辛万苦。他们不顾被感染和

死亡的巨大风险，四处奔走，水路交通阻塞不通，

他们便“另辟蹊径”，走山路、雇挑夫，吃尽千辛万苦

将物资运回温州永强。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

何恒发商号夜以继日不停运转，将物资源源不断地

供应给有需要的人，挽救了更多生命。

在满足乡亲们需求的同时，商号的生意也

百尺竿头更上一层。爷爷们始终秉持着儒家的

诚信为本与仁爱之心，坚决不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之事，而是以公道合理的价格售卖物资。他们深知，

在这艰难时世，邻里乡亲更需“同舟共济”，方能

共渡难关。就这样，何恒发商号不仅在霍乱时期

“稳如泰山”，还日进斗金，为建造大宅院奠定了

坚实基础。

随着财富的积累，爷爷们心中那个不敢想象的

大宅院梦想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决意要在这片

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建造一座能够传承家族

精神、庇荫子孙后代的中式富丽宅院，并使其成为

家族的文化摇篮，承载家族的荣耀与希望。

选址寺前街后北头桥旁，是爷爷在茶山寺院

拜大和尚学习所悟。寺前街因前街后河，风光

旖旎，恰似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画卷。

潺潺的河水犹如一条灵动飘逸的丝带，顺街后

而过，为这片土地带来勃勃生机。周边邻里交往

密切，可谓是“门庭若市”，充满了浓浓的永嘉场

渔家烟火气。

建造宅院的过程，无疑是一场凝聚智慧与

心血的“鸿篇巨制”。从青田、丽水顺着山间溪流

和瓯江水路运来的成排优质木料，散发着山林间

清新馥郁、醇厚悠长的气息，仿佛每一根木料都

蕴含着大自然的“钟灵毓秀”。工匠们从乐清永

嘉瑞安平阳云集而来，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精湛

技艺，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敬畏之心”与满腔

热爱，整整历时三年才大功告成。

大门台的雕琢，宛如一场与岁月的“深情对话”。

工匠们手持刻刀，全神贯注，将心中的美好憧憬

丝丝缕缕地融入木质纹理之中。花卉、瑞兽、人物等

图案在他们的刻刀下“呼之欲出”，仿佛在讲述着

古老的传奇与家族的殷切期许，加上西洋稀罕物

蓝色玻璃，真可谓是“巧夺天工”。

窗户的雕花更是精妙绝伦，那细腻的线条犹如

江南水乡的绵绵细雨，轻柔地勾勒出一幅幅美轮

美奂的画卷。每一处镂空、每一道曲线，都凝聚着

工匠们的“匠心独运”与辛勤汗水。阳光透过雕花

窗户洒在地面上，形成光怪陆离的光影，宛如如梦

如幻般的诗篇，让人不禁陶醉其中。

宅院的布局，严格遵循着传统的对称之美，

规整肃穆，彰显着家族的严谨与庄重。前院作为

迎接宾客的场所，开阔豁达，气势恢宏。地面用

精挑细选的石板铺就，历经岁月的砥砺，仍光滑

似镜，倒映着天空的云卷云舒，给人一种“天地合一”

的厚重与美感。

小时候我们住在西厢房，青石板的庭院平坦

又阔绰。厢房右边有一个金鱼缸，左边也有一个

金鱼缸，金鱼在缸中自由自在地游动，时而穿梭于

水草之间，时而跃出水面，溅起晶莹剔透的水花，

为庭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灵动。

中庭是宅院的核心要地，一座精致典雅的

木刻屏风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这片

天地之间。中间摆放着一张古朴典雅的八仙桌，

供家人闲暇之时休憩、品茗，享受着那份宁静与

惬意。抬头仰望，屋梁上的雕龙画凤气势磅礴，龙身

蜿蜒盘旋，鳞片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破壁而飞”，

展现出家族的赫赫威严与无上荣耀，令人心生敬

畏之情。

后花园则是一片清幽静谧的天地，这里种植

着各种奇花异卉，四季流转，繁花似锦。春天，

桃花灼灼，如天边的绚丽云霞，“人面桃花相映红”；

夏天，荷花亭亭，散发着淡雅清幽的清香，“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秋天，菊花凌霜，绽放出

坚韧不拔的风姿，“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

北风中”；冬天，梅花傲雪，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一抹

明艳动人的色彩，“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不同

季节的花卉在这里竞相绽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

四季画卷，美不胜收。

宅院的房间设计更是别出心裁，每一间都有

暗门相通。这些暗门不仅在特殊时期提供了

“固若金汤”的安全保障，更像是家族内部的神秘

纽带，将每一个成员紧密相连，体现了家族的团结

与凝聚力。十几年前在杭州胡雪岩故居参观，

发现他的宅院也是暗门相通，这可能是那个年代

最讲究的设计了。

院子共六个门，前院一扇两开大门庄严

肃穆，边上一个小门玲珑精巧，中厅有两个中门，

后花园还有一扇对开后门，前后两个大门皆以

铁皮包裹。大门上镶嵌着一对铜质的门环，敲击时

发出清脆悠扬、余音袅袅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

家族的源远流长，“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

弓断弦”，虽情境不同，但那一份厚重的历史感却

油然而生。两米多高的院墙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

屏障，守护着宅院里的宁静祥和，为家人提供了

一个安全、私密的生活空间。一座宅院六扇大小门，

按 鲁 迅 的 说 法 ，在 当 年 可 能 也 算 是 豪 宅 的

标配了。

宅院建成后，邻里纷纷前来道贺，可谓是

“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爷爷们热情洋溢地招待

着每一位访客，分享着建造宅院的欣喜之情。

在这个过程中，邻里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真正

做到了“远亲不如近邻”。

平日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哪家有了难处，

大家都会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尽显“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美德。孩子们在巷子里嬉笑欢闹，

从这家跑到那家，充满了蓬勃朝气，为这片古老

的街区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和生机活力。每到

传统节日，宅院里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爷爷们会邀请邻里们欢聚一堂，摆上丰盛的酒席，

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古论今，其情洽洽，其乐

融融，共同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邻里之间的

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冲击。

然而，何氏家族的后人们深知这座老宅所承载的

家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价值，在坚韧中坚守，使其在

时代变迁中得以保存。

暮春时节，我常看见穿着旗袍的姑娘在老宅

大门台前拍照，她们抚摸着古铜色的门环，却不知这

铜绿里沁着多少掌心汗。推开尘封的铁皮大门，

梁间仿佛还回荡着当年何恒发的算盘回响。那些

雕花窗棂滤过的百年月光，仍在诉说着一个商贾

世家的仁心与智谋。

温州永强的何氏老宅，不仅是凝固的建筑

史诗，更是温州人“义利并举”的精神图腾，如同

大罗山屹立不倒，永远激荡在浙南大地。

朋友姚先生新制一套茶具，请我写“品茗论道”

四个字。我不敢怠慢，认认真真写了好几天。

交稿后，他把这几个字刻在茶盘上，说这样更显

喝茶的高雅与情趣。书法这门艺术，越来越离不开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欢。

现在的办公环境，基本上早就成了智能

手机、电脑、打印机等现代化工具的天下，AI兴起，

更是提供了许多便利。大家即使是手写，也派

不上毛笔，而是用钢笔、圆珠笔、水笔。毛笔在

实用性方面确实远离我们而去了，陷入窘境。其实，

很多人都很怀念那个用毛笔挥洒才华的年代。

如今，要想欣赏现实的毛笔字，我只能自己挥写，

或者是收到书法家朋友的来信、作品。一些书法家

朋友说用毛笔写信更亲切，见字如面，也更能

显出对朋友的诚意。我也赞同这种看法。毛笔

在失去了它的实用性的同时，书法越来越显得有

文化品位，越来越显得专业化，其审美性也就

更加突出了。毛笔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工具。

我觉得，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反而更加喜欢

书法。

夜阑人静，万家灯火，我们从大道或小巷中

一路走来，两旁商家的匾额店招，灯光耀眼，总有

书法的味道让人感受不暇，人们为什么不用印刷

的字体，而喜欢手写的呢？就是因为书法是一门

艺术，它的美是无与伦比的，是有其个性特征的，

能让人一看就留下极深的印象，蕴涵着深厚的传统

文化内涵。再看一些商品的商标，也有书法的

印迹，凸显出东方的神韵，特别醒目。再如到

旅游名胜、佛教圣地、古代园林等地，古今名家题字

触目皆是，融景于情，情景合一融会于笔端。在

餐厅或茶楼，挂上几件书法作品，满屋充满文化

气息，品位就不一样，格调变得高雅，吃饭还可以

欣赏美，两不误。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日益频繁，书法艺术逐渐走向了世界，它的美

被越来越多五湖四海的文化种群所接受、欣赏、

赞叹、热爱、崇拜。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它、

了解它，继承它。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说过：在

中国，书法是艺术中的艺术。

就说我吧，小时候家里穷，喜欢书法却不能

随自己的意愿去买笔墨纸砚。参加工作后，这种

情况改变了。我可以支配自己的工资，每次总是

购买大量的笔墨纸砚，在家里备足以供每日

“挥霍”。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学习书法，书法就

这样无声伴我几十年，尽管自己悟性不高、成就

不大，但始终不曾放弃，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它给了我许多快乐。每到夜晚，万家灯火，满眼

尽是浮华。而我泡一壶茶，在灯下挥毫，无世俗

纷扰。繁忙之余有一片自我天地，不是麻将，不是

打牌……用书写抒发情感、思索人生，自得其乐，

静以修身，以免坠入世俗深渊，陷入滚滚红尘。

书法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何等

重要。笔墨纸砚原本就是一种文人文化，流畅的

抒写正是中国文人生命的流淌与延续。学习书法，

不是必须，也不是工作，而是兴趣所在，书以言志，

体现书者的自我价值。古语：书者，如也，如其学，

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季羡林

先生将书法、京剧和周易称为中华之国粹，当之

无愧。

书法的内容就是国学的精华。一个学书法

的人，必了解书法史，而书法本身又与文学、

历史、哲学、美学，甚至政治紧密联系。中国文化

是儒、释、道的多元文化，书法便是这多元文化的

融合后抒写。历代许多大书法家还是文学家，只是

他们的文学才华被书名掩盖，与其书法成就相比，

显得那么地微不足道而已。如王羲之的《兰亭序》

这篇文章，文辞优美流畅，本身就有非常高的

文学价值。而一些文学家则是大书法家。大文豪

鲁迅先生未以书法家自居，但他的书法足以雄视

书坛，令许多书家自叹不如。清朝大文豪袁枚的

行书，也独树一帜，作品有浓厚的书卷气，堪称

文人书法的典范。这些大师激励着我努力读书，

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不断提高心灵的境界，在

书法上力求不断突破。

书法，有柔雅之书，也有刚健之书，欲下先上，

欲右先左，无尽的变化，就像打太极一样，带给我们

无穷的享受。欣赏书法作品，线条的粗与细，

颜色的白与黑，行笔的慢与快，用笔有方有圆，蜿蜒

如蛇、壮硕如熊、威猛如虎……令人为之震撼。

一碑一世界，一帖一乾坤。每习一部法帖，有线条的

享受，还有文学的陶冶、空间的体味、笔墨的韵致，

心情格外舒畅，心胸豁然开朗。

岁月无情，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

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建设年代，仿佛只在一瞬间。

“沉舟侧畔千帆过”，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千古的

记忆。月有阴睛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不管年轮

怎样随着四季转换，书法的血液一直在我们民族

的脉络中流淌，书法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滚滚红尘里，书法永远

不会被湮灭，只会继续闪耀它夺目的光芒。

永和九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大堆

文人雅士聚会，在酒酣之后，王羲之诗兴大发，

写下了千古绝唱《兰亭序》。从此，兰亭序成了

唯一，无人能再超越，包括王羲之本人。《兰亭序》

那超乎寻常的飘逸的墨迹，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

展现出潇洒流丽、优美动人的无穷魅力，成为“中和

之美”书风的典范。每当我欣赏《兰亭序》，获得

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激动不已，感谢古人给

我们留下了如此精彩的艺术珍品。

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读着法帖，我们的

心情就随他的书写波澜起伏。对叛军的仇恨，

对侄儿的赞美与怀念全付诸笔端，笔情二者合为一，

一任自然。此时此刻，颜真卿愤笔疾书，血泪交迸，

情不能自禁，文中多处涂改增删，全出乎天然。

料想他当时作书，断然不会以之为艺术佳构

而作。《祭侄文稿》全文不足二百三十个字，然却

字字珠矶，章法浑然天成，满纸云烟，笔触厚实，

可以想见当时满腔的忠义与悲愤化作笔下或

粗或细、或浓或淡、或干或湿的缕缕线条，这线条

犹如一个个摄人心魂的音符，汇合成章，犹如一曲

洪亮高亢的悲怆交响乐。

苏轼被贬黄州，在生活困顿之中，挥笔写出

《寒食诗帖》，体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使得此帖成为“天下第三

行书”。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

彰显动势，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洋溢着起伏的

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

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

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技情融合，做到作品

情感融为一体，达到忘我境界，一气呵成。

穿越时空，感谢自古以来一代代书法家写出了

经典的书法作品，使我们能在数千年的书法长廊

遨游，让我们有了与他们对话的机会，媒介正是

他们留下的书法作品。不管这座山有多高、海有

多深，吸引的是不可计数追随脚步的后来人。书法

莫测高深的玄机，仍引领许许多多人为之耗尽

一生的精力与心血。

书法就这样令我们痴迷，为它废寝忘食，因为

它可以带给我们无尽的美的享受。在片刻的悠游

之中，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与喧嚣。书法的春光，

永远都是明媚的。

谢谢你书法，是你带给了我一生的快乐。

春天刚过一半，家乡的油菜花就开了，

一 直 持 续 到 四 月 。 我 的 家 乡 汉 中 位 于

秦岭巴山之间，是“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钟灵毓秀，有

“西北江南”之称。每年的三月，桃李樱杏等

各色鲜花竞相开放，整个盆地花开馥郁、

香风沉醉，成了一个姿态天然、美不胜收的

大花园。尤其是油菜花，经过几场春雨，

便 敲锣打鼓地开遍了盆地的角角落落。

那黄金般的笑脸绚丽明亮、光彩夺目，让人

迷醉，吸引着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赶来观赏

这盛大的花事。

每年油菜花围城的时候，我都会出城去

观赏，就像赴一个约会。沉浸在得天独厚的

美景之中，给心灵放一个假。屏蔽尘世的

纷扰，任铺天盖地的金色浪潮奔涌而来，

在眼前展开来。这油菜花汇成的海，闪耀着

独特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韵味，美得令人

窒息，就像一幅油画，绽放着无尽的诗意与

浪漫。

“你不绽放，春风羞于吹动人间。”油菜

花在春风的手指抚摸下，经过春雨的滋润，

尽情地开放，它们风姿亭亭、形态婀娜。

阳光是镀金的工具，给油菜花染上灿烂的

颜色，汇成金色的花海。这花海给田野披上了

美丽的外衣，成为了蜂飞蝶舞的天堂。春光

明媚横成大地，芬芳四溢姿意流淌。这油菜花

就像脚下的汉江，灵动而淋漓酣畅。春风

走过，在油菜花的簇拥下，人心变得酥软，

眸子闪烁着格外亮丽的光彩。从金黄的

油菜花间穿过，整个春天明亮了起来。我

不知道是春天为观赏油菜花才赶过来，还是

油菜花为住进春天才盛开。我只知道，这大片

大片的金黄色彩，涂抹了汉中盆地，覆盖了

秦岭巴山之间的沟沟岔岔、平川田畴，在

春风里、阳光下，美丽极了，简直美得令人

惊叹。我看见每一株油菜花就像一支黄色

的蜡烛，它们挨挨挤挤、密密集集在一起，将

春天照得格外明丽；我看见宽宽窄窄的沟渠、

大大小小的道路，将油菜花地分割成一个个

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几何形。青绿的麦地

翡翠一般和金黄的油菜花田交错在一起，

绿中有黄、黄中有绿，风景颇有些别致。水库、

池塘就像镶嵌在油菜花海中的一面面镜子，

阳光照在“镜”面上，泛着七彩光波。油菜花、

麦田、水库、池塘构成一幅巨大的画卷，铺陈

在盆地上；我还看见来自五湖四海，甚至

大洋彼岸的游客在油菜花丛中穿行，仿佛在

金色的海洋里游泳。

小时候，我曾经在乡下奶奶家生活过一段

时间，那正是油菜花开得正盛的季节。我和

小伙伴们总喜欢在油菜地里穿梭，挖野菜、

扯猪草，玩躲猫猫、红军捉土匪等游戏，常常

弄得油菜花瓣沾得满头满身。不过我们

玩得很开心，油菜花也像受到了我们的感染，

在春风里花茎乱颤。油菜花是一种很朴实

的花，它没有桃花妖艳，更不及牡丹名贵，

但在它纯朴的花香中，我能嗅出浓郁的乡土

气息，那是家乡的味道。

天地之间，大美无限。家乡的油菜花是

一行行金色的诗，是一幅幅绚丽的画，盛况

空前地开在阳光下、春风里，浩浩荡荡，一望

无际，如天上仙境，让人流连忘返。“流金

溢彩百里香，万顷金波花如海”。漫步花海，

心胸豁然开朗，耳目焕然一新。看那彩蝶

曼舞，听那蜜蜂轻唱，好迷人的景致，让人

激动，让人奔放。徜徉在花海里，心情和

油 菜花一起随风摆舞，思绪伴着花香在

田间、村落上空飞扬。

虽然外貌平凡，却拥有顽强生命力的

油菜花，是家乡的花，春风里最美，天底下最香，

永远盛开在我的心上。置身在这片金色的

海洋中，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就像赴一场

芬芳的盛宴，让人神清气爽、心花怒放。

山里捎来春的消息
□ 徐静

当灞河源头的冰层裂开第一道细微的

缝隙，春的使者便揣着用山桃花汁书写的

信件，在秦岭褶皱间悄然奔走。这些带着

松针清香的信笺，藏在迎春花鹅黄的蕊心，

隐于解冻溪水的叮咚韵律，抑或是农家人

播种时挥洒的汗珠里，将春天的消息传递到

每个翘首以盼的心灵深处。

惊蛰那日，背阴山崖的冰棱仍如水晶

帘幕般悬挂，向阳坡地的迎春花已换上

嫩黄裙装。她们挨着村舍篱笆蜿蜒生长，

在古老的石桥旁肆意绽放，纤细的枝条上

缀满了黄金铃铛，在料峭的寒风中轻晃，

仿佛在温柔地叩击着冬天的门环，宣告着

春天的临近。

方婆婆蹲在田埂边，布满皱纹的手抚过

花瓣，如同抚摸岁月的纹路。她微微眯起

眼睛，轻声说道：“花开三日后，灞河的冰

就该化咯。”果然，第三日冰层下传来“咔嚓”

的轻响，沉睡的溪流苏醒过来，唱着《诗经》

里的歌谣奔向远方，仿佛在向世界诉说着

春天的故事。

春分细雨飘落时，青石板老街溅起的泥点

是春天的鼓点。屋檐水顺着瓦当滴落，形成

晶莹的珠帘，断了线般滚落。田埂边湿润的

泥土散发着陈酿般的气息，蚯蚓在其中书写着

古老的楔形文字，记录着春天的最初篇章，

这些文字里，满是春天的生机与希望。

郝大叔戴着斗笠在自留地忙碌，胶鞋

踩出的“吧嗒”声与雨声合奏。他埋下洋芋

种子的动作如同在泥土里绣花，每粒种子都是

写给秋天的情书。“春雨贵如油啊！”郝大叔

直起身子，望着远处烟雾缭绕的山峰，声音

里裹挟着泥土的厚重，更蕴含着对土地深深

的敬畏。

清明雨后的山林是块温润的碧玉。竹林

深处，鲜嫩的竹笋顶着褐色的笋壳破土而出，

如同大地举起的毛笔。田埂上，蒲公英黄花

开成繁星，蕨菜在青苔石缝间舒展卷曲的

嫩叶，仿佛在认真地临摹春天的图谱，努力

描绘出春天的模样。

马婶挎着竹篮带孩子们采野菜，手指在

草丛间翻飞如蝶。竹篮里荠菜与马齿苋

叠成翡翠塔，孩子们追逐蝴蝶的笑声惊起

山雀，那雀鸟振翅的声响，也融入了这场

春日狂欢。“回去做荠菜豆腐羹。”马婶的

话语里，满是山泉水般的清甜，还有对生活

最朴实的热爱。

谷雨时节，灞河的水位明显上涨了。

清澈的河水倒映着岸边的青山和绿树，宛如

一幅美丽的画卷。河面上，一群鸭子在欢快地

嬉戏，它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

溅起一片片晶莹的水花。河边的芦苇丛中，

不时传来鸟儿清脆的鸣叫声，仿佛是在

为春天的到来而欢呼。

老周头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静静地

聆听着溪水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因为他知道，这潺潺的流水声，就是

春天最动听的旋律。“再过半个月，河里的鱼

就该产卵了。”仿佛是在和春天对话，又仿佛

是在和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交流。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山岗，灞源镇的

春天已经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不知谁家的

收音机里传来秦腔唱段，苍凉的曲调在山谷

里回荡。老周头忽然觉得，这满山遍野的

春色，这灞河日夜不息的涛声，何尝不是一封

永远写不完的信？它从远古唱到如今，从

山里飘向远方，把春天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

诉说给那些懂得聆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