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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母
亲，另一位是我的岳母。一个女婿半个儿，在我心
中，岳母也是妈，30 多年来，这种认知越来越明晰，
感觉越来越浓烈。

龙年正月初六，我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及外孙，
驱车 30 公里，前往忻州市奇村镇杨胡村给岳母拜
年。熟悉的大马路，熟悉的葡萄园，熟悉的乡亲们，
聆听春风拂过田野的淡定，回望生活的点点滴滴，踏
寻岳母在乡间城里来来往往的串串足迹，远远近近，
深深浅浅……

岳母有弟妹四个，由于祖业单薄，从小过着沿村
租房的生活。作为家中的长女，她过早地承担起干
农活做家务照顾妹妹弟弟的责任，生活的艰难和磨
炼使她比同龄人更坚强更稳重更豁达。

我和妻子是高中同班同学，当我登门提亲时，岳
母却不同意，原因只有一个，说我有兄弟三个，家里
穷。可能是由于岳母遭受过太多贫家穷舍的苦楚，她
自然不想让女儿步自己的后尘。可我的妻子态度异
常坚决，岳母拗不过女儿，便同意了婚事。结婚回门
当晚，岳母拿出一沓子钱，对我说：这是今天所有的拜
礼钱，你们刚结婚，用钱的地方多，你们拿去补贴家用
吧。其实，在这之前，岳母知道我家经济状况比较紧
张，便雇上木匠用家里存放的榆木板子给我们打好了
家具，并油漆好，让大兄哥开着拖拉机送过来。不仅
如此，家里的彩电、洗衣机，就连床垫、案板、擀面杖，
都是岳母给置买的。

生了大女儿后，为了节省开销，妻子和孩子在娘
家住着。正月里，由于工作忙，我早早地回城上了
班。正月十一上午，岳父坐着城乡班车进城来了。
岳父扛着一个大挎包，打开来看，里面全是吃食，有
热菜凉菜，还有饺子、花糕和专门为女婿蒸的钱龙，

在我们乡下，只有儿子才能享受蒸钱龙这种待遇。
岳父对我说，你妈怕你一个人吃不好，催促我进城来
给你送些吃的。我转过身去，唯有泪悄悄地流。

我 们 省 吃 俭 用 买 了 一 套 二 手 房 ，结 果 无 钱 装
修。岳母看出了我们的难处，拿来 8000 元救了急。
后来，我在最繁华的和平街又买了一套新房子，可那
套旧居一直留着，没有出售也没有出租，因为房间里
的一碗一筷、一桌一椅，甚至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岳母
满满的爱心。

岳母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处得很融洽，亲如姐妹。
妻子生大女儿时在我们村里养月子。一天夜里，侍候
女儿的岳母突发急性肠胃炎，疼得滚来滚去，直冒虚
汗。我在城里上班不在家，母亲让父亲把小平车推出
来，铺上褥子，搀扶着亲家母躺上去，盖好被子，父亲
在前面拉车，母亲在后边推着，一路小跑着向五里外
的镇医院奔去，经过及时治疗，使亲家母转危为安。
父母亲都是近 60 岁的人了，是爱让他们充满力量一
路奔跑。

二女儿出生后，照看孩子的重担又落在岳母肩
上。我每逢周末回村看孩子，岳母不论有多忙，总要
放下手头的营生，问一句：“饿了吧？”便开始张罗着
做饭，不一会儿，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在我跟前，还
看着我吃完。“饿了吧”，只有寥寥三个字，却满含着
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关心，虽没有更多的话语，但浓浓
的爱都在里面。

2004 年 7 月 底 ，病 魔 无 情 地 夺 去 了 妻 子 的 生
命，岳母终日以泪洗面。虽然妻子不在了，但我们
和岳母还是一家人。如今，岳母已 90 岁高龄。已
参加工作的大女儿和女婿经常回村探望，还给姥姥
买了彩电。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小女儿一放假就回
村陪姥姥小住，给姥姥买菜、买吃的，到冬天还买了
电热毯。姥姥老了，走不快了，我那贴心的小女儿
便牵着她的手，慢慢走到巷口去晒太阳或与老邻居
聊天。岳母是老寒腿，年复一年，我都会照着药单
买药送回去，现在，大女儿接了我的班。孝心，也需
要接力和传承。

在岳 母 眼 中 ，我 是 一 个 女 婿 半 个 儿 。 在 我 心
中，岳母也是妈，我有当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在未
来的日子里，我会尽己所能孝敬岳母，让老人家幸
福地安度晚年。一句承诺，一生作答！

属相会对一个人造成映射，影响
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公众判断。在
国人的感知里，属相似乎和一个人的
命 运 紧 密 关 联 。 有 福 没 福 ，性 格 如
何，走运背运，不少人愿意和属相挂
钩，这在生活中已经成为常态。将动
物的特性与一个人的言行归属在一
起，是生肖文化给人的判断。一个人
属什么，既是生肖暗示，又是社会认
同 。 有 位 企 业 家 开 玩 笑 说 ：自 己 属
猪，所以干什么都发财。这话或许属
于调侃，但猪生性能吃，包容万物，或
许是这位企业家发财的秘密。

平时和朋友交流，对属相与自己
生活的关系感慨不已。生活中的偶然
也会与属相特征相连，越来越感觉这
会成为一种必然。人之行为与属相有
一种冥冥中相通的关系，让人感觉到
其中的趣味。不少算命者还把这些偶
然因素强化，轻易从相信者的口袋里
捞取些银两，倒滋生出不少故事。

属相的定位开启一个人的心智，
这是生肖文化使然，说白了，也是传
统文化使然，有利有弊。况且十二生
肖皆为动物，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犬、猪。从这十二个属
相看，身边家养的就有牛、兔、马、羊、
鸡、犬、猪七种，猴子和老虎，则是疏
离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在 森 林 里 的 动
物，一个精巧，一个有力；老鼠和蛇，
则在房舍与大地之间通行无阻，构成
亦近亦远、亦拙亦灵的意象。这些属
相的动物，皆能在大地上奔跑，独有
龙 这 一 动 物 ，可 以 有 飞 龙 在 天 的 感
觉。龙与其他属相虽同为动物，但功
能不同。十二属相以动物的属相昭
示人性，让人信服自然生命的习性与
人类这一高级生命特征的相通性。

同为大地的产物，龙这一属相却
与其他属相不同，成为学界探讨的话
题。当下，十一种属相皆能在现实生
活中看到，独有龙则成为一种幻象。
有人考究说，龙本就存在，只是后来

（如 恐 龙 一 样）消失了；有人则说，龙
本不存在，是先人杜撰出来的动物，
是各种动物的复合体。龙之意象，经
过时代演变，逐渐赋予其象征意义。
有人考证，7000 年前，就有龙图迹留
存，蚌龙图案则显示出中国龙的早期
特征。秦汉以来，龙逐渐发展为从皇
帝到民间士子的意象，让龙有了更深
刻的价值意义。《周易》中有“潜龙在
渊”“飞龙在天”等语，则更说明了龙
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源头。对龙的
崇拜日渐让龙成为民族的图腾。龙
能腾云驾雾，自然能与天庭相接，人
间 能 与 天 庭 相 接 者 ，唯 有 天 子 皇 帝
也！皇帝发脾气，谓之“龙颜大怒”，

龙成为皇权的象征。民间也以“卧龙”比喻诸葛亮先生。龙之品
性，比喻皇帝和卓越君子，是属性相同使然。自秦以降，龙逐渐由
翼转为足，龙之形象逐渐规范化，日渐符合人类对力量和审美的
期待。至清朝，龙又从过去的跳跃飞腾逐渐演化成古朴严肃了，
龙日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被尊崇者。

我偏偏属龙。这一虚幻的意象，在我看来，总没有小蛇来得
实在。蛇属相在民间谓之“小龙”，小龙灵巧、跳跃，可以触摸，有
生活气息。但大龙则不同，被人们赋予太多责任感。似乎属龙，
就有了额外的光环。如果说，其他动物有这方面那方面缺点的
话，龙则成了完美的象征。记得小时候，一旦有些不大不小的成
绩，大人会说，这孩子属龙。有一年在顺德划龙舟比赛，我作为体
验者，舟转弯时，队友们大多落水，我没落水，队友们说因我属龙
也。其实，是因我牢牢抓住了船帮，才没有掉下去，哪有一点龙的
胆量？

北方龙舟比赛少，雕龙画凤的地方多。我常去颐和园，在有
龙凤图案的文物前，思考一个朝代的远去。长城和黄河，常被比
喻成长龙，一静一动，颇能代表北方人的精神。站在长城上遥望，
感觉到古人正是在龙图腾的激励下，一代代构筑起坚强的精神长
城；在黄河边，那裹挟着黄土的长龙，似乎在讲述着中华民族蜿蜒
曲折、奔流到海的历史故事。在祖国的东西南北，龙图腾，成为华
夏子孙的精神寄托。更多时间，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龙形
象之所以成为国人的最爱，是与其外在接天入地的气势和内在奋
斗不止的精神密切相关的。做虎不如做龙，龙之力量和唯美，颇
符合君子在天地间行大道、做大事的气质。对龙的仰望和亲近，
说明了人性的升华与锤炼的重要性。属相为龙，是生辰八字的巧
合，更是催人奋进的潜在暗力的推动。

每到本命年，家人会给我买一条红腰带，而今年是第 6 个本
命年了。想想这大半生，也有如青龙出水、龙腾虎跃的青年时刻，
也有颇富龙马精神的中年时代，而今年的本命年，我则年满花甲，
将选择怎样的一种状态面对今后的生活？

去年秋天在山野间，看到一只自由游弋的小蛇，纵情在山水
间，偶尔还看过蛇捉老鼠的游戏。或许，我未来选择的生活，就如
这小龙一样，亲近大自然，让生活更富有大地游动的质感。龙，或
许是我尊崇的意象，生活得像一条蛇，灵性甚而偏狭，才能感知人
间大地的味道。

（作者出生于 1964年，中国作协会员，曾获“冰心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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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音在巷子里响起，武
大爷轰隆隆的歌声也飞进了我的耳朵：“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嘿，老武，上班去？”
“上班去！”
这是我爸在我家街门口和武大爷打招呼。
30 多年前，我刚上小学。几乎每一个清晨，我都

是 被 武 大 爷 一 个 人 在 巷 子 里 搞 出 的 一 派 热 闹 吵 醒
的。武大爷一走，我妈就说：“该起床啦，工人老大哥
都上班走啦。”

武大爷在县城的东湖醋厂上班，在距离县城 20 里
外的我们村子里住。他穿着印有“东湖醋厂”的蓝色
工作服，骑着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唱着他当兵时唱
过的歌，走到哪条街上都是一道风景。

人们都羡慕武大爷，羡慕他吃公家饭，羡慕他月
月领工资。可武大爷不仅一点不骄傲，还很慷慨随
和。时不时地，他会给我们送来一大袋的醋泡蒜，袋
子上印着大大的两个字“东湖”；到过年，他还会给我
们送来一瓶“东湖牌老陈醋”，顺带送我几张闪着金光
的商标纸。

我就是这样认识东湖的。
第 一 次 见 到 东 湖 的 真 容 是 在 四 年 级 作 文 比 赛

时。我从乡里晋级到县里，我坐着武大爷的自行车去
清徐县城参加比赛。走到东湖边时，武大爷特意停下
车子，让我好好看看东湖。东湖好大。初夏时节，湖
面碧波荡漾，粼光闪闪，岸边垂柳匝地，柳枝轻拂。湖
心一座红色小塔，飞檐斗拱，古色古香。东湖，美得就
像我家墙上贴的画儿一样。武大爷说，东湖是清徐的
标志，就像天安门是北京的标志一样。看了东湖，就
算来过清徐县城了。

武 大 爷 指 着 远 处 湖 心 的 红 色 古 塔 说 ，那 叫 玉 皇
阁，里面的神专门保佑孩子们考大学。我盯着玉皇阁
看了好一会儿，希望他也保佑我考上大学。

后来我师范毕业回到杨房中学教书，我们的学校

和水塔醋厂是不远的邻居。水塔醋厂的前身是东湖
醋厂的兄弟，叫“二醋厂”。上世纪 90 年代，它的加速
度发展让它在短短几年之间超过了很多同行企业，一
跃成为省内醋行业的领头军。水塔牌老陈醋红艳艳
光闪闪的商标纸上，是一座大大的水塔。这座塔真有
其塔，就坐落在东湖的东南角岸边。

这座塔名叫水阁楼，由水塔集团出资，在明代古塔
的原址上复建。新的水阁楼以龟形底座托起宝塔式楼
阁，外形酷似黄鹤楼，楼高九层，雕梁画栋，气势磅礴。
水阁楼一旁建了醋都广场，周边很快形成了清徐县城最
繁华的商业区。自此，以东湖、蓝天为背景的水阁楼图
景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新清徐最初的 logo。它的典
雅大气、恢宏壮观与清徐“醋都”的美名相得益彰，齐
放光彩。

2019 年，县政府对东湖公园周边进行了全面改造
升级。东湖公园正式诞生了。它不仅将水阁楼、人民
广场（旧广场新拓）和整个东湖揽入怀中，还将东湖北
岸一直到紫林路的地块都划入了公园地界。整个公
园占地 4.28 万平方米，园内铺设公园路 1088 米，绿化
3.66 万平方米，是一座极具现代化、园林化、运动化的
时 尚 公 园 。 一 座 公 园 拉 高 了 一 座 城 市 的 品 味 和 格
局。东湖公园幽静秀丽，大气包容，漫步其中，让人常
有“园非在城中，却是城在园中”之感。

无论静立湖边远眺群山，还是站在石拱桥上看夕
阳落水；无论走走彩虹桥曲径通幽的木制廊道，抑或领
着孩子看看水鸟水鸭在湖中央嬉戏，都别有一番情趣。

我最喜欢的，是东湖的璀璨之夜。当晚风轻拂水
面，摇碎一湖灯影，全世界都在湖水的怀抱中安静下
来，如襁褓里熟睡的婴孩，感受着母亲温柔的拍打。
夜晚的水阁楼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灯塔，开车回家的人
远远望见它，就像望见了温暖的家，望见了自己的母
亲。古老的玉皇阁在迷蒙的灯影中显得更加古朴，更
加慈祥而深不可测。想我当年远眺玉皇阁默许心愿
仿佛就在昨天。昔时的玉皇阁尚是水中孤阁，而今有

廊桥栈道直通玉皇阁，人们可以近距离瞻仰这座古
庙，近距离祈福。数不清的长长的灯带绕着湖，绕着
桥，绕着人的脚步。工作了一天的人们，沿着湖走一
走，跑两圈，将一天的疲累和苦恼都尽数倒入东湖中，
好不惬意。

总有孩子们咯咯的笑声传进耳朵，那是他们在公
园的弧形廊道里玩耍。一到晚上，廊道投影灯在地上
投射出多彩的图画，有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古典神
话，简直目不暇接。

公 园 最 辉 煌 的 一 景 要 数 东 湖 中 的 音 乐 喷 泉 了 。
夏天的晚上，东湖岸边常常簇拥着很多人，等着欣赏
音 乐 喷 泉 灯 光 秀 。 我 曾 经 看 过 西 安 广 场 的 音 乐 喷
泉。我想说，我们清徐的音乐喷泉从规模和气势上丝
毫不逊色。随着音乐响起，光影交叠起舞，水柱翻飞
腾跃，整个东湖激荡着蓬勃的活力豪情，一派欣欣向
荣、昌盛祥和。

所有人都屏息敛气，目不转睛，之后久久驻足，叹
为观止。突然，我听到一名孩童响亮地喊了声“真美
啊！”我回头循声望去，他正骑在爸爸的脖颈上，小小
的手还高举着，指着喷泉。

是啊，这一切多美。
有光的地方就有温暖，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
东湖之光，发展之光。

（清徐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东 湖 之 光
李小娟

正月初五早晨，我照例来
到阳台，欣赏眼前的花花绿绿，
忽然，一抹惊喜闯入我的视线，
只见花丛中，两串色如白玉、形
似响铃的花朵低头弯腰，悄悄
绽放。我急而轻地拨开花盆上
方遮挡视线的叶片，仔细朝那
两串花朵看去，原来，是我养了
多日的铃兰开花了。

说起铃兰，我是第一次栽
培 ，但 对 铃 兰 的 喜 爱 ，已 久
远 。 多 处 寻 找 其 身 影 ，均 无
果。究其原因，是铃兰一般生
于幽谷，藏于林中，与兰花为
伴，在室内不易栽培。去年年
底，无意中看到网上有商家销
售铃兰花根，我便毫不犹豫下
单买了五棵。

为 了给铃兰提供一个接
近野外生长的环境，我从单位
的小花园捧回一些腐烂的松
针，拌入松软的土中，然后将
花根小心翼翼栽入其中，并浇
上水。自从种下铃兰后，我每
天下班都要看两三回，期盼顺
利发芽。一周后，花盆中的土
壤微微有些隆起，我知道那里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
心中欢喜得不得了。果然，三五天后，花盆中齐刷刷
地冒出四五棵尖尖的绿。照料这个小生命的时候，
我不遗余力。铃兰喜微酸性土壤，我就按比例添加
酸性肥料；铃兰喜欢阴凉环境，我就将它放在一些叶
片较大的花草下面；铃兰喜欢潮湿的空气，我就通过
喷水调节她周围的干湿度。

虽然对铃兰照料有加，但第一次养，难免还会出
现问题，有时叶片发黄，有时整株发蔫，我看着她柔
弱的样子，又着急又心疼，家人和朋友得知后，都劝
我放弃。但我相信，只要按照铃兰的习性去培育，就
一定能让她好转起来。我把让铃兰开花定为自己的
新年目标。

在我的照料下，铃兰一天天地恢复健康状态，身
姿渐渐挺拔，叶片变得翠绿。到了春节前夕，我还发
现叶片中间，竟然伸出了一根根纤细的枝条。又过
了些时日，这些枝条的顶端冒出了许多米粒般的花
苞，这些花苞由小至大，由绿至黄，由扁平至饱满，仿
佛下一秒就有可能绽放。但此时的铃兰又像极了一
位熟睡的少女，安静得一动不动。我猜想，她一定是
在韬光养晦，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绽放。

正月初五一早，两根枝条上的十几朵铃兰花一
下子全部绽放。那令人心动的美丽与芬芳，就这么
向我扑来。在淡淡的幽香中，我凑上前端详铃兰的
花朵。铃兰花通体洁白，似一块精心雕琢过的美玉，
虽花朵不大，但娇俏无比，像新生婴儿的眼眸，纯净、
明亮、清澈，给人无限的温柔与希望。

据说，铃兰的花语是“幸福来敲门”。在端详铃
兰花的时候，我也仿佛听到了幸福的敲门声，那是一
个人对心中目标永不放弃、执着坚持并获得成功时
才会拥有的感觉……

岳 母 也 是 妈岳 母 也 是 妈
栗旭晨栗旭晨

（一）
龙山苔石泛青霞龙山苔石泛青霞，，
汾水波清濯细沙汾水波清濯细沙。。
虫起懒腰寻洞口虫起懒腰寻洞口，，
天飞微雨润苗芽天飞微雨润苗芽。。
光昌景象千峦秀光昌景象千峦秀，，
艳美林泉万木嘉艳美林泉万木嘉。。
寒气未消春已到寒气未消春已到，，
似闻雷鼓九霄哗似闻雷鼓九霄哗。。

（二）
阡陌绵延纵或横阡陌绵延纵或横，，
无常冷暖物含荣无常冷暖物含荣。。
寒蛩舒展幽巢穴寒蛩舒展幽巢穴，，
弱柳飘摇古县城弱柳飘摇古县城。。
历岁碧溪依旧淌历岁碧溪依旧淌，，
向阳细草又新萌向阳细草又新萌。。
农家顶凌种春麦农家顶凌种春麦，，
且待惊雷第一声且待惊雷第一声。。

惊蛰吟
李海清

俯瞰东湖公园俯瞰东湖公园

东湖公园北门东湖公园北门

水阁楼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