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外一首）
◎◎陈海金

一圈年轮

为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画下完满的句点

一群优雅的雪花

就翩翩起舞

一朵朵红梅

是盛满芬芳的酒杯

在风中频频敬贺

高挂的灯笼

点亮每一个祝福的字眼

在一片寒意里突围

炊烟缓缓升起

新年的钟声远远传来

这岁月的跫音

当你静静聆听

一个背影

早已穿越去年的黄昏

关于梦中的情节

又被一场雪

留白成时光的扉页

春联
以火红的热情

书写比墨还浓的祝愿

以古老的年俗

祈求比岁月还长的福泽

一幅横额

是一朵停在门楣的祥云

一种寓意

就成为一缕阳光

贯穿接踵而来的日子

经年，这迎宾的女子

一身深红的旗袍

伫立在春节的门前

迎接远方的游子 客人

和风中关于花开的消息

走在腊月的巷子

怀抱一坛醇厚的亲情

老屋灌醉千年的相思

不经意

一张苍老的脸庞

又泛起一抹深深的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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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之乡桃花之乡
◎◎蓝子华蓝子华

别样的年味
◎◎梁伟贞

大年初一，我们一大家子

就 开 始 组 团 ，浩 浩 荡 荡 向 阔

别了 30 多年的家乡进发。

山河依旧，岁月无情。家

乡依旧山清水秀，但人们的观

念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一家早已迁入城市，

家乡已经无田无地无祖屋，家

乡其实是早已回不去了。

我 们 带 着 早 已 迈 入 老 年

的 父 母 ，还 懵 懂 无 知 的 小 辈

们 走 向 永 定 的 客 家 土 楼 群 。

当 迈 进 客 家 围 屋 的 时 候 ，我

只觉得血液上涌，心潮起伏，

激动，澎湃。我知道，父母早

已 悄 悄 擦 去 眼 角 的 泪 花 ，而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有懵懂

无 知 的 小 侄 儿 、小 侄 女 兴 奋

得 东 瞧 一 瞧 ，西 看 一 看 。 兴

奋地跑到二楼追逐嬉戏。

游走在客家人的摇篮中，

小 侄 儿 冷 不 防 冒 出 一 句 问 ：

“ 叔 叔 ，我 们 这 是 认 祖 归 宗

吗？”又非常有创意地说：“如

果幼儿园像圆圆的土楼就好

了 ，我 们 可 以 在 一 层 楼 里 跑

来 跑 去 ，真 好 玩 啊 ！”—— 想

想都挺有趣！

历经百年雨雪风霜、为客

家 儿 女 遮 风 挡 雨 的 客 家 土

楼 ，又 何 止 是 客 家 童 年 记 忆

中的一个摇篮、一所乐园、一

间学校。她更是一座书写着

客家先祖辉煌与荣光的梦工

场 ，一 座 守 护 着 子 孙 繁 衍 和

承载着明日希望的乐园。

土楼里的四季，记录着大

家 族 、小 社 会 的 和 谐 相 处 之

道 和 繁 衍 兴 旺 之 术 ，关 上 这

一 扇 守 卫 的 大 门 ，土 楼 人 家

其乐融融，知足常乐，人丁兴

旺 四 季 安 ；推 开 那 一 扇 梦 想

的大门，土楼儿女放飞梦想，

志 存 高 远 ，风 雨 兼 程 闯 四

方！好一座座绚丽的客家土

楼 ，好 一 座 座 雄 伟 的 历 史 丰

碑！美哉，壮哉！

家 乡 一 行 ，对 于 父 母 ，对

于 我 们 ，或 许 可 以 暂 时 慰 藉

乡 愁 。 对 于 小 辈 们 ，不 知 道

能否让他们有朦胧大概的意

识，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会

到哪里去？我们能够为家乡

做 些 什 么 ，可 以 让 家 乡 为 之

骄傲自豪的事情？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可惜

时 间 、经 济 、精 力 所 限 ，我 们

还 得 准 备 上 班 前 的 身 心 调

整。我们还是要回到平常生

活 。 怪 不 得 说 ，分 别 是 为 了

相聚，离开是为了回归，出行

让 我 们 更 好 地 发 现 自 己 ，发

现 平 常 日 子 的 可 爱 、温 馨 和

安稳。

寻祖归宗之行，我们享受

便 捷 的 交 通 工 具 ，体 会 浓 郁

的人文气息，开阔视野，丰富

见 闻 ，增 长 见 识 。 正 是 我 们

一家三代别样的年味。

《新春有寄》
◎◎梁成坡

翻尽戊戌己亥开，

迎春玉燕啄泥来。

檐前勤筑安居梦，

好运连连从此栽。

统筹/整理 何万里

官 窑 桃 花 的 美 艳 与 数 量

之多的确令人惊诧。

官窑桃花年年应时绽放，

灿烂若霞。官窑沙水及周边

的石泉、黎岗、龙头等村构成

了“千亩桃花”的场景。桃花

原 产 于 中 国 中 部 及 北 部 ，栽

培历史悠久,后来逐渐传播到

亚 洲 周 边 地 区 ，从 波 斯 传 入

西方。桃花，花朵丰腴，色彩

艳 丽 ，为 中 国 传 统 的 观 花 品

种之一。

关于桃花，在《诗经》中有

一 首《桃 夭》：“ 桃 之 夭 夭 ，灼

灼 其 华 。 之 子 于 归 ，宜 其 室

家 。 桃 之 夭 夭 ，有 蕡 其 实 。

之 子 于 归 ，宜 其 家 室 。 桃 之

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

宜其家人。”这是一首祝贺新

婚 的 歌 谣 ，也 即 是 送 新 娘 出

嫁的歌谣。红灿灿的桃花比

喻 新 娘 的 娇 美 的 容 貌 ，丰 满

鲜美的累累桃实比喻新娘会

令 夫 家 人 丁 兴 旺 ，枝 繁 叶 茂

的桃树比喻新娘将要开枝散

叶，家族昌盛。

崔 护 有《题 都 城 南 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 映 红 。 人 面 不 知 何 处 去 ，

桃花依旧笑春风。”一位俏丽

少女的面颊被盛开的桃花映

衬 得 格 外 娇 艳 ，这 美 丽 的 面

貌令人无法忘怀。这首诗隐

藏着崔护与绛娘之间动人的

爱情故事。而桃花见证这段

美丽的爱情，人们称之为“桃

花缘”。

春暖花开的季节，桃花灼

灼，花香醉人，为春天早早注

入 一 股 生 气 和 活 力 。 这 时 ，

在官窑欣赏与选购桃花更是

一件乐事。

苏轼有诗《桃花》曰：“争

花 不 待 叶 ，密 缀 欲 无 条 。 傍

沼 人 窥 鉴 ，惊 鱼 水 溅 桥 。”袁

枚也有诗《题桃树》云：“二月

春 归 风 雨 天 ，碧 桃 花 下 感 流

年 。 残 红 尚 有 三 千 树 ，不 及

初 开 一 朵 鲜 。”桃 花 之 美 ，美

不胜收。

官 窑 是 有 名 的“ 桃 花 之

乡”，有四十多年的桃花种植

历 史 ，曾 是 广 东 最 大 的 桃 花

生产和出口基地。这里的桃

花 畅 销 珠 三 角 ，甚 至 远 销 港

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

陶 渊 明 在 其《桃 花 源 记》

中 写 道 ：“ 忽 逢 桃 花 林 ，夹 岸

数 百 步 ，中 无 杂 树 ，芳 草 鲜

美 ，落 英 缤 纷 ……”作 者 给 后

世勾勒了一个大同社会的构

想，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

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

憬。

官窑闻名于世，已有一千

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以五

代时南汉王派官到此办窑而

得 名 。 古 有 驿 道 经 官 窑 而

过，宋代以来官窑商旅频繁，

发展至清代乃至民国初年最

为 鼎 盛 ，其 墟 市 有“ 十 里 长

街 ”的 美 称 。 官 窑 属 南 亚 热

带 海 洋 性 季 风 气 候 ，地 貌 多

为 低 丘 陵 和 平 原 ，农 业 以 种

养为主，土地资源丰富，种植

桃花的条件得天独厚。

官窑的历史文化底蕴、生

态 资 源 与 旅 游 资 源 非 常 深

厚 。 随 着 其 生 态 农 业 、旅 游

产业发展与完善以及美丽乡

村的建设，一个富裕、优美与

和谐的现代“桃花源”将会呈

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