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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4日，是父亲韩树钧离开我们的第一个
清明节。去年12月，他在睡梦中安然走完90岁人生，
将爱和思念留在后人心中。

父亲的一生，就像他写的《西江月·志在山水之
间》一样：“仰观崇山峻岭，俯视清流激湍，惠风和畅慕
春天，志在山水之间。昔以黄河为师，今契翰墨群
贤。游目放翁小立篇，暂悟维亚宣言。”前半生，奔走
大河上下、崇山峻岭之间，献身水利事业；后半生，寄
情笔墨和养生，用诗书画表达对山水的爱，在探寻知
识中获得乐趣，活出傲骨仙风和老庄风范。

父亲1931年生于洛阳，因祖父在上海工作，家境
还算过得去，他因此受到良好教育，爱好广泛，成绩优
秀。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父亲报考黄河水利
学校，和黄河结下一生的缘，以黄河为师，治沙治水。
他很少谈工作情况，但水利部颁发的“献身水利事业
30年”荣誉证书，他晚年一直放在身边，这是对他志在
山水最好的见证吧。

父亲的一根手指断了一截儿，他曾轻描淡写地说
是被石头砸伤感染所致。父亲晚年多次讲起黄河水
利学校的同窗好友吴祖泰、王文斌等的故事，让我明
白那代水利人为共和国做出的牺牲。比起血洒太行、
将青春定格在红旗渠的吴祖泰和殉职三门峡水库的
王文斌，父亲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父亲退休后在探寻知识及诗书画中获得乐趣，成
为博古通今、技艺高深、获奖无数的快乐老人。他的
作品重传统、喜俊逸，书法以草书为主，兼有篆字和楷
书，国画山水花卉并存，诗词家国情怀尽显。他是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新乡市书协会员，著有《题
画论书诗稿》，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全集》《中华翰墨名
家作品博览》等，获首届“中国老年书画展”优秀奖、第
二届“太白杯”全国诗书画大赛金奖，2011年被聘为洛
阳市颜真卿研究会名誉会长，父亲在追逐知识的快乐
中安享夕阳红美好时光。

去年10月，父亲出现肾衰、心衰等问题。他看淡
生死，顺其自然，嘱托探望他的同事、亲戚要永远快
乐！去年12月3日凌晨，父亲在睡梦中安然逝去，如
秋叶之静美。

父亲回到魂牵梦绕的洛阳，葬于孟津北邙高山之
上，这里有爱他的父母，有携手一生的妻子，还有他挚
爱的黄河。在故乡山水之间，父亲是幸福的，也一定
会是快乐的！

晚来雨急，围墙上春色错落，雨雾漫浸。白色海
棠花、绿色金钱草、莹莹玻璃翠、串串黄连翘、枝枝瘦
迎春……一溜儿摆去，露台上春色渐浓。雨夜肃穆，
灯光幽静，站在摆满盆栽花草的围墙边，我思绪飞渡，
这一场雨，很像多年前的那一场雨。

昔年，曾在一处家属院附近开过裁缝店。店后门
口依着几亩麦田，麦田那边是围墙，围墙里是烈士陵
园。每到夜晚打烊后，我会想象着墙那边那些英雄们
曾经是怎样的人。有月光和星星的夜晚，站在麦田遥
望围墙，仿佛那墙就是银幕一样，看过的红色影片会
不时闪现，或许烈士们不定哪位就是影片中的英雄！

忽一日夜晚下起了雨。麦苗在雨地里，烈士陵园
在雨地里，门边挂的日历告诉我，已是清明时节。天
亮了，雨歇了，麦苗上顶满了水珠，晶莹，透亮。我把
麦苗看作信使，它托寄着天与地的厚爱，它擎举着春
天的馈赠，它捧着满怀的敬仰与哀思，它用绿色诠释
着春色里的清明。我收集了一碗麦苗尖儿上的水珠，
拽来野花煮成茶。围墙矗立，英烈有知，我用一碗春
色之茶祭奠英魂。这一幕时隔多年，却依稀在昨天。

晚雨朝晴，晨曦东来，麦绿如毯，露莹似珠。踩着
湿漉漉的土地，看麦苗挺拔之旺势，听麦苗生长之吟
咏，大地的祝福鼓满了每一颗麦苗尖儿上的水珠。春
色，如此饱满！我重复曾经的行为——收集麦苗尖儿
上的水珠，采摘野花，用心烹煮，轻轻挥洒，虔诚遥祭。

清明时节，我们忆先人，忆烈士，他们曾经的岁月
无比艰苦，但伟大的信仰使他们的精神始终如春色般
蓬勃向上。今天，我们过着祥和的生活，享受着春色
满园，这是他们的初心，他们已含笑九泉。

清明时节雨有情，酿一壶春色酬清明，心明，情
明，清清明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偃师南山的这片桃花，开得
和《诗经》里一样灿烂。

这片南山，曾有千年不绝的寺院钟声，陪伴安居乐
业的百姓日常；也曾有过震天的枪响，那是抵御外侮抗
击日寇的勇气与热血！

1944年12月，日寇占领佛光峪，将据点扎在佛光寺
内。除夕夜，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决定发起佛光峪
战斗，战士们打得敌人夺路狂逃。日寇突然增援，致使
我军腹背受敌。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十三名战士
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全部壮烈牺牲。这十三名战士，
没有留下任何证明身份的物品，长眠在佛光这片光荣的
土地上。

英雄无名，人间有情。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十
三名烈士安葬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有
关部门修缮“抗日十三无名烈士纪念碑”和十三座无名
烈士墓碑，使这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背靠青
山，面向佛光峪，依偎在巍巍嵩山的怀抱里。墓碑后面
是佛光村村民自发种下的柏树林，如今已是郁郁葱葱；
陵园脚下黄杨成行，村民几十年用心守护。

初春微雨的清晨，深怀敬仰之心，我们再次前来拜
谒十三烈士墓。

路边有老乡在植树。我们问：“种一棵树给多少钱？”
老乡回答：“不要钱！俺就在这附近住，没事上来除

除草，种种树，可美!”
去年冬天，我们与佛光峪周边群众一道在这里种下

树苗。今天，经过一个冬天的蓄势，这些树木已蓬勃生
发，桃花开成了粉色的彩霞。那些隐藏在细微处的意味
深长和别具匠心，更蕴含着偃师人民的感激之情。

十三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已然七十余年。春天来
了，花开了，他们应该能闻到花香，也一定能听到花开的
声音吧？

当年，烈士们为追求理想洒热血，是想让人民过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天下富足、禾下乘凉”的愿景，而
今天的静好岁月，不正如他们所愿吗？

桃花绚烂，自此年年如斯。
鲜花慰英雄，鲜花赞盛世！

那片桃花
□智杏红

又是清明，纷纷细雨缥缈而至，它懂人
的心思。带有凉意的空气让悲伤和思念又
增了几许，同学们真的越发想你了……

30年前，一纸洛阳人民警察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让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开学军
训站军姿，我们口号响亮；十年校庆，我们有
幸作为代表隆重上场；执勤站岗，我们严肃
紧张……毕业了，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从此
让自己人民警察的梦想得以放飞……我们
年轻，有知识，奋发向上；我们有激情，有干
劲，敢于担当；我们打击犯罪，以行动除暴安
良；我们心系百姓，让人民警察赞歌唱响；我
们流血流汗，只为这一身藏青蓝的荣光。

从白天到黑夜，从警26年来，近万个日
子，你没有过过一次完整的节假日，你没有
带家人去旅游过一次，你没有陪孩子过过一
次生日，而你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700
余起，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就有460多名，是
名副其实的破案能手，多次立功受奖。

时光的脚步进入2019年，对于别人来
说这是温暖崭新而充满希望的又一年，对于
你这却已经是生命的最后一段……从元旦
开始，你就时常感到心脏不适，医生说是熬
夜太多身体太累所致，开了些药，你想起来
吃一粒，忙起来就几天不吃。6月15日，你
再次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妻子劝你在家休
息，你却说：“我没事，大家都在忙，我年轻力
壮不要紧。”可是，你忘了你已经48岁了
呀！6月18日凌晨，你的病情再次发作，倒
在值班室；7月6日凌晨，病魔伸出无情的双
手带走了你……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洛阳街头的上空
必定有你淡然的身影，在悲恸的白菊丛里，
在哭泣的雨滴声中，你不忍离去，不忍离开
发白齿豁的至亲，不忍离开相濡以沫的妻
子，不忍离开携手战斗的同学……

最亲爱的同学，我们永远想念你！

有无数个瞬间，我以为我奶还活着。
比如，在超市里看到我奶喜欢的糕点，

我会在那么几秒钟大脑失去意识，去拿袋子
装糕点。比如，看到街上有卖野菊花和白蒿
的，我会第一时间想给我奶买些。再比如，
看到哪个老太太穿的袄很好看，我会想给我
奶也买一件……

就在前几天，我给儿子校服上做标记
时，又想起了我奶，因为两团线。那是奶奶
生前帮我缠的，当线团越用越小时，我不舍
得用了。买回的新线股，还没缠。总想着还
让我奶帮我缠……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她
那声高兴的“中——”

关于我奶，有无数个片段温暖着我。
正是因为太过温暖，她去世后，我才会痛苦
不堪。

小时候的冬天，我奶会抓起我冻得冰
凉的双脚，塞进她的怀里，贴着她的肚皮帮
我暖脚。长大后，对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
我，我奶仍是放心不下。有时候，趁孩子睡
着，我就赶紧做家务，到了饭点儿，也没时
间出去买菜。这时，我奶就会神仙般降临，
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出现在我面前，还没
喘口气，就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掏东西：有我
喜欢的蒸菜、蒜苗腌胡萝卜丝，还有给我儿
子赶制的小棉裤……反正，样样都是我喜
欢的，样样都是我急需的！那时，我奶都
87岁了！你说我奶能不能？

我奶是91岁那年不在的。脑梗，仅撑
了6天。最为遗憾的是，我没给奶奶洗个
澡，谁也没想到，她会走得那么快……我们
全家做的最坏的打算，就是奶奶瘫痪。轮
椅，我在网上都偷偷看过了。那时我就想，
我会给我奶擦屎接尿，我会推着我奶出去
转，一如我小时候，她对我一样……

我奶去世那天，天非常冷。老家的院子
里围满了人，哭声震天……有至亲，有远房
的亲戚，还有村里的很多乡亲……

志在山水之间
□韩黎芳

一壶春色
酬清明

□松林花枝

一起走过
的日子

□杨晓君

奶，我想你
□宁妍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礼敬祖先、慎
终追远的传统节日里，让我们缅怀英烈、追思故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积蓄前
行的勇气和力量。 ——编者

一场春雨过后，田里的麦子甩着腰身，开始疯长，跌
入四月，就超过膝盖那么高。与麦子一样高的还有杂
草，野蒿、野燕麦……有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

这个时候，娘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麦田里。
弯腰，拽住草的根部，薅掉。起身，把草抽出麦丛，

搭在左边胳膊上。再弯腰，再薅草……一个动作，来回
重复，娘从早干到晚，不知做了多少次。娘说，麦是主
粮，马虎不得，再累，也不能让草跟麦子争肥。

杂草真多。每年四月，娘每天都迎着朝阳走进麦
田，踏着晚霞回到家中。她那早已不再挺拔的身姿，被
阳光拉长，压短，演绎成麦田里的一道风景。

那天，娘在麦田里薅了一天草，晚上到家倒头就睡
下了。娘只说有点累，一家人也没多在意。可第二天，
娘起床做早饭时，感觉左脸麻木，左边身子也不舒服。
我们看娘时，才发现娘的嘴歪在了左边。全家人都慌
了，赶紧叫来了村里的医生。

娘中风了！是在麦田里不停地弯腰直腰，劳累成疾
的。医生开了一大堆中药，要娘好好在家休息。可想想麦
田里的杂草，娘没有心思歇，第二天就又出现在麦田里。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娘的身体每况愈下，刚过六旬，
便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娘憨了。但憨了的娘始终惦记着麦田，趁家人不注
意，就会挪着步子，走出家门，走出小巷，要去田里看麦
子。可出了小巷，她找不到出村的路，返回又找不到回
家的路。

1998年的春天来得太晚了，进入农历二月，又下了一
场大雪。那场大雪后，气温骤降，娘，突然就走了。我拉着
娘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却怎么也唤不醒沉睡中的娘。

娘“二七”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我们去上坟时，天下
起了细雨。我想，那一定是老天在流泪……

麦田里的娘
□徐善景

往事 重温

若有 所思
至爱 亲情

历史 深处

那年那月

心灵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