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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处 那年那月

我的属虎的朋友们

若有所思

春场街里话古今

我乡我土

远去的邮票
□李浩敏 □松林花枝

长街物象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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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瀍河区东关街道办事处的北边，有一条叫春场街的
小巷。

与周边的中州路、新街、爽明街上，商铺林立、人流熙
攘的热闹繁华相比，这里成了闹市之中的僻静之地，显得
寂静安详，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副与世隔绝的模样。

然而百年之前，每当春天即将来临时，这条寻常巷陌
却在洛阳声名远扬，它是每年立春时，官府举行盛大迎春
仪式的场所——“春场”。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祈盼农产丰收、五谷丰登，每
年“立春”之时，官府对迎春活动都极为重视，他们祭祀天
神，祈求春耕顺利进行，庄稼有个好收成。

在“立春”当天，洛阳的地方官员要沐浴更衣，身穿官
服，带领吏役和社会贤达，乘坐轿子，人们抬着食盒贡品，
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奔向“春场”。

迎春祭祀由春官主持。人们摆好香案、祭品，再摆放
芒神（管理播种的神）、春牛（塑造的耕牛），挖好圆形坑洞，
静静地等候春的到来。

“立春”的标志就是把鸡毛竖着放入地上预先挖好的
圆洞内，“立春”时刻未到时，因地面寒冷气流进入温度较
高的地方，使鸡毛在洞中保持静止状态；而“立春”时刻一
到，洞中鸡毛受到地下阳气上升的吹动，就会慢慢飘动，飘
出洞外。

这时，由洛阳的主要官员掌槌击鼓三声，并鞭打春牛
三次，即为“打春”，宣布这一年春天的正式到来。

岁月沧桑，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春场”及周边
的空地渐渐盖满了房舍，住进了居民，便形成了今日的
春场街。

我虽然在瀍河区生活、工作了20余年，但第一次关注
春场街，还是在2008年。

那一年，区文化馆对全区的文物、旅游资源进行普查，
为了进一步挖掘“打春”文化，我走进了春场街，通过走访
老人，了解昔日的习俗民情，找到并确认了当年热闹非凡
的“春场”，留存于现如今春场街内的一处高台之地。

2017年，我调到区创建办工作。为协调解决春场街垃
圾清运不及时问题，我又多次走进春场街。

那一时期，春场街内没有垃圾池，缺少日常保洁人
员。街道上的飘浮物随处可见，脏了的不仅是环境，更影
响了居民的心情……

不久，洛阳市开展对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工作，瀍河
区拨专款，对包括春场街在内的几十条街道进行了提升
改造。

每逢双休日，沉寂的春场街便热闹起来。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出现在这里，他们清扫垃圾、搬运杂物、铲除小广
告……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

如今，春场街上的违建被拆除了，道路平整了，家门口
的环境整洁了，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通过“迎春”，祈盼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是先人们的一
种美好愿望。随着岁月的延续，当年的“春场”已不存在，
只留给现代人一个春场街的名称。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
化符号，将与洛阳城、洛阳人长相厮守，一起走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苏轼才华横溢，仕途却波折多难。王安石变法，他说
新法太急上书反对。后来保守派废除新法，他又说“不可
骤然废之”。两派都不容他，哪怕他才华横溢、忧国忧民，
也被贬谪多次。不过，无论贬谪到多么偏远之地，苏轼都
能乐观面对，顽强生活，不仅美文频出，还给各地留下无数
美食传说。

去年，我在茶几抽屉中找到一些凤仙花种子。虽然不
是播种时节，可还是在小区花坛里随意撒播了下去。恰好
连下几日雨，在花坛边缘，水泥与土壤接触的缝隙里，有三
棵凤仙花顽强地发芽了。

其他凤仙花早已植株高大，繁花朵朵。可它们只有几
片小小的叶子，还生长在花坛边缘，不仅生不逢时，而且生
不逢地。我疑心它们不能完成开花、结籽的使命，所以对
它们特别关注，每次经过花坛，总要多看几眼。

它们似乎明白了我的担忧，并不嫌弃自己出生之地的
贫瘠，不仅能随遇而安，甚至开始加速生长起来。才一个
月，它们就已经长到半尺多高了，虽然枝叶还很娇嫩，竟然
都长出了小小的花苞，又过半个月，竟然还开花了。三棵
凤仙，开了十几朵花呢！

我很喜欢这三棵凤仙花，常带着女儿来欣赏。女儿问
我：“爸爸，花坛里还有开得更美更旺的凤仙花，为何总看
这几棵呢？”我给女儿讲了苏轼的顽强，讲了这三棵凤仙花
的顽强，希望孩子也有豁达、顽强的人生观。我不知道女
儿是否理解我的话，她只是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诸多不如意，只是生命中的
一朵浪花。我希望我的女儿，面对人生的不如意，要像苏
轼这般豁达，能够随遇而安；要像这三棵凤仙花一样，不浪
费时间去抱怨，要永远乐观、顽强地生活。

双休日，我在家陪孩子读书时，他满脸疑惑地指着
文中的“邮票”二字，问我是什么。瞬间，我记忆的闸门
被打开了。

我上中学时，人们传递信息基本全靠邮寄信件，邮
票便是贴在信封上的邮资凭证。于是，集邮成了我课
余最大的乐趣。那时家里穷，根本没钱买，我的邮票都
是从别人的信封上“掳掠”来的。

校门口的传达室里，每天都堆着一摞新到的信
件。课间，我会跑到传达室，拿起信封翻看。当看到有
新颖、别致的邮票时，我就耐心等着来取信的同学，然
后恳请人家把邮票揭下来送给我。家里收到来信时，
我最关注的也是信封上的邮票。

就这样，我手里的邮票一天天多了起来。看着
那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小图片，心里会涌上小小的成
就感。邮票的图案种类繁多，有山水、有人物、有动
物、有建筑，有十二生肖，还有外国风光……我把它
们分类收藏，翻看时一目了然，十分方便。

方寸邮票，蕴含大乾坤。我有一组地方民居的邮
票，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陕西的窑洞、福建的
土楼……各地独具特色的民居，透过一枚枚小邮票，逐
一得以展现，既能让人领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地貌特
点，又能增长地理知识。

很多人物邮票总让我心潮澎湃。瞿秋白、刘胡兰、
秋瑾、董存瑞……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总能激发我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有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大
本钟……这些标志性建筑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一枚邮票，就像是一个窗口，打开了我通向外部世
界的视野。

那时，小小的邮票就是情感的载体，它能把远在天
涯海角的人紧密地连在一起。如今，随着科技的快速
发展，传统的通信方式渐行渐远，邮票也慢慢远去。但
它曾给我带来的无尽快乐，已深深刻在记忆中。

“山水相绕，平川沃野，真乃兴隆之地也！”伊川
白沙镇曾借朱元璋的金口玉言叫过兴隆镇，虽然后
来又称白沙镇，但兴隆街沿用至今。

兴隆街在暖阳里舒展着悠长的身姿，因为我们
的脚步，曾经繁华的商业街景象仿佛就在那红门
灰瓦间活泛起来。“兴隆街”的门牌下，拄着拐杖
的老人静坐着，满头白发衬托着满脸沟壑，淡然
的目光中透着安详，许是老人的岁月里看多了车
水马龙熙熙攘攘，对于我们这群游人的到来，老人
没有感到丝毫惊扰，就像街东头那座高大的寨门
楼，虽然老态龙钟，但是宁静坦然，我为这种气定神
闲发出由衷的赞叹，兴隆街曾经的兴隆才造就这样
的气场！

漫步长街之中，那些朱漆斑驳的门扇就像陈旧
的书页，记载着各自不同的家世与家风，青石与门
槛印记下不知有多少出出进进的脚步，屋顶的灰
瓦也不知聆听了多少教诲与争吵。踏进深深的院
落，青砖对厦，上房高大，甚至有雕梁画栋的排
场。可惜的是，破败残缺的院落不少，岁月的剥
蚀刮尽了它们昔日的风华，就像记忆里我年少时
故乡的家，也曾是青砖灰瓦庭院深深，夏日倚门
看燕剪雨，秋夜院中数星望月，冬雪盖满青石台
阶，春风一来植物苏醒，院中便可一览四季。后
来几经修盖，儿时的院景早已不复存在，但记忆
里那一方乐土常念常新。相信这白沙街里的院落
也把兴盛留存了记忆，这些记忆会上升为一种力
量镌刻进时代的强音里。

解读长街中的历史，须得钩沉岁月深处的物
事，自由县里说自由，兴隆街上话兴隆。从古时
汪洋一片的五洋江，到大禹治水后的白沙镇，人
们在其中领略到了大刀阔斧的魅力。站在白沙

村委会二楼的廊檐下展望，旧时的戏楼玉立在大
院那头，遥想当年，演员入戏，观众如潮，文戏武
戏各领风骚，锣鼓喧天中四乡八里热闹。一群麻
雀飞过，模糊了视线，感觉回到了我的从前。从
前那座家乡的小学，小学的操场上也有一座戏
楼，每逢年节都是大戏不断。儿时看戏那是最美
的陶醉，梆子弦子一响，心随眼神就飞到了戏台
上，那些唱念做打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眼前的
戏楼里仿佛也正在唱戏，唱得委婉优美，碎步如
飘，那水袖舞得翻飞缥缈。号称“洛阳迷”的一代
男旦名角朱天水，有一个时尚的“香水”艺名，许
是他正在那戏楼里演出吧，于是，忘我到不知今
夕何夕了。

自东向西的“大狂水”白降河昔日水清沙白，
宛如戏台上名角的水袖荡漾逶迤，蜿蜒十五公里
穿越白沙镇，这白降河就像一种精神凝聚着方圆
左近的信仰。1927 年，冯玉祥将军督豫，开设的
自由县衙坐镇兴隆街以查治洛阳南部的匪患。县
衙大院有几重建筑，历经百年依然气宇轩昂、古
朴幽雅，观瞻中几重景仰几重敬重，包括老街上
出的英雄豪杰都让我感慨万千。还有当年的学院
遗址，虽然朱漆门扇褪去了油色且斑驳老旧，但
灰瓦依旧层层排列，好像岁月的风雨没有打乱它
们的思绪，总在沉思冥想老师的学问，想来我辈
岂有荒废学业之理？

白沙老街的岁月染尽了光怪陆离的斑驳，那些
斑驳也染尽了兴衰沧桑的岁月，相信白沙会在复兴
的路上重拾兴隆，勃发出新的生机。

几年过去了，白沙镇的长街物象依然萦绕在心
间，虽相距不远，可脚步总完不成再去的心愿，不知
那里可曾开过戏否？

今年是虎年，我有几位属虎的朋
友，值得一记。

王君，属虎，是比我早几年入伍的
战友。年轻轻的，满脸络腮胡子，一严
肃起来，那些胡茬子就像钢针一样。我
曾经暗想，如果不是部队严格军容，他
的一脸胡子蓄起来，再奓（zhà）起来，不
就是张飞李逵再世么！

王君一级级进步，由我们的排长成
为团军务股长，那张脸也日益严肃。军
务股长就是个严肃的职位哩，不仅新兵
入伍、老兵退伍要经过他的手，还要负
责部队纪律秩序、军容风纪、探亲、归
队……好像除了军事训练，啥都归他
管。由此可见，王君的事务有多繁忙，属
于自己的时间又该有多少。可是，某一
天全团在大操场集中，团政委讲了一大
通，学好文化、建好“四化”、争做一个学习
型的军人云云。而后，王君突然被政委点
名站起来，手持一电动喇叭，背诵起了纪
律条令，一字不落。看看全团官兵惊讶
的场面，政委出题，王君又背诵内务条
令某章某节某段，真真是倒背如流。

其实，我不惊讶。王君何止是会背
会用几大条令，他还在偷偷自学英语。
一次，我去他的宿舍，就看到了枕头边
上许国璋主编的《英语》一书。学习英
语，对于还在部队服役的我们来说，实
用性不大，即使是将来有用处，也太遥
远了吧。王君不，硬是从不多的时间里
面挤出来了学习时间。一次住院治疗，
也成就了他。一个小护士英语很好，王
君便拜了师，俩人对话，都是使用英
语。等到战友们都知道他在学习英语
的时候，王君的英语口语水平已经达到
了一个较高的层面。等到都知道了学
习的重要性的时候，王君已经转业到了
杭州的某涉外大酒店，从基层做起，最
后成为这家大酒店最年轻的副总。如
今的王君，微信头像是展开了双臂的动
作，似乎要拥抱世界。

李君，那时年轻，比我小十几岁，也
属虎。她娃娃脸，皮肤瓷实，不了解她
的人，以为她还是姑娘。她是我们做招
商的同行。

做招商的，常出去跑。我们出去，

工作之外，一有时间就跑着玩，感受着
南方那些城市青春的热潮，尤其是深
圳。李君是个例外，我不知道她是否到
过深圳，她好像对于景区兴趣不大，对
女人们热衷的商场和逛街，也是兴致寥
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她时刻手持
书卷，或读，或背。宾馆附近，有一处绿
地，呈坡地形状，李君就常常在清晨跑
过步后，坐在那里叽哩咕噜地背英语单
词。晨阳映射着绿地上活动的人们，也
映射在李君努力学习的背影上。李君
静若处子，沉溺于学习的样子真美！

李君为何如此下功夫学习英语？
是准备考研究生？还是准备找机会嫁
到海外？其实，我们都误会她了。李君
已经有了家庭，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吾爱吾家，亦爱吾工作。一次交谈，才
知道，她也是第一次到深圳，对于深圳，
有太多的期待。但是，她自觉现在担负
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知识储备，
尤其是外语，不求多熟练，只求在工作
中能够用得上。既然他人都叫我们为

“万金油”干部，这个“万金油”不得都得

懂一点？原来如此。我们做招商工作，
只是以政策和地域优势去努力，李君却
是在对外商的后续服务上力求更为周
到，给对方深切的关注。李君不仅仅是
学习英语，关于企业及管理等内容，也
都学了不少。甚至一些基本的工种知
识、操作手法，也有所了解。当然，也包
括后来普及了的计算机知识及操作、软
件应用。

斯时，李君年轻，发展的空间很大，
这样跨门类的学习，使她真的成了硕士
研究生。而后，当然是做了领导。做了
领导的李君，依然奔波在一线，不用翻
译，就能了解外商关切的问题，解决、帮
办和直接的答复。

有时我也感叹，年轻真好！其实李
君从她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年轻固然
好，但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做好了准备，
才是真的好！潜龙和山虎，都是在时时
蓄势，而后才能一飞冲天和咆哮山林。

前不久，得知李君也将退休。李君
规划了退休后的日子，那就是以休闲的
心情，做时代的背包客。

□牛学军

随遇而安

凤仙花凤仙花（（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