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过岭南的花溪，

溪两岸报春花温润了心怀；

我到过塞北的花湖，

湖畔的山丹丹火红了世界；

我到过湘西的花洲，

漫山遍野木芙蓉释放着情怀；

今天啊我挽着春风，

走进黄海之滨的荷兰花海。

曾经是白茫茫海边盐碱地，

盐场铺银堆雪、白帆如鸥出海。

张謇请来了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

（1）

围海造田改良盐土建立四级水系灌排。

当盐碱稀释稻花飘香 700 多里，

29 岁的特莱克累死在中国沿海。

年轻的荷兰水利专家英魂啊，

化着郁金香绽放在三千亩花海。

每当春风把花海轻抚，

三千多万株郁金香竞展风采———

“橙色国王”尽显皇家富贵，

（2）

精灵般的“火焰鹦鹉”欲飞天外，

洁白的“冰淇淋”引起孩子们惊喜，

花车花船满载着美好回忆、永恒的爱……

“世界郁金香最佳景区”名扬天下，

春天从这里出发、奔向世界！

（1）张謇（1853年 7月 1日 -1926 年 8

月 24 日），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教育

家。特莱克（1890～1919），荷兰年轻的水利

专家，1916 年，应张謇之聘，为南通、如皋、

海门等县水利工程日夜操心。 西起如皋，

东到黄海， 都有他的足迹和完成的工程，

有的工程至 20世纪 90年代仍发挥排涝和

挡潮的作用。

（2）“橙色国王”“火焰鹦鹉”“冰淇淋”

为郁金香珍贵品种。

春天从这里出发

———走进荷兰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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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

这个清明节注定要

在封闭管控中度过，也

好， 管控闭关在家的这

些日子里， 长时间窝在

书房里读书写作， 少有

的清闲。但是很奇怪，原

定的写作计划， 竟比预

想的要慢很多。 原以为

有时间了，写作的进度会快于忙碌的

日子，但其实进度还赶不上以往的半

数。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只有走过才

知没那么遥远。 小时候看大人风风火

火地进出，以为那样的日子离我们早

着呢，谁知一转眼才知道，自己连风风

火火的日子都快没了。

今年春天来得迟缓，像一个老人

走走停停，让人揪心般地等待。 每年

扫墓的日子都春暖花开，父母的墓地

周围，杏树竟然已经连片地粗壮和繁

茂，以前总以为杏树多栽于北方，哪想

上海的郊区竟然也可以满坑满谷。 煞

是好看。 父亲爱花，能养的花都试着

养过，养过能开的花都开过；但诸如杏

花桃花之类，家中院子自然养不了，想

看它们开只能待春天郊游。 为父亲选

墓地时是冬季，也没注意这漫山遍野

的杏树，谁知每年扫墓时正值杏花盛

开，桃花欲放。 怪不得杜牧《清明》诗

中说牧童遥指杏花村呢！

每年来扫墓，都会发现这片墓地

已是日渐壮观，也算人丁兴旺。 依次

读看各家的碑文，暗生感慨。 有百龄

尊者，立碑乃家族的荣誉；亦有几岁幼

童，父母泣血而立，连扫墓的供品都是

儿童装的食品；还有妻为夫，夫为妻的

无尽怀念，让人生在此成为哲理。 人

生起点是父母给的，终点是上帝给的，

这两件事没有选择。 若心里装着什么

事，难以平衡了，就来亲人墓地前看

看，也许一切都会释然。

黄帝陵

五年前的清明时节，去了西北，并

从西安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黄陵县。

一路上油菜花和苹果花同时盛开；油

菜花一层黄，苹果花一树白，交替出

现，让人心旷神怡。 原来只知道江浙

闽赣一带有成片的油菜花，却没见过

黄土高原亦有雷同的景观。 大面积的

鲜黄色炫目热烈，宣告春天全面到来；

而满树雪白的苹果花，让人想起“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

句， 不知唐代是否梨是水果之王？ 要

不怎么“梨园”一词也出自唐代？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始于黄

帝。 史籍记载“黄帝崩，葬桥山”。 桥山

因形而名， 与子午岭呈九十度直角隆

起，堪称奇观。黄土高原，天地玄黄，唯

凌空拱出的桥山绿茵一片，景象奇诡。

轩辕黄帝长眠于此，子孙祭祀不辍。

早年当记者，随一个采访团到过

黄帝陵，那是去延安的途中路过。 那时黄帝陵周围人烟稀少，古柏壮廓，几乎不见任

何雕琢的痕迹，发古今之幽情，实在恰到好处。 后来这次，轩辕大殿肃穆雄伟，天圆地

方的设计理念一目了然，尤其殿顶中央直径达 14 米圆形开光，蓝天白云，新奇庄重，

人置身于此犹显渺小，内心少不得升起些神圣感。

轩辕黄帝，人文初祖，理应成为民族心目中的圣者。 史籍中记载的黄帝陵成为民

族圣地，毫不意外。 而今慎终追远，回望文明，形成了每年清明举办黄帝公祭之大典，

礼乐庄重，气势宏阔。 不亲临现场无法体会祭典的神圣感，更无法感受文化神秘感给

后人带来的震撼。

■ 荷香·月明·蟹肥 杨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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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住在乡下老家， 崇尚低碳生活、

乐在低碳生活。

当塑料碗筷开始流行时，母亲就告诉

我们尽量不用一次性餐具。我家有两套玻

璃茶杯，每次有客人来时，母亲总是嘱咐

我们用洗干净的玻璃杯泡茶。我家一直用

玻璃杯，当时还有人说母亲小气，舍不得

花钱。 母亲却说：“那些一次性纸杯、碗筷

使用起来是方便，但用完一丢，非常污染

环境。”当时我们也不大理解，只是觉得母

亲说的肯定有道理，照她说的做就是。 所

以，我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次性纸

杯和碗筷。

母亲去串门， 必定拿上自己的茶杯，

到哪家就端到哪家。 她说少用一个一次性

纸杯，对保护环境就多了一份贡献。 母亲

也把她的环保理念在茶余饭后谈笑之余

“传染”给了乡亲们。 在母亲的带动和影响

下， 村里的塑料购物袋渐渐被淘汰了，上

街买菜用的都是竹筐，既结实耐用，还可

以反复使用。 渐渐地，曾肆虐一时的白色

垃圾渐渐销声匿迹，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母亲种了几亩地，还侍弄了一大块菜

园，都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照样年年丰收。

母亲把那些掉落的树叶、 剩下的菜叶，以

及鸡粪类的堆在一起，经过发酵后就变成

了相当好的农家肥，然后一担担挑到田地

间，那是庄稼最好的养料。母亲种的菜，鲜

嫩可口，没有那种化肥味。每次来送菜，母

亲都欣慰地说：“全是原生态有机蔬菜，放

心大胆地吃。”因为不打农药，母亲要辛苦

好多，一把锄头常常扛在肩上，有空就去

薅草锄地。 有人说，我家的粮食是母亲一

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真是一点也不假。

母亲总喜欢跟我们说道说道她的低

碳理念。米和菜都是自己种植的，不用买；

做饭就用枯树枝生火，到山后捡一捆可以

烧好几天；凡是一次性的东西不买，最大

程度保护环境；宁可烧树叶，也舍不得砍

一棵树；宁可门前长草，也不忍心破坏一

点点绿色。母亲讲时，我们感同身受，她朴

实的话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其实，母亲的低碳生活，正是我们向

往的生活。

刊头书法 李自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您猜我的梦

想是什么？ 我从小喜爱大飞机，妈妈说我

生下两个月就坐上飞机远行过一次。幼儿

园时，天天想着能坐上飞机，飞上蓝天，不

只是旅行， 还想能成为一名女航天员，和

杨利伟叔叔一起去太空探秘。

记得上幼儿园大班时，外公外婆带我

去闵行一个实践基地参加训练，我勇敢地

选择了“航天飞行”项目，老师为我穿上航

天飞行员的行装，我对着镜子严肃地戴上

了头盔，手提拎包，出发登机了。外婆在下

面向我挥着手，我面带微笑，向送行的家

长们挥手告别。 在飞机上，我们听指挥官

的讲话，配合做好我们的工作，二十分钟

后飞机又回到登机口。 虽是模拟活动，但

第一次当飞行员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

上留下了美好的愿望，期待哪一天真能成

为一名航天员。

光阴似箭， 幼儿园生活虽悄然离去，

但那时留下的飞天梦我还记忆犹新。入小

学后，随着科普知识的增多，我学习了许

多航天知识， 听过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知道了万户的飞天故事，对上天产生越来

越多的神往。 记得妈妈带我去台湾旅行，

我还独立跟着飞行指导员叔叔上天参加

了“飞向丛林”的惊险项目。当我真的飞起

来时，我仿佛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位了不起

的女飞行员，我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过树

林，飞过高山，飞向我期待的目的地。当我

高高飞上天空时，我心里暗暗想：总有一

天，我会担起这份责任，像宇航员叔叔一

样，勇敢地上天为破解宇宙神秘，也作出

我的一份努力与智慧贡献。

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发射上天，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

三位航天员，将经历长达 6 个月的太空工

作生活， 航天员将在太空与我们共同守

岁，迎接农历壬寅年的到来。 我天天问妈

妈：“王亚平妈妈她们回来了吗？ ”于是，日

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我也上天到天空

进驻核心舱了， 只见早餐盘子飞起来了，

我和王妈妈也一起飘起来了，我们一起谈

笑风生； 又一起开会研究飞船入轨后，如

何快速对接的模式；我还想着如何使盘子

呀、 杯子呀听话不飞舞……但好梦不长，

妈妈喊我起床声打断了我的美梦，我正后

悔还没来得及与王亚平妈妈告别呢！

别笑我这是个梦，只要我们有三位航

天员的爱国志向，总有一天我也会实现这

个航天梦！正如王亚平妈妈说的：“因热爱

而执着，因梦想而坚持！ ”我坚定了这个信

念：好好学习，掌握更多航天知识，努力争

取实现我的航天梦。

娃娃的航天梦

筅 徐汇区汇师小学 王歆伊

低碳生活

筅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