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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桥，位于凤阳黄湾乡蒋集村和板桥镇
中心村分界处，是淮河干流行洪改造的主要工
程之一，距宁洛高速约1千米、淮河河槽约300
米，乃凤阳县“蓝色走淮河”旅游板块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一走网红桥时，“网红桥”这一叫法还没流
行，它的学名叫“花园湖进洪闸”。一行人刚下
车，作协采风的同行全都被它宏伟的气势和精
美的建筑所震撼。只见近岸40米高的霸王阁
飞檐叠角如祥龙破云，对岸 50 米高的晏公塔
雾霭缭绕似龙柱擎天，数百米长的桥身分上下
两层，上层为桥，下层为闸，整个建筑双阙凌
霄、虹桥接汉，宛若一道生命屏障，锁住了淮河
千里波涛，守护着千门万户的袅袅炊烟。

27孔闸门好像一柄巨琴，纹理间流淌着碎
银般的光斑。一阵风吹过，整座“大桥”在河水
中轻轻颤动，深邃而壮阔。偶有几只白鹭冲出
水面，惊起一河的波光，剪碎蔚蓝的天幕。连
片的麦田裹挟着树丛、农舍，于两岸恣意延伸，
绿海掀波过村远，晴空万里任云巡……美景如
斯，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我也挑选几穗飘絮的

芦苇，将这水墨画卷定格在手机中。
二走网红桥，完全是蹭热度，因为它于

2022年春节骤然火得一塌糊涂。不管抖音还
是微信朋友圈，一波又一波的视觉轰炸，让人
觉得如果不去赶一趟时髦，简直就太落伍了。
好在离家不是太远，骑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穿过山许村，熟悉的“一塔一阁”豁然耸
立，浪潮般的喧闹随之扑面而来。转过最后一
个弯道，一幅闹嚷嚷的春日图景铺展眼前。大
坝上下，人潮如浪；河谷滩地，笑语欢腾。人海
和花海相映，彩球与风筝齐飞。游客有的三两
漫步，有的圈地小憩，还有的立在小吃摊前品
享风味。

几名孩童在草坪上你追我赶，呼叫嬉
笑。阳光在发梢跳跃，草屑随脚尖溅飞，纵情
的蹦跳彰显无尽的欢快，张扬的衣角蕴藏满
满的童真。

河床连接闸孔的水泥地坪，一群人正在翩
翩起舞。她们体态轻盈，动作流畅，每一次抬
手，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踢腿，都像灵动的音
符。翻转的折扇仿佛燃烧的火焰，在人流中掀

起一股又一股热浪。无论服装、道具，还是跟
节拍的无缝衔接，一看就是从城里赶过来的

“专业队”。
来到一冷饮小卖处，扫码一瓶绿茶，边喝

边跟摊主大爷闲聊：“这里真热闹啊，每天都这
样吗？”

“是啊是啊，今天算平常，多的时候，满坑
满谷到处是人，唱歌、杂技、钱杆子、泗州戏，什
么都有……”

大概为了印证所言非虚，说话间，两名头
扎白毛巾、一身太极服装的中年男人，就挥着
钱杆，“哗哗哗”一路耍过来。

大概在这个时候，“网红桥”这个名字开始
流行起来。

三走网红桥，是参加了今年三月县作协
举办的“踏泥土，下基层”采风活动，得益于东
道主的悉心安排，终于有机会登上了晏公塔
顶层。

我一口气攀上所有楼梯，春风忽然间灌满
衣襟。脚下闸池静若碧玺，倒映着天光云影；
四周农田阡陌纵横，麦苗青毡覆平滩，油菜花

黄漫远岸。淮河似一条玉带，缠绕原野；宁洛
高速大桥银链横空，如流动的彩虹；板桥工业
园塔吊林立，描绘着几何诗行；正在兴建的临
淮关跨河大桥，在地平线处竖起了两座方形的
大门……

登高四野阔，极目天地舒。年近八旬的支
道友，竟然也和我们一起登上了数百级台阶的
塔顶。“年轻时在这里工作过。”他笑着说，“如
今老了，更应该好好看看。”此刻想来，人生何
尝不是一场登高的旅程呢？有人为事业，有人
为理想，有人只为看一眼曾经的风景。

春风徐来，衣袂飒响。没有了人头攒动，
略显清冷的网红桥反倒更加肃穆庄严。站在
这五十米的顶层，那些曾经困扰心头的块垒，
全都随风飘散。逝者如斯，浪花淘尽的岂止是
千帆？岁月长河中，生命的个体只不过沧海一
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低吟间，
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又多了一层理
解，与东坡先生也多了一条契合心灵的连线。

凭栏远眺，任思绪随浩荡的淮水，流向远
方……

三 走 网 红 桥
□郑克红

明媚的四月，早上洗漱后不久，我便端上一杯春茶，躺在阳
台的靠背椅上，一边晒着早晨的太阳，一边品尝着那清香浓郁的
春茶。这时手机微信响了，是女儿来的：“爸，我婆婆前几天快递
的春茶收到了吗？”我忙回复：“昨天下午才收到的。这不，你妈
妈早上刚泡了一壶，我正在品尝呢，春茶滋味就是好，喝一口那
个舒心呀！”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浙江工作，不久便在那里成家立业，女婿
的老家在杭州郊区农村，那里是“龙井茶”的原产地，他的家里就
种植着几十亩茶园。女儿结婚，我和妻子去女婿的老家参加了
他们的婚礼。那时正是明前茶采撷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茶园一
望无际，茶农们正在茶园起早贪黑地忙碌，为的是将明前茶及时
地采撷加工后销往各地。逗留的那几天，我和妻子也学着采茶，
看村里的茶农们如何加工。我们离开时，亲家送给我们一大包
春茶，我们回来后又将大部分分给了亲戚朋友，让他们也品尝一
下这正宗春茶的滋味。

春茶，一般是指由越冬后的茶树在春天里萌发的芽叶采制
而成的茶叶。而春茶也是一年四季中最宝贵的，每颗芽头经过
冬天长时间的休眠和积累，被春雨的滴答声唤醒。被春雨湿润
过的叶片中带着大自然的气息，此时的春茶营养丰富，故而叶肉
肥厚，芳香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

春茶的滋味最为鲜爽，花因香而“活”，茶因香而“贵”。
刚刚告别隆冬的早春，气温不高，香气物质保存环境很好，所
以春茶的香气是其他季节的茶无法比拟的。春天的阳光不
太强烈，气温较低，茶芽的细胞生成较为缓慢，就积累了大量
的氨基酸，而氨基酸的含量造就了春茶有别于他季新鲜淳爽
的口感。

春暖花开的四月，各地的新茶陆续上市。春茶从采摘到你
我的茶杯里，至少要经过七道工序。一是采青，二是摊青，三是
炒青，四是揉捻，五是晒青，六是烘青，七是干燥。“待到春风二三
月，一盏清茗酬知音。”春天，一年伊始，亦是春茶的最佳采摘季
节，宜人的季节里，且将新火试新茶，怎能不叫人心情恬适、心境
开朗呢。

记得童年有一部叫《刘三姐》的电影，里面的《采茶歌》节奏
欢快，朗朗上口，让人百听不厌，至今难忘。此外，还有一首家喻
户晓、脍炙人口的浙江民歌《采茶舞曲》也非常好听：“溪水两岸
好呀么好风光，哥哥呀，你上畈下畈勤插秧，妹妹呀，你东山西山
采茶忙，采得茶来满山香……”

儿时生活在南方老家，我家虽不种植茶叶，但每次去几十公
里外的山区姑父家，一路上都是茶叶树，听姑父说，那是一家国
营茶场。记得十几岁的一年春天，我和弟弟步行去姑父家，路过
这片茶场时，看见葱葱郁郁的茶叶树，我们便偷偷摘了些，不料
被茶场工作人员发现了，问我采茶干啥？我说采一些新茶去姑
父家喝。那个叔叔先批评小孩不要偷摘茶叶树，后又告诉我，茶
叶采摘是分季节和技术的，而且经过一系列工序后的茶叶才有
滋味。随即他又跑到不远的值班室，拿了些茶叶送给我，这是我
第一次跟春茶零距离接触。长大后，我到了北方工作生活，这边
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南方人开的茶叶店，在众多的季节性茶
叶品种中，我最爱春茶。

春茶一口鲜，胜过人间四月天。春茶是春天的代表作，只有
喝过春茶，才算是完整的春天。因为，人们对待春茶，总有一种
归去来辞的感觉，轻轻啜上一口，似一种诗意在水中流动，这流
动的液体渗透并弥漫着你我的灵魂……

春有约，茶不误
□汪 志

深夜的街道像一条沉
睡的河，寂静无声。

我拖着疲惫的脚步，
走在回家的路上。街灯一
盏接一盏熄灭，仿佛在为
我让路。我的影子被拉得
很长，又缩短，再拉长，再
缩短，直到最后，整条街都
陷入黑暗。

只有远处，一盏街灯还
亮着。

那灯光很微弱，却固执
地刺破了夜色，像一颗不肯
坠落的星星。我皱了皱眉，
心里泛起一丝疑惑：为什么
只有这盏街灯还亮着？

我走近一看。
只见灯下站着一位老

人 ，白 发 苍 苍 ，背 微 微 佝
偻。老人穿着一件褪色的
外套，袖口磨得发白，手里
握着一支笔，正在一张泛黄
的纸上写字。笔尖在纸上
沙沙作响，老人的手却颤抖
得厉害，仿佛每一笔都用尽
了力气。

我停下脚步，轻声问：
“老人家，都这么晚了，您怎
么还在这里？”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
睛里闪过一丝笑意。他没有
回答，只是低下头，继续写。

我凑近了些，看到信的
开 头 写 着 ：“ 亲 爱 的 儿 子
……”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仿佛触碰到了什么不得了的
东西。

“这是……在给您儿子写信？”我忍不住问。
老人停下笔，答非所问：“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了。

我想让他知道……”
老人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屏

住呼吸，等待下文，但老人没有再说话，只是继续写。
信的内容很短，却字字沉重。
老人写到自己年轻时如何忙于工作，错过了儿子

的成长；写到自己如何一次次推迟与儿子的见面，直
到再也见不到；写到自己如何后悔，却从未说出口。

我的喉咙有些发紧。想到自己已经有多久没给
父母打过电话，想到自己总是用“忙”来搪塞他们的
关心。

老人终于写完了。他小心翼翼地将信折好，塞进
信封，递给我。

“请你帮我寄出去。”老人说。
我接过信，低头看了一眼信封，却发现上面没有

地址，也没有收信人。
“地址和收信人呢？”我问。
老人微笑：“他会收到的。”
我还想再问，却突然发现老人的身影变得模糊起

来。我眨了眨眼，再看时，灯下已经空无一人。
那盏街灯也随之熄灭。
街道重归黑暗，只剩下我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

封信。
回到家，我打开灯，坐在书桌前，拿出信，想再看

一遍，却发现信封上的字消失了。
我愣了很久，最后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这么晚了，怎么还

没睡？”
我深吸一口气，轻声说：“妈，我想你了。”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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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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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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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缝中的草

于岩之罅隙，命运播下希望的火种
贫瘠与坚硬交织，是它初始的土壤
它把根须化作探寻的触角
在石的脉络里，寻找生命的供养

没有沃野的宠溺，稀少的雨露
是它苦涩生命里微弱的光芒
在逼仄的天地间，向着光的方向
它挺起脊梁，舒展着不屈和顽强

狂风呼啸，妄图撕碎它的倔强
可它如勇士紧握盾牌，抱紧岩石
用一抹坚韧的绿，涂抹生命的底色
每一片叶子，都是它信仰的旗帜
在尘世的风中猎猎作响
它以微小之躯，坚守在岩缝
诠释生命的力量，直到时光泛黄

蜉蝣的一天

朝生暮死，是写在命运卷轴上的定数
在这短暂如白驹过隙的时光里
蜉蝣开启了它独特的生命之旅

当晨曦掀开夜的幕布
它破茧而出，似从梦幻中走来
透明的羽翼，闪烁着对世界的好奇
微风轻拂，是生命的序曲

它在花丛与草尖间穿梭
用复眼捕捉世间的五彩斑斓
小草是它心中的港湾，花朵的芬芳
是短暂生命里的香醇佳酿

夕阳西下，如血的余晖
为归途铺上金色的哀伤
但它从不悲叹生命的短暂
毕竟存在的每一刻无不欣喜、无不辉煌
它以微小的身姿，划过天空，告诉世界
即使是蜉蝣也能向光飞翔

苔花如米小

在阴暗潮湿的角落
苔藓铺就一片宁静的绿毯
苔花如米粒般微小，却努力地绽放

它没有牡丹的艳丽，吸引人群目光
也没有玫瑰迷人的芬芳
但它在自己的世界
用微小的美丽，传递生命的力量

雨滴落下，为它奏响生命的旋律
微风拂过，是对它温柔的抚摸
在这被遗忘的角落，它独自生长
不羡慕高处的繁华，不害怕黑暗寂寞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平凡中，展现出生命的不凡
让我们看到，微小也可磅礴
也可生发出万千希望

微小的生命
（组诗）
□张余雅

●诗韵潮声●

●经纬行吟●

●桑梓留痕●

●烟火清欢●

墨迹在纸上晕染
我热爱的生活，正随笔触丰盈
父亲种下的麦子
在阳光下舒展，每一粒都盛满
生命青涩又耀眼的光芒

不敢为一片落叶叹息
这个时节，连凋零都带着期许
比枯萎更美的绽放
藏在麦香里，在夜风里流淌
惹得梦也沾满芬芳

躺进野花织就的绒毯
指尖触到云朵的柔软
此刻，生命的饱满漫过心岸
就像熟透的浆果，将斑斓的色彩
泼洒进岁月的画卷

小满札记
□林钊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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