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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五个节气。斗指乙，太阳到达黄经15°，便为清明。清明节气因节令期间

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而得名。清明是反映自然界物候变化的节气，这

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南方地区，此时已呈气

清景明之象；北方地区开始断雪，气温上升，春意融融。

每年的清明在公历4月4日至6日之间，以4月5日最为常见。在二十四节气之中，清明是唯一一个

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时节。清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候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而

清明节俗又为清明节气赋予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

祖节等，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最初是一个与农业相关的节气，标志着春

耕春种的开始。

清明节也是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这一习俗源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后来逐渐普及到民

间。在这一天，人们会前往祖先的墓地进行扫墓祭祖，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

至今，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

提起清明，中华儿女心里就会淙淙流淌穿越千年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这首诗描写的是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

羁旅行人想起先人落魄断魂的情景，展现人们悼念逝去亲人时伤心欲绝、悲思愁绪的状态。接着，诗人

笔锋一转，象征着生机与天真的牧童，指着一片一片粉白的云朵般的杏花丛中小村庄那个酒幌，路人愁

绪顿时消散。节日里生与死的交织，冷与热的碰撞，笑与泪的和解，动与静的邂逅，是对清明的最好注

解，认证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死哲学。

关于清明节的由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相传在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了纪念忠诚的臣子介子

推，下令在清明节这天禁止生火，只吃冷食。这个传说不仅丰富了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而且使清明节充

满了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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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记事儿时，我曾一度以为，清明，那是专门为母亲准备的日子，清明就是母亲的清明。

逝者如斯，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一个甲子了。那是60年前黑沉沉雨纷纷的一天，我们披麻戴孝，大

哥摔了灰黑色的“丧盆子”，母亲就被亲友和乡里们哭天喊地送走了，去了一个叫“永远”的地方。那雨，是

淅淅沥沥透彻肌肤的，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清明雨，也是一场最冷酷的雨，把母亲的棺木打得冰凉。

母亲能够成为我们的母亲，还曾经历了一点误会。姥姥孙家是杨树林乡五里坨子的大户人家，父

亲去姥姥家相亲，给他介绍的本是腼腆的母亲，而在父亲的感觉里，误以为给他牵线的是一个帮助端茶

倒水的姑娘——姥爷的亲叔伯妹妹，后来我的姑姥娘。姑姥娘比母亲小两岁，她俩高矮相当，模样相

仿。明显的区别是她比母亲眼睛稍大，眼皮儿更双。等去过彩礼的时候，父亲才明白自己相亲时看错

了对象。后来姑姥娘也嫁到了我们村。前年，我去给父母上坟，发现紧挨着他们茔地的西侧，也就是百八十米的地方，立着姑姥爷和

姑姥娘的墓碑，不知这是缘分还是守望相助？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母亲走的时候，大哥12岁，二哥9岁，最小的妹妹只有3岁。我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

么走得这么无情，这么匆匆？

勤劳的母亲走了，没有留照片，没有姓名，没有嘱托。我隐约听说，只留下一对银手镯。我渐渐长大了，曾刻意去寻找她的照片，好

留个念想，在家里外头有什么委屈的时候，还可以偷偷地向她倾诉。但我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却大为失望。不知是她和父亲结婚

时压根儿就没留个影，还是在她走的时候一起和她灰飞烟灭了，抑或是她怕我们总是想她，事先有了周密安排，轻手蹑脚走个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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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魂梦却分明。60年里，只能和她在梦里相见，母亲周正的脸上总是写着忧伤。有时越是想她是什么样子，就越想不起来她

的模样；有时想大劲儿了还幻觉她是不是走失了漂泊到异乡；也有时胡思乱想她是不是在那边时间太久了，把撒手扔到这边的孩子

们都给忘了……

母亲没有留下姓名，60年代一大家人过年请神供宗谱的时候，我心里明镜似的，最令我揪心的“王孙氏”就是她，一个可怜的通

用的格式化的可复制的名字。当我看到姑姥娘墓碑上优雅的名字之后，就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没有大名。

母亲是亲情中最亲近最宝贵最无私最伟大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呼唤，比叫一声妈更打动人的心灵，可我

却没妈没娘可叫可喊。有妈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从小就没妈的那种悲惨。每当有人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人家是自豪激

动，我是哭妈的泪水在奔涌；每当万家灯火万家团圆的时候，人家可以尽享天伦之乐，我却要承受无尽的失落和悲痛；每当去参加亲

友幸福得不能再幸福的婚庆，我都会因为母亲的缺席而把控不住自己的感情。如果说人间有十分温暖的话，没妈的人，至少会失去

九分疼爱，八分关怀，七分欢畅。有妈的人，想妈了可以给她打个电话，特别是逢年过节回家有个奔头儿，可以吃妈给包的酸菜馅水

饺，或者安排老妈去打卡旅行，甚至在她面前撒个娇。而我们，却只能面对她那孤零零的一抔黄土，在梦中做那黄土上陪伴她的萋萋

荒草，而无处话凄凉。

因为过早地成了没妈的孩子，每到清明，不管老天是否雨纷纷，那份怀念、悲伤、沉痛和不舍都会使我欲断魂。10年前父亲走

了，在给他烧3周年的时候，我从我婶儿（我们这样称呼继母）那里，接过了母亲留下的唯一的念想——那副银镯子。当年，为了给母

亲治病，亲人曾几次想变卖这副手镯，但母亲都没答应。她莫不是想把这爱的信物作为念想，让它永远护佑着孩子，陪伴着他们健康

成长，激励我们砥砺前行？我婶儿把手镯交给我的时候，窗外飞来一只黄蝴蝶，婶儿一脸庄重，我感到了非同寻常的情意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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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当我在墓地从衣兜里拿出那副镯子给妈看，我感受到了如在的神明。面对另一个世界的母亲，我看见了妈依

然年轻的脸，那美丽的脸永远绽放在33岁的春天里。60年的岁月无情地隔在我们中间，如今我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作为母亲，她却

永远停留在年轻的33岁，我多想她能再戴上那副手镯。

我知道是痨病把母亲夺走的。假如有现在的条件，母亲一定不会走得那么匆匆。现如今人们富裕了，医疗发达了，过去的痨病

已不算什么病了。那天，微信里问起一位同学，她的老母亲已经99岁，还耳不聋眼不花的，仍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张扬着东北人的

豪爽与性情，我说她比我幸福60年的光景。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清明，集扫墓与踏青、哀思与欢愉、死去与再生于一身，它既是一个寄托哀思缅怀前人

的日子，又是向着未来放飞希望的节日。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惠风和畅、万物皆显、气清景明，中华大地呈现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是一年里最清爽明净的时光。和煦的风，散发着春天的清香；清凉的雨，洋溢着温润的气息；娇娆的花，渲染出斑斓

的色彩；翠绿的枝叶，伸展着成长的热望。经历了一个严冬的人们，无不意气风发耳清目明，无不为渐浓的春意而焕发出诗意的

梦和奋斗的激情……

人们或许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清明？我忽然觉得，过一次清明，就应是对人生意义的一次思考升华、明白

清醒；过一次清明，就应是如何面向未来的自信坚定、加油赋能！我想，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寸草心不能报三春晖，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和不幸，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恰是由于那些不可避免的折磨人的苦难，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张扬了犟性，让人在悲

伤和压抑的境遇里，争气、长脸，活出一种高尚高昂和高洁的天地。

或许，先人创造了清明节，正是为了提醒我们：慎终追远，且惜当下……

母
亲
的
清
明

□
王
永
林

允许我
用懵懂的眼神
注视你巍巍的青黛
及青黛后白山松水的底蕴
我曾不止一次想呼喊
可总觉得声音浅显
无力且苍白

我只有俯下身去
轻拈一缕柔软的风
蘸着带露的蕊
给你写信。告诉你
我及我们正播种的春
一日比一日深

一行行码起的文字像高楼
芦芽、艾草、小雏菊
占据着标点的位置
车辆有序穿行
那是我的思绪在驰骋
摘几片翠绿的呼吸
点上稻香的韵脚
承接、转合，鲜嫩欲滴
老农的锄头和机耕车的马达
在袅袅炊烟中熠熠生辉
这些光明的事物

是岁月留下的翅膀
是骨质的软语

在许多日子里
我用她们充盈过贫瘠
并挺直了腰身
一挺再挺
直至成为一竿竹或一棵松
甚至一种符号
一种意向

当你解开信封的钤印
也许已是秋天——
不要急于碰落
一枚果子
抑或一盘葵花向阳的祈盼
还有一江春水
流过的串串芳香

在琅琅书声中
太极老者的剑锋上
创业者年轻的脚步里
你会寻到季节中葳蕤的万物
正在打开优美的弧线
生长并延长闪光的文字

我们所种下的春天
□王 爽

所有已知的历史文献，都被各种文字铭记。最

现代的数码印刷，还有清晰无比的照片、视频，五花

八门的先进设备，唯恐错过或落下这个辉煌时代的

细节。

印刷术发明前的竹简，抑或更遥远的青铜时

代，钟鼎文牢牢凝固了岁月。那些没有文字明确的

历史，最后被结绳牢记了。连绳子也无法套住的上

古往事，只能口口相传，成了神话传说。大自然最

终还是留下了时间的痕迹，那就是地质中存在的会

唱歌的石头。

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玉离不了石，故称玉

石。神州大地似乎处处都有精美的玉石。著名的

新疆和田玉、甘肃祁连玉、四川的碧玉、江西东陵

玉、广东信宜玉、江苏的水晶和雨花石、浙江黄蜡

石、河南独山玉、湖北绿松石、内蒙古巴林石、山西

的玉髓、北京的京白玉、河北的玛瑙、山东泰山石、

黑龙江龙江玉、辽宁岫岩玉……还有吉林的长白玉

和松花石。

能工巧匠们将绿、青、黄、褐、紫、红和黄中带

绿、紫中带黄，各种颜色的松花石，像八旗兵一样，

按不同颜色仔细琢磨，打造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

代帝王的皇家御用气象。

不是端石、歙石、洮石和红丝石不好，也不是四

大名砚盖不过松花砚的风头，而是大清皇帝们不敢

忘本。他们深知白山黑水的滋养有多丰腴，知道田

黄石、和田玉的柔和温润，更知道江南细雨慢慢侵

蚀的厉害，能将坚硬的巨石，变成皱瘦透漏的灵璧

石。他们害怕一个庞大帝国，被一块石头绊倒在温

柔乡里。他们一手紧握刀枪，一手挥毫泼墨，纸上

的千军万马，总能踏破霜冷长河的故乡，直扑梦里

的京华烟云。

《山海经》中的不咸山，也就是如今的长白

山，一直流传着种种神话。仿佛有一只手将这个

流域的故事，纷纷藏在了松花石的心中。当松花

石得到皇家封号后，天然的披红挂绿，而且还大

红大紫。

康熙两次东巡吉林，他检阅水师，备战沙俄，巩

固边疆，顺便带回一块“磨刀石”，随后发现此石发

墨快，且不凝墨，遂将其命名为“松花石”。在大国

工匠精心制作的松花砚里，溅起了大清王朝鼎盛的

浪花，于是康熙帝写下《松花石制砚说》，“盛京之

东，砥石山麓，有石壘壘，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

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

为此良砚材也……”

康熙三十年(1691)，内务府造办处在武英殿专

设松花石砚作坊和开采松花石的专司衙门，并给松

花砚题砚铭：“寿古面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

故其宝也。”

雍正即位后，征调3名琢砚高手，专门从事松

花砚制作。

号称“玉痴”的乾隆帝，将松花砚作为“天赐圣

物”，将祖父、父亲以及自己钟爱的6方松花砚载入

《西清砚谱》之首，并亲题序铭。他认为松花砚完全

可与端砚相媲美，写诗赞曰：

长白分源天汉江，
方流瑞气孕灵庞。
琢为砚者文之焕，
较以品知歙可降。
起墨益毫功有独，
匪奢用朴德无双。
昨来偶制龙宾谱，
宝重三朝示万邦。

风流儒雅的乾隆帝对松花砚情有独钟，三下江

南携带了20件宝物，松花葫芦砚便是其中之一。

以帝王的审美，动用国家力量来追求玉石艺术，终

于将中国制玉工艺推上了巅峰，古玩行里一句人人

皆知的术语：乾隆工！

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皇家的审美取向，一直引

领和左右着整个时代的潮流。在大清王朝最鼎盛

的雍正朝和乾隆朝时期，中国的制瓷工艺、制玉工

艺等手工技术，均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

的程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

以拥有一方来自东北的松花砚为荣。设在吉林市

的打牲乌拉为朝廷采购贡品机构，除了为皇室采补

人参、貂皮、东珠、鲟黄鱼、蜂蜜、松子等东北特产，

还专门从松花江流域采集、制作松花砚，以满足宫

廷的需求。

在皇家不惜工本追求至臻艺术技巧的同时，

诞生于这个王朝的另一座文学高峰就是《红楼

梦》。书中开篇指出的大荒山，后世有一些文化学

者考证为长白山。不论真相如何，单从历史地理

和文化情感方面来看，颇具神性的长白山地区适

合繁殖生长各种传说和奇思妙想。开天辟地之

后，留下天池的神秘。站在天池岸边，感受万物空

灵，一部《红楼梦》又怎能道尽其中所有故事。

长白山地区特有的每棵珍奇树种，都将自己

的生命融入松花石之中。松花石特有的绿色宛如

长白山之春，黄色又如秋天静美，紫色恰似皇家御

笔册封的喜色……

松花石虽然开采时间较晚，清代才出现。却

因诞生在大清的龙兴之地，受到皇家特别关注，可

谓“砚中官窑”，其内在品质和颜色多样，也备受

古今文人的喜爱。

一块历经8亿年的松花石，表面的花色纹理

像史前的松针，凝固了时间。大清朝又在上面雕

刻了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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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