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蛰的雷声依稀还响在耳边，一转

眼春分就唱着欢快的歌儿来到了我们面

前。春分是春季第四个节气，也是个浪

漫而诗意盎然的节气。

在我的印象中，浪漫是春分的底

色。袁枚有首题为《春风》的诗：“春风如

贵客，一到便繁华。”春风骀荡，仿佛是一

夜间，我家后院的那棵杏树就花满枝头

了，一树粉白色云霞照亮了灰暗的小院，

浅褐色修长枝条上朵朵含苞的杏花，清

香四溢。早晨起床，我只要看到父亲房

间的水瓶里插了一枝杏花，就知道春分

节气到了。母亲和父亲两人青梅竹马，

感情一直很好。他们是春分那天结的

婚，而我家的杏树也是母亲从娘家带过

来的……杏花是一种素雅、内敛的花，不

高调不张扬，只管静静地开放，传递着春

的消息，有着爱情最初、最美的模样。

春分时节，最美的身影属于劳动者。

有句俗话说：“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

金。”一场润如酥的小雨过后，天气一天

天暖和起来，田野里的麦苗早已返青，正

在积蓄着力量拔节，勤劳的农人忙着浇

水、施肥……而作为一家人菜篮子的菜

园，此时也进入了最热闹、繁忙的时候，

四围的篱笆要修补，闲了一冬的地要翻

起来，还要施底肥，打好畦子。最让我难

忘的是父亲刨地的场景——双手紧握镢

头，前手高、后手低，镢头高高举起，用力

刨下去，一撬一拉，新鲜的泥土便翻了起

来。父亲像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身体

一起一伏，以镢头为笔、汗水为墨，在土

地上写下一行行浪漫而深情的诗句……

春分时节，原野美得像是一幅画。

南唐诗人徐铉有一首诗：“仲春初四

日，春色正中分。绿野徘徊月，晴天断

续云。”此时，阳光和煦，春意融融，大

自然一片生机勃勃，正是野外踏青的

大好时节。蓝蓝的天空中，飘着缕缕

白云，有鸟儿欢快地飞过，树木吐绿，

小草发芽，小河、池塘里的水清澈澄

净，岸边的柳树垂下柔软的枝条，远望

如一团绿雾缭绕，归来的燕子衔着缕

缕春光，到处撒播。

春分时节，最快乐的还是孩子们。

小学课本里有首古诗：“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春光明媚，惠风和畅，

刚脱下冬装的孩子们，像出笼的鸡雏，欢

笑着奔跑在春风里，手中的纸风车“哗啦

啦”转动着，漂亮的风筝在空中飞舞。挎

着竹篮到野外挖荠菜，在大自然宽广的

怀抱中追逐嬉闹……

春分也是个神奇的节气。唐人刘长

卿有一首诗：“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

辞桃花寒。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

放纸鸢。”诗中说的“竖鸡子”，指的是民

间春分有竖蛋的习俗，即所谓的“春分

到，蛋儿俏”。记得儿时春分这天，父亲

总会逗我说：“仔细看啊，我给你变个小

魔术。”说完，他从鸡窝摸出一个鸡蛋，择

一平坦的地面，将鸡蛋大头朝下，小心试

探着，最后父亲将手轻轻挪开，鸡蛋真的

竖起来了……我看得目瞪口呆，抢过父

亲手中的鸡蛋，学着他的样子做，却一次

也没成功。最后我生气了，将鸡蛋扔到

父亲手里，缠着他传授我魔术的秘诀。

父亲和蔼地笑着说：“你呀，还是性子急

了，心要静，要多去尝试、琢磨……”

欧阳修有词曰：“雨霁风光，春分天

气。千花百卉争明媚。”浪漫春分，在如

诗如画明媚的阳光下，春风所到之处，一

切都在蓬勃生长，整个世界充满了无穷

的力量和希望。

诗话春分
□ 周衍会

春天是浪漫的，给人以活力与

希望。

萌动着的春天，生机源源不断。

春风拂面，万物复苏，草木吐纳新芽，

花朵静静绽放，鸟雀枝头欢唱，天空

云朵悠闲。放眼春天，就是一幅生

机活泼的画卷。从寒冬到春天，一切

从沉睡中苏醒，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与色彩。

春天不宜宅在家里，得出去多走

走。公园里，人头攒动，各种花儿也

竞相展露容颜，迎春、玉兰、樱花、桃

花、杏花……烂漫的花朵就是春天灿

烂的脸庞。那些大大小小的花朵，俊

俏地开着，在阳光下闪着光泽。每一

朵花，都是春天与我们的遇见，都是

春天明媚的心声。每一朵花，都在

以花开的方式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风，温柔得可亲。花香，深深

浅浅地飘散在春风里。相比于冬风

的凶猛怒号和寒流倒灌，春风的确要

慈祥得多。早上出行，再也不用担心

路面是否被冰雪覆盖；全身上下，再

也不需要全副武装将自己裹得像一

个笨重的大粽子。阳光在微笑，春风

在呢喃，行走在春天里，脚步是轻快

的，心情是舒畅的。

春天，也是被尝出来的。童年

居住农村，每至春来花开时节，田

埂陌上，原野山坡，几乎都星星点

点地生长着诸多野菜。它们是来得

最早的报春使者。荠菜，密密麻麻

地长满了田间地头；椿芽悄悄地在

半山腰上擎出一抹醉人的殷红；蒲

公 英 还 未 打 骨 朵 儿 ，露 出 一 片 浅

绿；门前的竹林，笋儿又勤快破土，

和春天会面；甚至在田畔的不起眼

的石头缝隙里，还会看到一些小根

蒜，自由自在，憨态可掬……这些迷

人的春天的味道，让人心生欢喜，

仿佛春天的美好就是被这些朴素的

野菜邀请过来的。

在明晃晃的春天，与家人亲朋相

聚也是一种温馨的浪漫。挑选一个

晴好的日子，去郊外踏青，或者去溪

水潺潺的开阔地野炊，去梯田欣赏油

菜花，都是浪漫的春之行。

在春天，当然是不能不读书的。

多彩的花开，让人眼睛明媚；氤氲的书

香，让人精神充盈，心灵澄净。春天

读《论语》《诗经》，养得心中一种恬

静。春气升发，读《论语》给人希望，

跟随着夫子的指引，洞察事理，领悟

人生智慧。读《诗经》，培养一种生

趣。春天宜歌宜行，平凡的日子也可

充满雅趣。诗意，不在远方，而在我

们身边。

总要期待和钟爱点什么，恰似充

满朝气的光阴与这浪漫的春天。

浪漫的春天
□ 管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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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元宵节的月亮很圆很亮，点亮了龙

年的梦想。当晚，月上穹顶之时，在忙碌完其他

事情后，站在自家阳台上，自然而然地望向天

空，去欣赏这一轮特殊的明月。

奇怪的是，透过窗户玻璃向外张望，却看到

了五月连珠的奇观，前面月亮最大最亮，后面几

个月亮虽依次变小变淡，却也有交相辉映之

趣。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眼睛花了，于是打

开华为手机拍照功能一探究竟，其结果也是五

月连珠。霎时明白，这是双层玻璃相互折射加

反射而形成的特殊效果，很是欣喜。转念一想，

若能拍出清晰的单月照片岂不更好？于是放大

画面，重新聚焦，刚开始，画面有点抖动，静止一

会后，屏幕上弹出一个小框，里面出现了一张清

晰的圆月景象，甚至月球上山脉的线条勾勒可

辨，随即拍下，大为惊喜。惊喜之余，既为华为

手机有这样神奇的功能而叹服，也为因延迟拍摄掌握了一种新

玩法而欣慰。事后回想，在其他领域也有诸多主动延迟的艺术。

延迟说话 让语言力量更强大

口若悬河的谈吐固然令人羡慕，但有时意味深长的慢言慢

语却往往更具感染力。“贵人语迟”是孔子早就总结出来的名

言，那些有思想、有内涵的人，往往在行动上敏捷，但在语言上则

较为谨慎，不轻易发言，而是更注重言辞的质量和时机，并且语

速平稳和缓。《韩非子》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延迟说话的艺

术。有一天，魏国公问韩非子：“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君谓

其可得乎？”韩非子低头而不答，魏国公责问：“贵人语迟，何也？”

韩非子解释道：“臣以有罪，不敢升言至陛下之上。”意思是指在

面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时，不敢马上开口说话，而是有所退缩或

回避。魏国公很欣赏韩非子的回答。

给人们带来很多快乐的笑话或喜剧则善于通过语言延迟来

制造笑点。一个好的笑话，往往是通过前面的铺垫把受众带入

某种情景，然后话题一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包袱缓缓道来，

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悠长。

有一条关于猪八戒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唐僧师徒四人过一条

河，由于超载，大伙商定，每人说一个笑话，若其他人不笑，则惩罚

他跳水。悟空第一个抽到了，他讲了一个大家几乎都乐了的笑

话，但只有八戒没乐，于是悟空扑通一声跳了下去。下面轮到沙

僧了，刚要讲，八戒哈哈大笑：“哈，猴哥讲得太逗乐了！”通过延迟

描述，达到了逗乐的特殊效果。

还有一则《笑林广记》里的笑话，说的是有个书生，在寺庙中

租了房子读书，但每天都只是游玩。这一天午饭后回来，命书童

拿书来，书童拿了一本《文选》，书生说：“低。”书童又拿了一本

《汉书》，书生还是说：“低。”书童又拿了一本《史记》，书生还是

说：“低。”旁边的和尚大为吃惊，说：“这三本书，能读熟其中任何

一本，都可以说是饱学之士了，你却一直说低，究竟为什么呢？”

书生说：“我要睡觉，拿书当枕头。”把想要讽刺的话延迟到最后

才抛出来，让人捧腹之余增添感悟。

延迟决策 让决策结果更妥当

所谓延迟决策是指，以较慢的速度在恰当时机做出决策。

延迟决策不会让我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看向未来

的眼光。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家，他成功的

秘诀之一就是延迟决策。他说：“行动并不会换来回报，只有正

确的决策才能。因此，需要等待多久，我们就等待多久。”

他把炒股与棒球相提并论，棒球在发球的一瞬间，如果你决

定开始挥棒，没有延迟，往往会打不到球而出局。投资也是一

样，不能出现机会就出手，而是要等到最合时宜的那个机会再出

手。著名的管理专家弗兰克·帕特诺伊更是对延迟决策进行了

深入研究，将“延迟决策”的艺术汇集成名作《慢决策》。“慢决策”

主张只要延迟得恰到好处，在做决定前尽可能多搜集信息，等待

一段时间，在合适的时机再作决策，行动起来便可得心应手。

延迟行动 让行动结果更正确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古代

那些著名谋士，不管是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诸葛亮，还是在河边等

愿者上钩的姜太公，都知道等待的智慧，也懂得时机的重要。时

机不到，不予行动，时机一到，敏捷行动，这才是成功之道。

“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出手时机，也才

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比如，顶尖的网球高手在比赛中，往往不是靠速度，反而是运

用“延迟策略”来获取最后胜利的。从一方发出球，到另一方接

到球，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只有500毫秒。曾获得过 8 次大满贯

的著名网球运动员康纳斯，在面对对手的凶狠发球时，不是马上

出击，而是采取先用 400毫秒观察，之后 100毫秒出击的方式迎

战。也就是说，他要花足够的时间确认机会，尽可能地等待，然后

一击命中。

延迟行动，并不是说行动就是缓慢迟钝的，关键在于看准时

机，高手们追求的是“最终的胜利”，而不是“最快的行动”。所以

“正确执行”比“快速执行”更重要。

延迟满足 让未来价值更彰显

延迟满足是指，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

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

关于延迟满足，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做了著名的“糖果实验”：

以 5岁的幼儿作为参考标准，在桌上摆放各种糖果。实验

前，心理学家要求孩子们能够坚持20分钟不动糖果，如果做到，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糖果，如果不能，虽然当下就可以拥有糖果，

但得到的数量却是极其有限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熬过20分

钟的孩子，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很强的自制力，综合表现明显优

于熬不过 20分钟的孩子。后来，通过十几年的追踪调查，心理

学家发现，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在长大后普遍表现得坚强、

自信、敢于迎接挑战，而且能获得不错的业绩；另外那些孩子则

暴露出不少问题。

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延迟满足，控制欲望，是实现自我突破的

有效途径。

主动延迟 让时间把控更有效

或许有人认为，延迟就是拖沓，但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我

们可以把延迟理解成为一种主动拖延，它是一种战术性的“等

待”，比如将不着急处理的事情暂时搁置，优先处理最重要的

事情；相反，拖沓则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被动拖延，是一种懒惰的表

现。对任何人来讲，都会遇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困惑，这就要

求我们在面对众多要处理的事情时，有所取舍，有意识地去管理

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的拖延，为优先任务做好更充分的筹划，这

样，就能实现从拖沓到主动延迟的华丽转身。正如《易经》里

的一句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深藏不是目

的，而是为了等待最好时机采取行动。

著名作家白描先生是地地道道的

陕西泾阳县人。

也许是因为 23 年前我也曾在泾阳

县工作和生活过的缘故，对白描先生早有

耳闻，只因他长期在北京工作而无缘谋面。

直到不久前读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纪实

力作《天下第一渠》一书，又碰巧在太白

文艺出版社三十周年社庆盛典时才得以

相见，短暂的交流后，便萌发了写篇读后感

的想法。

白描先生笔下的天下第一渠，无疑就

是与著名的成都都江堰、广西灵渠并称秦

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郑国渠。

众所周知，修建郑国渠是秦王嬴政登

基当年（公元前246年）力排众议作出的一

项最重要的决策，并于同年开工，嬴政封受命

间秦的韩国水工郑国为引泾总管，由王翦、

公子龙统领调集二十万军卒民夫，历时十

年艰苦开凿，于公元前237年完工。郑国渠

从泾河北仲山下瓢口筑坝引水，将泾河水向

东引入洛河，全长150多公里，沿途灌溉关

中东部各地。

《史记》和《汉书》载曰：“渠就，用注填

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

钟。于是关中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因命曰郑国渠。”谁能想到，本为韩恒惠王

“弱秦疲秦、毋令东伐”之计，却造就了一项

彪炳千秋的伟大水利工程，成就了秦国一

统天下的宏伟大业。

二千多年后的2016年11月，在泰国清

迈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会议宣布：

中国“泾阳郑国渠遗址”正式入选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在令国人兴奋自豪的同

时，也令在郑国渠旁长大的白描先生夜不

能寐，思绪连连，他决意在花甲之年重回故

乡、重返郑国渠，用他一生的积累与成就，

用他饱含乡愁的文笔，为这条大渠作传。

然而，作为土生土长、少小离家的泾阳

人，在为大渠作传之前，白描的内心一定是充

满敬畏的。他从小在渠边长大，这里留下了

他太多童年的记忆、少年的辛酸，重访大渠，

他深知自己注定无法像其他文人访客一样走

马观花、雾里看花。他要像重回母亲怀抱一

样，用虔诚之心去探寻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

的一切。正如他常说的：“作家必须做功课，

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到头来，写出来的文章

才会有味，这是大文化，失去了，作家的作品

就会清汤寡水。”

于是，从2017年4月起，他从北京两返

泾阳，七赴郑国渠首。半年多里，他足迹遍

布泾阳及周边沿泾各县，吃家乡饭、会家乡

人、谈家乡事，在家乡历史文化的情境中，

查阅大量资料，寻访故道遗迹，拜访专家学

者，探究历史真相，破解文化密码，为写作

积累了大量带有浓浓家乡历史文化气息的

一手资料。

诚然，在视野开阔、文笔细腻的著名作

家笔下，白描之所以将书名定为《天下第一

渠》，不仅在于它历史久远，还在于它代表

着一种文明、一方文化的渊薮，犹如大地之

乳，承接着久远的中华农业文化的曙光，催

生着璀璨的农耕文化之花。为此，他从大渠

每个时期的背景叙事入手，谋篇布局上力求

以一种开放式的结构来考量、来谋划。该书

上篇和中篇，作者从战国末年群雄争霸、秦

国图强、欲统华夏的天下大势，到疲秦之计、

郑国入秦、秦王决策、兴修大渠的雄才大略；

从凿泾引水、十年渠成的艰苦卓绝，到关中

沃野、风调雨顺、民富国强、六国归秦的万世

之功；从汉开白渠、枝（支）渎出焉的白公，到

南北朝时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

的前秦帝苻坚；从唐兴郑白渠的三白竞流，

到宋修丰利渠的丰利可期；从元王御史渠到

明广惠渠；从清代以泉为源的龙洞渠到民国

初李仪址兴修的泾惠渠……

虽然自秦以降的二千多年来，由于泾

河水冲石击，河床下切，历朝历代的泾河取

水口不断上移，郑国渠经数次改道，连同郑

国当年修筑的水坝与渠首似乎早已湮没在

历史长河和黄土尘埃之中，但作为关中大

地上的“众渠之祖”，郑国渠举锸为云、决渠

为雨的传奇却从未间断。而这不绝的传

奇，无一不是以郑国引泾入洛、灌溉关中沃

野为初心，哺育着这方土地上丰硕的果实；

无一不是秦人兴水利民、造福苍生、治水图

强的性格体现，塑造着这方土地上特殊的

秦人精神；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白描先生

笔下值得渠岸人永远铭记的家国情怀和精

神价值，饱含着这渠畔的世道沧桑和人生

况味。

当然，作为积淀深厚、情系家乡的文化

学者，在白描先生眼里，为大渠作传，除了

看重大渠的前世，更看重大渠的今生。他

在该书下篇重点写大渠和大渠哺育下的泾

阳人民的命运、生活、观念和习俗，关照近

年来泾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标

志、文化符号、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社会百

业，连同茯茶金花、文塔晓钟、青训熔炉、关

秦花开、耕稼人生，一件件一桩桩都如数家

珍，娓娓道来，犹如那从作者心中流淌的渠

水，满载着他童年的记忆、中年的乡愁和晚

年的夙愿，一起向读者呈现了出来，读来颇

感历久而弥新，厚重而宏大。

读罢《天下第一渠》，走进“关中白菜

心”。回想离开泾阳后，我也常回到泾阳，

也曾数次游览泾河谷、张家山、郑国渠，更

有幸参与过泾河东庄水库、李仪址纪念馆、

安吴青训班等项目的论证与建设，自以为

与作者在很多方面都感同身受。贸然写这

篇读后感，完全是白描先生的这部力作感

染了我，也感动了我，也似乎回应了作者的

期待：“随着我的文字认识这条大渠，走进

我的故乡。”

世事更迭，山河依旧；大地之乳，万世

功绩；沧海桑田，大渠作证。致敬大渠，致

敬白描，致敬大渠哺育下的人们。

大地之乳 万世功绩
——读白描《天下第一渠》

□ 严维佳

一天，我打开一本已蒙尘的老相册，一

张“红小兵最幸福”的合影照片映入眼帘，

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到 52年前。跨越半

个世纪的光阴，照片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

生，背后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

1971年 3月，我小学二年级时从成都

锦江区小学转到简阳城关一小，作为一名

插班生，开始了我在简阳小学的生活。在

那个特殊年代，小学生的课程基本上是算

术、语文和美音体，而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

学工、学农、学军和勤工俭学上，特别是学

习雷锋活动。

那时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

潮，学校也不例外。1972年，我们班成立

了“向雷锋学习小组”，因为我比同班的孩

子年长几岁，个子也比他们高，所以被小伙

伴们推举为组长。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我

们制作了“向雷锋学习小组”的旗帜，并把

学校楼梯间布置成小组活动阵地，还陈列

了许多图书和报刊。学雷锋小组的活动丰

富多彩，首先是在活动室养蚕子，大家轮流

值班，组织同学课外时间捡废铜烂铁，将收

入所得交给老师充作班费；利用节假日到

车站帮客人提行李、打扫卫生、帮扶老人过

马路……

小组组建初期，还是有许多杂音的，有

的同学认为我们是想出风头，不可能坚持

下去；有的小伙伴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还有

怨气。随着学习雷锋活动的持续开展，由

于长时间不能很好地休息，中途有几个同

学自动退出了小组，从最初的 12人，最后

只剩下7个同学。

学雷锋活动即便是做好事，也被我们

搞出过许多笑话。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

亮，我去火车站接车，车上下来一位老大

爷，手里吃力地提着两件行李，我好心问大

爷去哪里？大爷说，他家住在平泉镇，下火

车后还要去汽车站搭车。我二话没说，提

起大爷的行李快速向汽车站方向跑去。大

爷不明所以，提着另一件行李一路小跑追

着我喊：“小伙子，把我的行李放下，你往哪

里跑？”大爷追不上我，一着急拦停了在马

路上执勤的警察，警车快速追赶而来。顿

时，我发觉可能被大爷误会了，旋即停下脚

步告诉他：“我是在学雷锋帮助您呢。”此

刻，大爷脸上才露出笑容。他说：“我还以

为遇到小偷抢劫呢！”

后来，我们每次外出做好人好事，

都会带上学雷锋小组那面旗帜。我们

持之以恒，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向雷

锋学习的践行者，我们的行为也得到了

同学、学校、车站和乘客的认可，我们小

组被评为学校先进，我还当选为红小兵

分队长。

我们 7 名“向雷锋学习小组”成员，

没有因为做好人好事而耽误学习，后来

都相继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考上了研究

生，在不同行业和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增

光添彩。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日记中的这

句名言，始终镌刻在我们小组成员每一个

人心中。

2018年，我们小组7人再次聚首简阳，

端详着那张“红小兵最幸福”的合影老照

片，感慨万千，大家十分感谢当年选择加入

“向雷锋学习小组”，是雷锋助人为乐的精

神感召了我们，始终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

踏实走好人生路。

如今，52年弹指一挥间，“向雷锋学习

小组”的故事已成久远的记忆。52年的岁

月流逝，我们都已不再年轻，小组最小成员

也已60岁了，但向雷锋学习的热情始终不

减，学习雷锋精神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我

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好事做到老！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 张翼安

□
曾
德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