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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喜雨
李樹坤

初春時節，北方的空氣依然如冬天
一樣寒冷。微風拂面，似刀片一樣割得臉
生疼。春日午後，陽光早已躲進雲層，天
空中已經湧動著濃厚的烏雲了，似一塊巨
大的綢緞，將天地遮蓋得嚴嚴實實。春天
裡的第一場雨已不期而至。春雨，細絲如
弦，輕輕彈奏出春的樂章。春風輕輕拂
過，細雨隨之而下，時而細細如絲，時而
如煙如霧。

春雨，如同天籟之音，落在心間，
滋潤著萬物。春雨，像一位溫婉的少女，
帶著絲絲柔情，為大地帶來了一份清新，
帶走了冬日的塵埃。春雨貴如油，它既無
夏雨般磅礡，也無秋雨般蕭瑟。它如同一
曲悠揚的歌，訴說著春天的故事。漫步於
曠野，任憑雨水滴在髮梢，順著臉頰滑
落，一切彷彿變得無比柔美。在春雨的滋
潤下，大地煥發出勃勃生機。蹲下身子仔
細看，緊貼在大地上的乾枯的葉子裡，竟
然暗藏有密密的、嫩嫩的、泛著一點黃的
綠芽，在接受了春雨的洗禮後，正煥發著
勃勃生機。

遠 處 的 村 莊 也 在 接 受 著 春 雨 的 洗
禮，春雨彷彿為村莊披上了一層薄薄的
紗。紅色瓦房上的青苔，經過雨水的沖
刷，已有些綠意。雨水輕柔地打在貼著窗
花的玻璃上，發出細微的聲響。雨滴似乎
在用最柔和的方式喚醒沉睡的世界。老屋
的房簷下，雨滴匯聚成串串細流，沿著瓦
片滑落。雨中的古巷，更是別有一番風
味，古色古香的建築，在雨中若隱若現。
小巷的水泥路上，濕漉漉的，映照著人們
的身影，漫步其中，彷彿穿越到了一個古
老年代。

雨一直在下，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
芬芳。那些被冬日嚴塞禁錮的生靈，都在
這細雨中獲得了新生。小草從土壤中探出
頭，貪婪地吮吸著甘霖；花朵隨風輕輕顫
動，猶如在向春雨訴說感激之情。走在如
詩如畫的雨中，體味著大自然的韻律，每
一滴雨都蘊含著一種神奇力量，讓萬物復
甦、生長。雨是春的使者，為萬物帶來了
春的消息，滋潤了大地。

雨是生命的甘霖，為富有生機的大
地帶來了希望，也洗滌了人們的心靈。有
付出就會有收穫，春天是一個孕育生命的
季節，經過夏季的陽光洗禮，希望和夢想
定會在秋天裡有滿滿的收穫。一場春雨，
讓我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我們在雨中感
受那份美好與寧靜，讓心靈得到洗滌和淨
化，這是大自然恩賜予我們最珍貴的禮
物。

春風動春心
何清陽

現代作家老捨說：「所謂春風，似乎應

當溫柔，輕吻著柳枝，微微吹皺了水面，偷

偷的傳送花香……」春天的美好，是風用了

心。

春風，是染夢的精靈。夢中的花蕾聽到

了春風的召喚，欣欣然睜開了眼。杏花、櫻

花、桃花、梨花，次第綻放。仿若拉起了一

場接力賽，你追我趕，轟轟烈烈，攪動出天

地間一片斑斕。

這邊是繁花似錦，那邊是亂蕊爭艷，人

們恨不得多生出幾雙眼睛，才能看才能裝下

這鋪天蓋地的好顏色。唐朝詩人杜甫，在江

邊行走時，看到爛漫的春花也吃不消了，提

筆寫下：「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癲

狂」的佳句。

春風，是綠意的信使。「春風如貴客，

一到便繁華」，在春風的吹拂下，綠漸漸暈

染開來。枯黃的草地上，漸漸抽出嫩綠的新

芽。每一粒嫩芽都像春的眼睛，汪著無盡的

明媚。那些經歷了漫長寒冬的柳樹，也被春

風喚醒，柔軟了枝椏。這些枝椏慢慢舒展，

長出了翠綠的葉子，淋漓盡致地演繹著萬條

垂下綠絲絛的盛景。緊著著，河流歡歌，蕩

起碧綠的漣漪，層層疊疊地翻滾著，直招惹

得野鴨子「撲通撲通」往裡扎。這是春天本

該呈現的歡騰啊！

春風，是歌謠的締造者。春風一來，

天就暖了。「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

窗紗。」那些貪睡的小蟲們聞風而醒，紛紛

掙開沉重的土壤，蠕動著探出頭來。一隻接

著一隻，一波跟著一波，擠擠挨挨，四處奔

走。這些小傢伙，無論走到哪，都能一展歌

喉。你聽，花葉下，草叢裡，磚瓦間，俱是

音符在流淌，細細的，輕輕的，讓人心生柔

軟；你聽，陽光裡，月光下，燈火旁，皆有

音符在蹦跳，歡騰的，靈動的，讓人心聲愉

悅。

「春風動春心，流目矚山林。」春風能

繪出春天的萬般繾綣，也能搖曳出生命的欣

欣向榮。心中有春風，出門皆見春。

春歸大地鄉村暖
李河新

 「咚咚咚，鏘鏘鏘」剛吃罷餃子，村西頭的鑼鼓就翹起來

了。豁了牙在門口曬太陽或閒坐拉家常的張大爺李大娘，年輕

力壯的後生，春心萌動的姑娘，在院子裡洗衣洗菜的俏媳婦，

無不滿眼喜色。

新修的水泥路上，村民們騎著三輪車、電動車帶著板凳擠

滿了小路。「徐叔，這是幹啥去？」我好奇地問著。「村文化

廣場演大戲呢！這不天怪暖和，我帶你嬸去看看。」 八十五歲

的徐叔騎著電動車，老伴坐在小板凳上，無慾無求的眼睛看著

那片麥地。

 一場大雪後，終於迎來陽光明媚，為了歡天喜地鬧新春，

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引領鄉村文明風尚，密切了鄰里關係。村

民和駐村工作隊自籌資金，舉辦「情暖白村‧戲送萬家」戲曲

演出活動，為群眾奉上了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曲劇《包公辭朝》悠揚的開場戲拉開了演出的序幕，優

美的唱腔、動聽的旋律，瞬間點燃全場氛圍。演員們惟妙惟肖

的演技、張弛有力的唱功，吸引眾多村民群眾駐足觀看。舞台

上樂聲陣陣、鼓板點點，氣氛歡快濃烈，一招一式盡顯戲曲之

美，一顰一笑傳遞戲曲神韻。演出現場氣氛熱烈,喝彩聲掌聲此

起彼伏，台上台下互動頻繁。戲是村民們自己請的，鼓是小天

哥敲的，台上唱的抑揚頓挫，台下看的如癡如醉，平時在家蒸

包子、貼窗花，炒花生的主婦們都出來了！特別是年邁的婆婆

公公，坐著板凳，打著節拍看的津津有味。

《蔻准背靴》《四郎探母》《楊宗英下山》等老百姓非常

喜歡的曲目，吸引周邊石廟王、鄧寨、徐營等村莊的群眾二百

多人前來觀看，涼粉、烤香腸、米線小攤小販也叫買著，廣大

群眾近距離感受、領略戲曲文化的韻味與魅力，過足了戲癮。

「咱村村民會唱戲，也愛聽戲，這次不出門就能看到大

戲，俺內心別提多開心……」徐大娘看的津津有味。極大地豐

富了廣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李書記，這戲唱的好呀！」

小時候走南闖北出去唱戲的白哥說到，村裡七八十年代最多

時，外出唱戲有一百多人，到現在誰誰便便拉出一個人，就能

唱一段。

鄰村爆米花老王也來湊著熱鬧，只見他拿起套筒，輕輕

地搖動著爆米花機，手一按一轉轉角90度，將爆米花機的頭放

進布袋裡，師傅將套筒插入露出袋口的邊上的鐵鉤，讓大人小

孩退後，有的摀住耳朵，有的跑到更遠處，眼睛卻一律都盯著

王師傅手中黑黑的爆米花機。「彭」的一聲巨響，升起一股白

煙，出鍋後的爆米花全部湧入了布袋。老王不慌不忙地拎住袋

子口向前抖了幾抖，解開系袋子的繩子，將爆米花小心翼翼倒

入事先準備好的袋子裡。蔣奶奶抓上一把分給圍觀的孩子，自

己也順便捂一把在自己的嘴裡。新春的鄉村，在外奔波一年遊

子們都回來了，馬路上很多陌生的面孔，家家戶戶的廚房飄著

醉人的煙火。

「孩，去院門把燈籠上，晚上炒幾個菜，陪你爸喝幾

杯！」劉嬸臉上充滿著愛意。「啪啪」孩子放著鞭炮，嚇的院

子裡雞鴨驚慌失措，上躥下跳，小貓、小狗更是不見蹤影。晚

飯後，村民們不約而同的出現在馬路上，或說或笑，健步如

飛。

「砰砰」天幕上，璀璨的煙花，像一闕小令，一半在樹

上，一半在樹下，印在無瑕的素箋之上，惹得我目光炯然，心

門洞開。 這個喜慶年，家家戶戶貼春聯，主婦們煎、煮、燉、

炒，迎來送往，看著大戲，風俗不變，日子富裕了，祭祖依然

沒變。春節期間，走親訪友沒變，送舊年，迎新年放著大小鞭

炮和煙火也沒變。戲看完了，土地打春了，我深知，年後的鄉

村，桃花、杏花、油菜花朵朵盛開，遊子們又結伴出外打工

了，在他們心靈的深處有一方無限靜謐的空間，那是心靈的原

鄉，是靈魂的歸途，盛得下世間所有的悲與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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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李寶英（晉江古安村）

逝世於三月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蘇柯麗珠（晉江小下浯村）
三月四日上壽終於香港
擇訂於四月十二日(星期五)設靈於紅磡萬國
殯儀館二樓福海堂
擇訂四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出殯 

許福通
（晉江永和鎮英墩村）

逝世於二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三月十五日上午八時

訃告

周思賢
（惠安淨峰鎮城前村）

逝世於三月六日
現設靈於惠安縣淨峰鎮城前村東蓮
周氏祖廳
擇訂於3 月15日出殯   

蔡華東
（石獅市靈秀鎮山下村）

逝世於三月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06號靈堂（SANCTUARIUM 306-FIR）
擇訂三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出殯  

施徐淑美
（晉江巿龍湖鎮龍園村長房份——紹德）
逝世於三月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三一二號靈堂（Sanctuarium 312-Helenium）
擇訂於三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

施洪嫦娥
(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坫頭自然村)

逝世於三月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亞冷頓殯儀
館HALL-A靈堂
出殯於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施林麗紅
（晉江市金井鎮山蘇村溝頂）

逝世於三月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DI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施能札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施能札令德配，施府洪

太夫人諡嫦娥（原籍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坫
頭自然村）亦即僑商施純永，純民，安娜，
文理，君芝沓，如絲，美仁，愛仁賢昆玉令
慈，不幸於二○二四年三月九日下午七時
十五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
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
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亞冷頓殯儀館HALL-A靈
堂，擇訂三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
殯，安葬於華僑義山之原。 

施純永賢昆玉丁母憂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規劃主任施純

永、純民賢昆玉令萱堂洪嫦娥太夫人(首峰坫
頭寮)，痛於西曆三月九日下午七時十五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慈雲失
仰，哀悼良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亞冷頓殯儀館 HALL-A  靈堂，擇訂於西曆
三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華
僑義山。

本會聞耗，屆時將派員前往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施振瑜棟樑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施振瑜，棟樑令

慈，亦即故僑商施太陽令德配——施府林太
夫人諡麗紅(晉江市金井鎮山蘇村溝頂)，不幸
於二○二四年三月十日中午十二時零九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四齡。寶婺沉
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DIUM
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謁連橫墓園 尋台灣那一代文人情懷
　　中新社新北3月10日電　台灣新北泰山的
溝仔墘老街，曾是台北往返林口、新莊的必
經之道。溝仔墘，意指小溪邊。溪岸高處的
後山公園上，一條隱秘曲徑通往台灣史學故
儒連橫的墓園。
 　　連橫，字雅堂，1878年生於台南。他如
今更為公眾所知的身份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連戰祖父，但在百餘年前的1920年，其所著
《台灣通史》分三冊印刷出版，於日據時代
的台灣史學界蔚為轟動。
　　這一文言紀傳體通史，首次完整記敘台
灣從隋代至1895年被日本竊據期間1290年的
歷史，以確鑿史實論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
　　2021年3月起，由連家後代委託，兩岸研

究機構及出版企業組織大陸、台灣的20餘位
學者，歷時三年完成《台灣通史》白話文譯
注工作。今年2月7日，該書的其中一套繁體
版本在台灣上市，連戰夫婦攜子女出席發表
會；20天後，簡體版本新書發佈會在北京的
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
　　連橫一生心繫歷史、投效國家，頻繁往
來兩岸，後定居上海。《台灣通史》的出
版是他為當時兩岸文化界熟悉的開端。1936
年，連橫因肝病在上海逝世。88年後，其代
表作再次跨越海峽。

生前至盼「青山青史各千年」
　　中新社記者近日在新北市探訪連橫墓
園，泰山鄉親並不熟悉這位歷史人物。「我
祗知道陳誠（台行政當局前負責人）原來的

墓園在附近。」面對記者尋路，在溝仔墘生
活幾十年的金女士說，周圍知道連橫墓的人
屈指可數。
　　爬至後山公園山頂，終得見泰山區第一
公墓聚善堂，住在山上的楊女士指著遠處：
「最後面那個最大的、圍起來的就是連雅堂
墓。」
 　　3月正值台灣北部雨季，公園內草木繁
茂。連橫墓園大體方向坐南朝北，碑上寫著
「連雅堂先生暨德配沈夫人之墓」，落款處
是「賈景德（台『考試院』前院長）敬題，
男震東（全名連震東，連橫之子）立石」，
後方的墓誌碑文刻有彼時台當局領導人的
「褒揚令」全文。
　　墓碑前方有小徑，週遭植物錯落有致，
外圍矮牆的北面入口豎起兩扇醒目的紅色鐵
門，中間掛著一把生銹的老鎖。山下的溝仔
墘老街早已不是台北、新北市民的通勤要
道；由墓園遠眺，車水馬龍的中山高架連接
起了今天的「雙北」。
　　互聯網上關於連橫墓園的記述並不詳
細。公開報道僅稱，台灣光復後的1946年，
10歲長孫連戰著素衣白袍，捧先祖父靈骨由
重慶返台。靈骨先是奉於連橫禪友本圓法師
住持的觀音山淩雲禪寺內；1954年，連府於
台北縣（現新北市）同屬觀音山山脈的泰山
鄉修墓。　　至於選址於此的原因，連震東
先生文教基金會的一段文字解釋，連橫生前
有著「青山青史各千年」的期盼；觀音山可
俯瞰淡水河，青山永在、綠水長流，其宿願
終於實現。

用人生閱歷論證其史觀
　　1911年，連橫得知辛亥革命成功，心情

雀躍。他遂經日本抵達上海，歷遊南京、蘇
州、杭州、武昌、北京等地，還參與了東北
地區兩份報紙的創辦。1926年，連橫一度舉
家遷往杭州，後因戰事返台。但在西湖畔，
他念茲在茲「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
千年」。
　　20世紀30年代初，連橫舉薦連震東赴大
陸工作，並告之「要求台灣光復，就需先建
設祖國」；至1936年，連戰生於西安。
　　如今在大陸，不難從一些故居、舊址找
見連橫的蹤跡。在北京，距離人民大會堂不
遠的前門台灣會館，曾是清代台灣學子赴京
趕考的棲身之所，如今兼具博物館和兩岸民
間交流功能，館內保留連橫當年「聲請回復
國籍」的原始文件複製本，他所居住過的
「晉江邑館」牌匾也在此展示。
 　　連家的祖籍地福建則於2014年設立連橫
文化研究院，收藏其諸多版本的生平著作。
2018年連橫誕辰140週年時，研究院還與廈門
大學台灣研究院合辦研討會，並豎起紀念銅
像。
　　而在島內，與連橫乃至連家有關的地方
更是分佈南北：台南在1977年追立的「連雅
堂先生銅像」，至今仍矗於市立圖書館旁；
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內，其銅像與鄭成
功、劉銘傳、丘逢甲等人銅像分立四座涼亭
中；台北車站旁，前身為鯤溟會館的蘭庭旅
社也記載著連橫在此寫作《台灣通史》的經
歷，旅社翻新後還以此廣而告之。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
拓 殖 斯 土 ， 為 子 孫 萬 年 之 業 者 ， 其 功 偉
矣……」《台灣通史》的序言過去長時間入
選台灣的中學語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