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赞美五月，赞美伟大的母亲，我们歌
唱五月，歌唱母爱的博大、无私、神圣……中
华民族历来以重孝道而著称，赞美母爱感恩
母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也是中华文
化的优秀传统。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诗
歌中，有许多瑰丽的诗篇和佳作，讴歌母亲
和母爱。

现存最早的歌颂母爱的诗篇当数我国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邶风·凯风》中
写道:“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
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
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
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
人，莫慰母心。”作者看到风吹过酸枣树，就
深情地回忆起母亲，并饮水思源——“爰有
寒泉？在浚之下。”自问为何母亲“有子七
人”，还是那样“劬劳”，羞愧之情令人动

容。。《诗经·蓼莪》中写道:“母兮鞠我，拊我蓄
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
德，昊天罔极。”母亲生养了我们，含辛茹苦
地把我们拉扯大，呵护备至，我们想报答，可
是她的恩情却如同天一般大而无穷，怎么能
够报答得了呢？诗中连用“鞠”“拊”“蓄”

“长”“育”“顾”“复”“腹”“报”九个动词，把母
亲抚养子女的辛苦与恩情，表达得淋漓尽
致。

描写母爱的诗歌在唐诗中更是灿若繁
星，至今读之，让人感动不已。诗仙李白《豫
章行》：“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
旌旗，悲鸣相追攀。”写母子离别，情真意
切。杜甫在《遣兴》《无家别》中分别写道：

“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永痛长病母，
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
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诗圣的情怀，可见

一斑。唐代文学家韩愈《谁氏子》：“非痴非
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
啼，挽断衫袖留不止。”写了“谁氏子”欲离家
修仙访道，老母啼哭挽留不止，刻画了一位
担忧儿子的母亲，读后令人心酸。

而宋代王安石诗《十五》：“将母邗沟上，
留家白邗阴。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写
了诗人与母亲分别，南北各一方，每当月明
之夜，听到杜鹃凄然啼叫，思念亲人的情感
不禁油然而生，正应了那句古话“儿行千里
母担忧！”

在所有赞美母爱的古诗中，唐代诗人孟
郊的《游子吟》，堪称千古绝唱。“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全诗以清新
流畅，朴素平实的语言，通俗形象的比喻，艺
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性美，所以千百年来拨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
弦，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
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
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
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
的深刻印象。

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和爱，呵护我们健康
成长，值得我们永世歌颂。

栾伟宏栾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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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三峡春到三峡

文文//聂顺荣聂顺荣

三峡的四季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最美的
是春天。谁也说不清楚，三峡的春天是什么
时候到来的。当气象台节目主持人笑脸如
花地预报天气，提醒大家到户外沐浴明媚春
光的时候，春天其实已经早就来到三峡了。

三峡的春天在一江碧水中。“春江水暖
鸭先知。”不过，现在的三峡蓄水到175米，从
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出发，三峡库区沿线移民中养鸭的
少了，更没有把鸭养在三峡水库的，偶尔路
过的野鸭也许觉得三峡库区的风光一处比
一处迷人，它们的脚步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
几天，它们并没有带给三峡库区春天的消
息。倒是随着一声声拉响的汽笛，长江观光
游轮、货物运输船舶在三峡进进出出，百舸
争流，千帆竞发，热闹的江面、翻腾的浪花明
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春天已经迈着翩跹的步
伐走进了三峡。

三峡的春天在五彩斑斓的花草上。看
吧，三峡红叶的娇容似乎还在昨天的梦中，
三峡季节的调色板上又已经满是缤纷的色
彩了。三峡两岸到处草长莺飞，春天的花朵
竞相绽放。“三月桃花笑春风。”现在，往往等
不到三月，桃树枝头的蓓蕾就悄然怒放，为
三峡披上了朝霞一样的盛装。一片片桃花，
如三峡人张开的一张张笑脸，迎接春天，迎
接游人，迎接季节的洗礼，拥抱春色，拥抱生
活。“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桃
花开得正艳的时候，李花也兴冲冲赶来了。
满山遍野的李花洁白无瑕，素雅清新，一朵
朵李花相互簇拥着，仿佛一双双大手和小手
交织在一起，集聚成昂扬向上的力量，唱响
生命的赞歌。“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

晚风。”这只是杜牧的心境。在三峡，没有人
会觉得梨花开得迟。每年春天，梨花无声无
息地吐露芬芳，唯美纯净，芳姿动人，这是三
峡这片土地上的杰作。行走在梨树林中，微
风过处，伴随沁人心脾的花香，梨花的花瓣
雨飘飘洒洒，让人深深陶醉。“沃田桑景晚，
平野菜花春。”不知道唐朝诗人温庭筠是否
到过三峡，是否见过三峡的油菜花。油菜是
一种极容易生长的农作物，在三峡，无论是
肥沃的田野，还是贫瘠的山坡，只要有人出
没的地方，就一定会生长着油菜。在三峡两
岸，油菜往往是成片生长、同时开花。今年，
因为气温比较高，在春节前，三峡两岸不少
地方的油菜花齐刷刷盛开了，金黄色的花海
不光引来了众多蜜蜂采蜜，还吸引了很多游
人的眼球。

三峡的春天在放飞的风筝上。看吧，在
三峡的风筝还没有飞上天空的时候，三峡人
就已经收到了春天的请柬。蔚蓝的天空中，
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各种风筝，争相向人
们传递出春天的祝福。这一只只飘飞的风
筝，是三峡特有的符号，寄托着三峡人对春
天的礼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奔跑、放线、
起飞，一只只风筝飞上天空，一双双手擎住
希望，一双双眼睛储满深情：只要风筝在升
起，梦想的彼岸就会越来越近；只要风筝在
飘飞，三峡人的心里就会如沐春风！

三峡的春天在三峡人奔忙的脚步里。无
论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你乘轮船还
是坐火车，当你经过三峡的时候，只要你看
见三峡人奔忙在江水上、消落区、城市街头、
乡村田野，那就是三峡的春天了。这个时
候，长江禁渔期结束了，渔民们每天早上迎

着朝霞唱着渔歌撒下希望，拉起沉甸甸的收
获回家；无论三峡水位涨落，在江边作业的
工人都能心静如水，从容应对生活的变迁；
在三峡沿线城市穿行的人，不管节奏快慢，
每天总要眺望长江，在习习江风中亲水休闲
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三峡两岸的山峰
上、溪水间、田野里，你会听到劳动号子、牧
童短笛、鸡鸭欢叫，这是三峡最动人的歌，这
是三峡唱给世界的歌，朴实、厚重、简洁、明
快，令人心旷神怡。三峡是一片肥沃的土
地，三峡人无论种植什么，都能旺盛生长，给
三峡人丰厚的回报。三峡是一片多情的土
地，既回荡着峡江号子的力量，也孕育美丽
的爱情。

在春天，走进三峡，你也许会记住三峡
的无限风光，你也许会震撼于三峡的浩大工
程，你也许会被伟人的宏伟气魄所折服：“截
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
惊世界殊。”现在，国人早已百年梦圆，三峡
工程惊世骇俗。但是否每一个人都记得，三
峡人作出了多少牺牲和奉献？“顾全大局的
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
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正是有
了这种移民精神，国人破解了三峡移民这道
世界级难题，三峡工程功彪史册，一座座移
民新城拔地而起，移民无论在本地后靠安置
还是外迁他乡，他们就像三峡的植物一样，
把根深深埋进纯净的土壤里，他们生长的力
量依然令人钦佩，他们的新家园更加美丽，
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现在的三峡，处处风光旖旎，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春到三峡，梦圆三峡。三峡永远
是春天！

古诗里的母爱古诗里的母爱

信访工作者，
平凡却极不普通。
茫茫人海中，
平凡的是你的身影，
不普通的是你心系群众。

京畿石景山，
信访人履职为公。
为一方稳定，
兢兢业业从不图名，
急难险重总是淡定从容。

你是连心桥，
群众冷暖挂心中。
为百姓维权，
访贫问苦深入基层，
多方协调反反复复沟通。

你是七彩虹，
连接政府与民众。
爱这片热土，
聚焦百姓急事难事，
从不推诿那么积极主动。

你有赤诚心，
咱残疾人读得懂。
我们的困难，
换位思考认真倾听，
你们是亲人大爱情意重。

工作见成效，
残疾朋友在传颂。
赞窗口形象，
为残服务耐心热情，
残摩维修站解难善始终。

致敬——信访人，
干实事令人尊崇。
敬礼——信访人，
深厚情怀务实作风，
新时代新征程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