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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
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 330度，气
温在波浪般的起伏中回旋上升，雨水
逐渐形成。天将化雨，滋生万物。盘
踞在祖国北疆的皑皑白雪将逐渐退
出冰冷的世界，一个温润的艳阳天再
次回归大地。

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
神。《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中，
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
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
冻，则散而为雨矣。”意思是说，雨水
节气是在元宵节前后，万物开始萌
动，春天就要走出冰天雪地，用难以
阻遏的铿锵步履和满腔热情敲开春
的大门。

雨水，在汉语构词方式中，属于
偏 正 结 构 。“ 雨 ”是 用 来 修 饰 说 明

“水”的。因为从“水”的来源而言，
有“河水、湖水、泉水”等；从“水”的
性质来看，有“甜水、苦水、污水”等；
从“水”的形态来说，有“大水、小水、
细水”等。一个司空见惯的雨水节
气，从春寒料峭的孟春走来，让生活
在雪虐风饕、寒冷刺骨中的人们喜出
望外。因为春雨是甘霖、琼浆、跳珠，
是嘉澍、膏泽、清露。难怪唐代大诗
人杜甫，对春雨是那样的喜爱，赞美
其是“好雨”，既踏着季节的节奏，也
懂得人们的期待。它悄无声息地降
临人间，默默地滋润万物，将万紫千
红的满园春色归还人间。

满目江山，日月如梭。2500多年
前，我们的先人创作的中国第一部诗
歌总集《诗经》中就写到了雨水：“芃
芃黍苗，阴雨膏之。”（《曹风·下泉》》）
请看：一场及时雨降落在树木葱茏的
南方，滋润着正在成长的禾苗，这是
多么让人高兴的大事。有什么事情
能比得上雨露滋润禾苗壮能让人如
此牵肠挂肚、欣喜万分呢！

唐代诗人元稹在《雨水正月中》
描写道：“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
祭鱼盈浦屿，归雁过山峰。云色轻还
重，风光淡又浓。向春入二月，花色
影重重。”

作者用洗练的笔墨，勾勒出一
幅中原地区栩栩如生的春雨图景：
淅淅沥沥的春雨，将寒冬腊月的愁
容洗尽，把春天打扮得清新典雅、
风韵渐浓。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春
风染绿了树梢，水气袅袅升起，远
处似乎看到了一条龙在游动。清
澈的水中，鱼儿感受到水的温暖纷
纷上游；水獭捕食，吃上两口就扔
在岸上，好像是以鱼祭天。归来的
大雁，飞过高高的山峰。远看，天
上云卷云舒，一会儿轻如鸿毛，一
会儿重似千钧，把天空描摹得明暗
有形。近看，原野风光迷离，一会
儿淡如清水，一会儿浓似凝香。时
间即将进入农历二月，春天还只是
刚刚开始；但花的影子，似乎一重
一重地浮现在眼帘。

是啊，谁不期待早点脱去厚重的
棉服，沐浴着温煦的春阳，徜徉在习
习春风中？谁又不盼望那山花烂漫
春色旖旎的景观早日铺陈山川大
地？然而，在北方地区，气象学意义
上的春季尚需时日，“倒春寒”现象时
有发生。“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
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
花落时。”（唐 .张敬忠）塞上的春天总
是姗姗来迟，但人们依然充满无限憧
憬。

光阴微澜，新冬不寒。乙巳蛇年
的前夕，一场迟到的严寒打破了盘踞
数日的“暖冬”，弥补了“三九四九，拉
门叫狗”的缺憾。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在世时常说的那句话：“冬日不冷腊
月冷，腊月不冷年节冷。”这同样是劳
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认识自然、观

察自然、口口相传的“至理名言”。
水气凝成云，云团变甘霖。大自

然就是这么神奇而变幻莫测，该来的
必然要来，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雨和雪是水蒸气升空后遇冷变成的
不同物象，或大雪封山，或暴雨倾盆，
或雨雪交加，让人难以左右。露是由
水蒸气遇冷后气态变为液态的现象，
曰液态水滴；霜也是水蒸气遇冷后气
态变为固态的现象，曰固态冰晶。它
们附着于植物茎叶和物体上，或明
似珍珠，或薄如蝉翼，形态各异，玉
洁冰清。

北疆南国两重天，节令相同景
迥然。雨水时节，南国树木葱茏，鲜
花盛开，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北疆
则杨柳挺拔，松柏庄重，大地辽阔，
春阳明媚。南国有长长的小巷，有
撑着雨伞漫步的行人；北疆有空旷
粗犷的沃野，有驾驶春阳备耕的农
人。南国有澎湃汹涌的海浪，岸边
戏水的游人；北疆有即将解冻的逶
迤河流，有亚冬会健儿驰骋冰雪赛

场矫健的身影……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尽管南国

的人们拥有满眼的绿树花香，优雅的
生活环境，但北方的人们已从丝丝发
甜的空气中，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人
们仿佛看到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那
淅淅沥沥的雨水，正从太空飘然而
下，小草开始吐出鹅黄色，杨柳换上
翠绿的新装，“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飞时花满城”（苏轼），天地间已然是
一片盎然生机。

春暖花香，岁稔时康。此时，更
多的人走进了大自然，伸出双臂，摊
开手掌，迈开脚步，在享受被春雨滋
润，被春色打动，被春风托举的惬意
中，去寻找缅怀那些被岁月遗落的
珍贵，比如时间，比如健康，以此赓
续自己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有感于
春雨节气，遂赋诗一首：

南粤桃花满眼芬，北疆雨水尚无痕。
田畴雪尽风掀树，雀鸟声欢羽掠云。
紫气升腾阴气弱，金阳辐射暖阳温。
甘霖滋润草芽日，擦亮农机再种春。

雨水洗春容
■吕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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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喇嘛洞湾大峡谷穿过阴山支脉大青山南麓那片
熟悉的白桦林，拐过山湾便进入南口子村。小车沿呼和
浩特西郊一路奔去，夕阳西斜，地阔天高，一望无际的旷
野地带，几场绵绵秋雨过后，那凉意渐次弥漫开来，远处
山峦的轮廓也变得硬朗了许多。

冷云飞渡，浓霜又至，大青山脚下那漫山遍野的麻
茹茹，其枝枝叶叶遽然间染成一片片、一丛丛枫色，点缀
在暮秋大地的山川沟壑、崖畔塬峁，以独有姿势形成一
种大写意的神韵而肆意涂抹，于暮秋里远远望去，红艳
艳的甚是壮观。

我刻意关注麻茹茹始于多年前一个干旱的春季，我
曾随同呼市文联一个民间文艺采风团驱车穿行于市郊
北部的卜哈少山区，在方圆百里的丘陵地域，于旷野深
处那漫漫荒原，不时会看到一蓬蓬、一簇簇的墨绿色的
矮蒿草绽放于山坡坡上、沙窝窝里。这星星点点的绿
色，反被广袤的土地衬托得特具生命力。

我年少时，在乡间那野山坡，也见过这种不太惹眼
的矮丛植物。头一次认识它，也是在一个干旱的季节
里，爷爷拉头小毛驴，驮着奶奶与我走亲戚，只因奶奶自
幼缠过足，两只脚裹得像小棕包儿，步行走不了远路，当
出行至南口子，我看见在那烫热的沙窝窝里，有一丛小
花开得黄灿灿的，充满盎然生机，就问奶奶:"那叫甚花
儿？"奶奶属于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妇女，故
见识少，说不上来。爷爷读过私熟，识古文，通珠算，平
时在乡间多帮乡邻写写算算，乡亲们称其"秀才"。他见
我求知若渴，便告知我“麻茹茹”。由此，它便给我留下
深刻记忆。

那次采风远足，时间在立夏节令，可四野满目荒凉，
风沙依旧肆虐，车轮行过之处，腾起一股股黄龙，全然不
见青苗发芽、坡梁披绿。一行人在邻近坡顶站立，极目
远眺，那沟壑横断垂直形成的落差，把丘陵割裂得沟沟
岔岔、支离破碎，宛如一床破旧的棉絮覆盖着一个瘦骨
嶙峋的生命，那随处可见的小沙包，就像其躯体上裸露
皮肤所凸起的脉管儿。小车沿山间那蜿蜒曲折的道路
爬行，它极像一条飘逸无定的灰色绸带，依附于河床而
游移延伸，在天地弥合之间无限推进，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沿途几乎没有较大的村庄出现，只在荒原那些褶皱里，偶尔闪现出几间茅
庵土屋，更显得与世隔绝而孤立无援。在空旷寂寥的视野和亘古不变的空间，
这方天地仿佛沉闷了数千年。恰在此时，那麻茹茹突然映入眼帘，在以天地为
舞台的灰色基调下，它星火燎原般地闪亮登场。一蓬蓬、一丛丛、一簇簇、继而
一片片，点缀于荒原路畔、土坡陡梁，昭示着勃勃生机与盎溢的生命力，在荒芜
的背景下，抗争出一道绿色靓丽的景致——

“麻茹茹开花儿一片片黄，
小妹妹就像那株苗秧秧。”
倏然间，有爬山调歌声掠过耳际，令我眼睛一亮，这歌声如清冽洌的山泉流

入沙原，似甜盈盈红酒沁入心脾。浓烈的乡音使略显疲惫的同行也为之一震。
抬眼望去，一放羊汉正漫不经心走去，唱出的歌儿就像随手丢出去的一粒拦羊
的石头子儿。

这“爬山调”，乡亲们谑称“扯烂席片”，它是大青山南北乃至土默川平原一
带独有民歌形式，也是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大融合后，在这个区域内，经过当地
民众多年吟唱、演变而形成的民间艺术结晶，在民间拥有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
根基。呼市地区老艺人韩燕如曾经在上世纪初将爬山调唱进北京城。

后来有本地民歌爱好者将这些曲谱整理后，曾发表于呼和浩特文史资料专
辑中。

据一同采风的同行讲，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有名的民歌手，叫小双羊，他天生
一副好嗓子，后来成为爬山调的传承人。在演唱时，由于有长期的才艺积累，他
能根据曲调旋律即兴填词发挥，往往是触景生情，见啥编啥，押韵上口，特有泥
土气息。那唱词、那曲调，只有用山民的朴质音调与诙谐语言表达出来，才有韵
味儿，是一种极具原生态的乡村音乐，那种古朴高亢的音腔深受民众喜爱。

民间老百姓传说，小双羊长久生活在寂静的山凹里，苦心探索爬山调的各
种表达方式，尤其在麻茹茹盛开的背景下，他那歌声才显得魅力四射。在年少
时，他跟上民间艺人班子，走村串户“打坐腔”。只要扬琴、四胡、三弦和梆子一
响，音乐伴随歌声飞扬，那些受苦劳作的人们听了，就像久旱的心田脆圪生生地
沁入凉个盈盈的春雨，那真是惬意极了！

这爬山调和麻茹茹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像麻茹茹一样绽放出多姿多彩
的花朵。其曲调有欢快的、有忧伤的，有激越抒情的、有悲怀壮烈的，也有调侃
打诨的。不论哪一种都十分生动贴切，适合大众的口味，堪称民间艺术的一朵
奇葩。本地人把爬山调比喻成麻茹茹花那样缠绵，也把麻茹茹花当作爬山调一
样喜爱。听着爬山调，看着麻茹茹，你会猛然觉得那山里的人们，也如同麻茹茹
和爬山调一样惹人喜爱。他们对于麻茹茹和爬山调，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情感渲泄和精神寄托。

如今，当我再一次驱车穿越喇嘛洞湾大峡谷，进入大青山腹地远足采风时，
令我对麻茹茹的认识，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升华。其时，节令虽已是深秋，又到了
冷雨瘦风空寂季节，秋霜刀锯般摧残凋木落叶，寒露里麻茹茹却烂漫成一片片、
又一片片表情凝重而庄严的枫色，一如经历了一番情感磨炼的爬山调，吼出一
片红艳艳的悲壮，它成长的历程忍辱负重，希望如同悲壮的种子，再一次肩负不
屈的使命，坚硬的枝杆支撑起了那岁月的全部沉重，以及那种期许中的盼望。

然而，这次我想的最多的已不是生命力顽强的麻茹茹，也不是魅力迷人的
爬山调，而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区的父老乡亲。在如此自然环境里，面对那样
的生存条件，世世代代延续着一种自强不息、顽强抗争的拼博精神。他们对待
生活永远充满一种热烈的希望和憨厚的豁达，像息息相传的爬山调，如顽强生
存的麻茹茹，不会因环境而滋生悲观态度，不会放弃对美好向往的追求，更不会
改变做人处世的方寸与传统。凡有炊烟的地方总会有一片树荫；凡有人迹的地
方，总会有一条路径，和谐地顺应着、回报着大自然。他们性格像耐干旱、抗风
沙的麻茹茹一般执著而坚强，他们的志向如脆灵灵的爬山调一样充满憧憬和热
望，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像深山里的麻茹茹一样挺拔向上。麻茹茹是他们精神的
寄托，爬山调是他们心灵的支柱，他们用情绪来演绎爬山调的旋律和节奏，他们
用心血和汗水来浇灌麻茹茹的花朵和根须……

麻茹茹肆无忌惮地渲泄情感的金秋时节，而我的感情与这方水土和她养育
的子民融为一体了。这块儿土地也因地处爬山调发源地的特殊区域而倍受当
地民众的关注。这爬山调北起大青山，南至土默川，有着广泛普及的群众基础，
更是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群众艺术，
也是最初形式和最终意义上的群众文化。

“爬山调本是民间一枝花，
庄户人心里头谁都喜爱她。”
一曲曲爬山调就是他们心底流淌的信念之火，一丛丛麻茹茹在荒原深处撑

起一片片绿色的信念，也支撑起家乡父老乡亲的的追求和向往；一首首爬山调
在乡亲们心底种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也凸现出现代生活的气息与曙光；冷雨
秋霜中那昂首怒放的麻茹茹枝如铁杆如钢，家乡儿女的恋乡之情亦如它的根系
盘扎深长；平凡的岁月里，源远流长的山曲儿似泉水似食粮，而山民子孙后代的
血脉里流淌着质朴的坚强；古老的荒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憧憬着未来的发达
与兴旺。

麻茹茹，爬山调，这乳名儿就同母性一样温柔，这称呼像家常话一样亲切，
每逢这时候，父老乡亲面颊灿烂舒展，宛若用粗拙的大手抚摸自己的娃娃……
它的生存能力特别顽强，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筛选出的特有
物种，其籽种的附着能力奇特，她能在天旱风大的季节里，于黄沙漫漫的斜坡上
扎下根须。

如今的爬山调伴随山区平川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凝结成民间绚丽的华章，而
麻茹茹不畏环境和条件的残酷锤炼出优良的品质，在秋风萧飒的朗日里升华，
我猛然感悟到这正是麻茹茹生存的基础和她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这正是爬
山调存在的缘由和她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这正是家乡人生活的执著和她旺
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需要弘扬北疆文化，更
需要挖掘内蒙古大地的天赋宝藏，尤其要发扬诸如形似麻茹茹、声如爬山调的
民族精神之光芒。

另
一
种
小
草
的
歌
唱

■
刘
玉
昌

痴恋并落户椰城的好友燕荣说:
认识海口只需走几处地标，散步仅需
一日。此言开启了我奇妙的海口一
日慢游。

骑楼街与钟楼
骑楼街在海口龙华区，由博爱路

等多条老街组成，走过鎏金石墩楼
门，便见别具一格的楼栋骑在街边，
骑楼由此得名。

燕荣告知，骑楼老街是全国首批
十个历史文化名街之一，楼栋多由华
侨借鉴南洋风格所建。上世纪二十
年代起，它们成群结对地矗立于此，
近六百栋楼大多三四层。走马观花，
没能亲眼目睹到建于南宋的四牌楼，
但历经百余年，邮局、银行、商会匾额
依旧清晰，旧迹记录着曾经不见硝烟
的商海大战，烟火稠密，百年延续。

骑楼街香火鼎盛，天后宫、西天
庙、武胜庙信客络绎不绝。骑楼街文
化味浓，店面后门多设茶座，街头巷尾
散落的戏院，台小名气却大，这家标着

“自在”两字的戏院正唱琼戏，主人掰
手指头跟我数着到过的文人骚客。

骑楼街记录着历史，这里有解放
军渡海登岛冲上的首条街巷；还有中
共琼崖一大旧址的两幢瓦石房院子，
冯白驹等革命先烈播下的火种，二十
三年不灭，一直到策应大军解放海南。

走在老街的巷子里，浓厚的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海产、小商品琳琅满
目，美食街香气四溢，夹杂着海风的
腥味。喜欢晚起的市民出家门进店
门，不分早中餐，小凳一坐细细品味
拉起家常，便如自己家中。

穿着拖鞋的市民手握烤串或手
捧纸碗，边赏风景边品美食，身后则
是指着楼栋评点的游客，各种乡音汇
聚的叫卖声……让你回到久远的年
代，又如置身热闹乡间集市。

钟楼与骑楼街隔路相望，海口地
标，号称八景之一。并不显眼的老钟
楼建于九十五年前，立于海甸湾旁，
当年出海打鱼和下南洋的人们都从
这里乘小船接驳至湾头再登大船。

为方便出海人而建的五层高钟
楼，用生铁铸成鸣钟，半小时一响。
站在海甸湾看钟楼，观骑楼，两景交
相呼应，风情别样。

1987年，海口市政府在原地建新
钟楼，楼呈褐色，六层高 28 米，改电
子钟报时，钟声清晰、洪亮、悠扬。据
说，这里留下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
的感人场景，也见证了海口百年的历
史，钟楼之下，是连着琼州海峡的海
湾。仰望钟楼，如寻找生活的航标，
太阳高照，波光粼粼，渔舟唱晚，钟鸣
清脆，百年沧桑。如果说海口是一只
船，钟楼就是船边的桅杆。

钟楼是海口的象征，是海外游子
思乡的精神寄托，是闯南洋人的眼
泪，更是印证回乡时模糊的眼睛。海
口的老人告诉我，散步骑楼街，凝望
钟楼，抚栏倚湾观海，人在景中，情在
心中，你能悟出海口的由来。

云洞图书馆与天空之山
在骑楼街用过特色午餐，再沿长

堤路西行，“世纪大桥”远远进入眼
帘，大桥建成于世纪初，连接海甸岛
南北。

开放式的世纪公园位于南端，隔
着大片草坪远望，一幢造型奇特的银
白色建筑立于海边，那便是开馆四年
的云洞图书馆了。馆由世界级设计
师设计，酷似一朵在空中的云，馆内
有许多洞的造型，故称云洞。

书馆仅两层，扁圆形，无一处直
线，像化石，又似外星飞行器，海口人
给 它 起 了 个 很 别 致 的 名 字 叫“ 拖
鞋”。静处于陆地与海洋间，雕塑感
极强，独特的造型设计，临海的地理
位置，伴着日落的晚霞，悠闲散步的
市民，雅韵氛围油然而生。

书馆限流，需网上预约，临时入
馆机会极少，馆内外皆白色，伴行云
流水之曲石，馆内尽是大小不一、形
状迥异之洞，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
凸显读书人智慧。孔洞还是有机呼
吸口，为读者遮阳、观海、通风、采风
提供便利。

书馆像贝壳安卧于绿毯，孔洞映
着多维时空，海滩的礁石伴着云洞，
让人思绪万千。坐在海边，任海风撩
发，任云朵乘风，乃人间至乐。云朵
落下，逐水而憩，海浪踏歌，枕书而
眠，坐卧之间，能体会到海口人的浪
漫、诗意和文趣。云洞图书馆，有湾
湛蓝的梦，是灵魂栖息地，无怪乎，这
座海边上小小的书馆也会成为地标，
它诱人的元素太多。

与云洞隔海相望的建筑是天空
之山，山与洞似兄弟俩，一南一北一
桥相连。

天空之山不是山，却胜似山，由
两座白色圆环合成的姐妹坡，其形似

绵延起伏的山体，又似天空落下的云
彩，飘逸灵动，却非山峦而是驿站。

山下，一湾清澈的景观水，躺在
大大的草地上，山水烘托，草地又是
音乐会和婚礼的佳所，有人言：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山水皆融，仁智全
拥。山下内设图书馆、咖啡厅、展览
区，市民可以在此捧着热咖啡优雅地
阅读，轻松有意义的慢生活无比惬
意，蓝天白云大海雪山草地流水相伴
的婚礼和音乐会，给人以无可比拟的
新鲜感。

沿白色台阶拾级而上，台阶仿如
天梯，能通向空中，台阶顶如山巅，张
开双臂拥抱天空，仰拍倚座山顶，再
伴蓝天白云，有倚天雄伟之效。站在
台顶，玉树临风，心旷神怡，凭栏远
眺，海天一色，海滩上的垂钓者及他
甩出的长长海竿，礁石山以及彼岸林
立的高楼海景尽收眼底，身心便陶醉
在了大自然的美妙中。

离开天空之山回首，恍若遥望雪
山，这座平地而起的建筑落成仅两
年，打卡者无数。天空之山给人的，
是愉悦与舒畅，而其白色，又正是包
容悦纳与豁达。人生的“天空之山”
不也需要静心感悟？城市的人文景
观，正是城市的灵魂所在。

骑楼、钟楼记录历史，云洞与天
空之山，则是现代海口人现实生活的
写照。认识一座城市是缘份，由城市
地标，我触到了海口的瑰丽迷人，也
似乎触到了城市的灵魂，这不仅仅是
大海的赋予，更多的是海口人的聪颖
智慧。

海口一日游
■刘力

边边
走边写走边写

春之声
■乔峻岭

春节过后，气温却变得温暖起来，
空气也十分清新朗润，走向城外才猛
然发觉，春天到了!

春天的盖头掀起了，世界立即焕
然一新。人们随着时光的脚步，走入
一个新的篇章。万象更新的日子，春
带来了第一个轻柔而深情的吻。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人
生奋斗的开端。多少个农民工过了年
卷着铺盖踏上了梦想的火车，豪情壮
志；多少个失败者，在总结了N多次沉
痛的教训后，重新昂首挺胸地站起来，

双眼闪烁着凛冽的光。莘莘学子又开
始了新学期的奋斗路程。

春天像一位绿色的邮递员把春的
信息投进人们的心田。春雨是春姑娘
用相思搓成的银线，一丝丝、一缕缕，
为大地织出多彩的衣裳。春天的风，
轻轻的，柔柔的，吹在树梢上，便生出
一对对鹅黄的小翅膀，仿佛要带着整
个春天，自由自在地飞翔。

春天给了我许多遐想，所有的过
去，在这一刻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所有
的东西，在未来的空间里变得弥足珍

贵。因为希望，生活会快乐起来；因为
温暖，生活会轻松起来；因为成长，经
历会充实起来，因为播种，未来会明朗
起来。希望就在眼前，希望就在你我
行动的脚下。

春是美的。美得让你振奋，长啸千
里；美得使你振臂，开创未来。是春孕
育了生，也只有春才是生命之源。它更
新万象，造化万物，如滚滚大江，不可阻
挡，亦如时代潮流。它化腐朽为神奇，
推陈出新，功在“活”上；它摧你自信，给
你力量，力创新章。

多么美好的春天，全世界都对
春天有一言准尽的情感。记得那首

《春之声》吗?“小鸟甜蜜地歌唱，小
丘 和 山 谷 闪 耀 着 光 彩 ，谷 音 在 回
响。啊，春天穿着魅力的衣裳，同我
们在一起，我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忘掉了恐惧和悲伤。在这晴朗的日
子里，我们奔跑，欢笑，游玩。”人们
为美丽的春姑娘插上一双翅膀，让
她在这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在这晴
朗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高声欢唱
春之歌。

时时
光流影光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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