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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添仓节也叫“填仓节”，又叫“天仓

节”。据《中国风俗辞典》介绍：“添仓节，
旧时汉族民间节日。流行于全国各地，尤
以北方地区盛行。时间为每年夏历正月
二十五。有三说，一说以酒食饱腹为填
仓。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引明陆启
浤《北京岁华记》：‘二十五日人家市猪牛
羊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
谓之填仓。’另一说在该日籴米积薪，收贮
煤灰为填仓。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京师居民不事耕凿，素少盖藏，日用之
需，恒出市易。当此新正节过，仓廪为虚，
应复置而实之，故名其日曰填仓。’又说以
灰画囤于地，置谷少许于内，象征围仓，亦
称‘填仓’。”

关于“添仓节”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版
本的传说，其中《中国文明大观》中的记载
比较动人：“相传从前，北方曾连续大旱三
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可是朝廷不管人
民的死活，照样征收皇粮。以致连年饥
荒，饿殍遍野，尤其是在年关，穷人更是走
投无路。这时，给皇家看粮的仓官守着大
囤的粮食，看着父老兄弟们饿死，实在无
法忍受，便毅然打开皇仓，救济灾民，并在
正月二十五这天放火烧仓自焚……”后人
为了纪念这位仓官，就把这一天叫做“添
仓节”。

还有一种传说是，这种活动是用来祭
祀“谷神”的。“谷神”，古代称为稷。后稷
是古代周族的始祖，传说有邰氏之女姜嫄
踏巨人足迹，怀孕而生，因一度被弃，故又
名弃。他善于耕种粮食作物，尧舜时代曾
为农官，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稷和
麦的人。其后子孙繁衍，逐渐强大，是为
周。周人姓姬，故又称“谷神”叫“姬真
人”。祭祀“谷神”的目的就是祈求这位

“真人”保佑人间五谷丰登。

二
上文说过“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那是添仓节给我留下的最初的最深的印
象。不过，也不止于此。

“明儿就是‘小添仓’啦，那老人儿，记
住给孙娃们吃莜麦窝儿哩。”几乎是每年的
正月十九中午，爷爷就会这样安顿奶奶。

“忘不了，咋也是你想吃了，拿娃娃们
给架名。”奶奶微笑着回答。

“那可不是哩，‘小添仓’不吃莜麦窝
儿，对不住‘谷神’啊。”爷爷一脸虔诚地说。

莜麦窝儿是朔县一带人喜欢吃的一
种蒸制主食。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先
把莜面用滚水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再用双
手揉成家鸡蛋粗、半尺多长的面棒榔，叫
一剂。然后取拇指肚大的一小块，叫做一
小剂，按在一块油石上用手托轻轻地向前
推去，“嗤”地一下就卷成了一个一寸多长
的圆筒状的圪筒，随即竖着立在笼床上，
蒸熟即可。

莜面窝儿推好推不好，一是看面和好
和不好，二是看那块油石得劲不得劲。所
谓的油石，就是从河湾里挑拣出的一块如
32开书本大、《新华字典》厚一样的既平且
光的青石。莜麦是一种油性较大的作物，
这块平滑的青石经过莜面一两年时间的
爱抚，就变得油光温润了，而且是年限愈

久，使唤起来愈得心应手。
至于莜面窝窝的吃法，一般是蒸熟后

趁热蘸着胡油葱花盐水或羊肉汤汤吃，至
于蘸哪种汤汤好吃，那就要看人们的习惯
和喜好啦。

“小添仓”因何要吃莜面窝儿？我爷爷
说，莜面窝儿的形状活像一个缩小后的小
粮仓，粮食丰收了，全凭这仓仓给保管哩。

其实，那时的人们很少是能吃得起这
种净莜面窝窝的，于是就变通着做莜面饨
饨。饨饨面的和法和窝窝差不多，但其工艺
没有那么讲究。面和好以后，在面案上擀成
一尺见方的银元厚的薄皮，均匀地撒上一层
生山药丝，卷成圆筒形状，再用刀子等距离
切开，一般有六七厘米高，然后放在笼床里
武火相蒸，大约半小时后即可食用。从外表
上看，饨饨更像一个粮仓的缩影。

三
正月二十五是“老添仓”，这一天朔州

人讲究吃烙黄儿或者油炸糕。过去朔县
有三件宝：粉浆、黄儿、烂皮袄。“老添仓”
吃的就是这种黄儿。

朔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盛产
糜子和黍子，去掉皮后，糜子叫糜糜，黍子
叫黄米；加工成面粉后，分别叫糜糜面和

黄米面。
黄儿就是用糜糜面制成的。大致的

作法是：先把糜糜面倒在一个盆子里，加
温温水用泼面棒圪搅成糊糊状，再加进少
许肥头（一种发面用的面剂），把盆子顿在
炕头上，盖上拍拍，再用皮袄或者盖窝蒙
严实，等到这糊糊启了后，再加凉开水若
干，圪搅成稀糊糊，然后上黄儿鏊上烙。
烙黄儿必须得有个黄儿鏊。这是一个生
铁铸成的由底座和盖子组成的专有烙黄
儿工具，分大中小三号，大号的直径约有
一尺大，底子中心凸起，弧边一圈凹下一
个三角形状的圪棱棱。写到这里，奶奶当
年烙黄儿的形象便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奶奶先把三根火柱架在已经冒罢大
烟的灶火上，随即顿上黄儿鏊，再准备半
瓯瓯素油和一根削平底肚儿的咸萝卜。
大约三五分钟后，黄儿鏊就达到了需要的
温度，奶奶揭起盖子，用左手把萝卜蘸了
素油，“哧啦啦”一声脆响后，素油的芬芳
便弥漫了一屋子，同时，用正手拿黄铜勺
子舀上糜糜面稀糊糊倒在鏊子里，盖好盖
子，只听着鏊子里“茲啦茲啦”地欢快地叫
个不停。大约不到一分钟，黄儿就熟了，
奶奶揭起盖子，用铁匙把黄儿沿中轴线对
折起来，铲到拍拍上，红黄红黄的黄儿看
上去实在是诱人。

“能啦，赶紧给奶奶吃哇。”奶奶一边
准备烙下一张黄儿，一边催撵着让我吃。
咬上一口，甜甜的、香香的、脆脆的，一股
独特的味道沁人心脾。所谓独特，大概就
是糜糜的味道吧。

老添仓为啥要烙黄儿？我爷爷曾经
对我说：“小添仓时咱们不是吃过莜面窝
窝了？那代表咱们有了粮仓。因为所有
装满粮食的仓仓是要盖好盖子的，怕糟蹋
了粮食哩。你看，没折叠起来的黄儿，圆
圆的不是正好能盖仓仓呀？呵呵，正月里
吃饭有讲究哩。”

烙黄儿是好吃，但工序繁多，费力耗
时，所以 1990 年以后，不少人家就开始

“改革”了，吃油炸糕。我母亲就属这“改
革派”，本来是没时间烙黄儿，偏要好寻个
理由，说什么“城里人瞎讲究，卬小时候在
你姥娘家一直就是吃糕哩。糕比啥都意
义大哩。”

自奶奶过世后，我家的黄儿鏊就很少
用了，快成收藏品了，去年，母亲给我们烙
了一顿，全家人赞不绝口。

四
我爷爷虽说当了一辈子木匠，但他读

过几年私塾，能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

大名著和《圣经》。有一年的“老添仓”，爷
爷给我回忆了他小时候过“添仓节”的一
个仪式：

“小添仓”和“老添仓”这两天，娃娃们
红火的是“特儿特儿——旺火特儿”，大人
们则是在傍晚用簸箕筛过的灰面面在院
内和大门外撒成个圆圈圈，叫做“灰灰
窖”，意思就是粮仓仓，然后在圈外架上一
把上仓仓的“梯子”，再把一些五谷杂粮撒
进“仓仓”里。“小添仓”主要撒夏粮，比如
豌豆、小麦、红豆等；“老添仓”撒秋粮，比
如高粱、谷子、玉米等，并在“灰灰窖”前上
香、敬纸、响炮，以期祈求“谷神”降福人
间，五谷丰登。仪式做完后，撒在“仓仓”
里的五谷就不再收回了，任由老鼠、鸟雀、
鸡鸭叼抢。意为五谷丰登，天地人三同合
适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破除

“封建迷信”的时期，上香、敬纸的事是避
之唯恐不及的，所以这画“灰灰窖”的习俗
也就不再流行了。

正月初二接财神，向来为商人所重
视；添仓节，乡下人似乎格外注重。大约
是 1973 年的“小添仓”，我正好在下团堡
村的姥娘家里玩耍。这一天的中午，姥娘
用荞面捏了 12 个乒乓球蛋儿大小的小碗
碗，说是叫“面灯盏”，和荞面饺饺一起蒸
在笼床里。等到蒸熟揭开锅盖一看，姥娘

的神色竟有些慌张，压低嗓门对姥爷说：
“那老汉，你来看，今年可戳下拐啦。”

姥爷闻声慌忙走到笼床前观看，只见
12个面灯盏里的水珠儿大不相同，其中的
第四个、第五个是干坝坝，第八个竟是“满
坝坝”的水珠儿。“后晌到他四妈和六妈家
看看，咱一家怕不准呢。”姥爷说。12个面
灯盏分别代表12个月份，上面的第四、五
个“干坝坝”就表示四、五两月没雨水，第
八个是“满坝坝”表示雨水太多。那个年
代，科学不发达，天气预报很不准确，人们
就用这种古老的愚昧的办法来预测全年
的降水量。据姥娘说：“要是你四姥娘、六
姥娘、妗妗家、有权舅家、表姨家里也是这
个情由，那就不好啦。”

“哪能一样哩？不可能哇！”姥爷说。
还是我姥爷见识广，哪能一样呢。以

如此简陋的方法来测量全年 12 个月雨量
的多寡，显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如果
硬说是讲封建迷信，也有些小题大做了。
公允地说，这种方法在气象预报科学不发
达的年代里，是人们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渴
望和期盼。

12个面灯盏等到水分吹干后，倒上素
油，插上一根麻纸做的捻子，点燃后放在
米面瓮的圪角里。姥娘说，这是专门赏赐
给老鼠吃的。

五
我们十家巷原先就十户人家，相互借

东西、借钱也是常有的事，但遇上添仓节，
人们是不会借的，也是不会借给的。有一
年的“老添仓”，有位邻居李大娘大清早向
我母亲借碾槽槽，我母亲笑着说：“他大
娘，你来迟了，夜来前晌叫后院的曹老人
借走啦，你明天来哇。”

“那媳妇，人家早还来啦。”奶奶闻讯
后慌忙出来纠正母亲的话。

“您不知道，夜来后晌又借走啦。”母
亲果断地说。

李大娘走后，母亲生气地说：“真妨
主，‘小添仓’下借东西，不叫人家骂三天
才怪哩。”骂归骂，第二天的大清早，母亲
就欢欢儿地把碾槽槽送到李大娘的家里，
顺便陪上一箩头的好话。

我妻子姐妹四人，她排行老四，母亲
就叫她四儿。1997 年我们搬到报社家属
楼后的头一个“小添仓”，母亲头一天就打
来电话：“四儿，当紧记住，明儿可得上街
买些东西哩。”

“您儿说买啥呢？不是说‘老添仓’才
买呀。”

“听卬说，赶早不赶迟哩，买啥也行，
最好是买些米面。”

到了“老添仓”的前一天，母亲又打来
电话说：“四儿，记住，明儿可得上街买东
西哩。”

“还买呀，‘小添仓’不是买过啦。”
“那还用说哇，各是各的，要不人家咋

就留下两个节日哩？记住，多买点东西也
没害哩。”

去年我的闺女也出聘了，今年“小添
仓”前一天，妻子同样沿用了母亲的办法，
打电话反复叮咛女儿：不要忘了买东西。

期盼和追求五谷丰登是人类永恒的
主题之一，“添仓节”自然是添得满满当当
才有盼头哩！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七十七七））

添添仓节仓节
●●陈陈永胜永胜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伴随着这优美动听的歌声，我们走
进了三月。

这歌声，滋润三月的思绪；这歌声，
沐浴三月的红雨。雷锋，一个妇孺皆知
的名字，说起他，人们感慨万分，一个短
暂的生命，仅仅度过了22个春秋，却用他
的一生为人民服务，他的“螺丝钉”精神
永被后人铭记，流传千年。

他，朴实、憨厚，乐于奉献；他，热血、无
私，默默无闻；他，善良、淳朴，心胸宽广。
他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人类最美的乐章。

“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
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奋斗，锻
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
自己的一生。”雷锋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这
个平凡而深刻的道理。他让“雷锋出行
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随着他的事迹
流传千古；他让后人明白“但愿每次回
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的真正道理；
他教会我们“力量从团结来，智慧从劳动
来，行动从思想来，荣誉从集体来”的深
刻含义。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曾以为，你只是一个时代的音符，伴
随着季节的变迁，逶迤而去。可是当你
像春风一样写意流动时，你便搭起了一
座心灵的桥梁。尽管北方风沙茫茫，南
国云雾蒙蒙，但一代代伟人对你的感情，
心照神交，地久天长。当年，也就是1963
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接着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题词，
周恩来总理还为雷锋精神总结了四句
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
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
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1990 年 3 月 5
日，江泽民同志也为雷锋题词：“学习雷
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2011 年6月，胡
锦涛同志发表讲话：“雷锋这个光辉的名
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
始终焕发着光彩。”2018 年 9 月 28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抚顺市参观雷锋纪念馆时
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
永恒的。”

雷锋，有小草一样的平凡和无私；雷
锋，有钉子一样的奉献和执着。雷锋精
神就是无私奉献精神。雷锋精神，是黑
暗中的一座灯塔；雷锋精神，是前进中的
一面旗帜；雷锋精神，是精神上的一份食
粮。他给麻木的心灵送上阳光，他给迷
茫的脚步指出方向，他给匮乏的思想解
毒疗伤。

走近雷锋，感受他对待同志春天般
温暖的热情；走近雷锋，学习他对待工作
夏天一样火热的激情；走近雷锋，体会他
对待个人主义秋风扫落叶似的态度；走
近雷锋，牢记他对待敌人严冬一样残酷
无情的立场。

走进三月，我们仿佛听到了雷锋的
声音：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

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

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

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

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我深深懂得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

涵——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精神；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敬业精神；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三月的鲜花芬芳了你的名字，三月

的小雨滋润了你的故事；三月的微风送
来了你的续篇。

雷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人。当年雷锋同志让座的情景，每一天都
在不断地上演。当你在乘坐公共汽车时，
你有没有看见让座的情景，其实它经常发
生在你我身边。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早
晨，我与孩子乘公共汽车到他舅舅家，当在
一个车站停车时，有一个老人提着一篮鸡
蛋上车，身子摇摇晃晃，老人艰难地走着，
生怕鸡蛋撞破。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起
来，给这位老人让座。这让我又一次感受
到了雷锋精神的伟大，丰碑永固。

雷锋，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人。他每天省吃俭用，把自己存下来的
钱寄给那些贫穷的人。电视栏目《阳光
行动》播出了一个感人的节目：一个被遗
弃的小女孩，她们的养父母以拣破烂为
生，生活极其困难，无法供养她们读书。
节目组向全社会发出了倡议。小女孩的
命运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在无数个素不
相识的人的资助下，孩子终于实现了她
的梦想。这让我再次感到雷锋精神永放
光芒，大爱无疆。

曾经，多少次困扰在岔口的街旁；曾
经，多少次迷路在诱人的乡野；曾经，多少
次昏厥在烈日的街边……每一次的问题，
你都会帮着解决。每一次，在人迷惘时，
你都会将人开导；每一次，在人危难时，你
都会及时将人救出；每一次，在人穷困潦
倒时，你都会将人妥善安置……

啊！雷锋，你就是我心中的守护天
使，你就是一个最美、最伟大的人！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六十年，雷锋
之花遍神州。无私、勤奋、奉献像柔和的
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努力、爱心、向上像
温暖的阳光，照耀长城内外。又到三月
五日，向雷锋同志学习，成了时代的最强
音！雷锋精神是鲜艳的春花，芬芳四溢，
是诗是画，光照千秋，传承万世。

三月，因为一个士兵让我们彼此铭
记；三月，因为一种大爱让我们心手相牵；
三月，因为一段情谊让我们相信未来；三
月，因为一种精神让我们不离不弃。这个
士兵叫雷锋！这种精神就是雷锋精神！

三 月三 月 ，，献 给 雷 锋 的 歌献 给 雷 锋 的 歌
●●蔡升元蔡升元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雷云贵（1936 年 5 月 1 日——
2023 年 1 月 19 日），山西朔县（今朔
城区）人。1952 年至 1954 年就读于
朔县师范学校。1962 年 7 月毕业于
晋北师专中文系。历任朔县干部文
化补习学校教师、朔县文教局视导
员、朔县县委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朔
县文化局局长、朔城区文化局局长、
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副队长。退休后
担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副秘书长。

先生自1975年以来将大半生心
血和精力献给了朔州的文艺、文史、
文物事业，长期践行勤勉敬业、率先
垂范、淡泊名利的作风，在同朔地区
享有极高声望，更是朔州文化界的泰
斗级人物。1983年，先生不愿意放弃
痴迷的文物考古工作，坐火车亲赴雁
北地委婉拒升迁，“不当部长当局长”
的事迹至今仍是朔州文坛的美谈佳
话。1995 年，入选大型辞书《中国当
代艺术界名人录》。1998 年，荣获山
西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特
别奖”。2009年，被朔州市委、市政府
评为“朔州建市20年杰出人物”。

先生在 1975 年 5 月至 1996 年 8
月担任朔县（朔城区）文化局局长期
间，始终坚持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的“一线工作法”，在此基础上编
写的小戏《看庄园》于1997年获得山
西省第三届文学艺术创作特别奖，
在1991年全国首届“群星奖”文艺演
唱作品征集评奖活动中荣获三等
奖；编写的秧歌剧《夫妻泥窑》获得
全省农民家庭演唱电视大奖赛二等
奖，赴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演出获
得中国大众文学事业贡献奖。

先生凭着对史志工作的高度敏
锐和自觉自愿，1980年，率先发起《朔
县志》的编写，任总编并亲自编纂《民
俗篇》《科技文化篇》《文物篇》。历时
20 年，于 1999 年 8 月出版发行，近年
来又再版印刷，两次共印行4000册，
其文献价值和稀缺性可见一斑。担
任《朔州革命老区志》副主编期间，全
程参与编撰和审订工作。

先生1982年起从事文物考古工
作，1983 年至 2004 年担任山西省平
朔考古队副队长，持续时间长、参与
范围广、出土文物多，屡获嘉奖。先
后在《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等
国家级权威报刊发表论文 30 多篇。
为配合平朔项目及平鲁县（区）、山
阴县大规模基建，参与了大量的抢
救性考古发掘和保护工程。主持了
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雁鱼灯的发掘和
断代工作，并在查阅权威史料的基
础上为其规范定名。在上世纪80年
代朔县旧城大规模拆迁开发之初，
先生为了保护体现数千年城市文脉
的朔州古城，连续数年多方上书谏
言、奔走呼号甚至据理同多任主要
县领导吵架辩驳，终使始建于明洪
武三年（1370 年）的南城门“承恩门”
得以保全。先生情之深、意之切，因
此后来被誉为“朔州的梁思成”。先
生在古稀之年，参加了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2011 年受到国家文
物局表彰。先生 75 岁时，为马邑博
物馆的设计和布展等一系列工作付
出了非比寻常的智慧和汗水。这为
马邑博物馆在后来成功创建国家三
级博物馆奠定了有利基础。

先生退休后的近 30 年来，坚守
初心使命、发扬奉献精神，著书立
说、奖掖后学。生前成书众多：《三
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为《三晋石
刻大全》县区卷的编撰出版起到了
索引性作用；《朔州历史大观台历》
既是“朔州大百科全书”，又是文创
精品佳作；《朔州文物考古文集》是
上至国家级专家学者下到朔州一线
相关工作人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
作，极具权威性和史料性；《桑干河
上游流域探究》溯其源、考其流，填
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朔城历
史文化集成·考古文集》是薪火相传
的一部精品力作；《文物考古文选》
和《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堪称

“大专家写小书”的典范；担纲编写
的《朔州历史文化概览》涵盖广泛、
图文并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担
任撰稿的《朔州崇福寺藏品精选》博
大精深，俨然一座流动的博物馆，至
今一书难求。此外，连续多年为《三
晋石刻大全·朔城区卷》《三晋石刻
大全·平鲁区卷》和《三晋石刻大全·
怀仁县卷》的编写出版进行了权威、
系统、专业的审核和修订。

杖朝之年，先生被聘为《朔州市
朔城区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并亲自
参与编写和审稿。在这些内容中，
包含了大量的亲历、亲见、亲闻事
迹，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史料性。

洪涛巍巍，桑干泱泱，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

朔
州
大
家
雷
云
贵

●

张
志
弘

你好！四季分明的北国之春
我知道每一次
你与冬的告别
总是有些难舍难分
但我也坚信年复一年
你总会准时现身
因为你牵挂着冬眠的动物
在地下泥土里
闭关修炼的蛰虫
还有最先盛开的桃杏花
那是春色满园的象征

北国的冰河
正在开始解封
岸柳的怀春梦

也将被春风唤醒
我有点羡慕甘南和婺源
那里的油菜花
已经香风袭人
而北疆大地上
舔干雪水的枯草
正在等待一场春雨
好完成生命中
又一个生生不息的绿色年轮
春天啊，北国之春
千万别忘了
有多少人间喜剧的上演
在等待你的来临

你好！北国之春
●李绣程

学习
日日读诗心眼亮，常常练字笔尖神。
活学活用逐星斗，钓誉沽名脚下尘。

感悟
无词无句心发闷，乱语胡言假大空。
雅韵今朝何处去？挥毫泼墨字中行。

自信
落日余晖如血染，挥毫妙笔若龙飞。
终生奋力逐星斗，苦辣辛酸不自悲。

秋菊吟
菊花独自放，万众美情怀。
傲骨寒霜里，骄姿妙笔裁。

即景
冬幕将拉地未封，薄裳单帽透凉风。
暖阳高照人心爽，笑语欢声别有情。

漫游
散步田间拾玉米，开心陌上逗鸦群。
桃源何日可重见？一寸相思一寸心。

感悟
与兄相伴又一年，做饭洗衣扛在前。
虽是区区平淡淡，诗词被我点成仙。

感
灯前才炼句，饭罢又挥毫。
莫为金钱累，心逐百乐潮。

随感
花花草草诗波滚，水水山山笔墨吟。
实感真情金凤舞，深接地气跃龙门。

养身
活着就是幸福人，顺其自然才养神。
名利权财皆看淡，常开笑口最强身。

发红包
红包虽小蕴情深，恐后争先乐作神。
过罢春节寻雅趣，给君送去最开心。

学诗之感
鱼目混珠得意扬，诗词雅韵砌高墙。
沽名钓誉一时喜，抹粉涂脂扮美娘。

绝句十二首
●杨泽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