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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三月，春风拂面。留
心观察，从机关到学校，大街小
巷都是“雷锋”的身影。

上班，走到单位门口，就被
门卫大爷叫住了：“又有你的寄
件！”接着，大爷像往常一样递
给我单子，我在登记簿上签上
字，道声感谢。自从我进入到
现在的单位后，每隔几天，都有
我的信件。其实，单位有专门
收发报刊的人，顺便捎带信件，
大爷完全没有必要亲自给我。
但是，每次大爷都会热情地喊
住我，把信件认真交到我手里，
就像他说的那样：“给别人捎上
不放心，怕夹在报刊里不注意
弄丢了！”大爷的话让我感到心
里暖暖的。心怀善意，乐于助
人，就是雷锋精神的最好体现。

回家的路上，走到十字路
口遇上了红灯。这时，一位骑
自行车的中年男子急着赶路，
径直朝前冲。我和身旁的人都
看得目瞪口呆，为他捏了一把
汗，因为前面就是穿梭着的车
辆。一位年轻人看到后，上前
一把拉住中年男子的自行车：

“小心，危险！”紧接着，年轻人
一个趔趄，被重重地摔倒在
地。如果不是年轻人，当时肯
定会发生事故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也是一种善良。“学
雷锋”就是要爱别人，爱自己，
爱社会。

小区门口，一位美女在车
棚里停好自行车，装钥匙时，不
小心把兜里的零钱带了出来，
撒了一地，她竟然不知。路过
的小女孩像只兔子一样蹦蹦跳
跳跑过去，拾起来，追上美女
说：“阿姨，您的！”美女先是一
脸愕然，然后才回过神来，笑着
接过钱：“谢谢，谢谢小朋友
呀！”在电梯上，一个小男孩掏
出随身携带的手帕纸，细心地
擦掉电梯里的小广告，顿时，电
梯里干净了许多。坐电梯的人
都向小男孩投来赞许的目光。
从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学雷
锋”活动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
孩子懂得拾金不昧，学会给予，
给予和付出也是一种美德。

生活中，只要拥有一颗善
良的心并付出行动，“雷锋”处
处在。善意如花，有时它不经
意间在我们身边悄悄绽放，散
发出迷人而悠远的馨香。珍惜
这样的善意，尝试着也去做一
个传递善意的人，将这朵朴素
美丽的小花馈赠给更多的人，
就算世事难免艰难，也能将我
们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美好。

善意如花

文雪梅

春雷响，万物长。
惊蛰，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蛰也

被称为二月节，顾名思义就是农历二
月的节日，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今
年的惊蛰就出现在正月。古人云，蛰
者，藏也。寒冷的冬天，昆虫、小动物
藏入土中冬眠，古人称之为“蛰”。《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是这样描述惊蛰
的：“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
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意思是说大地回暖，春雷乍动，万物
重生，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
物。

古人将惊蛰分为三候：“初候桃
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

“桃始华”的意思是桃花开始盛开，
“仓庚鸣”的意思是黄鹂开始鸣叫，
“鹰化为鸠”的意思是鹰变成了鸠。
当然，动物之间是不会相互变化的，
鹰也不会变成鸠，古人只是看不到鹰
了，发现鸠逐渐多起来，就误认为是

“鹰化为鸠”。在古代，人们还有一种
错误的认识，认为冬眠的动物是被春
雷震醒的。按照现在科学的解释，蛰
伏地下的动物们根本听不到雷声，春
回大地天气变暖才是把它们从睡梦
中唤醒的真正力量。古人受百虫被
春雷震醒这一认识的误导，于是将这
一天称之为“启蛰”。这个名称一直
用到汉景帝刘启的时代，为了避皇帝
名讳，才将“启蛰”改为“惊蛰”。后来
虽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但由于惊
蛰听起来更生动响亮，因此一直沿用
至今。

记得上小学时，我曾经好奇地问

父亲，惊蛰是什么意思？父亲怕我不
理解，指着“蛰”字告诉我，下面有个
虫字，指的就是蛇啊蛙啊一些在地底
下冬眠的小动物。乡下有句俗话：

“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
虫”，说的就是惊蛰日天上要打雷，听
到隆隆作响的雷声，那些藏在土里过
冬的虫子就苏醒了，开始拱出地面。
父亲形象生动的解释不仅让我明白
了惊蛰节气的含义，同时也让我牢牢
记住了笔画较多的“蛰”字。

15 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外出求
学，读的书多了，对二十四节气的古
典韵味和无穷魅力也有了更深刻的
感受，我一次次惊叹于它与物候、时
令的精准对应和高度契合，更为那一
个个生动灵性宛如古诗词般优美婉
约的名称而叫绝。

再后来，随着年岁渐长，经历了
世间百事，感知了人生冷暖，我开始
沉下心来，在四季变换中用心聆听二
十四节气的脚步声。

惊蛰，两个再平常不过的汉字，
组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奇妙无穷的含
义，构成了生动活泼的画面，演绎了
美好传奇的故事。这是汉语言文字
独具的魅力，用一种简约之美铺设出
深远的意境。可以想象，惊蛰一声
雷，为冰封大地送来了热闹缤纷和生
机盎然，昏昏欲睡的万千生灵在尘封
的幽暗中，欣欣然睁开了惺忪睡眼，
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下懒腰，踏着
春暖花开的节拍，迎来了一缕缕久违
的明媚阳光，那种重见天日的兴奋之
情是无以言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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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每
到这一天，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上
世纪90年代，我与为民、国华在部队
开展比赛学雷锋的事。

为民、国华是我高中同班同学，
我们都是读着《雷锋的故事》、唱着

《学习雷锋好榜样》长大的，我们是雷
锋共同的粉丝。当年高考落榜后，我
们同时参军。虽然大家天各一方，但
到了部队后，我们很快就写信联系上
了。来到部队后，争做雷锋式的好战
士成了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时，我和战友每天都会提前起
床打扫操场，主动清洗厕所。我一有
空就会到食堂帮厨，节假日和战友一
起去附近的敬老院打扫卫生。连队
干部每日点名时，都会表扬好人好
事，如果连续几天点名时没表扬到自
己，我心里就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然而仅仅做这些打扫卫生的小
事，我、为民、国华总感觉少了点什
么，当时不知是谁提了个建议，说我
们可以互相比赛，看谁能找到学雷锋
做好事的方法，这样才会更有意义。

国华首先找到了学雷锋的新方
法。上世纪 90 年代，许多年轻人喜
欢听流行歌曲，部队许多战士拥有自
己的收音机、录音机等，那时候许多
电器质量一般，使用频率又高，所以
经常坏。部队实行封闭管理，战士们
的录音机坏了要修理很不方便。了
解到这一情况，国华就利用自己的特
长，购买了维修工具，每到星期天，他
就在营区里摆开小摊位，专门为战
友们修收音机、录音机、耳机等，
经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国华在信里
写到，他虽然连星期天都在忙碌
着，但想到能为战友们排扰解难，

心里感觉很快乐。
为民是卫生员，他所在部队驻地

比较偏远，周边百姓外出看病不太方
便。为民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卫生
队领导的支持下，他组织学雷锋义诊
小分队，每周日都上门为驻地百姓义
诊，为群众测血压、测心率，耐心帮他
们解答健康方面的问题。为民说，每
当看到驻地百姓满意的神情，他内心
感觉非常幸福。为民他们为百姓义
诊的事迹，驻地的报纸还曾进行过报
道。

我的学雷锋事迹无法与他俩相
比，但我也很努力。我所在部队驻地
火车站附近有一位身体残疾的老人，
原先是驻火车站武警中队的战士每
周上门照顾，后来该中队调离了。指
导员问我：“你愿不愿意接下照顾那
位老人的任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每到周末，我都会来到老人家
里，帮助老人干一些体力活，然后用
轮椅推着他到外面转一转，晒晒太
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直到我离开
中队去上军校时，才把照顾老人的任
务交给了我的战友。

在学雷锋的道路上，我们仨经常
相互激励，谁都不甘落后。当兵那几
年，我们仨都被评为所在部队的学雷
锋标兵，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并相继
考上了军校。

当年我们仨在部队比赛学雷锋
的点点滴滴，早已化作一种奉献社
会的信念。无论是军校毕业回到部
队，还是相继从部队转业回到家
乡，我们仨学雷锋做好事都从未中
断。雷锋精神始终鞭策着我们，让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乐于奉献，积
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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