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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展颜香雪亭，红梅白梅交相辉映

□崔鹏森 摄牡丹争春

□王俊霞

四月，槐花应时开放，点缀着老家那棵

老槐树。树干已是老态龙钟，犹如饱经沧桑

的老人，但如盖的树冠依旧葱茏，一串串槐

花竞相开放在绿叶间，不仅满院香气扑鼻，

就连左邻右舍也都浸没在沁人心脾的清香

之中。

小时候，槐花是一种食物，无论槐树多

么枝繁叶茂，任凭花开满枝头，在我眼中绝

对称不上风景。那时的炒槐花，也是绝对不

配有鸡蛋的，因为喂养的几只母鸡也是在为

家里的生计作着贡献，每每攒满一篮子鸡蛋

时，总是能拿出去换来或多或少的圆、角、分，

以补贴家用。那时虽没有鸡蛋相配，但槐花

经过母亲的巧手加工调配，吃起来却也十分

香甜可口。

岁月如梭，一晃30多年过去了，儿时的

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又到了花开似锦的

季节，打电话给爹娘，回答说，回来吧，槐花现

在采摘正是时候，有的是半开，有的还是角儿，鲜嫩可口，再

不回来，槐花就老了，嚼不动就不好吃了。在交通便利的今

天，物流四通八达，市场上这种半开的还是角状的槐花有的

是，但我深知，等我回去的不是槐花，而是年迈的爹娘。

走在老家的胡同里，老远就有清香拂面，舌尖上的味蕾

分明已经感触到了槐花的醇香，有种馋涎欲滴的冲动。

拿起父亲准备好的长把钩钩，钩下一大堆累累琼花的

枝丫，把一串串如银似玉的槐花捋到藤条编织的篮子里，母

亲微笑着，一如槐花盛开，脸上刀刻似的皱纹似乎比往年更

深了；她双手颤巍巍的，远没有前些年灵活了，一边捋槐花

一边说笑，讲述我的小时候。

槐花如雪，父母头发亦如雪。采摘完毕，父母拍了拍身

上的树叶和散落在肩膀的槐花，我过去帮他们拂落头上的

花瓣，明明是吹落了好多如雪的花瓣，可他们头上还是那么

的白。我端详好久，才发现那白得更甚的不是槐花，是父母

的满头白发。我一愣，抬眼望了望老态龙钟的槐树，父母和

它一样，历经沧桑，都老了。

谁怜槐花浮香远，一树琼华满头银。我眼睛一热，父母

的脸庞在我视线里越来越模糊，我知道，是他们的满头白

发，灼伤了我的双眼。

又
是
一
年
槐
花
香

众里寻他
千百度

阅尽人间
春色

□刘美林

世间颜色千百种，我独钟情

邮政绿。记得儿时喜欢翻父亲

的旧物，父亲当过兵，那时写信

是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每次

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们全家人好

几天都沉浸在幸福中，真是家书

抵万金。父亲寄给家里的信件

母亲都保留着，我闲来无事喜欢

看那些信封上一张张色彩斑斓

的邮票。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往村

里送信的投递员姓杨，村民喜欢

叫他老杨。其实老杨当时并不

老，是村民出于对他的尊敬，称

呼他老杨，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大

人喊他老杨。老杨每天骑着“邮

政绿”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村里，

笑眯眯地将各家邮件送上门。

张家阿婆的儿子汇钱来了，李家

闺女给邮回包裹了，赵家远方亲

戚寄信来了……村里的人都争

着同老杨打招呼，好像老杨可以

为他们带来幸福。老杨在乡亲

们眼里，不是单纯的送报送信的

人，更重要的是传递幸福的使

者。

后来哥哥也当兵了，我们全

家人见到老杨更加亲切了。老

杨隔段日子就往我家里送信，每

每看到陪伴老杨的绿色自行车

停放在院子里，我总有试着骑一

下的冲动，但始终未敢开口。我

还羡慕老杨那身戴有肩章的邮

政绿上衣。我好长一段时间跟

母亲喊着，我也要穿一身邮政

绿，心想我穿上它该是多好啊。

时光荏苒，春去冬来。老杨那身

上的“邮政绿”从深绿变浅绿了，

又从浅绿换成了深绿，在不经意

间，我们发现老杨的容颜变了，

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再后来就

不见老杨来了。那时我才知道

老杨退休了，接替他的是他儿

子。村里人亲切地称小杨，不过

陪伴小杨的不再是绿色自行车，

已经改为摩托车了。小杨和他

父亲一样，年复一年，风雨无阻

地继续为父老乡亲服务着……

十几年前，我在一次千载难

逢的机会中，也如愿成为一名邮

政员工。像老杨和小杨一样，为

广大客户投送信件、报刊及包

裹。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

工作，认真用心投递好每件邮

件。每逢雨天，我会加倍呵护邮

件，生怕它们被淋湿。记得刚上

班的 2010 年冬天，一场大雪过

后，面对一尺厚的积雪，我毫不

犹豫地踏上投递路。我明白这

是工作使命，也是责任！我知道

爱看报刊的王大爷正等着看报

呢，身患疾病的刘大妈还在等着

远方儿子寄来的药品……等我

来到王大爷家时，他早已等候在

门口，关切地问我路况，叮嘱我

要注意安全，还给我准备了一个

热乎乎的烤红薯，当时让我热泪

盈眶，心里更多的是感动，顿时

明白当年村里的乡亲为什么那

么喜欢老杨。我暗自提醒自己

戒骄戒躁，要向老杨小杨学习，

为人民服务再苦再累都值得。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从事投

递工作也有十几年，服务客户已

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每当看到衣服上印着的“中

国邮政”四个大字，心里还是莫

名地感动。也许正是这份特殊

的情感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才

让我充满活力和生机。

钟爱那抹绿

□牛梦牛

寻人记

这些年

我在生活中寻觅我的恩人

因为我曾在梦中身受他的大恩

那是在原始丛林之中

身陷绝境之际，萍水相逢的他

赠与我火把、兽肉、方向和勇气

一个梦中的陌生人，我在人世间将他寻觅

因为我相信

我的恩人和我一样，既是梦境中人

也是现实中人，是幻相

也是真身。寻觅

并将继续寻觅下去。很多年了

我仍记得他的模样，黝黑的脸上

一层淡淡的光

水

雪在夜里落下的时候

父亲，已安息在故乡新鲜的泥土下

一场雪，落下，又消融，会很快

但我知道，雪不会真正消失

它只是转化为水，又融入万物

生生不息，这宇宙的奥秘

使我相信：父亲将以新的形态

继续他的存在。也许

明天，父亲又进入我的身体

——他是水，也是空气

车过襄阳

列车正经过冬日的襄阳大地

麦田青青，一望无际

那些从历史深处扑面而来的风流人物

他们的母亲是否也曾这般将他们呼唤

千百年之前，当他们还在襁褓之中

他们的母亲就像车厢里这位年轻的母亲

轻声呼唤自己的宝宝

“讨厌鬼”“小屁屁”……

一遍又一遍，如此地亲昵

而那个曾经也这般呼唤过我的人

正沉睡在北方的麦田里

我没有老去：一个梦依然托举着我

这个梦，就是我的母亲

□巩勇

常有熟人问我，又出什么新

书了？我摇摇头。一口气出了三

本关于乡愁的散文集，我就想歇

一歇了。工作之余，我在苦苦寻

觅新的写作选题，在阅读经典、阅

读生活中等待破茧成蝶……

时间不等人，我竟然一脚迈

过了知天命之年。我从来不否

认，个人的奋斗对人生轨迹会有所

改变，正如父亲给我的教育。

前两年，有热心读者建议，我

应该写一本主题为“父亲”的散文

集。是的，他们在我的乡愁文字

之中，读到了“父亲”的足迹、“父

亲”的智慧、“父亲”的背影……

我出生在鄂东大别山区的乡

村，从小就在大山的怀抱中生活，

无数次仰望蓝天、白云、雁群、飞

机，无数次遥想大山外的精彩世

界。而给我擦亮眼睛、插上翅膀

的人，首推我的父亲，其次是老师

们、朋友们……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却

又不是简简单单的农民。他教过

民办小学，开过拖拉机，做过大队

会计等。他的面前不仅有绿色的

庄稼，还有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

本、账本、报刊等。因此，他的眼

界不曾被那片贫瘠的大山所遮

挡，他对子女的未来是有所期待

的。

感谢父亲，让我接受了完整

的教育。前后 20 多年全脱产的

校园生活，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

都是极为奢侈的一笔投资。更重

要的是，我幼承庭训，带着思考阅

读党报党刊，坚持临摹颜柳欧诸

家碑帖，带着善良的心走进现实

社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哪怕生在穷乡僻壤，也

不可否认我的父亲也是个理想主

义者，所以，他在乡村坚持阅读

《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读了重

大新闻，再读副刊文学，还做剪报

等资料工作，从中不断吸收营

养。他偶尔写写诗歌，那种不太

讲究平仄的句子。他的书法很见

功力，每年写春联可以笔走龙蛇

“露两手”。这些带有理想的言

行，同样熏陶了我，在我身上还能

找到一些踪影。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

想回头。”这是《红楼梦》中的警世

名言。父亲又是一个现实主义

者，他对虚头巴脑的名利看得很

淡很淡，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

很低。多年前，老房子可以不急

着翻新，破棉袄可以不急着换掉，

把微薄的家庭收入优先投资子女

的教育，用于订阅报刊。精打细

算，可谓自古以来中国人勤俭持

家的必修课。

一晃父亲辞世多年，梦中父

子相见也是一种奢望。奇怪的

是，春节回乡一起喝酒品茶的发

小说，他近日竟然梦见了我的父

亲，在自家窗前教小女孩写作

业。后来，他在我家老房子吃饭，

碰巧又是刮风下雨，感觉老房子

要倒塌，就一起抬木头去撑住那

后面的泥墙……

父亲是热心肠，爱教孩子，爱

留客吃饭，老屋是多年的危房，这

梦 中 的 情 节 也 不 完 全 是 虚 妄

的。不过，父亲不在世了，老屋也

不再住人了。此时，想起李清照

的两句词：“物是人非事事休，欲

语泪先流。”

总之，父亲给了我很多教诲，

留下永恒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楚人天

性耿直，多实干，少惰性；有侠义

精神，不随波逐流；有家国情怀，

敢于战斗，不怕牺牲。鄂东的黄

冈人，更是楚人中的代表。仗剑

走天涯，是侠客。仗笔走天涯，是

侠儒。在鄂东名人史册上，留下

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文化名人：郭

筠、汤化龙、闻一多、徐复观……

如今，全民手机阅读，深刻地

改变了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格局。

传统出版的环境发生了巨变，阅

读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变。我想，

必须为出版有品质的作品下点功

夫，决不能浪费精力去生产文字

垃圾。于是，我想我将要出版的

散文集，就叫《父爱如山》吧。

父 亲 二 三 事

□成旭辉

桃花是春天的象征，春的使

者。冰雪消融，寒气未尽，大地依

然枯黄时，春天的脚步总是悄然

而至，坚定而缓慢地抹去冬天留

下的痕迹。沐浴春风，经历了休

眠的桃树发芽，花蕾悄悄绽放，一

切都在萌生，万物恢复生机。这

时，家乡山岭南北的水桃花便成

为第一抹浓艳的春色，争相绽放。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

爱浅红。”这是诗圣杜甫在《江畔

独步寻花》中的诗句。诗里桃花

有深红，也有浅红，色彩缤纷，具

体可感，诠释了桃花的奇、美、艳、

幽。

诗仙李白的“桃花春水生，白

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摇青

天月”。《忆秋浦桃花旧游》展现了

一幅春日月下花前，杨柳丝丝、桃

花依依、清风徐来、笛声悠扬的画

面。身处此种美妙的环境氛围，

其乐无穷！每每赏读到此，意往

神驰，仿佛置身于春意盎然的桃

花园，喜觅桃花，饱览桃花胜景。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

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大林

寺桃花》中的诗句。诗人着意描

写“山高地深，时节绝晚”的特异

地理现象时，用时间差来刻画山

寺桃花的迷人情景，通过“人间”

“山寺”，对景抒情，流露出风景这

边独好的喜悦心情。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

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唐代崔护的《题

都城南庄》，把男女青年邂逅离

别长时间思念之情描绘得淋漓

尽致。桃花是爱情的花。“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

其室家。”在这里，古人将娇艳欲

滴、芬芳迷人的桃花誉为待嫁的

少女，含情脉脉，光彩照人。寄

托了祝福夫妻和美温馨、远离刀

光剑影的和平愿望。

刘禹锡曾有诗云：“玄都观里

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后，

玄都花就成了桃花的别称。刘

郎，本为刘禹锡自称，后又用以借

指桃花。而李贺的诗中：“况是青

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红

雨，本用以形容缤纷飘落的桃花，

后亦作为桃花的别称。

李白的七绝《赠汪伦》“李白

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生动描写了一位伟大诗人

与朋友深厚、纯朴的友情。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

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

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材遗校

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

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白居

易这首《晚桃花》，像一幅特写，是

神来之笔，为赏桃花的画龙点睛

之作。独辟蹊径，以小见大，以

少胜多，把人们的眼睛定格在一

枝桃花上。屏气欣赏美艳的桃

花，细品清雅的香味，令人心旷

神怡。

吟咏刘禹锡的《竹枝词九

首·其九》：“山上层层桃李花，云

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

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首诗，田

园生活气息浓郁，应时开放的桃

花、李花满山遍野。放眼望去，

山南山北，青砖红瓦，花木掩映，

半山上升腾的袅袅炊烟，那是村

民居住的地方。穿金戴银的妇

女结伴到山泉取水做饭，挎着长

刀的男子到坡地焚烧田里的草

木，用草木灰作肥料，准备春耕

春播。水清、花艳、人美，是刀耕

火种远古农耕文明的画卷。从

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四海无闲田，五谷丰登，

安居乐业。

伴着春姑娘的脚步，郊外踏

青，放眼桃园，粉的似霞、红的似

火、紫的如纱、白的胜雪，让人眼

花缭乱。一朵朵、一簇簇、一串串

桃花，在微风中摇曳着，飘出淡淡

的清香，这是唐诗的韵脚，这是桃

花诗的诗眼，这是春天的味道！

组诗三首

走进唐诗里的桃花

□胡足芳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