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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说的是雪；可我在那慵懒的冬
夜，总喜欢反着走，由雪回到梨花。
梨花让人心生温暖。

梨花还香。李渔说，“雪为天上
之雪，此（梨花）是人间之雪；雪之
所少者，香，此能兼擅其美。”这老
头儿此说，很老实。

梨花的名字，都很动人。一读再
读，读出一种孤清的美感。她的花瓣
间，像栖着淡邈的影子，有空廓的远
意；更兼她有素净的颜色。这颜色，
白。一般说来，白色不讨巧，不会取
悦于人。但对于人来说，若只欣赏艳
得惹人诧的牡丹玫瑰，他实在算不
得心灵丰满。那些外露的艳，易逝，
也易迷心；折射得那些赏者，缺一点
风骨，缺一点清润之气，还缺一点亲
情常在的温暖。

内在的东西，会更长久。比如，
梨花白里面含着的静。静里面，含着
的澄澈，晶莹，和温暖。

古人赏梨花，大致离不了雪。
“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

杆？”“冷艳全欺雪，馀香乍入衣”
“常思南郑清明路，醉袖迎风雪一
杈”……也就是雪，除此，哪个质地堪
比梨花？

梨树，在我老家，是庭院树，家家
有。清明过，梨花起。说开，哗啦啦，一
夜之间，全白了，晃人眼。古旧的石头
墙，古旧的木窗格，或许还有一架枯干
的木梯子。一树梨花，就在这背景上，
嗡嗡洋洋地开。树下，我的母亲，总是
在忙碌着，如今，她算是把这个特点，
一点不剩地传给我了。不管什么日子
里，手边总是有事做。

地里的事情忙完，她采来野菜，在
梨花纷披的树下，择好，洗净，剁成馅
儿，包没有肉的饺子。剩下的一大堆，
稍微洗洗，粗粗剁剁，熬一锅猪食。

她还会在春天，不停地改造我们
那个破落的房屋，把锅灶，拆拆砌砌，
从东厢房搬到西厢房，第二年，又从西
厢房搬到南抱厦；把屋里的家具，一件
件挪过来挪过去；主房里，还打过好几
次的界墙，今年是在这里，第二年，看
看不好，又换那里。我娘心性高，她总

想把家改造成她向往的样子，可是，贫
寒的家境，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她简
单的愿望。一次次地，她在梨树下，和
泥，刮那些废砖头，挽着袖子，像男人
一样，两手泥巴，一脸汗水地忙乎不
停。梨花纷纷落，落她一头一肩，那时，
她的头发乌黑，面容鲜亮。

几度梨花飘，娘的头发花白了，眼
花了，疾病折磨得她枯干瘦弱。晚年，
她常坐在梨树下的花凉里，为我们姊
妹三个的孩子，拆洗棉衣，为我父亲做
鞋。累了，会靠在梨树干上，歇一会儿。
梨花，飘，很安静。

曾经白居易说，“玉容寂寞泪阑
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他的梨花，连
着香雪美人；我的梨花，却与烟火很
近，单纯的干净，切肤的温暖，是母爱
的背景。那永远再回不来的图景，以一
树梨花的样子，留下伏笔，待我以后的
日子，慢慢摸索着，一次次回忆起来，
温暖自己。

去年春，我在南山意外邂逅一树
梨花。它生在山顶，杂树掩映，不开花
的日子，看不到它。这时节，开了。跟我

家的梨花比，她少一份家常的温暖，多
一点清逸的寂寥。嗡嗡的蜂唱，也不能
把它们的寂静拨开。一缕淡青，从芯里
溢出，整朵花瓣，便是银碗里盛雪，让
人叹息又叹息。

我在那花树前，呆了又呆，舍不得
走；万千情愫，又不知从何说起？仅仅
是一年之间，好多事情，忽然就变化
了。在我，是无助地看至亲辞世，却没
有一点挽留她的能力。那种锥心之痛，
渐渐平复之后，一切便都淡了。

如今，我与一树不属于母亲的梨
花，在野外相认。她们看着我，我看着
她们，彼此默认着一致的地方，单纯简
单，清醒自知，有一颗容易受伤的脆弱
的心。这世间，必有一种植物，是长在
心里的啊。

告别梨花回到生活，依旧会面对
很忙的工作，依旧有抉择的艰难，局面
的繁杂，人事的困扰。但是，我还是会
沉浸到孤灯下一杯清茶的沉思。我不
习惯色彩浓艳大开大合的华美，我愿
意，用两册闲书，沉淀灵魂，在回忆里，
接受一树梨花温暖的照耀。

正当梨花开满天涯
□米丽宏

这天，自己接到朋友通知，周末
将去郊外的梅园踏青。自己甚是喜
悦，因为近期报纸发表过不少春游
梅园的文章。作者行云流水，妙笔生
花，都是描写梅园梅花的。其实，历
史上文人墨客描写梅花的诗词可谓
不胜枚举，如唐代李商隐《忆梅》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
堪恨，常作去年花。”，唐代齐已《早
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村
前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宋代李
公明《早梅》“东风才有又西风，群
木山中叶叶空。只有梅花吹不尽，依
然新白抱新红。”，宋代陆游《梅花
绝句》“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

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
放翁。”等等。不过到了现代，描写梅
花的诗词虽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堪
称精典，乃至千古流芳之作当数毛泽
东的 《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
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
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上午九时许，我们来到了梅园。跨
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绿草茵茵的条
条小路，姹紫嫣红的成片梅花，青翠欲
滴的茂密竹林，一湾碧水的那块池塘；
犹如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让大家赏
心悦目心旷神怡。我们踏着主园道慢
步前行，径直来到那片硕大面积的梅

花林，梅花开得正盛，远远就能闻到一
股细细的清香，沁人大家的心脾。那白
里透黄，黄里透绿的腊梅，那娇艳似
火，红艳满天的红梅，那洁白如雪，白
净无瑕的白梅。花儿朵朵鲜艳，花瓣润
滑透明，就像一颗颗价值不菲的水晶。
尤为可贵的是，梅花还是百花丛中战
冰雪斗严寒的傲骨之花。古往今来，无
数文人墨客写下了那么多赞颂梅花的
旷世佳作。正是因为梅花美，她把美丽
留给了洁白无瑕的天地；梅花香，可又
有谁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艰辛；
梅花俏，却“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梅花，傲雪斗霜，以一抹余红换
来春满大地。

或许因为是周六，还是春光明媚
的好天气，那天除了我们这拨几十人
的队伍外，还有老少三代的一家人，青
春激荡的小青年，他们也都在这里踏
青赏花，他们寻找不同位置的各种梅
花，也在春风摇曳的翠竹里穿行，还伫
立水草青青的池塘边拍照，尽显“春
光美，人欢畅”的动人情景。

时近中午，我们准备返回；不过，
你可别忘记应该在“铜陵梅园”大门
口拍张照片做纪念。因为园内一处广
告牌上清楚地介绍，“铜陵梅园”四个
大字是由陈俊愉先生题写。此人何许
人也？陈俊愉先生为本省安庆人，
1950 年丹麦皇家农学院花卉栽培科
学硕士，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腊梅分会
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荣获中国梅
花研究终身成就奖。“铜陵梅园”为陈
俊愉先生亲笔题写。

梅园赏梅
□杨信友

立春———惊蛰———雨水———春分，中国
农耕气象学上的第四个节气，就是说，气象概
念上的春天已然过去一半，今年从 2 月 3 号
立春到 3 月 20 日“春分”，共 45 天，尚有
44 天是春天的另一半，今年，如果没有算错
的话，整个春天将于 5 月 4 日结束，和去年
基本相同。

所谓春天，就像饭局，初始有点冷清，
你推我让，各显淡定，不需多长时间，渐入
佳境；就像初春，暖风渐吹，水也动了，花也
开了，鸟也鸣了，人们开始褪去厚厚的冬
装，露出光艳的一面，如同饭局上的人们，
酒开始多了，话逐渐频了，五颜六色的姿态
开始呈现，就像春天的前一半，亳不顾及人
们的感受，该开的开，该叫的叫，时冷时

暖，时晴时阴……
春天的后一半，就像饭局的后半场，

桌上的佳肴，不论你端上来是如何的规
整，形状是如何的好看———有 “山”有
“水”有“风景”，到此时，已很杂乱，就
像此时的春景，花开始落了，也不顾及
最初的矜持和羞涩，落在地上，一片狼
藉。而此时，就像饭局上的人们，醺
了，醉了，有的在那里大摆“龙门”，
有的悄无声息地走了，走不了的，有的
以桌当枕，有的以地当榻，有的扶得醉
人归……哦！就像暮春一般，还有什么
值得欣赏的？尽管如此，席中人仍然相约
下次再聚，尘世中人仍然期盼下一个春
天的到来……

春分时节说“春分”
□黄春山

空中看有色
周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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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草儿媚，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皆
是满满的春光。读到南宋诗人翁卷的诗“绿
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
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思绪不由得飞回儿
时的乡村。

四月，是插秧的日子，也是春意最盎然的
日子。田畈里耕田的男人驾着犁铧，一副将军
重返战场的姿态，他的身后是一道道湿润的
泥土。每一处泥土里都能孕育神奇，高高低
低，大大小小，蔓延成满目的绿。野花早已遍
野，带着乡村的野性和机灵，眨巴着白的紫的
黄的小眼睛。鸟儿叽叽咕咕，从树上到牛背，
到田埂，不停地跳跃欢叫。

插秧的日子，是乡亲们最辛苦的时候。那
时，父亲没有一天空闲，耕田，放水，施肥，日
日在田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母亲协调好
家里的事情后，还得挤出时间和邻居们换工。
插秧的人都是左邻右舍，相互间算好了日子，
你给我帮忙，我给你换工，一起度过这不容等
待的春耕。有几次我试着也去插秧，哪知下了
水田，在里面跌跌撞撞，迈不开步，好不容易
站稳了，插下几棵，没一会儿，秧苗像有意嘲
讽我，又都飘起来了。引得乡亲们的大笑：
“丫头啊，还是去多读书吧，就不用学得这样

辛苦了！”
插秧也是乡村最欢快的节日。秧田和稻

田有时是分开的，挑秧的多是男人，赤着脚
在田埂上健步如飞，然后把一把把的秧苗均
匀地拋在水田里，有人故意把秧苗甩到插秧
人的身后，泥水四溅，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插秧的人嘴里一串串的闲话趣话，一会
儿打趣谁比乌龟还慢，一会儿羡慕谁家孩子
读书厉害。但他们手上却没有停顿一下，都
暗地里较劲儿，低着头，弯着腰，脚步步后
退。退到最后，一垄秧便插完了。唐朝布袋和
尚曾写过《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
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
是向前”。在乡村，快乐是寻常纯粹的，诗意
和哲理也是简单质朴的。

没过多久，一望无垠的水田里，布满
了一株株纤细的秧苗，水灵灵，嫩生生，几
茬春风春雨，就蓬勃成一首首绿油油的诗
行。

老家有句俗语：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插
田。若干年后，我终于懂得当初父辈们插下
的不不仅仅是秧苗，更是一年的希望，我也
懂得了哪怕梦想并不一定都能圆满，但快乐
执著地前行，也是了不起的人生。

水田漠漠成诗行
□徐红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