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顶的牡丹不比山下的牡丹更香
出世的超凡也不一定快乐尘世的平
凡
爱 本就在人间
之所以暮春怒放
非标新立异 孤芳自赏
不屑与杏花梨花桃花为伍
应是顺其自然 无言的警醒
生命 抓住一缕春光
就完全可以美丽的绽放
山坳里
东一群 西一堆
推推搡搡 没心没肺

笑……大笑
哪有来自皇家御苑的模样
在铜陵 凤凰山
它们清一色的洁白
蝶变为一朵朵良药
绚烂又朴素
如同绿色阳光里跳绳子的小姑娘
而那些层层叠叠 如雪如浪
娇喘山岗
香气袭人的花儿
犹如白衣飘飘的仙女们
正彩排一场盛大的咏春大合唱

凤凰山牡丹
□吴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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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炬
腾腾烈火
火哟，灼得人眼睛生疼
也生亮

在南国的天空，你是孤独的
鄙睨身边的一切
你找到比肩的橡树了吗？
你不需要仰视
也不需要匍匐

你并不娇媚
先叶而生，拒绝绿叶的扶持
作为花朵，肉质的花瓣
是你放弃了作为一朵花的质地

你不是花的花
你是花中的花
你与橡树一般伟岸
浑身涌动着的
是英雄的热血色泽

春天，你在南国的天空燃烧
以你的激情
你的厚重
你的
骄傲

季春意象

早晨凭窗，红润
纷纷从桃花樱花海棠的脸上
飘落 一地的残红
如孟浩然唯美的诗句

枝条上的叶子
越发青翠了，风吹动着
层层的绿漪，和着清脆的鸟鸣
浪向天际

春天，就是这样
从红
过渡到绿

在南国，初见木棉花开（外一首）

□吕达余

农历二月初二，是个“龙抬头”的
吉日。一大早，我便穿戴整齐，大步流星
地赶到 18 路公交车站等车，欲前往新
建的西湖湿地公园郊游。因初去该公园
不熟悉路径，中途转车才到达终点
站———西湖路的溪潭公园站。这里并无
什么“公园”，只见到两栋高楼和一条
六车道的平坦大道，以及路两侧高大挺
拔的樟树、一排排乌油油的冬青和遍地
花草在微风中点头含笑。问路人，知此
路系西湖大道，直通东部城区，步行约
两公里向南抵新城大道即是我要去游
览的西湖湿地公园了 。

此时已是上午八点多钟。只见湛蓝
的天空白云朵朵，远处的青山披满葱绿的
外衣。近旁靠南的市一中西校区围墙栅
栏齐整，校舍鳞次栉比，空旷的广场四周
各色花木争奇斗艳，美丽的蝴蝶纷纷飞飞
……转弯疾步来到新城大道，虽无行人，
但绿化、香化、道路硬化及崭新路灯等配

套设施齐全，尤以双向车道中间的新植绿
树繁花格外撩人眼目。因一边观赏新区
建设面貌又疾步欲达西湖公园目的地，心
旷神怡之下，我不免迈步太快，约五公里
长的新城大道仅用四十多分钟便走到头，
累得全身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也未中途停
下脚步。边脱外衣边赶路，终于在不到九
点半钟到达公园南侧入口处。进得公园，
汗未干，腿发软，便坐到近处一把新木椅
上，休息片刻，以利恢复精神慢品细赏此
园内鲜活景致的“真面目”。

趁休息一刻钟宝贵时间，我对湿地
公园四周外貌作了一番浏览。它位于翠
湖六路以北、沿新大道和西湖东路以西。
据称总面积达 4.75 平方公里，其中湿地
景区面积为 1.81 平方公里，陆地景区面
积约1.33平方公里。由110公顷的湿地
体验区、80余公顷的生态恢复区、近 50
公顷的健康半岛景区和 34.26 公顷的湖
光春色景区组成。其总面积有 6个天井

湖之广，足见此园之大乃铜陵首屈一指，
位列皖江城市公园前列，且其最大程度
保留了原生态湿地景观。远眺其东与北，
是一望无际的西湖，蓝天白云倒影泻入
水中，与波光粼粼的湖面交相辉映，宛如
蓬莱仙境一般醉人。加之一只只水鸟轻
盈地掠过水面，或将身子探入水中智捕
小鱼，溅起一道道浅浅的水花波纹；岸边
的大片默栩杉那秀丽挺拔的英姿倒映在
近岸硕长湖面上，观之忽隐忽现，岸上杉
木随风摇摆，水中倒影随波晃动，好一派
生动诱人的湖光水色。水波荡漾多姿，摇
碎了多少游人春梦，也勾起了老夫漫天
思绪……

近处的景点，只待我歇足一一品
赏。由近而远漫步前行，首先踏上生态
恢复区里那条 800 多米长的蜿蜒汀步
道。它由灰白和绛红双色构成，灰白色为
1.5米宽的塑胶人行步道，绛红色塑胶道
为自行车道，均沿西湖的堤埂一直延伸

到湖中心。步道两侧，随处可见原生态的
乌桕、苦练恣意生长，有的迎春刚吐嫩
芽，有的冒出浅绿色的叶儿，像刚出生的
婴儿嗷嗷待哺。成片的波斯菊尚未绽蕾，
每株纤细的枝条透出柔美轻盈的风韵。
路两侧堤埂下那一丛丛上枯下青的芦
苇，抱成团儿的枯叶随风任性摇曳着，似
在点头恭迎每一位游人的到访。与它相
比，堤岸西部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樟树则
显得绿意盎然；一排排沙柳正垂着枝条
漫不经心地晃动着，像八旬老妪慢吞吞
走路的模样……往北看，一抹数百亩的
果林望不见尽头，栽培有二十多个品种
的耐寒抗热果木。其中的桃树林一垄垄
排开，多数已含苞待放，少量强出头的
“鸟儿”正潇洒地开着淡红间白的花儿，
引来一窝窝蜜蜂纷纷打趣，嗡嗡声此起
彼伏，与大自然中的和声融合一体奏鸣
……柿子树、梨树、香橙等各种果木间或
栽植，形态各异多姿多彩。

笔者有幸到此一游，历时绕圈观赏
了三个多钟头返家。兴致不减，自酌小
婿所送葡萄酒一杯，悠哉乐哉细品之。
餐后休息片刻，入床酣睡，又梦见西湖
美景且不忍离去……

西湖湿地公园游记
□徐业山

题目是一句唐诗。“满山红”，指的是
杜鹃；“一声啼处”，指的也是杜鹃。

杜鹃是一种花，叫杜鹃花。
它有好多名字：映山红、山石榴、或山

踯躅，藏语叫它格桑花，朝鲜语称它金达
莱。

杜鹃花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是中国
十大传统名花之一，红白二色，开起来如
火如荼。“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
负侬。日日锦江呈锦祥，清溪倒照映山
红。”

洛阳的杜鹃花多以红色为主，城内人
工栽培的牡丹芍药之后，便是野生的杜鹃
花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了。每年这时，汝阳
的西泰山便是一座花开如云的杜鹃山。洛
阳一位才女吟道：“五月，早已被鲜花攻
陷，拿下西泰山的，一定是红得让人心慌
的杜鹃。”一团团一簇簇的杜鹃花，随着
山势起伏跌宕，在悬崖峭壁上摇曳，在幽
谷深壑里静默，在溪流潭水旁顾盼。

杜鹃只是一种花吗？

好像，花儿之外，杜鹃还是一种什么
鸟。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布谷鸟，也叫杜
宇或子规。

记得不？每年麦收时节，随处都可听
到布谷鸟独特的鸣叫。布谷鸟的叫声是乡
村五月的诗，四个音节，清丽嘹亮。只是，
你很难见到它的模样，因为布谷鸟飞起来
迅捷无声，不等你发现，它早已藏身树丛
了。

布谷鸟比鸽子略略小些，尾巴修长，
身段匀称，拥有完美的线型，上体暗灰色，
腹部布满了横斑，常栖居于开阔林地，嗜
吃毛虫。

在乡下，布谷鸟和燕子一样，被看
成吉祥鸟，为人所爱。只是，燕子春来秋
往，衔泥筑巢，布谷呢？这种对田野村庄
有着深深眷恋的催春鸟，麦收过后怎么
便杳无踪影了？山高水阔，你在哪里栖
息？

一种花，开在地上，花开似火；一种

鸟，飞于天空，鸣如天籁。它们之间有着怎
样的渊源？为什么叫同一个名字？

“惟有此花随越鸟，一声啼处满山
红。”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流传
了两千多年的传说。

战国时期，古蜀地有个君王叫杜宇，
在位勤于农事，每年春夏之交，必亲历民
间劝课农桑，深受百姓爱戴。杜宇死后，仍
眷念着子民，遂化身为鸟，即杜鹃鸟。春耕
夏播时节，日夜啼鸣，提醒百姓莫忘农事。

布谷鸟因日夜悲鸣，啼血不止，血染
草木，遂成杜鹃花，故有“望帝啼鹃”的说
法。

杜鹃，只在这时盛开；布谷，也只在这
时飞来，于是，它们相遇了，相遇成望帝啼
鹃的哀婉传说，相遇成无数首伤感的诗
词。如南唐诗人成彦雄的《杜鹃花》：“杜
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
枝上花。”又如宋人贺铸的《忆秦娥》：
“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
凄断，杜鹃啼血。”诗人常常以杜鹃鸟“不

如归去”的哀鸣，表达哀怨的羁旅思情之
情，由是，杜鹃鸟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
征了。

杜鹃，一个名字，两种事物，在地为
花，在天为鸟，就如《春江花月夜》，亦诗
亦乐。当杜鹃鸟栖落在杜鹃枝头花鸟并蒂
时，它们会心有灵犀知道彼此的缘分与渊
源吗？谁把它们安排在同一时令里？谁把
它们编排在同一个故事里？谁把它们吟咏
进那么多千古传唱的诗词里？

那个季节，那个传说，那些诗词，像一
滴透明的琥珀，把花鸟杜鹃凝结在人们的
情感里，凝结在中国文化的记忆里。从此，
每一树杜鹃花开，你都能听到布谷“阿公
阿婆，割麦插禾”的音韵；每一声布谷啼
鸣，你都能隐隐嗅到杜鹃花的袅袅幽香。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
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就这样，秦汉唐宋，年年岁岁，暮春初夏，
田野村落，杜鹃花和布谷鸟的相遇，会直
到永远。

“杜鹃花里杜鹃啼，浅紫深红更傍
溪。迟日霁光搜客思，晓来山路恨如迷。”
暮春，是杜鹃的季节，杜鹃花与布谷鸟，
平仄成那个季节最销魂的诗句和最悠
远的诗意。

一声啼处满山红
□逯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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