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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婺源的江湾，晓起，汪口和江岭，像

婺源大地上四幅浑然一体，又自成一派
的徽派水墨画。

流连过的老巷子遗忘了太多恬静
和闲适，在这里，每一寸脚步的亲吻，都
丝毫不会有任何的陌生，就如你出生，
生长在这里，一如既往。

悄悄地，那徽派建筑的水墨会蘸着
你心底浓稠的血液，做颜料描进那油菜
花金黄色的绚烂，仿佛这里每一条巷
子，每一片由历史斑驳出的墙面，每一
寸藏在古村落里的宁泊，都值得用最深
的挚爱去诠释。

我最爱的还是江湾和汪口村，而晓
起稍显的平淡，江岭则是观赏油菜花的

胜地，只不过来的时候油菜花开的并不
是很旺，但遗憾的美恰恰最能留有想象
的余白，看那油菜的油绿捧起零星淡黄
色花朵，错落有致的洒进徽派建筑的水
墨，顿然那黑与白，黄与绿便交融了，又
似在这幅巨大的画幕上争芳夺艳，久久
不能辨出胜负。

（二）
说起惊艳，婺源灵岩洞必然芳冠

群雄，溶洞的色彩，像被打翻的调色板，
让世界开始变得混沌而梦幻，坐着船在
地下河上行驶，只见水和溶洞的色彩不
断地交织出心的涟漪。

灵岩洞不远处便是有着中国最美
廊桥之称的彩虹桥，静静地栖落在一个
叫做清华的镇子，廊桥景区并不是很

大，但一走进，廊桥，流水，竹排和风车
这几个简单而平常的景色，却能刹那唤
出一个最质朴而完整的婺源。

离开彩虹桥，婺源的思溪延村便漫
入了我的脚步，这里的油菜花不像江岭
那样高低有致，而是用一种浓烈的黄平
铺进徽派建筑的墨，笔锋间，只见余留
的每一条巷，每一间宅子都悠悠的刻满
了流淌与静谧，而每一双不再简单掠过
的眼睛，似乎都开始带着一种不尽水墨
不罢休的较劲。

（三）
熹园，心像一叶舟轻轻的荡进它

的园林里，灯光如一朵朵热辣的火焰
点燃了熹园朦胧而绚烂的夜色。只
需要你如那朱绯塘的流水静静地淌

进，听那水滴弹奏出业已千年的琴弦
之音。

尊经阁，风雨中百年不倒的屹立，
含情脉脉对视着绣楼的灯光，如在这夜
色里作伴的日月，紧紧被所有的穿越古
今的凝视所包裹。

走过引桂桥，行绕着朱绯塘，混着
石桥，古楼。却只能寻见内心深处传来
的声音——在这里，做一只在水中轻轻
泛动的孤舟便够。

紫阳书院里，不知有多少墨香随着
笔尖慢慢点缀成历史的风云，而石阶
上，仿佛还能寻见朱子诲人不倦的背
影。

每一个身处世俗的人都会在婺源
留梦。

□ 曾 龙

留梦婺源

去卖花渔村游览的游客，你如果正
式一点地进村庄，不必坐车或步行循公
路进入，而必须辛苦地翻越一座山头。
山顶上立了一座青石牌坊门，上书“卖
花渔村”四个大字，是为卖花渔村的门
户。游人纷纷止步，于此拍照留念，或
手机摄像，有心急的游人，立发朋友圈，
有点现场直播的意思。行走于此山是
游览的一部分，或曰游览的前奏曲。时
值春之二月，沿石阶而上，至山顶而下，
沿途梅花开得正盛。此处梅有两种，红
梅与白梅，东一丛，西一片，分布于石道
的远近，或山坡，或山凹。远近观去，远
者彩云缭绕，近者明艳袭人，引人目光
不时游移。游人在顾盼之间，不觉就到

了山下，这就要进入村庄了。
却说来时的车上，有游人问导游，

这卖花渔村到底是打渔的，还是卖花儿
的。我原也疑惑：地处徽州歙县山区的
村庄，说卖花或有可能，怎么有打渔人
家？导游说：其实这山里人家是卖花
的，但不打渔。所以名渔村，是因村庄
布局，其形似鱼，故有此名。听罢不由
称奇，说老实话，来此一游，即缘于感觉
此名奇怪，想来瞧个究竟。

下得山来，进入村庄。果然人家皆
种花，沿村道密布两侧。卖花人家有大
院，地里植的是树桩，摆的是大小盆景，
大多数是梅。或许此地也有其它花种，
不过此时正梅之季。村头挂有红色横

幅：“卖花渔村第八届梅花节欢迎您。”
又有大型广告牌，上书：“卖花渔村徽派
盆景产业基地”。如此说来，这里的卖
花人，水平很不一般呢。果然，梅树虬
枝曲干，墨影苍劲；盆景亦造型别致，玲
珑可玩，一路观来，琳琅满目，观者赞
叹。游人熙攘于街巷间，用手机拍照梅
花的，或伴与梅旁自拍的，拍而相互交
流赞赏的，小小的村庄热闹起来。街
上，有几家像样的农家饭庄，路旁卖农
家小吃的不少。村庄亦不甚深广，穿过
即到后山，说山上有一好去处，曰：观景
台。登临此台，则全村景致一览无余。

上观景台去时，天却下起小雨，有
游人抱怨说：天公不作美！仰观山上，

细雨微飘中，山间成片的梅花，朵朵红
云微漾，片片白雾弥漫，比不雨时，更见
一番风韵。游人沿曲折山径上下，纷纷
撑开各色花伞，边行雨中边观赏留连。
我于山脚下观之，见游人手执花伞隐约
于山道，红黑黄蓝青诸色，如一条彩溪
蜿蜒汩汩漾动。此乃景中寓景，游动的
景，妙不可言。呵呵，非雨，焉能有此美
景？忽然就想起了诗人卞之琳的一句
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我则是：你在山上看风景，
我在山下看你亦成景。一时间我停下
脚步，竟然痴痴地呆看起来……

冒雨上得山来，见一长方廊亭，此
即观景台。向下方俯瞰，四周青山环
抱中，黛瓦白墙的村落，果如一尾活
泼泼的鱼，雨雾间正摇头摆尾地游动
着，而山间村边环绕的梅花林子，正
色彩鲜明斑斓，围拢着开出满村的诗
意……呵呵，真个是不假人工描画，一
幅笔墨淋漓的彩墨山水画呢！雨下得
比先前有点大了，白色雨点在亭台四
周挂起了雨帘，周边的景色愈发地迷
蒙起来。

□ 吕达余

徽州，一座诗意的村庄
——游卖花渔村小记

时光如流，转眼间便已到陌上花开
的时节。

轻轻地打开窗子，任阳光轻盈地跃
上肩头。一年的时间，满满地握在手中。

岁月，风一般掠过身边。而内心，却
记得每一分每一秒逝去的光阴，但无论
如何也无力挽留。那么，既然留不住光
阴，那又何妨趁春光正好，在此季节，播
种美好。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
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的《春日》，读来感觉一派春色尽在眼
前，暖暖的春风扑面而来。风和日丽，百
花盛开。万紫千红，令人心旷神怡。在这
样美好的季节，相约赏花，是一件雅事。
若正好遇到卖花的少女，买一枝美丽的桃
花插在鬓边，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更加诗
意无比。这样的光景，断不可错过。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
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
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
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
赢。笑从双脸生。”晏殊的《春景》更是写
得妙趣横生。燕子飞来正赶上社祭之
时，清明节后梨花纷飞。几片碧苔点缀
着池中清水，黄鹂的歌声萦绕着树上枝
叶。阳光下，柳絮漫漫飘飞。采桑路上，
邂逅巧笑嫣然的邻家少女，怪不得我昨
晚做了个春宵美梦，原来它是预兆我今
天斗草获得胜利啊！词人这样想着，不
由得脸颊上也浮现出了由衷的笑意。这
样美的春景，在词人笔下，如此生动，如
此鲜活。燕子还巢，花香满径。池水泛
着碧波，鸟儿在林间欢唱。采桑路上，巧
遇妙龄女郎。四目相对，笑意盈盈。柔
情似水，尽在不言中。

在这样的时刻，最妙的，就是种花。
撒下花种，浇水，施肥，让绚丽的春光，盛
开在心灵深处。

日子，就是一捧花的种子。种下阳
光，会开出明艳的花朵。种下善意，会芬
芳枯萎的灵魂。种下温暖，会触碰内心
的柔软。种下体谅，会赢得关注的眼
神。种下谦逊，会获得真心的赞赏。种
下信任，会收获真诚的回报。种下希望，
会收获坚持的果实。种下努力，会尝到
成功的滋味。播种美好，收获幸福。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
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的《赠范晔》是
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在春天，播种美
好。让心灵，沐浴阳光。总在心里默默
地想，如果今春我种的花真的开放了，我
定会转赠亲朋，分享快乐。赠一季春天
给别人，何等雅致。

在春天，播种美好。让幸福，慢慢发
芽。

□ 李素珍

在春天，播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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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就是这样，即便你待在城市
多年，乃至异国他乡，但家乡始终是你
的根和魂，是你的牵挂，是你的精神家
园。事业有成功成名就时，你会飞回
家乡，捧着那份愉悦与家乡分享，潜意
识中也有那么一点点自豪与炫耀的成
分。身处逆境彷徨苦闷时，你会潜回
家乡，抚慰心灵的累累伤痕。

阳春三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
我回家乡探望年事已高且步履蹒跚的
母亲。一踏上家乡的土地，花草亭亭，
芳草萋萋，碧水盈盈，杨柳依依，清风
徐徐，古埝悠悠。清溪流水幽径斜，竹
林深处有人家。竹林中掩映着星罗棋
布的楼房，乳白色的墙砖、朱红色的琉
璃瓦、椭圆形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
发光，完全是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
田园风光画卷。

站在高山之巅，眺望广袤的原野，
成片种植的油菜花格外漂亮，不但铺
天盖地，漫山遍野，如铺金的海洋，像
金色的草原，而且高低不平，花上有
山，山上有花，花下有江，江上有花，鳞
次栉比，极富立体感。在与天相接的
花海中，种植有星罗棋布的麦田，麦苗

青来菜花黄，高空俯瞰，犹如织就的一
幅金色地毯，镶嵌着无数的翡翠宝
石。油菜花的阵容之美、整齐之美、赏
心悦目之美是花中之大美，美得让人
瞠目结舌。徜徉于花海之中，你仿佛
置身于仙境之间。灿烂绽放的油菜
花，在微风中摇曳。一只只蜜蜂嗡嗡
地穿梭于花海中，飞上飞下，快乐地舞
蹈。它们永远不知疲劳地忙碌不停，
采花酿蜜，甜美人间。

花海中，有一座用帐篷搭建的小
屋，是追花人流浪的小屋，几平方米的
空间，没有家具、更谈不上家用电器，
只有一张用木板搭就的床。几个放蜂
人就是这个简单而透明的小屋的主
人。他们像候鸟一般，满怀豪情地陪
伴着小屋和几十桶蜜蜂，为了那份甜
蜜的事业，风里来雨里去，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去追寻不同季节、不同地
域、不同品种的花源。他们很慷慨大
方，村民们三三两两拿着瓶瓶罐罐钵钵
去小屋购买刚酿的蜂蜜，当然，也怀揣着
不信任的戒备心理，他们的潜意识是无
商不奸嘛，但拿到小卖部一称，村民们都
露出满意的笑容。

漫步在花海中，思绪穿越半个世纪
的时光隧道。我的家乡有一座油坊，每
年油菜籽收获季节油坊就开始榨油。
几个威猛强悍的彪形大汉，我们称为
榨油匠，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肩上搭
着一张油腻腻黑黢黢的帕子，用铁铲
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大沙锅里不断翻
动着热气腾腾的油菜籽。然后在水碾
上将油菜籽碾碎，用稻草箍成油饼，掀
起几百斤重的鹅卵石，大吼一声，撞向
箍有油饼的木头槽子，其吼声和撞击
声几里外都能听见。油槽的下方，淅
淅沥沥地下着油的小雨，油如涓涓细
流流入油桶。榨油香味浓烈，几里外
都能香味扑鼻而来。

我为油菜花鸣不平，在世人的眼
中，并没有把油菜花列入花的行列，只
是当成一种庄稼而已。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吧。大
富大贵喜欢牡丹，文人雅士自喻兰花，
清高孤芳自赏菊花，官宦人家神交梅
花，乡村百姓独喜油菜花，乡村有我的
根和魂，当然对油菜花情有独钟。

徜徉在家乡的油菜花海中，胸中
的忧郁顿时烟消云散。

□ 严 巍

家乡的油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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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去拜访一位老师，他从
后院摘下一枝梅花送给我。我拿回
来，插于案上的瓷瓶中，立即暗香浮
动，满室温馨。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
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浪漫不过古
人。南朝诗人陆凯行走于横浦驿梅岭
之时，忽然想起长安好友范晔，便折梅
一枝，托驿使捎去，报春传情。不知道
范晔隔了多久才收到这树含情脉脉的
梅枝，想必他会很珍惜地在瓶中，供养
在案前，看它疏花点点，俏开枝头。这
一枝梅胜过千言万语，带给远方挚友
的是江南春天的气息，是迎春吐艳的
美好祝愿，让人如沫春风。

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有
“花魁”之誉，其冰清玉洁、卓尔不群、
凌寒留香的品性被世人所敬重，还被
民间作为迎春纳福的吉祥象征。每当
群芳凋零，寒凝大地，梅花却独妍怒
放，云蒸霞蔚，一朵一朵摇曳在风中，
与千姿百态的黑色枝干形成的曲线，
交织成一幅抽象的画面，让人领略宋
人林逋《山园小梅》诗中的“群芳摇落
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

梅花以格高以韵胜，实是雅室清供
上品。古代文人爱梅花，更视插梅为一

件雅事。仇远有诗云：“偶得数枝梅，插
向陶瓶里。置之曲密房，注以清冷水。
肌肤若冰雪，寒极粟不起，岁晏且闻香，
春深看结子。”张耒诗曰：“疏梅插书瓶，
洁白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观默自
了。秀色定可怜，仙姿宁解老。禅翁心
土木，对此成磨恼。”杨万里也有诗说：

“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
怜落寞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摘数
枝梅花摆放在书斋中，红花绿萼与素雅
小瓶交相映衬，幽香袭人，倍增喜气。

见过齐白石老人的一幅《岁朝清供
图》，花青的细颈长脖花瓶中，一束折枝
于梅树的红梅，开得格外精神。他93岁
时画的《新喜》中，白瓷圆腰长花瓶中，插
上两枝艳红而繁盛的梅花，配以游龙纹
饰的大茶壶、白瓷小茶杯、五个红柿、一
挂黄橘红纸鞭炮，色彩艳丽，气氛热烈，
喜气洋洋，宛若一曲抒情的欢乐小调。

我喜欢一种名为绿萼的梅花，花色
洁白，香味极浓，远望如瑞雪压枝，近瞧
则同繁星点点。摘一朵嗅嗅，馥郁的花
香潜入鼻来；用手捻开，有五片花瓣，蜡
质、透明，如绫罗绸缎般的润滑柔软。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随意在小小的梅瓶中插上一束梅
花，会使我们的生活多一些诗意，带给
我们温馨和快乐。

□ 钟 芳

瓶插梅花一枝春

窗台上，是花；窗台外，是远山。
我透过花丛，去遥望远山，都说“远

山如黛”，可如今，春尚浅，绿还薄，远
山，也只是一簇，一线，或者，就只是模
糊的一片。远望，虽然不清，却总有一
份猜想，或者期盼；猜想远山上有些什
么，期盼有朝一日，可以登山一游。

也许，还有更多，更多……
注定要如此啊，每一个人，都有自

己的心中的远山，也就都有自己的一份
期盼，或者向往。于此，才有了奋发的
精神，才有了进取的力量。

看着玉兰花开了，心中便油然生一
份春天的欢喜。

红的玉兰花，白的玉兰花。我喜欢
白的玉兰花，只因它白得纯粹，白得圣
洁；我不喜欢红的玉兰花，只因它红得
不够纯粹，红得迷迷糊糊，花花搭搭。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什么都要分
明，都要纯粹，才好。

我没有见过黄色的玉兰花，有吗？
若然有，我也希望它黄得纯粹，金黄金

黄，春雨一洒，一片片掉在地上，是大自
然抛洒的金叶子。

也让人想到金黄色的衣衫，感觉
“春衫薄”。

一场春雨，不期然而落下。
那样细，那样柔，簌簌，软人肌骨，

也软神的肌骨，试问：谁人能经得起这
般多情的春雨呢？又是那样的润，那般
的亮，似孩童揉湿的眼目。明目青睐
——孩童的眼睛，春雨的灵魂——干干
净净的灵魂。

一粒种子，在湿润的泥土中，醒
来。欣欣然，揉揉目，抻抻腰，打一个呵
欠——它要发芽了。

篱园边的那株桃花开了，花瓣上沾
了雨滴，透明的雨滴；红红的花瓣，是薄
薄的眼皮，那雨滴，让人想到“胭脂泪”。

风一吹，一些花瓣就落了。飘飘
然，似蝶不是蝶，是薛涛深红色的“桃花
笺”。一滴一滴的雨，是美人流下的桃
花泪吗？

看上去，好美——雨美，桃花亦美。

□ 路来森

春日散笔

一阵风吹过，粘染陌上杨柳色。
匆忙间，未曾留意季节变化，忽略了悄
悄来临的春日风情。只在猛然抬头，
才惊觉春已跃上枝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突然觉得，应该在这明媚的日子
里，煮一壶诗意，邀约两三知已，临水
而坐，以春当酒，对风当歌，让那春韵
慢慢沁入你的心际，体略春的妩媚与
风情。

“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春风
助肠断，吹落白衣裳。”恍惚中，似乎看
见元稹临江而立，仰望天际，听丝丝春
风耳语，写下春时桃花飘落的韵味。

春来，送一树嫣红，一窗明媚，在心
中流淌。春去，留一地艳丽，一山苍绿。
春风拂过，唤醒万物，暖融冰雪，让春意
缀满岁月的枝头，演绎一场活色天香。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
花。”那潺潺不息的小溪旁，一大片樱桃
林，最先绽开月白色的花蕾，叩响了春
的门。接着便是杏花、桃花、油菜花，那
些有名无名的花便纷纷绽放开来。

喜欢这绿意盈然的世界，更喜欢
徜徉在春日的微风里，晾晒在春色的
阳光下，让经历了一个冬的心如山花
般灿烂。

春在小山村静静流淌着。你看，
田梗上，小溪边那或疏或密的小草已
经悄悄地在春的鼓动下，绿了开来。
即使在冬被雪压弯了的几株蒿草，也

挣脱了枯黄，硬生生地长出了嫩嫩的
芽儿来了。

那一抹浅绿的春，是静谧冬日后
或浓或淡的季节着色，是一缕吹皱一
池碧水或急或缓的细风。

那一路浅吟的春，是声声婉转清
脆的鸟语，是萦绕在耳边动听的自然
歌谣。

那一袭浅醉的春，是朦朦细雨里
青青草尖上的露珠，是开在田野里簇
簇花朵上的一抹灿烂的霞。

那一卷诗一样的春，缱绻的诗句在
山间流淌。泛黄的墨花，承载的是心中
的眷恋。春韵爬满心窗，在风里静静地
浅吟低唱。我不知这份念会持续多久，
只知它会依着春的脉络活色生香。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春韵依依，诗意依依，春风吹醒的
一个季节，人面桃花相映，花也蝶齐
舞。所有华丽的词来写春，都不为过。

这不，初春的晨雾里，有些潮湿的
空气，将杨柳新芽吻出枝条，那春意也
就爬满了细细地丝条，像三月三父亲
搓好的秧绳，只要惊蛰过后，就走进秧
田，将希冀缀满在春天。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温一壶诗
意，和着春韵，慢慢独饮。顺着柳丝爬
上树梢，在鸟语花香的日子里，伴着习
习的风，收纳一个季的韵味，慢慢品
尝。等待一个万些千红的春，与人共
享这个春和景明的盛世。

□ 鲁 珉

温一壶诗意与春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