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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寒水

我，在等待
不，我在仰望和遥想
终于，风筝在我的眼前
穿越到明媚的远方

此时，天好蓝
肥沃得可以种上无数躲云彩
每一双眼睛都是一把利锄
我展起双臂
播种了萌动已久的希望
愿每一个面孔都红润放光

前面的那个女子
漫步在爬满青藤的深巷
点点滴滴的细雨
将她的眸子湿亮
每一滴雨珠
亦是一粒种子
播撒在她回望的马头墙上

草地上
匍匐着一位诗人
正在沉思冥想
当西下的夕阳
将他镀成一尊雕像
那些诗句
已经在草地上蔓延生长

对面的阳台上
飘来水仙最后一抹清香
有两只麻雀
展起翅膀
用它们最甜的嗓音
播撒着属于自己的歌唱

桃花开了，梨花拥有了希望
风信子款款地挽住了
神采奕奕的郁金香
蒲公英，将要展翅翱翔
……

这是一个多情的季节
有多少喉咙哽咽
想要流泪的景象
我们正可以：
种风 种雨
种花 种笑 种春光

□杨勤华

种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
处闻。”曾经在脑海里无数次营造这
样唯美的布景，现在，我终于得以近
距离游览骊山，和那见证着岁月与
历史沧桑变幻的华清宫。

天朗气清。一早，刮起柔和的
风来，这是夏季里难得凉爽的一天，
也是我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乘了近
两个小时的车，便到了临潼。远离
市区，空气显得清新得多。草草解
决了早饭，满怀着对历史的敬仰，我
开始了当天的华清宫之行。

远远地瞥见了几座宫殿的朱红
檐角，突兀的伏在碧绿的骊山脚下，
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华清宫了。
果然，没走几步，一座高大的牌坊映
入眼帘，那是具有唐代典型建筑特
色的牌坊，刷着朱红色的漆，上面苍
劲有力地题着“昭阳门”三个大字。
走在下面，两侧门柱向后略微倾斜，
给人一种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感觉。

不远处，便见大大小小几十座
不规则的水池。听导游说，这里的
水，就是闻名中外的“华清池温泉
水”，伫立池边，绿树红花都融化在
清澈的泉水里，仿佛被玉液琼浆洗
尽了污渍，显得更加洁净。

过了几座水池，才算真正踏入
华清宫的宫殿区。第一座便是最为
著名的“海棠汤”。据说，这就是当
年唐明皇御赐杨贵妃的沐浴场所。

随着人流挤进去，才发觉它建造之
精美。“海棠汤”因其形状像海棠花
而得名，池底由一种叫墨石的深青
色石头拼砌而成，尽管过了这么多
年，却仍然光洁如新。细心的人还
会发现，整个浴池分上下两层，从上
面看，它的形状恰恰符合唐人追求的

“对称、协调、平衡”的特点。最妙的
是，早在几千年以前，唐代人就已经
懂得像今天一样使用水管输水，用喷
头淋浴。在场的游客无不被这座池
设计之精美而赞叹。

海棠汤的后面是星辰汤。唐代
帝王所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这
里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走进殿门，
便感觉到这座池的非同寻常，它的
左右宽度近9米，也是最深的一座
池。原来，它是这些汤池中修建最
早的，同时，也是一代名皇李世民的
沐浴之所。据说这座汤池之所以得
名，是因为当年李世民主持修建时，
希望能边沐浴，边观赏星辰美景，才
特地题名为“星辰汤”。满满的诗情
画意，可没过多久，这座规模雄伟的
汤池，还是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下走
向了廖落。

我跟随着导游的步伐来到了白
居易笔下演绎出绝世爱情的长生
殿。这是整个华清宫中规模最大的
一座宫殿。倘若不是有白居易的那
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

时”，这里的确是个令人心驰神往的
皇家休憩之地。仿唐式的檐角，着
上浓浓的朱红漆，一种庄严、肃穆的
感觉涌上心头。唐人习惯于精细行
事，连屋顶都小心地铺上一层琉璃
瓦。彩绘更是不用多说，抬起头来，
便有一幅幅生动精美的壁画直扑入
眼帘，题材、人物各异，栩栩如生。

久久地伫立在长生殿内，听导
游说，马上就要返程了。我愈不
舍，愈发现，那无数雕梁画栋，不正
见证了盛唐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
吗？只是，大多处于朝代顶峰的统
治者都沉迷于享乐。不知道当唐
明皇与他的杨玉环在这里纵情欢
乐之时，他是否听到了远处传来的
隆隆的战鼓声？于是，华清宫逐渐
衰败了，随着它一同衰败的，还有
盛极一时的唐朝。唐明皇，也再难
以沐浴在清澈的泉水之中。这儿，
不仅有建筑，更有历史。安史之乱
的硝烟弥漫了整个华清宫，硝烟散
去，已不见了当年的风流帝王，只
剩下雕梁画栋，在述说着那个朝代
的纷繁往事。

走出华清宫的大门，对那句“骊
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似乎
又有了更深的感悟。曾经辉煌的皇家
园林虽已不复存在，只是华清池的水
还会时时给世人以历史的警醒，还会
于时间长河中，流淌不息……

□骆浩宇

华清宫纪行

陈与义的诗中，我最喜“画取维
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这一
句。绮窗下，书桌旁，野花一枝横，
就把春天带在了身旁。

诗经中“士与女，伊其相谑，赠
之与芍药”，相互折花相赠，以表相
思，这怕是最早的插花了。

而文人热衷插花，就更使其成
为了一件雅事。由是，喜爱插花的
就不在少数了。

最早关注插花的文人，大概要
算竹林七贤了。他们主张返璞归
真，借身边的山花野卉，抒发胸中的
文人逸气。

到了唐代，插花走上了庙堂。
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锦洞天”，应
该是我国最早定期举办的插花艺术
展览会了。

在宋代，“插花、挂画、焚香、点
茶”，则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四般闲

逸之事。大文豪苏东坡，不仅热衷
插花，更具惜花之心。苏东坡曾写
过一首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
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只恐夜深花睡
去，故烧红烛照红妆”，这是多么痴
绝！当月华再也照不到海棠的芳容
时，诗人满心怜惜：海棠如此芳华灿
烂，怎忍心让她独自栖身于昏昧幽
暗之中呢？这蓄积了一季的努力而
悄然盛放的花儿，怎能无人欣赏？
夜阑人静，让“我”用高烧的红烛，为
她驱除这长夜的黑暗，这是何等的
喜爱与呵护啊。

如今，插花已经走人们生活的
角角落落。我特别喜欢茶席的插
花，长案青盏，茶香缭绕中，一枝疏
影，几缕花香，非常具有传统的文人
插花的余韵。花与茶，相映成趣，彼
此的清雅优美相互应和，点缀着人

们在尘世间历尽沧桑的眼与心。
源于此，自己也爱上了插花。

家中飘窗上那小小的茶台，春梅秋
菊，总有四时不同的风景。

这些花，有菜场、街旁偶遇所
获，也有专程去花市购买，还有朋友
相赠。阳台上小小的花圃也贡献
不少——除了茉莉、月季、山茶等
等多年生的花卉外，每年初春，我
都会买些花种，种在两个大大的花
槽中。这些生命力极强的草本花
儿，在阳光下泼泼辣辣地生长，怒
放，把各种颜色和姿态奉献在我的
案台上。

并不懂太多的插花知识，也不
去考虑什么造型的讲究。只是愿意
用那一支支的美好，来点染自己的
生活，也借以抒发自己的心境。总
是觉得，这样自然而然地随心运用，
或许更接近插花的本意。

□王 霞

小瓶春色一枝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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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朱熹的这首《春日》踏入原
野，要去探访春天。

出城，进入久违的乡村。东风拂面，
空气清新，城市里的紧张、压抑与沉闷一
扫而尽。明媚的阳光，让深锁的心产生
骚动，身上的冬装就有点穿不住。于是
敞开衣襟，让恣意的春光扑入胸怀。

江北的春天来得有点迟，三月的
原野还未见万紫千红，但坡上的麦苗
儿青翠，埂边的柳条儿嫩绿，地间的油
菜头上也泛出一抹金黄。放眼望去，
一垄垄充满生机的田地，像是季节发
表在春天这本绿封皮刊物上，一首错
落有致的现代诗句。

想象中，春，就似一位刚梳妆打扮
好的娇娇新娘，乘着一只花团锦簇的舴
艋舟，早被暖风卸了所有的愁绪，载满仓
喜悦的绽放，在我身处的江北停靠。春
的脚步如此款款莲莲，春的身段如此柔
柔软软，以至我在乡间的小道上摇摇摆
摆，有点把持不住自己的行走。

这时候，就与一树杏花猝然相遇

在村头，像一个从《聊斋》中走出、负笈
赶考的书生，在芳草萋萋的路口，与一
位狐媚的女子相遇。如此的素洁，如
此的灿烂，如此的迷人，如此的芬芳袭
人，一个春天的故事就在我的心头展
开。春天，这样一场美妙而伟大的爱
情，谁不愿为此抛弃几千年苦守寒冷
与孤独的修行？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
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想叶绍翁当年《游园不值》，是何
等的失落，而一枝出墙的红杏，勾起了
多少怀春的情愫。

于是学小杜，向涧边的牧童问路，
落脚于山坡上的农家酒店，虽无杏花掩
映，却有绽放的心情。先品一盏溪水冲
泡的香茗，再沽一壶店家自泡的枣子
烧，就两碟野味土色，与友人品春光、话
桑麻、舒胸意、和平仄，其乐融融。

忽有乡音俚曲从半山处传来，在
袅袅的音律里心荡神驰，微醺的双眼
里就恍惚看见，脚下的那片桃花林，花
骨朵们骚动不安，她们急切地要把一
个春天，完完全全地打开。

□方 华

探 春

安徽太湖，虽然不是我的出生
地，但我是太湖的女婿，我先后四次
踏上这块土地，让我难以忘怀。

1985年的春节刚过，我第一次
随岳父、岳母大人一行8人回老家
探亲，到安徽太湖徐桥大石乡。尽
管铜陵到太湖只有200多公里，但
需要走一天一夜的路程才能到。当
时，我们先搭上轮船到安庆华阳即
江北，尔后才能坐汽车抵达太湖。
这还不能到达目的地，要想到达目
的地还要步行十几里。说到回家的
路，我的老伴告诉我，那一次在回老
家的路上，她没有看见路上有个坑，
不小心掉下去了，当晚还发起了高
烧。她每回想起这件事，至今仍心
有余悸。

二十年前。我陪老伴回太湖老
家，老家也还用马灯，甚至还有点煤
油灯。家里的床铺也极是紧张，夜
晚我同我的连襟、内弟，共挤一张
床。睡着了，竟然把马灯蹬掉地上
摔坏。怕担责，互相推诿，谁也不知
道是谁蹬的。

自从1995年“铜陵长江大桥”
通车后，铜陵至太湖的路程未变，但
来回便捷，大大缩短了行程时间。
以往需要一天一夜，现在只需要4
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安庆太湖。

2002年，老伴的伯父逝世，我
们回太湖老家。家里已经翻建了新
楼房。夜晚，我们住的房间，宽敞，
明亮。在太湖茅草屋已经看不到
了，不少人家都盖起了两层小楼

房。即使没有盖两层的楼房，但也
有平顶砖瓦结构房屋。

2012年清明节，我再次来到安
徽太湖，所看到的是，水泥路直通村
庄。我与老伴的堂兄聊天，他已是
快 70岁的人了，但精神仍然很饱
满。他告诉我，他平时不打牌，有时
间就到地里转转。我的老伴堂侄儿
说，他在家基本不用做农活，忙着搞
住房建设。说沿着村里路路通（水
泥路）两旁盖起的房子，都有他的
份。家里盖了接近三百个平方米的
两层小楼房。

岁月如歌，如今，安徽太湖县发
生了巨大地变化，不仅家家里通了
电，用上了自来水，用上了液化气，
更让人感受到太湖越来越美了。

□沈宏胜

去往家乡的路

四月，桃花遍地开

沟沟坎坎坡坡
四月的人间，用一树树盛开的桃花装扮
寒冬过后，桃花
用自己的身躯，为春天献出一份厚礼

一朵桃花的芬芳
唤醒一条条的流水
那些闭不住嘴的鸭子
总是喜欢泄露了一些关于春天的秘密

一朵桃花上，就能绽放出一个春天
那么，十里桃花
我不敢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美

四月，桃花遍地开
我的心事，就是一枚熟透了的桃子

十里桃花开

一树桃花，带给你的是美丽
十里桃花，带给你的就是惊艳了

此处是海，一望无际的海
桃花为水，铺展一望无际的美丽与芬芳
春天路过的风，都在这里痴迷打转
一向自恃清高的蝴蝶，
都迷了自己心中的方向

十里桃花开
那位古典的美女，是否会从这花丛深处走来
站定此处，我展开想象的翅膀
花香不是酒，我却醉了

桃花深处有人家

不是住在桃花深处，就是桃花源
而是一颗心静了，才叫桃花源
桃花深处的人家，将世间的欲望繁杂的世事
统统拒之在外

蓝天白云，清风明月
再加上这一树树的桃花，一声声的鸡鸣犬吠
就是人间的天堂了
桃花香里，鸡鸣声中
总有古典的诗意在流淌

一代才子唐伯虎笔下的桃花庵
不就是这眼前的桃花人家吗
花香阵阵，鸟鸣悠悠
时光缓慢，岁月静好
桃花深处的人间啊，真美

□姜利晓

桃花红（组诗）

忆江南 苗 青 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春姑娘仿佛是个古典、曼妙的女
子，在冬天依依挥手的时候，做着不慌
不乱之态。她也许在想，既然新的春
天，定要好好筹划，细细梳妆。花儿也
要想好一朵，才开一朵，何必那么慌
张。她在天气渐暖的日子里，含笑以
对。

当万物都在说着：天气暖和了，草
儿要发芽。春姑娘才像个唢呐吹响，红
轿子抬到屋前，才蓦然醒悟的新娘一
般。她指点着天地万物，仿佛一夜之
间，呈现出春的模样。当你突然抬头，
会惊喜地发现桃花竟然开了，一朵朵水
灵灵、鲜嫩嫩，正笑盈盈地看着你。它
们是什么时候开放的？竟然是悄无声
息的？它们什么时候长的骨朵，仿佛都
是一夜之间的事。

而那些树上的“毛毛虫”竟突然在
某个春日，“扑簌簌”地掉下来，落了一
地。人们就惊呼着：什么时候长的，竟
然突然都落下来了？而嫩嫩的芽早已
开始萌发，一切都呈现着温暖、春和景
明的色调。

赏春最宜在水边。杨柳已经长出
了嫩嫩的小芽，它们似乎漫不经心地将
自己的腰枝，低低的垂在水边。于是随
着轻风摇曳，那些刚刚冒出嫩芽的柳
枝，轻轻地拂动水面。水波轻柔，而灰
瓦白墙的房子就在杨柳依稀处。人们
悠闲地走在春日里，清爽爽，欢畅畅。

而当你远远地望去，那一片葱茏翠绿竟
然倒映在水波里，仿佛一幅清新淡雅的
春日即景图。

街角寂寞无声处，一枝腊梅已经有
些枯萎了。那些黄色的小花朵，低着
头，似乎在聆听春姑娘的脚步。它们曾
经顶风冒雪，终于迎来了温暖的春日。
老城里，到处有小小的水塘。泉水一路
欢歌着，永远不知疲惫。它们跃过如长
发般丝丝缕缕而又翠绿的水草，拂过颜
色不一，却美丽摇曳的游鱼，它们滋养
着这片土地，也养育了这里的人们。

春日风景最妙。人们居住在百年
老院里，安然地看着光阴缓缓流逝。看
着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
而复始，又开始在这美丽的春天。绿绿
的柳叶，就静静地垂在百年老屋的灰瓦
上。古老与新生相对无言。

老院是济南传统的老屋，漆黑的木
要房，上面贴着火红的门神，而两侧的
对联，更是经典：“四面荷花三面杨柳，
一城画卷千古人文”道出了济南厚重的
历史底蕴。此时，你只想象着，有个穿
着旗袍的美丽姑娘，突然“吱呀”的打开
门，袅袅婷婷地走出来，才和这个画面
相配。一株桃花，正灿灿地开放。它们
将自己的枝杈映衬在白色的墙壁上，绿
的叶，粉色的花，仿佛让人置身江南。
而花的旁边就是一扇小小的窗。如果
你恰好凭窗而立，那份清雅的滋味，沁
人心脾。

盼春，赏春，最是春光浪漫时……

□刘云燕

赏 春

我收到了一幅画，画的主题是春
天，可是画上的春天却没有色彩。

这幅画是我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寄
给我的，是他学生的作品。他说他也不
知为何会寄给我，或许是因为我所在的
江南有美丽的春天，也或许是因为画这
幅画的孩子向往江南。

朋友是贵州山区的一个小学老
师。在那座几乎远离尘世的山上，他教
小学三年级。班里不到二十个孩子，他
从语文、数学到唱歌、画画全教。那天
他用手机发来几幅他的学生的画，让我
看看山里孩子画的春天，说山里的春天
很美、很原始。

我看到了太阳、绿树、大山，看到了
各种花，看到了在花间飞舞的蝴蝶，在
草丛里玩耍的儿童……山里孩子笔下
的春天是绚丽多彩的。可是就在这些
五颜六色的画中，我也看到了朋友说的
画得最差的一幅画，说他强调了几遍一
定要涂色，甚至把画笔亲手拿给了他，
还说画得好的话会把这幅画帮他寄给
远在江南打工的妈妈。可他终究也没
有给自己的画涂上颜色。那是一幅画
在田字簿背面的铅笔画，纸从图片上看
去有点皱皱的：枯枝、房屋、小鸟、孤单
的孩子……画的右下角却工整地用笔
写着：和春天说再见。

朋友说，这个孩子是个留守儿
童。父亲在外打工，几年没回家了。
母亲受不了家里的贫穷，走了。家里
的爷爷奶奶和他说，妈妈在江南打工，
过年的时候就会回去看他。所以他成
天盼着天冷，盼着过年。他最不喜欢
春天，因为春天离过年最远……我突
然感觉，这是孩子心中最真实的春天：
有思念，有期待，有家，有温暖，有渴
望，有无奈。

收到这幅画的时候，我正在写一篇关

于春天的文章。春天在我的笔下是那
么的旖旎、美好。到处是莺歌燕舞、浅
吟低唱。那个要和春天说再见的孩子，
让我的眼睛湿热了。如果可以，我真想
把江南的春天给他，把满满的母爱给
他。

家住江南，不必说“春色满园关不
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不必说“云想
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单一
个“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就会让人对春天有着难以言说的
留恋。可是，今年的春天一直在淅淅沥
沥的细雨中缩着，春寒料峭已不是一个
清寒可以解释，一步三回头的春雨把整
个季节都缠绵成了一首情歌，上窜下跳
的气温让这个季节多了些无常。连绵
不绝的春雨更是少去了些诗情画意，夹
杂着本就不温存的电闪雷鸣，只把姹紫
嫣红打了个措手不及。“花谢花飞飞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昔日葬花人已
逝，所有的感怀忧伤也应随风而去了，
可是，整个江南却依旧被春雨泡在水
里，在收到这些画前，我也想和春天说
再见了。可是现在，再看看身边那满池
的碧水，满山的翠竹，啾啾的鸟鸣……
这些又都在书写着春天、歌唱着春天。
季节定不会因了俏皮回首的寒气而生
出苍茫，也不会因了电闪雷鸣而让人恐
慌。已经绿了的树依然绿着，已经舒展
了腰身的百虫依然清醒着，小草也依然
倔强着，弱柳依然笑看着春风，燕子依
然轻衔着春泥，孩子依然满脸的笑容
……我整个的身心依然暖暖的、幸福
着。

我拿起儿子的画笔，给这幅画涂上
了芬芳。远方的孩子，去拥抱春天吧，
不要急于和春天说再见，敞开心胸，让
春天住进去，你渴望的一切或许就能实
现。

□葛 鑫

永远是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