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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房子
大小合适，还有个小阳台。阳台外面有个
小公园，公园中间修有篮球场、羽毛球场，
视野很开阔。

刚搬进来时，还作了一番规划，把
一张小茶台放在阳台上，家里也养了不
少花。在街上遇着卖花者，也会随手买
上一盆回来，放在阳台的花架上。心
想，等闲下来时，泡一杯茶、捧一本书，
置身于花丛中，该是多么的惬意呀！

可真把这一切都弄好的时候，才发
现，阳台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几乎很
少到阳台上去。

有好长一段时间，因为生活和工作，
像只陀螺似的忙个不停。以前每天出
门，总是对着镜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
齐、干干净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门
也不修边幅，镜子也懒得照了，上班下班
似乎成了规律。工作也没什么突破，自
己也变得懒懒散散，连朋友间交际也越
来越少了。下班回家后一门心思给孩子
做她爱好的美食；买了几本书，本来打算
和小孩一起看的，可每次拿起书，看了几
页就一直停留在那儿，坐着发呆。日子
一天天过去，天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日子
过得就像是一只摆钟。

朋友见我这个样子，安慰说：“让生
活过得轻松点，心情愉悦点，脸上多点笑
容多好啊！”同事也这么说：“以前的你，
看起来很精神，现在怎么和以前不一样
了？”当时还不以为然，现在想想，真该好
好反思了。

细细想来，自己和以前真的不同了。
虽然做着同样的事，但还是缺少了点什
么，心里总有一种不安和焦虑。

是呀，这是怎么了？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雨淅淅沥沥地

下个不停，把这个城市淋得湿漉漉的，万
物都在重新生长发芽，我的心情突然有点

凄凉，又有几分喜悦。
那天，天刚放晴，听见阳台后面传来

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跑到阳台上往外看，
楼下的篮球场，一群孩子正在那里打篮
球。一个男孩将篮球在他前后左右不停
地拍着，两眼溜溜地转着，在寻找“突围”
的机会。突然他加快了步伐，一会左拐一
会右拐，冲过了两层防线，一个虎跃，转身
投篮。队友也不示弱，一个个都在寻找投
篮的机会，大家你争我抢，互不相让。另
一个男孩如玩魔术般抓住飞到头顶的篮
球，然后双手一沉，置于腰间，接着右手扔
出篮球，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半圆，侧着身将
篮球砸进了篮筐。

看到了这一幕，平静的心不由得起
了波澜。那一刻，我回过头，看见阳台
上那些栽在盆盆罐罐里的花：琥珀海
棠、迎春花、吊兰、栀子花、蟹爪兰争奇
斗艳。它们一朵挨着一朵，挤满了整个
枝丫，像一群小姑娘，争先恐后地展现
着自己艳丽的风姿。我好像看到自己
对生活又充满活力样子，脸上的笑容也
慢慢地找了回来。

阳阳 台台
张晓宁

从银杏园向东步行一根烟时间，再沿王
塬桥朝东约200米处的公园南岸草地上，一
树树红梅正在热烈绽放。手机识图显示，这
里的红梅有朱砂梅、宫粉梅、美人梅和龙游
梅四种。

商州地属陕南，却少有种植梅花的记
录。此处梅花皆从外地移植而来。从开过
的部分花朵来看，去冬大寒中，红梅们显然
用尽了力量，也演绎出了什么叫不惧严寒，
什么叫一腔赤诚。

也许因为移植，这里的红梅呈现“不妖
不媚、不俗不骄”之态势。但于华夏故园生
就的那一身刚毅倔强，冷香自敛的品性，俨
然犹在。

这里的红梅不仅有江南红梅“不妖不
媚”之品德，也有在丹江湿地安静扎根之心
性。距其一丈之外，就会闻到一阵阵冷香
不断袭来。

她微笑着向你走来，一身红艳，猩红沉
静的冷香，让你在疏影横斜里，尤感春光不
敢辜负，美好不能亵渎。是这处梅林中的朱
砂梅，俗称“骨里红”。

她一脸淡红或粉红，大老远就让你眼前
一亮，继而款款而动。那浓郁的冷红，让你
心脑清静，一身肃穆。于三千多年华夏梅园
的种植图画中，祖先们的辛勤身影，如在昨
日。那时，先人们习惯将她与朱砂梅统称为
红梅。这是“梅园”中的粉红色梅花，叫宫粉
梅。她是梅花栽培类型中品种最多的梅花，
花果皆可食用。

徜徉中，又一位美女披红而来，你感到，
世间美女历来不少，但傲雪冷艳，独立冰霜
的美女少之更少。她和宫粉梅同为梅中稀
有品种。她冷艳而娇羞，二月至四月初，联
合其他红梅，将大红色花朵绽放枝枝铁骨
上。她叫美人梅，法国人培育，由我国育梅

专家陈俊愉教授从美国引进。
龙游梅，枝干自然扭曲，树冠延展若游

龙，故叫“龙游梅”。她，可赏花也可赏枝，枝
条自然直上的叫直枝梅;枝条自然下垂的叫
垂枝梅;枝条自然扭曲的是龙游梅。她开月
白色重瓣花，为梅中珍品。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这是王
安石的《梅花》；“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
碧。”这是柳宗元的《早梅》；“雪里已知春
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这是李清照的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是林逋的《山
园小梅》；“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
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蹋散芳英落
酒卮。”这是苏轼的《南乡子·梅花词和杨
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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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各种诗词中的梅花，都没有像毛主席这

首《咏梅》，把红梅傲雪斗霜描写得深刻而丰
满，坚韧而无惧。更把中国人民在危难时期
不惧强权，自力更生，只争朝夕的民族气概，
傲雪迎霜一般，展示在世界面前。他激励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战胜
艰难与围困，永不言败的革命斗志如红梅一
样傲寒迎雪。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让我们百唱不厌。铿锵赤热的《红梅赞》，引
导我们站在红梅树下，看无数革命先烈，为
了中华民族复兴而英勇赴难的“红梅”情怀
和不朽身影！

盛世赏梅，除颐养心性之外，最多萦绕
于怀的是，传承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献身民
族复兴的“红梅”精神。这就是“红梅”于阵
阵严寒中，奋力绽放的魅力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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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当城市里的繁花已
经有些落寞时，故乡超洼沟里却依
旧寒意深深。那灿黄的连翘花在
高寒山区的故乡出现，需要等到清
明前后。对于故乡而言，它的仲春
其实和城里的初春一样，唯一能够
看出春天气息的是白墙黛瓦的民
居间，偶有一树白色的樱花和嗡嗡
飞舞的蜜蜂。

父亲是一周前回到故乡的，此前
他在城里接送孙子上学，已经半年多
没有回老家了。这次回家既想换换
环境，又想种点药材。故乡距离县城
六十多里，交通不便，缺医少药，可父
亲还是觉得故乡是天堂般的存在。
家里的大片土地多年前已经送给邻
居耕种了，只有门前的一小块菜地埋
着猪苓，却已经有七年了还没有挖。
猪苓是一种利水渗湿、泄热止渴、治
疟止泻的中药材，一般埋下菌种和树
段四年后采挖。可是，一家人都住进
城里以后，年岁渐高的父亲也没有能
力和时间回去劳作。父亲说，再不挖
出来这药材就腐化了。

七十四岁，不论在城市还是乡
村都是不算小的年纪，大多数人这
时都已经在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了，
可父亲却依旧闲不住，也不服老。
在城里，他腿脚麻利健步如飞，上
楼梯也不很喘气，骄傲地和我们比
试：“你们还不如我！”在乡下，他上
山砍柴下地耕作不怕吃苦，虽然架

势不是很像模像样，却舍得出力气。他对农活不够擅长，是因为当
了三十多年乡村教师，尽管过去一家五口的农活都压在身上，他到
底还是没有像真正的农民那样干起活来老练自如。

我回到故乡的时候，花白头发的父亲已经独自把那块菜地里
的猪苓刨挖干净，并埋上了新的菌种，只留下一垄不到两丈长的
地：“今天把它埋上就好了！”地头，父亲抡起的牙子镢，越过头顶深
深地插入地下，刨起的土块也不再硕大而厚实。父亲将刨挖的土
用木锨倒出，木锨一戳一戳却铲不起多少土……

父亲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停手，一道一道工序地干。我看不得
他如此劳累：“你这个年纪，有退休工资，身体也不好，没必要下这
样的苦！你看你自己回来挖地埋药，到时候还得自己挖，也没个人
能帮你……”父亲笑笑：“给孙子攒学费哩么！我今年都七十四了，
四年后挖药的时候就不是我的事了……”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没有
丝毫的悲伤。他说：“回来闲着也是闲着，干点活身体还好，再说
了，猪苓埋进去就不用管了，挖出来就是钱。”

在我和妻子的配合下，父亲原计划一个人用两个半天时间干完
的活，几个小时就完工了，看着这一片新翻的埋着希望的土地，他站
在地头满足地笑了。搬回农具，洗罢手脸，端起一碗我倒给他的白开
水，老头的笑容竟然那么幸福和灿烂。这次因为回家仓促，父亲没有
带换洗衣服，裤子的腿面上已经脏得起明发亮，可他依旧说没事没事，
村里人不都是这样么——回到农村，没人笑话你的衣服脏，脏说明你
勤劳……

吃饭的时候，父亲感慨地说：“这个村子里比我大的就剩下我
九十多岁已经糊涂的老妈了，和我同龄的人都走光了，我算有福气
的人，还能干活，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儿子放飞了他的遥控无人机，拍摄下这个秦岭深山寂静美好
的春天，拍摄下我们一家人在庭院里吃饭的场景。图片中，没有花
红柳绿，没有人流如织，只看
到这个不太宽阔的小山村土
地平整，屋舍俨然，黛瓦白
墙，美好怡然。我们抬起头，
面对头顶的无人机挥挥手，
看到的不仅仅是古稀父亲眼
里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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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中，一
直有一树盛开的梨
花，俊美如雪，灿烂地
绽放，在我生命的年
轮中，从不曾凋零过。

那是一棵故乡的
梨树，它长在我生活
的村庄里，在村人们
必经的路旁，村人们
无法忽视它，我也一
样无法忽视它。

村 口 有 一 条 小
溪，小溪自高处落下，
在一个拐弯处积成一
泓清泉，这泓清泉便
是村人们赖以生活的
水源。村人们将这一
泓泉水亲切地称作

“泉水井”。梨树就长
在泉水井的旁边，它
从泉水井的石坝边长
出，约有一个成人的
怀抱粗，高高大大端
直地伸向高空，跃过
一个 5 米高的石坝，
从上面生长开去，长
成一个篷大的伞状，
为高高的石坝路和石
坝路下面的泉水井撑
起一方阔大的绿荫，
于是这棵梨树于村人
便有了一种非同凡响
的意义。

一年四季，泉水
井边人总不断，有担
水的，有洗菜的，有洗
衣服的，有戏水的孩
子，还有光膀子搓澡
的男子，他们来的来，
去的去，把个泉水井
边吵得人声不断，笑声喧天。

四月前后，梨花开始开放，梨树的花总早于叶，因而
梨树花开的时候就分外雪白，梨树的花很繁，一撮一撮
的，一簇一簇的，拥挤在枝头，起初是圆嘟嘟的花苞，嫩白
嫩白，不几日，在一个透着寒气的清晨，就开成一片如锦
的雪白，满树花开，缤纷一片，亮白一片，耀眼在村口，成
为村子里最美的春光。

我离家的时候，要经过它的脚下；我回家的时候，它
扑面而来；我洗衣担水的时候，它的花瓣在我的头顶飘
落；我闲暇的时候，看蜂蝶在它的周围翻飞环绕。这一树
如雪的繁花，来来去去总在我的眼中，让我的眼前粉白一
片，让我的心中粉白一片，总令我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泉水井边就长着一棵硕大的
梨树，年年青枝绿叶，年年花开如雪。村人们常爱在梨树
下打转转，梨树脚下是泉水井，供人们取水用水，石头坝
上摆放着一圈石头，人们闲暇时在此娱乐，有纳鞋底的妇
女，有谝闲传的老汉，有打情骂俏的男女，还有嬉笑玩乐
的孩子。一棵梨树，以坝为界，将梨树的世界分为两重
天，常常是，梨树上边的人说话，梨树下边的人作答，梨树
下面的人说话，梨树上面的人和着，上面和下面的人调笑
着，下面和上面的人互戏着，一棵梨树将很多的人拉在了
一起，让很多的人有了交流的场所和机会。

梨树下，白天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晚上，就成了
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记得，我有一个堂姐，她和村里的
一个后生交好，白天干完地里的活，吃过晚饭，听得屋山
墙处的一声口哨，堂姐就忙不迭地找个借口，悄悄地溜出
去了，在外面一待就是半个晚上。偶尔，我会打趣地问堂
姐：“做什么去了？”堂姐羞红了脸，将手里的小辫一甩，撂
下一句：“不告诉你！”从我身边几步就跑开了。后来，堂
姐和那个后生结了婚，我才知道，堂姐是在和那个后生谈
恋爱。那棵梨树见证了堂姐的爱情，梨树花开，也是堂姐
的爱情之花在盛开。于是，那棵梨树在我的眼中就变得
有些神秘和美妙，虽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爱情为何物！

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学校；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
家；后来，我长大了，嫁到了另一个地方。但是，在一次一
次的离去中，那一树梨花，我始终不曾忘记，她就像是我
的妈妈，就像是我的亲情，就像是我童年一起长大的小伙
伴，就像是我的闺中密友，让我总不能释怀与忘却，以至
它走进了我的生命，成了我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灿烂雪
白，缤纷美丽，点缀着我生命中所有的旅程。

每次回到老家，我总会抽点时间去梨树下坐坐，看看
它是否老去，看看它会否还依旧青枝绿叶。有时梨树花
开，有时梨树花未开，无论梨树花开抑或是未开，它于我
都是美丽的，因为它已经开放在了我的心中。

令我惊奇的是，多少年来，这棵梨树一直长得很旺
盛，春天是满树的繁花，夏天是满树的绿叶，永远蓬蓬勃
勃，欣欣向荣，焕发出一株生命固有的鲜活与壮美。正因
为如此，让我时时感知生命的美好，感知春天的美好，感
知一树花开的美好。也正因为如此，让我倍加珍惜生命，
热爱生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如期到来的每一个新的日
子。因为，生命的美在于它永远有着充沛的生命力和旺
盛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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