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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邀我去看桃花。
老蔡说，去年他一个人在山上浪荡时，遇

到过一洼桃花，红红白白一大片。
踏上入村水泥路，说说笑笑，不到一根

烟工夫，看到路侧一小道通往山坡上，如藤
如蔓。循着小道，弯弯绕、绕弯弯，就爬上
了山梁。

山梁缀连着一望无际的山丘，像一河绵
延起伏的波浪。梁下小山与山梁纵横交错，
形成了沟、岔、洼、垴，便是山梁下村民的家。

邻着的两山像一双大手，从下向上徐徐
展开，捧出了一个“爱心”形的洼，到了上面食
指相抵，冒出了一个尖，就是我站着的山顶，
准确地说，应该叫洼顶。洼里的荒地上长着
一簇一簇的桃树，有人特意栽的，也有野生
的。洼也许是有名字的，但无从知晓，我便叫
它“桃花洼”。

今年闰二月，时令尚早。清冷的桃枝上
矜持地绽出星星点点的花苞，像初生婴儿惺
忪的小眼。老蔡说，今年来早了，过些时日再
来吧。于是，心里装了桃花，我们便下了山。

一天饭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又遇到了
老蔡。老蔡说，十来天了吧，不知那桃花开得
怎么样了？我拉着老蔡，急匆匆地就爬上了
山梁。桃花一直是放在心里的，只是最近一
段时间忙，才冷置了。

我站在山梁上，远远就看到洼里的花海。
有粉红的、有洁白的、有浅紫色的。洼外草色
还是黛青一片，洼里已经春意盎然。我受不
住这热烈的诱惑，不顾草藤缠绕蒺藜拦路，一
路小跑就下到了洼里。栽种的桃树生长在一
个个石砌的梯田里，纵横成行，像雍容的贵妇，
花团锦簇。崖畔的野桃花在阳光下摇曳着，
随和多了，像热情朴素的村姑。

我徜徉在桃花里，贪婪地欣赏着这一洼盛
开的热闹。它们成串成串地开着，一朵挨着一
朵，一朵挤着一朵。有的傲立枝头，有的左顾
右盼，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挤眉弄眼。这些惹
人的精灵呀，前些日子还是襁褓里的婴儿，转
眼间就变成了玲珑剔透眼波流光的美人。那
忙忙碌碌的蜜蜂，往来穿梭在金黄的花蕊里，
像腊月赶集的小孩。一阵微风吹过，馨香馥郁，

我已微醺。
看着这一洼开得坦坦荡荡汪洋恣肆的桃

花，我羡慕了。这些桃花啊，盛装的盛装，素
颜的素颜。全然无视别人的眉高眼低，它们
按自己的法子活着。有人看，开放，无人看，
也开放。既然命中注定，花期有数，艳不过旬，
索性无拘无束，用激情点燃生命，靠本真挺起
脊梁，美艳了世界，芬芳了人间。

我想折几枝桃花带回家养到瓶子里观赏，
但面对这么美妙的精灵怎么下得了手呀？再
者，在瓶子里又能活几天呢？还是拍几张照
片，留得久些。但走得急，手机忘在了家里。
老蔡说，下次来，一定拍些桃花照带回去。

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带
了相机，急火火唤上老蔡又来到了桃花洼。

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跳。上周彩云般的
桃花早已落入了黄泥里，横七竖八，茫茫一片，
惨不忍睹。这是谁下的毒手？是春风？还是
春雨？枝上虽然还有一些零零落落星星点点
的桃花，但已皱了眉，萎了瓣，早已失去了昔
日的光彩。

老蔡后悔上周忘带手机未给桃花拍照，
现在带了相机，已是枉然。我安慰了老蔡，桃
花开了，没有相机；相机带了，桃花谢了。这
也是生活的常态，让美好总是带些遗憾，美好
才更值得珍惜，更让人回味。桃花是硬气的，
高贵的。有人拍照，桃花开得仪态万方；无人
拍照，桃花依然绽放得淋漓尽致，即使在这人
迹罕至的地方。桃花是自信的，无畏的，快活
的。想必，桃花是不会怪我们的。

在回家的路上，沿途有处宣传牌，展示着
三月份学雷锋道德模范先进人物事迹。其中，
有一些先进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我和老蔡
谈论了一些我们熟知的先进人物，也说到了一
些虽未上宣传牌但在我们心里依然是先进的
好人。他们一生至诚至善、潇洒坦荡、不图名
利，尽情向这个世间绽放着自己的真善美，活
出了自我、活出了本真、活出了豪放。无论在
耀眼的镜头下，还是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他
们都一样的兢兢业业，问心无愧，芬芳着人间。

人生一世，灿若桃花。突然想起了这句
话，在心里暖暖地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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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敏

前几日的雪，悄无声息地扑面而来，在空
中回旋起舞，上演着聚散离合。

古拙的城墙把莲湖公园一分为二。这是
南园，深红色的塑胶过道早已被雪覆盖，背后
是一串串清晰的脚印。

雪真是大自然的魔术师。
雪落入路边草丛间，似仲春的柳絮，轻柔

而蓬松。雪的白映衬出草的绿，草的绿又显
出雪的白，彼此相映成趣。雪落在树枝上，树
枝瞬间幻化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银条，在空
中轻轻摇曳。雪落在竹子上，竹子顶上凝聚
成一嘟噜一嘟噜白色的云，似走非走。雪落
在还没长出叶子的红椿树上，便成了一个又
一个圆溜溜或大或小的银色绒球。风一起，
雪屑飞舞，如烟似尘。雪落在湖边的残荷上，
残荷便成朱耷画笔下的一只只呆呆的秃鹫，
静卧在湖边冷冷地观望着这雪地里的世界。
雪落在棕树叶上，又成了诸葛亮手中的那把
鹅毛扇，在风中指指点点。雪为石椅披上纱，
雪为石阶蒙上被。

过莲湖水门便是北园，沿着湖边石板路
踽踽而行，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天压得很低，风却是更大了，雪就在湖面上
空，像蝴蝶如芦花似鸭绒，舞之蹈之，嬉嬉闹闹，
做着各种空翻，犹如一群群淘气的孩子。

风从袖口领口一股脑地灌进来，手冻红
了，耳朵冻疼了。搓搓手，跺跺脚，捂捂耳朵，
继续向前走。

湖中的几眼喷泉喷薄着，翻涌着，湖面微
波荡漾。

两只小野鸭悠然于湖面之上，一前一后，
形如伴侣，身后漾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猛
然间，前面那只仰脖翘尾，潜入水下数十秒，
陡然在前方数十米处露出头，另一只急忙张
开双翼，紧贴水面滑翔数十米又紧跟其后，不
离不弃，相伴而行。

小路一侧的堰上是密密匝匝的迎春花

藤，泛着葱翠欲滴的绿。最外围的枝顶已有
些许毛茸茸的，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花苞。
再往里看，有一两个微裂的花苞包裹着小小
的淡黄色花瓣，最里面竟有一朵完全盛开
了。看着这朵金色的小喇叭，我有点激动。
这娇小淡黄的花儿，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
有荷花的娉娉婷婷，没有百合的浓香四溢，甚
至还有点稚嫩孱弱。但它却盛开了！开在春
雪里，开在寒风中，开在不为人知的最里层。
这花开得真好！柳树在这雪天里卸下最后的
盛装，通身变成灿灿的鹅黄，张扬在湖边，或
一株或一片，惊叹被文人们称之的弱柳，倒成
了耐寒冷的树，不由得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
和伟大。

一对年轻的伴侣拉着手走在雪地里，说

说笑笑，两人头发上落着薄薄的雪，他们一定
是在雪地里憧憬着一生相守、白头偕老。

一对老人在小桥那边悠然地走着，老妇
在前，老头在后为老妇打着伞，不紧不慢。衣
着得体，面容干净，意态安详。他们在一株枫
树下驻足，老妇从包里取出红色披巾，老头接
过披巾为她披于肩上，拿出手机为她拍照。
不时地在枫树下一番低声细语，老头的目光
能融化一切。

一红衣小男孩肆无忌惮地在雪地里跑，
年轻的母亲在后面追着，不停叮嘱孩子：“小
心，小心……”

身着白色羽绒服的两位年轻女子，一人
拿着长杆摄像机，另一人提着箱子。以专业
的设备推测，应该是两位媒体人，不时在雪地
里比画。她们风雪里的坚守，一园雪景将会
定格成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画面。

有了雪的春天更像春天，莲湖也因这场
雪温情脉脉。忽又想起白居易的“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一股暖流荡溢全身。

雪还在下，无声无息……

莲 湖 雪
代立学

从景村镇沿着景丹路向光明
村走，经韩湾约四公里就到了石
人沟。石人沟因有一块酷似人形
的巨大石头而得名。

已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了，可
石人沟还是冷得出奇。这里是
街道和光明村的气候分界线，无
论哪个季节，都能感觉到这里
要比街道气温低。景村街人把
这里以东的地方叫山里，光明
村 人 把 这 里 以 西 的 地 方 叫 川
里。媳妇的妹子在街里，每次
说话，都是山里的姐，山里的
妈，川里的姑、姨。

这里有石人，还有传说中的
神泉圣水。来到这里，右边是
一座座高耸的青山，山上布满
了蒿草，荆棘藤蔓。神泉圣水
的出口就在山下路边，我常常
奇怪这样的石头山，怎么就能
流出这样甘甜清冽的泉水，而且是一年四季水流不
息。左边是油泉河，人们常说油泉河里流的是和油
一样珍贵的水！蹚着河流过去，也是高山，但是没
有右边的山高。河岸边长满了槐树柳树，山上树木
茂盛，松树郁郁葱葱，栲树也不示弱，粗壮的树枝直
指天穹。

关于石人沟，有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相传
当年有一对逃难的夫妻来到这里，见这里山清水
秀，就在这儿定居了下来，并生有一儿一女。他们
在这里开荒种地，植树造林，河边种的多数是槐
树、榆树、柳树。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可是有一年
夏天，天降大雨，石人沟白浪滔天，巨石翻滚，不
一会儿就吞噬了岸边的房子。夫妻二人见大水滚
滚而来，丈夫丢下锄头，拉上妻子，就向孩子玩耍
的槐树林跑去。还没到孩子身边，大水就冲散了
他和妻子，妻子飞奔到孩子身边，等她双手举起两
个孩子的时候，大水已经没过了她的头顶。丈夫
眼睁睁地看着妻儿被大水冲走，大喊一声，顿时化
作一个巨大的石人，挡住了洪水。从此，这里再也
没有发过大水。

石人沟的石头多，大小形态各异，如狮子，似老虎，
怪石嶙峋，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听说
当年像石人的那块石头最大，有好多人把娃带到这里
祈福，来保佑娃们一生平安。也有娶不到媳妇的年轻
小伙，也来这里把石人当作月老来祭拜，回去不久就娶
到称心如意的媳妇了。

街道的人爱锻炼身体，跑步到这里，渴了就喝这泉
水。山里赶集的人，走到这里，累了就在这里休息，捧
一掬家乡的神泉圣水，喝进嘴里，甜在心里。一年四
季，随到随喝，不但喝了无病，反而身体还倍儿棒。直
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开着车，拿着大桶到这里取水。

现在已是春天，石人沟萌动的枝头上已是点点绿
意。等到那满山的槐花盛开后，景色美极了，一嘟噜一
嘟噜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的花儿挂满枝头，沁人心脾的
香气就会飘满石人沟，飘向远方。常常有人寻香而来，
到这里采摘槐花，拿回家做焖饭。

石人沟，虽没有其他地方的绚丽多彩，但它灵秀、
大气，尤其是春天的石人沟，更是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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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月季牡丹菊花之类
那么被看重，植于
室内或庭院中。在秦岭
它只是自生自灭的野藤

黄白相间的小花
开于春，止于夏
因而得此富贵之名
可入药，亦可做茶

如金银花开，一茬又一茬
馥郁的香味在梦里弥漫
采摘金银花的乡下人
也纷纷，穿金戴银

他们，其实就是一朵朵
开在乡间的金花银花
不过于受世风熏染，骨子里
保持着朴拙本真的一面

蒲公英

金黄的花儿，一朵朵
似小太阳，迸发出
温暖亮丽的光芒
它是春风写给大地
第一阙朴素的颂辞

长辈们多叫它婆婆丁
味苦，却胜似良药
用它煮水服用
记不清有过多少次
对付了口喉炎症

看见它，似总有个女孩
扬起笑脸，把它的种子
徐徐吹散，在风中飘飞
如许多小小的降落伞

金银花金银花（（外一首外一首））
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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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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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沈贵亮

春天里，山野间，清新之美令人眼花缭
乱，看种子发芽，看草木返绿，看鲜花盛开，
看山清水秀……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踏青赏春，不妨把耳朵也叫醒，听听山野间
春鸟的清唱，更使人领略一番别样的诗意。

清晨于山中独行，墨绿色的山坡已经
长出了许多嫩绿的新枝，就像是一块块墨
绿色的布中间拼接着一块块浅色的布一

般。比起山间，田野间颜色拼接得就更为
绚丽了。放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
花发了疯似的“黄”，一大片一大片的麦苗
发了疯似的“青”，黄色与青色大块大块地
铺陈、拼接，令人眼里心里满是欢喜。

驻足，吸一口饱含草木气息的空气，顿
时心旷神怡。而此时，春天的鸟儿们——黄
鹂、燕子、杜鹃、喜鹊、画眉……仿佛竞赛一
般，各展歌喉，给人们献上春天的歌。“唧唧”

“喳喳”“啾啾”“叽叽咕咕”……似口哨、似溪
声、似琴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风和日
丽，春山空旷，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晰。一声
声的鸟鸣从远山云外传来，让人只觉得更加
空旷，心境也豁达起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

鸟，时鸣春涧中。”年少时读王维的《鸟鸣
涧》，还不曾有过“鸟鸣山更幽”的感受，如
今人到中年，为生活奔波，夜深人静时，愈
发觉得忙里偷闲、闹中取静的难得，愈发觉
得那一个“幽”字的动人，那淡泊的意境

“哗”地一下子就出来了。春天，闲暇时间，
我只想一个人去山中独处，与鸟儿共鸣。

若是雨天、雨夜，鸟鸣就别有一番情趣
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读杜
牧的《江南春》，能感受到浓浓的春色，千里
江南，处处绿树红花，一派春意盎然的景
象。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夹杂着一声声鸟
鸣，这声音听着不是空旷，而是空灵；“春眠
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孟浩然在《春晓》中表达了对春天的
热爱与怜惜之情。春夜的雨，也许会摇落
春花，送走春光。但那清脆的鸟啼声会一
直萦绕在诗人的耳畔，在他的心湖画下一
道快乐的涟漪。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
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
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
稚忧草茂……”陆游的这首诗把鸟鸣和农
事耕作联系起来，给人以启迪，令人回味。

春天，仿佛是鸟儿叼来似的，鸟鸣春天
诗意浓，春山处处闻啼鸟。让我们循着鸟
鸣声登山踏青，捕获春天的气息，品尝春天
的味道吧；让我们也像欢快、勤劳的鸟儿一
样赞美和歌唱美好的春天吧。

鸟鸣春天诗意浓鸟鸣春天诗意浓
王 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