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缪蕾 版式：王世锦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04 副刊 FU KAN

槐香深处是故乡

初夏时节，繁花已谢，青果显
露枝头。浅夏草木深，树林繁茂，
鸟儿鸣欢，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这个季节的花也是有的，栀
子花、金银花、蔷薇花相继绽放，
有的开在农家的庭院里，也有的
绽放于山间田园。这时，有一种
叫金鸡菊的花儿在浅夏时节里悄
然开放，不久便铺天盖地于河滩
路边，倾泻而至，奔放而热烈，千
娇百媚，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
接。

金鸡菊一般生长在河滩上、
田沟边、山涧中，与水为伴，同湿
地结缘。它不择肥瘦，随地生
长。开花时，起先是零零星星的
两三朵，是那么的不引人注目，用
不了几天，大片的金鸡菊便恣意
绽放了。天蓝地绿，湖水交映，朵
朵密集，簇簇相拥，层层叠叠，连
成片，汇成海，形成一望无际的黄
金地毯，渐渐蔓延到河滩两岸，连
河坝上乡间小道也都被金鸡菊包

围了，它们蔓过道路，越过小径，
把本来就很窄的小路遮掩得若隐
若现，逶迤蜿蜒，似无却有。纤细
的绿色花茎上，一朵朵金灿灿的
黄花或仰着头浅笑，或耷拉着头
沉思，羽状般的花瓣透露着一丝
仙骨道风。花儿一丛丛，一簇簇，
脸对着脸，碰个额头，握个手，友
好而笑脸相迎，忘记了什么是忧
愁，什么是烦恼，欢乐永远伴随着
他们。行人走过，拂起了微风，仿
佛是要牵住行人的衣袂，告诉路
过的行人，微笑一下吧，抛弃生活
中的不快和烦恼，做一个乐观阳
光的人。

而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
圆圆的，小的如青豆，大的像一枚
实心的铁弹珠。微风吹来，纤纤
花茎上的花骨朵前仰后翻，左摆
右晃。那些圆圆的花骨朵儿像戴
着拳击手套的拳击手，你给我一
拳，我偷袭你一拳。你打在我脸
上，我擂在你的腋下，由当初的两

人参与变成了聚众斗殴，打斗得
不可开交，难分胜负。风儿是裁
判，风儿止了，它们也就消停了，
静静地相互对视着，随时重拳出
击，令身边的伙伴们防不胜防；又
让人想起南宋民族英雄岳云手里
的擂鼓甕金锤，骑着一匹战马，一
马当先冲锋在队伍的前面，抡起
手中的金锤左右开弓，驱逐鞑
虏。身后是千千万万的金锤，千
军万马，雷霆万钧，呐喊着、奔跑
着，震天撼地，威武雄壮。

一群户外郊游的行人无意发
现了河滩上的一片金鸡菊，惊呼
不已，张开双臂，朝河滩上那片金
鸡菊飞奔过来，惊吓得花丛里的
蜂蝶四处乱飞。花好还须赏花
人，他们捧起一朵鲜艳的花儿凑
在鼻子前嗅了嗅，一丝淡淡的清
香直抵肺腑。再看看眼前这片金
鸡菊，用手轻轻抚过，仿佛是和这
些可爱的小精灵打招呼。女孩子
天生爱美，她们俯身扯下几根金

鸡菊，柳条状的绿叶搭配金黄色
的花儿，纤软而细长的花茎宛若
是一根编绳，纤纤花茎在灵巧的
手里来回翻舞，很快就编织成一
个鲜艳夺目的小花环。头戴花
环，手持鲜花，秀丽乌黑的头发，
端庄典雅的花裙子，置身于一片
灿烂的金鸡菊花海，用手机拍摄
下来，青春靓丽，笑靥如花，真是
美不胜收。

金鸡菊的花期比较长，花儿
开谢了，花瓣依旧附着在上面，任
由日晒雨淋，直至枯萎，萎缩于一
团，连同花茎一起萎谢凋零，归于
泥土，真可谓是“新枝黄叶瘦，残
梢花最肥。”一朵花败，其他的花
儿前赴后继，欣欣赶来，
你方唱罢我登场，仿佛
是一场接力赛，要把乡
野打扮得漂漂亮亮，妆
点得雍容华贵，令前来
郊游的人惊呼不已，叹
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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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菊盛开的初夏
母亲的菜园不大，不过

方寸之地，却仿佛藏着整个
四季的秘密。它蜷缩在老
屋后院的一角，被低矮的砖
墙围着，像一块被时光遗忘
的绿手帕。可就是这小小
的园子，却总能在恰当的时
候捧出鲜嫩的青菜、饱满的
豆角、或是几颗羞红了的番
茄，仿佛母亲的手心里永远
攥着春天。

早 春 时 节 ，母 亲 便 开 始 翻 整 土
地。她弓着腰，锄头在泥土里划出深
浅不一的沟壑，新翻的土泛着潮湿的
褐光，散发出一种微腥却令人安心的
气 息 。 偶 尔 锄 尖 碰 到 石 子 ，便 发 出

“叮”的一声脆响，像是大地在轻轻应
答。

母亲的手粗糙却灵巧，她将种子
一粒粒点进土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
哄婴儿入睡。菠菜籽细小如沙，黄瓜
籽扁圆饱满，而南瓜籽则像一枚枚微
型的盾牌。埋好种子后，她还要细细
覆上一层薄土，再用手掌轻轻压实，仿
佛在给大地盖一床温暖的被子。

几场春雨过后，嫩绿的芽尖便顶
破土层，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它们起
初只是星星点点的绿意，可不过几日，
便连成一片，像是一封封写给春天的
信 ，被 风 一 吹 ，便 哗 啦 啦 地 翻 动 起
来。

夏日的小菜园最是热闹。豆角藤
攀着竹架往上爬，细长的须蔓像婴儿
的手指，紧紧抓住一切可以依附的东
西。黄瓜藤则更加肆意，宽大的叶片
下藏着毛茸茸的小瓜，顶端还顶着未
凋 的 黄 花 ，像 戴 了 一 顶 俏 皮 的 帽
子。

母亲每天清晨都要去园子里巡视
一番。她拨开叶片查看茄子的长势，
捏一捏青椒是否结实，有时还会蹲下
来，用手指轻轻弹一下西瓜，听它发出
沉闷或清脆的声响。她的目光温柔而
专注，仿佛不是在检查蔬菜，而是在倾
听它们的私语。

蜜蜂和蝴蝶是园子里的常客。它
们在金黄的南瓜花间穿梭，翅膀沾满
花粉，飞起来时像撒了一路细碎的金
粉。偶尔有瓢虫停在菜叶上，母亲从
不驱赶，只是笑着说：“这是园子里的
卫兵，专吃害虫哩。”

秋日的菜园渐渐安静下来，可依
然慷慨。番茄由青转红，沉甸甸地坠
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韭菜割了
一茬又长一茬，仿佛永远取之不竭。
而角落里那株老柿子树，则挂满了橙
红的果实，远远望去，像是举着一树的
小太阳。

母亲采摘时总是小心翼翼。她掐
豆角时只取最饱满的几根，摘茄子时
用剪刀轻轻剪下，生怕伤了枝干。她
说：“菜也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才
会回报你。”

收获的蔬菜从不浪费。母亲会把
它们分装成小份，送给邻居、亲戚，或
是腌成咸菜、晒成干菜。她常说：“菜
园里的东西，一个人吃是滋味，分给大
家才是福气。”

冬天的小菜园看似沉寂，实则暗
藏生机。母亲会在霜降前撒下菠菜和
油菜的种子，再盖上一层稻草保暖。
寒风中，那些嫩绿的幼苗依然倔强地
生 长 着 ，像 是 一 群 不 畏 严 寒 的 小 勇
士。

雪后的菜园最是好看。厚厚的雪
被下，隐约可见几株耐寒的青菜，它们
的叶片边缘被冻得微微透明，却依然
挺立。母亲有时会扒开积雪，摘几片
嫩叶煮汤。热腾腾的汤里浮着翠绿的
菜叶，一口下去，仿佛咬住了春天的尾
巴。

如今我离家多年，可每次回去，仍
会先去小菜园看看。那里的一切似乎
都没变——豆角架依然歪斜，柿子树
仍 旧 高 大 ，泥 土 的 气 息 还 是 那 样 熟
悉。可细看之下，母亲的脚步慢了，弯
腰时有些吃力，锄头也不如从前挥得
利落。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小菜园从来
不只是种菜的地方。那是她的画布，
她用汗水调和色彩，用耐心勾勒轮廓；
那是她的日历，每一株菜都标记着时
令的更替；那更是她的语言，沉默却深
沉，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着对生活的
热爱与坚持。

土地不会辜负勤劳的人，岁月却
会悄悄带走力气。可无论怎样，只要
种子还在，春天就一定会来。就像母
亲的小菜园，永远在某个角落，安静地
生长着希望。

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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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喜欢读书，如今年老
了也喜欢读书。只是年轻时读的
书大多是激情澎湃、缠绵俳侧的，
大悲大喜，快意恩仇。现在犹如
一粒细小的沙子，融入那岁月的
长河，沉寂无声。只以一颗平常
心，慵懒意，去阅读使心灵放松的
文字，去欣赏一幅简洁流畅的黑
白图，或是只管坐着聆听舒缓的
钢琴曲。哪怕是一朵花、一片云、
一杯清茶、一串愉悦的鸟儿歌唱，
也能让我心旷神怡。

爱上作家黎戈的书《心的事
情》是有道理的。只看封面就让
人有恬静安然，会心静，淡淡地映
入眼帘的是一只端庄优雅的猫，
通体的黑，前爪撑地，后半身随便
盘在地上，形成流畅优美的弧度，
但它不自知，正平视着远方，似乎

在思考，或者正品味着诗和远
方。猫的背后，是一树无叶，正含
苞待放的梅花，因为整个封面是
深灰色打底，图片以黑白为色，看
不出梅花的颜色，但那姿态是那
么从容，它正孤芳自赏。不与百
花争艳，没有浓郁的芬芳，独自美
丽。

从前喜欢颜色鲜艳的书，无
论是拍摄的照片也好，还是五彩
斑斓的绘图也摆，最好是能触动
人心的亮眼的城市风景。那种轰
轰烈烈的青春的张扬和不羁，不
管不顾地贯穿着少年和青年时
期。不懂何为沉静端庄，到懂的
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从前单纯的
自己。而成长，不就是这样一个
过程。

于是，怀着愉悦的心境翻阅

这本书。一眼就爱上一张图，
一段话。这是一张简单的风景
图，晨曦初起，辽阔的，波浪盈
盈的江面上，满载的船仿佛一
幅静止的画。散发着光晕的太
阳高高挂在天空，正俯瞰着大
地 ，碎 玉 般 的 光 芒 点 缀 着 江
面。远处高楼林立，笼罩着朦
胧柔美的晨雾中。画面纯净清
爽 ，完 全 没 有 任 何 颜 色 装 饰 。
而那行字打动了我：一念心清
静，莲花处处开。这莲花又不
止是莲花，也不是月色、山峦和
其他。静谧幽雅的意境，一段
有禅意的话，就这么轻放在了
我心里。不由浮想连篇。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
出自唐代庞蕴居士笔下的偈语，
他写道：“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

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是君子无
尘。而人心之所向，由心而起，如
有杂念，必定浮躁不安，心静自然
凉。能够不为外界所迷惑，始终
守初心，那何愁身边不是处处花
开烂漫，处处是净土。世事纷繁，
我自守本真，任你浮华动荡，我仍
是心无尘埃，日子自然过得活色
生香。一朵花，开得再小，香气再
微弱，也有它的大格局大世界，也
是它独守的美丽，一片叶子，无论
身在枝桠高处，还是低矮丛中，也
会心明如镜，安然舒适，静好岁月
自然如影随形。

窗外阳光明媚，鸟儿欢唱。
关上电脑，泡一杯明前龙井，捧着
《心的事情》，悠然自得，心若莲花
洋溢着芬芳甜美。

一念心清静

在记忆的长河中徘徊，总有
那么一种味道，如璀璨星辰，在岁
月的天幕上熠熠生辉，牵引着心
灵的归舟。于我而言，那便是故
乡的槐花香。

故 乡 的 槐 树 ，似 乎 随 处 可
见。村头那棵老槐树，犹如一位
饱经沧桑的长者，静静伫立，见证
着村子的变迁。它粗壮的枝干，
需几人合抱，繁茂的树冠，如同一
把巨大的绿伞，在夏日撑起一片
清凉。而当春风拂过，那一串串
洁白的槐花，便如灵动的音符，挂
满枝头，奏响一曲春的乐章。

儿时的春日，最盼的便是槐花
绽放。每当那淡雅的清香在空气
中弥漫开来，我们这群孩子，便如
同欢快的小鸟，迫不及待地奔向槐
树。男孩子们像敏捷的小猴子，迅
速爬上树干，小心翼翼地折下一串
串槐花。女孩子们则在树下，仰着
天真的笑脸，双手捧着裙摆，等待

着那如雪花般飘落的槐花。偶尔，
有调皮的男孩子故意摇晃树枝，一
时间，槐花纷纷扬扬洒落，女孩子
们便尖叫着，笑着，闹着，欢快的笑
声在村子上空回荡。

摘下的槐花，便是大自然馈
赠的美味。轻轻捋下那鲜嫩的花
瓣，放入口中，清甜的滋味瞬间在
舌尖散开，带着春日的芬芳与阳
光的温暖。母亲也会将槐花变作
餐桌上的佳肴。她把槐花洗净，
与面粉搅拌均匀，放入蒸笼。不
多时，厨房里便弥漫着槐花与面
粉混合的香气。蒸好的槐花麦
饭，色泽诱人，再浇上用蒜汁、香
醋和香油调制的料汁，入口软糯，
槐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或是
将槐花与鸡蛋一起炒，金黄的鸡
蛋与洁白的槐花相互映衬，不仅
色泽好看，味道更是绝佳。

槐树，于故乡的人们而言，不
仅仅是提供美味的源泉，更是生

活的好帮手。夏日，人们在槐树
下乘凉，老人们摇着蒲扇，讲述着
古老的故事；妇女们则聚在一起，
做着针线活，唠着家常；孩子们在
一旁嬉戏玩耍，追逐打闹。那一
片片浓密的树荫，为人们遮挡了
炎炎烈日，带来了丝丝凉意。槐
树的木材坚实耐用，常被用来制
作农具、家具，为日常劳作与生活
提供便利。

随着岁月的流转，我离开了故
乡，踏上求学与工作的旅程。城市
的喧嚣与忙碌，常常让我在疲惫中
迷失。然而，每至春日，当微风轻
拂，空气中偶尔飘来一丝若有若无
的槐花香，我的心便会瞬间被触
动。那些关于故乡的记忆，如潮水
般涌来。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棵老
槐树，看到了树下玩耍的我们，看
到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故
乡的槐香，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
紧紧地系着我的心，无论我身在何

处，都无法割舍。
去年春日，我终于有机会回到

故乡。远远地，我便望见了村头那
棵老槐树，它依然枝繁叶茂，槐花
如雪般绽放。走近它，深吸一口那
熟悉的槐香，泪水不由自主地模糊
了双眼。故乡的变化很大，许多老
房子都已翻新，曾经的小伙伴们也
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但那槐
香，却一如往昔，未曾改变。

在故乡的日子里，我又品尝
到了母亲做的槐花麦饭。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吃着熟悉的味道，谈
着这些年的经历与变化。那一
刻，我深切地感受到，槐香深处，
便是故乡。它不仅仅是一个地
方，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一段无
法忘却的记忆。无论未来的路还
有多远，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故乡
的槐香，都将永远萦绕在我的心
间，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温暖的港
湾，指引着我回家的方向。

窗树绿满。盈盈新绿，仿佛
一下子就把人间铺满了。

那玄妙，那惊喜，那还有一点
小小的失落呢，好像只是在繁花
下打了一个小盹，等到睁开眼，一
抬首，一举目，繁花跟人玩起了捉
迷藏，躲起来了。脚步快的，早已
没了踪影。慢一些的，就显得仓
促慌乱，枝上瘦小点点粉红，地上
几点，都失了往日风采。

而那铺展开的人间新绿，铺
天盖地的绿，精神抖擞，像无边的
江水一样，浩浩荡荡，气象万千。
让人无端有一种敬畏。然而这人
间新绿落在人的眼里，又走进人
的心中，却又是那般祥和温厚，笑
盈盈的，仿佛在说，我们要相处很
长一段时间呀，我固然不如繁花
般娇艳明丽，但也能给你的生活
带来一些清新宁静之味。

是的，接下来，绿会成为生活

的背景色，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
时间，从春末，经过长长的夏日，
再到秋末。人间的绿是陪伴我们
最长久的色彩。正如绿留给我们
的观感那样，她是清新，是宁静，
还是最知心的人间朋友。

一位朋友喜欢周末背着电
脑、书、一壶茶、轻便的折叠桌椅，
找一个充满绿意的静寂地方，读
读书，写写文章，喝喝茶，悠然闲
适地度过属于自己的一段美好时
光。她说，她不愿追逐花开，那是
短暂的，她更喜欢一些长久的事
物。相对于花开的轰轰烈烈的绚
烂美好，她更喜欢草木之绿的平
淡安然。在清新宁静的沉稳翠绿
中，她的心不慌张，不焦躁，她的
人也是宁静安然的。

《小窗幽记》里写：“一轩明
月，花影参差，席地便宜小酌。”花
开的日子是诗意浪漫的，一窗皓

月，绰约花影，有知己好友一起小
酌，或一人举杯邀月邀花，都是人
生惬意事。而书中又写到：“十里
青山，鸟声断续，寻春几度长吟。”
到绵延逶迤的苍翠青山中闲步，
空山鸟语，潺潺溪涧，又当是人生
另一种意境。此时，对着满目翠
色，吟诵几首喜爱的诗词，心旷神
怡，豁然开朗。

古诗词中，把草木之绿写得最
生动传神的莫过于李清照的那首
写海棠的《如梦令》，她说：“昨夜雨
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
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末尾“绿肥红瘦”
四字不但用语新巧，简直令人叹为
观止。海棠是我很熟悉的植物，每
天我们都要见两面，尤其地铁口外
那一片海棠，花开自然是很美的，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海棠的绿。每
天早上从地铁里出来，最先迎接我

的就是海棠，早春的时候，海棠枝
上刚长出一些浅浅淡淡的绿叶，像
淡淡的一抹微笑，望之，也会跟着
露出微笑。渐渐地，风柔和了，那
绿就有了盈盈之美。

我每天都仔细观察着，好像
每天都差不多，然而只要一场雨
后，海棠树的叶子突然间就成了
海棠树的主角，青翠欲滴的一团，
让人精神为之一阵。觉得那花落
也不必忧伤。

正如李碧华《胭脂扣》里的那
句话：“若有所待便是人生，若有
所憾也是人生。”花落的遗憾，就
让其成为人生
憾 事 吧 ，不 完
满 才 是 生 活 。
好 在 ，生 活 中
总有一些人心
顿时明亮的遇
见和欢喜。

□
王
玉
美

窗树绿满

□
何
小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