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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雷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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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席地而坐，坐拥一片蓝天
和一绺白云。坐拥山涧溪水
和一抹翠色

五月，掷出鸟鸣
夏风微微一吹，石榴花绽放淳朴的脸庞

有时，五月也抬眼高处
朗朗乾坤，阳光和云彩
月亮和星星发出善良的光芒

更多的时候，五月会穿行人间
它把清新的空气、朝露和雨水
均等地发给小麦、玉米、高粱和大豆
发给基地的香菇、丹参和林下散养的土鸡
发给烤烟、金银花、黑花生
发给林荫道上卿卿我我的年轻人
也发给休闲健身的老者。发给富有者
也发给走南闯北的打工者

甚至，慷慨地发给一些长眠的人
和一些日渐消失的事物

谷雨，在轮回中完成使命

入春以来，春风多少有点尴尬
缺雨，一些枯萎似乎找不到命运的归宿
一些花木得不到滋润。在风里
无法绽放极致的美

幸好，谷雨来了。这些比油还贵的雨滴
走走停停。让人间万物都增长了骨密度
枯萎的，走进泥土。发枝的嫩叶
含苞欲放的花蕾。花木朗声大笑
小麦、玉米喜不自禁。这些花木、稼禾
从身体到内心都流淌着前世的基因
无论它们形似，抑或神似
无论高山，平原
或是无垠的林海和庄园的草木花卉
都在雨水里安宁如婴儿，幸福地成长

轮回中
它已完成使命。隐退
山川溪流。与尘间一抹翠色
握手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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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天色微明，一阵清脆婉转的鸟鸣
声传入我的耳朵，声音是那样熟悉，噢，原
来是燕子回来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暮春时节，多数花儿已经凋谢，燕
子不远万里，经过长途飞行从南方飞回
到了北国的家乡。我站在阳台上眺望，
燕子明显比去年多了，它们忽上忽下，
时东时西，迅捷而灵活，轻快又自如，是
那样的舒心惬意，似乎快乐永远在它们
身边。看着这些上下翻飞的燕子，我的
心情也和它们一样快乐！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雨后初晴，正是燕子忙着筑巢的好时机，一
处处留有存泥的水潭边，它们快速地落下，
用尖细的小嘴轻轻一啄，又轻快地飞去落
在了人家的屋檐下，停歇少许，让泥团在嘴
中与唾液相搅拌，然后使劲地按在选好的

屋檐一角，就这样来往奔波，衔泥垒窝。没
几天，它们的新家就建成了。

记得小时候，燕子常常在农家的屋
内建窝，人们为了让燕子筑巢方便，就
在屋内木楼枕木外侧合适的位置钉两个
长长的钉子，上面固定一块薄木板作为
燕窝的底座，燕子做窝就容易多了。细
心的人家会用细细的麻绳在两颗铁钉上
呈“8”字形缠绕作为燕窝的底座，这样
的底座结实又有弹性，燕子住在里面软
和且舒适。

燕子秉性勤劳，晨曦初露时就会叽
叽喳喳地鸣叫，农人们也就早早起床打
开屋门，燕子们唱着欢快的歌向主人告
别，开始一天的忙碌，勤劳的农人们也
开始下地干活。善良的村民出门时不忘
把锁着的屋门推开一条缝，以便于燕子
进入。那时候，人们把燕子看成自己家

中的一员，细心照顾。有一次，天色已
晚，我准备闩门睡觉，可父亲却说：“别
急，把门留着，咱家的燕子还没回来，等
一会儿我来闩门。”直到燕子回来，父亲
才闩门睡觉，足以看出，人们对燕子的
喜爱有多深。

燕子是勤劳的象征，是农事的象
征，更是吉祥的象征。燕子每天早出
晚归捕蚊捉虫，辛苦而忙碌；“燕子做
窝，割麦插禾”，是它对农人的提示；

“燕子低飞、出门带蓑衣”是对天气的
预 知 ；燕 子 是 一 种 吉 祥 的 鸟 儿 ，它 的
出 现 预 示 着 家 门 兴 旺 ，温 暖 和 善 ，幸
福美满。“紫燕入堂，丹凤栖梧”是对
新婚的祝福，“燕尔新婚，如兄如弟”
是对真情的称颂。“双燕复双燕，双飞
令 人 羡 ”，燕 子 双 宿 双 飞 的 情 景 令 人
羡慕，因而燕子也就成了爱情的代名

词，被人们倍加珍惜。
筑好巢以后，燕子衔来细软的杂草、

羽毛、破布和一些青蒿草铺在窝中开始
生儿育女。等幼鸟出壳，燕子就带着自
己的孩子在田野上、树丛中快乐地飞翔
觅食，温馨而美妙。一个不经意的早
晨，燕子窝里传来雏燕的一声啼叫，像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让人喜悦，让人心
动，当上父母的燕子更是无比欢快，他
们显得更加忙碌。

在这充满色彩的季节里，在这流光溢
彩的日子里，在这云淡风轻的天空下，轻
巧伶俐的燕子展开双翅，如箭般从眼前划
过，留下一道倩影，令人遐想无穷。

“唧——”的一声，那清脆明丽的
叫声，又一次回响在耳旁，黑色的倩影
在天空中划过后，逐渐消失在远方的
天际……

春春 燕燕
倪双民

每当看到别的小朋友抱着自己的宠物猫，或是牵着宠物狗，
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玩伴——3只小黄鸭。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 3 只小黄鸭。小黄鸭
偎依在小笼子里，圆圆的小脑袋上长着水灵灵、黑溜溜的大
眼睛，小而扁的嘴巴你啄我一口我亲你一下，胖胖的身子短
短的腿，翘起的尾巴机灵地摆动着，和小鸡一样“叽叽”叫个
不停。看着这 3 只小可爱，我不由得将它们捧了起来，我太
高兴了！

爸爸用纸箱子做了一个小房子，我用自己用过的餐具给它
们接来水，搅拌上米粥，掺一些捣碎了的蔬菜叶，它们急不可待
地冲过来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吃得肚子圆鼓鼓的。菜足饭饱之
后，它们还将小扁嘴伸到装满水的盆子里喝几口，顺便将嘴左右
摇摆洗漱一下，那模样可爱极了。

慢慢地，小鸭子和我混熟了，每次放学回家，我刚进院
子，它们就一摇一晃地向我飞奔过来，由于跑得太快，咕噜一
下翻个跟头，连滚带爬地围着我嘎嘎叫个不停。我赶紧放下
书包投食，看着它们争相吃食憨态可掬的样子，我上学的疲
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把它们带到爸爸学校的草坪上，我向前走，他们就像跟屁
虫一样往前撵，我向后退，它们也追着我向后跑，可让小朋友们
眼红了，因为无论他们怎样使唤，小黄鸭
就是不听。看着小朋友气急败坏的样
子，别提我有多神气了。

几年过去了，小黄鸭早就离开了我，
可它们可爱的样子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我多么喜欢它们啊！

（本文作者系丹凤县第一小学四年
级七班学生）

儿时玩伴小黄鸭
郑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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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城的春天仿佛来得格外晚些，
周遭县区的人们都做好入夏的准备了，这
里的花花草草才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伸
着懒腰、打着哈欠，从泥土里、树丫上，慢
悠悠探出头。仿佛发觉自己晚了，连忙呼
朋引伴，在夜间、在春风细雨里，急匆匆披
红戴绿，三两日将山河装扮成娇俏模样。

春花烂漫，此花谢了彼花开，一忽儿
就到了晚春。好似昨天刚刚显出鹅黄桃
红的春，今早便长成了深翠朱颜的样子。
行走在此时的春天里，忍不住想起几桩与
花有关的事情来。

第一桩，是蒲公英。
4月，老家田间小路旁会开出很多鲜

黄的花朵，花梗脆而空，折断便会有白色
汁液沁出，摘掉花朵，单将梗在掌心搓几
下，纳入口中咀嚼，可得一味独特的清香
与甘甜。童年时期零嘴匮乏，春天采蒲公
英花梗而食是小伙伴们常做的事。

父亲自老家来，编织袋里装满了蒲
公英。在午间阳光下，他将它们倒出来，
摊在旧报纸上晾晒，翻晒时，汗珠自他皱
纹深刻的额间滴落，在纸面洇开又消
失。递毛巾给他，他胡乱抹一下，忙着挪

报纸撵太阳。
他说，蒲公英清热解毒，晒干了给我

泡水喝，免得我老是上火。我有些惊讶，
每年春天都逃不掉上火喉咙痛、嘴巴起泡
这件事，好像只有母亲知道，因为年少时
总是她带我就医，大夫通常会开阿昔洛韦
乳膏和蒲公英颗粒。记忆中，父亲并不曾
带我去看过此类病症，不想他竟然也知
晓！见我一脸不可置信，父亲憨厚地笑
笑，松动的门牙随着他笑的节奏晃了几
晃，这让我意识到父亲已经六十二岁了。

大约在他眼里，我还是那个跟在他身
后，跑到地畔撅蒲公英秆的小女孩吧。

第二桩，与丁香有关。
清明前后多雨，朦胧的雨丝容易将这

季节织出思念的底色，忧郁、惆怅、彷徨。
而丁香，便在这时节盛放。戴望舒说：“我
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姑娘。”偏巧，这样的姑娘，我十多年前便
逢着了。她灵秀、聪慧、安静，气质像极了
丁香，举手投足总氤氲着诗意。那时我们
都还是象牙塔里的学生，在近现代文学史
和古代文学史中寻找可以写进读书心得
的东西。她喜欢摆弄稀奇古怪的乐器，比

如埙；也喜欢画画，简笔画要填上自己喜
欢的颜色。我们在4月的时候，会特意一
起穿过校园那条种了丁香的小道，去上各
自喜欢的老师的选修课。

今年 4 月，我们在西安重聚，那丁香
一样的姑娘居然变得十分活泼。她做了
小学语文老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她
提到最多的词语之一。在钟楼对面，她
拉着我去拍汉服写真，周围同样拍照的
大都是青春活力的女学生，如我们一般
的“孩儿妈”看起来并不多。我觉得不好
意思，她说，汉服是我们的民族服饰，任
何年龄段都可以穿出风采，如同我们的
民族精神，每一位中国人都可以堂堂正
正地展示。

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有种很坚定的力
量。当天到底下了雨，我们撑着被当作道
具的油纸伞挡雨，她的背挺得笔直，让人
恍惚觉得眼前这株“丁香”闪闪发光。

第三桩，同油菜花有些联系。
谷雨过后的周末，和爱人路过蟒岭绿

道。道路两侧的田里成片油菜花开得正
旺，油菜地旁边有家人正在办婚礼，油菜
花的黄衬着婚礼的红，远看就是一幅美丽

的画。走近了，婚礼现场仅是农家院子的
小片空地，简单的红色海报介绍了一对新
人的姓名，数张饭桌摆在院子地势略低的
位置，新人的亲朋好友围桌而坐，气氛看
起来清净却不失温馨。海报旁边几名年
轻男女站成两列，看样子是“气氛组”，然
而罕见地没有人手一根礼花筒。

我跟爱人说，这家的婚礼看起来好像
过于朴素了。爱人不赞同，他说现在提倡
婚事新办，年轻人都开始主张婚礼简单、
舒服了，有的人甚至婚礼上连司仪也不
要，打了结婚证，两家主要亲戚坐一起吃
个饭，婚就结了，少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程
序，减少了婚姻矛盾的产生。

想到近年那些在朋友圈刷屏的新式
婚礼，有公交车、自行车当婚车的，也有零
彩礼的，原来文明的新风已经吹遍小城乡
间了，果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微风拂过，油菜花轻轻摇晃，是明亮
幸福的色彩。

开到荼蘼花事了，晚春，百花即将告
别东风，人间再见便是来年。不知明年又
会发生什么与花有关的故事，今年要好好
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春光了。

晚 春晚 春 花 事花 事
韩林池

我的家乡位于蟒岭脚下的寺坡川道，一条大沙河由西向东至
龙山湾，将南北一公里多的小盆地分成两半，北边的山坡多是松
柏，而南边的山坡大都是洋槐树。也许是容易成活的缘故，而今洋
槐树扩展到沟岔的水渠和河堤边，槐花开时沙河以南满山遍野白
茫茫一片，香气四溢。

小时候，槐花开时，父亲利用放工之时，提个笼上坡赶忙
捋一笼白花花的槐花回家，下坡时还要折几枝繁繁的槐花树
枝，一手提笼一臂抱一搂开满槐花的树枝回家，我们姊妹三
人赶忙帮父亲把树枝上的槐花一一捋下。下午放学回家，我
带着两个妹妹也上坡了，看着大树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够
不着，只能跑上跑下捋小树上的槐花，看见几个大伙伴用木
钩钩树枝，就让他们给我钩几枝槐花。黄昏时，伙伴们都下
山了，我们才捋了半笼槐花。到了晚上，妈妈放工回家，竟夸
赞我们捋得多。

妈妈把槐花用水淘净，用少量的玉米面轻轻拌均匀，再用两个
竹箅子摊平放入大锅蒸。一会儿，槐花的香味在热气中扑鼻而来，
妈妈用油泼辣子和蒜泥调好一大碗料汁备用。槐花焖饭出锅后，
浇上辣子水，我一下子吃了两大碗，那香甜的味儿萦绕在心里，久
久不散。那年月正是口粮紧张时，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谁家每天
能吃上玉米面蒸馍就是富裕户了。差不多半个月，我家的主食就
是槐花焖饭了。

槐花盛开时，山山洼洼、坡坡畔畔如瑞雪初降，白茫茫一片。
走到山坡下，一串串挂在枝头的槐花在微风中摇摆，雪白如玉的槐
花花香四溢，一群群蜜蜂嗡嗡地穿梭于花海之中辛勤采蜜，为人们
酿出香甜的槐花蜂蜜。

“十里香风润肺肠，招蜂引蝶入槐乡。玉花串串凌空舞，林荫
茫茫涌素裳。不以浓妆争国色，仅凭淡雅夺佳芳。烟尘难改清醇
质，留给人间是蜜糖。”这诗句正是对槐花的写照和赞赏。我穿梭
于小树之间，一会儿就捋了一笼雪白的槐花。妻子和儿女都在外，
家里只有八十岁高龄的母亲，她摘掉槐花中的叶子，淘洗干净就蒸
了一箅子焖饭，我盛了一碗槐花焖饭，浇上油泼辣子蒜水，清香可
口，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感觉。

母亲一再叮咛我抽时间捋点花骨朵，蒸熟晒干用油纸袋装好，
以后包饺子吃可筋道了。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每年秋冬，全家人
都回家时，母亲就会给大家包一顿槐花饺子，盛一碗饺子浇上油泼
辣子就着酸菜，比吃山珍海味都香。

河埝边、沟渠旁、山坡上三三两两的男女老少都忙碌地捋槐
花，男人们天南海北的胡谝，女人们则是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笑，路
上行驶的小车中的人看到河堤边捋槐花的人群，停车后拿个塑料
袋也准备捋点槐花回城尝个鲜。乡里的妇女们好客热情，将笼里
的槐花你一把她一把给他们装满袋子，他们千恩万谢地上车走了，
妇女们又说笑着钩着树枝继续捋槐花。

那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河埝、沟渠，一树一树的槐花，香
醉了人！

又是一年槐花香
唐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