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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不负
春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唐代刘禹锡有诗云：山上

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桃李争芳，云雾缥缈，烟火人家。

万紫千红的春天，将岁月最艳丽的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

与春日春风春光相约，共赴一场浪漫又欣喜的花事。

花花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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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

常买花，却不会养，阳台上攒了一大堆空花盆。
心烦意乱之时，看它们碍眼又碍事。
微信联系卖花的小马，问他要空花盆不。小马

回，姐，你把空花盆弄过来，看看喜欢啥花，我给你栽
好，你再拉走。

小马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园林绿化专业，5年
前和妻子结束漂泊，返乡创业。先是种植普通花卉，
不挣钱，后又改为种植多肉。慢慢从一个棚扩大到两
个棚，从亏损到盈利。两口子利用捡来的碎砖烂瓦、
木板麻绳、各种瓶子在棚内造景。一年四季，棚内有
秋千可荡，有花可赏，有景可观。

刚有些起色，谁知碰上几年疫情。
做记者时，从他返乡创业我就跟踪采访。诸多不

易，难以言表。但小马说，熬过去，就好了。
我把花盆搬进后备箱，开车20分钟到了小马的

多肉花棚。
一进棚，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棚内温暖如春，各种

多肉高低错落，造型美观，颜色五彩斑斓。
小马快步走过来，笑着说，姐，你在棚里转转，看

喜欢哪一种，我给你栽好。
我说，不管多好的花，都能被我养死，怪可惜的。
他说，不怕，咱有的是花。
问他，今年行情怎样？
他回，总算熬过来了。虽然比不上之前，但已经

很好了。
我挑了一盆多肉，他又搬来一盆，说，好事成双，

凑成一对。我说，可不要那么多。他笑笑说，养养就有
经验了。长得不好了，你就弄回来，换好的。

他先把空花盆搬下来，又挑了一个大小合适的
盆，蹲着往里装土，再把花从简易盆里移出来栽好。

给他钱，他坚决不要。
他把栽好的花给我搬进车里，放妥帖。
和他道别，他站在寒风中朝我挥手。
在他身后，一棚春天，悄悄到来。

—— 贰 ——

龙年是母亲的本命年，亲戚寄来一套大红的保
暖内衣。

保暖内衣是套头的，母亲近年常胳膊疼，穿套头
衣服有些不便。看着这套红衣服，母亲欢喜又忧伤。

我想起小区楼下有个改衣服的小店，便抱着试
一试的想法，把衣服带到了城里。

车库改成的小店，屋里一边并排摆放着缝纫机、
包边机，另一边是工作的案台，案台的旁边是一个小
茶桌。茶桌上，一个小炭炉煮着茶，旁边是一盆绿植。
房间最里边堆放着成匹的各色布料。

一个扎高马尾、穿红上衣的女人看见我，微笑着
问，改衣服？我说明来意。她说这段时间活儿挺多，但
是一定想办法满足一个女儿的心愿。

她这句话，让我差点落下泪来。过了50岁，我的
身体不如从前，情绪低，泪点也低。

两天后，她给我发微信，说衣服改好了，叫我过
去拿。

套头的衣服，改成了开衫，门襟处加了两条黑色
的边条，锁了扣眼，钉了黑色的纽扣。红与黑搭配，又
精神又利索，比原来实用，也更具特色。

衣服拿回家，母亲极满意。我在微信中对她表示
感谢，她回，老人满意就好。

后来，听人说起她，语气里皆是赞赏。婚姻中，遇
人不淑，差点抑郁。离婚，独自带娃，靠双手养活自己
与女儿。性格开朗，有爱心，爱瑜伽，常骑行，迷养花。
家中的花，大大小小几十盆，像个小植物园。

初春的某天，她养的迎春花开了。她在朋友圈发
了一张迎春花的图片，写道：今天我只赏花，不干活。

我想，赏花的她，内心一定是丰盈的、愉悦的。

—— 叁 ——

失眠，去医院复诊。
老中医把完脉说，主要是情绪的问题。高兴点，

比吃十服药都管事。
自过了50岁，身体、情绪、心理都在发生着各种

变化，我终于认识到了更年期综合征的威力。
缴费，去中药房拿药。
拿药的人多，便坐在那里等。
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女的瘦弱，男的高胖。女

人冲我笑笑，问，拿的是中药颗粒还是熬好的汤剂？
我回，中药颗粒。她说，那个省事，回家一冲就行。我
点头，问她，您拿的哪一种？她回，我们拿的草药，回
家自己熬。我得的是癌症，属于重症，大夫建议拿颗
粒。我愿意自己回家熬。再说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都会熬药。我们老两口也没啥事，回家先把草药泡
上两个小时，再小火熬上小半天儿。两个药锅一起
熬，两个人的药一块儿都出来了。机器熬的药，也就
一个小时就出来了，哪如自己慢火熬得好。她笑。

“癌症”两个字，她说得云淡风轻，我的心却久久
不能平静。

药房喊了两个名字，她和先生站起来，每人手
里拎着一大包草药，和我打了招呼，肩并肩慢慢向
外走。

人如微尘，虽渺小，却坚强而又认真地活着。失
眠的夜晚，我不再恐惧和烦躁。慢慢熬，天就亮了。

熬，是坚持，是沉淀，是不放弃。尽管天气尚寒，
但过不了多久，春会暖，花会开。

“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杏花微影里，
春光无限好。让我们跟着文人墨客漫卷诗词，
赏一春杏花满心头。

调皮灵动的杏花。宋代词人宋祁在《玉楼
春·春景》中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
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城东春色正好，微风吹皱了湖面，碧波荡漾，多
像欢迎游客的浅笑。初春的清晨略带寒意，条
条枝条在晨雾中轻摇曼舞，杏花枝头斗艳，春
意妖娆。一个“闹”字将开满枝头的红杏拟人
化，生动传神地写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多么
俏皮、灵动的杏花，多么妙俏美好的春天，作者
把对春天的眷恋以及对人生的珍惜之情抒写
得淋漓尽致。王国维曾盛赞这首词：“著一‘闹’
字，而境界全出。”宋祁曾任北宋时期的工部尚
书，也因这首词被时人誉为“红杏尚书”。

刚强耿直的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
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
尘。”这是王安石出判江宁时杏花自喻诗。有

“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之称的王安
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由于时局复杂艰难屡
屡遇挫，曾两次被罢相。一波三折的官场生涯，
并没将其击倒，反而成就了这位伟大的宰相文
学家。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寄情于山水，写下
了许多清新雅致的诗文。这首《北陂杏花》就是
他的晚年之作。开篇两句，诗人为我们描绘了
一幅妖娆妩媚的杏花临水照影图。你看那一片
杏林被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娇艳杏花和绿水
中妖娆的花影相映成趣。她们都在用自己最迷
人的风姿“平分春色”。诗的后两句则借景抒
情，借物喻人。借“一树被无情东风吹落的杏
花，即便似漫天飞雪飘洒入水，也好过道路两
旁的杏花，任人践踏，零落成泥”来写杏花高洁
的品性及诗人对这种品格的喜爱，暗喻诗人耿
直如杏，质高性洁的崇高品格。王安石一生执
着于变法事业，尽管他的变法没有取得预期的
成效，但他积极进取、锐意改革的精神依然值
得后人敬仰。

情丝绵绵的杏花雨。杏花疏雨别样情，春
也纷纷，愁也纷纷。清代佟世南的《阮郎归·杏
花疏雨洒香堤》里的“杏花雨”更加婉约动人。

“杏花疏雨洒香堤，高楼帘幕垂。远山映水夕阳
低，春愁压翠眉。芳草句，碧云辞，低徊闲自思。
流莺枝上不曾啼，知君肠断时。”此词描写暮春
时节，深闺思远的心情。上片以景衬情，写杏花
飘落，如疏雨般洒落在湖岸长堤，香气袭人。下
片加以联想，创设意境，韵味十足，把愁肠百折
的一腔闺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全词清新婉约，
含蓄蕴藉，读来别有一番风味满心头。在中国，

“杏”与“幸”谐音，表示“有幸”，象征幸福。古代
以杏花为贵，用“杏花”夸赞男的志趣高洁合乎
乾道，女的贞静端庄合乎坤道。《易经》有讲，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两仪结合繁衍其昌，暗
示有杏（幸）成梅（媒）之意。所以爱情诗词里的
杏花多有期待幸福之意。

名扬天下的杏花村。公元845年，杜牧在杏
花村（位于今安徽池州贵池区）行春遇雨，遂写
《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一
出，“杏花村”便名扬天下。据《江南通志》记载：

“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曾到过杏花村饮酒，诗中
杏花村指此。”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郎遂编撰
了《杏花村志》十二卷，是中国唯一入选《四库全
书》的村志，使杏花村更是名垂千古，杏花村也
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勤劳聪慧的杏花村
人，遂把自己的品牌酒“老汾酒”也改称“杏花村
酒”。许多文人骚客慕名而来，在杏花村品酒话
诗赏杏，留下佳作无数。贵池区亦被誉为“千载
诗人地”，秋浦河则成为流淌着诗的河流，李白、
杜牧、陶渊明、苏轼等人都曾驻足池州，让小小
的“杏花村”名声赫赫。“杏花”代表幸福，“杏花
村”代表美好，“杏花酒”就意味着沉醉于幸福。
人们对杏花村及其杏花酒的渴求，表达的就是
人们对美好事物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也难怪
小小“杏花村”会被追捧走红。

漫卷诗词，杏花摇曳多姿，风情万种。她调
皮灵动，她刚强耿直，她杏花疏雨洒落红，她浓
成酒香成情，醉倒无数有情人。杏花微影里，此
景也美，此情也浓。我们不如吟着诗词，踏足山
野，赏一片红似火白如雪，让杏花飞满头，赏一
春“杏”花满心头。

春天里的桃花是大自然为我们带
来的美丽礼物。风吹十里桃花开，花入
流水纸鸢来。春天有桃花增彩，让人总
是有赏不完的美景，享受不尽的乐趣。

桃花之美，美在其艳丽，其妖娆，其
多姿多彩的风情。桃花是红于春天的使
者，碧野无垠，桃红格外醒目，它们一起
将色彩分明的春涂抹得生动而亮丽。

还记得生长在故乡水库旁的那处
桃林。当冬天的脚步越走越远，与冬背
道而驰的桃树像是为了赶一场春天的
约会，不知不觉间，就孕育出了娇小可
爱的花苞。等天一回暖，一夜之间，便
争先恐后地开出花来。一大片桃花，布
满整个山头。远远望去，就像大地上高
擎的一支火把，点燃了半边天，又倒映
在水里，红了整个世界。一幅山水桃花
景，壮丽而豪气干云。

桃花的花期很短暂，如果在盛花期
遇一场淋漓的春雨，花落随流水，风过暗
香来，亦是一种独特而美好的景致。在这
里，没有落花流水的颓废，也不必为落花
而感伤，且看落花的枝头，已有萌动的绿

意在轻微地舒展开来，那绿可濯人心，难
道这不是另一种新生的喜悦？

桃花开过，放风筝是必不可少的
乐趣。风筝是开放在天空中的花朵，与
流动的白云相映成趣。各种鸟、各种
花、各种昆虫都以五颜六色千姿百态
的形状汇集于空中，像一场春天的盛
会，华丽夺目，激情四溢。记忆中，我特
别喜欢龙形的风筝，蛟龙腾空，天降祥
瑞，那种福气与霸气令人振奋。儿时对
风筝特别渴望之时，便是我坐在教室
里的时候。偌大的教室，挡不住窗外的
春色；悸动的心绪，总会不自觉间被窗
外的风筝牵引。我虽喜爱风筝，从小到
大，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从未拥有过
属于自己的风筝，更别说亲手将风筝
放飞。因此，看空中飞舞的各种各样的
风筝，也是种享受。长大后，我觉得自
己就像父母放飞的风筝，风筝的高度
就是我离家的距离。不管我走到哪里，
不管我飞多远，那条有着血脉亲情的
风筝线始终拽在父母的手里，我始终
没有脱离父母的视线与怀抱。

世间万物，最爱梨花。
梨花绽放，于文人是邂逅诗意；于我们，却

是迎接一场苦乐交织的战役。
梨花必须人工授粉，且最佳授粉期只有两

三天。所以，每年梨花开时，全县万亩梨园里喧
腾着劳作的欢闹。

其实，在此前几天，村人已经开始忙碌——
制花粉。

早晨摘下酸梨花苞。午后，全家人围坐一
团，两手各拿一朵花，花心相对相互摩擦，花
药、花丝和花瓣一起滑落至大张白纸上，然后
清除花瓣和花丝。待纸上爬满薄薄一层嫩黄，
再将纸置于多层架子上。

铺满花药的十几层架子，占据屋子多半空
间，满屋流动着梨花香，浓得恼人。父亲彻夜不
能眠，他烧好炉子，将小屋室温维持在25度左
右。让热气逼走花药中的水分，逼出浓郁的香
味。第二天，米黄的花粉浮在白纸上，皱缩的花
药皮也静静地浮着——花粉就做好了。

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授粉了。
远望梨园，目光所及皆是满目亮白，浩荡

着流入天际。浓郁的香铺天盖地袭来，大地笼
在银白里。一株株梨树开满烟花，炸裂在温柔
的春日里。

男女老少都散在田里，人手一根竹竿，竹
竿上绑一小块橡皮或烟头，上面沾上花粉，只
要对准花蕊轻轻一点，剩下的就只需交给时
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痛苦。密密麻麻
的花团簇在一起，又小又居于高处，想为其授
粉是需调动全身精力的。

妈妈和奶奶负责最底端的，她们手捏橡皮，
沾一点花粉，不时纠结着选哪朵花又该放弃哪
朵花。做好选择后，抬着脖子，伸高手臂，小心翼
翼地点下期冀。花粉珍贵，一簇花里只能点三两
朵花，那些不甚饱满的花，只能被放弃。

爷爷负责中部。他是种果树的高手，哪朵花
争气，哪朵花无能，他一眼就瞧得出。他踮起脚，
为那些有追求的花点上希望，从不拖泥带水。

爸爸负责最顶端的，这部分最难授粉，可
是一旦成功坐果，这里的果子沐浴最充足的阳
光，也最甘甜。爸爸手持细长的竹竿，仰头凝
视，瞄准花蕊，快速点上去。这时不可以迟疑，

稍一停顿，风袭来或其他人扰动了枝条，就很
难点中了。

至于我，最喜欢爬到树上授粉。我灵巧地
在树上窜来窜去，一会儿帮爸爸往下压一下树
枝，一会儿帮妈妈点够不到的花，一会儿和不
远处的树上伙伴隔空用嘴打闹较量。

不管是点最下端的还是最上端的，都要一
直仰头抬胳膊，时间久了，酸痛至极。时间不等
人，谁也不舍得停下来休息，不过我们自有解
乏的办法。爸爸朝紧邻的梨园吼一嗓子：“老
三，来一首！”三叔爽气得很，梨园里顿时飞出
高亢的歌声。一曲未终，不远处的和声就淌了
过来。很快，远远近近的歌声、笑声将梨园缀成
一片。唱得累了，男人们还会比拼授粉速度，你
不服气我，我不服气你。你争我赶，比盛开的梨
花还要热闹。

日头见落，温度降至15度以下，就要收工
了，因为那是梨花不喜欢的温度，即使授粉也
坐不了果。

忙不过来的时候，甚至要从别处招人来干
活，无数的人穿梭在繁密的花中，人点着花，花

看着人，默默许人一份秋日惊喜。
如今，网购越来越发达，故乡的梨子也越

卖越远，房子也修得越来越大，我们再也不用
和花药挤一屋而憩了，因为已有专门的大房间
来包容它的浓郁。

如果让我选最伟大的发明，我会毫不犹豫
的选择取粉机，只需轻轻按下按钮，就可以得
到花药了，想做多少做多少。花粉自然不再那
么珍贵，点花授粉也大气了，长竹竿捆一小把
鸡毛，奢侈地蘸上花粉，然后一顿乱舞，保证结
果多多。

都说春天给人希望，可那希望只是一截虚
浮的火烛，只有有人去点亮它，才能化虚浮为
真实，结出甜蜜的果。

时光不负勤苦人，乡人们努力发展梨园经
济，开发特色旅游活动，带城里人体验授粉、品
味梨花宴、承接婚礼……美丽的地方越来越富
饶，富饶的地方也一定会更加美丽，因为人勤
树不懒！

想念那一树树洁白的梨花，因为它承载着
乡人的希望，铺垫着乡人的幸福！

熬过去，春会暖，花会开
◎ 田秀娟

赏一春杏花满心头
◎ 王秀兰

一树梨花的希望
◎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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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尽处纸鸢飞
◎ 程中学

枝头春意 杨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