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又染杜鹃花
□ 张炎琴

七绝二首
□ 孙斌

看花
桃香李馥漫春池，踏翠乡天人恐迟。
年老依然心不老，看花只为写相思。

沐春
沐着春风踏翠峰，野村景色与天同。
桃花映上苍翁面，诗里先生两片红。

人间最美四月天，漫步在临平山，山坡上开满
了五颜六色的杜鹃花。远远望去，杜鹃花一簇簇、
一丛丛，开满了山坡，望不到边际。成群结队的赏
花人顺着山道走进杜鹃花海，仿佛置身于一幅浓艳
绚烂的画卷之中。

“花形不同神态异，艳红生机风韵浓”。一阵微
风吹过，红的、黄的、粉的、白的……红的像火，白的
似雪，黄的像金，粉如云霞。每种颜色都让你有不
同的感觉，红色热情，黄色清雅，紫色高贵，粉色娇
媚，白色纯洁。我走近细看，杜鹃花花瓣好似扇子，
合起来又像喇叭。有的花骨朵儿含苞欲放；有的开
了两三片花瓣儿迎风玉立，楚楚动人，让人看了心
生欢喜。那一朵朵杜鹃花立在枝头，像穿着五彩裙
子的仙女在风中舞动，欢快地跳着舞。杜鹃花在阳
光下发出诱人的清香，沁人心脾，引来了一群群五
彩蝴蝶，在花心上翩翩起舞，似一幅彩霞满天图，置
身其中，让人流连忘返。我看着开得热烈、灿烂的
杜鹃花，不禁想起李白的那句诗：“蜀国曾闻子规
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小时候，外婆很喜欢杜鹃花，在杜鹃花开遍山
野时，外婆和我便拿着小篮子去山上采，回家用玻
璃瓶插满杜鹃花，摆在客厅、房间，家里芳香似溢。
外婆跟我说过一个关于杜鹃花的传说：古有杜鹃
鸟，日夜哀鸣而咯血，染红遍山的花朵，因而得名，
又名映山红。杜鹃花因绚丽的花色、典雅大方的花
形和端庄优美的树形而闻名于世，素有“花中西施”
的美称，与龙胆、报春花并称“世界三大高山花
卉”。在我国，杜鹃花的分布极为广泛。杜鹃花，不
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它浑身是宝，它的叶、根、

花可以入药，有镇咳、祛痰、平喘、止血等功效。杜
鹃花还具有天然的芳香，可提取芳香油，有的花可
食用，树皮和叶可提制烤胶，木材可做工艺品等。

杜鹃花花型艳丽，芳香怡人，深受人们喜爱。历
代文人墨客留下了众多赞颂杜鹃花的诗句。诗人杨
万里在《晓行道旁杜鹃花》写道：“何须名苑看春风，
一路山花不负侬。日日锦江呈锦檨，清溪倒照映山
红。”这首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春天山间杜鹃花开
的美景，从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杜鹃花的喜
爱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诗人李白在《宣城见杜鹃
花》写道：“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
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诗人看到杜鹃花想
起了故乡，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思乡之情。

我漫步在山中，一丛丛、一簇簇，一步一景，每
一朵杜鹃花疏影横斜，光影斑驳，婀娜多姿，闪耀着
光芒。看着这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我想到了小时候
看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插曲《映山红》的歌词：

“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成。火映红星
哟星更亮，血洒红旗哟旗更红……”那时这道歌风
靡大江南北，井冈杜鹃的故事，也伴随着这慷慨嘹
亮的歌声，深深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也让我更加
喜欢杜鹃花。

我徜徉在杜鹃花海，沉浸在清新的芬芳里，情
不自禁地追忆，在杜鹃花丛中嬉戏的童年；那些关
于杜鹃花的传说、诗词、歌曲，如同春日的暖阳，温
暖着我的心房。满山的杜鹃花，一树一丛灼灼绽
放，不仅让人遐想万分，也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前行
的希望和力量。愿这春日的杜鹃花，永远盛开在我
们的心间。

在历史的画卷中登临在历史的画卷中登临
□□ 王昌赋王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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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风裹着槐花的香甜掠过街巷，总让人想
起百年前那场振聋发聩的呐喊。当年青年学生高
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在历史长卷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站在五四青年节的节
点回望，青春的热血从未冷却，反而在岁月的淬炼
中愈发滚烫。

翻开记忆里的校园相册，清晨的林荫道上，我
们抱着课本踱步背诵，阳光穿透梧桐叶的模样，竟
与百年前学子们在图书馆窗前苦读的剪影渐渐重
叠。那时为解一道数学题争得面红耳赤，像极了先
辈们在思辨中追寻真理的执着——正如李大钊所
言：“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
代奋斗，与经验奋斗”。课间走廊里此起彼伏的笑
声，又恰似五四运动队伍里昂扬的战歌，正如鲁迅
笔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觉醒。
原来青春从来不是自顾自地狂欢，它始终与时代脉
搏同频共振。

运动会上摔倒后咬牙冲过终点的身影，总让我
想起五四运动中那些拖着受伤身躯也要传递爱国
火种的青年。他们用行动诠释着：青春的热血，本
就该为信仰而沸腾。正如岳飞在《满江红》中写道：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种对时光的珍视

与对家国的担当，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教室里
那些爱传纸条的“调皮鬼”，考试前却成了最热心
的小老师，这种纯粹的情谊，何尝不是“君子之交
淡若水”的古风传承？当我们为集体荣誉呐喊助
威时，胸膛里跳动的，是与百年前青年同样炽热的
家国情怀。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我们接过时代的接
力棒。那些在实验室里熬红的双眼，在乡村振兴路
上挥洒的汗水，在志愿服务中绽放的笑容，都是新
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的生动诠释。正如陈独秀所
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青春的
力量正在各个领域破土而出。陶渊明曾感慨“盛
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而当代青年正以“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在书写属于每
个人的青春篇章。

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历史坐标上，我们读懂了
青春更深层的含义：它不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梁启超在《少年中国
说》中振臂高呼：“少年强则国强”，毛泽东在橘子洲
头写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壮志，这些跨越
时空的呐喊，至今仍在耳畔回响。当我们为青春礼
赞，赞的是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

当，赞的是鲁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
走”的勇气，赞的是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
一格降人才”的革新精神。

青春是一首永不褪色的诗，是一曲跨越时空的
歌。它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成长，在迷茫困惑
中寻找方向。愿每一位青年都能以“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的豪情，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让五四精
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正如
李大钊所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
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既是对百年前青年的致
敬，更是对当代青年的召唤。

青春的礼赞
□ 倪涛

散散文精选

来荆州，你不去踏访那千年的古城？不去登临
那座巍峨的古城楼？

宾阳楼，一座用风景堆起来的楼宇，一处历史
画卷中登临的高台。

宾阳楼位于荆州古城的东端，是古城标志性的
建筑文化遗产之一。她东临护城河与九龙桥，与气
势磅礴的金凤广场隔水相望。作为东门风景区的
核心景观，是古城名副其实的“迎客厅”。

宾阳楼从遥远的三国走来。她一路辉煌，却毁
于明末那次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我无意指责一
群农民起义军，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总是令人
惋惜的。好在荆州古城在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停
下她沉重而坚挺的步伐。数百年，我们的祖先将每
一个沉重的日子打磨成一块块方正的砖石，重新砌
进城墙，砌进宾阳楼，才延续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
的辉煌，也垒积了一座城市不能逾越的高度。

是的，我说的高度，不单是一座城的物理空间，
我更想说的是她厚重的，深远的，高贵的人文峰值。

徜徉于宾阳楼下，你不能不联想她重建之前更
加远久的岁月与过往。比如大唐，比如李白。那是
一个登高望远的时代哦，作为荆州绝佳的登高之
处，作为数度到访荆州并留下浓墨重彩的大诗人，
宾阳楼也一定留下了他举杯邀月的身影。还有杜
甫，还有张九龄，还有更早的屈大夫，还有后来人
张居正。正是他们的登临，他们的诗与酒，才使得

宾阳楼以其卓越的历史文化品位，超越了她最早作
为军事堡垒的功能与意义，承载了荆州的不一样的
风景。

有一种美，叫壮美。而宾阳楼无疑饱有这种铁
血的特质。就其建筑本身，宾阳楼或许与中国传统
的斗拱翘檐结构并无大的二致。她的精妙在于她
与古城墙，护城河的完美组合而构建的古战场的氛
围。每当夕阳西下，宾阳楼与古城墙的剪影总能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你带入一个遥远的时空。那
一刻，你对什么叫大漠孤烟，什么叫金戈铁马一定
有不一样的体验与品味。

遥想三国事，每欲到荆州。而宾阳楼，正是那
段烽火岁月真实的写照。登上宾阳楼，那一面面猎
猎飘扬的旌旗，已为你拉开一个时代的帷幕；那一
尊尊身着铠甲的勇士，正在凝重地讲述一回回血与
火的战事。城根处的那一块块青石板，仿佛传来赤
兔马清脆的蹄声。哦，我的宾阳楼，莫非，你真的是
一副用铁锈涂抹出来的历史的画卷！

宾阳楼，又是秀丽而宁静的。时光改变历史，
也悄无声息地滋润了宾阳楼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
处环境。如今，宾阳楼下林木繁茂，桃花灼灼；护城
河游船如织，柳岸青青。站在高高的城楼上，东眺，
是展翅欲飞的金凤城雕和没有边际的城市风景线；
北顾，明月公园绿肥红瘦，屈原正以城雕的姿态默
诵他不朽的《离骚》；南望，荆江宛如一条蓝色的飘

带，她好温婉啊，温婉得如同一个闺房里正在刺绣
的小姑娘。面西，一条石板路泛着幽深的光，宾阳
楼角的风铃与钟鼓楼的晨钟暮鼓遥相呼应，给一座
城平添了一份烟火的温暖。每一处布局，每一个视
角，都恰到好处的村托出了宾阳楼的华贵，古朴，雄
浑以及现代生活中的宁静，悠远，与祥和。

宾阳楼还是一座好客的楼。数百年，她那长长
的步道，那扶摇而上的楼梯，究竟迎来了多少游人
的步履，我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
在一个个阳光或者风雨的日子，用笔直的身躯，用
游龙般的双臂，将无数热衷于远望的人拥入怀抱，
并赋予了他们登临的情怀与快乐。我想，宾阳楼应
该无愧于她的名号，无愧于那块高悬在城楼上的匾
额，和匾额上那个大写的“賓”字。

无疑，荆州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不仅是因
为他们在一座古城的怀抱里，享受着现代生活的温
馨，还因为他们有一座可以登高望远的宾阳楼。他
们在一次次的登临中，不仅看到了历史深处的风
云，也让他们成了一道看风景的风景。

嗯，有人在宾阳楼下的那片桃林青梅煮酒。那
梅子的清甜，那荆州红粮液的醇香已漂到我的鼻
翼。朋友啊，如果你不在意，我们一起去讨一壶酒
喝吧。不论英雄，你尽管豪饮！如果你醉了，我许
你编钟，许你楚舞，许你一夜三国遗梦。

好么？朋友！

生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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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夏的微风轻轻拂过，又到了
母亲节的时分，街头的花店门口摆
满了娇艳的康乃馨，空气中弥漫着
温馨的节日氛围。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心中最深刻的思念，都系
在一本旧旧的练习簿上。

家中书桌的抽屉里，静静躺着
一本练习簿。它纸张早已泛黄，边
角也磨得毛糙，可每当我看到它，
那些关于母亲的回忆，便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

翻开练习簿，前面几页是我小
学二年级时歪歪扭扭写的数学作
业。后面的十几页，是母亲记的
流水账。母亲没上过学，她的字，
没有我写得好看，中间夹杂着好
多错别字，还有一些只有她自己
才明白的符号。但那一笔一划，
都写得格外有力，不难想象，母亲
当时握着笔，用心记录每一笔开销
时的模样。

记得在我 17岁那年，母亲做
出了一个决定，给我们兄弟四个分
了家，让我们自己赚钱自己计划
用，往后的日子，建房子、讨老婆，
都得靠自己。

在这本练习簿上，有两页详细
记录着我建房子和结婚时花销的
流水账。建房子的账目里，有一行
画了四个圈，这四个圈，就像四个
神秘的谜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常常寻思，是不是母亲帮我买了
什么重要材料？还是帮我垫付了
哪笔工钱？房子完工后，我和母亲
对账，特意指了指那四个圈，可母
亲只是笑笑，没提这四个圈究竟啥
意思。

对完结婚的流水账后，我看着
记录，心里有些疑惑，便问母亲：

“妈，床上的蚊帐，喜被，枕头怎么
没有记帐呢？”母亲听后，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轻声说道：“傻儿
子，妈妈是裁缝，床上用品是妈妈
亲手给你们缝制的，就盼着你俩给
我生个大胖孙子呢。”我调皮地追
问：“那要是女儿呢？”母亲眼神温
柔，赶忙说道：“女儿更好啊，妈妈
就生了你们兄弟四个，要不是想生
女儿，都不会有你和你弟弟了。”
一家人都被母亲这话逗笑，那温馨
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过了几天，母亲和父亲在我家
吃好饭，我们几个在闲聊。母亲像
是想起了什么，说：“哎呀，你结婚
时，厨房里有一壶菜籽油忘记记帐
了。”我赶忙让爱人去房间拿钱，母
亲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拉着父
亲走了。

这本练习簿，我一直保留着，
它就像母亲留给我的珍贵宝藏。
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圈，都记
载着母亲对我的爱。那不肯说出
来的圈圈含义，或许就是母亲独有
的表达方式，将她深沉的爱，藏在
这一个个神秘的符号里，陪伴我走
过人生的岁岁年年。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母亲已然离去，这本练习簿，我一
直保留着，里面藏着她无尽的爱
语。每年母亲的生日、忌日，还有
那寄托着深深思念的母亲节，我
总会轻轻翻开它。那一行行或深
或浅、歪歪扭扭的字迹，像是母亲
额头上的皱纹，满含着生活的操
劳和对我的疼爱。就在翻开的那
一瞬间，我感觉母亲就静静地坐
在我身边，她的爱，一直都在，从
未离去。

于
无
声
处
，伴
你
心
河

□
孙
爱
婷

有段日子，我每天拖着疲惫的
身躯推开家门，大黄猫总蹲在门
口，像一位等待回家的亲人。我走
进卧室，它也悄然跟进来，轻盈地
跃上床。安静地趴在我的枕边，毛
茸茸的身子紧贴着我，喉咙里发出
轻柔的呼噜声，小黄的陪伴，就像
冬日里的暖阳，又似一剂温暖的良
药，治愈着我，让我慢慢走出了那
段灰暗的时光。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忠犬八公
的故事》，八公是一只被教授帕克
偶然捡到的秋田犬。每当夕阳的
余晖给站台镀上一层暖光，八公准
时出现在车站门口，看到帕克的身
影，马上兴奋地飞奔过去，尾巴摇
得像螺旋桨，然而，命运的阴霾悄
然降临，帕克突然离世。可八公依
旧每日前往车站。寒来暑往，它的
毛发渐渐失去了光泽，步伐也日渐
蹒跚，但那份等待，却从未改变。
这一幕，不仅抚慰了帕克家人失去
至亲的伤痛，也让银幕前的我，泪
眼婆娑。

人的眼泪会蒸发，而凝视会
沉淀成琥珀。在《请回答 1988》
中，德善红着眼眶从学校跑回家，
阿泽默默跟在后面，脚步轻轻
地。他掏出皱巴巴的纸巾，递到
德善面前，用那双清澈又关切的
眼睛看着她，仿佛告诉德善，别难
过，有我在。学校文艺汇演的舞

台上，德善站在台上，紧张得微微
颤抖，台下，阿泽紧紧盯着德善，
目光坚定又专注。德善的每一个
旋转、每一次微笑，都被他深深地
印在心底。他虽未欢呼呐喊，可
那无声的注视，就像春日里温暖
的阳光，给了德善无尽的慰藉。
每次看到这里，内心总会被这份
纯粹的陪伴所触动。

银幕内外的故事相互映照，现
实中的沉默陪伴同样震颤心弦。
在一档女性访谈节目里，一位嘉宾
缓缓诉说着自己产后的日子，她无
法适应身份的转变，感觉自己快要
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幸好，她有个
无比贴心的闺蜜。闺蜜常常不请
自来，接过正在哭闹的孩子，让她
能好好休息，待孩子睡去，又默默
地打扫房间，将杂乱的屋子收拾得
井井有条。两人一同坐在洒满阳
光的阳台上，各自捧着一本书，在
翻页间感受文字的力量。有时，
她们会插上耳机，共享一段悠扬
的音乐。这种无声的陪伴，治愈
了她受伤的心灵，让她渐渐地从那
片巨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重新找
回了自己。

无声的陪伴，不需要华丽的辞
藻，不需要刻意地表达，只需静静
地在那儿，就能给对方的心河注入
一股温暖的清流，让孤独的灵魂找
到停泊的港湾。

一
屏
翠
绿

□
陕
声
祥

回到过去办公的地方，站在二
楼阳台上，玻璃窗外满屏的青枝绿
叶。那是一片樟树林。一株株樟
树，枝叶挺秀，挨挨挤挤地向玻璃
窗子靠过来。阳光落在树叶上，变
成无数的光斑在树枝树叶上跳
跃。无形的阳光，现在化为有形，
生动起来，它的光芒也柔和了许
多，与人一下的关系亲昵了许多。
又一下子找回过去坐对一屏翠绿
的感觉。

一屏翠绿，本是寻常物事。小
时候，住在老家平房。门前池塘边
栽种着成排的杨柳，绿柳扶疏，多
美呀！人在屋里，抬抬眼，就可见
窗外一片绿色葱茏，生机勃勃。窗
格子是取景框，映在窗玻璃上的永
远是一副自然天成的图画。一年
四季，窗外景色不停变化。新芽萌
动，柳枝抽叶，那是春天来了。四
季轮回，天地焕新，由此开始。夏
天，天气燥热，满窗的绿色，犹如绿
色的屏障，隔断热浪，带来清凉。
秋风瑟瑟，树叶黄落，窗外的底色
已在不知不觉间变化，提醒我们，
好日无多，一岁将尽。窗外有树，
便有了活动的风景，有了跟大自然
对话的媒介。它是大自然的信使，
每一次抬眼，都是与大自然的无言
对语。

搬上单元楼房，那窗前的那点
绿，几乎就成奢望。住单位宿舍五
楼，站在窗户边，望见的是灰白的
天空，和高低错落、参差不齐的建
筑物。各种坡面屋顶，颜色深浅不
一，显得斑驳杂乱。一幢楼房通体
刷白，它的墙壁白得炫目，让人睁
不开眼。永远这样，没有变化。感

觉缺了什么东西。楼下人行道旁
有几棵樟树，有两三层楼高。三楼
同事说，早晨躺在床上，可以听到
清脆的鸟叫，循声而望，在树叶丛
中还可以看到扑腾的鸟影。多美
的画面，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树还
在不断生长，不是全无希望。期待
它继续长，长到五楼高，那样，窗户
前就不再是一片空白了。一年又
一年，树在不断长高，离绿满窗前
越来越近。树梢已经冲上四楼，希
望就在眼前了，这时候，单位内部
道路改道，行道树不再保留。已经
长到十多米高的树，树龄差不多
20年，被一朝砍伐净尽。旧梦破
灭，希望不再。没有想象中的树影
摇曳，也没有盼来鸟儿凑趣。每天
抬眼，看到一片亘古不变的天。

也许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办公室门前的樟树生长起来，枝叶
披纷，绿满窗前。站在阳台上，一
屏翠绿，触手可及，犹如置身丛林
中，隔断尘嚣，得一方清净地。不
曾想，这样耳鬓厮磨多年后，办公
室地点搬迁，只得再次抱憾失去
业已熟悉的窗前之绿。偶尔得
暇，回到万片树叶灵动飘逸的窗
前，才知道眼睛枯涩，缺少绿色的
滋润太久了。

树木一方面无惧暗黑，向下扎
根，吸取养料水分，一方面身姿挺
拔，向上生长，承接阳光雨露，可谓
既接地气，也接“天气”。坐对一窗
绿树，便是面对一众大自然的忠诚
使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与大自然
互通声息，参悟天地化机。

什么时候能坐对一窗绿树，独
拥一屏翠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