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作品

面对春天，没有人能无动于
衷。“无边光景一时新。”草是新
的，叶是新的，给人一种时间开
始了的新生之感。花开好像是
瞬间的事，几乎一夜之间全城遍
开鲜花。车停在树下，第二天一
早看见满车飘落的花瓣，这是属
于春天的浪漫。

春天是色彩的竞放，一场接
一场的花事，应接不暇，色彩斑
斓，如梦似幻。嫩绿色、鹅黄色、
白色、紫色、粉红色……万紫千
红总是春。春天的色彩不是静
态的，它带着生命的律动，是生
命的颜色，是大自然的妙笔生
花。上天把人间最美的景色给
了春天，无疑带着一点儿偏爱。

西方印象派画家钟情于对
春天景物的描绘，以他们擅长的
明艳色彩，展现叶片和花朵，绘
制春天浓郁的生机。

相比之下，东方诗人笔下的
春天则朴素内敛、清丽烂漫，不
似西方画家笔下的艳丽。“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看似平淡实则绝妙，有无之间隐
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令人
回味无穷，不愧为诗人韩愈的手
笔。“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
没马蹄。”一个“乱”字写尽了百
花争艳的春天。“千里莺啼绿映

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用快速切
换的语言呈现江南的春色。“故
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时至今日，多少人吟诵着去
感受烟雨江南。

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突兀起
一道长长的河堤，蜿蜒数百公
里，像一条绿龙潜伏在大地上。
堤上槐树发新绿，堤下柳树摇曳
多姿。羊群点缀其间，悠然地吃
草，所谓田园牧歌，就是这样
吧！只是那牧羊人上了年纪，岁
月染白了头发，日子沧桑了容
颜。夕阳西下，隐入云层，想起
20 多年前那个少年赶着羊群回
家的情景，淳朴、宁静，在金色的
余晖中像一幅恬淡典雅的画。

河堤两侧，麦田郁郁青青，
这青色也许是春天最“重”的颜
色，它来自去年冬天，经受严寒
冰霜的洗礼，显得生机勃勃。麦
田如空气过滤般纯净，任凭那春
风吹走一冬的沉寂。

河畔的枯草下泛着新绿，河
面上的野鸭游来游去，悠游自
在。说到悠游，我自然地想起陶
渊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
吹衣。”辞官归乡之心如此轻快
愉悦，摆脱“心为形役”后是彻底
放下的解脱。

再往前回溯，可能会遇到庄

子，一位与老子并称的智者，在
《逍遥游》中，他以汪洋恣肆的想
象、缥缈空灵的文字，描绘了一
个自由世界，一个超脱万物、无
所依赖、绝对自由的世界，实现
了对人生困境的超脱。春天万
物勃发，给了“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自由，给了万物生长、发芽、绽
放的自由。

人生难免离别。柳树多情，
折柳寄故人，春天似乎适宜远
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
谐音“留”，把看似平常的事，做
得婉转情深，演化为一道文化景
观，正是古人的厉害之处。“年年
柳色，灞陵伤别。”长安灞桥两
岸，十里长堤，见证了多少离
别。“一丝柳，一寸柔情。”这“情”
是亲朋故交的离别之情，是戍边
将士的思乡之情。

春天不仅有离别，还有亡国
之恨，有时代之下个人悲凉的无
尽感慨。安史之乱时，叛军攻破
京都，壮丽的长安变为废墟，忧
国忧民的杜甫写下“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把所有的
情绪都写在了诗中。6 年后，依
然是一个春天，杜甫得到安史之
乱结束的消息，他惊喜欲狂，“白
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
乡。”

如果说杜甫在春天写的是
家国情怀，那么曾为一代帝王的
李煜则用生命写尽了春天的忧
伤。“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
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往
事不堪回首，春天的一切美好与
自己无关了，只剩下江水般涌动
的春愁。“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
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
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人
生非比寻常的跌宕起伏，他自己
感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
间”。

李煜是不幸的，不幸地生在
了帝王家；李煜是幸运的，千百
年来，他遇到了多少不曾谋面的
后世知己。李煜的词句抚慰了
多少失意之人，读过他的人生悲
剧，普通人的坎坷悲伤也许不再
那么难以背负。

1000 年后，在洛阳邙山，李
煜的读者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
写：“这里埋葬了一位诗人，从国
主到囚徒，从风花雪月到悲凉，
他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一生。”这
句话如此简洁，如此贴切，带着
淡淡的哀伤、深深的惋惜。国
主、囚徒，李煜终究是诗人本

色。多少显赫一时的帝王隐入
历史深处，一个亡国之君却因蘸
着血泪的词句穿透了时光的迷
雾。

当18岁的王希孟画出《千里
江山图》，26岁的王勃写出《滕王
阁序》，他们天才般的感知力、想
象力、创造力令人惊叹。完成

《千里江山图》后，王希孟便销声
匿迹。写下《滕王阁序》不到一
年，王勃渡海溺水身亡。两位青
春年少的天才，像春天盛放的花
朵，惊艳之后即行陨落。他们短
暂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夜
空，那一道光刹那永恒。他们才
不世出、意气风发、激越昂扬的
青春永恒。

春天是短暂的，犹如人短暂
的青春，是一场朦胧美丽的梦。
我们会失去春天，就像我们会失
去青春，唯一不同的是，花有重
开日，人无再少年。

青春是一首不完美的诗，这
种不完美在于我们拥有时读不
懂，读懂时却已不再拥有。没有
人能够永远青春，却永远有人正
值青春，也许在这个维度上，春
天与青春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
契合。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
人民医院）

诗意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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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一件
无比快乐的事情。上学阶段，
我或许受到“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等劝学名言的影响，读书
的功利性很强，主要目的是为
了日后学有所成，“墨水”变现
为“油水”。那时，书确实读得
有点儿苦，我切实体验了一番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的滋味。不过，就在被动
的苦读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
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
其是那些课外读物，如小说、连
环画等，读起来津津有味，让我
欲罢不能。

参加工作之后，整天忙于
繁杂的事务，很多年没有认真
地读过一本书，更难得进一次
图书馆和书店，以至于书柜里
的书籍落满了尘埃。至多，闲
暇时翻看一下手机里的奇闻轶
事、笑话调侃、心灵鸡汤之类，
犹如快餐一样，既不健康又无
营养。如此，我枉费了许多大
好时光。

如今，我的时间宽裕，作息
自由。我又重新燃起了读书的
欲望，读书已然成了我的日
常。翻开以往读过的旧书，恍
若重逢久违的老友，书中的折
痕，留白处的圈圈点点，字里行
间全是缱绻与亲切。

清晨，我夹着一本书，走进
河边的那片树林。找一僻静处
坐下，翻开书，对着草木，朗读
一首诗或一段散文。林中的鸟
儿不时地来一段清唱，让我的
吟读平添了几分婉丽。我在树林中读书，更多的
是看书或默读。阅读时的空灵曼妙，佐以周遭的
寂静，慰藉心灵，安然清欢。

新华书店离我家不远，白天，我会抽空去那里
看一会儿书。去书店不买书也不要紧，敞开式的
书架，各类书籍满满当当，可以让读者随意翻阅，
概不收费。书店内还摆放了不少桌椅供读者享
用，坐着看书不受累，待上大半天也没人催，俨然
一座偌大的图书阅览室。周末书店的人较多，不
少学生来这里看书。平时书店的人较少，大多为
老年人，见面次数多了，我们彼此熟悉。看书间
隙，我们低声交流读书心得，各抒己见，受益匪浅。

夜间，我独坐书房，捧书一册，灯下慢读，不刻
意，无压力，悠闲自然。无论史书传记、科学专著，
还是小说散文、诗词歌赋，我广泛涉猎，读书全凭
兴趣。累了，我就起身走到窗边，看窗外夜色阑
珊，听虫儿浅吟。许多时候，我被书中内容吸引，
越看越精神，睡意全无，直至天亮。酷似陆游“挑
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
诗句中的意境。这时候，思绪在文字里徜徉，灵魂
在夜空里遨游，仿佛世间的一切美好都属于我，无
以言状的情感润泽心田，愉悦蘧然。

现在，读书是我的最大爱好，我陶醉其中，不
能自已，犹如其他人喜爱下棋、钓鱼。人们常说，
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不管是春暖花开与夏
日炎炎，还是秋高气爽与白雪皑皑，都是我读书的
最佳时节。我要与书为伴，通过读书学习，构筑新
的生活愿景，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无限夕
阳映照出璀璨光彩。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卫生健康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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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春景 史 尧/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

春 风 拂 面 ，春 光 灿 烂 ，春 色 满
园……桃花带着春天的讯息，带着梦想
的萌动，用甜蜜的雨滴，盛满天上的彩
虹来浇灌生命。

春意缠绵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倾
洒大地的时候，桃花便与晨露一同醒
来。露珠在衣襟上频频闪耀，枝叶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水鸟儿在湖里絮语，蜜
蜂在花蕊间辛勤采蜜。望着枝头初绽
的花苞，我心中忽然生出一个念头：若
能化作这万千桃花中的一朵，那该有多
好啊！

我想，若能化作一朵桃花，便可尽
情享受这短暂而美好的春光，不必忧虑
花开花落，不必担心时光飞逝，不去想
人间世事，遵从生命的规律，在属于自
己的领地里，绽放出最美的姿容。即便
终将凋零散落，我也要让每一片花瓣带
着春天的芬芳，轻轻回归大地的怀抱。
我也愿化作最不起眼的那一朵桃花，不
艳压群芳，不独占春色，只是静静地栖
在枝头，看云卷云舒，听风吟鸟鸣。

记得我家老东沟边的那片桃园，是
一个果木试验园。父亲为了他热爱的
果树研究事业倾尽了心血，献出了毕生
精力。那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去桃园
干活儿。他告诉我怎样给桃树剪枝、施
肥、松土、浇水，以及那棵桃树是什么品
种，这个品种又是什么口感和特点等。
他手把手教会我许多生活技能，让我感
觉我也是这片桃园的主人，融入桃花的
世界。

平时，桃园里的活儿很多，一年到头总是忙忙碌碌
的。我经常跟着父亲修剪枝条、清除杂草、施肥捉虫。父
亲的手是粗糙的，脸也被晒得黑红，每项工作都做得一丝
不苟，像在抚摸和爱惜一个个幼儿的脸庞。有时干活儿
累了，父亲会停下来歇息片刻，手指着附近一棵桃树的花
苞悠然地说：“小军，你看，这棵树快开花了。”父亲的眼神
里充满了期待，仿佛花苞也是他的孩子。我抬头望去，只
见父亲站在花丛中，身体与桃树融为一体。

参加工作以后，我也经常回家乡。特别是春天，漫步
在桃林之中，桃花次第绽放，粉红色的花朵露出嫩黄色的
花蕊。阳光透过薄如蝉翼的花瓣，在地上投下斑驳陆离
的光影。微风吹过，有几片花瓣轻轻飘落，这不由得让我
联想起了“黛玉葬花”，切实地感受生命的美丽和短暂，像
在提醒我要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

我想成为一朵桃花，拥有整个春天。我不会计较花
期长短，也不会在意是否有人驻足欣赏。只要能在属于
自己的时光里尽情绽放，那便是对生命最好的礼赞。即
使每一片花瓣轻轻飘落，我也要带着春天的气息化作来
年新芽的养分。

我若化作一朵桃花，会和几个孩童在树下嬉戏，捡起
落花别在耳后，或者串成花环戴在头上，让清脆的笑声不
绝于耳。我若化作一朵桃花，会邀几位老者在桃树下下
棋，棋盘上虽然落了几片花瓣，但是不让人将其拂去，任
由它们点缀着这局未完的棋局。我若化作一朵桃花，伴
着几声犬吠，陪伴着父老乡亲扛着锄头从田埂上走过，袅
袅炊烟和桃花的香气交织在一起，氤氲成一片朦胧的春
意轻轻荡漾。我若化作一朵桃花，在花瓣飘零的时候，可
以落到青石板上，可以飘进敞开的窗棂里，还可以随着溪
水流向远方。

桃园深处，花影婆娑。在生命的长河里，我愿化作一
朵桃花，在春风里微笑，在春雨中舒展，在春光里绽放，在
春日里摇曳，把色彩献给春天，让美丽点缀人间，不问归
期，不负春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孟州市创建卫生城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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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周末天气晴朗，吃完午
饭，我和几位朋友相约去山上
挖白蒿。

我们开车沿着南闫公路
上山，透过车窗看到路边的花
已开，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
色的光。小花随着微风向路
人笑着、晃着。

大家开心地看着窗外，努
力向路边的草丛中搜寻着，好
像没有什么野菜，只有远处的
几块田地绿油油的。一位朋
友指着远处说：“那片是麦地，
那片是油菜地。”

在大家的闲聊中，张哥把
车开到了山顶，找了一处平坦
的地方停车。我们拿着铲子，
提着袋子，沿着山坡寻找白
蒿。

现在，我以为白蒿已经很
旺盛了。然而，山上的白蒿很
少，我们在草丛中这边看看，
那边瞅瞅，也没挖到多少，难
免有点儿泄气。

这时，张哥在不远处兴奋
地吆喝起来：“快来这边，这儿
有很多白蒿啊！”

我们一个个小跑着赶了
过去，在张哥周边的草丛中，

一棵棵白蒿正在微风中摇曳
着身姿，像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

“原来是我们没找对地方
啊！”大家像捡到宝贝一样，用
铲子小心地挖白蒿，再去除夹
杂的枯草，放进袋子里。

因为我是从事中医工作
的，所以一边挖白蒿一边给大
家讲白蒿的功效：清热利湿、
抗菌消炎、凉血止血、保护肝
脏，特别是小孩儿有黄疸的
话，用白蒿、大枣泡水喝，效果
非常不错。

这时，张哥也接话说：“白
蒿不仅是一种药材，还是美食
呢。去年，我媳妇做的蒸白
蒿，蒸熟后浇一些蒜汁和辣椒
油，味道那叫一个美，用肉都
不换……”张哥的话引来大家
一阵大笑。就这样，大家说着
笑着，不知不觉地挖了满满一
袋子。

“今晚回家，我也按张哥
说的方法，蒸白蒿吃。”我的话
音刚落，其他人也附和起来，
并且相约下周末还来挖白蒿。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宜阳
县中医院）

挖白蒿的乐趣
□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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