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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去种一棵树
◎韩景波

那年春天，有位漂亮的女孩因为文学的梦

想，慕名找到我家来。我在家正帮父亲给猪担垫

圈的土，在山上的土塬挖土时挖掉一棵小树苗。

女孩问我 ：“这是什么树？”我告诉她 ：“它叫

棠梨树，树长大了结的果子叫棠梨子，果小味

涩，如果嫁接成梨树，就结梨了。”女孩便把那

棵棠梨树苗带回了家，要我和她一起栽在房后

的一块空地上。翌年春天，女孩没忘来我家，要

看我们一起栽种的那棵树。树活了，且长高了许

多，女孩很高兴。第三年的春天她依然来到我

家，不过，这时的树已被我嫁接成了梨树，长得

比人还高了许多。到第四年梨树挂果的时候，我

和女孩已成了夫妻。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有个约

定 ：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就在家中院前院后

的空地上，或者屋后的山上去植一棵树。

三十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不忘初心，每年春

天到来的时候就去种一棵树。我们爱树，树也成

了我们的心灵之友，在我们感到孤独和疲惫的时

候，它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比如，临窗读书

写作累了，就那么随意抬头将目光投向窗外，那

些枝头上的新芽，就像黑夜里的星星。那些新芽，

更像襁褓中刚刚苏醒的婴儿，舒展在春风里，那

般粉嫩，让我们在尘世中那颗粗糙的心，瞬间变

得湿润细腻而温柔。有时候，我们还会情不自禁

地流连树间，抑或倚靠在它们的身上,听风儿在

树梢和叶间滑过的声息，我们能感受到它们的轻

柔呼吸。有了这样的树、这样的朋友倚靠，我们焉

敢言累？我们应该始终像它们一样热爱生命，坚

贞不屈，努力地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

春天来了，我们要去种植一棵树，也是种植

在我们的心间。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会用有

些颤抖的双手，去抚摸它们的身子，去感知想象

它们的追求、它们的年轮。经历风也好、雨也罢，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但我们可以庆幸在春天

的时候，种下了这么多的树。我们可以和它们一

起，抱定信念，不负春光，努力坚持，快乐生活。

又是一年春天三月植树时，我已备好了树

种，一棵是天竺山的青枫，一棵是青岛崂山海边

的桃树。

大槐树
◎文雪梅

小城里有一棵老槐树，它就像位执着的坚

守者，历经风雨，默默驻守在县城一隅。岁月老

去，时光流逝，然而这棵记载着陇县历史兴衰的

百年老槐树，依然长得生机盎然，朝气蓬勃，无

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据城里的老人讲，这棵老槐树是清康熙年

间栽植，树高 17 米，枝繁叶茂，遒劲有力。按常

理说，这棵树应该叫老槐树，但是，多少年来，人

们都亲切地称呼大槐树，也许是这个“大”字更

能代表一棵树在人们心目中独特的位置和沉甸

甸的分量吧。也是，常常听到人们走儒林巷时，

都不约而同地说 ：“到大槐树！”大槐树不仅仅

是一棵树了，更是陇县人心目中一个醒目的路

标，已经成了那条巷子的“形象代言人”。

我身为小城里一名普通市民，每次经过大

槐树下，不由自主总要抬头仰望，与一棵树对

语，心中总是感慨万千。脑海中三毛的《如果有

来生》中经典的诗句一直在耳边萦绕 ：“如果有

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

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

一年四季，大槐树总是一种崭新的姿态笑

对风雨，迎接明天。春天里，它摇曳着一树的繁

花，在绿叶的衬托下，重重叠叠，迎风怒放，远远

望去，又好像是位长相富态、身材丰腴的姑娘，

婆娑着美丽的秀发，煞是好看。此时，槐花飘香，

满城芬芳，大槐树给小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夏日里，它更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叶子鲜亮

茂盛，绿得发亮，为行色匆匆的路人撒下片片斑

驳的绿荫，带来阵阵清凉。傍晚时分，人们坐在

大槐树下，摇着蒲扇，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瑟瑟

秋风中，金色的树叶翩跹起舞，有多愁善感的人

们站在树下，情不自禁感叹一句：“秋风扫落叶，

满地尽黄昏。”冬日里，伫立在白雪皑皑中的大

槐树褪去了一树繁花，简单而直白，显得淡泊豁

达，只见那清瘦的枝条，傲然伸向无垠的天空，

充满诗情画意，叫人浮想联翩。

不经意间的一次，我和住在大槐树附近的

一位老人闲聊，当说起这棵树时，他立马打开了

话匣子 ：“从我记事起，这棵树就长在这里，百

年树木啊，确实是这样，你看我现在都老了，这

树却越长越茂盛！”

前几年，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拓宽改

造儒林巷是其中一项规划，包括移植大槐树也

在规划之中。消息一出，小城里的人议论纷纷，

担心树老了，就像人，走到了暮年，是不能轻易

动手术的。县委、县政府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呼

声，不仅没有动树的一片叶子，大槐树还被列为

重点保护树种。政府给大槐树周围安装了护栏，

挂上了保护牌。在人们的呵护下，大槐树枯木逢

春，长得蓬蓬勃勃，展现新姿，让人眼前一亮。

我惊讶于闹市之中站立着的这个生命，且

是一个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生命。我凝望着

它，持续了很久很久，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依旧

巍然挺立，根牢牢地植于陇县贫瘠的土壤，一年

年，和小城大地上的万物一样，生出一拨一拨的

新绿，且一年比一年茂盛。其实，它再也不是一

棵普通的树，而是小城历史的见证者，幸福生活

的守望者……

微风拂煦，水光潋滟，

渭水云集了满城的春光。

堤岸芳菲欲染，棵棵柳

树早已换上嫩黄的裙装，任

凭柔软的柳丝撩拨着渭水，

方知一年春物，惟柳色早知

春意，暗许芳心。

“一年春好处，不在浓

芳，小艳疏香最娇软”，漫步

堤岸，遥看杨柳弄春，丝丝

柳，寸寸柔，浸润着随风摇

曳的一片片鹅黄，春的遐思

铺天盖地，无边的春意顿时

从诗词里流淌开来。我惊诧

于柳叶的清新唯美，那片片

新绿整齐划一地排列于柔

软的枝条上，顾盼生辉，风

情万种，绝对堪称春天的大

手笔。“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碧

色的裙摆摇曳在诗人的笔

墨里，总能轻易地将人心头

的疑虑打消。

借助渭水的滋养，春风

的抚摸，让柳色出落得愈发

谦逊。那一抹抹新绿，静静

伫立在渭水河畔，俯首碧波

中的倒影，烟姿绰绰，意境

悠长。它翠色欲滴，轻舞飞

扬，不求百尺参天，不屑争

奇斗艳，总以俯首的姿态安

立于河畔，装点着堤岸。我

的脑海中浮现出《新柳》的

画面，“柳条百尺拂银塘，且

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

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我

暗自揣测，莫非，它垂首弄

影，对镜梳妆，在与渭水深

情对望中期盼春燕早日归

来，呢喃耳语。

奔流不息的渭水似乎

不为春色所动，一刻也没有

停滞它欢快的脚步，它始终

牢记着自己的使命，静静地

滋润着万物。干渴的草木正

焦急地等待着灌溉，错过了

冬雪的润泽，就指望这场春

灌能够携带着希望，在无垠

的田野上缓缓流淌，再次丰

盈生命，才能等到陌上花开

时，四野飘香。

远处的河道上，传来

了机械的轰鸣，一群无暇

赏景的人，却成了渭水河

畔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

正在忙着疏浚河道、清理

杂草、播撒花籽、移栽花

苗……他们默默无闻，辛

勤劳作，一路追随渭水的

足迹，常年躬耕在渭水堤

岸，时刻铭记上善若水、海

纳百川的情怀，将至柔至

净的身影融进时光里，用

汗水浇灌出朵朵美丽的花

儿，精心打造花海相融、水

景相间美到极致的风光。

隔岸相望，杨柳依依，

丝丝柔嫩，含笑不语，我的

心头已是一片春意盎然。微

风又起，吹皱一池春水，吹

醒远处一大片麦苗的美梦，

绿油油的麦浪翻滚起来，抖

落满身的晨露，拼命拔节，

仿佛要与天空的风筝一比

高下。浸润在这片孕育着希

望与美好的春景中，徜徉于

渭水河畔，洞悉了柳色的一

番心意，窥探着人勤春早的

景致，三月的春光早已美不

胜收，美得让人迷醉，美得

不忍心辜负。

想必，这般明媚的景致

足以匹配世间一切美好。

林间鸟啼声
◎冯永康 

村居半月，留下许多

鲜活的印象，而我认为最

美、最酥润心田的，应该是

那一群雏鸟的啼鸣了，娇

嫩而清亮。

我居住的小院靠近村

边，紧挨着一个大池塘，出

了后门，沿着一条幽僻的

小径走几步，便是村里的

林场了。百十余棵杨树、柳

树和洋槐树，已长得高大

粗壮、枝繁叶茂。每天，我

都生活在一个满眼绿色、

林木繁荫的幽雅之境。

小院离村外那条通衢

大道很远，同村中的主街

道也还有一段距离，然而

这里却并不寂寞。这里有

自然天籁声，有虫鸣鸟啼

的交响乐。这些声音美妙

而动人，比乐器奏出的音

响更为空灵和洒脱，也更

令人心魂清明舒展。

每日清晨，我睡得正

香时，梦里便能听见鸟鸣

声，睁开眼，窗外虽是一片

灰蒙蒙的黎明晓色，可林间

的鸟儿却叫得正欢了。枕着

百鸟的鸣啭，我心里默诵着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的诗句，陷入一种恬淡而温

柔的意蕴之中。此后，一整

天，院子里、池塘中、枝杈缠

绕间，鸟儿们一刻不歇地啁

啾着，我也便整个儿生活在

童话般的诗情里了。

鸟啼声的繁复优美，

不禁引起我对它们的深深

敬意，也使我感到惊异和困

惑。我始终不解，鸟儿那小

巧的躯体和喉管里，怎么能

发出如此美妙和神奇的声

响！它们又为什么总是这

样兴致勃勃地鸣唱？还有

自然界的物种形成也真是

奇妙，一种生物身上集聚了

多种多样的美，甚至达到了

完美的和谐。彩色翎毛的美

丽小鸟，唱着婉转动听的

歌；色彩艳丽的花，释放馥

郁的芳香；开着柔嫩雅淡

花朵的果树，结出美味的甜

果……诸如此类，不都是完

善和谐的统一体吗？

听着鸟鸣，我甚至异

想天开地猜度，世上那些

极复杂、极神奇的乐器，

都是模拟自然界中的声响

所制，其中应该有很大一

部分是模拟鸟声或受鸟声

的启迪而发明制造的吧，

否则鸟啼声怎会同那些乐

器奏出的声音如此相似！

鸟类是早就存在于自然界

中，而乐器的出现却要晚

得多。我还曾想，贝多芬

那首博大精深的《田园交

响乐》，那优美的旋律中有

很多也是引入了鸟鸣的原

因吧。唯其如此，那乐曲才

能真实地再现田园恬静的

美，表现了大自然的性灵。

“啾啾、唧唧、唧啾唧

啾……”这尖利细碎而又轻

柔的歌声是黄鹂唱出来的，

声调酷似小提琴那柔润细

腻的弦音，带着一种朦胧的

梦幻意味，把人带进了抒情

诗的幽谧意境；那“嘎吱吱、

嘎吱吱……”的伯劳啼叫声，

像民间吹奏的唢呐声，响亮、

活跃、泼辣，带着浓烈的习

俗味；一群雏鸟和一群呢

喃的燕子，那悠扬婉转的鸣

叫则像是弦乐与管乐的合

奏……就是在这百鸟合奏

的自然交响曲中，我度过了

惬意的村居岁月。

我居住的只是西北地

区的一个普通村落，这里

不属于自然保护区，也没

有什么特别保护益鸟的措

施，尚有“处处闻啼鸟”这

种诗意美景，若是在山林

地区，那岂不更多了。相信

每一个村庄都有这般绿树

环抱、花木丛生、百姓安康

的美景，我们的土地也会

更安详、更有生气、更令人

向往了……

绿染渭水
◎王怀宇

一番春雨过后，春风

更加温润了。被春风抚摸

过的宝鸡渭河两岸，渐渐

苏醒过来，急不可耐地散

发出美的气息。

和着春风的节奏，漫

步渭水边，轻松愉快的感

觉在全身游走。岸上游人

不少，脚步如春风般得意，

这种得意是享受到大自然

馈赠后的快意与满意。幸

福的时光，往往就这么简

单，就这么自然而然。

水边少不了柳树陪

伴，春风少不了柳树吐绿。

整排整排的柳树，缓缓垂

下挂满嫩叶的枝条，轻扫

游人的肩头和额头，似乎

要将春的讯息传递给每个

人，赶走严冬的冷峻，唤起

内心的快乐。

不远处的渭水平静得

如湖面一般，柳树趁机倒

影其上，河水顿时染绿，随

着一阵春风的搅动，河水

泛起朦朦胧胧的绿色。几

只野鸭游来，水面波纹轻

轻荡漾，柳树倒影细碎迷

离。这是送给春天别样的

礼物。

这里一大丛、那里一

坡面的迎春花，笑嘻嘻地

放出小花，与相邻的柳枝

争春不已。是谁迎来了春

风？春风不语，任凭谁说。

时而婉转、时而清脆

的鸟叫声，伴着春风忽远

忽近。一年四季都不缺这

些小精灵，春风里的鸟叫

声少了些许硬气，多了几

分柔和。难道这些小鸟被

柔情的春风同化了？

脚边枯草的缝隙里，

已经冒出小小的新绿，羞

答答的、半遮半掩，欲拒

还迎春风的光临。一群小

鸟不管不顾，尽情在草地

上撒欢，尽情挥洒调皮的

本性。

“小贝！快回来！”一

只小狗挣脱了绳索，急得

一位女子追着喊着。小狗

没有停步，也不回头，在草

地上欢快地奔跑跳跃，惊

起一群小鸟叽叽喳喳的。

草地的绿虽然星星点

点，但是点缀其间的山桃

花开得正艳，粉白粉白的，

张扬着奔放的本性，摆出

一副“春风十里不如你”的

姿态。只可惜，蜜蜂蝴蝶尚

未睡醒，要不然，枝头招蜂

引蝶，可以炫耀花姿，炫耀

热闹。

春 风 温 婉，撩 起 万

物 的 记 忆 ；春 风 如 故，

唤起人们的乡愁。“手提

上竹篮篮，又拿着铁铲

铲……”一群老者齐聚河

边亭子，陶醉在浓浓的秦

腔之中。几位中年男女，

在草地边的空地上，支起

拍摄视频的设备，唱着

“暖阳下，我迎芬芳，是

谁家的姑娘……”蹦蹦跳

跳，乐在其中。

站在新建的联盟大桥

上，东望西眺，心里不禁涌

出三个字 ：醉春风。

染陈仓绿
杨柳依依

◎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