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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脚步
◎高帅

低垂的柳枝上挂满了一串
串含苞欲放的“绿胎”，那是春
的宣言。

跟随春的脚步，仔细观察
每一处微小的变化，心中的情
愫与春的萌动紧紧相融，化成
坚定的信念，于心中漫延、收
敛、奔腾……春雨淅淅沥沥地
下，学校门口一群孩子在雨中
嬉闹着，享受最美的时光。我看
得出神，思绪也在不停地翻腾。
啊，春的脚步就这样来了，不是
刚烈，而是曼妙，有着最令人倾
慕的柔情。天空是淡淡的云，眼
前是一点点的绿，脚下是潺潺
的流水，这个美、这个柔，是如
画般的静美。

春的律动是大地最宏大的
乐章。如果不信，那你就置身春的
季节，去倾听、去搜寻、去感悟。喧
嚣的建设工地，那轰鸣的机器声，
那来回穿梭的工人，那挥汗如雨
的手臂，都是春的歌谣。

栖身春的季节，我心存的
不是惆怅，而是满腔的律动，不
是黯然的伤神，而是恣意的迸
发。伸出双手，张开如柱的臂
膀，激情地拥抱春，那雨水浇灌
出含苞欲放的花蕾，那柔风轻

抚下日渐盎然的绿，都是心境
纯粹的灵光。人活着，需要内定
于心的信念，那是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需要保持的一份宁静、
一份念想。

闭上眼睛，我突然间感到
并不孤单。所谓的孤单，其实就
是我们与人、与大自然割裂的
悲情。如果每个人都能心存温
暖、心存感恩，那穿越千山万水
的惆怅，都会悄然离开。阳光轻
抚我的身心，理想的梦在冉冉
升腾，没有羞涩、没有紧张，更
多的是一种内定于心的淡定。

在春的季节，坐在公园的
我，好想写一首诗，赞美春沉淀
的韧性、不绝的气场、收敛锋芒
的力量。可我始终不敢动笔，唯
恐不能用最准确的语言将这一
切描述。站在家里的阳台，深吸
湿润的空气，那拂面的情意将
封闭已久的心门打开。我将自
己的心与春的律动慢慢融合，
心中涌动的是连绵不绝的爱、
连绵不绝的情。

在这春的季节，万物都在苏
醒，谁不渴望有爱？苦苦寻觅，
心灵的知己在哪里，就在柔情的
自然里，就在你我的心田里。

初见“炒春天”，是在疫情过后
的那个春天，当这三个字跳落眼
前，立刻有种想夺门而出、在田野
安营扎寨的冲动，春天的种种清新
都满溢着自由和希望，遥想着那些
嫩嫩的懵懂的芽儿，草青、鹅黄、粉
白，一溜烟尽是芽色！

要炒春天，得要多大的魄力？
拿什么锅、用什么瓢，这是个无从
下手的操作！读文章才知道“炒春
天”原是一道菜名，是“炒椿尖”！
谐音之趣，霎时脑海中又跳出一个
咿呀学语的孩童，忽闪着清澈的眼
睛，歪着脑袋一本正经地把“炒椿
尖”说成“炒春天”！“炒椿尖”“炒
春天”，这般讨人喜的玲珑剧情，怎
不多来几个？

时隔一年多，在莹丫头的圈子

又见“炒春天”，内心还有着当初的
小欢喜，由香椿到野菜，继而到山
野的早春，沟渠边、塄坎上、石缝
里，都倔强地长着这些早醒的生
命，即便是坐在桌前，都能感受到
它们的魅力！不挑不拣，随意茂盛
地长在脚下，虽然不挺拔，虽然不
成“材”，都没有关系，它们始终带
着春天的质朴，保有自己的本色，
去赴从萌芽到成熟的一段旅程！

苏醒、复活，这是春天到来的
标志，大自然的容颜顺应天时，人
心是不是也需要不断地复苏呢？
跨入中年的行列，此起彼伏的波澜
一层层袭来，让人无处可躲！缝隙
里的阳光依旧，但光阴里的温度不
足，总也不清楚是缺了什么。季节
有自己专属的色彩，怎么就感觉生

活就了无新意呢？
清晰地记得去年，那天老母亲

打电话兴高采烈地说要去春游！
去春游？这番话一下子惊到了还
裹在棉袄里的我！“现在已经是春
天了，该出去走走……”初进春天
门的小东风一点也不比腊月门的
小北风温柔，就在我的脚步还在冬
眠的时候，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比我
先踩进了春天！

当看到老母亲穿着玫红外套、
枣红皮鞋迈进我家门的一瞬，内心
又泛起了小波澜，感觉我还没醒来
的生活，被什么由外向内打破了，
一下子亮堂起来了！母亲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是我打心底欣赏
的！或许不美不大众，或许杂乱不
协调，可是不要紧，母亲喜欢，独特
而唯一。

春天是要“炒”的，其实每个季
节都应该认真翻炒，捡拾起滋生的
荒草与累赘，以自己喜欢的气息与
风姿，阔步迈向绚烂的春季！ 

春分风暖，朝暮平分。漫步
山野，春色尽收。谷间鸟鸣，路
边草绿，塄坎花嫣，沟底水澈，
好一个初春之图画！

沟畔山坡，桃之灼灼，萸之
妖妖，草之欣欣，水之澹澹，鹅
之呱呱，鸟之啾啾，好一个嫩春
之丹青！

吟吟春日可濯心，浅浅嫩
色醉春意。你看那沃沃田野，泥
土松软，洇洇湿意，清香萦绕 ；
弯弯小河，哗哗流水，清澈如
镜，明亮如星，活泼如童，可爱
如斯，欢声笑语，一路向前，似
呼朋引伴，似招蜂引蝶 ；水中石
头，苔草苏醒，绿绿莹莹。

初春乍到，茱萸之盛，最是
桃川。石头河畔，鳌山脚下，从
青峰峡口，至杨下村边，绵延几
十里，弥漫山野间，茱萸盛装赴
春天，甚是妖娆弄晴柔。

嫩春嫩色，浅草红花。茱萸
盛景，最是惹人。只见那花呈
黄，若蝶似雪，迎春报喜，茱萸
最早。其实呈红，若云似霞，娇
嫩欲滴，灿若红豆。株株繁花，
独占山野，妖娆弄春，独领风
骚。澄澄黄色，灿若星河，枚枚
花朵，繁若岁月。盈盈袅袅，半
羞半掩，从沟到坡，从坡到坎，
从坎到塄，从塄到梁，似丝似
罥，似霞似雾，似醉似痴，温柔

如絮风，柔美如流云。山坡处，
如丝绸铺盖，坡披黄衣。沟畔
处，如云霞遗落，灿黄弄春。麦
田边，如丹青绘景，黄绿相宜。
河畔处，如妙手点春，窃窃私
语。村落处，如手臂环绕，隐隐
屋舍，拥抱其中。

漫步茱萸树林，如入仙境。
朵朵花儿，俏立枝头，欲飞欲
舞，欲望欲盼。似姊妹相拥，似
情侣相抱，似友人茶话，款款深
情，绵绵深意，欲说还休。灼灼
其华，宛若璞玉 ；灿灿其貌，娇
若仙子 ；盈盈其容，娇娇如星 ；
吟吟其语，轻柔婉转 ；袅袅其
香，回绕山野 ；盈盈其声，莺声
燕语。

好一个茱萸之繁花！娉娉
婷婷，婀娜多姿，或笑或颦，或
唱或吟。醉了山间之屋舍，醉了
高高之枯树，醉了初春之嫩景，
醉了山间之游人。茱萸花，初春
之盛景也！游人之最爱也！大
地之玲珑也！

回望处，还有犬吠、鹅叫、
鸟鸣，草绿、花嫣、水嫩，共与茱
萸花做伴，山野之春不寂寞。

呜呼，春之景在花，花之盛
在萸，萸之美在神，神之韵在
意。其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富
贵吉祥，驱邪逐恶，此乃萸之真
意也！

山桃花开了
◎徐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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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岭深处，山坡畔的桃花总
是最先盛开。有的开在悬崖峭壁的石
头缝，有的开在沟壑纵横的雪窝里。

山桃树一般长得不是很高大，
只有荆棘状的二三米高，可别小瞧
了它们，说不定眼前的这些山桃树
已有几十岁了。

山桃树好像一生都是为了“出
嫁”，它的花是粉红的，果实是绛红
色的，每年的新枝是青红色，就连
树身也泛着些许红韵，像极了出嫁
的新娘。

很小的时候就听外婆说，在
山 里 头，先 开 花 的 一 定 是 山 桃
树。她还说，山桃花不是凡花，从
不轻薄地招蜂引蝶，是专为雪开
的。当 时 我 还 不 信，常 常 为 这 个
事和外婆闹别扭。多年后当我真
正走进大山，才知道外婆说的是
对的。

外婆出生在南山里的鹦鸽寺院
村，她常给我讲山里的事，其实我最

喜欢听的还是山桃花的故事。山桃
花是报春花，是山的女儿，开花的时
候就是她要“出嫁”了。她嫁给了大
山，为大山生儿育女，一代一代繁衍
生息。如今，我才知道外婆为何喜欢
讲山桃花的故事，因为她想她的娘
家了，想她的父母亲了。

外 婆 很 小 时 就 得 去 山 上 采
药、放 牛，特 别 是 山 桃 花 开 的 时
候，就 折 些 满 枝 开 着 花 蕾 的 枝
条，围 成 圆 圈，戴 在 头 上 和 小 伙
伴们玩“出嫁”的游戏。你嫁给那
座山坡了，她成了那块石头的人
了，即使衣服被荆棘丛剐破了都
不 收 手。每 当 外 婆 讲 到 这 里，总
会一脸慈祥地抬头望向远方。

她说，等到夏天了，桃花坐的
果就慢慢熟透了，就可以爬上树
杈上摘红红的果子吃了。那些果
核还可以放在阳光下晒干，在石
头上磨圆，玩“抓羊儿”的游戏，有
些家里人还在小小的果核上钻个

孔，用红头绳串起来，戴在手腕上
做手串。当然，那些没有被摘捡的
果核落在树下，来年就是一棵小
小的桃树苗了。

外婆去世几十年了，每年山桃
花开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外婆给我
说的 ：“山桃花是山的女儿，粉红
色的花蕾就是她的嫁衣。”

直到今天，当我走在外婆当年
走出山的路上时，我总不由自主地
抬起头，望一望大山，好像外婆还
在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总
是想方设法地走近那些盛开的山
桃花，想寻找外婆当年折过枝条的
那棵山桃树，山崖间仿佛听见了外
婆的欢笑声。

崖上的山桃树又开花了，红红
的花蕾压弯了枝条，将山坡也涂成
了粉红色，它们满山遍野地驰骋，
即便花瓣飘落，也要化成一对对轻
灵而柔韧的翅膀，随风飞向峰峦重
叠的山谷，将自己嫁给大山。

早春的周末，携妻带子，回到
了乡下老家。

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清香，满
眼绿意，让人心旷神怡。

一进家门，就看到院子里那一
畦韭菜绿油油、水汪汪，格外引人
注目，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在老家，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
屋后都有一畦韭菜。阳春三月，天
气日渐转暖。菜畦里蛰伏了一冬的
韭菜早已禁不住春的诱惑，偷偷钻
出了地面。料峭的早春，母亲把院
边的那畦韭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除枯枝、拾败叶，施农家肥，再浇足
头茬水。只见嫩嫩的韭芽，绿生生、
水灵灵的，迎着春风摇曳。

韭菜长得很快，几个日头，就有
半尺高了。勤劳的母亲会把这头镰
韭菜割回家，烙韭饼、包饺子、炒鸡

蛋韭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每年三月，我总是迫不及待地

回到老家，那是馋母亲用头镰韭菜
烙的韭饼、包的饺子了。

好雨知时节，一场姗姗来迟的
春雨后，韭菜又长高了。雨后的早
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这时
的韭菜，沾着春雨、带着春泥，根肥
叶鲜、韭香浓郁。农家小院的韭菜，
与大棚温室长出韭菜截然不同，无
论外形和口味上。一茬又一茬，这
是土地给勤劳之人的馈赠，割完头
镰韭菜，二镰、三镰韭菜又很快孕
育、生长。 

母亲的厨艺，在村子里数一数
二。看到儿女回家她很开心，在院
子里割点韭菜择净并淘洗干净，沥
干水，切细，拌上豆腐丁，用自家
地里麦子磨的面粉、自家喂的老
母鸡下的柴鸡蛋，撒上调味料，拌
匀……烙成香味浓郁的韭菜饼，无
论是谁都要垂涎欲滴了。

又是一年春阳暖，菜畦里的春
韭沐浴着暖阳正长得郁郁葱葱。母
亲的餐桌上花样繁多的韭菜小吃
让人心里暖暖的。闻着春天的气
味，吃着春天的韭菜，真是“一畦春
韭绿，万缕母爱浓”啊！

一畦春韭绿
◎曹雪柏

又见炒春天
◎刘春宁

茱萸弄春
◎杨春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