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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闲情偶记

馨香一瓣

生活随笔

每到早晨我就想快些醒来，起来做

什么呢？浇浇花，看一壶水在阳光下喷

洒，去拾晒好的衣服。往下一看，一切

都浓绿着，太阳散着薄荷味的清香，软

糖似的，鸡蛋烤糊的黄晕，再吃些早餐，

看阳光软糯糯地瘫在一小块刚刚煎好

的面包上，青菜绿油油，牛奶也散着缓

缓的香气，水壶刚好烧开，蒸汽袅袅地

在空气里弥漫。

早起的好处，就是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都刚刚好，可以慢慢地吃早餐，慢

慢地梳洗打扮，让一切都温润起来，慢

起来。林清玄说：“用欢喜心，过慢生

活”。慢慢喝茶，慢慢思考，慢慢生活，

慢慢等一个人，慢慢地学会浪漫。

小孩子自然不会觉得早起有什么

好处，但是被大人催促着起了床，洗了

脸，吃过饭，再在清新如洗的晨曦中听

一路的鸟鸣，用鼻子呼吸草木的气息，

那一刻，小孩子的心也是欢快的。家

门口，往右拐，卖菜的女人，早早就开

始在店铺前忙碌，一把把芹菜绿油油

的，散着植物的气息，那是生活向上的

气息。卖鱼的店铺老板，也已经扎起

围巾，往鱼池蓄水，那些鲜活的鱼，每

一次游动都荡起生活的浪花。还有卖

花的老婆婆，把一盆盆小花，捧到车

上，戴了花帽子就出发。手推车摇摇

晃晃，一车的花团锦簇，一车的绿意盎

然，风携着花香鸟语，浪漫那是一辈子

的事。

早起去逛菜市场，逛早集，那感觉

太舒坦了。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炸

麻花的，糯米团的，或者卖大发糕的，

更有卖手工布鞋的，各色花布面，毛绒

绒的，就连被老人推出来闲逛的娃娃，

两只眼睛都滴溜溜，水灵灵地转不过

来。有家花店，总在早上把各种绿植

摆出来，还有各种鸟雀，金丝雀，黄嘴

鹦鹉，都一跳一跳地在笼子里啁啾。

这样的绿意与鸟鸣，心烦意乱的事在

这里是不会发生，一进屋，就如同喝了

杯冰冰凉凉的绿豆汤，周身舒坦是不

用说的。

早上的一切，都好的，新的。当然，

只有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生活的人，才

懂得浪漫的好处，也懂得晨光的柔和，

温情，熨帖。一颗心在清凉和煦的阳光

中生根、发芽、最后花枝妙曼，浪漫满

屋，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院子的

阳光下，连眼眸都闪着少女般的清澈的

目光，她的眼神，是清晨里带着露珠的

洁白的缅桂花，明亮，沉静，如潭如玉。

几个孩子隐在一簇蔷薇丛下，阳光暖暖

地照着，他们本身就是顶着绿芽的植

株，在泥土的质朴下，带着最真切的自

然的味道，欣欣然地生长。

穿绿裙子的女孩儿在院子里的秋

千上荡啊荡，明丽动人的笑是纯真，是

希望！清新的一切总是让人嫣然一笑，

笑起来，就明眸皓齿。我也总以为自己

还是十八岁，可以扎着绿丝带坐在老家

的屋檐下读书，可以光着脚在绿浪翻涌

的田梗上踏青，再坐下来望着天上的白

云悠悠闲闲，那些坐着绿皮火车去向远

方的梦想，还可以一一实现。为此，面

对如新的一切，我总是欢喜并热泪盈

眶。

那些被我们辜负的光阴不能重来，

雨落屋檐的美好不能重来，但是，我们

不必沮丧，要知道，人生由无数个春天

组成，每一段时刻都可以春光明媚，鸟

语花香；也可以由无数个冬天组成，每

一个时刻都寒冰如骨，萧索凄凉。而这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与抉择。

携花看人间，愿我们都拥有一颗陪

花慢慢盛开的心，愿意去等待喷薄的太

阳，跳出地平线，愿意坐在晨光里，感受

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更愿意让生命慢下

来，去遇见更多浪漫的事。只因那一

刻，我们的生命才是新的，如一朵刚刚

盛开的带着露珠的花，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都刚刚好。

一首满江红

如一道光穿越历史

引将士千万精忠赴义

满腔热血染战衣

取一把沙中折戟

挽山河哭泣

一曲家国情

似一道光唤民族觉醒

饮下家国恨救国震世惊

血撒战场不留名

爱国咏唱万世青

许华夏九鼎

这一道光

映得忠诚是那样红

唤醒你我肩万重、向前冲

边关国门千千种

守边人生无悔、沐光中

春季到，春茶香，在品茗春茶的好

时光里，我想到了吃茶。

吃茶，亦有喝茶本意，但又不仅仅

是喝茶。在南方茶乡，人们喝茶时，不

小心把茶叶喝到嘴里，是不会吐出来

的，而是把茶叶嚼碎，吞入腹中，此谓吃

茶。宋代《谢氏诗源》载：“昔有客过茅

君，时当大暑，茅君于手巾内解茶叶，人

与一叶，客食之，五内清凉。”可见，宋代

就有人把茶叶吃下去了。

继续在“吃茶”的文化里朝前走，时

至今日，吃茶就更为高雅了。前段时

间，我吃到一只茶香烟熏鸡。这茶熏鸡

金黄悦目，肉质鲜美，烟熏味中相伴春

茶之悠香，一口下去，大有食肉又饮茶

之快慰。我一边吃一边想，春茶之美不

仅仅入水可饮了，若茶用作“吃”，茶同

样有大作用，而且风味独具，大有不可

替代之妙。这用茶做出来的烟熏鸡，今

后也会成为我餐桌上的“常客”了。

其实在古代，茶就摆上餐桌，走进

了历史悠久的“吃食”文化。明代《保生

集要》曰：“茗粥，化痰消食。”茗粥，即茶

煮饭，兼有养生保健之功效。元代有一

种玉蘑茶，用紫笋茶和炒米混合后磨成

粉，调拌食用。紫笋茶是古代的名茶，

元代就已加工成茶食品了。到了清代，

厨师常用雀舌、鹰爪等茶叶，来炒河虾

仁。

再往“吃茶”文化里走，“吃茶”之内

涵远非在于吃，还与婚俗密切关联。

吃茶与婚姻的关系，在中国由来已

久，这源于古人对茶树的理解和认识。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说：“种茶下籽，

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

聘，谓之吃茶。又聘参茶为礼者，见其

从一之义。”由此可以窥知，古代青年男

女爱情和婚姻，崇尚茶树不可移植之

意，因而爱情和婚姻的“从一”和“坚

定”，吻合了古代人文家庭观和道德观，

“吃茶”也便走进了古代婚俗之中。

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

“辰，沅，靖各州之蛮，男女未嫁娶时，相

聚踏唱，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

来吃盏茶……”这是陆游对湘西少数民

族男女吃茶的订婚风俗作的详细记

载。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云：“丰富之

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

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此段文字，也

记述了以茶饼相送的古代婚嫁习俗经

过。清代曹雪芹名著《红楼梦》中有句：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

们家作媳妇？”这是凤姐笑着对黛玉说

的一句话，也体现了“吃茶”订婚行聘之

事。

川西北阿坝羌族婚仪中的“吃茶”，

独特而富于情趣。女家许婚后，男家来

迎亲时，迎亲队伍所到之处，都要行“吃

茶”礼。沿途每个村子吃一遍茶，寨寨

有人过来给迎亲队伍献茶和祝福。吃

茶的人，还有送亲的浩浩荡荡队伍，场

面十分热闹。“吃茶”这一约定成俗的礼

仪，在羌族婚俗中仍保存着原始遗风。

在婚俗中，“吃茶”意味着许婚，即

旧时女子受聘于男家。这一古老习俗，

一步步从历史中走来，表达了人们对美

满婚姻的追求和祝福，也在我国“吃茶”

文化里，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厚重。

阳春三月，植树正当时。在春风的

召唤下，我和朋友们积极行动起来，想

用热情和汗水，在这个春天里种下绿色

的希望。

一大早我们就乘车来到了城郊的

植树现场，顾不上初春的乍暖还寒，一

下车就脱下外套，撸起袖子，抡起铁锹，

走上了山坡。随后，我们挥锹挖坑、扶

苗铲土、培土固根、踩实浇水，尽管泥土

沾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也依然热情

高涨、配合默契，各个环节衔接有序。

一棵、两棵、三棵……不一会工夫，一棵

棵香樟苗木便像士兵会操一样，在我们

眼前列成了整齐的方阵。

后来，我们又相继栽种了水青树、

连香树、银杏、杜仲、金钱松、鹅掌楸等

多个树种，为这片土地增绿添彩。当我

们看到新栽的苗木一排排错落有序，迎

风挺立时，强烈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便涌

上心头。最终，我们众志成城，让一座

座山头披上了“绿装”，为美化城郊生态

环境增添了靓丽的底色。

临走前我还不忘对大家说：“我们

都要记得自己种的树苗在什么地方，以

后有空一定要常来看看它们！众人拾

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相信我们

的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终究会让城市

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返程的途中，我们通过车窗向外望

去，栽下的一棵棵小树苗，就像播种的

一个个绿色希望。春风拂过，这片土地

生机勃发！

我国的植树造林历史悠久，贾山

《至言》中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

五十步，树以青松。唐代诗人岑参也曾

诗云：“青松夹驰道，宫观何玲珑？”就连

北宋文学家苏轼也是位“植树模范”，他

谪居黄州时，就曾在“东坡雪堂”前广种

过柳、桑、竹、枣、栗，还留下了“去年东

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的名句。

如今，植被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已日益威胁到我们

的生活，人们建立生态文明的意识和理

念也逐渐增强，植树造林已成为了大家

公认的利在千秋之民生工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

如树木。在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

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个

春天里，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就

是在留住金山银山！

（一）
所有的时间都被春光染醉

一如 我漫长无边的期待

目光 在那首《留春令》上停顿

东风多情 吹落一砚梨花

点点滴滴 闪闪烁烁

日子 一步步挪移

眼前 心里 都是您的身影

裙裾飞扬 尽态极妍

回眸的刹那间

斑斓了我的心绪

血管在不住的膨胀

好想 慵懒下来做一只蝴蝶

停留在那花蕾中间

痴心等待 那一场场缤纷的盛宴

（二）
花的香 长了长长的脚一样

蜿蜒着从阳台爬了进来

黏住了 我的眼睛

覆盖在我的胸膛

糊住了我的嘴巴

我不能呼吸

意念中 我拼命挣扎和奔跑

始终无法摆脱

就这样被淹没 沉沦

天上一颗星星 在摇晃着

隐约看见 一队蚂蚁

正在掀开 厚重的石块

从洞里出来

（三）
那朵花的寓言

就藏在那本厚厚的《诗经》中

桃花 杏花 李华 不知名的野花

河畔 山野 变换着不同的姿势

丰富着 关于春天的想象

塑造着意象万千的缱绻风流

随遇而安的日子

增添了 许许多多的惊喜和生动

身子匍匐在书桌上 我勾画描摹

杨柳堆烟 流水汤汤

用自己的内心 去触摸春天的密码

（四）
在每一个春天的日子

都应该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态

敬仰一棵树的站立

钦佩所有的鹅黄嫩绿

因为 春天就是一道温暖的光

擦去了所有霜雪寒冷的记忆

在一阵阵或急或缓的鸟鸣声中

把春天交付给那些长长短短的诗篇

如梦令 醉花阴 满庭芳

唇齿间 抖露出自己的心事

斟满 酒的芬芳

一杯 敬给大地

一杯 献给天空

一杯 给予自己

携 花 看 人 间
□佚名

一 道 光
□孙广生

客
中
作

阿
明

书

不负春光，厚植希望
□汪小科

吃 茶 与 婚 俗
□伊羽雪

春 日 短 章
□樊树林

鸟儿相信蓝天，

才生出翅膀。

花儿相信大地，

才吐露芬芳。

你相信承诺，

微笑着做了我的新娘。

我们相信爱情，

快乐地面对雨雪风霜。

哦……

让我唱那首相识的歌，

会听见五月的鲜花还那样漂亮。

让我们重唱那首相知的歌，

轻轻挽着相信还会升起的夕阳。

就这样朝朝暮暮，

就这样地久天长。

相 信
□徐守文

友人计划来访，神秘地说：“要给我

带来一份春天的礼物。”

待好友相见，一个大大的拥抱后，

她细心地打开包裹的一件“礼物”，竟然

是几枝含苞待放的迎春花。那嫩嫩的

花苞似乎让人的一动。旁边还有一个

卡片，写着老树的一句话：“待到春风吹

起，我扛花去看你。”老友果然扛花而

来，我欣喜地把花儿一枝一枝地插在高

脚花瓶里，我们依花相对而谈，贴心的

话语，伴着淡淡的花香，那个下午的记

忆，似乎让这个春天，都充满了一抹清

新淡雅的气息。

不几日，那鹅黄色的花朵相继开

放。花蕊是一缕粉红，而那鹅黄色的小

花儿如闪闪发光的星星，三三两两的盛

开了，似乎我的生活也充满了一抹诗意

的色彩。周末，当我偶然从公园经过时，

突然有一片鹅黄色的花锁住了我的眼

球，它是迎春。那是一簇簇迎春，在细细

的枝头上，密密麻麻地闪烁着一朵朵明

黄。它们仿佛是一幅中国传统的国画，

枝条是细而淡的墨色线条，而鹅黄色的

花是明亮亮的，仿佛是春天的明眸，闪着

人的眼。那淡黑色的藤条上，细嫩的花

朵，仿佛是渲染在白色的宣纸上，看似淡

雅、恬静，却又让人感受到了一股热情、

奔放不羁的力量。我把自己置身在迎春

花的海洋里，细经地打量它们。每一朵

花，都是柔嫩的黄，花瓣儿轻柔，吹弹可

破，在阳光的跳动中，六片花瓣围在一

起，形如桶状，花蕊如细细地针，甚是惹

人喜欢。此时，最宜闭上双眼，感受轻风

飘来的花香，那花香是淡而柔的，需要你

静下心来，细细地体味。

想来，迎春花是喜欢热闹的。它们

似乎像是约好了一般，喊着：“三二一”，

然后一起大胆地开放，它们绽放出自己

的容颜，虽不如丁香芬芳，亦不如牡丹

惊艳。可是，它却像是春天的明眸，闪

动中，让人们看到春光，看到新绿。当

迎春花开得肆意时，那一串串的金黄，

就从藤条的最上端，一直垂下来，仿佛

像是一条鹅黄色的花瀑布。如果你把

那些藤条想像成五线谱，那花朵就是点

缀其上跳动着的音符，似乎柔美地奏响

了春天的乐章。

说来，迎春花算不上倾国倾城，容

貌也显得过于普通。可是，因为它开得

早，就让人无比期待。人们盼着看到那

抹金黄，似乎春就来了，山明水秀也指

日可待。看着那鹅黄色的花朵，让时光

回溯，曾经有位古人，也站在迎春花前，

吟出：“纤秾娇小，也解争春早。占得中

央颜色好，妆点枝枝新巧。东皇初到江

城，殷勤先去迎春。岂与黄金腰带，压

持红紫纷纷。”

读郭沫若先生写《迎春花》：“春天来

了，我们的花开的比较早，金黄色的小小

喇叭，压满了枝条。花多，花期长，或许

是我们的好处，缺少香气，认真说是有点

儿单调。不过，我们的枝条还相当的柔

软，可以让园艺家们作任意的蟠缠。”

迎春，是一朵朵娇黄，它轻轻地睁

开春天的明眸，让人们期待值此新绿，

期待花开如海……

迎春，是春天的明眸
□刘云燕

长白颂歌长白颂歌 傅守毅傅守毅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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