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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女性的季节
□曾海波（湖北孝感）

春暖季节，万物复苏。
这个时候，我常常花上几天
的时间，约上三五个好友，或
者带上几个学生，一起到郊
外走走，拥抱春天，播种绿
色。我们在新鲜空气中，挖
坑，放苗，培土，整平，浇水，
一棵棵树苗拔地而立，心情
变得和春天一样明媚起来。

在我的老家，乡亲们素
有在山头地边、河道沟渠及
房前屋后植树插柳的习惯。
那些树跟着各家的孩子一起
成长、成材，让乡亲们从用其
材、食其果、护沙土、净空气、
洁水源等诸多用途中受益颇
多。或许是由于自己从小耳
濡目染、深受长辈们言传身
教的缘故，又加上自己一直
从事教育工作，我对植树造
林、绿化美化家园更
是情有独钟。

那是极其美好的体验。
看着新栽的树苗迎着春风，
快乐地舒展着枝叶，我的心
情总是无比愉悦。我常常和
学生一起，写下一篇篇关于
树、关于植树的诗文，记录着
我们在植树活动中的欢声笑
语。

在过去，古人大都爱树、
惜树，有植树的传统，涌现出
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
话，不少文人墨客为此留下
了流传千古的诗句。先秦佚
名的《定之方中》写道：“树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
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
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
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
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对今
天也是一种启发。

与树为伴，如临君子。
晋代陶渊明爱柳，屋后植柳
树五棵，自号五柳先生。“方
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
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
明还爱菊，宅边遍植菊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至今脍炙人口。北宋的林逋
爱梅，自称梅妻鹤子。唐代
杜甫喜桃竹，写有“平生憩息
地，必种数杆竹。”清代汪士
慎：“小院栽梅一两行，画空
疏影满衣裳。冰华化雪月添
白，一日东风一日香。”

东坡先生道：“宁可食
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对居
住环境超凡脱俗、清新高雅
的品位，也代表着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存，相辅相成。“大

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
满天山，新栽杨柳三

千里，引得春风
度玉关。”这

是 清 代 左
宗 棠 的

老 部
下
和

同乡杨昌浚，称赞其与部属
在西征期间动员湘江子弟
在沿途广种“左公柳”绿化
边陲、开花结果的壮举，饱
含的是华夏儿女自强不息
的团结力量和勇御外辱的
民族精神。

文人爱植树，一方面在
于怡情养性，另一方面更在
于将树作为虚静的观照和
沉默的力量，以之来激励警
策自己。松为百木之长，古
人多有种植，现在也是如
此。唐代杜甫在《寄峡州刘
伯华使君四十韵》中写道：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愈
澄。”宋代吴芾写道：“古人
长抱济人心，道上栽松直到
今。今日若能增种植，会看
百世长青阴。”陈毅元帅曾
写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
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
化时。”古往今来，歌颂松的
诗章可谓数不胜数。

“一树新栽益四邻，野夫
如到旧山春。”如今，正是植
树的大好时节，赏读古代诗
人的植树诗，学习古人，把植
树当成我们的时尚追求，把
绿色“种”在心中，种下一棵
小树，呵护一片新绿，惠泽子
孙后代，用我们的双手让家
园更绿、天空更蓝、空气更
清，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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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是女性的节日。她们如花的
容颜，清澈的眼眸，透着光泽的肌肤，绚丽

多彩的梦想，如含苞的玫瑰，像阳光一样灿
烂；她们是皎洁的明月，藏着星光一样的浪
漫情怀，让生活充满勃勃生机，给这个世界带
来梦想和希望。

冰心先生说过，“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
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

‘善’、十分之七的‘美’”。尊重女性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体现，世上因为有了女人而多彩多姿，她
们把一个个小家庭变成爱的乐园，变成温馨的
港湾。每个女人犹如一朵绚丽芬芳的花，或清
新，或婉约，或美艳，开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永远温柔如水。

三八妇女节，代表的是女性生命的朝
气蓬勃。她们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延续和
抚育生命的伟大，守候家的温暖。美在

母性，母亲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女
性有纤细和敏感的触角：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深
刻。作为劳动者，她们勤劳

智慧，以非凡的创造能
力，撑起半边天。

女 性 在 社

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岗位上建
功立业，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以小草般
的姿态活出大树的劲头，不颓废、不抱怨，
内心不荒芜、灵魂不贫穷。她们有扬在脸
上的自信和融进血里的骨气。

每年这个日子，我的眼眶总是有些湿
润。我要把最崇高的礼赞献给她们——愿
阳光照耀着她们，愿爱的雨露滋润着她们，
愿健康和美丽紧紧相随，愿快乐和幸福时时
环绕。她们是教师、医生、编辑、工程师、农
民……她们是钢琴家，每天演奏着锅碗瓢盆
交响曲；她们是艺术家，端出一盘盘鲜美的
食物；她们是经济学家，柴米油盐的购置、酸
甜苦辣的调配。她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为社会和家庭奉献着、操劳着，她们是有
责任心的担当者，是孕育生命、温暖家园
的守护者。

三月是花的季节，万紫千红，繁花
似锦；三月是女人的季节，人面桃红，
裙裾飘舞。女人是诗，字里行间
洋溢着博大的女性情怀；女人
如歌，唱响生命的礼赞，为
世界奏响美妙的音
符。

今
天是三八妇

女节，我忙完工
作后便赶回宿舍给

老婆打视频电话。电
话那头，老婆显得很兴

奋，高兴地对我说：“你看
这是我插的花，可以吧？”

原来老婆正在参加单位举
办的三八妇女节活动。听到
老婆的声音，我打心底里替她
高兴，虽然没有我在身边，她的
这个节日过得还算开心。

回首过往的岁月，我所在
的单位以房建施工为主，哪里
有工程，就要去哪里工作。这
些年，我走南闯北，远离妻儿，
在不同的城市奋斗。多少年
了，我都没有陪老婆过一个真
正属于她的节日，心里充满了
愧疚。视频电话里，老婆可能
看到了我的表情，听出了我声

音的变化，对我说：“老公，你在
外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
己，在视频里看到你就相当于
陪我过节啦。”

记得我第一次出差不久，
老婆便独自一人到工地看我，
临走时我第一次到火车站送老
婆。老婆显然不太敢面对离
别，红了眼眶，声音有些哽咽：

“记得一个人在外好好照顾自
己，出门在外不比家里……”面
对老婆的担忧，看着她娇小的
身躯，我的泪水簌簌地流了下
来，我赶紧转过身去抹掉眼泪，
我猜老婆应该没有看到。那一
刻，我连忙把老婆的行李物品
搬上火车，还没等我下车，火车
就要开动了，情急之下我赶紧
跑了下去，火车门很快就关上
了，看着远去的火车，我的内心
有种难以言说的痛。

刚结婚的那几年，难得回
家一次，大多时间都与朋友聚
在一起，陪老婆的时间却不

多。那时的我不懂家里的饭
会变冷，不懂夜深为何家里
总是留着一盏灯，不懂何谓
担忧……

后来，当我有了儿子后，每
次放假回家我都尽量多抽时间
陪老婆，陪她一起逛街购物，陪
她一起看电影。在工地上，不
管工作多忙，我每天都会抽出
时间给老婆打一个电话。我开
始认真听老婆说的每一句话，
不再任性地简单说几句就挂掉
电话。

“老公，你在想什么啊，怎
么不理我了。”老婆的声音把
我从回忆中唤醒，“老婆，我在
想过去的那些日子，今天，我
陪你过节……”我们一起闲聊
着，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突
然发现，虽然彼此不能时常见
面，但我们更加懂得感恩和珍
惜，或许电话里嘘寒问暖的

“念叨”，会让这个节日别有一
番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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