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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是明媚的，人们只看一
眼，就有了七八分醉意。

听说玉兰花开了，我们急急地
赶去古寺里看玉兰。古寺已经有
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晨钟暮鼓中，
很有庄严肃穆之意。放眼望去，整
个大殿都掩映在玉兰花中，更显古
典之美。玉兰，因种在古寺里，颇
具些许禅意。它们在春风里，朝着
我们微微含笑，让花朵努力地伸入
蔚蓝色的天空。古老与新生，就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凉爽的春风中，站在树下，
看阳光把玉兰花的影子打在红色
的墙壁上，花影婆娑，随着春风摇
曳，那红色的墙壁，仿佛是一块巨
大的画布，任由得花朵肆意开放，
把春光演绎得曼妙而灵动。

刚赏罢玉兰，桃花就美美地开
放了。日本诗人与谢野晶子有一
本诗集，她深情地写道：“你说/我
们就山居于此吧/胭脂用尽时/桃花
就开了。”于是赶去桃花岛赏桃
花。桃花明艳艳地朝我打着招呼，
一朵朵顾盼留情，我仿佛瞬间穿越，
穿越到《桃花源记》中：“晋太元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
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
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
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桃花岛上，桃花竟然有白色、
红色、粉色，五彩斑斓。水边的白
桃花是重瓣儿的，花瓣儿洁白如
雪，蕊部金黄色。树杈上是一个个
小骨朵，仿佛天空中的点点飘雪，
有着说不出的灵动。当春风微
拂，花瓣儿轻轻地抖动，仿佛那花
摇摆一下，就会出现一个身披白
纱的花仙子来，明眸善睐，顾盼生
情。我最偏爱粉色的桃花，恰若
国画中美女的胭脂红，明艳却不
媚俗，清新又典雅，仿佛是古典美
女不小心打翻了梳妆台上的胭脂，
染红了天地间的花朵，让自然万物
都唯美而灵动。

桃花还开得正美，西府海棠便
到了盛花期。它们美美地开放，花
朵呈淡淡的粉色，越到花朵的边缘
颜色越浅，淡雅中有一丝灵动和仙
气儿，配上描金的横梁，横梁上绘
有山水、花鸟，端庄大气。每阵风
吹来，淡粉色的花瓣儿就如雨般吹
落，轻盈地飞翔，如置仙境。

接着，山坳里的油菜花开了，
像是金黄的毯子。自然，还有樱
花、梨花、樱桃花、各种大大小小叫
不出名字的花，把整个大地装扮得
像个大花园。

花开在野，美好在望。愿我们
也活成一首诗，与花朵，喜悦相见。

花开在野，美好在望
◎刘云燕（河北石家庄）

2 月 5 日，来海南避寒的第三
天，天空下起了雨，就呆坐在阳台
上，趁机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

屋外的阳台，虽然与北方家里
阳台方形无二，然而正如小区伊比
亚河畔的名字一样，弥漫的是欧式
设计：三面临外的阳台墙高低不一，
两个拐角处，低矮的底部外墙拐角
巧妙地加高，分别如半个椭圆对折
转弯，外墙上面镶上了约半米高的
铁栏杆，上部巨大的镂空空间，细细
的竖条金属线自下而上穿至屋顶，
当中一条同样细的切割线横穿，既
组成了经纬，又起到了物理学上的
固定作用。睁开眼睛，屋外不规则
堆着白云的蓝天或者洒着雨丝的灰
色幕布则像天花板上变幻的魔画；
闭上眼睛，就能嗅到阳台外密密的
绿树叶子送来的带着甜味儿的气
息，向前用力再嗅，鼻尖上就能碰到
轻轻摆手的柔柔叶片，甚至听到了
她们的笑声。因为密密的叶子有些
已经透过经纬网将头探了进来，在
天花板的魔画上开心“涂鸦”。

10年前第一次见到这座阳台
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就如到异
域海岛一样，被它的欧式风格及
其“切”出的魔画深深吸引，装修
房屋时，特意保留了阳台的原汁
原味……

搬把椅子，静静地坐在阳台上，
外面的绿树已经长大，雨滴斜落在
叶子上面发出滴答击打声后滚落下
来，似乎带着几分翠色。

虽然已是立春的第二天，家乡
却依然如寒冬，气温低至零下10摄
氏度，抖音里播放着高速路上因雪
滞留归家游子的揪心场面，自己眼
前的树叶依然如夏日般茂密油绿，
不由一次次加重了季节的错觉感，
将自己一遍遍推入混沌境地。

阳台外叶子尽管同样密同样油
绿，但枝有高低叶片有大小，显然不
同树种，但是几乎叫不上名字，像扇
子的似乎是芭蕉或者棕榈，其余相
似的干脆不想了。几只松鼠突然出
现在树枝上，欢快地蹦来蹦去，有一
只还瞪着小眼睛与我对视几秒后，
又羞涩地消失在视野里……

岂止是季节偏差树种不分，连
东西南北方向也不断变幻，明明早
上太阳从阳台左边出来了，却偏认
为那是西边。距离自己最近的小区
大门，头天认准了是南门，一觉醒
来，又变回了北门。小区里众多的
欧式楼房，一楼镂空，单元出口达到
七八个，去邻楼亲戚家串个门，回来
就得努着力才能找回来；自己晴天
停的车辆，下场雨后再找，就如同盲
人般将附近停车场找个遍……

置身于错乱的季节、不定的方
向、难以捉摸的停车场的环境里，没
有慌乱与焦躁，却多了几分的恬静，
睡得香甜舒畅，这可能也是当年那
个爱种菊花的陶翁在桃花源里慨叹
无论有汉、不知魏晋的妙感吧。因
为他定知道，无论身置何处四周如
何变幻，天上有云就会下雨，太阳当
空就是朗朗乾坤。

不知魏晋的
感觉也挺好
◎杨沛洁（河南平顶山）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孩子，
胡辣汤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早
餐必备。这或许正是印证了“在中国
人心里，舒适食物代表了亲情、温暖、
幸福和无穷的回忆”这句话。

作为河南的特色美食，胡辣汤曾
在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中亮相。总导
演陈晓卿谈起胡辣汤时，言语间既爱
又“恨”：我们拍摄时想方设法，希望能
把它拍得诱人一点，但无论怎么拍，都
是稀糊糊的不上相，甚至把摄像机埋
在汤底下，但从底下往上漂起来的时
候，惨不忍睹，“太不可爱”了。

然而，对这碗“不可爱”的汤，中原
人却爱得“深沉”。

长期生活在河南的我本对这种感
情不以为然。然而，当我踏上求学之
路，离乡背井时，心中却总是挂念着那
一碗刚出锅的胡辣汤。记得入学初
期，我便开始在食堂、学校周边、网络
上四处寻觅不属于这个地区的胡辣
汤。那时的我万万没想到，曾经十步
一店的胡辣汤，在大学里竟变得如此
稀有。

那段时间，我仿佛在进行一场疯
狂的“试错之旅”，致力于寻找求学城
市最正宗的胡辣汤。后来，我不断向
各地的同学解释这里的胡辣汤不正
宗，向他们介绍家乡的味道，并自信满
满地说：“你们品尝过大河南的胡辣
汤，一定会爱上它的。”如今，我才意识
到自己当时的自信是何等坚定。美食
代表了地域特色，与气候、地势等环境
因素密切相关。大多数地区的人们清
晨饮食较为清淡，这也是为什么大多
数地区没有胡辣汤的原因。

胡辣汤泡油条、水煎包，是我求学
时光里的日夜牵挂，更是每个假期的
第一站。在河南的日子里，我常常和
三五好友一起早起，去喝一碗热腾腾
的胡辣汤。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在
一个慵懒的早晨，一碗热气腾腾的胡
辣汤端上桌，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
来，汤中的羊肉、牛肉和木耳等食材炖
煮得恰到好处，肉质鲜嫩、汤汁浓郁。
一口下去，独属于胡辣汤的麻辣鲜香
直击心灵，让人陶醉其中。

星河流转，我在外地求学、旅游的
时间越来越长。胡辣汤对我来说，已
从一道简单的美食变为一剂解乡愁的
良药。每当因故不能回家时，我便会
找一家胡辣汤店，喝上一碗，仿佛喝完
之后，我就能回到记忆中熟悉的街道。

寄情于汤
◎梁彤（河南平顶山）

总不明白，为什么都市里的
年轻母亲都不愿揽孩子，出生刚
刚几天的孩子，就得裹着尿不湿，
自个儿睡在小床上。人家还说这
是科学育儿！

我才不愿放弃这份千辛万苦
得来的享受呢。我的两个儿子都
是在我的怀中睡大的。母婴间
的耳鬓厮磨、肌肤相亲，世间任
怎样深情似海的情侣之爱也无
法与之相比。每当夜深成无涯
海洋的时辰，木板床就成了大海
孤舟，白日里的浮华喧闹剥落净
尽，最后攥在手中的，唯有不知
何来、不知何往，孤条条来去无
牵挂的寂寞与荒凉，说穿了，就

是对必然要到来的死的恐惧。
这时怀中那团生命的温热，充盈
并抓紧你漂泊无依的神魂。芬
芳的呼吸微微吹拂着，吹醒了一
片永生的草原……

醒时，他用小手紧紧抓住你，
睡着了，还无赖地将小腿搭在你
身上。他是这样娇嫩若花，却一
点也不嫌弃你的老迈和丑陋。他
可不是一无所有地来到你身边
的，他面前展开的，是你所不知的
一番天地。那世界远远地走来，
是你奔走终生也无法抵达的美好
所在。你只能揽着这小小的孩
子，尽可能把心灵的烛光投向辽
远，就当是自己拥有了那个世界。

揽孩子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花开春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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