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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程应峰

是春光就会灿烂，有春暖自有花开。春天，这个
生发的季节，满载着复苏的希望，从岁月深处踏香而
来。

春天是饱口福的季节。于乡村而言，在春天挖野
菜、吃野菜，是平常不过的事情。走在田边地角，随
处可见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荠菜花，摘下它们的嫩茎叶
或越冬芽，焯过后，无论凉拌、蘸酱、做汤、作馅、
炒食、熬粥，都会别样鲜美。野外的蒲公英，做汤或
与海蜇皮拌吃、与肉丝炒着吃都别有风味，若配以绿
茶、甘草、蜂蜜，则是一杯能清热解毒、增强人体免
疫力的蒲公英花茶。无处不在的苦菜，洗净晒干了，
可以贮存很长时间，汤味虽苦，却有益于身体。除了
熬汤，蒜茸拌苦菜、酱拌苦菜、苦菜烧猪肝等等，都
会教人口角生津，回味再三。还有枝端开出蓝色小花
的明叶菜、根茎酱紫的苋菜等，都是舒心可口的时令
鲜品。

春天是爽心的季节。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生活，在
春天，倏忽就生动起来，倏忽就明媚起来，倏忽就快
意起来，每一颗年轻的心开始驿动，每一双年轻的手
开始精心而精致地打扮。春天卸下的，是沉重臃肿的
冬装，换上的，是轻巧美艳的春衫。

春天是花开的季节。种类繁多的鲜花应时而开：
春梅、水仙、迎春、海棠、鸢尾，不一而足； 桃花、
李花、梨花、玉兰花、百合花，相映成趣……春天赏
花，是最为惬意不过的事情。走出户外，极目处，哪
里都是应接不睱的赏心美景。

春天是歌唱的季节。花丛间，精灵般的蜂蝶翩翩
起舞，春天的情怀若隐若现。恍惚间，时光之手打开
了春的画面，含情的目光在春水的流向里伸延，走向
户外的人满眼装着春天来了的喜悦，北国之春渲泻着
春光般的眷恋，野百合不遗余力地在阳春白雪中演
变，春泥氤氲着春天的气息，倏地，春天的色泽铺上
心头，漫过了春山、春水、春林、春野。

春天是行吟的时节。春雨，春风，春阳，草地，
花朵，白云，连诗词也在春天繁衍。有着意于早春
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初春小雨》）有流
连于旅途的，“去去行人远，尘随马不穷。旅情斜日
后，春色早烟中。流水穿空馆，闲花发故宫。旧乡千
里思，池上绿杨风。”（贾岛《春行》）有偏爱亭台花
榭的，“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
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白朴 《天净沙·
春》）有触春而生痴情的，“西湖沈醉。东风得意。玉
骢骤响黄金辔。赏春归。看花回。宝香已暖鸳鸯被。
梦绕绿窗初睡起。痴。人未知。噫。春去矣。”（张可
久《山坡羊·春日》）

踏香而来的春天，或鲜活，或美丽，或清新，或
灵动，或磅礴，或辽远。春天的事与情，烙印着渴望
或伤感，思量或怅惘，欢喜或迷离。在春天，听得见
花开的声音；在春天，嗅得出阳光的味道；置身春
天，一不经意，就会从灵魂深处喊出“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灵性诗篇。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春天踏香而来

□涂燕娜

在春天，打开一扇窗
我看见，阳光穿越风雪而来
带着木棉的红，高高地伫立

转身，将其中一朵，伸进了江面
临水照影，搅动一江春水

光穿过黄花风铃时
被拧成一股丝线，借用春天的色卡

将少女的黑发挽成花髻
夕阳被反复地涂抹

桃花开在寂静的山中

那时，她从桃树下走过
带着古老的月色，抖落一身雪白

凤凰的羽毛，在她的枝头
热烈地绽放，一个久远的传说
在崭新的语言里又一次被讲述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文学爱好者）

寂静春色

□刘连金

家乡的那山、家乡的那水、家乡的那些树木… …
这些都是“乡愁”的最强音，家乡的树木就像世世代
代生存在此的乡民，无论环境如何都能顽强的生根、
发芽、成长、结果。联想到作家茅盾的散文《白杨礼
赞》，作者对白杨树的赞美，歌颂了当时坚持抗战的北
方农民，他们的质朴、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因
此，家乡的树就像家乡的人一样也值得去赞美的。

我的家乡是鲁南苏北交界处的枣庄，这里既有江
南水乡的温柔，又有山东丘陵的粗犷，是华夏东部地
区的南北过渡带，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适宜亚热
带、温带所有树木的生长。童时记忆中的树木很多，
栽植最多的树木当属杨树、柳树、槐树、榆树、椿树
等成材的树木，还有就是桃树、杏树、枣树、石榴
树、梨树等果木树。

走进老家的乡村，让人最先知春的便是杨树，那
泛黄的叶芽和悬挂在树枝上一嘟噜一串好似毛毛虫的
杨花；其次是那柔细的柳枝，冒着嫩绿的柳芽，在春
风的微拂下好似少女瀑布般的密发，衬着婀娜多姿的
身材正翩翩起舞。贺知章的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道出了杨柳在春风拂煦下的
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情景！

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要说白杨、
垂柳是春的先行者，而桃树、杏树、梨树等也不甘示
弱，好似迫不及待地在追赶着春的第一个音符，树叶
还未抽出，争奇斗艳的花朵便竞相开放，那粉红色的
桃花似含羞村姑的绯红脸庞；那粉白色的杏花，散发
着沁人心脾的芳香，真是杏花烟雨、花的海洋；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洁白的梨花似雪、
似霜煞是耀眼。它们无论在家乡的山旁，还是农家小
院，还是道路两旁，绽放着自己独特的花朵，从没有
嫌弃过山梁的贫脊，没有嫌弃过路边嘈杂和灰尘的污
染，没有嫌弃过农家小院的狭窄，不择环境的扎根、
发芽、开花、结果。

在记忆中，家乡的枣树和石榴树发芽、开花最
晚，它们通常是四月的中下旬左右才发芽，因此村里
人都称它们是贪睡的“懒树虫”，其实说归说，村里人
还是对枣树和石榴树情有独有钟的。老家就住在与枣
庄的“冠世榴园”一山之隔，所以村里的家家户户都
要栽上三到五棵石榴树，每年的石榴树和枣树发芽
时，一些年长的老人总要用剪子采摘下那嫩嫩的叶

尖，晒干炒熟后作为茶叶，酷暑之际，劳累之后，泡
上一杯清香的枣叶茶或榴叶茶，甭提其中之味道了，
不仅能解渴且还能防暑祛火。

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家乡的刺槐和榆树，家乡的房
前屋后，西河两边的大堤，到外都是密密麻麻的刺槐
和榆树，我虽未赶上“贱年”挨过饿，但也是人民公
社后期长大的。那时，我经常和伙伴们攀上那高高的
槐树顶采捋槐叶、摘槐花，那一串串槐花像银链，似
玉朵，随风飘出淡淡的清香。采摘下的槐叶槐花用来
蒸菜窝头。待槐花凋谢时，又赶上榆树放叶、结榆
钱，就这样槐叶、槐花，榆叶、榆钱就成为了春季家
乡农家中的饱腹度荒之物。

尽管幼时的春天是清贫的，但仍感到春天格外清
新，我和童时的伙伴们都常常赤着脚丫，手持自制弹
弓在树下追寻着黄鹂和麻雀。时至今日已年过半百年
龄的我，偶尔闲暇之时，回归树林追寻着童年的梦
幻，才真正感到大自然春天的美丽，这才想到往日年
华似流水，方才体味到“黄金去了有处找，光阴逝去
无处寻”的真谛。

树木不仅绿化环境，而且还与人的健康密切相
关，空气中的“长寿素”——负离子较多，在大城市

房间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只有40至50个负离子，而
在有树木的郊外负离子却有700至1000个，海滨、山
谷、森林则高达20000个以上，对促进人体健康大有裨
益，能改善心肺和神经系统功能，还有利于促进骨骼
的生长发育，故称为“空气维生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老家已成为枣庄经济开发区的重要一部分，过去
那茅草屋的房前屋后、沟坎、堤坝到处是浓密的树
林。而今乡民住进了一排排、一幢幢的楼房，村西的
坝堤也改造成为曲径通幽的休闲场所，村子的四周也
是厂房林立、机械轰鸣，再也没有了过去绿菌葱茏掩
映的房舍，童时记忆中的那成片成片槐树、榆树、椿
树几乎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黄杨、女贞等城
区观赏绿化树种。好在家乡先后荣获了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一个融绿色、环保、
生态、和谐于一体的城郊型文明乡村正在呈现。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树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