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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罢春，过了年，时序渐进，两个重要节令接踵而

至。正月二十五惊蛰，“九九”数尽，寒去暖来，春雷乍动，

万物复苏。二月十一春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天正式

敞开温暖的怀抱。冬天在冷暖交替的徘徊中，收拾起残

留的料峭渐行渐远。春天笑着，明媚了大地。

传统的自然节律充满神奇，早年间，听村里何四爷

说，拿一片鸡毛扔井里，节点前，阴气未退，鸡毛下降；节

点到了，阳气回升，托着那鸡毛往上飘。于是，新的期盼，

在春天里勃发，赶紧拾掇起闲置了一冬的犁耙，忙碌着开

始了一年之计中最为紧要的春耕。

故事里说，惊蛰那天是要打雷的。天庭里那位鸟嘴

人身、肋生双翅的雷神，挥手持锤，接连击打天鼓，发出隆

隆雷声。惊雷响，天地动，冬眠中的蛇虫鼠蚁，应声而起，

睁开惺忪睡眼，钻出洞穴，开始四处觅食。

即使惊蛰无雷，也不耽误万物复苏。早上走过白河

公园，路旁丛林中看到几只不知名的雀鸟，欢跳枝头，发

出婉转清脆的鸟音。它们是最早醒来的鸟儿吗？

河边浅水处，尚枯萎的芦苇中“呱呱”响起三两声蛙

鸣。响亮、威严，还真有一种“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子

敢发声”的王者霸气。

这一切动起来的生命，应该都是醒来的节奏。没有

雷声贯耳，依然感受到了春天的召唤。当然，农事也跟着

忙活起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到处走。”节令依旧，耕作方式已

改，田野上看不到耕牛身影。往日这时节，最忙的就是牛

把儿，赶牛拉犁，“打打、拽列”地吆喝着（使唤牛的口语，打

打:向左，拽列:向右）。抖动缰绳，甩一个响鞭，人欢马叫。

千村万户田间地头闹春耕的繁忙景象已成追忆，“布谷飞

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也只是古诗里的画面了。取

而代之的多功能机械奔跑在田野上，马达轰隆，高唱着春

天的歌。喷药的无人机，像鹰飞翔天空，杀虫除草，终结

了挥臂锄禾的农耕史。

二
春分前后，报春的梅花早已烂漫，其他花木也按捺不

住，争先恐后次第开放。最早的是红叶李和玉兰。尽管不

少树木还显萧条，但几个艳阳天下来，红叶李上的李花就热

闹得不分个儿了。李花虽然细碎却生得繁茂，挤在一起就

成了阵势，疙疙瘩瘩缠绕在枝叶间，远看，犹如云朵飘落人

间。

那玉兰花，自有大家闺秀般的风采。先一天路过，花

蕾还包裹在一起，一夜之间便开了，一朵朵俏立枝头。白

色的凝脂如玉，一尘不染；粉色的娇艳欲滴，含羞藏娇。

像是选美盛会上的万千佳丽，伫立春风里，各展靓姿。

转过园中一条弯曲小径，眼前豁然一亮，一大片黄色

花木如绸似缎。近前，一股淡淡清香扑鼻。手机扫描识

别，说是连翘。知道连翘是一味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开起

花来竟也如此好看。妻却说不是连翘应是迎春花。一老

人漫步走来，笑道，说的都对，这是迎春和连翘的嫁接，花

色一样美。连翘性野，枝干挺立，且有籽易种植。迎春较

柔，枝干弯垂，繁育需靠扦插。嫁接后优劣互补。看来老

人懂行，如是娓娓道来。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生活的美

好，感谢园丁的辛勤劳动。

春满园，百花争艳，我最惦记的却是寻常桃花。不仅

是因为它有着从《诗经》里走来的古老文化，我还喜欢它

那种随处可见平易亲近的绚丽和抵抗酷寒的坚韧品性。

桃树树干粗壮、疙瘩甚至有点别扭，毫无俊秀挺拔之

意，然而它粗糙的外表里，却储蓄着耐得贫瘠、抗得严寒

的坚强力量，蕴藏着柔美浪漫的情怀，孕育着象征长寿吉

祥的甜蜜果实。而且在传统文化里，它被认为是可以镇

压邪恶给人带来幸运的吉祥物，享有“一桃压百木，一核

镇千邪”的美誉。

家乡新野县，把桃花和郁金香盛开的时节作为一年

一度的节日，可谓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的庆

典。去新野津湾桃花园与桃花相约，去白河湿地公园赏

郁金香，已成为很多人春天的牵挂。

滨河岸畔，遇见桃树三两株，我急忙近前观看。历经

冬天酷寒磨砺的树干，逢春更加遒劲。与粗壮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枝条上点点红蕾的柔嫩，犹如一个个戴着红帽

的小精灵，在窥看新春的天地。

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津湾桃花园，此刻该是粉妆初现

时节了。数株桃花，已是如此娇媚动人，津湾桃花，那可

是万亩盛开的繁华啊！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千树万枝，

如火如荼，百里飘香，红满天地。似乎每一片花瓣都燃烧

着春天的激情。每当花节，游人如织，八方来客纷沓而

至。此时如从卫星云图上观看，豫鄂交界处的白河岸边，

该是呈现着云蒸霞蔚、如锦似缎的绚丽气象。

许是心意相通，抑或同为爱花人。行文至此，收到文

友川红信息:月季尚未开，郁金等你回。撩拨得“花心”荡

漾，急欲返乡，与朋友“艳”遇桃花节，情醉南津湾，共赴一

场花的盛会。③5

春春天的牵挂天的牵挂
马景马景新新

心香心香一瓣一瓣

荆紫关赏花（组诗）

吴浩雨

香橼花

花朵是开给古镇温暖的记忆

做一个痴心花农

花心的古镇

一时间开出这么多花

古巷后面的人家

像隐藏千年的后花园

九道磨的溪流浇灌

春天贵族的花

开出足以迷醉的白色花

开出足以香冠秋色的果

开出留恋的爱情

谁不爱美

谁不迷恋陌生的香橼花

乡村赏花

其实古镇用一种又一种花

依次置换春天、夏天和秋天

穆营开红花

店子开丹参花

石门开油菜花

麻坎开荷花

有一种花

可以开在人欢悦的脸上

古镇熙熙攘攘

花支撑起生活的链条

散发光芒

花就是一枚枚

人间的勋章

在古镇乡下

有些花，不是用来观赏

视觉往往是错觉

法海寺的金针花是八大件的佳肴

猴山的金银花是饮品

也同时抚慰一个春天忧伤者的内心

桃之夭夭

一个看客悄无声息一个看客悄无声息

一次看不完一次看不完

看到桃花看到桃花，，开了三千遍开了三千遍

这个春天必然布满桃色这个春天必然布满桃色

春天的化妆师春天的化妆师

是一场春风是一场春风，，还是一场春雨还是一场春雨

桃花的美名包裹不住桃花的美名包裹不住

她的上镜率超越网红她的上镜率超越网红

在春天在春天，，我像一束桃花我像一束桃花

《《诗经诗经》》里翻来覆去里翻来覆去

桃之夭夭桃之夭夭，，桃之夭夭桃之夭夭③③55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妈去世快半年了。回想我

们相依相伴的岁月，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我小时候身体瘦弱，我妈经常拉着我的小手，晃着身

子，唱着歌谣：“筛箩箩，打面面，问问俺娃吃啥饭。杀小

鸡，烙油旋，不吃不吃吃两碗!”“让俺娃，快长大。长大了，

扬场扛布袋!”过去装粮食的口袋，粗布制成，装满粮食，一

人多高、一百多斤，得棒劳力才能扛起。我妈是个农民，

她的朴素愿望，就是希望我能长大成人，身强力壮，成为

自食其力的人。

上到高中，父亲认为我身小力薄，坚持让我走升学路

子。我妈说，考不上复习一年也中，但千万别让娃累坏身

子，好坏考个学校，“小小的”，就中。那年高考，我上了一

所很不起眼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妈得知这个消息，高兴

地说：“俺娃扒着碗边儿了!”

我家境不好，说一穷二白，并不为过。参加工作后，

我的婚姻问题又成为我妈的焦心事。有次回家，她叹口

气说：“要是俺娃能成个家，我坐到树荫凉儿底下死去，也

安生了!”

过去的老人多有重男轻女思想，妻子快生产时，我妈

老早从老家赶来了，听说生个女儿，怕我有想法，安慰我

说：“生儿生女都一样。有妮儿有娃儿，才能成一家儿人

嘛!”其实，她不知道，对于生个女儿，我是满意的。

又过几年，我妈听说我当个小官，多少负点儿责任。

有回她对我说：“不管干啥，得把自己的一摊子事儿干好，

不能让别人捣脊梁筋。几个人一起干活儿，要多干些，你

得比别人强，别人干不了的事儿，你得会干。不然的话，

谁会服气你？”

有一次，我妈见我又拿本书往书柜里塞，就问我：

“娃啊，你这么多书本，能看完吗？”我说，看不完，这书柜

里的，有一多半都没有看。她说：“要是看不完，买这么

多干啥？费钱不说，看着也费劲儿，累坏了眼，不划算。”

我的散文集《大地记忆》出版，我妈得知印了三千册，很

是担心：“你印这么多，拉回来都垛屋里？”我说，书店可

以帮我卖一些。她笑着说：“人家谁买你这书本哩!”可

见，对于我等凡人梦想的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她是多么

不上心。

我妈行动自由时，每年春节都在院子里烧香。有次

我打趣她：“现在吃喝不愁，还烧啥香哩？”“妈烧的是平安

香啊，保佑全家人过好日子!”我妈这辈子，从未奢望她的

儿女大富大贵、出人头地，只希望我们有平常心，干平常

事，当平常人。

这样的期望，简单明白，平淡如水。③5

母亲母亲的期望的期望
史恒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