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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四季轮回，有生机勃勃的春夏，
也有万物凋零的秋冬。随着年龄的增
长，逝世的亲人越来越多，忧思也越来越
重。这是来自血脉的眷恋，是人间最绵
长的思念，在记忆的沃土上长成了遮天
蔽日的大树。

又一年清明到了，田野上的油菜花已
开成了花海，大片的金黄热闹灿烂，旺盛
诱人。但此时的天空却阴沉着脸，脸上灰
蒙蒙的，阴郁着，下着雨。这些来自苍穹
的眼泪，绵密细长，斜斜落下，带着凉意，
带着岁月的低语，以铺天盖地的形态，湿
了行人的衣衫，渗入了裂开无数口子的思
念的沟壑。

积攒了一年的思念早已泛滥成灾，按
捺不住地想要倾泻出来。山径蜿蜒狭小，
崎岖不平，但脚步还是带着重逢的急促，不
想言语，只想快点到达亲人的墓前。目的
地愈近，曾经在一起时的生活片段就愈清
晰。亲人给予过的关怀呵护，温暖了无数
个寒夜，不敢、不能、亦不想忘。

山风渐生，裹挟着泥土和草木的气味，
掠过枝繁叶茂的大树，拂过撑伞的蒲公英
和蓬勃绿草，惊起鸟儿脱落的羽毛，终于，
来到了墓前。轻轻地，它围着墓碑打了好
几个旋儿，徘徊一会后，又匆匆朝远方一众
山岭而去。

经过了一年时间，亲人的墓前长满了
蕨类绿植，覆满苔衣的墓碑斑驳褪色，我用
指尖拂过上面逐渐变淡的名字，凉意蔓延
而上，往事骤然翻涌，眼眶倏然盈满，分不
清是雨水模糊了眼，还是往事成殇刺痛了
眼。山雾洇湿，半隐在烟幕中的山脉矗立
着，似乎在叹息——我和亲人共度的那些
清晨日落，早已远去。

默默地把墓前的腐叶败枝清除，扬起
父亲握过的旧镰刀割掉杂草，再拿起铁锹
添上新土，墓地周围终于整洁如新。我们
相继从箩格里取出亲人生前最爱的酒菜一
一摆好，点燃香烛，焚烧纸钱。说话间，一
阵风把灰烬托起，宛如一只只灵动的蝴蝶，
又似亲人跨越时空的回应。声声叮咛萦绕
耳畔，被时光冲淡的记忆，顿时鲜活如初开
的三角梅。

传承了几千年的清明节俗，是生者眼
泪的归依，亦是和逝者重逢的桥梁。山雾
渐渐淡去，扫墓的人要下山了，回归到凡尘
俗世，市井喧嚣。独留那漫山的草木野蛮
生长，用它们的茂盛和崛强，日夜陪伴着长
眠的亲人。

小区旁边有个垃圾中转站。每天，
小城的垃圾车将各个小区收集到的生活
垃圾运送到这个中转站。环卫工人早出
晚归，垃圾车亦是如此。装卸垃圾时，垃
圾车发出震耳轰鸣，垃圾的腐臭味持续
在在小区周围弥散，路过的市民或屏住
呼吸或掩鼻而过，一到夜里，那些老鼠、
蟑螂四处爬行……居住于此的群众苦不
堪言，小区房价也因此大打折扣。

为此，小区居民不止一次向上级部门
反映，希望能把垃圾中转站搬离。但这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小区居民老王也是反映垃圾场扰民问
题的其中一员。老王夫妻俩均已退休，老
伴去大城市照顾外甥了，老王独自住在小
区。他喜欢小城市，公园、菜市场也近，生
活方便，而且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他
早上吃完早餐后去公园打打太极散散步，
跟老朋友们喝喝茶聊聊天，没事就养些花
花草草，生活平静而充实。唯一令老王苦
恼就是这中转站的车早早晚晚地响，他睡
眠浅，经常被吵醒。

日子一天天过去，后来老王想了一个
办法，他在小区周围空地上种上了一些黄
花风铃木。

冬去春来，这些树在一个春天的早
上，不约而同开满了明黄色的鲜花，鲜艳
夺目。花开的时候，树上一片叶子都没
有，一眼望去，满树的金黄，映着淡蓝色的
天空，真是美不胜收。这黄花风铃的出现
仿佛唤醒了整个春天，经过此地的市民们
无不惊叹夸赞，纷纷驻足拍照、录像并分
享到网络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小区里的黄花风铃木竟成了网传的“打卡胜
地”。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了旁边的垃圾中
转站。惊艳美丽的黄花风铃与臭气冲天的
垃圾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过多久，垃圾中转站就搬离了。

树影婆娑 张成林 摄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合浦县公馆镇迎来
了它一年中最绚烂多彩的时刻。在这个季节
里，公馆镇两条绕城路旁的洋紫荆如约绽放，
将整个小镇装点得如梦似幻。这种北海最常
见的洋紫荆也叫宫粉羊蹄甲，春季盛花期花开
满树，粉白、粉紫、深紫，各色洋紫荆花交织在
一起，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手笔，绘就了一
幅动人心魄的画卷。

清晨，天光初露，我骑着小电驴徜徉于这
条开满洋紫荆的去往学校的公路上，心情无比
舒畅。抬眼望去，只见各色洋紫荆花簇拥在枝
头，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盛宴。它们
赶趟儿似的开满了花，宛如高贵的绸带，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美不胜收。

洋紫荆的花瓣质地如绢，轻盈而柔软。有
的花瓣全都展开了，随风翩翩起舞，宛如一群
穿着彩衣的仙子；有的花瓣才展开几片，仿佛
在探头张望这个新奇的世界；有的还是花骨
朵，形状像一个个小桃子，饱胀得似乎马上就
要破裂开来。这些花骨朵儿中，有的合拢的花
瓣尖处就像一张小巧玲珑的粉唇。偶尔一阵
清风吹过，花瓣纷纷飞落，犹如彩蝶翩翩起舞，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里“落英缤纷”的美景。

走在这样的路上，每一步都踏着花香，每
一次呼吸都仿佛能吸进满腔的芬芳。洋紫荆
花并不娇弱，它们以一种坚韧而优雅的姿态挺
立于枝头，无论是晨光初照还是夕阳西下，都
展现出不同的风情。早晨，露珠轻挂于花瓣之
上，晶莹剔透，像是给每一朵花都镶嵌上了珍
珠；而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花丛间，又给

这些花朵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洋紫荆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色彩和形

态，更在于它所传递的那份生机与希望。在公
馆镇，洋紫荆几乎成为了春天的代名词，每当
它们盛开，就意味着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人
们在这样的季节里，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仿
佛所有的烦恼都能随着花香飘散而去。

对于公馆镇人来说，洋紫荆花不仅仅是一
种观赏植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老一辈人
常常会在花下回忆往昔，讲述那些关于青春、
关于爱情、关于奋斗的故事；年轻人更喜欢在
花间嬉戏，或是拍照留念，将这份美好永远定
格在记忆之中；孩子们则对洋紫荆充满了好
奇，他们在花丛中追逐蝴蝶，捡起掉落的花瓣
夹在书页间，仿佛这样就能留住整个春天。

洋紫荆花还象征着团结与和谐。我最早
知道洋紫荆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紫
荆花”作为香港的市花（香港市花为红花羊蹄
甲，冬春开深紫色花且不结果），被每一个期盼
团圆的国人深深地刻进脑海。香港特别行政
区区旗上的紫荆花形象，其实为洋紫荆。（“紫
荆花”的叫法，是从香港回归时才开始的，当时
许多媒体在报道中使用了这个名字。但事实
上，真正的紫荆和红花羊蹄甲并不是一种植
物。）如今，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有28个
春天了，洋紫荆花和我们一起，共同见证了祖
国和香港的繁荣昌盛。

在这个洋紫荆盛放的季节里，公馆镇仿佛
变成了一座花的海洋，每一处都是风景，每一
步都踏着诗意。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走
进这片花海，让心灵在花香中得到净化与升华。

洋紫荆花开
◎冯 枝

从昆明转车到西双版纳，虽相距只有五
百公里，但气温差令人惊奇。如将昆明气候
比成温柔似水的姑娘，将你轻柔抚摸，那西双
版纳可谓是泼辣的“川妹子”——十二月的时
节，气温竟高达三十摄氏度！一下车，我与友
人赶紧脱下外套，换上轻薄的衣衫。站台上
的风拂过，带来版纳特有的植物气息，深呼
吸，丝毫不觉闷热恼人，反而被清新的空气熏
醉了。早就听说西双版纳是坐落在城市的原
始森林，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道路两边林立着各类栎树、橡树和叫不
出名字的灌木，看了只觉得身心舒畅。当地
人似乎特别关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树上或
高或低地安了人工鸟窝，天晴时，鸟儿忽高忽
低地飞，在电线杆上谱一首春的歌曲。有调
皮的鸟儿不怕人，在地面上围绕着人群跳跃，
人们也不嫌烦闹，手上有吃食的也不吝啬，大
方地与鸟儿分享。这一刻，鸟儿与人融为了
一体。

为了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体验最真实
的风土人情，我与友人特意避开了热门的旅
游景点，来到了景洪市的一个偏远小镇——
勐罕。勐罕常住人口不过五万，是个实实在
在的小镇，却也因为它的“小”，人情味更加浓
厚。进入了勐罕，仿佛走进一个和谐的自然
天堂。一切都是绿意盎然，一切都是生机肆
意，来往的风也染上花的清香，恨不得跟你撞
个满怀，将你身上染上花香才好。骑上摩托，
在林荫小道间肆意，也不贪快，得好好地赏一
番这不加修饰的美景。

小镇的建筑别有一番民族风情，矮矮的
吊脚，却也花了一些设计的心思。底层用来
饲养动物，上层才是人的居所，虽是木质结
构，但却十分坚固，不必担心木板间会发出吱

呀的叫声。墙的外壁布满了精心的绘画，画
中的傣族姑娘穿着织有孔雀翎纹样的传统筒
裙，手上或拿着芭蕉叶做成的扇子，或戴着叮
当作响的精致饰品，那婀娜的身姿，那娇俏的
倩影，让人看了心醉。人们偏爱将居所嵌入
自然中，居住的地方也铆足了劲要与大自然
比一比美。蟹爪兰、大花蕙兰、报春花……各
样的花卉林木、各样的民族风情装饰，将居所
装点成花园，而人们就像在花园里辛勤耕耘
的精灵，多么有趣！

沿着林荫路往前走，路上见到了一处摊
位，摊主不在，两个扁担箩筐组成的摊子上摆
着红色的果儿，只有一张简陋的纸板上写着

“五元一盒”几个大字。我暗叹，这摊主也不
怕摊子被成个包走咯！后又一想：或许是因
为此地民风淳朴，摊主才会如此放心吧？我
忍不住买了一盒尝尝，一入口，酸得人一激
灵，隐隐还泛出一股涩味，我赶紧吐出来，好
一会才恢复过来。上网一查才知道，这种如
红宝石一般的果实名叫羊奶果，当地人一般
会将其与盐巴、辣椒一起腌着吃，以此减少羊
奶果特有的酸涩味。这么一看，与北海的酸
嘢还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走累了，我便与友人随意寻了一处小摊
休息，也顺带着缓解腹中之饥。点了几道当
地特色的菜肴，素炒芭蕉花、茶香牛肉、棠梨
花煎糯米糍粑，以及来云南吃的菌子火锅。
精美的摆盘让人食指大动，舌尖上鲜美的滋
味令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云南人可真不
愧是居在自然，食在自然，享受自然！

虽只在版纳待了短短的三五天时间，却
已生出流连忘返之感。真希望能再来旅居
版纳，品味这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璀璨的人文
景观！

版纳游记
◎陈泮蓉

洋紫荆花开洋紫荆花开 傅静傅静 摄摄

南宋俞文豹《清夜录》有载：“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
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
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说的是北宋时，范仲淹在朝廷担
任要职，也曾多次镇守地方。在任杭州知州时，城中文
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提拔，受到过他的关心帮
助，故而对其格外崇敬。唯有苏麟，因在杭州城外的县
里担任“巡检”，所以没有得到什么照顾。

苏麟想，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
呢？直接去找，是在争官位，何况这也是不便明说的；若
不说，内心又很不平衡。为此，他一度心情沉重。一天，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读
书人出身的官员几乎人人会写诗，于是苏麟写了首献诗
去向堪称文坛宗师的范大人请教。

范仲淹读了苏麟的献诗，懂得了诗中的言外之意，也
开始留心考察其人。一段时间后，苏麟得到了提拔，而
这两句诗如今人尽皆知，苏麟也得以因此闻名后世，成
为了文学典故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从这个典故让我们认识到，解决问题也是一个艺术
的过程，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的思维。无论是在
情感立场上还是在表达方式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诗性心
灵将自己的感觉、情绪、领悟诗意地表达出来，呈现出一
种张弛有度的状态和气韵。如此，不仅能够优雅地解决
问题，也可使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尊重了他人，
也展现了自我价值、自我尊重，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渠道。

去年5月，我的孩子呱呱坠地。那稚嫩的小脸，宛如春
日里初绽的花朵，惹人怜爱。奶奶将孩子轻轻抱起，眼神
中满是慈爱与宠溺，忍不住低声呢喃：“要是你阿祖公在，
他该多高兴啊。”

记忆中的爷爷，晚年时神智渐渐模糊，仿若一位迷失
在时光深处的行者。我每次路过他身旁，他总会带着那种
对待陌生人的客气，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轻声与我打招
呼。我也会停下匆忙的脚步，回应着他。我们的对话总是
那样无厘头，明明我已经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多年，他却依
旧执着地问我，在何处读书？几年级了？学习怎么样？在
他混沌的记忆里，那个叫“鑫鑫”的孙子，还是背着书包、蹦
蹦跳跳上学的孩童。

小时候，逢年过节是我最期待的时光。爷爷总会在几
杯美酒下肚后，脸上泛起如晚霞般的红晕，整个人都精神
抖擞起来。我们这群孩子便会如归巢的小鸟般，围聚在爷
爷的膝前，听他用略带沙哑却充满激情的声音，讲述那些
年“走日本”的英勇故事。“想当年啊，爷爷我不小心被那可
恶的日本鬼子给逮住，硬生生地拖去做苦力。那日子，简
直比黄连还苦。哼，我怎会甘心！于是，我就瞅准了时机，
趁着那些小鬼子一个不注意，设计把他们的宝贝装备给偷
了出来，趁着夜色带着装备拔腿就跑。”爷爷每次讲起这个
故事，虽然细节会因酒意而略有不同，但那惊心动魄的情
节，却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幼小的心灵世界。
我听得入神，心随着故事里的起伏而跳动，时而紧张地攥
紧小拳头，时而因爷爷的脱险而松一口气，仿佛自己也化
身成了与爷爷并肩作战的小英雄。在一次次的倾听中，一
颗饱含爱国热忱的种子，悄然在心里扎下了根，并在岁月
的滋养下，慢慢发芽、抽枝。

爷爷99岁那年的一个秋夜，晚风轻拂。他躺在床上，
口中呢喃着些含糊不清的话，声音如风中残烛，摇曳几下
后便彻底熄灭。他在睡梦中踏上了通往永恒的旅程，只留
下无尽的思念在尘世间回荡。

如今，我看着怀中的孩子，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
己。等他慢慢长大，在未来的某一个阖家团圆的过年
聚餐时，我想，我也会像爷爷当年那般，小酌几杯，让微
醺的思绪带着我，将爷爷曾经讲述的那些故事，一字一
句地讲给孩子们听。我会告诉他，我们需要永远铭记
与传承，在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有一位老人，用他的
经历和爱，让我们懂得了那份有勇敢、有坚持、有信仰
的家国情怀。

家乡小桥家乡小桥（（水彩画水彩画）） 徐成文徐成文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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