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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版3昊旭潘：辑编刊副池杯流

鹳鱼湖畔，春风正暖；碧水如玉，清波微澜；天空湛蓝，

宁静深远；樱花粉嫩，柳丝缠绵；二月幽兰，紫气弥漫；浅草

吐绿，杜鹃红艳；青春倩影，笑声灿灿；春的气息，奔放浪漫。

一群情投志合的“仙女”被鹳鱼湖畔的旖旎春景所吸

引，踏着春风飘然而至。那片二月兰的紫玉花影里顿时仙气

飘飘笑语盈盈，串串银铃惊飞了枝桠间一群春天的精灵。

她们或凝望一朵紫花若有所思心生欢喜，或轻嗅一缕

花香微微低头沉醉不已，或抬头望柳丝丝春意弥漫心底，或

花间追逐扑蝶充满童心童趣。

或春风拂裙衣袂飘飘，或采撷花香暗香缕缕，或临水照

花人娇花媚，或凭栏远眺花舞云水，或轻舞翩翩与花共舞，

或长廊漫步倩影依依。

或欢乐开怀笑容灿灿挂眉梢，或倚栏读书书香清雅云

水间，或倚石而坐一把玉伞留倩影，或轻移仙步袅袅婷婷碧

水湾。

或寻觅丁香洁白高雅之韵，或欣赏杜鹃嫣红奔放之情，

或徜徉樱花粉嫩浪漫之意，或轻抚丝丝烟柳翠色入心。

红色裙裾吉祥喜庆，蓝色汉服明艳华丽，黑色长裙庄重

神秘，白衣白裙纯洁如玉，中式国风典雅端庄，一袭旗袍优

雅隽永，长款风衣潇洒飘逸，白色裤装洒脱帅气。

呀！怎一个“九天仙女下凡尘，鹳鱼湖畔来游春。花艳人

娇景色美，山青水碧遇知音”的清雅神韵！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

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聆听

着《知音》那优美沁心的旋律，欣赏着姐妹们鹳鱼湖游春归

来美篇里的照片靓丽，似乎真要相信美颜相机下那一群“仙

女”中竟有自己。

关闭美篇，凝望镜中自己，岁月痕迹爬满额头，两

鬓白发遮盖不及，不禁羞红了脸，暗暗嘲笑自己，竟真

把自己当成妙龄少女了？

为了这次春游，一群爱花、爱书、爱春天、

爱写作、爱生活、爱自然的中年“少女”可谓排

除万难，挣脱工作家务的羁绊，精心考虑姐妹

们各自的时间，几经商议，终于在清明假期成

行，共同奔赴春的邀约，花的呼唤，爱的缱绻，

去拥抱最美人间四月天。

年龄不是问题，快乐如此简单。

即便偷偷用美颜相机遮掩岁月的痕迹，但

眼角眉梢的快乐和笑靥却真的发自心底。

文字让我们心灵相通，文学让生活诗意葱

茏。我们哪个人不是一边过着“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烟火平淡，一边追求“琴棋书画诗酒花”

的诗意如仙？

湖畔垂柳，栈道长廊，依栏读书，情丝绵

长，临水赏花，心花怒放。一朵白云，一片绿叶，

一缕花香，一湖碧水，一个笑容，都能心生喜

悦，心灵温暖。

文友姐姐戏说：“儿时，一把琉璃蛋能打半

天，如今，我们这群中年少女一片二月兰也能

快乐半天。”我们听了都开怀一笑，是啊，志趣

相同的人聚到一起，纯真，简单，如孩童，才会

快乐如仙。

快乐，只需抛开一切杂念，奔赴春天，奔赴

大自然。

更有一些快乐可以永恒，譬如：青草花香，

碧水蓝天，清风明月，文化自然，人格品行，灵魂信念……

只要保持一颗童心，纯洁心，善良心，诗意心，柔软

心，豁达心，只要我们能为一朵花的凋落而伤感，为一棵草

的破土而欣喜，为一缕风的自由而驰骋，为一声鸟的

鸣叫而聆听，为一朵云的洁白而向往，为一轮月的

阴晴圆缺而坦然，春天将永远住在我们心里，

快乐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为鹳鱼湖游春做一首小诗留念吧：

两山巍峨夹一川，汝水悠悠向东行。

中原古郡似宝地，自古人杰而地灵。

许由洗耳高洁士，孟诜食疗启先风。

风穴古寺白云远，夷园素雅漾清风。

九峰旖旎山水秀，温泉水滑洗脂凝。

鹳鱼石斧绘陶韵，中山骨笛定雅声。

汝帖镌刻书法美，汝石蕴含梅花红。

皇帝问道广成子，丹阳行医救苍生。

北望嵩山有名楼，汝瓷神韵有天青。

中央公园五湖美，自北向南靓汝城。

鹳鱼湖畔春浪漫，文风雅韵春意浓。

九友游春百花灿，烂漫春光笑语盈。

窈窕淑女湖边站，在水伊人吟诗经。

文友个个才情好，清词丽句雅文成。

自惭拙笔才疏浅，意在姐妹山水情。

相约情谊到永远，不负青春不负卿。

当龙泉在飞珠溅玉的时候

我在涟漪亭里忧伤

一蛇蜿蜒的流水 我不相信

能撑起历史的曲杯流觞

那些质地坚硬的碑刻

镌刻着

质地同样坚硬的历史

那些东汉之后繁乱的时光

七祖禅师塔

编织着大唐华丽的霓裳

宋钟金殿 叙述着那群纷乱的过往

上下塔林

安息着那些坚定的魂灵

像一面面飞扬的旗帜

上面写满了历史

任金色的飞檐

在时光中沐浴着山谷的灵光

只是 那些曾路过的人们

如今魂归何方

内心的漂泊 永远在灵魂的最高处

山涧有泉 亭中有风

流经岁月 拂过时光

那些用时光穿就的念珠

沿着一缕缕风

能听见那空灵的诵吟

阳光从木格窗棂上洒下来

洒在一丛野蔷薇的花瓣上

洒在寺院肃穆的脸上

一阵阵悠扬的佛唱

破空镝鸣 随风飞扬

信仰的横截面

在无梦的禅音里 成为彻悟

读着一片片褪色的揭谛

叶叶心心 人生无常

暮鼓晨钟 能洗试人的魂灵

一缕青烟 会泯灭一些人的思想

穿越长长的时光里的石板路

听见风在每一步台阶

巡游 祈祷 歌唱

命由天造 相由心生

那一池无垢的荷花 不摇不动

沉淀着岁月流逝中的清香。

聒噪的蝉声 撕破午后的宁静

却让禅院静谧异常

佛光普照 祥云缭绕

流年如梦 钟声悠扬

来时 红尘滚滚 尘土飞扬

去时 尘埃不染 菩提无香

梵音缭绕风穴寺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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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

醒。我匆忙起床，打开门一

看是母亲。她站在门口，提着一

个大塑料袋，我忙接住袋子，把母

亲迎进屋内。

妻子心疼地说：“妈您那么大年纪，

下车走那么远路，还提这么多东西多累人

呀！家里啥都不缺，以后有啥事打电话我们回

去就行了。”母亲说：“今天也没啥事。这是你伯

昨天在家摘的香椿芽！可嫩啦！怕放老不好吃，就

一大早就催着我送来。”看着那绿油油散发着清香

的香椿芽，看着母亲那布满老茧的双手，内心有说不

出的滋味。母亲进屋歇息一会儿就嚷着要走，我拗不

过母亲，只能依照她的意思来。我说开车送她，听说：“不

用，走着能锻炼，对身体好。”没等我去取钥匙出去，母亲

走出去老远了。

看到母亲那远去佝偻的身影，就不由得使我就想起了

老家的那棵饱经风霜的香椿树。

那棵香椿树据说爷爷那辈人栽的，少说有五十多年的

树龄。当时我老家宅院分前后两个院子。老家的后院是个典

型的小四合院建筑。20世纪70年代，爷爷奶奶住上房，母亲
父亲住西屋，二叔住东屋。南屋三间，东西对称，灶火间、杂

屋各一间。那棵香椿树处于院子的正中间。夏天时，遮天蔽

日，是家人纳凉聊天的好地方。春天时，每到清明节前后，树

上绽露出的嫩芽，由红变绿犹如变色龙似的，甚是好看，更

重要的是那散发出的幽幽清香至今令人忘怀。

小时候，每到采摘香椿芽的季节，因为我身子轻巧，擅

长爬高上低，那么采摘香椿芽的任务就非我莫属了。记得一

次采摘香椿芽时，看到头上方有株硕大嫩芽，便抬手即摘，

怎料一脚蹬空，身子一晃。幸亏我反应快，立马抱住了树干，

差点掉下树来，吓得奶奶在树下直嚷嚷：“慢点小心，宁愿咱

不摘也别出啥‘闪失’”。我笑着说没事的奶奶：“主要是鞋底

太滑踩空了，今后我会注意的。”奶奶连声说：“好好好，注意

着就好，办啥事一定要小心，别让大人们操心就是。”不大一

会，我就采摘了满满一大筐香椿芽。奶奶把擿好的香椿芽洗

净晾干，用盐腌上，两天后捞出，拌上酱油、醋，再加少许香

油，那味道真叫清爽可口，真叫说不出的带劲。把它夹在刚

出笼的热馒头里，啃一口就能吃出现在那潼关肉夹馍的感

觉。奶奶说：“香椿炒鸡蛋有营养，那才好吃呢！”说的我心里

直流口水。

香椿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嫩芽不但是舌尖的美食，而

且它的根又能起到清热解毒、祛风利湿、止血止疼的作

用。属于食材、药效俱佳的一种树木。对于香椿树的赞誉，

古今有之。清代康有为是这样描述香椿树的：“山珍梗肥

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

齿颊。”

这些还不算最主要的，是那棵香椿树，早年它与我儿子

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儿子的胎衣就埋在那棵树的旁边。当

时，奶奶说：“埋在大树下，让孩子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在

大树的庇护下定能成才。”这虽然是没啥科学依据，但是奶

奶就认这个理。

随着奶奶90岁那年离世。那棵陪伴她50年的香椿树，不
知为何也随之枯萎，次年也就死去了。家人们为奶奶的离世

感到伤心，同时，也为那棵香椿树的死去而感到惋惜。香椿

树的木质瓷实，是做家具的好材料。父亲不舍得丢弃，就找

个手艺好的木匠，把那棵树加工成了个了个梯子。这样的

话，每当用到梯子时就会记起它。这也可能是父辈人对那棵

香椿树感情最好的印记吧！

值得欣慰的是，在那棵死去的香椿树的东南角儿，竟神

奇地冒出了一棵香椿树幼苗。看着它那弱不禁风的样子，真

替它的命运担心。但在父辈们人的精心呵护下，没几年便枝

繁叶茂，长势强劲，竟和儿子的个子那么高。母亲高兴地说：

“你看俺孙子和树赛着长呢！”

二十年后，那棵香椿树，也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也

已长成了个大小伙。母亲逢人便说：“看到那棵树，就好像看

到俺的孙子了。”母亲送的那袋子香椿芽，就是在那棵树上

摘的。

随着岁月的变迁，人民都过上了富裕生活。父辈们也早

已搬出老院子。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在临近村大路

旁，盖起了窗明洁净宽敞的小楼房。

老院子的那些房屋，因年久失修，东西厢房，下雨倒塌。

以前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但院子里的上房，还有那棵香椿

树，却毅然挺拔地矗立在那里。那棵香椿树，像名卫士一样，

任凭风吹雨打，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啊牡丹百花丛中

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

里最壮观。冰封大地的

时候，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

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

带给人间……”

10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这
首牡丹之歌，就被迷住了，而后也

因为牡丹之歌被牡丹所倾倒。在民

间，牡丹花一直被作为国花的象

征，盛唐时期，牡丹在京都长安优盛，刘

禹锡更诗作：“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以花喻人，象征着人的气节，

花的风骨！

说起牡丹花，无法分隔的还有古城

洛阳。洛阳地境花开宜，牡丹尤为天下

奇，古往今来，无论是在文人的笔下和诗

句中的国色天香，还是在百姓的心目中，

花色绮丽，倩姿芳容，洛阳承载了牡丹轰

轰烈烈地盛放。

洛阳牡丹为洛阳带来了无与伦比的

知名度，无花可同声而喻的影响力，无物

可论的经济效益和无法想象的骄傲感和

自信心。洛阳人为牡丹而自豪，因牡丹而

喜悦，牡丹映照在洛阳人脸上，欢乐在洛

阳人的心里。洛阳牡丹已成为洛阳、河

南、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张名片，已成了牡

丹文化，牡丹现象，牡丹奇迹。

洛阳牡丹沿袭至今，已发展为九大

色系，一千二百多个品种，每年四月，牡

丹绽放，城里城外，花如海、人如潮，花开

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凡是到过

洛阳看过牡丹的人都是一眼万年，看一眼，入了心，就不会

忘记了！

从我初二开始，父母每年都会想法子带着全家坐火车

看牡丹，后来父兄到洛阳经商，去的次数就更多了。王城公

园、牡丹公园、国花园等等，每次到古城都会感到无比亲切，

因为这里有亲人的脚印，更有一份少时的追忆……

听闻关于武则天和牡丹还有一则故事：传说在寒冬时

节，武则天要在长安赏花，命令所有花都开放。其他花都顺

应武后，唯独牡丹迟迟不开，一气之下，就把牡丹贬到洛阳。

很意外，牡丹在洛阳安家，开得富贵优雅，花香满城。这只是

个传说，夸赞牡丹不畏强权的气节。想必各花有各花的特

点，牡丹之所以寒冬不开，不是畏寒，据说零下三十度都能

存活，是草木本身的特点，开在春暮，把春天最美的四月天

推到了极致，才繁华落幕，走向夏天。

千年后的今天，行走洛城，依然会感受到绮丽无比、花

香袭人的“三月牡丹呈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的倾国倾城

景象。眼下，以牡丹闻名的洛阳，城市街道、公园游园、居民

院落的牡丹或灿然盛开，或含苞待放，魏紫姚红，争奇斗艳。

特别是国际牡丹园中的‘二乔’（花千层，起楼，异色不同。每

朵紫、白二色，亦有半红半白者，或正红正白不等。叶硬齐

短。花出洛阳，移曹州百余年，一名洛阳锦），一花双色，风姿

绰约，堪称牡丹中的珍品；更有那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里的镇

园之宝“银丝贯顶”，洛阳市所有牡丹观赏园中唯一一株（价

值体现因为稀少所以网传价值百万，具体无从考证）园区长

长队伍，排队一小时赏花30秒，四大护卫24小时守护牡丹，
你快看……这就是银丝贯顶！托桂型，侧开品种的珍稀品种

牡丹正在盛放。

我们“三人行”小分队依依不舍离开古城，此时小雨微

凉，染得一城诗意，临行之时，在雅致可喜的小店合翎，品了

鲜花饼尝了雪花酥，一枚鲜花饼，不负花期不负卿；一口雪

花酥，唯她知我意；饮一盏洛阳牡丹茶，让花文化融入生活，

精巧技艺全花茶，填补了国内牡丹全花制茶的空白。实现一

朵花到一杯茶，再由一杯茶到花茶美学的涅槃，弥补了牡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的遗憾。值得一提的是全花茶制作工艺精

湛严格，须经采、选、窨、烘、焙等九道工序。

细致的工艺，造就了清澈透亮且金华璀璨的茶汤色泽，

波光粼粼鲜活灵动。捧在掌心，能嗅到清香淡雅的茶气，入

口微涩回味甘，闲时冲泡上一杯，四散开来的清幽花香，悄

无声息沁润着匆忙的生活。细细品这一缕清幽淡雅的花香，

是沉寂下来的，闲适恬淡中带一丝古韵风雅的悠悠禅意。

“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弄花香满衣，赏玩夜忘归。”

微风拂过，花儿随风摇曳，洛阳牡丹灿然盛开，一座城都浸

润在诗意与花香之中，风物含情，花儿含笑，此情此景，醉了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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