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上午，秦老师对我们说风穴寺里有汉服表演，

下午要带我们去风穴寺游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

兴得一蹦三尺高。

中午吃完饭后，我就带上妈妈给的二十多元钱飞

奔到老师家。没想到同学们很快就聚齐了。我们愉快地

交谈着，秦老师家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步行来到景旺超市门口，在

那儿坐上2路公交车来到广成路，换乘7路公交车向风

穴寺进发。

一下车，我们就被悦耳的古琴声吸引住了。我们向

音乐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在风穴寺入口的右侧搭

着一座舞台，舞台的背景是一幅淡雅的山水画。上面的

两排大字“汝州市汉服文化旅游节———最美仙子评选”

分外引人注目。舞台上端坐着五六位美丽的姐姐，他们

都穿着古雅的汉服，头顶都扎着一个漂亮的发髻，长长

的头发披在肩头，真像仙女下凡一样美丽。她们的面前

都摆着一架古筝。灵巧的双手轻轻挥动，优美的琴声就

从指尖如清泉般流淌出来。

我不觉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等回过神的时

候，才发现和老师走散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

的，可秦浩欣和任静怡一点也不惊慌，似乎什么事也没

发生，依然沉醉在优美的音乐中。还是秦浩欣眼尖，她

首先看到了老师，我们赶紧跑过去，围拢在老师周围。

我们穿过曲折平坦的道路，走进了风穴寺。

我们参观了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在佛祖面前许下

了美好的愿望，然后便沿着曲折的山路向后院走去。走

过接圣桥就来到了观音阁。

观音阁里供奉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阁前就

是一眼清澈的泉水，泉水周围是雕刻着精美图案的石

栏。泉池中间有一个金色的大碗。许多人把硬币投入池

中。我问老师原因，老师告诉我们：那个碗叫金碗，据

说，有福气的人才能把硬币扔进碗里。我们都取出硬币

向碗里扔去。只有赵鹏博同学幸运地把硬币扔进了碗

里，我们都把羡慕的眼光投向了他。瞧，他笑得眼睛都

眯成了一条细线了。

随后，我们又游览了遨游仙境、龙

泉、曲径通幽、珍珠瀑等景点，当日光渐

渐暗下去的时候，我们从望州亭上走了

下来，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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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初夏

时节，春红落尽，不与百花争春的石榴悄

然开花了，叶翠如剪，繁花似锦，红艳似

火，或单瓣或重瓣，有红亦有黄，开得灿灿

烂烂，开得生动蓬勃，开得耀眼夺目，让人

不禁眼前一亮，心头一颤。

细算起来，国人喜爱石榴有一些年头

了。丹若、沃丹、金罂，仅从这些美好的别

称足以看出人们对石榴的喜爱之情。早在

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便写下了《咏石榴

诗》：“涂林未应发，春暮转相催。然灯疑夜

火，连珠胜早梅。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

来。叶翠如新剪，花红似故裁。还忆河阳

县，映水珊瑚开。”柳和榴谐音，于是自古

就有“折柳赠别”“送榴传谊”的民间习俗，

有些地方还把中秋佳节送石榴作为应节

吉祥的象征。石榴果实籽粒多而丰满，民

间谓之“榴开百子”，象征多子多孙，古人

因以石榴为吉祥物。石榴五月开花，花红

似火，故而民间又雅称五月为“榴月”。

石榴不是本土物种，是舶来品。据史

料记载，石榴是从西域引进中原的。据西

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

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为安石榴。”

关于石榴自西域而来的这段历史，在历朝

历代的古诗中都多次提及，譬如，元人马

祖常写道：“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

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

开。”明代杨升庵的《庭榴》诗曰：“移来西

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深秋能

结果，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

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

相对更相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石榴花是属于乡

野的花，不像牡丹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却

质朴得让人心生怜爱。“争及此花檐户下，

任人采弄尽人看”，石榴花就像一位素面

朝天的寻常村姑，美得自自然然，美得没

有雕饰，耐品也耐看。石榴花是母性的，周

身闪耀着质朴温润的光芒，照亮温暖了一

个个琐碎庸常的农家日子。在乡间，很多

与女性有关的事物都能和石榴沾上边儿，

譬如，旧时庄户人家喜添家丁，如果生的

是女孩，就把孩子的胞衣埋在院中的石榴

树下，寓意着孩子长大成人后像石榴花一

样貌美动人。旧时乡间流行草木染，将白

色的老粗布染成红色，石榴花是提取红色

染料的最好植物。楚楚动人的石榴花像极

了舞女的裙裾，故而把红裙称为“石榴

裙”。梁元帝写过一首《乌栖曲》，里面有句

“芙蓉为带石榴裙”。宋人韦骧《再咏黄石

榴花》诗：“佳人最爱石榴红，染作轻裙步

履同。惟有此花难入意，任教荣悴逐薰

风。”苏轼《石榴》诗：“风流意不尽，独自送

残芳。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久而久

之，石榴裙便成为女人的代名词。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

多。”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石榴花色彩艳

丽，如火一般，象征着繁荣、美好、红红火

火的日子。石榴树枝头上那暖暖的一抹

红，可入诗亦可入画，在古典诗词和中国

画的意境中鲜艳生动了几千年。遥想当

年，诗人们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比

喻石榴的红，可谓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

用过了玛瑙、琥珀、赤玉、红裙等，仍觉得

不尽其意，难尽其美。或许是哪位诗人无

意中想到了“红红火火”一词，顿时灵光乍

现，开启了以“火”喻榴花的先河。在以

“火”喻榴花的诗词中，有两首写得最为生

动传神，细腻感人。一首是唐代诗人杜牧

的《山石榴》：“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

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

鬟。”杜牧写石榴花的红，写得别具一格，

写花更写人。石榴花是如此可爱，以至于

佳人要在头上栽花戴朵，直让人疑似要烧

却翠云鬟，花红似火，人花相映，妙趣横

生。另一首是元代诗人张弘范的《咏石

榴》：“猩血谁教染绛囊，绿云堆里润生香。

游蜂错认枝头火，忙驾薰风过短墙。”你不

得不佩服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巧用夸张之

手法，写活了花之红艳蜂之惊惧：绿叶如

烟，花红香溢，引得游蜂前来采蜜，但一见

那猩红的花团，误以为是火焰，于是匆匆

乘风逃走。

桃花 （外两首）

如是闺中待嫁女，夭桃灼灼点胭脂。

青山铺就红云毯，不负春风一份痴。

蒲公英
栖息无声绿叶华，柔身托起小黄花。

彼时绒足随风远，行至四方皆是家。

浣溪沙·杏花
沐雪饮风岁月长，安身独守在山乡。逢春又是满枝

狂。

不恋锦衣多秀丽，甘于素面对空凉。冰心一片自含

香。

七绝·五四遐想 (新声韵 )

五四精神百载传，民族自信荡云天。

中华强盛凌云志，万众同心好梦圆。

进入四月中旬，一天清晨

外出锻炼时，突然被一阵甘甜

又夹杂着淡香的味道所吸引。

那是一种亲切、久违的清香。循

香而望，突然发现门前的几株

紫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花

了。是啊，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

节了！带着惊喜，扑至槐树下，

香气越发浓郁起来，只见那一

串串紫色的槐花，仿佛一个个

紫色精灵随风而舞，开得那样

绚丽与多姿。

于是，每天经过树下时，总

会忍不住驻足停留，仔细欣赏

着美景，大口呼吸着大自然赋

予槐花的独特的香气。每当此

时，总会捡起一朵朵被风吹落

在地上或者车身的花瓣放在手

里，让手指也沾染上这甘甜的

清香，留住属于春天的味道。不

过，望着这满树紫色的花瓣，我想起了紫藤的

花儿，也如紫槐花般一簇簇开得热闹异常，开

出了满树繁华，讨人喜爱。

其实，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还是开着白

色花儿的刺槐。近两日，在老家的表姐送来了

刚从自家院里树上采摘的洋槐花，妈妈将槐

花洗净后，拌上面上锅蒸了蒸，还没出锅，香

气就飘了出来，让人闻着味道就忍不住直流

口水，于是，刚出锅我便迫不及待地尝了一

口，甜甜的、糯糯的，真是十足的美味。

记得小时候随奶奶生活在农村。院子附

近有一棵槐树，每到暮春时节，槐花总是悄悄

地开了，清风徐来，碧树摇曳，一串串白色花

瓣在绿叶间悄悄舞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槐花可是难得的美味。经常跟着小伙伴们

一起最爱干的事就是爬树摘洋槐花，经常是

费了好大劲儿才能爬到树上，还没顾得上喘

口气，就摘一把白色的槐花，顾不上去掉叶

子，就直接往嘴巴里塞，还没嚼碎一股清香就

瞬间在舌齿间爆开，都快吃饱了，才想起奶奶

的话让摘点槐花拿回家。慌忙把槐花一枝枝

从树上折断捡回家，每次看着散落满地的槐

花，觉得自己收获满满。回家后，最喜欢还是

趴在盆前，看奶奶捋槐花了。只见奶奶把枝丫

上的树叶掐掉，用手轻轻攥

住一串槐花，向着盆里一

捋，鲜嫩鲜嫩的花儿，不多

时便装了满满一盆。心灵手

巧的奶奶总是会用新鲜的

槐花做成包子或者直接拌

上面做成蒸槐花。爱唠叨的

奶奶每次还会不厌其烦地

讲一讲，在艰难困苦的岁月

里，这些槐花是多么难得的

美味。记忆里，奶奶做的蒸

槐花是小时候最美味的饭

菜。

如今，奶奶已故去多

年，看到槐花时常会想起

她，特别是回老家时，虽然

每次都错过了槐花飘香的

季节，但望着院旁的槐树，

它庞大的树冠和苍苍枝

干，总会想起奶奶曾经忙

碌的身影。于是，槐花也被我赋予了思念的

气息。如果说哪一种花，可以让我瞬间怀念

起故乡想起怀念的人，那便是槐花！

时常觉得槐花那淡淡的清香没有任何

一种香味可以比拟。那甜香在空气中静静弥

漫，钻进你的五官和肺腑，特别是，一场春雨

的到来，雨虽不大却让槐花增添了一份灵气。

终于盼来了周末，于是和家人一起来到风穴

寺后山摘槐花，在一处偏低的山谷里，有一大

片低矮的槐树林，树虽不大但槐花开得异常

稠密，一串串白色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之中。

人站在树下，立时便淹没于那堆在空气中的

清香里。想起白居易说：“薄暮宅门前，槐花

深一尺。”可以想见那香气积得有多厚。这时

的我，面对槐花，就好像看见久违的朋友来

到身边，无法掩饰内心的惊奇与喜悦，迎上

去，想用一个深情的拥抱，跟槐花做一次最

完美的倾诉。激动了良久，再抬头，不经意间

看着树影婆娑，香气阵阵，随之也仿佛有微

微沉醉的摇晃，每年槐花飘香时总会成为春

天里最美好的记忆。

今年，似乎槐花开得比往年还早一些，它

开在暮春时节里，开在田野里，也开在我的心

里。

五月榴花照眼明

游风穴寺

征 稿 启 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9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

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题材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

稿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作文。小学生作文

不超过500字，初高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

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

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

状，再现良好的精神文化风貌。

邮箱：rhzs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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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

五十多岁的我到北京一家公司当了一个小

保安。2月 17日深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

我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醒来的时候，才猛

然想起，是我父亲去世的忌日快到了，我却

忘得一干二净，难道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在提

醒我吗？中午，我把插着筷子的一碗米饭放

在院子中，朝着家乡的方向，磕过三个头说：

“父亲，孩儿今年不能在家去坟上给您烧纸

了，在这千里之外，这碗米饭就算作给您的

供品吧……”

这，不由使我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事

来。我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犁地耙

地，碾场扬场，摇耧播种，样样在行。听我奶

奶说，我父亲七岁放羊，十二岁就已成为牛

把式。没上过一天学，却悟性很好。耙地是十

分有讲究的活，站在木耙上赶着牛，咋能把

地耙得平平展展，很多人干了几十年也干不

好。别人用小树枝在地上比画了一次耙地的

路数，我的父亲便学会了。

父亲虽是个穷人，但他从不把钱看得很

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都养

牛。当牛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让父亲给治

疗，有的住几十里那么远。父亲先是摸摸牛

的耳朵鼻子，再看看牛的眼睛舌头和精神，

就知道牛得的什么病，说几样山坡上的草药，

放在锅里煎好，给牛灌几次病便好了。牛的

病是多种多样的，不一样的病就采取不一样

的治疗方法，有的病是在牛蹄上牛舌上放些

血出来，有的是让牛喝一些动物血，如黄鼠

狼，鸡血或蟾蜍等，治好了很多牛的疑难杂

症。父亲为给牛治病，付出了很多，有时一个

晚上都不能睡觉，但从没接过别人一分钱。

让很多人纳闷的是，我的父亲没上过

学，是怎么学会给牛治病的呢？事情是这样

的。父亲说过，1947年汝州（当时叫临汝）解

放，但还有很多土匪盘踞在汝州以北的山

中，他们杀害党的干部，抢劫百姓财物，无恶

不作。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宁，巩固新生

的人民政权，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一支剿匪反

霸的地方武装———区干（敢）队，我的父亲就

在其中。一次宿营，父亲住在一农户家中，他

帮主家铡草，喂牛打扫牛圈，父亲的勤劳诚

实感动了这家的老人，老者把很多治牛病的

偏方告诉了父亲，父亲都牢记在心。几十年

后，父亲才成为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的“土

兽医”。

我的父亲不光轻财重义，更是一个孝

子。他一个人侍奉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等多位老人，特别是我的奶奶，在生命的

最后八年，冬天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白天，父亲四处寻医问药，有时一天步

行往返一百多里，为了给奶奶改善生活，父

亲常到冰冷的河里捉鱼。晚上用两根木板凳

并在一起，放在我奶奶的床前，躺在上边睡

觉，时刻准备给我奶奶喂茶喂饭，端屎端尿。

我的奶奶在床上躺时间长了，难免会生褥

疮。我的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土坯垒了

个长方形的池子，再到山上杀几担荆条放在

池子下边，再铺上厚厚一

层柔软的麦秸秆，再铺上被褥，

让我奶奶躺上去，既舒服又暖和。

不过，我的父亲也受尽了磨难。

1971年，我 40多岁的母亲因病去世。我们

兄妹 4人分别是 7岁、5岁、3岁、1岁半。一

天中午，我们的二表姐给我们擀面条，我们

4兄妹和父亲围在灶炉旁，等待着早点把水

烧开。因煤都是在路边扫的黑面面，含煤量

很少，即使燃着了也是红一阵子。父亲只得

用铁杵隔一会儿就捅一下灶炉下面的煤渣。

当表姐把面条擀好时，父亲把煤火也给捅灭

了。表姐看无法在我家吃饭，就起身走了。望

着流露着饥饿眼神的一群孩子和熄灭的灶

膛，父亲禁不住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

们 4兄妹也跟着父亲一起哇哇大哭。父亲又

当爹又当妈，千辛万苦，一把屎一把尿把我

们都抚养成人。

2013年，我 86岁的父亲离我们而去，

他并没给后辈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孝敬老人、诚实守

信、轻财重义、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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