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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花开

董淑荣

清晨，我又被小黄鹂叫醒
了。那银铃般的声音，叫人好开
心！我起身轻轻地拉开西窗，观
赏着它们在梨树枝叶间欢快地
跳跃着的身影，真有点欣赏奇
趣大自然的心情，这可是你在
人造景观中所享受不到的！

早饭后，我带上相机，领着
小狗花花去爬我家的西山———
神龟山。

阳光灿烂，微风拂面。你
看，四月雪正开得浓密热烈，繁
花似锦！小蜜蜂正在花间嘤嘤
嗡嗡地忙着采蜜。池塘中的鱼
儿游得正欢，荷塘里的荷叶已
展开团团的嫩叶。

来到半山腰，我累了，便坐
在一块大石硼上休息。这块大
石硼，我给它起名字叫“神猴观
天”，你看，经千百年来的风霜

雨雪侵蚀而形成的洞，酷似神
猴的耳洞。再往上走，远远地就
看见一巨石，酷似蟾蜍，趴在另
一块大石头上，向北望着天空。
你看这鼻子、眼睛、嘴巴、头身，
真是像极了。再往上走，一面大
巨石挡住去路，我便折向北面
继续向上走。快到山顶，我又折
向南，爬上去，来到神龟石旁。
这神龟伸着脖子向东面山下望
着，趴在一整面的大石硼上。真
是大自然的造化，形神俱佳！它
的左侧对面是一块巨石，形如
巨雕，背面是褐色，肚子是白色
的。好像头弯在翅膀下，正在熟
睡着呢。看着它们，好像神龟在
说：“哎，醒醒吧，你看，有人看
咱们来啦！”我选好角度，为它
们拍了照。

站在神龟石旁四望，南面
是昆嵛主峰泰礴顶，正茫茫苍
苍，罩在云雾之中。山脚下是涝

夼村，顾名思义，因泉水多而出
名，《牟平县志》有记载。涝夼村
是杏子特产区，每年杏花开时，
整个村庄的农舍楼群，仿佛掩
映在粉色的云彩之中。顺着河
流向北，全被杏花覆盖着。河流
至我家东面，是有名的鲇鱼精
洞。再向北400米山口处，是303

省道边上的滩上村，又200米便
流入昆嵛湖。站在山上，俯瞰昆
嵛湖，湛蓝的湖水，将周边的群
山映入湖中，山在水中，水在山
中，水天一色，宛若天上人间!

此时，我真有点飘飘欲仙之感。
昆嵛湖可是个有名的地

方，传说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
不信？在湖东南面就有一座钓
鱼台，五层，由七块石头筑成，
有三层楼高。最上面是一大一
小两块石头，大的可坐，小的上
面还有两个深深的脚窝呢！我
相信是真的，因为钓鱼台旁边

的村庄就叫钓鱼石村。
神龟石山西面是岳姑殿景

区。山梁上原来有102间庙宇，
有王母娘娘大殿，有过麻姑给
王母娘娘献寿的故事。明清时
期，香火旺盛，每年四月十五赶
庙会，山东和东北各省来共同
庆祝王母娘娘的生日，那真是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再向西的
山梁上则是烟霞洞景区，那里
有天神的庙宇，因此，昆嵛山有
仙山之祖的美称！当年王重阳
就在这里创建了全真教。

因为有许多美景和许多民
间故事，又因为我现在住的房
子，是当年东海司令员于得水
抗日养伤住过的地方，所以我
的休闲驿站如今已建成了有关
单位的拍摄基地和文学创作基
地。

春满昆嵛，昆嵛大山欢迎
你，我的休闲驿站欢迎你！

李娜

如雪的杏花繁花落尽，暗
红色的花萼暗藏着希望，耐心
地等吧，用不着多少时日，青
青的小毛杏就会缀满枝头。杏
花落，桃花开。若杏花是纯洁
的，那桃花必定是热情的，灿
若云霞，一树辉煌。仿佛凑热
闹似的，又仿佛听到了百花仙
子的召唤，樱桃花、梨花也都
赶着趟地竞相绽放，如堆千层
雪，香气袭人，引得蜂飞蝶舞。
皎皎玉兰，灿灿迎春，那都是
供人观赏的闲花，以结果为目
的果树之花才是农人的最爱。

房前屋后向阳处的矮香
椿，纷纷举起了枣红色的小旗
子，迎风招展。娇嫩的香椿芽，
是春天不可多得的美味。菜园
里，一畦浓绿的大葱，一畦白
色地膜下正蓄势待发的土豆，
一畦嫩嫩的菠菜，一畦红根绿
叶六七寸长的头刀韭菜，苦
菜、荠菜、蒲公英等野菜更是
随处可见。只要你愿意，想挖
多少有多少，那是大自然丰厚
的恩赐。农家的餐桌，尽是绿
色，尽是原生态，那是多少城

里人梦寐以求的向往。
河里的水愈发的清澈了，

风儿吹过，吹皱了绵密碧绿的
心事。芦苇荡里不时地惊起一
两只肥硕的水鸭，倏地箭一般
掠过水面，留下一条澄澈的水
线。你若有缘，还能看到翻着
浪花的红鲤。当然，春天的鲫
鱼最鲜，煲汤或挤出鱼肉汆丸
子、包饺子，既有营养，又鲜美
可口。看那垂钓的大哥鱼竿一
扬，一条半斤重的肥鲫呱唧落
地，它拼命地甩动着健美的身
躯，那是生命的律动。大哥笑
得像春天的花儿，再钓几条，
今晚的下酒菜就有了着落。

岸边的垂柳临河梳妆，婀
娜的身姿似漂亮的可人儿，如
瀑的绿色秀发柔软美妙。水镜
里的倒影摇曳生姿，如梦如
幻。树下拍照的曼妙少女风情
万种，柳枝儿轻轻摇，美人儿
浅浅笑，陶醉了的何止是春
风，还有呆立岸边的少年，任
一颗澎湃的心儿和着一泓春
水荡荡漾漾向东流。

我家房子的对面有一棵
高高的香椿树，一对喜鹊正在
筑新巢。它们该是一对恩爱夫

妻吧?但我怎么看它们都像一
对双胞胎，一样的黑白相间的
衣服，一样的长长的尾巴。从
它们的分工看，那只衔枝的应
是丈夫，那只时而在枝头张
望，时而在窝里折腾一番的应
是妻子。丈夫心疼妻子，专挑
重活干，筑巢的树枝长的有30

厘米左右，短的也有20厘米，嘴
上多了重量，飞行起来就艰难
一些。它们时常亲昵地交谈，
若人走近，妻子会警觉地发出
警告，夫妻俩迅速地飞上最高

的枝头，叽叽喳喳地交流着人
走近的意图。这样的一个为生
儿育女所筑的新巢需要它们
通力合作十几天才能完成。

不经意的，路边高大的白杨
树吐出了一串串绿色的“毛毛
虫”，榆树也托出了一串串圆圆
的“榆树钱”，捋一颗榆树钱放进
嘴里细细嚼，有点甜，有点黏，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吃。归来的燕
子呢喃着，在人家的屋檐下做着
好梦。花枝招展的春天奔跑着，
在农人的心里种个好梦。

最最美美人人间间五五月月天天
刘学光

近日，我驾车载着妻子往岳父
母家那临山而居的莱山区近郊村
子奔去。道路两旁树木萌发了新
绿，迎春花泛着鹅黄，玉兰花飘着
清香，婀娜的垂柳长出了嫩绿叶
片。春风拂过，空气清爽，暖阳缕
缕，天蓝云白，惬意开怀。

车停，一望无际的樱桃花洁白
如雪，覆盖着整个山岚。它们竞相
绽放，犹如奔跑的羊群，好像飘渺
的白雾，仿佛乳白的纱幔，时高时
低；如缎白的锦带，似飘动的白云，
若近若远，让人感觉走在仙境中，
游离在梦幻里，仿佛进入了世外桃
源。走过一段窄而崎岖的山径，见
小草泛出了新芽，山野菜呈现出新
绿，漫山遍野，生机融融，一片蓬
勃。岳父在樱桃树下一边辛勤地忙
碌，一边观察着花开，一脸的欢欣
和喜悦。我一边欣赏着花开的缤
纷，一边看着由五瓣花片组成的一
朵白莹莹的樱桃花，花心蹿长出似
小豆芽的花蕊，让我不禁感慨万
千。回忆着这片花似海、白如雪樱
桃林的前世今生……

记得二十年前，这块山塂薄地
缺水少肥，土质稀疏，庄稼减产，靠
天等雨，有时近乎绝产，岳父母经
过深思熟虑决定改种樱桃树。那
时，全村种樱桃树的一家也没有。
那年寒冬腊月，每逢周日我休班就
从市里乘坐小公共车到岳父母家，
与岳父一起，开着小农用车到十几
里外的亲戚家拉猪圈里的土粪到
樱桃园（为了改换土壤种樱桃树）。
那年腊月很冷，可谓寒风刺骨，雪
花飘舞，冰冻三尺。但我和岳父干
得很起劲。

我用镐头在猪圈里先把冻成
冰的猪粪刨起，然后再用铁锨扔在
猪圈外带翻斗的小铁车上。用一块
木板架在车厢中，推车一段助跑就

“咣当”一声掀在农用车箱里。干累
了，岳父再干一会儿，我们俩轮番
上阵，基本一上午能拉两车，一天
工夫就把一家的猪圈收拾得干净
利索。等下周我休班时再和岳父重
复到另一家。就这样，我们俩把猪
粪拉到山上还再用小铁车倒一次，
才能送到樱桃园的地。一腊月，我
们把这块稀薄地变成了肥沃良田。
等一天干完活回家躺在床上，不一
会儿就进入了梦乡，真是累并快乐
着。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很年轻，
干起活来既快又好。因为是农村孩
子，干农活并不打怵。虽然参加工
作不干体力活，但由于经常锻炼，
体质还是蛮棒的。

第二年植树节，我和岳父又开
始把樱桃树苗挖坑种下。我到很远
的一处山泉挑水，一担水挑回来基
本就剩半桶了。因为崎岖不平的山
路使水桶来回咣当，再加上寒风狂
舞。挑了一整天的水，才把近百棵
樱桃树浇灌饱。我的衣服也被汗水
浸透了。后来经过岳父母三四年的
精心伺候，红樱桃每年都有成倍的
结果量来报答。就这样，每年樱桃
花开的时节，就是岳父母最高兴的
日子。每年樱桃红了的日子，就是
岳父母最幸福的时刻。从此，岳父
母家的日子如樱桃花开，幸福而
来。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都来向岳
父母取经。不几年后，这不争气的
荒山就变成了现在的樱桃山、黄金
山。这时我举目四望，朗朗晴空如
洗，阳光当空而泻，漫山遍野，晶莹
雪白，美艳绝伦，花海一片。

樱桃花开了，农人的希望也就
来了。小蜜蜂在洁白的花朵上辛勤
地忙碌着，酿造着生活的美好和幸
福的甜蜜。不远处，躲在樱桃花下
枝桠上的喜鹊，“呜啦呜啦”唱着欢
快悦耳的“好日子”。趴在山野里的
小麻雀，不时飞来窜去，为樱桃花
开传递着丰收的喜讯。岳父兴奋地
说：“再等一个多月，我们就能吃上
美味可口、似红玛瑙的大樱桃了！”
我见岳父说这话时，那饱经风霜、
喜悦开心的脸庞，仿佛这怒放的樱
桃花一样幸福灿烂。

杨晓奕

一开春，万物复苏了生机。
过了“五一”，人们把各种花卉
搬出来，打破窝藏一冬的沉闷，
终于可以透透气了。花经过春
风春雨的抚慰和滋润，抽出叶
苞，吐出花蕾。乡间的花和乡间
的人一样朴实泼辣，耐得严冬，
经得住倒春寒，让它们也没错
过花期。有些花需要再另倒盆，
重新栽种，但也不是十分讲究，
用不着繁琐的园艺。

我母亲是最爱花的，爱花
的人都爱生活这话不假。母亲
总把家里拾掇得窗明几净，家
里布置得温馨漂亮。母亲在门
口架了一株粉色的蔷薇，一直
爬到屋顶。春天一来，开花吐
蕊，蝶舞蜂飞，好不热闹。和蔷
薇并排的是几棵月季，黄、红、
粉，花开的时候，一团团娇滴滴
的颜色。据说是外公从城里带
来的，落户农家也是稀罕的品
种，所以过了一两年，附近的邻
居家都会栽种一模一样的，那
是因为月季的扦插繁殖简单。

因为花，乡邻们的关系也融洽
了。

喜欢不同的花，但爱花的
心情是一样的。母亲在窗前还
种的粉紫色的芍药、卷丹。卷丹
虽不带香气，傍晚常常招来几
乎大如团扇的凤蝶来吸食花
蜜。让我迷惑不解，它们从何而
来，要到哪里去呢？我看着它们
翩翩而舞，直到没了踪影，我也
带着疑问。我对桔红色的卷丹
很是钟爱，它的花瓣卷曲着，带
着蓝黑的斑点，整个花株美艳
无比。我从故乡带来的卷丹种
子，竟也在室内开花，平复了我
思乡的情绪，花语仿佛在告诉
我故乡的讯息，惊艳的美让我
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故乡有栽种大叶栀子花
的习俗，我家也有一棵栀子花
齐屋檐高。花期盛时，墙内开
花墙外香，连村里的男孩对栀
子花也情有独钟。有一次，他
们要拿桑葚和我交换一朵栀
子花，我趁父母不注意，掐了
一朵给他们，他们为什么喜欢
栀子花我却不知道。我喜欢栀

子花是它的纯洁无暇和馥郁
的香气，栀子花原产地是南
方，现在落户北方，竟能延续
生命真是一个奇迹。宋代诗人
曾端伯的《花中十友》，以十种
花各题名目，称十友，栀子花
为禅友。宋代有诗曰：“禅友何
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
观，应悟佛根源。”

栀子花叶青翠，花洁白。是
经过寒冬的冰雪覆盖的，所以
我更加喜欢它的性情。在故乡
的夏天，外公迎客是一壶绿茶，
送客就摘几朵栀子花。有一朵
栀子花插在家中，满室的花香
在空气里流动，这是属于故乡
六月里特有的气息。

母亲把盆栽的花放在平房
的台阶上，好多品种现在花市
还能看见它们依稀的身影。盆
栽的石榴、玻璃翠、大头兰、茉
莉花、桃梅。这些花不论是开花
和结果，对我总是美好的享受，
它们不是名花，但在我童年却
栽种下善良、宽厚、朴实的种
子，一切都是母亲喜欢花的缘
故。

故故乡乡的的花花事事

>>>> 今 日 烟 台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毛旭松 美编：李艳梅 校对：于同济行走烟台·地理C10


	J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