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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喜欢生长在空气清新没有
污染的老家河岸上，从树皮到细嫩枝
叶，再到甜美果实，浑身都是宝贝。桑
叶是蚕宝宝的救命口粮，桑皮能造
纸，更能治疗白发和脱发等多种疾
病。结的果实，生长期间，从白变红，
又由红变紫，很美，成熟后很甜，人们
叫作紫桑葚，好吃，可入中药，能滋阴
补血，也是宝贝。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最爱吃紫桑
葚。那种时光，内心感觉是清浅的，喜
悦的，晶晶亮亮的，清晰如昨，有一种
说不出的惬意和迷醉。这长得纯净迷
人的果实，吮一口，再吮一口，酽甜攻
心。像催赶着人间的时光，有的还青
白未熟，有的已经熟落，赶趟似的，等
不上有人来采摘入口，品尝她满腹的
浓情蜜意，像极了连夜拼命赶路的行
人。直到我和小伙伴一个个长大后，
各奔东西，舌苔上还留着紫色的记
忆。在万物有价的今天，唯有无价的
紫桑葚甜丝丝走进我的思想深处。

许多美好的时光美好的记忆美
好的事情总是来得快，去得急，似乎
一眨眼的功夫，春光走远了，夏日又
快过完了，让人莫名地惶恐，让人手
足无措。紫桑葚像豆蔻少女染色的
唇，又像美少女染色的指甲，那是季
节的标志，如果是老妪，叫她染这种
颜色也不会多见了。其实，她才是最
好的紫唇，也是最好的紫色旗帜，逆
风飘扬；更是一种东来的紫气，紫光，
给人一种神秘感，给人一种幻想美，
让人明白好东西不一定大，也不仅仅
是居高位的，小的照样有好的，低处
照样有好的，不必要忧伤痛心，不必
要再三纠结，不必要停滞不前。不论
他人对你是赞是毁，都要憋足劲地付
出，不枉来到世间一遭。紫桑葚就是
这样美好的事物，宁可成熟烂掉，也
不过分胆小矜持，更不愿前进的脚
步。

露水落在身上，紫桑葚颤动一
下，打了一个激灵，再次感谢造物主
的伟大。晨雾封锁了河岸，好似天空
的牛奶被顽皮的孩子打翻了，洒了一

地，可她闭上眼睛闻到的是泥土和花
草的清香，不是什么牛奶味， 更不
能用海碗大喝。阳光照在身上，慢慢
在白雾里清晰，像从后台终于走向前
台，多么像云彩眼里结的圣果。坐在
紫桑葚的人文精神里，我分明见到一
些不该遗漏的阳光，被她一点一点地
重新拾起……

五月的紫桑葚尽管结的成串成
簇成嘟噜，但她每个都孤单我愿意母
亲温暖的手和父亲有力的大手把她
领走，把她呵护，不让她再次孤单。时
光老人看到她孤单，启示了她；孩子
也看到她孤单，却是与她最亲近的
人。纯紫纯紫的思念很疼，晾晒在枝
桠上，哺乳着瘦瘦的五月。她穿过许
多风雨的利刀猛箭，渐渐走进成熟的
瞩望。

紫桑葚满怀童真，从自身的卑微
中看到田野广袤的美感，看到河流
不愿放弃的生命激情，看到世间风
云变幻的扑朔迷离。生长苦难的角
落，也生长着青青的桑葚。

要说最接地气的果实，我首推
她，是充满泥土气息的题材，不管
你是否用酒来泡，她都会有治疗肝
肾不足、血虚精亏的头晕目眩、腰
酸耳鸣、须发早白早脱、失眠多
梦、津伤口渴、肠燥便秘的作用，
尤其有滋阴补肾补血的功效。《随
息居饮食谱》称其可“滋肝肾，充
血液。”据报载，在爱琴海和黑海
之间的山区里，有个长寿村，村民
的平均年龄都在一百二十岁，最高

为一百六十岁。一百四十八岁的村
民加沙诺夫，每日还四处打猎，且
能猎取大熊。九十岁的妇女尚有生
育能力，经体格检查发现，九十岁
老人的体质与壮年男子相差不远。
一百一十七岁老翁身体各组织器官
竟与六十岁左右的人不相上下。这
一山区的村民为什么会长寿呢？前
苏联领导研究百岁老人奥秘的沙迪
诺夫博士认为：长寿村的奥秘不是
别的，正是村民们早晚食用了紫桑
葚的缘故。

若是为她谱一首曲子，准是优
美的曲子；若是为她写一首诗，准
是美好无比的诗。其实，她那每一
颗果实就是美妙的曲子，就是美好
的诗篇，并且是没有淫秽肮脏却有
着健康明朗的诗句。不论蝴蝶它们
是否飞来伴舞，不论蜜蜂它们是否
来到耳边唱情歌，她都一如既往涤
净尘世的浮躁落寞，释放热情真爱
及正能量，把笑脸留给世间的一草
一木，尽管自身也有无尽的伤痛和
苦难的过往。总认为她的美才是沁
人心脾的，带给人的美好回忆如刻
在岁月的石碑上，风雨都磨灭不了
它。紫桑葚应该是果实里的儿童，
一直鲜艳靓丽着童年时光，让人不
能忘记她不被污染不被亵渎的清纯
和她清甜细密的情思。

童年的紫桑葚早已嵌入我时光
的底版，成为我一生忘不掉的紫色
记忆。我爱质朴的紫桑葚，特别是
那童年老家的紫桑葚。

文/李景超

缝缝补补先先生生
我家楼下那条巷子的出口，常年驻

守着一位缝衣补鞋的中年男人，我称他
为“缝补先生”。

缝补先生年轻时因不遵守交通规
则失去了双腿，且相貌丑陋，所以一
直以来没有女人看得上他。每当小孩
子围着他玩闹，他总是嬉笑着告诫他
们，过马路时一定要注意红绿灯，不
然将来就会和他一样娶不到老婆。每
天一大早，缝补先生就被他弟弟推到
巷子口的大树下，坐在小凳子上缝补
衣鞋，傍晚又被推回家休息，我问他
日子过得单不单调，他龇着满口黄牙
笑着说：不单调，有意思得很！

可我却时常感觉生活无聊，于是
每逢空闲便带着一盒象棋去跟他杀两
盘。缝补先生的棋艺精湛，我不知道
他是从哪学来的，我几乎没有赢过

他。有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正下
棋，一辆红色的小车在我们身边停了
下来。车中出来一位贵妇模样的女
子，手臂上搭着一件漂亮的紫色大
衣，她对缝补先生说：这衣服左边咯
吱窝炸了线，给你二十分钟时间弄
好，我回头来取。缝补先生拿过衣
服，在炸线处看了一眼，对那女子说
道：至少半个小时。女子努努嘴，二
话不说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塞在缝补
先生的手里。缝补先生摇摇头说：不
是钱的问题，你这衣服缝合方式特
殊，我至少得花半小时才能缝补如
初。女子不悦道：我赶着穿它去赴
宴，宴会半小时后就开始了，你随便
弄弄，没人会看得那么细。缝补先生
笑笑，说：我得对得起我的手艺！

后来那女子生气地跑掉了，我和

缝补先生相视一笑，又继续“厮杀”
起来。其实我是知道缝补先生的脾气
的，有些人做事不光是为了钱。

缝补先生不仅缝补技艺高超，还
很善良，他常无偿帮附近的孤寡老人
缝补衣物，在遇到顾客无零钱可给时，
也不强求，因此，他的人缘极好。去年四
川芦山地震后，我跟他谈到我们单位捐
款的事，听完后，他掏出一叠五块十块
的纸币说：这是我这些日子的收入，不
多，你拿去一起捐了吧。我拒收，说：你
也不容易，还是算了吧。但他睁大了眼
睛默不作声地盯着我，我有点惭愧，便
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钱收了起来。我是知
道他的脾气的。

我想，缝补先生缝补的不仅是那些
衣服鞋子，还缝补着许多残缺的灵
魂。

唐唐诗诗里里的的童童趣趣
六一是儿童的节日，孩子们天真

无邪，充满着童趣。唐诗中有很多描
写儿童的诗，语言精炼，形象生动，塑
造了儿童的种种神态和童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名篇《清明》，
给我们勾勒了一幅色彩绚烂的彩色
水墨画，天真的牧童指向远方，可爱
的形象跃然纸端。儿童为行人指路富
有情调，询问客人来自何方也很有礼
貌，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这样写
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作者久居客地，重返家园，故乡
的儿童们却不认识他，热情着问他是
哪里来的客人。这些儿童稚气活泼，
彬彬有礼，让人喜爱。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池上》有这
样的描写：“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
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中
写一个小孩撑着小船，偷偷地采了白
莲回来。他不知道怎么掩藏踪迹，水
面的浮萍上留下了一条船儿划过的
痕迹，小孩的贪玩和天真，栩栩如生，

仿佛就在眼前。采莲嬉戏精彩，儿童
垂钓更让人叫绝。唐人胡令能在《小
儿垂钓》中这么写道：“蓬头稚子学垂
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
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个头发蓬乱
的孩子聚精会神，握竿垂钓。周围杂
草丛生，几乎遮掩了他的整个身子。
这时远处有人向他问路，他急忙伸出
小手，轻轻摇晃，不是不愿意给路人
指路，而是担心说话声音太大把鱼群
惊散了。诗中儿童垂钓形神兼备，把
孩子顽皮状写得妙趣横生。

同样是唐代诗人，韦庄的童趣更
加可爱可亲，他在《与小女》诗中道
白：“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
车。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

华。”这是诗人写给自己小女儿的诗，
小女才听懂大人讲话，就咿咿呀呀地
说个不停。因为爱玩小车不肯睡，整
个晚上哭闹着不停，原来是衣服上少
绣了朵金线花，一个活泼任性的小女
孩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
眼前，父亲用怜爱的眼神看着自己的
孩子，内心却充满了无比的喜悦，那
种父女间的亲情，让我们感受的到温
馨和幸福。

这些诗歌洋溢着童趣，有声有
色，有形有态，充满了灵性，为我们展
示出孩子们的纯真。唐诗里的童趣，
是活灵活现的，引发着我们有趣的生
活联想，并从中体味出童真童趣带给
我们的美好和快乐。

文文//张张成成林林

爱爱
你能够定睛吗
你能望穿她的凝望吗
如果冬雪仅有一片
是谁先谁一步发现了它
在苍茫的宇宙里
只要有风只要有无依无靠
仅有的一片雪花就是最长寿者
你能固定你全部的力量吗
落花在春天将会骚扰你
春情勃发时冬夜的善良比冰
更厚
你敢说爱吗
你敢说爱情吗
锐利的刺痛是生命的脸谱
瞬时的揭去是灵魂的诡秘
你害怕未知的领域吗
她靠你悲伤的泪水
她携你呜咽的哭泣
在冰山的移动里
在雪崩海难里
宇宙依然轻诉着初雪里的唯一的
苦的甜的
硬的或软的
洁白的一片雪花

文/依远

五五月月槐槐花花香香

徐世绩和长孙无忌一起去寻访年方七岁的神
童贾嘉隐，正好朝堂前有棵槐树，徐世绩问道：“这
是什么树？”贾嘉隐说：“松树。”徐世绩哈哈大笑，
长孙无忌不屑道：“什么神童？槐树跟松树都分不
明白。”神童白了他一眼，说道：“没错呀！他位列三
公，木加公，可不就是松树么？”徐世绩开心得眉开
眼笑。神童瞟了一眼，对长孙无忌说道：“您往这儿
一站，那就是槐树。”徐世绩笑不可遏：“你太缺德
了！他丑是丑点，不至于长得像鬼一样，哦，笑死我
了，哈哈哈！”

槐树的确不美，而且柳槐杨柏桑，此五种树在
风水学中称“五鬼树种”，不宜栽种庭院的。什么地
方栽什么树，民间很有讲究。“前不栽桑，后不栽
柳，院中不栽鬼拍手。”“鬼拍手”就是杨树，刮起风
来，杨树叶子“哗哗”响，令人烦躁。桑与“丧”音近，
忌讳；柳与“流”谐音，屋后植柳，金钱财宝就“流
出”了，在门前就是“流入”之意。柏树则多是栽在
墓地的，意为“不朽”。

槐树粗皮歪斜，刚出生就是老人模样，难以为
栋梁，而且春暖时，青虫垂丝自挂，令人起鸡皮疙
瘩，但因何槐树竟栽在门前甚至是庭院呢？又有民
谚说：“门前一棵柳，珍珠玛瑙往家走。门前有棵
槐，金银财宝往家来。”柳“流”尚可解，槐是何意？
解释是说槐谐音“怀”，生育的吉兆，对此我颇不以
为然。

父亲不懂风水，竟在院内栽了一棵槐树，害得
我们一直清贫。我记得每到五月，槐花就开了，在
满树耀眼的绿中，白槐花峥嵘枝头，盛大登场，一
树青白，满院清香。这个时候的槐树，实在与“鬼”
半点边也搭不上。人间四月芳菲尽了，槐花的登
场，让初夏也有了怀念的由头。

槐树的好，在于槐花；槐花的好，不仅仅在它
的美、香，还因为它可以吃。没吃过槐花的童年是
寡淡的。爬到树上，捋一把槐花，大人在树下拿竹
笾接着，不时有担心的尖叫，有开心的欢笑。焯水，
沥干，微晒，槐花饭、槐花糕、槐花饺子、槐花蒸鱼，
都那么香美。这时节，苋菜是小媳妇，瓠子是村汉，
而槐花简直就是仙女是诗歌，美好的岂止是舌尖，
还有难得的浪漫情怀。

这才是槐树入驻的原因啊！实用而且美好，实
在而又诗意，折射着人生最质朴的情怀。记得槐花
开时，天气已经微热了，晚饭是常常在院内吃的。
槐花就在头顶，那时灯不好，看不清，偶抬头，只能
约莫见到暗绿里的白，而香在寂静里，更淡远了。

长孙无忌或是竟不知槐花的，要不，他怎么不
反驳呢？

文/董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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