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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煮饭， 突然很想喝红豆
粥，遂下楼去，走了很远才在一个
超市里买到红豆。 回到家里，放下
豆子，忽然想起以前看到的一段文
字。

文字的大意是红豆有利皮肤，

当年昭君出塞， 不适应塞外的天
气， 因此每日一碗红豆粥养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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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后肌肤竟然还是鲜嫩如初。不
知道书上的记载是不是真的，不
过，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淘豆、下
锅，看着一粒粒鲜红的豆子在水里
安静地躺着。

做完一切，打开电脑，输入“红
豆”二字，一番惊喜与震撼涌上心

头。

屏幕上显示：“红豆，又名相思
豆。性平、味甘酸，无毒有滋补强壮
健脾养胃之功，具有清热解毒之功
效。自古以来便被作为相思寄托之
物。 ”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
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的诗
一下子跃入脑海，有关相思豆的故
事也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相传， 古代一位女子想念丈
夫，思念成疾，泪尽流血，血滴为
豆，这就是红豆的由来。 故事的真
假无从考究，然而，历史上却真有
一个人与红豆有关。

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他就
是历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据
说，当年萧统为了完成《昭明文选》

的选编工作而来到顾山，在这里他
结识了一位茶楼的农家女，两人产
生了很深的感情。 可是，由于各种
原因， 这段感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萧统完成工作以后总要离开，走的
那天， 他许诺：“他日凤笙龙萧，香
车宝马，迎你回京……”

女子无言，伸开手掌，一对晶
莹的相思豆躺在手心，她看着相思
豆徐徐说道：“昔日妇人滴泪成血
化成相思豆， 今以一双红豆赠君，

盼君早归，如若不然，君见豆如见
人。 ”

“侯门一如深似海，从此萧郎
是路人。”最终，女子还是没有等来
萧统的香车宝马， 她最终思念成
疾，含恨而终。 当萧统带着两颗相
思豆来兑现诺言时，佳人早已不在
人世。满怀遗憾的萧统把两颗相思
豆种在顾山，黯然回京。几个月后，

英魂早逝。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几百年
后，萧统亲手植下的那两棵红豆树
合二为一，长成相思树，成为顾山

最美的风景。 再后来，王维路经这
棵树，因感慨萧统的故事，于是，便
有了那首著名的诗《红豆》。

想到这里， 我不禁感慨万千。

双树合一的故事我不是第一次听
说，老家在桐柏，高中校园里便有
这样一棵桐、柏合二为一的树。 据
说是一个叫桐的女子和一个叫柏
的男子，是因爱情无果，便在死后
化成两棵合二为一的树；还有《孔
雀东南飞》里枝枝叶叶相交覆盖的
松柏与梧桐。不管这些故事是人们
杜撰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最关
键的是这些故事让我们懂得爱情
的定义：忠贞与坚定。 但是如今的
我们，身处红尘俗世，似乎忘记了
爱情与婚姻最初的样子， 房子、车
子、票子这些原本是生活附属品的
东西，却似乎渐渐主宰着更多人的
婚姻。 爱情被物质侵蚀，婚姻面临
着种种诱惑和考验。这离我们的初
衷，似乎越来越远了。

思绪回来，轻轻一嗅，一股幽
香翩然入鼻，起身至厨房，打开锅
盖，粥已煮好。轻轻地盛一碗红豆，

慢慢搅拌，心间氤氲起最美好的愿
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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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岁月如歌。转眼
间，已到仲秋。 忙碌了一周，十
分劳累， 总想找个地方清闲一
下。正好友人相约，周六到十三
里桥乡郊游。

很快， 我们来到黄湾村香
柏树山庄。 山庄坐落在南湾水
库的南岸， 湖光山色让人如入
仙界，是休闲的最佳场所。主人
十分热情， 南湾鱼是一流的美
味佳肴，地锅饭更是绿色极品，

每一处都让人心驰神往。

一年四季， 我独爱金色的
秋天。它没有夏天的炎热，冬天
的冷酷，春天的妖娆，却有着清
风爽人、浮云淡泊、林木斑斓、

圆月清朗的景致，秋染的山乡，

给人以无边的遐想。

站在山庄的观景台上，举
目张望，入目的美景让人忘情，

这简直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近处是丰收的田野， 田边绿色
的树枝上， 各色小鸟欢快地鸣
叫， 清脆的声音如空谷环佩击
节， 仿佛一曲高低交错的田园
交响曲，美妙的乐曲令人陶醉。

对面的远山郁郁葱葱， 山脚下
村民正忙着耕作， 他们娴熟的
动作是那么和谐， 那么富有诗
意， 他们用汗水创造着幸福生
活。

信步往前走， 一路的清风
吹进灵魂里， 让人忘了繁杂吵
闹，忘了劳累辛苦。前面是一片
水塘，到了水边，我蹲下用手撩
起清澈洁净的水，舒服极了。水
草安静地躺在微风吹来的涟漪
里，在晨风里摇曳。 置身此地，

无处不美，无时不美，如此美景
怎能不让人欢喜呢。 几个同事
带着孩子走上山岭， 去采摘野
花、野果，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在山间回荡。

晚上回来的路上， 我们坐
在车里，欣赏着窗外的风光，夜
色迷离， 微微的夜风从车窗涌
进来， 凉爽却不寒冷。 灯光朦
胧，窗外的景物飘然而去，让人
意犹未尽。

隔窗回望，青山相拥，清水
相依。娴静的山庄，让人无限留
恋。 是的， 没有比这里更好的
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只在
这里才可以交相辉映。

一
玉米杨花缤纷色，

一片鹅黄顶上着。

怀抱新穗正吐缨，

束束丝路淡绿多。

二
叶落树开见山坡，

芝麻节节结青角。

黄豆暗鼓如丰胸，

透明晨露随风落。

三
雨滴梧桐桂花黄，

枫树飘红菊花凉。

芦花摇枝花尽白，

枯枝老藤绕篱墙。

四
同学聚会回忆多，

斗嘴弄舌开心果。

预约下次再相聚，

眼角眉稍闪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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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跑得好快！ 不知不觉，天
渐渐变凉，风儿略有寒意。 上班路
上，我无意间发现路旁的老杨树叶
子落了厚厚的一层。 从树底下走
过，片片树叶在空中划过道道飘逸
的轨迹，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静
静落下，整个街道被点缀得坦荡安
详，流淌着金黄色的诗意。

老杨树雄踞街道两侧，粗大的
树干，直插云天，在空中形成巨大
的树冠。 树皮斑驳如厚厚的鳞片，

全身布满了道道沟裂。顺手捡起一
枚叶子，对着阳光细看，我发现叶
脉清晰分明，粗细交错，仿佛人的

血管。

老杨树每年在和煦的春风中
开始萌发，巨大的树冠上缀满褐黄
色的花序。 接下来，枝条上的芽包
开始萌发、伸展，带给人们一个绿
色的春天。花序在绿叶的映衬下悄
悄蜕变， 先是变成串串绿色的玛
瑙，继续膨大，成浅黄色，裂变幻
化，形成朵朵杨絮，像雪花飘飘，但
比雪花更绵薄更柔软， 纷纷扬扬，

漫天飞舞，连天接地。

来来往往的人们，从老杨树下
走过， 如同穿行在雪白的雾中，有
时杨絮轻轻飘落在身上，有时缓缓
地从身边擦过，静静地落在脚下的
地上，有时漫不经心地挂在田间的
麦叶、油菜花或野草的枝叶。 一时
间，大地像披上了一层薄如蝉衣的
白纱。

风儿吹拂， 将那杨絮高高托

起，一丝丝、一缕缕飘送到远远的
山岭、河谷、沟坎，不久以后，这些
地方会长出一棵棵杨树苗。新生的
事物，总是吸引眼球，牵动神经，很
多人忘乎所以地喜欢，杨树苗柔弱
的模样，探头憨脑的娇羞，成了人
们眼里的奇迹和希望。

路边的老杨树依旧波澜不惊、

沉默不语甚至有些老态龙钟。 老
杨树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听不
到赞美，收不到祝福，得不到鼓
励，遇不到提携，默默地孤独奋斗，

从来不对生长着的土地说半个不
字，从来不做对不起头顶上天空的
事，把一切的欢乐和忧伤、渴望和
梦想， 深情地收藏在自己的年轮
里。

路边的老杨树是不幸的，除过
自然的暴风骤雨、冰雪雷电，城里
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常常来袭。

汽车尾气、金属粉尘滚滚而来。 卖
小吃的摊贩，炉灶扎堆，烟熏火燎。

川流不息的机动车， 时不时刮蹭，

轻者掉皮，重者树毁人亡。

路边的老杨树又是幸运的，苍
天给了他们近距离洞察人间世态
炎凉和沧桑巨变的权力。浓妆淡抹
的女人，形形色色的男人，打闹的
孩子们，蹒跚的老者，高兴的年轻
人，海誓山盟的恋人，每时每刻都
在上演似曾相识又完全不同的人
间活剧。

仿佛是为了曾经许下的承诺，

经年的磨炼升华为一种图腾，淡定
低调，朴实无华，为路人遮风挡雨，

顶烈日、冒酷暑，吸取尘土，营造一
片绿荫和舒适。我每每抚摸粗糙斑
驳如铁的树干，都会被那倔强的身
躯和生命从不屈服的伟大、雄浑气
魄所震撼！

琉璃世界

马科平
经年的杨树

独自歌唱

高保林
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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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员，豫南农村称之为“看
山的”或“望山的”。

我曾翻阅过许多资料，也多次
在网络上搜索，几乎找不到描写护
林员的文学作品。也许是护林防火
工作太过平凡了吧，连才思泉涌的
作家都无从下笔。

我就是一名护林员，莽莽林海
的守望者：守望着成长，守望着收
获，守望着莽莽群山的寂寞。 我们
就像大自然的画家， 用双腿做笔、

蘸着汗滴描绘着远山近水。那红瓦
白墙的护林房、那刷写在巨岩和电
线杆上的护林防火标语，都成为山
野风景的点缀。我守候着大山将近
30

年了， 参加工作时栽下的小树
苗，已长成参天大树。 汗水渲染了
群山，滋润了心田。 时光仿佛一把
刻刀，把多少年雨雪风霜化作一道
道皱纹深深印在脸上。

小时候听人说： 人的命天注
定，每个人都在天上对应着一颗自
己的命运星。我一直都有夜晚看星
星的习惯，常常在夜空下猜度哪一
颗星属于我。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

看山的日子年复一年，仿佛恒久往
复的轮回，用“如一日”形容最恰当
不过。 把青春年华交给了巍峨高
山，风餐露宿成了家常便饭。 站在
山之巅，抚弄着团团仙幻般飘然而
逝的白云， 望着远处的袅袅炊烟，

欣赏着森林里鸟儿们的歌唱。工作
之余拾掇一下菜园子，采集中草药
材，采摘些新鲜茶叶，与同事下象
棋、聊聊天儿，颇有元人赵显宏“下
长生不死棋，养三寸元阳气”的意
境。 夜晚，阵阵山风裹挟着森林里
腐殖层的气息吹过来，偶尔伴着一
两声小野兽的嗥叫，头顶着孤星残
月，山下万家灯火，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常思
念那个梦中的她， 梦中的她……”

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听了无数
遍，每听一遍就会有新感受。 深山
坳的林点就是家。妻子患病做家务
不方便， 孩子读完高中到南方去
了，所以，每当休假回到家，我就尽
量多干些粗重活， 偿还亏欠的心
债。后来，同学三刚子工程做大了，

让我去他那里负责绿化。 可是，我
忍受不了城市的喧嚣和紧张，我仿
佛听到了远山的呼唤。 我恍然清
醒：我是属于那片山林的！ 于是半
年后，我又回到了那间护林房。

没有硝烟弥漫，没
有风雷激荡，有的只是
淡淡地来、 淡淡地去。

那年，一位护林员追赶
盗伐者倒在林间，化作
山脉，成为永恒，场领
导为他主持了葬礼。 出
殡那天，林区的护林员
都来了，他的双亲向大
伙儿鞠躬，漫天飞舞的
纸钱和着抽泣声，漫延
着悲壮的气氛，感染了
人们。 他父亲是一位老
护林员，为林业奉献了
青春又奉献儿子。

现在上级重视林
业生态建设，关心我们
林业工人。 区委领导多
次到林点视察调研，林
场新一届党委争取到
了多个项目，给予林点
极大支持和鼓舞。林点条件也改善
了，公路修通了，电灯也亮了，电视
机也有了，有几处护林点还建成了
别墅式住宅，配上了空调、太阳能
热水器，还有洗澡间。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我的头
发变白了，上山爬坡也开始大喘气
儿了。 梁上的燕子来了又去，去了
又来。 看着苍翠的群山，听着鸟儿
婉转的歌声，我心中充满着自豪和

满足：

我们的护林房，

在最高最高的地方；

我们的足迹，

在最远最远的地方。

白天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夜晚伴着孤寂的灯光。

人前的汗啊脸上流，

人后的泪啊心里淌。

草木荣枯是大自然的脚步，

守望大山是对生命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