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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花无才也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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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晚春时节， 春到深处春更
浓。 经过整整一个春季的孕育、生
长，花草树木褪掉那份柔弱与青涩，

正以丰腴成熟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
前，满眼的葱茏繁华、鲜花似锦。 正
是韩愈《晚春》诗中的意境：草木知
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
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春天即
将归去， 花草树木各自使出浑身解
数、吐艳争芳，想留住春天。 而杨花
与榆荚虽然色乏香少， 但却也不妄
自菲薄， 而是化作漫天雪花随风而
舞，在春的尽头，演绎那份属于自己
的美丽。诗中的杨花不是杨树的花，

而是柳絮。 《辞源》上解释杨花就为
柳絮。庾信《春赋》写道：新年鸟声千

种啭，二月杨花落满飞。

我们这里榆树少， 但是柳树却
被普遍种植， 到处都有它们绰约的
身影。 那些平凡的柳树，春来发芽、

秋后落叶，生长着自己的生长，该开
花时自然开花。

杨花的轻柔多情， 成为古往今
来情愫满怀的迁客骚人、 浪迹天涯
的异乡游子寄托感情和哀思的信
物。 人们咏杨花，或借景抒怀、或托
物言志，总能留下绝妙的诗句。 “阳
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
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
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
燕子，愿衔杨花入巢里。 ”以杨花隐
喻情人，巧妙双关，哀婉动人。 晏殊

的“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
人面”，让人感到淡淡的闲愁。 张
先的“中厅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
过无影”，给人以宁静的感觉。 最
著名的还是苏轼的“似花还似非
花， 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

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似花
还似非花”，使杨花的生动神态跃
然纸上，“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
是离人泪”，更是千古名句，被广
为传诵。

当然，杨花有人喜欢，也就有
人不喜欢。 柳树是柔丽的，可是在
有些人的眼里杨花却有些轻浮，所
以才有了“水性杨花”一说。 曾巩
写道：乱条犹未复初黄，倚得东风

势更狂；能把飞花蒙月日，不知天
地有清霜。 杜甫也写有：癫狂柳絮
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可是不管如何，杨花不是为谁
的喜欢而存在的，它们不会在意那
些赞美或者批评，它们只是在享受
自己的生命过程。 在世人的眼中，

它们有情也好无才也罢，沉稳也好
癫狂也罢。 它们都会置之不理，照

样年年笑对春风，完成自己生命的
轮回。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
与李飞”

(

《红楼梦》黛玉葬花词
)

，那
些杨花在属于它们的季节里， 依然
舞出自己的精彩。 杨花本是柳树的
种子，那些种子御风而飞，谁能阻挡
生命的舞蹈？

所以，面对那“一川烟草，满城
飞絮”，我们唯有送上最深的敬意。

诗品时空

追 忆

———怀念外祖母
王洋

琉璃世界

犹忆凤凰花开时

徐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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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安城往东， 行约三十公
里，骊山北麓、渭水南畔，便到了华
清池。 因为两件事，成就了华清池
千载的盛名：一是唐明皇与杨贵妃
的爱情故事；二是震惊中外的“西
安事变”。

据记载，华清池作为古代帝王
的离宫和游览地已有三千多年的
历史。 周、秦、汉、隋、唐等历代帝王
都在这里修建过行宫别苑，以资游幸。

唐玄宗时更是大兴土木，治汤井为池，

环山列宫殿，始称华清宫。因宫建在
温泉之上，所以也称华清池。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是在一
个深秋的午后。 暖暖的阳光洒在
“高高骊山上有宫， 朱楼紫殿三四
重”的房檐上、宫墙上，隐约中仿佛
弥漫着一丝灵气。 这样的阳光，一
定也曾轻抚过美人的面庞，只是那
红颜早已经香消玉殒化为尘，犹剩
芳魂一缕，萦绕在世人的心头。

进入园内，左手处便是华清宫
的西门———望京门。取从此门往西
看，便可望见京城长安之意。只是，

当帝王将相们在霓裳羽衣舞中流
连放纵、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的

时候，纵使望得见京城、望得见权
势与威严之所在，又哪里能够望得
见天下黎民的疾苦？

过望京门，前行百余米，便是
长生殿。 殿前是一方池塘，水如明
镜，亭台倒影，垂柳拂岸。同去的几
位女同胞，纷纷踏进大殿，或许她
们也都在憧憬着一份美丽如歌的
爱情吧！ 而我却静静地立在门外，

我怕自己匆匆的脚步打扰了明皇
与贵妃那甜蜜的私语。也许是科幻
小说看多了，我在想，如果机缘巧
合，时空流转，说不定我还能有幸
一睹贵妃那惊世的容颜呢！

没想到，这种想法立刻就变成
了“现实”。 过长生殿前行不远，在
“尚食汤”（供大臣们沐浴之所）的
门前，立着一尊贵妃出浴的汉白玉
雕像，体态丰腴，眼帘低垂，娇羞满
面， 然而却不是我想像中的模样。

是啊，冰冷的石头，又怎能够刻画
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娇艳？泉水
温热依旧，经年流淌，而没有了明
皇的陪伴，贵妃是否会感到深深的
寂寞？ 我忽然心生愤懑，为何不在
旁边也立上一尊唐明皇的雕像，让
他们长相厮守， 再也没有时空间
隔，再也没有生离死别，唯有“在天
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的
相偎相依。

在华清池，另一个不得不看的
地方就是“西安事变” 的发生
地———五间厅。这是一排灰砖青瓦
的建筑，七十余年过去了，墙上的
弹痕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在诉说着
当时的惊心动魄。 事件发生后，因
为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极力促
成了事件的和平解决，才避免了地
方军阀混战、 祸国殃民的民族灾
难，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

了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自
此， 华清池也在浪漫与奢靡之外，

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

然而华清池当仁不让的主角
永远只有一个。每年

4

月到
10

月，

园内表演的大型唐代歌舞《长恨
歌》， 一遍遍地传唱着千百年来让人
或笑或叹或斥或赞的往事， 更是确立
了这个主角一枝独秀的地位。 无论如
何，真正的爱情总是美丽的。

华清池，带走的是历史风云变
幻中的温婉与刚烈，留下的是无数
或凄婉或豪迈的故事，任由后人遐
想、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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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杨絮纷飞的时节， 我不
禁怀念起在闽南求学时城市里满树
满地的“凤凰花”。

据载， 凤凰花盛开时一树艳火
焚尽， 来年重生新绿， 恰似凤凰涅

，又取其“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
凤之冠”之意，故而以“凤凰”命名。

初见“凤凰花”时，让从小生活在北
方的我尤为惊艳， 在我的记忆里仿
佛没有哪种花能开得如此“澎湃”、

“自信”，站在凤凰树下，我发现它有
一种傲视万物的美， 毫无保留地绽
放，轰轰烈烈的坠落。

闽南土生土长的同学告诉我，

凤凰花，一年开两次，一次是老生离
校，一次是新生入学，它仿佛天生肩
负传承的使命，送往迎新，带给人们
无法言说的感慨与伤感。

我从最初的惊艳， 慢慢习惯每
年五六月份满城满园的热情烂漫，

当凤凰花盛开在枝头时， 仿佛一簇
簇燃烧的火焰， 树下三三两两的笑
脸与之辉映， 当凤凰花落铺满地面
时， 恰似给这个城市抹上一道嫣红
的色彩， 满脸青涩的学子们留下他
们的浪漫情怀。

在又一次花瓣零落之时， 我突
然明了“凤凰花语主离别”的酸涩，

无数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们在凤凰
花下合影， 捕捉属于他们大学记忆
的最后一帧影像， 他们总是喜欢留
下一张将学士帽抛向空中的照片，

我知道这是对母校的惜别、 对青春
的不舍以及对这个闽南小城的深深
眷念。

又到了一年一度凤凰花开的季
节，我已踏上新的旅程，伴随缓缓低
吟的旋律，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
悉且留念的闽南小城， 回望那无忧
的岁月，缅怀那如火的青春。 “脑海
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有我
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
快乐有时落寞， 很欣慰生命某段时
刻，曾一起度过。 ”

旅游览胜

华清池随想

冷军

光阴带走您熟悉的面容
挽留下的哀伤拉得好长
昨天你用全部的爱

把我灌醉
冥冥之中

对您的眷恋成为一种依靠
当我听到您远去的消息
心被自己揪得生疼

随之
童年尘封的记忆猛然裂开
展现出那份铭记的幸福
人生在世，恍惚即逝

您享尽了辛劳，留下了期盼
我暗示自己，脱离哀伤
将深深地缅怀放于心底

我不愿将您置于多年后的冬天
一切的不舍随天籁远逝
是谁弄响了我内心的弦子
为您奏出不朽的赞歌

我的纪念只能寄予清明时节
对您的敬重向大地叩响
别了，我的亲人
用心去祭奠

思念伴着感恩斟满送别的杯盏
慢慢举过

爱流下歇斯底里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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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之际， 好友从山东济
南回来。 我们自从信师毕业之后，

已经十二年不曾见面。 她这次回
来，一为祭祖，二为看望我们几个
要好的同学、朋友。 我们相约去登
天目山。

清明时节雨纷纷，记忆中，似
乎每个清明节都是小雨淅淅沥
沥。 前一天还是风和日丽、春光明
媚， 等我们坐上去天目山的车子
时，天竟然开始下起小雨来。 我们
赶到山脚下时，已经临近中午，于
是在山间的一农家饭庄吃饭。 车
子停稳，我们次第下车，一钻出车
外，我就被风吹得浑身发抖，赶紧
钻进屋子里。 几个孩子到了新鲜
的环境，对山里的花、木、草、树，

鸡、鸭、鹅、狗感到甚是稀罕，尤其
是从郑州来的华华和从济南回来
的同同，她们不顾风吹雨淋，在房
前屋后互相追赶嬉闹，好不欢乐！

酒足饭饱之后， 车子载着我
们一行人沿着田间弯弯曲曲的小
路， 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天目山脚
下。 清明、清明，此时正是草木繁
茂、花树秀美的时节。 可惜，起了
风雨。 我由于怕冷，加上身体有点
不适，本想待在车子上的，但是孩
子们一致要求爬山。 于是，我们撑
起伞，领着孩子，开始登山。

刚刚走了不到一百米， 孩子
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前方奔去。 一
会儿功夫， 孩子们的身影就消失
在崎岖曲折的山路间， 只留下我
们几个大人在后面追赶。 我们边
走边不时停下来拍照， 边向山顶
攀登边聊天。 山间路旁，不时可以
看到绽放的野花，如野紫丁香。 孩

子们被路边的花草、 林间的松球
吸引，脚步慢了下来。 就在又一个
慢坡上，迎面下来一辆小轿车时，

我们决定原路返回。 因为此时我
们虽然离山顶不远了， 可是随着
地势越来越高， 山间的风雨也越
来越大， 我们脚下的道路也越来
越泥泞，再不下山，等我们回到山
脚下，我们的车子恐怕开动不了，

回不了镇上了。 于是，我们转身返
回。 这时，娜娜说了一句耐人寻味
的话。 她说：“这条路很像我考研
的路———当初没想要考研， 却不
知不觉走了很远。 ”我不禁联想起
从前我们还在学校时的情景，那
时，娜娜甚至比我还要贪玩，自从
毕业找了一位对她呵护备至的山
东男友， 然后追随他在济南定居
之后，她竟然一路考研、读博。 如
今，她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读博
（即将毕业），同时还在开辅导班。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不能想像
本来就很瘦弱的她怎么能做到
的。

我也曾想像娜娜那样通过自
己的努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无奈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最后，不
得不妥协。 如今，我只想养育好儿
子，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好好地
生活， 再不去想自己办不到的事
了，渐渐地，人也变得得过且过起
来。 我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应该都
是不一样的，不可复制的，适合别
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不管怎样，

生活得好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吧！ 想到此， 我接着娜娜的话说
道：“是啊， 这和我们的人生道路
又何尝不像呢？ 也许我们一开始
并不打算走这条路， 可是因为种
种原因，我们还是走了过来。 前方
的路是什么样的， 我们事先可能
根本就不知道。 ”

下山的时候， 我们以山顶为
背景，合影留念。 我不禁想起，上
次和娜娜见面是十二年前了，转
眼间，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
了，我们也由少女变成了少妇。 再
过一个十二年， 我们的孩子都快
长大成人了，到那时，我们又是什
么景况呢？ 眼下，就让光影把我们
定格在这一刻吧！

人在旅途

雨中登天目山

朱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