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醒来，一身的轻松。站在窗前，
望着那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看着那马
路旁郁郁葱葱的树林、林间那绿色的草
坪、草坪上那千姿百态的石雕，不禁心旷
神怡。

打开窗子，想呼吸一下外面的清新空
气，忽飘来一股浓郁香甜的花香。那沁人
心脾的馥郁，在微风中，簇拥着、推搡
着、嬉笑着挤进我的卧室来。那是一种亲
昵的、悲怆的、久违的感觉。如痴如醉，
似梦似幻。

啊！槐花开了！
一时间，又勾起我多少的往事。
放学了，小朋友们来到村外林间草

地，追逐玩耍，爬到槐树上，用镰刀、竹
竿采摘树上的洋槐花。撸一串儿，不用水
洗，放在嘴里，甜滋滋、香喷喷、脆生生
的，回味无穷。在“低指标，瓜菜代”的
年月，槐花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

它曾醉美了我们的童年。
我长大了，结婚了，妻子跟我说：“我

可爱闻槐花的香味呢，它和别的花香不一
样，既香又甜，不浓也不淡。不像桃花、
梨花，只有走近了，才能闻到花香味。”这
点我们倒是志趣相投。

四、五月份，槐树上挂满了一簇簇的
槐花，密密匝匝的枝丫向外伸展着。白花
绿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斑斑点点，微风
吹来，随风摇曳，好像是在向人们招手致
意。那姿态，迷人又可爱。

五月温婉春花谢，唯有槐花始芬芳。
它不似桃花粉得妖艳，也不似梨花白得如
雪，更不像兰菊见不得烈日与风雨。它花
絮成串，色如素锦，仿佛土生土长的貌美
村姑，天生就属于乡村，质朴得就像老农
民穿了件花衣服，淡淡地点缀着乡村风情。

当它还是小小的花蕾时，就像一只只
白色的小铃铛，一嘟噜一串地挂在树上。

它的花蕊深藏在心底，似有许多秘密，就
不告诉你。春风过后，那浅黄的花蕊，配
上雪白的花瓣，像少女张开的双臂拥抱那
心上的恋人，那神情，妩媚又销魂。

我情不自禁地从树上摘下一朵，放在
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它那细腻的、洁白
的花瓣，取一片含在口中，闭上眼睛，久
久地品味着这迷人的幽香。睁眼看时，手
中的槐花也似脉脉含情，略带羞涩。

深情演绎一树开，来去匆匆有珍爱。
每逢周末，我和爱人骑着摩托车，从单位
回到六十里外的老家看望老母亲。一路
上，暖风徐徐，槐花飘香，心情怡然。这
槐花香甜了白天，醉美了夜晚。

还记得，那年的暮春，我站在铁路
旁，亲眼目睹，狂风大作，吹过一片槐树
林，霎时枝折树摇花第落，又将残花卷空
中。槐花散落一地，芳华散尽。

我爱怜槐花，爱怜这洁白如玉的槐花。

槐花飘香
靳立平

一
某个私人饭局，我和李局邻座，我们

就近聊起了中国近现代史，尽管寥寥数
语，却也能感觉出李局是一位踏踏实实读
书做事的人。出于这个共同的爱好，我们
添加了微信好友。那天李局因为开车滴
酒未沾，曲终人散，李局看到我去路边打
车，便执意送我回家。我们并不同路，可
盛情难却，也只好劳烦李局在夜里围绕市
区兜一大圈儿。

初次交往我便感受到李局的品质与
格局，于是我决定找时间去拜访李局。

第一次去到李局的办公室，相互之间
竟没有寒暄客套，倒上一杯水，从我们共
同感兴趣的历史话题出发，先是聊到了江
阴抗清的阎典史，继而聊起了夏坚勇教授
的《湮没的辉煌》，又从诸多历史细节入
手，聊到了再现历史的写作。至此我才懂
得，李局之所以对抗日战争的相关书籍
（回忆录、地方志、战争资料汇编以及日方
书籍）做精深研读，是因为他的爷爷就是
一名抗日英烈。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资料
所限，爷爷壮烈牺牲的场景只是散存在众
多革命人物的回忆文章里，杂乱错讹，几
近湮没无存。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
隔七十多年之后，完整地重现爷爷壮烈牺
牲那一天的情景，这也是对为国捐躯的爷
爷，对少小失怙的父亲以及对自己和后辈
所必须有的一份沉甸甸的交待。为此他
已撰写出了《百字碑文》几万字的初稿。

临别时，李局又取出梁任公的《少年中国
说》一书相赠。

在李局朴素炽热的文字中，我读出他
是一位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人。随后的
交往，他对人的谦和平易，对事的执着求
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局老家
在武强县林东村。村里建有一家抗日战
争纪念馆，首倡者正是李局的老父亲，纪
念馆也是由李家的老宅院改建而成。最
初筹建时，老人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十几
万元用于基建和收集资料，后期在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建成。

去年8月7日立秋，下午3时有大雨夹
杂冰雹突袭而至，太阳也冲破云层照耀进
来。我有一段描写如此气象奇观的文字
放在朋友圈里，李局原文抄录在笔记本
上，并有如下附记：“很喜欢这段文字，贾
九峰先生作。今天是我生日，五十八年前
的今天出生，武强大事记‘8 月 10 日洪水
漫过沧石路’（我出生后第四天）。得贾先
生天赐之作纪念，甚好！”

朋友不是相互攀附利用，而是彼此欣
赏和珍重。幸好我结识了李局这位良师
益友。

二
我与张志辉老师相识甚早，合作却是

最近十年的事。
大约是2009年末的样子，为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学校决定创写校训，设计校徽，
创编校歌。我作为工作主管，自然还要多

分担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于是创作歌词
和联系作曲家为校歌谱曲的任务就落在
了我的肩上。经过多方推荐和筛选，我最
终选定了张老师。

第一次去拜访张老师，他小小的工作
间里琳琅满目的奖杯和奖牌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原因，不在于奖
杯奖牌的规格之高与数目之多，而在于张
老师将它们埋没在众多的歌词与曲谱之
间，并没有为此制作专门的陈列橱柜。国
家级群星奖、省文艺振兴奖、省部级“五个
一”工程奖等等，这些奖项在别人那里，可
能是终生为之奋斗并孜孜以求的。可在
张老师眼中，荣誉只能代表过去，他始终
关注并享受的却是当前及以后的创作。
我由衷喜爱张老师这样低调朴实、怡然自
得的生活状态。同样身为创作者，这样不
为名利所累而欣然投入新创作的态度也
是我的追求。

如果你了解张老师的勤奋和钻研，那
么你就知道荣誉的取得于他真可谓水到
渠成。十多年前，电脑刚刚进入家庭，已
届退休年龄的张老师原本可以放下工作，
含饴弄孙，尽享天伦。可他选择了与时俱
进，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购置电脑与摄
像机，学习制作音乐软件，学习视频剪辑，
独立制作MV，连接上电子琴、音箱、调音
台与录音设备，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录音
室。他在音乐网站上注册有自己的作品
基地，与天南海北的词作者建立联系，他

的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十年之
中，他完成 1400 余件风格各异的音乐作
品，有120多首歌曲在全国征集活动中斩
获奖项。从军营到城镇，从苗寨到侗乡，
从黄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他的作品在广袤
的中国大地上一次又一次唱响。

合作之后，我从诚恳、随和的张老师
身上又看到了他的专注和近于较真的认
真。录音时，每一个音符的准确，每个字
的行腔归韵，每一段歌词情感的处理，他
都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瑕疵。工作中
的他严肃、严厉，说话不留情面，一针见血
地指出错误，而又十分耐心地指导示范，
直到作品最后完美地呈现出来。作为见
证者，我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接受到理解，
继而转变为赞同，并虚心学习张老师更多
的优秀品质。十年交往，受益良多。《天使
的摇篮》《为你祝福》《妈妈的月亮》《兄弟》

《我用生命爱你》《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每
一部作品都凝聚着张老师的心血，都是我
们纯真友谊的见证。

去年中秋之夜，我收到张老师发来的
节日问候，那是他牺牲了与家人欢聚的时
间，为我精心制作的歌曲视频。电话里，
我听得出张老师满含激动又欣喜的声音，
那是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付出后的激动，那
是为一件作品圆满完成后由衷的欢欣。
感动之余，我体悟到，与温暖的人在一起，
你的世界将变得春风浩荡，与真挚的人在
一起，你的生命将充满无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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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几浮沉，
河水潺潺诉古今。
名号钦遵天子意，
桥身隐刻日贼痕。
重修七孔添风采，
原有群狮显魄魂。
百载碑文尤可见，
吟读五味尽杂陈。

游安济桥感怀
刘文合

难怪世人咏海棠，
果然娇艳醉心房。
清芬俏丽花仙子，
叶碧蕾红妖娆妆。
枝影轻拂弹雅韵，
蕊馨飘溢蝶蜂忙。
花团锦簇添春色，
散叶开枝大地芳。

海棠花
何刚缓

家是真实的来路，也是温
暖的归途。每次回老家，带去
的是可见的，带回的却是亲情
和回忆。

母亲已年过八旬，身体还
算硬朗。我多次劝她来城里居
住，但她一直舍不得离开老
家。知道我工作忙，怕给我添
麻烦，平时一打电话就说工作
要紧，说自己身体挺好的，说这
星期不用我回来……

每次回家，母亲都随季节
变化，让我带回城里说是不打
农药的新鲜蔬菜、野菜和自己
腌制的各种咸菜……而且每次
都提前去买她熟悉的一个农户
家的“笨鸡蛋”，叮嘱我带给重
外孙。这次在石家庄工作的女
儿回家，提起奶奶捎来的鸡蛋，
直说确实比超市买的好，两个
外孙也都嚷嚷着喜欢吃。我听
了很有感慨，虽然路途很远，隔
着两代人，但那种血脉相连、隔
辈亲情、关心爱护是永远隔不
断的，也连接着母亲与重外孙
四代人的感情。

前几年，在院里盘了个锅
台，年三十中午都是由我下厨
做“大锅菜”，这也是家人最喜
欢的一道“大菜”，今年也一样，
回家后，一番忙里忙外，一大盆
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就上桌了。
老母亲特别高兴，还喝了两小
杯白酒。一家人有说有笑，边
吃边聊，忆物质匮乏时期的不
易，叹岁月匆匆，祥和安乐洋溢
在每个人的脸上。虽然职业不
同，阅历不同，但对平安幸福、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除
夕夜，我和母亲一边喝茶，一边
聊着家长里短和那些年的人和
事。今年母亲状态好，没有一
丝倦意。往年特别是父亲刚去
世的那几年,都是十点多就睡

下的。一年里，我也只有过年
这几天，才是真正收心在家。
在节奏飞快的时代，在举家欢
聚的除夕夜，让散乱、浮躁的心
安静下来、沉静下来，找回自己
内心最本真的生活状态，踏实
而温暖。

父亲和母亲都是从农村出
来的工人，困难时期挨过饿，知
道粮食的宝贵；工资不高，知道
节俭过日子，他们一生践行着
勤俭善良、好人有好报这些朴
素的道理，总是尽可能多做好
事，不做对不起人的事。经历
那么多的人生风雨和生活磨
砺，他们乐观、知足地面对生
活。退休后，简素而行，忙里忙
外，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父亲在世时对我嘱咐最多
的就是做政法工作第一位的要
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考虑问题
要全面，凡事要沉住气，多听大
家伙儿的意见。对刚参加工作
或结婚成家的孙辈们，也是反复
叮嘱，要努力工作，遵守纪律。
要孝敬父母，好好过日子……这
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激励
和鞭策着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
来，踏实做事，奋力前行。

孩子们长大后，相继参加
工作、结婚成家，回家的机会少
了很多，这两年，因为疫情，和
孩子们见面更少了，母亲学会
了使用手机微信发语音和视频
通话，和儿孙们保持着经常联
系。作为儿孙，知道长辈养儿
育女的辛苦和不易，更应常怀
感恩之心，唯愿用自己的付出
让她更放心、更舒畅的生活。

家，真的是我们灵魂的休
憩地，回家，深深感受到的是温
暖、依赖和前行的动力，是在外
工作生活的心气与底气，也是
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和勇气。

家
郭强

20年前松江路还不存在，那里是一大片
农田。最初只是夹在两栋楼中间的一段小
路，后来随着开发区的不断建设，这条小路
逐渐延长硬化，两边栽种了垂柳，两年时间，
就婀娜多姿起来，柔顺的柳枝直垂路面。春
天来的时候，小路清纯的如豆蔻年华的少
女。

前些年，路两侧的垂柳被换成新的行道
树——白杜，这小树也不过是近二十年的时
间，竟粗壮的直径已有三十公分左右。白杜
树，也有着温婉的枝条，雅致细密的叶子，深
秋的时候浅粉色的果实挂满枝头，也有红彤
彤的，四片花瓣儿样的外壳中间捧着红色的
籽，像极了小灯笼。同是白杜树，长在同一
条街上，沐浴着同样的光照和风雨，树与树
的模样却不尽相同，有的秋后能结密密的
籽，像一串串红艳艳的花，叶子在十一月初
大都还碧绿着，有的却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

籽，叶子也黄灿灿的。而松江路的名字给人
一种海派调调的感觉。小小的一条路，行人
不多，路两边没有多少店铺，因此比较安静。

近两年，松江路在湖城的摄影圈小有名
气，逐渐成了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很多人
慕名而来，通过各自的镜头捕捉它静美娴致
的每一瞬间。从路东端往西走，不过二三百
米距离，就能遇到三五拨人徜徉在树下，举
着手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进行构图，年龄从
二十多岁到五六十岁都有。

春日的松江路引人胜景，路中段高达两
米多的蔷薇墙，开满了红色的蔷薇花。在明

媚春光里，她们娇美之极。而深秋季节，当
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苍绿金黄之后，小城
的空气都被秋熏染得醇厚浓稠了，暖阳下，
随意在松江路上走一走，享受秋日时光里的
慢生活。阳光和煦温暖，每一棵树每一片叶
子在光影里，都美得不动声色却又与众不
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小城的街道愈
发整洁雅致，车辆停放整齐有序，落叶随时有
辛勤的环卫工人打扫。无论春夏秋冬，松江
路都别有一番景象。所以，去松江路走一走
吧，别辜负了小城这胜过江南的美景。

去松江路上走一走
刘敏

在童年美好的记忆中，武家庄是最令我
难忘的地方，那里装载着我数不尽的欢乐，那
里是我的家乡，是我永远的根。

春天的柳枝钻出了细细的嫩芽，南飞的
燕儿也回来开始筑巢，河里的冰已融化，地里
的麦苗抽出鲜鲜的叶泛着淡淡的绿。

晨起，整个村庄沐浴在霞光里，大自然的
着色把村庄涂上了一层金，漫步在乡间的小
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遛弯的老
人，嬉闹的孩子，晨起的鸟儿，经过一个冬天
的蓄势，所有的生机仿佛要在刹那间迸发。
想起儿时，这时节会采一把榆钱，嚼在口中体
味那一股甜香。傍晚，放学后相约伙伴三五
成群，带上家里各色各样的瓶子，去河坡道边
的小树上捉毛毛虫，拔杠苗，笑闹着，奔跑着，
追逐着，不到天黑得看不清路是不回家的，到
家免不了大人们一顿的责骂，第二天依然不
改，如此，整个春天就是这样在学校、田间、河
坡和家人的牵挂、疼爱的责骂声度过。

入夏，蝉儿鸣叫雀立枝头，杠苗也长成了
浓密的茅草，于是不再留恋黄昏的霞光，晚饭
便成了我们渴望等待的美餐。傍晚，忙碌了
一天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家，炊烟
袅袅升起，空气中散发着贴饼子的焦香，慌忙
吃过饭，趁着月光聚在胡同里：跳绳，画房子，
老鹰捉小鸡，玩老套了的游戏总也玩不够玩
不烦，不到半夜是不回家的。夏天的炎热就
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

凉风习习中迎来了忙碌的秋，刨花生，掰
棒子，场院里打豆子……孩子们或多或少也帮着大人们收粮食，家
家户户赶着大车载着满满的粮食回家，满脸的笑意。没有现代化
的机器，整个秋要靠双手一点一点的辛勤劳作收回来，大约忙碌两
个多月的时间，父母的辛劳我们都看在眼里。

经过了春的播种，夏的辛劳，秋的收获，冬天则是人们休息的
时间，有手艺的男人会出去帮别人做些手艺活赚点零花补贴家用，
女人则在家给一家老小做针线活，纺线织布、纳鞋底、做棉衣，整个
冬天都是忙碌的。

日历翻了一本又一本，时间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走
远。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的老家武家庄又一次被唤醒，机
械化走进了乡村，自来水进家，柏油路村村通，天然气的安装，街道
卫生改造，武家庄复苏了，沸腾了。这里家家户户整洁干净，条条
道路宽敞通顺，新时代新农民神清气爽……我钟爱这里的乡音，更
钟爱武家庄的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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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垄返青抽嫩穗，
一波翠绿色如诗。
燕儿俯瞰观佳景，
黄鸟栖枝唱雅词。
锦瑟年华如晚霞，
韶光盛日若晨曦。
勤耕岁月惜春色，
莫错今朝撒种时。

春日怀远
郭学锋

近日，昆明教
场中路的蓝花楹进
入盛花期，吸引不
少市民游客到此

“打卡”。近年来，
昆明以花为媒，将
美景与文旅、文
创、文化等结合，
为春城花都增添魅
力和活力。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滏阳河怀古

蓝湾楼畔滏阳流，
两岸风光几度秋。
昔遇良臣安济卧，
今逢盛世众人游。
晨风阵阵惊春梦，
暮雨萧萧惹客愁。
十八酒坊今安在，
问津何处可停舟。

乡村印象

夏日平原似绿坪，
鹰飞燕舞百虫鸣。
千年村落人空寂，
多少闲庭草旺生。
夜半偶听灵犬吠，
黎明未有酉禽声。
青年城里谋生计，
老弱家中把地耕。

诗二首
齐贵来

近日，农民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涂市镇大杉村稻
田中劳作（无人机照片）。

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农民忙着种桑养蚕、蓄水插秧，处处
呈现一派农忙景象。 新华社发 陈碧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