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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香椿树两棵香椿树

冬天的内心冬天的内心（（外二首外二首））

老家的院落里曾经种了两棵香椿
树，是为了春天能吃上新鲜的椿芽，母
亲特意让大哥从街坊家里移栽过来的。

两棵一米多高的树苗就种在西墙
根，栽种时母亲一直在旁边不停地叮
嘱，生怕树苗出现“意外”。当年，两棵
树苗就长高了一大截，高兴得母亲不
得了，长出的椿芽也舍不得采摘。春暖
花开的季节，两棵香椿树便会生出紫红
色的嫩芽，阳光下闪着亮光映照着母亲
劳累的脸庞，皱纹下洋溢着层层笑意。

香椿树根系比较发达，土地松软
的地方就会从根上发出芽苗，渐渐就
会成长为一株小的树木。当初两棵香
椿树栽种的时候是相隔一段很大的距
离，可几年的工夫中间就长出了好几
棵矮小的树苗，树周围也发出了一棵
棵秧苗。那些矮小的香椿成了母亲的
最爱，采摘方便，叶子也鲜嫩，腌制、作
油饼调料或是炒鸡蛋，味道非常鲜美。

两棵香椿树每年都会长高一大
截，虽比不得大棚里的矮株发芽早、茂
密，但是长出的椿芽味道却格外的鲜
美。春分前后，那光秃秃的树枝上渐渐
冒出来一个个紫红色的芽苞，母亲时
不时地抬头瞧瞧枝头，盼着那些略带
红色的嫩芽早一点长出来。说来也快，

似乎只用了几夜春风，那芽苞就伸展
出一片片嫩叶，开始悠悠地享受着温
暖的阳光，这时满院子氤氲着一阵阵
特别诱人的清香。那些专门种植的人
会采下这时的香椿芽去卖个好价钱，
母亲自然有些舍不得，要等到一根叶
茎上长出六七片叶子时，才挑选那些
长势旺盛的枝叶轻轻地掐下来。

采下的香椿芽是很难储存的，如
果不及时食用或腌制，两三天的工夫
就会发蔫变质。那时还没有冰箱存放，
采得多了就分给乡邻亲友。家里多是
放进瓷盆里一层层撒盐腌制，或是直
接洗净沥水后放进咸菜瓮里浸泡。我
是比较喜欢撒盐腌制的那种，一则一
两天就可以食用，更重要的是那样的
椿芽始终具有浓浓的清香味道。

夏季雨水多，香椿树枝繁叶茂，树
下的空地上膝盖高的香椿芽苗也簇拥
在西墙跟前，那高高低低的层层绿意
给院子带来了许多清凉。虽然香椿树
长势喜人，可也特别娇贵，下雨时造成
的污水沾染不得。记得邻居家有几棵
墙头高的香椿，就因为有一堆棉花柴
挨在旁边，浸泡过棉柴的雨水流到了
香椿树根部，没几天树叶就落光了。母
亲把香椿树视若宝贝，没事就清理一

下旁边的杂物，它们以喜人的长势、茂
密的枝叶回报着母亲。

如今，大家都喜欢谷雨前的香椿
芽，喜欢品尝头茬嫩芽。但在我的记忆
里，却对夏季里的香椿叶充满了深深
的记忆。从咸菜缸里捞几个胡萝卜，捋
一把细长的香椿嫩叶，洗净切碎混合，
放点酱油和香油拌匀，色香味美，足以
让我多吃一个馒头。若是母亲做了凉
面，将拌好的香椿叶和上一点，凉爽中
透着浓香，简直就是夏季里最美的味
道。我在成都读了几年书，养成了爱吃
辣椒的习惯，刚毕业那段时间若是饭
桌上没有辣椒，整顿饭就觉得少了一
些滋味。每次赶集，父亲都要买上几斤
青辣椒存着，预备我回家时专门给我
做香椿拌辣椒。嫩绿的香椿拌上青色
的辣椒和红色的胡萝卜咸菜，红绿搭
配色泽鲜艳，调入味精和食盐，那清香
中带着辣香，鲜嫩又味美，成了我的独
享，整个夏季我都享受在一阵阵香椿
的飘香之中。

那年秋天，父亲卧病在床，两棵高
过屋檐的香椿树正好挡住了窗户的光
线，父亲总嫌光线太暗，看不见院子里
的太阳。为了让父亲高兴，更希望父亲
能尽快好起来，我和大哥用斧头砍掉

了两棵香椿树。母亲看看父亲，又看看
两棵倒地的香椿树，虽没有说什么，但
是眼神中还有许多不舍。光线亮了，父
亲也能见到阳光了，可是到了隆冬，父
亲还是静静地走了。从此，母亲变得沉
默无语，常常望着父亲躺着的地方发
呆，一望就是好长时间……

第二年开春，一场湿漉漉的春雨
落下，几株细小的香椿根苗竟挨着西
墙根冒了出来，母亲忧愁的脸上终于
露出了浅浅的笑意。随着雨水增多，墙
根处眼看着长出了多株芽苗，在春光
里一点点灿烂，那葱葱的绿意把春天
带进了院子，那阵阵清香又飘回了母
亲的身边。

再苦的日子也会过去，再多的痛
苦也要学会淡忘，有阳光就有生机。母
亲似乎从那两棵香椿树身上得到了启
示，慢慢抬起了头，看看天，也常低下
头凝视一下满地的椿芽苗，满头的华
发渐渐有了光泽。

香椿树喜光，抗寒能力强，根系又
发达，每年都会由根上生长出许多的
根苗，可以移栽，一两年就会成为一棵
茁壮的小树。知道香椿树这些品性后，
我也和母亲一样更加喜欢它们了。

郊外郊外，，一小方块麦地一小方块麦地，，初冬的阳光仍暖初冬的阳光仍暖
杨树林在沟渠边杨树林在沟渠边，，像寒风中的哨兵像寒风中的哨兵，，高大高大、、伟岸伟岸
天空白的云天空白的云，，绵远绵远，，似白色的铂金似白色的铂金
云与裸露的树枝云与裸露的树枝
构成了我诗意里不息的年轮构成了我诗意里不息的年轮
冬天冬天，，你迷失过自我吗你迷失过自我吗？？风风，，无需要诠释无需要诠释
有些美有些美，，时间可以答复时间可以答复，，如俘获至宝的惊喜如俘获至宝的惊喜
远方与诗远方与诗，，从来不会缺失从来不会缺失
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行走大地河川的脚步行走大地河川的脚步
即使肢体遭受酷冷即使肢体遭受酷冷，，遍体鳞伤遍体鳞伤
内心不变的信仰内心不变的信仰，，众生众生
都在熙熙攘攘的春天都在熙熙攘攘的春天，，蓬勃向上蓬勃向上

冬天的驿站冬天的驿站

我必须翻过冬天的冰雪我必须翻过冬天的冰雪
但此刻空旷的原野但此刻空旷的原野
多么像一个人行走的驿站，我不得不慢下来
以四海为家，不该困囿于此
冬天正积攒着力量，伸向大地坦荡的深处
坡野，枯草绵软，阳光洒在上面
我仰面望向天空，想起去年
你写给我束之高阁的诗，重又温读
长路远途，请你再写，冰雪的伊始
里面已酝酿甜蜜的日子
坡野下的空地，这些冬天尚未离开的驿站
不必担心，因为春来花开时
蜜蜂会嗡嗡作响，花朵的火焰
将再次点燃我的回忆

去野外

去野外，看看冬天的空旷
惬意，暖阳与微风。遍地枯草
偶尔与几株不知名的青草相遇
像冬天瞭望的眼睛
白云从天际掠过，仿佛要把大地荡漾
那些曾拥抱过的阳光
已化作滋润万物的甘饮
我吟咏的风歌
需要雪花融尽的底色
似醉非醒的春天早已驻扎进我的诗里
苍茫的原野啊
请给我足够的时间，轻轻从你身边走过

我的家乡地处鲁北平原，村子南
面是一条大河，北面也是一条大河，这
两条通海的咸水河前后阻挡了淡水的
进入。土是盐碱的，风是苦涩的，喝的
水也是咸中带苦难以下咽，这些为我的
童年铺染了一层苦涩而又质朴的底色。

苦涩的童年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这个时间

段的中国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社会变
革。我的童年虽然物质还不是极大丰
富，但社会政通人和，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起来。我没有经历过吃糠咽菜，但是
吃窝头就虾酱却是最基本的生活状
态。记得在外面玩饿了就跑回家，有母
亲蒸的玉米面窝头，那窝头够大，吃一
个就饱。往窝头里倒满了渤海湾的特
产——黑虾酱，味道够咸，反而感觉不
到玉米面的粗粝难咽，一个大窝头吃
完，用手拍打几下前胸，让还停留在食
道内不好下咽的玉米面进入胃里。现在
想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时，农村做饭取暖都是靠烧火
炕，取材主要是农作物的秸秆和杂草。
我记事的时候，每家自留地里产的农
作物秸秆根本不够家里的牲畜吃，还
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到田野里去拣拾青
草晒干储存起来。这样，能用来做烧材
的东西非常少。我常跟着哥哥姐姐把
正在生长的卤蓬等作物砍下来，在田
地里晾晒上一二天，再把它背回家，当
作烧材用。有时，我还跟着大人到几十
里地之外的荒洼中捡拾烧材。早上三
四点钟就起床，迷迷糊糊地躺在牛车
上，一路颠簸着，直到太阳暖烘烘的时
候才到达目的地。别说干多少活了，就
是跟着大人们在地里整整一天的时
间，就让年幼的我疲惫不堪，那时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能早早回家。

快乐的记忆
那时的我无忧无虑快乐长大，贫

瘠的物质条件更加凸显出了精神生活
的充裕。总有一个场景在脑海中浮现：
放了寒假的孩子们，午后聚在街道的
北侧，穿着母亲做的厚厚的棉袄，让太
阳一照，格外暖和舒坦。大家挤在一
起，追逐、嬉闹，跌倒了，爬起来；不一
会又跌倒了，顺势打一个滚儿，黄土沫
沾满全身，但我们一点也不用在意弄
脏衣服回家会被大人揍，因为尘土会
随着跑啊跳的自然抖落下去，剩下抖
不掉的，再用手扑打扑打就没了。那个
年代农村的生活环境本来就多与泥土
打交道，身上多点少点土没有多大区
别，大人们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也无暇
顾及这些“小细节”了，而这其中总有
我的身影，那欢乐的笑声到现在总是
萦绕在我耳畔。

那时，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不
论水洼大小，随便摸几下就能抓到鱼，
拿回家中和咸白菜炖熟，味道鲜美无
比。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我们一帮“鱼
鹰子”。开春，水还带着重重的凉意，我
们就开始下水摸鱼。到了冬天，就砸开
冰用木棍绑上网兜去捞鱼。家后面的

“北渠”每年都要被我们一帮“小鱼鹰
子”搅扰一番。随着摸鱼的人越来越
多，整个渠里就好像“沸腾”了似的，鱼
都浮到水面上来，抓、捧、泼随便一下
就能捉到鱼。到最后，因为鱼出得太多
了，大人们只好用机器把水抽干，去

“拾”鱼。在我的记忆中，“北渠”每年是
必定要“沸腾”一次的，每次都要出许
多许多的鱼，这些没有成本的美味成
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

“扫盐土”是我儿时最温馨的画
面。初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奶奶叫
上我们兄弟几个，拿上扫帚、簸箕，推
上小推车，来到村北面“北河”滩上“扫
盐土”。人们也陆续来了，每家都是大
人领着几个孩子。初秋的风很清爽，很
舒服，风中还夹杂着谷物的香味。每家
各占一块地，大人们边扫边说话。我们
小孩子一开始扫得很认真，过了新鲜
劲儿，就开始不安分了，追逐、跑跳、打
闹，玩起来了。河南岸的人满了，河北
岸的人也满了，有认识的就开始高声
喊话，问一些家长里短。大人的说话
声，孩子的欢笑声，远处传来的鸡鸣与
狗吠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曲“农家
乐大合唱”。现在想来，是那么的舒适、
惬意、祥和，让人留恋，回味无穷。

童年欢乐的景象总是出现在我的
记忆里，那甘甜的滋味，那温馨的画
面，构成了一幅幅清晰的图画，长成了
一帧帧浓浓的乡愁。就像是风筝的引
线，始终牵引着我的思绪，让我时常惦
念我的家乡、我的童年。

我要回家乡
天是晴朗的，心是愉悦的，仿佛一

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迎合了我返乡
的心情。阳光是明媚的，大路是宽广
的，路边的树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
青葱、鲜亮。每一处村庄，每一个行人，
乃至每一台过往的车辆都是熟悉而亲
切的模样。在这种美丽的心情下，《赤
壁赋》里的千古名句“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
而成色”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这
也让我想象到，当年的东坡先生沐浴
在清风与明月之中，定然是想到了魂
牵梦绕的家乡了。

在回乡的路上，我的眼睛最是繁
忙。看，这边的树木又高大了，那边的
小草也更加茂盛了；路旁的村庄都觉
得似曾相识，依稀看到有炊烟从房屋
与树木的间隙里缓缓升起，不由自主
地勾起了对童年时光的回想。

一年之中回家乡的次数并不太
多，算上必须回去的春节、清明、中秋
等节日，总共也就是四五次的样子。也
正因此，好像每次回家乡的感受也不
同。春天里春暖花开莺飞草长，夏天里
草木葱茏茁壮成长，秋天里瓜果飘香
丰收在望，冬天里白雪皑皑欢乐吉祥。
每一次回家乡都有新的景象，每一次
回家乡都是一次对童年印记的无限拉
长。风景不同，但相同的却是对家乡的
思念和归乡的渴望。好想再看一看家
乡的街巷，看一看家乡的田野，看一看
儿时嬉戏的河塘，看一看自己爬过的
屋顶上留没留下玩耍的影像，看一看
当年用柳条编织的草帽还有没有挂在
院子里那棵枣树最高的枝丫上……童
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但它的印记却
留在了家乡的路上、树上、屋里、墙上，
留在了家乡日出日落的每一处角落
里。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
乡。”家乡就像母亲的怀抱，有着满满
的温暖。回到家乡，我深情地去看一看
我曾经捉过鱼的“北渠”，去看一看我
曾经钻过的青纱帐。我要在“北河”岸
上驻足观望，再回想一下“扫盐土”的
实况，看看还能不能听到那幸福祥和
的“农家乐大合唱”……这就是生我养
我的家乡，是她孕育了我的成长，记录
下我童年的美好时光，让我常思量，不
能忘。

青春作伴好还乡青春作伴好还乡
夕阳西下，碧水悠悠。站

在石桥上远望，一条护城河弯
弯曲曲自西向东静静地流淌。
两岸绿树成荫，垂柳依依。岸
边朱红色的甬道，在高大的白
杨树脚下一直延伸开去，像一
条红色飘带，与静静的河水遥
相呼应，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种
天然的魅力。傍晚时分，太阳
大红大红的，照在河面上，虽然
不是暮秋，亦有“半江瑟瑟半江
红”的大美，甚至还印证了古人

“长河落日圆”的诗意。在秋色
正浓的季节里，整座城市繁华
中透着祥和，透着温馨。

这两年，我去城区走得最
多的便是东海一路和北外环
路。东海一路直通黄河公铁大
桥，算得上滨城最宽的柏油
路。车辆行驶在路上，就如同
奔驰的马儿在原野上飞驰。路
边高大的梧桐树与灌木，错落
有致。深秋的季节，走在城市
的每一条街道上，你都会被一
树树金黄惊艳到，真的是“满城
尽带黄金甲”了。尤其滨城区
政府大厦后面的一片梧桐林，
那粗细匀称挺拔秀美的枝干，
那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的
整齐，那金黄落叶的自然与静
美，真如同到了仙境一般。这
时候你再看看天，天空就真的
成了狭窄的一片了。然而，你
还是会惊叹，惊叹天空的一尘
不染，惊叹这瓦蓝瓦蓝天空下
的一树树金黄，甚至想在这金
黄的落叶上静静地躺一会儿，
不说话，就听听叶子的沙沙声，
就只看眼前的这一片片金黄，
就跟叶子一起陶醉在那秋日
里。

白鹭湖上白鹭飞。傍晚的
白鹭湖十分安静。没有风，西
天的彩霞染红了半边天。湖面
粼粼的波光，与澄净的天空遥
相呼应，目之所及，烟波浩渺，
木制栈道，曲径通幽。湖面上
的水鸭，边捉鱼边互相追逐嬉
戏。偶尔会看到一两只白鹭飞
落在湖边，真如诗人所描述的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色之
美。湖边的芦苇丛，在秋天里张
开了毛茸茸暖洋洋的脸，等待一
阵风吹来，乘着翅膀飞向远方。

在公园入口，高大的石墙
上刻着很多有关白鹭的诗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青天——《绝句》唐·杜甫；漠漠
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积雨辋川庄作》唐·王维；
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
垂丝——《白鹭》唐·白居易；西
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
不须归——《渔歌子·西塞山前
白鹭飞》唐·张志和；白鹭下秋
水，孤飞如坠霜——《白鹭鸶》
唐·李白……白鹭湖湖面宽阔，
成就了滨城区最大的湿地公
园。星期天、节假日，是老人、
孩子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
有儿童活动场地、沙滩浴场、广
场雕塑、体育运动场地、鹭菲满
园、游船码头等景点。白鹭湖
湿地公园又是集生态调节、经
济拉动、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省
级湿地公园，也是2020年滨城
区在“地摊经济”中打造的市民
文化旅游休闲之地。沿着湖边
漫步，芦苇丛里不时还会突然
飞起一只大鸟，让人惊奇。岸
上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小亭内
歇息纳凉，水边石头上坐看云
卷云舒。独享或者聚众娱乐都
是极惬意的。

如果说白鹭湖算是一个
湖，而北海就真的有了海的模
样。北海公园占地几千亩，是
近几年打造的“四环五海·生态
滨州”的重要组成部分。观景
长廊上漫步，你会享受到海之
辽阔，水之温情，这里还有主题
公园、阳光沙滩、环海路、运动
场、疏林草坡，你尽可以漫步、
长跑、休憩、娱乐。

春天，公园南岸的一枝榆
叶梅该是最先开放的。它独立
海岸，傲骨迎风，悄悄地为人们
报春。夏日里，在东海岸的疏
林中，享受清新的空气，或者傍
晚吹吹海风，令人神清气爽。
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地，也是老
年人的颐养之园，海洋科普区、
爱情主题区、生态保育区、老年
颐养区、法治文化区等独具特
色。

一片梧桐林，一条护城河，
一片海，一池湖，构成了我们幸
福生活的天然福地。人与树，
人与鸟，人与水相互依存，和谐
共生，这或许是世间最美好的
风景。

魅力滨城魅力滨城，，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小城水韵小城水韵
爱上一座城，需要理由吗？对于生

于斯长于斯的我而言，对这片土地的
爱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当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像一棵棵树，深
深扎根于这座小城，正如黎戈《私语
书》所言，“守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
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窃窃地欢
喜。脚下踩着泥，很踏实。还有，每一天
都在隐秘成长”，我也想变成一棵树，
立于蓝天碧水间，寻找这座小城魅力
指数不断攀升的“密码”。

沿着河岸漫步，岸堤的花草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倾听流水诉说
岁月静好的样子。如果阳光洒在水面
上，荡起的一层层涟漪闪闪烁烁，和你
的眼睛逗趣儿，你一定如醉如痴不忍
转移视线；而两岸的树林簇拥的绿色
以蓝天为背景恰到好处地映入你的眼
帘，你的呼吸瞬间轻盈起来。此刻，这
治愈系的绿色定会牢牢锁住你心灵的
窗，让你的记忆也自由拔节、生长。在
亲水平台小憩，看清凌凌的河水蓝盈
盈的天，还有小桥流水营造的江南神
韵，思绪总是会游来荡去——记忆里
老家的石桥是否别来无恙？石桥下的
流水是否每年依旧接纳滔滔黄河水，
哺育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村庄？

我对每一座桥深情凝望，就像站
在桥上看风景一样专注。三河湖距离
我的村庄不过十里，多年来因为贫穷
僻远，而被很多人称为“洼里”，新农村
建设让这里焕发生机，“三河湖上风光
好，假日何必去江南”，徒骇河、土马沙
河、付家河三河交汇处，沿途我经过多
座石桥，这些桥梁带着岁月的旧痕新
迹，诉说着村庄的沧桑和村人的奋斗

史。我也看到了造型别致形态各异的
木桥，“小桥流水人家”的小景不事雕
琢，却自有一番赛江南的风韵。

当我置身徒骇河桥，看河面上荡
起圈圈涟漪，即使秋意浓，两岸的防护
林依然给人夏意葱茏的错觉。远处隐
约有小船飘荡，在阳光映照下，泛着点
点金光，小船上依稀可见模糊的人影
在树林里若隐若现，秋水长天，水天一
色，如透明的蓝水晶。河边的村庄，安
静地陪着清波荡漾，宛若世外桃源。蓝
天碧水都不染尘埃，这轻波荡涤记忆
里所有的尘埃，风儿轻抚时光的卷轴，
赋予这里原生态的美，远离城市喧嚣，
如梭罗之于瓦尔登湖，是人们体验静
谧田园生活的绝佳之地，魅力乡村建
设直接提升了近郊游的热度。

当你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时加入到骑行队伍中，跟随
他们的车轮感受小城发展的速度与激
情，不必说“七十二湖烟雨岸，蓼花枫
叶正萧萧”，也不必说林木花草倏忽
过，单是黄河边的休闲时光就别有洞天
——有自驾游过来野餐的，有团建的青
年人，当然，骑行队也会选择一处农家
乐，品一品惬意生活里的别样滋味。

十里荷塘边一场露天音乐会在星
光里拉开帷幕。如果你错过了“水面清
圆，一一风荷举”，或依然留恋“荷风送
香气”的晨昏，而“留得枯荷听雨声”的
雅兴未至，何不来赴荷塘月色之约？况
且陪伴你的还有格桑花海和大片盛开
的金鸡菊，琴声悠扬，奏响不夜城的浪
漫，歌声动听，唱出小城人的欢畅。他
们已经和小城融为一体，这些年轻人
活力四射，小城因他们而展现出蓬勃

生机，他们也因为爱上一座城，在这里
安身立命。

在落地东城的图书馆分馆，一家
三口栖息于书卷中。父母陪孩子了解
滨州剪纸的丰富内蕴，孩子神情专注
地研究着每一刀每一痕。自从“非遗进
课堂”活动开展以来，孩子喜欢上了剪
纸课，他的同学喜欢上了吕剧这个传
统剧目。在“芝麻酥糖锅子饼”这个电
视节目中，孩子不仅了解了发生在自
己居住地的新鲜事，更对滨城美食产
生了浓厚兴趣，他想让父母带自己去
最正宗的滨城锅子饼店参观，顺便去
杜受田故居一趟，认真听听“一门十二
进士、父子五翰林”的杜氏家族故事。
父母则想让孩子再看一下杜受田故居
影壁上的“一品青莲”，再读一读镌刻
在长廊的《杜氏家训》……

不由得想起带儿子那一级学生去
杜受田故居义务劳动并参观故居时的
情景，讲解员讲到杜受田一生为官清
廉，宅院装饰朴素简洁，兄弟和睦，学
生们眼里绽放出光芒，他们小小的心
田里也许装下了珠玉，时光流转，最终
变成了琥珀。转眼那一级学生有的走
上工作岗位，儿子研究生也即将毕业。
像那些从四面八方归来而心怀山海的
年轻人一样，我希望这个吃黄河大米
长大的孩子能饮水思源，我相信他也
能站立成一棵树，深深扎根于堤岸，并
以一片浓荫回报大地。

我年少即在小城求学，蒲湖对我
而言，就是整个城市的代言。我一直把
骑行蒲湖视为一场寻根之旅，一路行
走，思考，在一定意义上，那是对我自
身生命的追溯。视野所及，水波泛起点

点银光，放眼望去，水面开阔，一片片
丛林环绕，深深浅浅的翠屏荡起层层
绿波，仿佛看到整个鲁北平原的广袤
大地张开手臂，挽起一棵棵树，沿着一
个个精心设计的水面随心布展。“你的
脚步追随的不是双眼所见的事物，而
是内心的、已被掩埋的、被抹掉了的事
物。”卡尔维诺总是不经意间戳中你的
内心，让你寻一处水面顾影自怜。

久在城市穿行，很希望有这样一
个去处，一处水面，水波随意铺展，鱼
儿自由游弋；一片树林，树叶兀自绿着，
枝干随意伸展着，静静地守着暗夜，筛
着日影，风来萧萧，雨来萧萧，在季节里
自由铺叙一段往事。有一段路不事雕
琢，等待有人结伴来此相聚，他们把自
行车放在一旁，随意选择一处石桌，把
工作的疲惫与烦恼丢在风里，把笑声留
在树影间。等到西风飒飒，落叶无怨无
悔地与大地亲吻，有人来捡起一枚，珍
藏在笔记本里，像珍藏一段记忆，却不
惊扰它们的梦。就像小城一隅那片银杏
林，人们不忍车来车往，金黄的扇叶在
风中像蝴蝶飞舞，又像鱼儿在澄澈的河
道游弋，倦了就停下来，铺满大地，厚厚
地重叠着，几个小孩儿抱起来，又撒开，
它们在夕阳里被笑声陶醉着。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这
样写道：“记忆也是累赘，它把各种标
记翻来覆去以肯定城市的存在，看不
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久
居小城，深谙小城四季之美，因为有
水而添灵气，因为有树而增色彩。置
身城市丛林，你是否会感知并陶醉于
这样的风景，不管是看到的，还是看
不到的。

□ 张国辉

□ 胡付营

□ 高洪珍

□ 张恒

□ 刘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