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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三

人间已三月，又闻牡丹香。
牡丹开了，古都洛阳再次成为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关注的焦点，诗意春风，诗意河洛，诗
意牡丹，诗意旅游，让人陶醉，让人痴迷。洛阳
在等待八方来客，牡丹在迎接天下游人。

漫步在三月的古都洛阳，流连于雍容华贵
的牡丹花下，烟雨蒙蒙，花团锦簇，春风拂面，
花香染衣。牡丹主宰的春天，温馨无比，温婉
恬静；三月的洛阳，花自醉春，春亦醉人。

洛阳的春天有风，风儿裹挟着花香到处弥
漫；洛阳的春天有雨，小雨荡涤了春花上的微
尘；洛阳的春天有雾，轻雾织成飘逸的薄纱，让
古都焕发新韵。洛阳的花儿清新，空气清新，
山水清新，人的精神面貌清新。

春天的洛阳，苍翠的青山，宛若画家笔下
疏淡的丹青，如美人粉黛，美丽惊人；碧波荡漾
的洛水，不时涌动着氤氲的春潮，如翡翠出浴，
冰清玉洁；诗情画意的洛浦，鼓动温暖的春风，
撩拨着半黄未均的绿柳，随风轻舞，婀娜多姿；
杨柳依依，像羞羞答答、风姿绰约的少女对着
清澈的河水梳妆……

漫步在春天的洛阳，感受着春风的恩
赐，沐浴着春雨的温柔，欣赏着牡丹的芳
容。春风春雨中的洛阳，娇艳不俗，恰似披露
蓓蕾，含苞待放；犹如出浴少妇，妩媚动人。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没有人不优哉游哉，自
得其乐。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意气风发的季
节，春天是播种希望的时令，春天是阳光男孩，
春天是豆蔻少女，飞絮飘飘，紫燕归来，一切沉
寂都将萌发，一切种子都要播撒。播种一粒牡
丹籽吧，来年洛阳将有你的身影，洛阳牡丹将
有你的气息，收获的将是你对洛阳的爱，这是
牡丹对你爱的回报……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
丹是漂泊异乡的洛阳人的骄傲，也是洛阳走
向世界的名片。年年岁岁，洛阳总会迎来一
个新的春天，生机勃发，朝气蓬勃。洛阳因牡
丹而更加美丽，因游客如织而更加繁荣。游
洛阳，看牡丹，让你也发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
看”的感慨。

来吧，洛阳在等你……

当和煦的春风再一次拂过江南大地
的时候，故乡的槐花如约绽放，引人无限
向往与遐想。

故乡人爱种槐树，只为那洁白如雪
的串串槐花。老家是一个四面环水的美
丽小村庄，有几十户人家，屋前屋后，到
处是大小不一的槐树。每逢春天，老树
抽出新枝，小树吐出嫩芽，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不几天，叶子长大，满树的浓绿之中
渐伸出几串粉蝶般的花骨朵儿来。待到
蜜蜂嘤嘤嗡嗡之际，小村所有的槐树已
尽为梨花般的雪白所覆盖。一串串槐
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在温柔的清
风中轻轻摆动，煞是好看。驻足树下，闻
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感受着树荫下
的微微清凉，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对槐花的怀念，更多的源于儿时吃
槐花的记忆。那时候，乡村很穷，勤劳的
乡亲像采蜜的蜜蜂，一年到头忙碌，却还
是吃不饱肚子。聪明的家庭主妇们，便
采摘野菜、榆钱、槐花充饥。

那时放学后，我们回家放下书包就
结伴去采摘槐花。新鲜的槐花串采来之
后，母亲将一朵朵小小的槐花用手捋下，
放在清水里浸泡，洗干净；再捞出来晾
干，切碎，放入鸡蛋、盐、味精、小虾米等，
和着面粉一起搅拌均匀；然后做成一块
块圆圆的面饼，放入油锅里煎至金黄焦
酥时，香喷喷的槐花饼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兄妹几个一人抓起一个大口吞食，
烫得个个直吐舌头。

离开故乡多年，再也闻不到那熟悉
的槐花香了，但是，只要每年春天一到，
我就会想起那串串白灯笼似的槐花，想
起母亲做的槐花饼，还有那槐花似雪的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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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从春

有如红红的玛瑙，有如绚丽的珍珠，有如闪亮的
星星，那就是我的野草莓，那也是我的春天……

乡下能吃的东西很多，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野草
莓。每到春天，我便盼望野草莓早日成熟。

最先成熟的是牛奶草莓，它结在刺树上，我家屋
头就有这样的刺树。刺树开的花淡白淡白的，过了几
天，这些细小的花朵便结出了一颗颗豆大的草莓。

牛奶草莓渐渐长大，由青变黄，我已经等不及了，
便摘来吃，哪管它此时还是酸溜溜的。红透了的牛奶
草莓长得就像母牛的乳头一样，吃起来软绵绵的，十
分甜，没有一点儿酸味。不过我家屋头那几树牛奶草
莓是很难等到熟透的，还在半熟时就被我吃光了。

接下来，刺草莓就开始红了，路旁溪边，田间地
头，随处可见，任你采摘。这是我一年中最为幸福的
时候。这时蝴蝶和蜻蜓也来凑热闹，你在这里摘，它
在那里飞，还悠闲地停在上面，仿佛也要品尝一下这
甜甜的野草莓。

不久，麦刺草莓也可以吃了。麦刺草莓的藤多长
在田地的坎上。它底圆顶尖，像小红帽，红了吃起来
不但很甜，而且十分滑溜，一口便吃下去了。

在我上学的路边上，有很多地方有野草莓。那时
我起得特别早，老师还经常表扬我到校早，他哪里知
道，我是为了摘野草莓吃。太阳刚刚露出红彤彤的
脸，我就到了有野草莓的地方。鲜红的野草莓上浥着
一层盈盈的露水，吃到嘴里特别甜润。要是野草莓很
多，一时吃不了，我便扯几根灯芯草，把野草莓一个个
穿在上面，有如一串串红红的玛瑙，把它提到学校，引
来一片艳羡的目光。

有野草莓吃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不知不觉间
就到了夏天，今年再也没有野草莓可摘了，于是我又
掐着指头算日子，期待下一个春天早些到来。

现在城里一年四季都有草莓卖，不过这丝毫不能
引起我的兴趣。那些随时可以买到的草莓与我家乡
的野草莓相比，不但少了采摘的乐趣，更缺少对春天
的期盼。

□谢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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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一套小别墅刚刚装修
好，我们还没有搬进去，就来了不速
之客——一对小燕子。说起来，我和
小燕子还真有缘分，在家乡的小镇上，
我搬了三次家，每个家都会有小燕子
来做窝，搬到小城的小区里，就再也没
有见过它们。我刚刚准备搬到郊区，
它们就先入为主了，只是不知道它们
是不是家乡那对小燕子，哪怕是它们
的儿女也好啊，我们也算老乡了。

小燕子真的很恋旧，年年都会来
旧地筑巢，而且都是成双成对，相伴而
飞。“燕燕于飞”，家乡人一直把小燕子
作为爱情的象征，大加歌颂。它们还
是哺育子女的光辉典范。

我小时候，家乡的小巷年年春天
夏天都有燕子飞来飞去，它们挥动又
尖又长的翅膀一掠而过，在夕阳中捕
捉蚊子，寻觅青虫，忙忙碌碌，为儿女
准备晚宴。母亲在我家草房的后墙上
插了一些高粱秆，小燕子年年都在上
面筑巢，弄得我家的条案上都是小燕
子屎，母亲天天打扫，不气也不恼。

当然，小燕子也不是对自己的生活
环境毫不讲究，空气污染的地方，它们绝
对不去，更别说在那里生存了。

“燕子来时新社，桃花节后清明”，
今年小燕子来得这么早，说明我们居
住的地方还不错。也许它们就是家乡
的那对小燕子，上天安排它们来到这
里，就是让它们告诉我这里宜居。

听说小燕子是国际旅游者，欧洲
的燕子可以飞到南非好望角，中国的
燕子可以飞到苏门答腊岛。如果我们
再把空气搞得乱七八糟，小燕子说不
定真跑到国外不回来了，到那时我再
想见到这对小燕子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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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义

野草莓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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