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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花开
正月里，泉州的刺桐花开

了。在泉州的省广播电视传输发
射中心的大院里，还没长出树叶
的刺桐树枝上，盛开着一簇一簇
的刺桐花，如同一把把小火炬，红
火绚丽。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的园子里，刺桐树花开正盛，绿
色的叶芽刚冒头，远远望去，就像
是树上挂着一串串的小鞭炮，十
分喜庆。

刺桐原产于印度和大洋洲，
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引入泉州的。
泉州因刺桐花盛又称刺桐城，驰
名海内外。现在，刺桐花是泉州
的市花，寓意红红火火，繁荣昌
盛。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刺桐
花，大家还真有点小兴奋。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有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春节期间，我们
慕名探访。在1700多年岁月的
涵养里，前人留存下来的心血与
智慧，沉淀成泉州这座城市的文
化底色。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如同火红的刺桐花，浓郁绚丽，具
有很强的冲击力、感染力。在刺
桐城，我们的心灵也因此受到了
一次次震颤、涤荡和滋养，这是出
发前没有想到的。

走在步行西街上，一幅挂在
茶馆门口白色的布幌引起了我的
注意。布幌上写着两行大字：此
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什
么意思？是广告词吗？我不解，
但好奇，心想这一定是有出处
的。果不其然，在开元寺大殿前
的柱子上，见到了同样内容的木
刻对联，细瞧，原来是南宋理学家

朱熹撰联、弘一法师书写。当地
朋友告诉我们，当年朱熹来泉州，
见此地寺庙众多，民风虔诚，人文
昌盛，即写下了此联，表达了赞誉
之情。后来，弘一法师到开元寺，
重书了此联。此联从宋代流传至
今，可谓妇孺皆知，如此文化氛
围，泉州人怎能不见贤思齐呢。
就连我们这些外地游客，来到“满
街都是圣人”的地方，精神也会为
之一振，默默规范好自己的行为
举止。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装满过去，驶向未来。在泉州华
侨历史博物馆，我见到了时年九
十岁的老华侨沈慕羽先生写的一
副对联：“心作良田耕不尽，善为
至宝用无穷。”字迹工整，苍劲有
力。对展品如数家珍的馆长告诉
我们，这幅书法作品是从海外老
华侨家中征集到的，所书对联是
句格言，作者是晚清福建教育家
史襄哉。此格言代表了泉州的家
风文化，在泉州流传很广。泉侨
们心作良田种善念，虽与故土远
隔千山万水，但无论走得多远，心
中时刻不忘故国家园。泉侨的善
念代代传承，走进新世纪，海外侨
亲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奉
献一分光与热。华侨历史博物馆
展出的“泉州人在南洋”“泉籍华
侨奉献史”，以翔实的史料，充分
展示了泉侨的风采和善行。

“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
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
青青不爱红。”这是北宋宰相丁谓
的《刺桐》诗。历代文人骚客写刺
桐的诗很多，以抒情赞美为主。

丁谓的诗则写出了忧民之心，这
恐怕也是将此诗收展在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馆的原因吧。其实大
部分的刺桐都是先开花后长叶，
少部分的才花叶同发。花先开还
是叶先发，这并不重要，难得的是
宰相诗人的忧民之心。绚丽的红
花固然美丽，那青青的绿叶才是
民生啊。

泉州有两处令人震撼的古建
筑。一处是中国现存最高也是最
大的开元寺东西双塔。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的东西双塔，历经风雨
侵袭，地震摇撼，仍屹然挺立，成
为泉州的地标。另一处是洛阳
桥，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
梁式大石桥，始建于北宋年间。
这两处古建筑是泉州人的骄傲。
泉州朋友经常会很认真地说：我
们泉州人“站如东西塔，卧像洛阳
桥”。意思是做人就像东西双塔、
洛阳桥那样堂堂正正、不屈不
挠！这是泉州人的精神写照，那
种坚强、有毅力，不怕苦敢于拼搏
的泉州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激
励着泉州人。这也是泉州人特有
的志气文化，满满的正能量。这
句话，我每听说一次就受到一次
震撼，引起我的共鸣，似乎自己也
是泉州人了。

“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
花开新”。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犹如一部
历史巨著，博大精深。短短几天的
探访，只能算是粗读了几个章节，
只有细读精读，才能读懂读通。

刺桐花，我还想再来看你。
刺桐城，我还会再来读你。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山祖，位于浙江省
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镇境内，海拔1856.7
米，为浙江省第二高峰。区内的百山祖冷
杉，是世界上最受严重威胁的12个濒危物
种之一，有“植物活化石”及“植物大熊猫”的
美称。

——题记

水和我一样
雨后的百山祖盈满水气，我摘下眼镜。
雨水，这天赐之物，从树枝上滴下。
鼻子上凉凉的，舌尖上甜甜的。
手抓着树枝，深呼吸，在溪边冥想：“雨

水，溪水，水和我一样都在寻找回家的路。”

渐渐亮起来
爬上百山祖之巅时，云雾缭绕。
山门开了，而天门还虚掩着。
天色是几只落单的飞鸟，渐渐暗下去

——又渐渐亮起来，透出绵延起伏的山峦。
“看见云雾真幸运，那看见清澈的山峦

呢？”

沉寂如苍生
冷杉，陪伴了多少世纪？曾经的第四纪

冰川，留下怎样的孑遗？
时光留给它们的，除了雷击的树疤，还

有厚厚的苔藓。
树影斑驳了百万年，像偏执的等待——

等待也会结痂。
青山含远黛，沉寂如苍生。

活着的意义
三棵冷杉，它们活在百山祖。
流泉，丽娟，清泉，倩倩，兄弟姐妹是我

的山水和杜鹃。
庆幸能登上百山祖之巅，遗憾是流泉兄

因腿伤被困在途中。流泉兄也对，不如停下
脚步坐在溪边听潺潺水声。

上上下下，走走停停——遇见，才是活
着的意义。

冷杉不冷
雨在下，腾云之气在上升。
我失聪的耳朵，听见了山涧的溪水。
喊山，山回应——惊醒了石头，我的骨

头。
心藏日月，虚怀若山谷。
和爱树的人站在冷杉下，冷杉不冷。

形而上的一天
那三棵冷杉，和我保持着距离。
我走近它们，它们也走近我，但我只能

隔着围栏看它们，爱它们。
冷杉的孤独，也是我的孤独。
九月二十三日，形而上的一天，百山祖

之巅，我幻想着将一根红绸缎系在冷杉上。

这才是真正的风
终于要写百山祖的风，这里的风才叫

风。
风吹草木，风像雨那样爱它们。风还爱

山里的鸟兽，三棵冷杉作证。
这里的风，不会像城里的风带着尘土，

还那么干燥。
这才是真正的风，吹在脸上，什么叫真

实。

又梦见自己
百，百山，百山祖：百山之祖，三江之源。
百，百瀑，百瀑沟：三步一小瀑，五步一

大瀑。
杜，杜鹃，杜鹃谷：云锦之粉红。
昨夜，我又梦见自己登上百山祖——
观百瀑，赏云锦杜鹃。

岁月，牵着三月的衣襟，天气
渐渐有了些许暖意，不知不觉，感
受到了春的温馨。不由想起《时
间都去哪了》的一句歌词：“门前
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
……”寒终于退场，春的脚步，不
由分说跨进季节的门槛。

三月，是春的开始，也是家乡
桃农一年生活步入正轨的主旋
律。家乡桃园，宛如一幅画。

和先生一起，再次踏进桃园，
抬眼望去，赤橙黄绿青蓝紫，令人
眼花缭乱——

最令人欣喜的，莫过于粉嘟
嘟的桃花了。春风暖，桃花迷人
眼。三月中下旬，桃树上的花骨
朵，一天天鼓起来，露出红嘴圈
儿，像抿嘴含笑的小姑娘。若天
气晴好，只需两三天光景，满树的
桃花竞相开放，互相簇拥着，谁也
不让谁，似乎在争抢着第一个拥
抱春天。桃花有粉红、深红、浅
紫，在青翠欲滴的绿叶映衬下，显
得更加娇嫩鲜艳。你看，有的还
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
要破裂似的，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已全开，一丝花
蕊顶着嫩黄色的尖尖儿，调皮地
探出头来。有诗云“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在我的眼里，家乡的桃
花，清新婉约，一朵朵，犹如唐诗

宋韵走来的伊人，清颦浅笑，暗香
淡淡，醉了诗，醉了画，醉了春色，
更醉了观花人。此时，耳畔不禁
想起杜甫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
爱深红爱浅红”。

最靓丽的要数黄色，那是恣
意怒放的油菜花。油菜花，一个
土里土气的名字，一种平凡普通
的春花。三四月时，桃园里，田野
里，开满了油菜花，金灿灿的，煞
是好看。

另一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是桃园那一大片油绿了。那
是桃园刚长出的小草，毛茸茸的，
蓬松且柔软，犹如一块绿色的绒
毯。清晨，草尖上挂满了露珠，在
阳光中闪烁着温润而柔和的光
芒，又像一颗颗钻石，镶嵌其间。

悠然自得地信步于桃园中，
姐姐种的那一垄紫叶菜，点缀在
偌大的桃园里，如珍珠般晶莹，又
如玛瑙一般，绽放出迷人的紫光。

不由想起儿时的春天，阳光
甚好时，蜜蜂、蝴蝶，不时在油菜
花丛中飞来飞去。花海是我们孩
子的天堂，放学后，星期日午后，
约上几个小伙伴，在桃园里打滚，
摔跤，捉迷藏，挥洒无邪的童真。
玩累了，三三两两躺在桃树下，仰
着头聊天，那时的蓝天白云，仿佛
触手就可及。聊着聊着，枕着花

香，静静一眠，把自己放逐在桃园
里，身心两忘。清新的空气，寂静
的原野，一切是那么净。

桃树下的一只老母鸡，两只
爪子，在不停地刨啊刨，终于刨到
了一条不知名的小虫，胜利般地
咕咕叫着，却不知身后那只小白
鸡，迅速抢在前头，一下就把小虫
抢走了，后面紧随的小黑，傻傻
的，扬起脑袋，仿佛在说：我也要
吃。

我是从桃乡走出来的，对桃
园的喜爱，根深蒂固。

走进桃园，仿佛走进了一片
歌声的海洋，一群接一群麻雀和
一些不知叫啥名的小鸟，噙着一
把把音符，在桃园上空飞来飞去，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
一会儿北，并不停唱着一支支动
人的歌谣。

桃树听到了歌声，慢慢绽开了
粉红的笑靥，萌发出浅绿的树芽；
蜜蜂听到歌声，“嗡嗡嗡，嗡嗡嗡”，
开始了情歌对唱；蝴蝶听到歌声，
欢快地舞动起七彩的裙裾；桃农听
到歌声，把珍藏在心底多年的情
歌，翻晒在桃园里、原野上……

一支春天的自然大合唱，在
桃园，在田野上空飘荡，时而粗
犷，时而典雅，叩动着桃农的心
弦，荡气回肠。

片羽

| 王晓娟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