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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
■王尧秀

学校离家只有五公里，车程
约十分钟。放学后，由于懒做饭，
决定回家吃，顺便买点排骨回让
内人煲汤，心急火燎地回家，盛了
两碗白饭，青菜相伴，囫囵吞枣填
进肚子，也不逗留，一脚油飞回到
学校，看午休时间尚早，决定到校
园周边的小路和田埂走一圈。

平常我都是放学后在学校
吃便餐，然后习惯出去散散步再
回午休，顺便刷刷步数，因而对
周边的环境了然于胸，闭目不
忘，正如汪国真说的：熟悉的地
方没有风景。其实有风景，而且
风景也美，只是我没有闲情，于
是我也就不蜗牛爬行，以正常的
步幅和效率随意行走，走过了围
墙，走过了辣椒基地，走过了已
不陌生的农业渠，又无意地转向
学校对面的小坡地，准备再走四
五百米就回去休息。然而，偶然
间，我发现了一队密密麻麻的小
麻雀，我惊呆了！不是我不认识
麻雀，也不是我习惯大惊小怪，
而是实在太多了，起码有几百
只，我一时间都想不到形容多的
词语……

刚好今天天气变冷，风又大，
小麻雀偶尔随风群起，像一个旋
转的风筝，落下时却又轻缓曼妙，
如颦羞的少女屈膝下蹲，当你走
近时，它们就会像黑压压的蝴蝶
飘起来，不急不躁，不惊不惧，不
紧不慢，时而盘旋，时而低飞，时
而扑棱，时而鸣叫。一会儿聚拢，
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滞空，动静起
落，宛如舞蹈的悠扬乐曲，这一片
冬天空置的稻田，就是它们的领
地，就是它们翱翔的天空，更是它
们快乐的家园……

我本不想打扰它们，不是我
不爱护鸟类，实在是心潮涌动，我
无法抗拒地模仿鸟声，与它们亲
近，想融入它们快乐的行列，看着
它们时起时落，用手机拍下它们
灵动的身影，把它们停在电线的
样子也拍了下来，生怕这壮观的
景象一去不返，我更想为它们做
一次公益广告，展现它们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风采和飒爽英姿……

我由于过度兴奋，久久地呆
立在田埂上，足足愕然了约二十
分钟，不经意地看看手环的时
间，已过了午休的生物钟，只好
依依不舍地忍痛往回走……

我困乏的眼睛睡意全无了，
这次与小麻雀的偶遇，让我深切
地感受到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美
妙，笔拙的我，忍不住记录下了这
动人的一幕。

但愿我和麻雀的偶遇变成常
见，但愿世间更多的美好让我们
更热爱这个世界。

那时我年少
■刘锋兰

擎一把伞走在空旷寂静的野外
独立无人的屋檐下看细雨纷飞
夜行稻田边听取一片虫鸣蛙叫
晨曦中触摸翠草上晶莹的露珠
于林间听双脚踩踏层层枯叶的声响
抬头仰望天空繁星点点
写一封纠结的情信
在风中等你……

所有这些美妙的场景
我都曾经历过，一遍又一遍
可是呵，那时我年少无知
那时，我一贫如洗

居家闭户慌，
约友赴螺岗。
喜见门风雅，
闲游草色香。
园栽千木秀，
笼养百禽良。
还恋繁花好，
谁知近夕阳。

■陈宜要

螺岗小镇

荔枝花开 ■叶炳辉

太阳花

清晨，我在太阳花身上发了一会呆。
用指尖，用眼睛，用回忆，摩摸我的太阳
花。

第一次见，在这么小的植物与植物之
间，也可以搭建一个小巧精致的蜘蛛网。
工程师是一只鹅黄色的迷你小蜘蛛，我也
是第一次见鹅黄色的小蜘蛛，迷你到几近
透明。

就如去年盛夏，我的太阳花让我第一
次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太阳花都有结局
——重瓣太阳花，小花开得灿烂如牡丹，
大概是把力气都用在了开花身上，最后是
不会结草籽的。它只能插扦，但为了这
花，我也心甘情愿。

过了一个冬天，恰逢春分之日，小蜘
蛛选择了我的太阳花，开始在她身上结网
捕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而冬天里昏
昏沉沉的太阳花，也褪去了去年的陈叶，
开始换上新叶。小芽儿，娇嫩欲滴得如同
清晨在荷叶上滚动的露珠。

下一轮，她要做的，她想做的，就是为
我开花了。依然像去年一样，花儿有红
的，黄的，白的，紫的。但是，又和去年有
点不一样，毕竟，不是去年的花儿了。

金银花

春分前一天，家人告诉我，我的金银

花开花了。春分的清晨，我才去看她，美
其名曰：春天里，你的第一朵花，我要选择
一个庄重的日子，才敢去看。玩笑归玩
笑，其实，更像金银花选择了在春分，庄重
地送了我一份春天的礼物。而且，陆续有
来。

春天里第一朵金银花，就如清晨的朝
阳，是浅浅的金，金得舒缓，金得温柔。金
银花，除了寓意好：金银花开，金银满屋，
还因为花开不知是金色还是银色，让人对
未知的她，多了一份期待。

金银花长得清雅甜美，但摘下花来泡
茶，茶却是清苦的。我爱往茶里放点红
枣，中和了她的苦，也消散了红枣的甜
腻。功效是清热解火，是南方夏天里的下
火良药。

去年去了一趟远方，给守在家里的金
银花盛了不少水，才安心出门。结果，我
低估了她对水的渴望。回到家时，金银花
已经奄奄一息。其实当时，我已经想放弃
她的了。但是，心底里实在是舍不得一整
个夏天里她带给我的期待与慰藉。于是，
我摘去所有的枯叶，连多余的枝条也剪了
去，精心地照料她，带着有如圣经里赎罪
的神圣。很幸运，她复活了，并在今年的
春分前，重新开花。

去年的第一朵金银花，是银色的。今
年的第一朵金银花，是金色的。那明年的
呢？

玫瑰花

玫瑰是去年朋友送的，她是戴着几朵
花，踏入家门的。因为是朋友送的，所以
分量比其他花要重。但我想着，娇滴滴的
玫瑰，大概率是开了自带的第一轮花，就
会像小时候从校门口小摊买的小鸭子一
样，会被我养死。

结果，去年，在我对她毫无期待的情
况下，她再开了第二轮花，又开了第三轮
花。尤其是第三轮花，是我从奔波的旅途
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她送给我
的归家礼。娇滴滴的她，在我不在家的日
子里，在我不在她身边的孤独日子里，没
有枯萎，反而在静悄悄地给我酝酿惊喜。

居家期间，她是我最贴心的伴侣。每
天，我瞅着几朵花轮流蜕变：橙色，蛋黄
色，粉色，粉白色。在同一盆花身上，因为
开放的先后不同，每朵花，便呈现了不同
的花色。后来的小花，传承了先前的大花
不再有的花色，大花也不嫉妒，一家子热
热闹闹的，又和和气气的。可能是因为几
朵小花彼此陪伴着，彼此鼓励着，她们的
花期，居然比我居家的一周还要长许多。

春分前，因为心疼几个枝桠住得拥
挤，我便把她移植到了更大的花盆。春分
过后，日比夜要长。那样，每天，太阳陪伴
在她身旁的时间，也要长了，应该是她喜
欢的。我不在时，她也不会那么孤独了。

我家楼房对面那块荒地开始清表和
地质探测了，这块大约200亩的城中空地
终于有了归属。而这片地块的开发建设，
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十八年前，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入住后，我在阳台上种养了一些花草，偶
然发现花盆里长了一棵南瓜苗。为了让
南瓜苗有更大的生长空间，我便到对面的
空地寻找了一小块地，把它移种到地里
去。每天下班时去浇些水、施些肥，南瓜
苗居然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我看到旁
边小土堆是一个种瓜的好地方，于是又
挖了几个坎儿多种了几棵南瓜。慢慢
的，前来开垦种植的人越来越多，整片空
地全被人们瓜分了，种上了花生、丝瓜、
苦瓜、豆角之类。在我楼上的阳台看去，
一片绿油油的农作物呈现在眼前，掩盖
了原来的荒凉。

种下农作物，隔三差五就要除草，浇
水、施肥、除虫的活儿也是经常要做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种的南瓜、丝瓜、豆角纷
纷挂果。那段时间，家里基本上不用买蔬
菜，还让一些亲朋好友分享了我们的劳动
成果。我们吃着自家种的瓜菜，不用担心

什么农药污染问题，感觉味道好极了，心
中尽是喜悦。

我开荒种植的重头戏是种花生。种
第一造花生时，由于没有经验，我用花生
麸作基肥，烫死了不少种子，花生苗长得
稀稀落落，只收了三十多斤湿花生。第二
次，我吸取了教训，只用了少量的磷粉和
草木灰作基肥，因而花生出苗率高，长势
良好。几个月后，花生成熟了，一家人开
开心心地拔花生、晒花生、吃花生，那种感
觉就是虽苦犹甜，因为这一次我们共收了
50 多斤湿花生。第三次，我将原来种瓜
菜的地与花生地整合在一起，全部种上花
生。为了种好这一造花生，我和家人花了
不少时间、精力和体力。记得下花生种时
是打着手电筒的，全家人包括还读小学四
年级的儿子饿着肚子一直忙到晚上 8 点
多才回家做饭。由于我们的精耕细作，勤
于管理，加上风调雨顺，这一造花生获得
了较大丰收，共收干花生 65 斤。这是我
有生以来干农活最大的一次收获，因我从
小就是城镇人口，没有耕种田地。有了好
的收成，我们的兴致也更高了，于是我们
第四次种下了花生。

可是就在花生苗纷纷开花下针的时
候，房地产商要在这里建房了，花生苗全
没了。几年后，这小块地的楼盘建好了，
东侧还余下一小片空地。于是，住在该楼
盘的朋友王校长打上了这片空地的主意，
要与我共同开发。尽管地里满是水泥、砂
石，我们还是不怕艰难，一点一点地清理
干净，硬是开出了一块 60 多平方的菜
地。王校长还从家乡农村运来些塘泥和
草木灰，使之成为一块可耕种的土地了。
在王校长及其妻子的带领下，我们在这块
地种下了各类蔬菜，还种了甘蔗、木薯等
作物。我们常在地里浇水、除草、施肥、摘
菜，充分体验了干农活的艰辛和乐趣，分
享着劳动的成果。

而今，这片城中荒地要整体开发了，
这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把城
市建设得更美丽更舒适是广大市民的共
同愿望。今后，这片曾经闲置多年的空地
将变成人们绚丽的家园或高大上的街区，
而留给我的还有曾在此片空地上劳作过
的难忘记忆。我怀念那段在城里干农活
的美好时光！

春分里的花 ■莫文霞

怀念在城里干农活的那段时光 ■陈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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