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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每到春季，山上便盛开
着大片的山桃花，而梨花、杏花相对
少一些。这些花里，我最喜欢的还是
杏花。

十几年前，婆婆家住平房的时候，
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每年气温回暖
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上会挤出细小
的红色花蕾。春风一吹，似乎满树的
杏花一夜之间争相盛开。红色的花蕾
随着花瓣的舒展，色彩由浓慢慢变淡，
逐渐变成粉白色。在春风的吹拂下，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杏花的香气。

春雨过后，粉白的杏花纷纷飘落，
铺满一地。花谢后，杏子闪亮登场，一
个个爬上枝头，在阳光雨露的沐浴下
慢慢成长，由青绿逐渐变成金黄。婆
婆耐着性子，要等杏子在树上熟透
了，才会小心翼翼摘下来。她害怕挤
坏，用饭盒将杏子整齐地排列好，专
门送给我们。熟透的杏子酸甜可口，
吃起来满口生津，像阳光洒进嘴里，
让人回味无穷。

一天，我突然发现小区里一户邻
居窗前栽着一棵树，看起来像是杏树，
走近一看，果真是杏树。我心里乐开
了花。春分过后，杏树终于羞答答地
萌出了细小的嫩芽，打量这个世界。
我站在树下，望着粉白的花瓣、米黄的
花蕊，团团锦簇，心中升起无限欢喜。

塞北的春天，娃娃的脸，说变就
变。一夜，忽然狂风大作，我突然担
心起那棵杏树，不知道它能否经受住
这肆虐的北风。脑海里想起了王安石
的那句诗：“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
陌碾成尘。”后来，风停了，春雨淅淅沥
沥飘落下来。我冲出家门，来到杏树
下，杏花零落一地。一阵惋惜过后，我
安慰自己：“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

杏树是坚强的，花落后，果实陆续
结满枝头。一次，我在树下认真看杏
子成长，兴许是被主人家发现，第二天
树枝上就多了个警示牌，提醒杏子已
打农药。等我再去时，正好看到男主
人在树下，我主动说：“大哥，我只是喜
欢杏树，不摘杏子。”

杏花开时，总是让我陶醉，杏花树
下，春意盎然的生机与美丽交融，温暖
着我的心灵。一棵杏树满院春色，真
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让我拥有
杏花的美丽和灿烂。

独 爱 杏 树
□李淑俐

清溪出林间，
泠泠奏鸣弦。
骄阳挂碧天，
轻霭萦山缦。

松竹风中舞蹁跹，
鸟啼青涛绿浪缘。
不时笑声入耳畔，
回首看，
不辨人影在哪边。

攀绝处，
觅盘旋。

汗水条条往下漫，
我心但悠然。

立云头，
伫峰巅。
举手托翠天，
引颈深谷颤，
吼叫群峰翻。

凌空一跃追飞虹，
谁承想，
五龙倏陷入地间。

游 五 龙 山

□张斌峰

久晴少雨燠炎天，
温热熏蒸麦粒圆。
杏子尚青樱红透，
榴花正艳枇杷鲜。

柳丝垂荡客凭栏，
池碧蛙鸣赏睡莲。
槐荫乘凉乡老聚，
杜鹃声里话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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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间四月芳菲尽，花果山上客人来。

橘槐芬芳清香逸，阡陌交错多风采。

月季杜鹃蒲公英，牡丹蔷薇次第开。

拾遗补缺无名花，竞相绽放靓异彩。

（二）

樱桃核桃杏子旺，李子葡萄花椒嫩。

沉默不语油菜籽，豌豆蚕豆挺起身。

瓜果飘香风光美，观光农业吸引人。

陕南特色农家乐，游赏此地长精神。

□成宝华

七律·游褒河古镇花果山随感

小满是入夏的讯息
牵起葳蕤的裙袂
在季节更迭处摇曳生姿
一些喜欢随风去的
摇摇晃晃许下一地落红
在翠荫疏影里
定格成了一段静怡年华
还有一些在枝头起了执念
依然奔赴时光深处
跌跌撞撞上演着一场生命的故事

遇见初夏的狂风

是一种小确幸
唤来一场雷雨酣畅恩泽
却不经意地扰乱了行路人
便将那抹柔情歉意
化作天边的彩虹
又在鼻尖轻洒缕缕芬芳
拂动水洼处微微泛着些光
使羞涩而浓烈的色彩
铺满了整个世界
万千生灵如同在诗意里徜徉一回
散发着简单而纯粹的欢喜

初 夏 的 风
□冯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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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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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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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雨，三五即临，来得及
时，去得也快，重复着春霈的花样，
淋露满腹的思绪。

五月的雨，是春丝的续集，不疾
不徐，滋润广袤的大地，轻盈地飘
落，如同绣花针落地。忽又骤然飞
驰，曼舞点水，宛如利箭穿池，晕开
了一湖清波。

绵绵细雨，轻、软、丝、柔，飘零
的影子，瞀眩星沉。伫立窗前，一袭
微风裹挟着雨滴打在脸上，冷冷的，
微微地痛，顿觉彻骨的清凉。信步
于街市，行道上千树香樟浸着细雨，
净面拂风。

叶子绿得发黑，清亮亮的，闪着
墨绿的光，枝叶相亲，随风摇曳。叶
尖上挂满粒粒珍珠，任凭轻风采摘，
撑着的雨伞上也凝结着同样的晶
点，随着律动的脚步，或前或后滚落
在周围。抖一抖伞柄，抛洒这多情
的娉婷，竟会在地面上开出朵朵细
花，或惆怅的心花，或峥嵘的泪花，

或于无声处的守候恋花……
思虑间，止步聆听，这柔情的

细雨又悄悄地打在伞面上，沙沙作
响，似蚕吞叶。伸出手，掬一捧风
雨，遥想那悠悠思绪可是这微雨织
成的吗？

在乡间小路上，看见村民冒着
细雨收割成熟的小麦和油菜，又瞧
见远处的乡亲披雨莳秧，为着心田
的愿景，虔诚躬身。雨幕中，割下一
片黄，又织上一片绿，放飞的是农家
年复一年辛勤劳作的希望。这织耕
收获，复演着“田家少闲月，五月人
倍忙”的景象，勾起现在的我，迎着
烟雨，束缚着忘却的快乐，承载着淡
淡的忧伤。

这轻曼的五月雨，是离是弃？
细雨未央，终关不上避雨的心

窗。几经迁徙的脚步，不再牵挂等
待的纠结，一如这绵绵细雨一般飘
飘洒洒，萦绕这缠绵的雨季，清俗世
故的浅薄。体味眼前的疏雨，也不
再遐想，唯念思飞扬，化作心的创可
贴，迎着风雨前行。

凝望这丝丝软雨，暗度苍穹矞
云哪里去了，似又多了一分牵挂，也
成了时常忆起的淡淡忧愁了。

思忖着这五月多雨的季节，心
生轻烟，朦胧着一份期盼的凝重，曾
经走过阳澄湖畔的小径，天涯海角
的漫道，峨眉山间的竹楼，南京路上
的繁华，八达岭长城的石阶……都
在五月细雨的印润下，缠绵悱恻。

其实，这丝雨如同过往的片段，
不就串成了生命的颜色吗？浮世
烟华，有着太多的忧郁，何不放慢
前行的脚步，欣阅沿路的风景，守
护一隅宁静呢？燃烧情愫，点亮心
灯，照耀前行的路，不也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虽然不管是谁，都无法摆
脱岁月风雨的羁绊，但我还是祈祷
这丝丝细雨化作精灵，带着我向
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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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夏季没有了蝉鸣，仿佛缺
少了诗意。年复一年听蝉鸣，让小小的
昆虫唱醒了夏天，又唱走了秋天，我总认
为蝉鸣是打开夏季的最好方式。

每到夏天，我的思绪总会进入蝉的
世界，想象着那些蝉整齐地排列着，挥动
着翅膀，高昂着头颅，对着天空大声唱
歌。它们被叶子缝隙间的阳光包裹着，
身体闪耀着生命之光，给我传递着无穷
的生命力。是蝉教会了我，只有将心门
敞开，发出自信的鸣唱，生命力才会源源
不断地散发出来。

曹植说：“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
乎太阴。在盛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
林。”写出了蝉的清素、高洁之美。唐代
贾岛耳畔的蝉鸣别有一
番滋味，他在《旱蝉》中写
道：“旱蝉孤抱芳槐叶，噪
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
声催我老，堪听两耳畏吟
休。”听着阵阵蝉鸣，感受
着夏日的酷热。有了蝉
鸣，夜晚就显得惬意和清
爽，也为我的童年存留了纯美记忆。

蝉声是和天气有关的，若天气晴好，
蝉鸣便会异常响亮悦耳。天阴或下雨，
蝉的叫声就会发闷，甚至有些撕心裂
肺。晴朗的天气，伴着潺潺流水听绵延
的蝉声，就更加婉约有致，妙趣横生。就
像苏学士告诉我们的：“饮风蝉至洁，长
吟不改调。”我们也想学习蝉儿，餐风饮
露，高洁洒脱。

记得夏夜里，我喜欢躺在竹床上，听
着奶奶说着关于蝉的故事。树下是蝉的
繁殖基地，蝉繁殖是将卵缠在树皮下面，
到了第二年卵才会孵化成幼虫。然后钻
到地下，吸食树根的汁液生长，最后从地
里爬出来，趴在树干上蜕壳。等到翅膀
从皱巴巴展开成丝绸般薄而透明的样

子，就可以飞到树上展翅高歌了。蝉是
完全变态的昆虫，蝉的生长可以分为蛹、
若虫和成虫三个阶段，完整的生长周期
需要三年时间在土里生长。而蝉的一生
只有 90多天的生命，它用自己一生尽情
唱歌，直到唱响整个夏天，唱来金色的秋
天。奶奶常常指着蝉告诉我：“蝉的身体
虽小，却极具生命力，它们是在用生命唱
歌。”后来我通过书本知道了会叫的蝉是
雄的，而雌蝉的肚子上没有音盖，就无法
唱歌。

唐代雍陶的《蝉》写道：“高树蝉声入
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走进生命中的
每一个夏天，变化的是自己的人生，不变
的是夏季的蝉鸣。面对花开花落，蝉鸣

为我们送来聒噪的夏天，在一季的风里，
传唱着重复的故事。蝉为我们述说着不
知疲倦的精神，让我沉浸在它奔放激情
的歌喉间不愿醒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
歌声，这是传唱在童年时光最美好的歌
谣。让我仿佛还能看到老屋里奶奶慈祥
的笑容，奶奶挥动扇子为午睡的我扇动
凉爽的风。

有一次在老屋前，我看见一只蝉趴
在树干上努力鸣唱。它的身躯比我常见
的蝉要小许多，全身浅绿色，叫声比较
大。它不分白天夜晚地叫着，从不肯停歇
一下。但是到了黎明时分，这只蝉才稍稍
停止鸣叫。奶奶告诉我，这只蝉是因为喝
了清晨叶片上的露珠，才停住叫声的。

孩童时的我们经常趁着夜色拿着手

电筒去照树干，就会看到趴着一只只刚
刚从泥土里爬出来的蝉，还未蜕壳，背上
已经裂开一道大口子。用手一抓就能捉
住很多，第二天就能成为成蝉，留下的空
壳就是一味中药。

当时以为捉住一只鸣唱的蝉，就能
捉住一整个夏天，以为留住蝉鸣，就能留
住自己的童年。蝉鸣最终从指缝里溜
走，滑落成思念和怀念。怀念老屋的夏
天，怀念着奶奶的笑。而怀念总是藏在
喧闹的蝉鸣里，轻快、悠长、婉转。有蝉
鸣的地方，就一定有绿荫，就可以在这里
收集凉爽闲适的心境。

夏日正午或黄昏，行走在林间山路
上，都能听到盈耳的蝉声。尤其在山林

里，好似蝉声的海洋，各
种各样的蝉鸣高低长短，
尖细粗犷，你方唱罢我登
场，难怪昔人用“蝉声如
雨”来形容。

蝉鸣从夏到秋，收获
满满的成熟和喜悦。北
宋文学家苏轼在《鹧鸪

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写道：“林断山明竹
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
见，照水红蕖细细香。”蝉鸣在窗外渐行
渐远，成为夏季不可或缺的景色。

捕捉燥热夏风里一声声蝉鸣，慰藉
着惆怅的内心，抚慰着载满乡愁的心
情。想着飘飞着花香的小院，一窗明月
高悬，蝉鸣声声，听醉了思乡人。夏季，
就让我们跟随着清新淡雅的蝉鸣追逐顽
皮的夏风，去看蔷薇满墙，去听村庄的乡
音。握住了夏日的蝉鸣，就可以走进蝉
的生活，做个温暖、快乐的听蝉人。

蝉用它努力向上的生活态度，用高
亢的歌声，为我打开了心中的枷锁，让我
勇敢面对生活的困境，并努力拨开酷热
和浮躁，触摸到生命的真谛。

诗意声声听蝉鸣
□宋小娟

一晃眼，就到了知天命之年。
走过五十年人生旅程，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开窍，

好多事百思不得其解。不曾有些微懒散懈怠，从未停
歇奋斗的脚步，却绝少品味到成功喜悦。好在渐渐懂
得知足，提得起放得下，学会珍惜。

十多岁的时候，用刀背拍死了自己呵护救活后又
成长壮硕的公鸡，从此便开了杀生的戒律，之前是遵
从家训连一只蚂蚁都不伤害。贪吃，把活蹦乱跳的
鱼举过头顶使劲儿甩向地板；龇牙咧嘴掰掉螃蟹两
把大钳，又虚伪善良地把失了钳子的螃蟹放归河
里。爬上树干拿走雀巢温热的鸟蛋，从不顾及鸟雀
的叽喳哀鸣。用长竹竿桶掉并未蜇人的蜂包，只是
图一时的快意。长大了不再那么顽皮，摸鱼捉螃蟹
逮知了仍在继续。直到发生在身边几件事，让我对生
命有了真切的敬畏。

在我下乡工作期间，一个贷款户约定第二天归还
贷款，当我上门，却是铁将军把门，不见人影。在其邻
居处打听，言说该户去亲戚家有事，心想分明是躲债，
内心愤然。时隔两天再次登门，该户叙述亲戚家遭遇
变故，原来夫妻俩趁着夜黑风清去后山梁树林里烧蜂

包，将焚烧后大半个蜂包捡回，落下一部分蜂仁在草丛
中。第二天上午，丈夫去工地干活儿，妻子贪念草丛中
遗落的蜂仁，再次来到夜里烧蜂包的树下，未被烧死的
蜂子正聚集在残存的蜂巢边沿。见到捣毁家园的人分
外眼红，一拥而至，浑身上下被蜂子包围，蜇了几百
口。可怜她连滚带爬，挨到一户人家已是奄奄一息，在
送往医院途中一命呜呼。贪吃蜂仁，断送了卿卿性
命。我根据描述，撰写一篇报道《群蜂报复伤人命》，刊
发在《陕西农村报》上，呼吁人与自然当和谐相处，奉劝
那些贪吃者，蜂子是何等灵性之物，每年喜神方在哪
儿，蜂巢的门就正对哪方。

练字之初，并未高贵到去传承华夏传统文化，能把
字写到像父亲一样惠及乡邻就知足了，剪纸雕窗花画

灯笼画写对联，远不及父亲的艺术天赋，只赓续写对联
的良好传承。

对于艺术，我始终持敬畏态度，敬畏文字，敬畏经
典，但我有着自己的主见，不跟风不盲从。有些经典
不喜欢，只说明自己的认知还没达到相应高度。我
也在净化朋友圈子，喜欢安静中沉思，把努力当成一
种习惯，深知每一个羡慕的收获都是别人用心努力
的结果。

我也敬畏生命。五年前盛夏一个周末，坐班车到
几十里外丹江边，将别人送的钓鱼钓到的一只鳖，放
到红鱼口大桥下深潭里。放入水中的一刹那，内心有
一种释然之感。也曾经坐出租车，将别人赠送垂钓的
鲇鱼、鲤鱼放归到一个叫作冷水河的水潭，河水才是鱼
的家。如今长江治理，禁止捕鱼，是对生态的保护，是
多好的政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所言的“士”，当指儒家之士。我撑不起知识
分子的称谓，作为炎黄子孙，把“士”的精神早已融入血
脉，成为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

说苏兆强是劳动模范不是戏言，因为 1993年苏兆
强被评为全国邮电劳动模范，他把发给自己的800元奖
金交了党费。苏兆强还是陕西省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
西高校系统优秀党员、单位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也
曾为雁塔区、西安市人大代表。

我说苏兆强是诗坛劳模，是因为他坚持业余诗歌创
作60年，写下了无数首读者喜爱的诗歌，先后出版诗集
24部，出版医学科普书籍 9部，出版心理健康、养生健
身、历史故事、寓言等书籍20部，这么多的作品，这么突
出的创作成就，哪一个专业作家能比呢？

苏兆强现年80岁，1969年西安医学院毕业，先后在
太白县卫生防疫站、邮电部第十研究所宣传部、西安邮
电大学卫生所工作。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出色完成本职
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诗歌创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太白县卫生防疫站工作，
经常上山下乡，深入群众，白天工作，晚上创作，很快写
下了一批反映医疗工作者生活的诗歌。他把这些诗歌
整理出来后寄给了卫生部的宣传部，宣传部的同志看后
很高兴，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写卫生系统的诗，很
快就把诗稿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的同志

很重视，立即派两名编辑到太白县采访苏兆强，并且帮
助他修改诗稿。1974年10月，苏兆强第一部诗集《巡诊
的路》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 30万册，
很快销售一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熟悉苏兆强的人都知道，苏兆强从小喜欢文学，上
大学就开始文学创作，不少诗作还被《陕西日报》《西安
晚报》采用。《巡诊的路》出版后，极大地鼓舞了苏兆强的
创作热情。从此，他写诗的笔再也没有放下。

读他的诗，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有大爱的
人，善良忠诚，踏实肯干，忠于人民、忠于党。读他的
诗，你会发现，他始终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面
向实际，切近人民，巧妙地把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有机
的糅合在一起，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诗中，
热情讴歌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呼唤大美大善，书写亲
情、友情、爱情，弘扬和谐正义，宣传拼搏创新，歌唱壮
美人生。

苏兆强的诗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他的诗没有
灰色，没有低沉，没有哼哼唧唧，他的诗阳光、大气，清
新明快；他的诗有高度，接地气，走正道，扬正声，歌颂
真善美，鞭笞假丑恶；他的诗有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

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增强信心；他的诗富有哲理，有很
强的思想性；他的诗还有历史知识，有对现实的反思，
有对正面的歌颂，有对不正之风的批判，给人很大的教
育和启示。

苏兆强在诗歌创作中，始终坚持追求诗歌的传统和
韵律。著名诗人党永庵曾评价苏兆强的诗：“追求诗的
趣味，却清澈明快；悉心营造诗境，但从不晦涩迷离；注
意追求诗的形式之美，但从不吊诡怪诞。”他还说苏兆锵
的诗歌：“努力追求应有的节奏美与韵律美，力求做到和
谐均衡与音调铿锵，所以才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党永庵
和苏兆强是挚友，相互十分了解，他对苏兆强诗歌评价
的这段话，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有位文友到西安邮电大学小区拜访苏兆强，车到小
区门口，保安不让进，当他告诉保安是找苏兆强的，保安
立即开门放行。文友很疑惑，保安却说：“苏老师不仅是
个好医生，还是个好诗人，我们常找他看病，他还送我们
他写的书，水平高，关心普通百姓，我们都喜欢他。”

保安的话代表了小区居民的心声，走进西安邮电大
学小区，只要你问这里居住的居民，没有人不称赞苏兆
强的。

诗坛劳模苏兆强
□周养俊

半 盏 流 年
□朱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