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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追求的是一种简单，简单地望着
花儿一朵朵地凋谢，简单地赏一场花事，
简单地念一段过往，无非就是你在，或者
你不在而已。

  倘若你喜欢花儿，无论它是绽放还是
谢落，请坐下来听一听它的欢喜和悲伤，
听一听它的明媚和忧郁。或者，听一听微
风轻摇的声音，这种感觉很美好。
  初夏的时光是浅浅的，微风是浅浅
的，细雨也是浅浅的。踏着温软的花香，
捧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在花影里闲
坐，每一页都是泛香的流年。
  芍药别名别离草、花中丞相，且被列
为“十大名花”之一。因花开在五月份，
又被称为“五月花神”，然又因其开花较
迟，故又称“殿春”。《红楼梦》第六十
二回中的“憨湘云醉眠芍药裀”，被誉为
经典情景之一。湘云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
花瓣枕着，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
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
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
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
地围着她。甚至她醉语娇憨的样子都是简
单而又纯真的美。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
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
枝。”偶园里的芍药像一个个静婉的少
女，在细雨中悄悄地绽放。我坐在牡丹亭
下，一会儿读书，读书本上那些含香的文
字；一会儿听雨，听檐角落下的雨珠落在
谁的心扉上；再一会儿赏花瓣上的水珠，
它晶莹剔透得能看到我的倒影在眉目中
含笑。
  这一瞬间，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仿
佛是遇到故人，悠然再相逢，何须回眸
间。我仿佛成了《人间草木》中的句子：
“我只记得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
在风中。”“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
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
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
切陶醉里，已非自醉……”
  此时我是不是也是一朵花呢？踏一袭
温柔的岁月，沐一场绵绵的细雨，落两肩
幽幽的花香，在花影里闲相照，唯识芍药
一抹情，赏它的情怀，赏它的气息，赏它
的氛围。犹如顾城的诗句“我们站着，不
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时，我不思故
乡，不念旧人，不忆过往。
  友石亭下人影攒动，你来我往，无论
是你在赏花还是花儿在望你，每个人的笑
脸像花儿那么美；问石亭下的笑声一声声
传来，落在长廊下一排红灯上；我在牡丹
亭下隔着轩窗数灯花，看它们落向园中成
为哪一朵芍药的花间词，是白芍药，是黄
芍药，是粉芍药，是红芍药，还是在我的
信笺上？
  花影闲相照，唯识芍药伏槛浓。我心
安处飘香的不过是一缕缕人间烟火，皆因
我在花里，花儿在风中。

心心安安处处飘飘香香的的
不不过过是是一一缕缕人人间间烟烟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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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桑”
□马玉顺

  夏天到了，紫红的桑
葚挂满桑树的枝头，脑海里

冒出“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忽然来

了兴致，找出姚小鸥的《诗经译
注》，一首首翻来，有“桑”的诗

句竟有31句，涉及的诗歌共20首。在
《诗经》中，“桑”应该是出现频率最

多的树木了。
  上面引文出自《卫风·氓》，这是一
首长篇弃妇诗，叙述了女主人公与“氓”
从相识、相恋到结婚、被弃的过程，字里
行间流露着女主人公的心酸与反思。桑葚
是甜的，斑鸠贪食，则会致醉；爱情是美
好的，女子多情也易上当受骗。“于嗟女
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
之耽兮，不可说也。”感叹多情众女子，
勿与男子多厮混。男子沉浸爱河中，还能
退步来脱身。女子若是动真情，魂牵梦绕
永记心。教训沉痛，应当记取。
  《诗经》中直接描写采桑的诗歌，多
数充满轻松欢快，浪漫温馨。如《魏风
•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
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
兮，行与子逝兮。”宅间十亩桑园广，宅
外十亩桑树茂，采桑人忙碌了一天，呼朋
唤友，一起回家。这是多么和谐的图景

啊。与此相似的，还有《豳风·七月》：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艳阳高照，黄莺鸣
唱，美丽姑娘手提深篮，走在桑间小路
上，去采集那嫩绿桑叶，灵动了桑园，明
媚了春天，真好。
  《诗经》中以“桑”起兴的诗歌，不
少是描写爱情的。如《鄘风·桑中》就是
描绘与情人约会的诗歌，诗歌第一节为：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
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
淇之上矣。”翻译为白话文的大意是：采
集女萝在何方？在那卫国远郊乡。心中念
念把谁想？姜家姑娘真漂亮。和我约会在
桑林，邀请我到上宫中，又送我到淇水
上。用朴素自然的语言，铿锵优美的节
奏，清新明快的格调，表达热烈真挚的
情感。
  而在《小雅·小弁》中，“桑”又成
了家园的象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
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房前的桑树
和梓树，都是父母栽的，对它们要恭敬。
子女没有不敬父，孩儿都会依恋母。没有
父亲做依靠，没有母亲来依附，孩子的好
运在哪里呢？后人用“桑梓”一词，借指
故乡或乡亲父老，就来源于此。

想起一座桥
□朱睿

  亚星桥改建前夕，办公室的“95后”
小姐妹兴冲冲要去拍照留念，并声称这是
潍坊新晋的网红打卡地，错过了岂不
可惜。
  其实，潍坊有很多标志性建筑，亚星
桥只是其中之一。
  亚星桥从我有记忆开始，叫东风桥，
我们习惯称它为东风“大”桥，很有年代
风格的名字，配备很有年代风格的桥
栏杆。
  那时候，桥下的水是澎湃的，母亲一
有空就会将一家老小的换洗衣服装在大木
盆里，领我去河边，选一块较为平整的大
石头洗衣服。河边有钓鱼的，河里还有游
泳的，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激越流水声演奏
着动听的乐章。
  女人们的手指因为河水的冲刷变得白
白的，有的像水葱，有的如细笋，让我喜
欢得挪不开眼。天气冷的时候，它们又变
成了粗细各异的红萝卜，女人们顶多用嘴
对手哈哈气，又赶紧忙开了，毕竟光阴不
等人，这又让我看得怪心疼。母亲则会适
时为我讲“卧冰求鲤”的故事，河水书页
一样在我面前哗哗翻过，那桥便是书脊。
  每逢桥上、河畔呈现一派热闹又繁荣
景象的时候，一定是集市开市的时候。我
们大声吆喝着“一二一，赶大集”的童
谣，跟在大人身后看热闹：不光南来北往
的商家小贩聚集于此，也有说书的，一张
桌后，说者惊堂木“啪”一拍，说道：
“众位，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不由让人牵肠挂肚，不愿离开；表
演皮影戏的，“猪八戒背媳妇”令人忍俊
不禁；还有置办了行头亮开架式就开唱的

地方戏团体献艺，更有来这里搭上戏台唱
戏曲的……而我最难忘的却是那时母亲给
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约摸两寸长、一寸
宽、半寸厚的小黑相机式样的“画片
机”，右上方是一个小按钮，每按一下，
自己就可以从后面的镜头框看到外地的六
副彩色景观图。母亲告诉我：桥就是联
系、沟通的标志，顺着水流走出去，外面
的世界很精彩。
  我终于走向异地的时候，思念却如桥
下的柔波一样变得摇曳多姿起来，桥也演
化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符号与烙印。
  每每与亲友故交说起东风桥，还会不
约而同地微笑着提及那个卖气门皮儿的老
者，个头儿不太高，体型微胖，迎着朝
阳，一声声“皮儿啵”，中气十足，声贯
桥之东西。那时去自行车摊点换三厘米的
气门皮儿就要两角钱，从他那里买二三十
厘米的一根仅要五角钱，多年未变。
  没有人会觉得老者的声音扰民，倒颇
感亲切与振奋，甚至我都觉得那声如洪钟
的“皮儿啵”已经成为了这座桥的温暖记
忆之一。
　　后来，人们对桥进行了改造重建，名
为亚星桥，桥面加宽增高，桥上雕栏玉
砌，霓虹流光溢彩。人多了，车也多了，
这铿锵有力的旋律又成为了我欣喜的
源泉。
  如今，这桥再度进行升级建设，很多
市民总喜欢在施工档板外围转转，总喜欢
眺望着桥的方向。
  时光终究水一样流走，光阴的故事
里，桥的一头是过去，桥的另一头是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