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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阳 城

八百米深处

(

组诗

)

□

范北城

煤的告白

煤说

看看我的脸吧

它就是黑暗

它不再是一截春天的树木

这八百米深处

曾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而在时间的低处

腐烂成为蝴蝶之梦

鲜花朵朵成为记忆的芬芳

死亡之吻是一个少女的眩晕

闪电抽身

逃离劫难

煤说

看看我的火焰吧

它就是舞姿

它就是我的铁血丹心

让我终于有了一丝幸福感

我也就这样默默成为

一块懂得柔情的煤

引领火焰

见证黑暗

悄然遁去

轻盈 温暖

火焰是我的嘴唇

这自由的舞姿是何等曼妙

给煤的情诗

每逢我拥抱你黑暗的身躯

从你唯一的

石头般的嘴唇上面

初尝到你储藏亿万斯年的吻

我便知道了

我是幸福的火焰

倘若没有你这坚硬之物

我也不会柔情

看见爱情

我从你的怀抱里

知道了美的花瓣

一个深情的吻

劫持了我们

我还要赞美燃烧

并说：我爱你

我是你的煤

从一个火焰开始复活

我就携带着一个春天私奔

你引领我逃离自身的黑暗

认识温暖，它是子宫

我会疑惑

我的黑暗最后哪里去了

是诗人炽烈的诗句吗

你给我的一个温暖的笑容

和一个意味深长的缄默

我知道，我是你的煤

煤的描绘

火焰的形状

似乎是一块煤的思想

看到一块煤燃烧的时候

我这样想

火是什么

我还觉得

它是煤的灵魂

它是一块煤的独舞

它是一块煤的内衣

这些都是想象

火为什么隐藏

在一块煤里啊

我想，这看似冷若冰霜的煤

内心一定写着无私

内心一定写着热爱

一块煤看到

一团火焰小心翼翼簇拥自己

时

一块煤欣慰地笑了

因为跃动的火焰

曳动时，显得多么妩媚

云 台 遐 思

□

刘永加

一

真的置身云台山水间的时候，

果然被这连绵不断的峰峦叠嶂、被

这层次分明的山岩峭壁、被这绿意

饱蘸的万千植物、被这幽深溪鸣的

曲径峡谷、被这摩肩接踵的游人看

客，所吸引、所震撼、所感染。 难免

一些慨叹、思索和愚悟。 我是一个

悟性很低的人， 往往对一个事物，

总是先从好的方面着眼，简单的不

能再简单，爽直的吓死人、实在的

有些过火。 即使有所思所悟，也是

皮毛，也是浅见。 有人给出了三种

境：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

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

还是水。 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只

是满眼的风景、满眼的山峰、满眼

的翠绿。写到我大脑里的就一个概

念，老天爷的造化，给这儿一座福

山圣水；大自然的神笔，才绘得出

这如诗如画。到了这里既使你豪兴

大发、既使你妙笔生花，也无法道

尽她的外在与内涵。突然感到即使

胸中装着天下的人，也是那么的渺

小、那么的无耐。

的确，到云台来，就是来看风

景的。 这大美至胜，令我们这些凡

夫俗子也都成了美学家。这里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瀑，都成

了美学的教材， 令我们无师自通。

这棵棵小树移到盆里就是盆景、那

汪汪小潭更是勤劳的摄影师、这峰

峰山恋裁一幅不正是大写意的国

画吗？那悬垂小瀑冲出山体哪里是

喷珠吐玉， 不正是在吟诗歌唱吗？

我这愚卤之人也禁不住跟着指指

点点、说三道四，只是总觉着意犹

不到、隔靴搔痒。 干脆不再做这徒

劳无功的蠢事，还是老老实实做个

看客，真是一看解百馋，把这些无

法言表、难以描绘的东西，尽可能

多地复制到大脑中去，使得此行不

虚矣！

突然想到， 在这大美至胜面

前，怎么那么公平，人人都成了美

学家。无论什么样的眼睛都能发现

美、都会欣赏美、都会赞叹美。 难

道，那一颗颗心灵在这里得到了朝

圣， 使每一个个俗子心灵得到净

化、灵魂得到了升华，都成了脱凡

离尘的大仙至贤。可是一到了凡世

间，那双双赏美的眼睛，咋就混沌

了，美丑莫辨，妍媸不分，再美的事

情也无法撼动其的心灵。难道需要

常驻此间， 才会修得仙风道骨、才

会醍醐灌顶、才会永久识美吗？ 说

到底，再美的景色，那只是镜中花，

人是脱离不了事事尘烟的。少一些

尘嚣，多一些静思；少一些贪婪，多

一些奉献；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热

情，人间何尝不美景遍地呢！ 美景

遍地的人间，何尝不会充满着感动

呢，充满着感动的人间，何尝不是

大美至胜呢！

二

云台自诞生以来， 默不声响，

在那里敝帚自珍、孤芳自赏。 那时

的她一尘不染，洁白无瑕，是标准

的仙境圣地。 直至有一天，好奇的

人们发现了她，开发了她。 才时时

被凡尘所打扰， 甚至被凡人所利

用。 云台是谁的云台，是大自然的

造化，老天爷的恩赐，赐予那一方

的仙翡玉翠、宝藏金矿。 云台是谁

的云台，非属哪一个人，也不属哪

一个地方。自从撩开了她神秘的面

纱之后，她就属于了天下。 人所共

知，人所共有。

带着满身的凡尘和俗气，去沾

染云台的净土， 去躁动云台的宁

静，这是不是对云台的骚扰和亵渎

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用一副凡

目去审视云台的娇姿，用一双俗脚

去丈量云台的幽深， 做了一番努

力，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除了

惊异于云台向人们展示的奇美之

外，则一无所获。所幸，那颗被尘嚣

浸透，早已疲惫不堪、懒得动弹，犹

如一汪死水、 毫无微澜的心灵，在

这大自然的恩赐面前， 蠢蠢欲动，

似乎还有所感染，还有所激动。

奔走于世间的人们，都在描绘

自己的心中美景。不论运用什么笔

法，都想画一幅好看的画，无论是

国画还是油画亦或是漫画，都是为

了自己的需求。以至于太痴迷了太

专著了，旁若无人，旁不他顾。可是

总是画不好，总是不满意。 到得云

台后，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画不好，

原来那幅绝美的画就在其间。任何

时候都没有最好的画，尤其是自己

执笔亲绘的时候。 悟得此理，才不

虚此行

!

走在这美丽的画卷中，却

又身不由己，把自己变成一支流动

的彩笔，涂鸦乱抹起来。

凡世间的尘嚣，早就把人们锤

炼了成钢筋铁骨， 心肠硬得赛钻

石，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东西太

多太多了。 心灵成了荒原，野草萋

萋，荆棘丛生；智慧的源泉枯竭，干

涸无比的思想， 皲裂着大口子；感

动的泪腺蒸发殆尽， 目光也成了

铁布衫。 生活太过沉重了， 心都

被累弯了 ， 却不识弯弓射大雕 。

然而， 到了云台， 忽然发现， 心

灵的沉重， 压得步履难迈。 直至

大美至胜， 洗去蒙尘； 清风冷泉，

沁得心醒。 步伐轻盈了， 思绪飘

飞了， 激动重现了。

人事间也需要云台一样的大

美至胜 ， 来感动人 、 来激荡人 。

其实， 这个大美至胜是可以创造

的， 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块圣地：

花红草鲜、 绿树常青。 有了这个

圣地， 你才会永葆激情， 青春永

续燃烧， 你就成为人事间大美制

胜的一个因子。 其实， 要想拥有

这个圣地，是很简单的事情。 活得

超脱一些，活得简单一些，活得知

足一些，就什么都有了。

三

天地的造化，最终都是人类的

造化。 云台是静的，不会走到人的

面前；而人是动的，却会入得云台

流连忘返。

仔细想来， 静和动都是相对

的。 谁又能说云台不是动的呢？ 云

台诞生亿万年来，不知又运动了多

少次，才有了今天的姿容。 人类仅

仅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浩浩的云台

史面前，似乎微不足道。 可是恰恰

是这几千年的文明史，成就了云台

的辉煌，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乃

至几年

,

弹指一挥间，浓缩了云台

的全部精华。

人类的伟大就在于，天地的一

切成就，都是为人类所用，人类用

几十年、几年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可

以改变天地亿万年书写的历史 。

有时，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

来的渺小， 与人类超强改变大自

然能力的反差之大， 让人类自己

也是唏嘘不已。 大自然是人类的

大自然， 大自然的一切难道都归

属于人类吗？ 人类是大自然的人

类， 人类却永远无法逃脱大自然。

云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杰作， 莫

若说是人类的杰作。 云台的大美

和灵气， 都是为人类所生， 人类

会塑造更加完美的云台。

人类有史以来， 改变了多少

大自然的历史才造就人类今天的

历史。 如果能将人类的历史逐一

回放， 是不是会看到， 还原后的

每一时刻， 大自然的那一时刻本

来面目。 把云台的十二亿年历史

化分几个阶段来分别定格对比，是

远古原始状态美呢，还是人类开发

后的美呢？ 人类文明史到了今天，

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越原始的越

好，越古老的越美，越美的越有价

值。

当大自然完全被人类占有开

发后，又到哪里去寻找那原始的古

老的最美的状态？ 失去了这些，大

自然是美景遍地呢， 还是千疮百

孔？ 失去了这些，大自然是人类的

乐园呢，还是灾害的家园

?

人类会

给出答案， 大自然也会积极回应

的。

呼吸过几令窒息的云台仙气，

已经足以让人们神清气爽、头脑清

醒。把自己还原到大自然的一分子

吧，你就会格外在意自己生存的这

个大自然了

!

婺源春

□

张艳庭

对婺源的印象， 除了那些被

开辟成景点的村落之外， 更多的

就是那些无遮无拦的田野。 不仅

仅因为油菜花。 虽然油菜花海和

徽居是婺源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景

观。但那无尽的田野深处，蕴藏了

比油菜花更为丰富的事物和细

节。 就像油菜花无法代表江南的

春天一样， 也同样无法完全代表

南方的田野。

但首先让人惊艳的仍然是那

成片的油菜花。事实上，对婺源的

旅行不只是从抵达某个被作为景

点的古村落开始的， 在这个抵达

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对

婺源的观赏，一是它的春色，二是

“最美乡村”。 这两者都无法脱离

田野的语境。 虽说徽居淡雅的白

墙与金黄的油菜花构成了一幅浓

淡相宜的水墨画卷， 但单纯的田

野也可以成为具有独特气质的画

幅。事实上，这里更多的田野所种

植的都是水稻， 而不全部都是油

菜花。 稻田此刻还没有呈现出绿

油油的景观，而显得有些黯淡。也

许它与油菜花构成了另一种浓淡

相宜。 也许是因为我是在北方长

大，没有怎么见过南方的水田，那

些田野同样勾起了我的兴趣与审

美。 这里每一处与北方田野的不

同，都让我惊异。

因为乘坐的是汽车， 在各个

古村落间奔走， 所以对连接各个

村落的无尽的田野的审美， 一定

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在汽车上的审

美。也许不同的审美方式，也决定

了它不同的审美效果。 在田野间

奔走的时候， 那些油菜的金黄与

稻田的黯淡不断地交织和变幻，

原本静止的它们因此形成了一种

节奏。 这种节奏也许就是大地在

春天的节奏，对于我来说，也是大

地在南方的节奏。 这些节奏的变

幻并不是单调的。婺源起起伏伏，

出现又消失的丘陵也参与到这种

节奏的变幻里， 给这里的大地增

添了不同的韵律。 这不仅是指这

些丘陵的形态， 更是指它上面那

些茂密的植被。

在这些丘陵上人工种植最多

的，就是茶树了。 来到婺源之前，

专门查阅了一下资料， 得知婺源

盛产绿茶，并且颇有名气，与祁门

红茶并称为“祁红婺绿”。 这种印

象在抵达婺源之前， 肯定只流于

书面。在到达婺源，见到那些丘陵

山坡上郁郁葱葱的茶树之后，书

面印象得到了印证。 但只有真正

品到婺源的绿茶之后， 这种印象

才真正落到实处。 一种绿茶的品

质所能达到的高度， 只有在舌尖

上才能体现出来。于是，我在李坑

古村里参观那些徽派建筑的间

隙， 就坐到了临街的小小茶舍之

中。品上几杯茶之后，就略微对这

里的绿茶有了些了解。 这种品茗

有些让舌尖惊艳的感觉。 因为平

常我喝的绿茶大都是毛尖， 并且

是那种质量一般的毛尖， 就颇以

为乐了。 但我品的婺源绿茶中的

一款 “茗眉”， 与那种档次的毛

尖茶比起来， 口感要好上许多许

多。 也许是因为抵达婺源是在清

明节前， 所以便品上了这明前的

茗眉， 那种入口的柔嫩感， 在我

口腔里久久地逗留。 后来我买上

一罐， 带回家喝， 仍然是这种感

觉。 并且在对婺源似乎云雾缭绕

的绿的回忆中， 这种茶仿佛愈发

柔嫩起来。

除了茶树， 这些丘陵上还有

另一种我司空见惯却又为之惊艳

的植物，那就是竹子。司空见惯是

因为我的家乡就有竹子， 平原之

上连绵着大片大片的竹林。 但家

乡是纬度最北的人工竹林种植

区， 与这南方漫山遍野的竹林是

没法比的。原来看的时候，我以为

这些丘陵上生长的都是树木，近

了才看到，原来它们都是竹林。在

去过大鄣山卧龙谷之后， 我近距

离地接触到了这在山上生长的南

方的竹子。 它们的粗壮超出我的

想象。我这才仿佛恍然大悟：竹子

本来就是在南方长的啊。 后来我

在汽车上看那些丘陵上生长的竹

林，便更确认了是它们，也更确认

了它们的美。事实上，竹子伸展枝

叶后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与一棵树

并不相同。 那些粗大的竹子远远

看去， 就像是插在山坡上的一枝

枝羽毛一样。 那些丘陵因此变得

轻盈起来。

在婺源乡间的整个行走过程

中，我很少看到工厂，那些在北方

乡村里多见的大烟囱在这里仿佛

没有了踪影。 倒是有一条条河流

包围着那些农田。 这让北方长大

的我同样艳羡。 有些河流也汇成

了小小的湖泊。 最有名的大概就

是月亮湾了。 因为这个小湖泊所

包围的一块陆地呈现出月牙形，

所以就被称为月亮湾。 这其实只

是很普通的一个景观， 最起码在

河流众多的婺源是这样。 但经过

了命名之后， 这里就成为了一个

著名的景点，游客们蜂拥而至。与

之相较，反倒是那些无名河流，流

动着绿色或黑色的波光， 把田野

包围，更能让我感动。这种感动并

不只是虚言， 因为我生长在干旱

的北方， 知道河流与田野之间的

那种甚至可以说是相濡以沫的关

系。

因为这些河流的存在， 所以

这里的田地大部分都是水田，而

耕种的作物也大都为水稻。 因为

是初春，水稻还没有长成。但我看

到了劳作的农人与同样劳作的水

牛。 也许是因为汽车行走速度的

快，我只能看到它们的一些瞬间，

所以我看到的水牛几乎都是静止

的。它们静止在田野的某个角落，

却让一片田野活了过来。事实上，

水牛的行动本身就是有些缓慢

的， 在这比旱田阻力更大的水田

之中，慢不仅是一种行走方式，同

样也是一种哲学。 这是北方的黄

牛所无法达到和体会的。 因为这

种慢， 让水牛拥有了一种独特的

气质；也因为这种哲学，水牛自然

就成为了一个哲学家。 大大的眼

睛，让它们抬头时仿佛在顾盼，扭

头时仿佛在回眸， 矗立时仿佛在

遥望， 低头时仿佛是一个深情地

俯视。 我所路过它们的一个个瞬

间，把它们的这些片断记录下来，

也更凸显出来。 虽然它们不像北

方的黄牛有金黄的毛发， 而是有

着泥一样的黑， 但它们却是异常

美丽的。因为与它们相匹配的，是

这大片大片的水田。它们的静、它

们的黑、它们的饱含力度的牛角，

在这一片片水田的映衬下， 显得

那样美丽。

而这乡野的精神和气质，与

水牛也是那样的相合。慢与静，是

熙攘快速的城市生活所难以抵达

的， 但它们是这乡村田野最自然

的特征。因为这慢与静，乡野拥有

了一种独特的美， 也拥了自己独

特的关于生活的哲学。水牛，以它

慢与静的气质， 成为了这种乡野

哲学的一部分。

如果非要说出一个事物来代

表这南方的田野， 我想不是那些

金灿灿的油菜花， 甚至也不是茶

树和竹子，而是这些水牛。在路过

那些田野的一个个瞬间， 我看到

一个个如同雕塑般矗立在田野中

的水牛，忽然觉得，它们就是这南

方水田中的雕塑。 它们代表着这

片土地的气质， 也同样代表着它

的哲学。

压题图片 本报记者 王龙

卿 摄

怀念父亲

□

穆荣磊

3

月

31

日清晨， 我的父亲穆

清泉走了，平静、安详，终于摆脱了

病痛。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勉的

人。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

睡过一次懒觉， 总是早早起床，洒

扫庭院， 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利

落。

父亲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也是

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年轻时父亲仪

表堂堂，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

好文章。 父亲也是一个很好学的

人，

50

岁时， 从零开始学习日语。

我曾看过父亲高中时期的数学笔

记，如同印刷品一样美观、整洁，堪

称“珍品”。由此可见父亲对学习的

认真和专注。 同样，他对工作充满

热爱，

365

天无论刮风下雨， 从未

迟到过。他爱好摄影，会拉二胡，他

对衣服着装很讲究，在没有熨斗的

情况下，他总是将裤子叠放好压在

枕头下。他心灵手巧，我小时候，家

里的家具全是父亲亲手打造。一直

陪伴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写字台，就

是父亲亲手为我做的。

30

多年了，

至今仍在我母亲的卧室摆放着。

父亲也是一个很爱子女的人。

我们姊妹六个，我五个哥哥，我是

父亲最小的女儿。年少的我无论多

么任性， 父亲也从未舍得打我一

下。 上学时期，父亲总是悄悄地为

我将自行车打满气， 车闸收拾灵

光。 当我成年后，每当我不得不自

己给自行车打气时，总怀念父亲为

我做的这一切。父亲曾细心地把报

纸上发表的我的肖像照片一一剪

裁下来，注明时间、地点等，为我保

存至今，而我当年却对那些报纸不

屑一顾，抛到九霄云外。 父亲对哥

哥们的爱也是默默无言的。每当父

亲听到哥哥、嫂嫂要回家时，他总

是热情高涨地去厨房切菜洗菜，亲

自下厨，虽然他不善厨艺，做得并

不好吃， 可是他最喜欢听到的是：

“爸，我们今天回家吃饭。 ”

尤其退休后，赋闲在家，他心

里总是期盼着我的那几个哥哥回

家，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内心渴望。

最让父亲骄傲的是我的四哥。四哥

因工作在省城，每当打电话说要回

家时，父亲总是提前一两个小时等

候在外，一直在路口遥遥观望。 而

当四哥说要回去时，他又总是送出

去很远、很远。每个子女的每一点，

小小的进步和成绩， 他都欣喜万

分， 总是挂在嘴边。 而孩子们的

一点挫折和失败，他也总是忧心忡

忡，总想为我们多做些什么。

在病中，他心中仍牵挂着生活

有些窘迫的哥哥， 时常给我念叨，

巴望着他们能够尽快好起来。当他

被病痛深深折磨时，他其实很想我

们能天天陪在他病床前。 可是，当

我在北京打电话说：“爸，我回去陪

你。 ”他却在电话那边说：“不要回

来，不要回来，太远，你太折腾。”我

听到此话时，心在流泪……

父亲也很爱母亲。母亲和父亲

生活一辈子， 居然从未去缴过水

费、电费、煤气费，甚至从未去银行

存过钱，父亲包揽了家里的大大小

小烦琐的事情。而每当父亲和母亲

发生争执时，父亲总能隐忍着一言

不发，而任由母亲数落。只记得，母

亲年轻时读夜大，父亲每晚都用自

行车接送母亲上学下学， 风雨无

阻，整整两年，一次不落。母亲年迈

时，经常腿疼、背疼，父亲也总是不

厌其烦地为其揉、捏……

父亲更是一个宽厚的人。无论

谁伤害过他， 他总是不记前仇，好

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常被母亲数落

为“傻子”。家里有各种吃的、用的，

只要别人需要，他总是大方地送给

别人，好像从未想过为自己留。

而今，短短几天，生死两茫茫，

阴阳两隔。

可我眼前总浮现幼时父亲为

我梳羊角辫的情景，浮现出我幼年

父亲带着我去照相馆照相的情景，

耳边总回响着父亲说话的声音。

我可亲的、可爱的、慈祥的父

亲走了， 再也没有机会回报父亲

了。 “子欲孝而亲不在”之痛，痛彻

心扉。

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期待建设美丽焦作

□

郜希义

(

一）

焦作马年即启程，

加快经济来转型；

动员三至五年内，

建设美丽焦作行。

(

二）

美丽焦作目标明，

生活生态及环境；

还有彰显人文美，

关系民生好工程。

（三）

建设目的幸福升，

组织领导皆保证；

凝聚强大正能量，

全民参与圆好梦。

（四）

总体目标待完成，

富强环保活力增；

平安和谐好交通，

文明幸福全民庆。

一树花开

□

郭 慧

一树花开，寂然、美丽、暗香浮

动；一树花开，长在良人必经的路

上，满树妖娆只为等待。

“来生我要变成一棵树，一棵

会开花的树，只为你开。”我对身边

的老公说。老公抬起头笑着说：“那

就桃树吧，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但

是我只要你为我开出十八朵桃花，

多一朵少一朵都不行。 ”我有点不

明白，老公也没再做解释，这个问

题就这样被搁浅了，可是关于这十

八朵桃花的问题我始终不忘，有一

次当我再说到关于十八朵桃花时，

看到老公惊讶的表情，我想我可能

又做梦了。

我是一个糊涂人，有时糊涂到

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因为爱做梦

常常被朋友取笑，笑我走过三十多

年的岁月竟是一片云里雾里的幻

境。 其实，笑我傻也好，笑我痴也

好， 做梦是我对自己心灵的释放，

是我的一颗希望种子。记得乔叶曾

在一篇文章里写到： 反正是梦，梦

得昂贵一点总不要紧吧？以后当再

次说起我的梦被朋友笑时，我总会

说到这句话。

我的梦很美，因为有梦，我的

人生便有了诗意。我的梦有时在江

南，有时在西藏，有时就在一棵绚

烂的桃树下，一树繁花、一树芬芳。

在梦中，于亭台轩榭间那身着汉服

的女子莲步轻移，长长的纱裙摇曳

出一片妩媚、一片柔情，高高的铜

雀台上那女子就站在中央，长袖一

挥便是一个天下；在梦中，西子湖

畔那身着旗袍的女子独坐船头顾

眸流盼，如水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幽

怨、一丝多情，纤指轻拨，缓缓如水

的琴音荡漾在水面之上，飘来一段

前世今生， 飘来一段浪漫情缘；在

梦中，更多的时候是一棵树，一棵

会开花的树，一树花开只为有心人

能回眸、能驻足，能在纷纷扬扬的

花瓣雨中赋诗一首， 最后不必停

留、不必守候、不必等待……

傍晚出去散步，再次提及十八

朵桃花时他告诉我那不是梦，我知

道他是不想让我失望。 我告诉他，

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做一棵树，我

不甘心只开出十八朵桃花，我只为

你一树花开，绚烂、张扬地盛开，为

你掸去一身疲倦， 拂去满身尘土。

老公说， 下辈子你还要陪我走，一

树花开就开在我们房前，我们就这

样相知相守生生世世，一起度过一

个又一个花开烂漫的日子。我们笑

了，来世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要

今生能共享一树花开的喜悦，共享

淡然自在的光阴，便足够了。其实，

十八朵桃花也好， 一树花开也好，

只要我们能牵手做着同一个梦、走

着同一条路，也是一种幸福。

一树花开，灿烂了人生，随风

飞扬的是梦想， 随风凋落的是哀

愁。 而我依然继续憧憬那一树花

开， 在对那一场花瓣雨的等待中，

继续徘徊在梦与现实之间，继续做

着我们关于春风秋雨的梦，轻踱在

满树花开间……

花 廊

□

崔清礼

钢骨绿廊百米长，

春风数里扬芬芳。

园外行人匆匆走，

不知何处飘花香。

崔清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