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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港诗歌港

我的春天里，
田野是辽阔的海洋
风吹麦浪
我们躺在万顷碧波上
打几个滚儿，捉几回迷藏
一串口哨声，挂在云朵上

我的春天里
大山是自由的天堂
孩子是山间的王
花可以乱开，鸟可以乱叫
一场战事后，山谷宁静
云雀起又落，御风的影子
撩拨远行的梦

春天的小路
飘着花香和鸟鸣
山脚下的旗杆挂着理想的帆
车座上飘扬的红纱巾
让少年追着风
上坡，万物向阳生
下坡，春风随心行
那时的春天，真青春呀

逛荡河
一个悠闲自得的名字
其实你真正的发源地
比凤凰湖还要高远浪漫
那是在天上
在山涧溪水之间
夏天大雨如注
冬日雪花片片

脱掉野味，静养沉淀
当春天的闸门打开
你梳妆打扮的溪流
穿过拱桥、青萍、芦苇
驮着一群小鱼儿撒欢

两岸垂柳、花丛、水杉
还有高楼大厦的倒影
一起在水波里晃动
人间烟火，鸟儿啁鸣
催开了摇篮中婴儿的笑脸
和那翩翩起舞的彩扇

你从秋淌到冬
从春流到夏
最美季节当属七月天
并蒂芙蓉惹人醉
荷花绿叶铺河面
阳光映露珠
欢唱树上蝉
引来水中蛙声一片

一路向东一路情深
撵起翠鸟吻别自己的脸
轻轻触碰的
还有大胡子老翁手中那根钓鱼竿
友好地绕过高等学府
前边又一美景再现
你打着旋儿快速扑进了
大海母亲的怀抱
准备孕育下一个轮换

逛荡河
崔明钦

春天的怀想

徐修强

农历二三月，是最适合看花的季
节。河的沿岸，晚开的梅花还在枝头，
迎春花已经含苞待放，独自走在幽香的
花径，清风拂过脸颊，草木的芬芳扑面
而来。

林边有一条小溪，清灵灵的水在阳
光下欢腾地潺潺作响，晨起的微寒中升
起一层薄纱般的雾气。轻轻地踏上溪
边的青石甬道，驻足在水边，落花流水
的缱绻中，传来一阵鸟雀的啾啁。我抬
起头，看它们踏过梅枝，轻盈而去。过
了桥，梅花便渐行渐远。最后，隐隐成
了一片朦胧的红。这种感觉好像人心，
入世灿然，出世又一派朦胧。

阳光正盛的开阔之地，一片娇嫩的
鹅黄呼啦啦入眼。长袖善舞的迎春花

伸着长枝，向田地里的麦苗招手。一片
一片铺散而来的阳光，凝固在花瓣和麦
叶上。

走上一个坡道，大片大片涌动的金
黄、千万个形态各异的几何图形，迎着
风呼啦啦地翻涌，中间夹杂着绿树碧
草，仿佛一幅重彩浓墨的油画。低头细
闻，身边的一枝花黄，并没有味道，但起
身时却是铺天盖地的草木湿土的香
气。凑近去看，花瓣静静地展开，风来
它们簇拥聚合，风去又各自挺立，大有
一番合则天下无敌，分则各自为王的美
妙。我想，在烟台的初春，这可能是独
属于迎春花的气派。

高天上微蓝湿润，远处山岩盘旋，
层峦间高低错落的小屋，朦胧在缭绕的

雾气里。这样的早春二月，万物萌动。
在迎春花相继开放之后，春天的花事应
该一幕幕接踵而至了。

杏花微雨，梁燕双飞，占尽春风之
绮丽。比杏花略迟的桃花，粉红蔓延山
野，醉人的香气，映着人面的花红，配以
枝干的峥嵘与苍劲，当真美轮美奂。

接下来，有白色的苹果花、梨花，还
有五月的石榴花、六月的荼蘼花，渐热的
气息蒸腾上浮，夏虫的密语应时而来。
人生好像也是一场花事，花开花落，没有
谁会在繁茂的夏天记得它们灿若烟霞的
美好。当秋意渐浓，凉风来袭，才会在细
腻的雨声中，体味这些明媚的春光。一
年又一年，我们在渐次开落的花间感受
着从未停止的属于生命的绽放。

时来山花渐次开
姜冰雁

春回大地，草木萌发。胜日寻芳泗
水滨，赏花，自古以来就是一大美事、乐
事、雅事。

古人对于赏花讲究颇多，有着独特
的审美情趣。赏花时不仅追求多层次、
多形式的感官享受，还追求由此而获得
的心灵体验与生命感悟。

古人赏花不随便，首先要择时择地
择天。

古人雅致，把花期和节气联系起
来，列出一个详尽的“二十四番花信”，自
农历小寒至谷雨八个节气，每个节气十
五天分三候，每五天一候，共二十四候。
每一候对应一种花信。什么季节看什么
花，哪个花信赏哪种花，十分讲究。除了
花期，赏花还要选择良辰，有良辰才有美
景。同一种花在不同的时间段欣赏，感
受完全不同。有梅无雪不精神，踏雪寻
梅，方能雪衬花妍，别具神韵；雨中赏花
似乎更有意蕴，“杏花春雨江南”“梨花一
枝春带雨”，文人深谙此道。明朝才子唐
伯虎便喜欢月夜看花：“隔花窥月无多
影，带月看花别样姿；多少花前月下客，
年年和月醉花枝。”

另外，赏花的地点也要选好。袁宏
道在《瓶史·清赏》中称：“夫赏花有地有
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如
看桃花，清人李渔便认为不应去名园：

“惟乡村和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
地，能富有之。”在他看来，自然天成的桃
花品赏起来别有一番情趣，所以他建议：

“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听其所至。”
赏花，首先是一种感官体验，讲究

赏色赏姿赏香，即观花之“色”、闻花之
“香”、品花之“姿”。

色为花之衣，赏花自然先观花之
色。花色之姹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
什么样的花色最为绝美？古人以一个

“艳”字做了概括。何谓艳？就是色彩鲜
明，花最美的色是“国色”。在春天，花之
艳是红色，以粉中带红为佳，也就是桃
红。除了桃花，古人还喜欢粉红系列中
的“杏红”“梅红”。到了秋天，花之艳则
非黄色莫属，秋高天气凉，蟹肥菊花黄。

古人赏花不仅重色，更重视色彩的
对比，形成色彩反差，以求得更美妙的

视觉体验，其中红与绿是最富美感的两
种色彩。如：“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
朝烟”“浓绿万枝红一点”等。

花色夺目，花香沁人心脾。花之美
在乎色，亦在乎香，所谓的“国色天香”，
缺一不可。

花香至极谓之“天香”。牡丹花香、
梅花香、桂花香等花香，都曾被称作“天
香”。文人墨客尤为喜欢的是幽香之

“兰香”和清香之“梅香”。
“众香拱之，幽幽其芳”，孔子认为，

兰香“当为王者香”。《左传》中记载：“兰有
国香。”在北宋时称为“香祖”。明代张谦
德《瓶花谱·品花》中，将花卉分成九品，其
中第一品有九种，兰花为一品之首。古
人如此推崇兰花香，其妙在于“兰香不可
近闻”，香气幽幽，故古人称之为“幽香”。

梅之香也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
崇，梅花的花格、香品成为赏梅者追求
的人格与气节。

形为花骨，清朝画家松年认为，“花以
形势为第一”，因此赏花不可不赏花姿。
花姿有横、斜、曲、直、垂、悬之分，直姿庄
重，垂姿轻柔，横姿恬静，斜姿豪放，曲姿
婉约，悬姿飘逸，各具其妙，各有特长。

自称“梅妻鹤子”的北宋诗人林逋
对梅花的色、香、姿都有独到观察，他在
《山园小梅》诗中写道：“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古人赏花讲究赏色、赏姿、赏香，其
实是为了品韵、品境、品格。古人赏花
如此讲究，无非为了娱心喻志寓德。赏
花，不仅要养眼、养神，更要养心。

花开万朵，各有其神。花韵即花之
品质。花有自然之美，更有意境之美、
象征之美、品格之美。所谓品花韵，实
乃是寻花的品质，也就是从注重欣赏花
色、花姿、花香等的感官赏玩，提升到注
重寓意内涵的意趣品鉴。

花妙在精神。古人认为，“不清花
韵，难入高雅之境”。人们赏花，除了欣
赏花的自然美，赏花之精髓更在品花之

“韵”。不同的花也因其独特的品格而被
人们深深喜爱。好兰之人，好其高雅脱
俗；爱菊之人，必爱其独立寒秋；悦竹者，
悦其坚韧节节高；喜梅者，喜其临寒斗

雪，所以人们将其并称为“花中四君子”，
这四种花都有高洁傲世、不畏风霜严寒
的一面，其韵味也正在于此。

花开有景意，赏花有情致。赏花，
其实是有境界的。以花自娱自乐，仅以
感官参与，追求身心的愉悦，乃第一境
界，所谓走马观花，一日看尽长安花，说
的就是此种境界。景莫不含情，物皆有
寓意，能从花开花落中品味一些道理与
哲理，乃第二境界。袁枚有诗云：白日不
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苔花虽然如米粒般微小，但同在
一片蓝天，同沐一片阳光，因此并不感到
卑微，依然追求着生命的盛开，依然像高
贵的牡丹一样热烈绽放。再如龚自珍的
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极具哲理。

赏花的最高境界乃是自花中取精
神，以花自励自醒，以花砥砺品格。花有
花的气节，人有人的品质，两者其实在很
大程度上是共通的。人品与花格相互渗
透，人品寄托于花格，花格依附于人品，
人们所赏之花便不再是花，而是一种人
格，一种人生理想。自古以来，人们都爱
以花喻人，以花律己，以花言志，使花木
人格化，讲究花草的“比德”情趣，把花品
作为自己的精神参照，把花品作为自己
的形象代言，用花来形容人的特点和高
洁的品格。如屈原以兰蕙自喻，陶潜以
菊自况、周敦颐以莲明志、郑板桥以竹寄
情，便是托物言志，借物咏人，表达自身
高洁的人格与道德追求。正因为如此，
王安石笔下的梅花凌寒独自开，陆游笔
下的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所谓花有花品，人有人品。花事即
人事，赏花即赏人。观花赏花，花可传
情；品花悟花，升华自我。

春秋交替，花开四季，花赏四季。
迎春绽蕾，桃花映面，绰约了春日。荷
花映日，石榴绽蕾，赋予夏天别样红
韵。菊有黄华，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姹
紫嫣红的花，装扮了世界，润泽了我们
的心灵。

古来赏花多少风雅事，因为花中有
景致，花中有韵味，花中有操守，花中有
不一样的人生，最妙的是见人见精神。

赏花多少风雅事赏花多少风雅事
蔡华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