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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诗歌

校园里的香樟树
胡小燕

在乡间小道上徜徉
总也走不出乡亲的目光
风儿拍打着满身泥土
拍不掉沾着田野的芬芳

很多年前读过的故乡
是一种深深的眷恋
而如今
读着的是首首美丽的诗行

明亮的调子在田间上扬
镰刀收割着希望
村口的广场上
欢腾着夜幕下所有酣畅

樟树，又名香樟树，常绿乔
木，比较珍贵的绿化树种。在我
工 作 的 学 校 生 长 着 几 棵 香 樟
树。我最喜欢操场边紧挨着教
学楼的那两棵“手拉手”的香樟
树。它们已超过三层楼房那么
高，树干粗壮如水桶，枝叶繁茂
四处伸展，向地面投下巨大的绿
荫。远远望去，两棵香樟树郁郁
葱 葱 ，成 为 校 园 一 道 独 特 的
风景。

十多年前，这两棵香樟树还
很 年 轻 ，一 身 绿 装 像 挺 拔 的 卫
士，守护在校园门口一侧的花坛
边。我接儿子放学，他总喜欢在
树 下 玩 一 会 儿 ，像 小 鸟 一 样 欢
快，一会儿跃上我的脊背，一会
儿钻进我的怀里，一会儿绕着树
干 跑 ，一 会 爬 上 花 坛 的 水 泥 台
子。那时的我是年轻的母亲，喜
欢和孩子闹，和孩子笑。香樟树
一定倾听过我们母子太多的欢
声笑语。如果树也有记忆，那段
树荫下的美好时光，应该也被镌
刻进了某一段年轮里。

如今，校园里的一些大树消
失了，比如那棵长在教室门前苍
翠挺拔的大雪松、操场四周那十
几棵参天入云的水杉树，早已不

见 踪 影 。
而这两棵香
樟树是多么幸
运，被完完整整
地保留下来了，恰
好 长 在 从 教 学 楼 通
往 操 场 入 口 的 一 侧 。
每 天 ，我 都 要 从 树 下 来
来回回走很多遍。

香樟树枝叶茂盛，是我
们 这 所 村 小 百 余 名 师 生 忠 实
的 朋 友 。 课 外 活 动 时 ，上 体 育
课时，开会时，香樟树撑起巨大
的 浓 荫 ，把 每 个 人 都 揽 进 怀
里。我最喜欢看孩子们在晴朗
的午后，来到树下无忧无虑、痛
痛快快地玩耍。跳绳、踢毽子、
丢 手 绢 、捉 迷 藏 …… 赏 不 尽 童
年 的 乐 事 ，连 树 叶 也 在 拍 手 欢
笑。远离了成人世界的是非纷
扰，在清风绿叶间，消散了沉重
的 叹 息 ，整 个 人 瞬 间 变 得 轻 盈
如羽。

当孩子们散去的时候，树上
的鸟就多了起来，除了麻雀、喜
鹊之外，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
香樟树成了它们共同的家园，时
不时传来悦耳的鸣叫声。我喜
欢独立晨昏中，侧耳倾听，一声

声鸟鸣，一串串音符，衬托得校
园格外清幽静雅。

香樟树四季常绿，但你稍微
留心，就会发现从秋天到来年春
天，绿叶中总会或多或少夹杂一
些红叶。轻风一过，红叶飘飘忽
忽落满一地。

香樟树的落叶不像别的树
叶，枯败到毫无生气的时候才掉
下 来 。 香 樟 树 的 落 叶 ，叶 质 新
鲜，色彩明丽，细看有橘红色、酒
红色，还有橙黄色。孩子们喜欢
捡落叶，凑在一起比一比，看看

谁捡的叶子最漂亮。我
每次经过，也会情不自禁地拾
起几枚落叶，认真端详：如此干
净明丽，完好无损的叶片，真是
大自然精美的杰作啊！我心里
赞叹着，爱不释手。

现在是五月，香樟树上几乎
寻不见红叶，在满树翠绿的叶丛
中，点缀着细细碎碎黄绿色的小
花，微风吹过，有一股淡淡的清
香味。这是香樟树最好的年华、
最青春的时刻！

桑葚
王晓阳

初夏的风
褪去了羞涩的表情
丰盈季节的腰肢

一簇桑葚
在枝头跳跃 嬉戏
闪动童年紫色的梦
勾留着鸟雀火热的眼神
涌动着幸福的阳光

摘一颗桑葚
留一份缤纷的心情
轻轻放入口中
酸酸甜甜
漾开夏天的味道
晕出梦中的乡愁

眉眼初醒就敢于直面阳光
小麦的腰杆一直挺拔
随时准备季节的考验
在朝气里抽出万千锋芒
才无愧于白雪的馈赠

别看谷种那么憨厚
一芽嫩秧却亭亭玉立
纤细的指尖奋力向上
迎风撑开季节的深度
奔赴与一方田园的约定

新生的玉米苗轻舞绿袖
好奇地打量着山坡
一夜夜踮起脚尖捧起露珠
而月光已被清风
吹拂得过于温润

推开门窗迎接朝阳
蹲守在屋顶的炊烟
总能让游子迷醉
那就安守乡村
向土地交出此生

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进入五月，天
汉 大 地 处 处 收 割 油
菜，一派忙碌景象。

站在田间远望，
油 菜 已 不 见 春 天 时

“最是好花留不得，不
如只种菜花看”的模
样，油菜秆微微泛黄，
油菜籽粒粒饱满。

这时候，小孩子
的 快 乐 便 是 用 油 菜
秆 、橡 皮 泥 做 成

“枪”，分组进行“战
斗 ”，充 满 着 童 真 。
农 人 们 则 是 卷 起 裤
脚 ，一 只 手 抓 住 秸
秆 ，另 一 只 手 握 镰
刀，在离地面一尺多
高的部位一割，油菜
秆就被割断了，再轻
轻 地 一 垄 一 垄 放 整
齐 。 农 人 脸 上 绽 放
着惬意的笑靥，掩盖
不住丰收喜悦之情。

看着简单，我也
下 地 试 试 。 由 于 速
度太快，弄得部分熟
透 的 油 菜 籽 开 裂 洒
落一地。农人指导我，要慢割轻放，这
样就不会撒出去了。看来，陕南油菜和
关中小麦的收割技巧区别还是挺大的。

听农人说，过去他们会拿一块较大
的雨布，铺在油菜地里，再把晒干的油
菜秆放在雨布中间，头对头、根对根地
堆在一起，用连枷进行脱粒。随着连枷
一声声“吱吱”作响，油菜籽纷纷滚落在
雨布中，而那些质量不高的油菜籽因为
较轻的原因，便飘到雨布边，这样就把
优质的油菜籽与劣质的油菜籽区分开
了。随着油菜籽越聚越多，农人会拿出
筛子筛一遍。随着筛子或顺时针或逆
时针，或抖动或上翻，一颗颗油菜籽在
筛中跳跃着，翻滚着，就像在跳舞一般，
顺着筛孔落下来，而油菜籽壳就借着微
风被吹走了。这样处理后的油菜籽，圆
滚滚，亮晶晶。我忍不住凑上前嗅一
嗅，散发着独有的清香。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收割方式
已成为历史。如今，收割机鱼贯而来，
直接开进田间。伴随机器的轰鸣声，一
排排油菜卷入收割机，籽荚分离，粒粒
光鲜。同时，被碾成碎纸状的秸秆均匀
地撒回田里，绿色又环保。

油菜收割后，油坊便忙碌起来。一
批批菜籽被送进油坊，榨成菜籽油。在
汉中，几乎家家都食菜籽油。油泼辣
子、油麦葱饼……一道道美食都离不开
菜籽油。

油菜花开时，花瓣紧紧地围绕着花
蕊，朵朵成簇，簇簇成枝，枝枝花开，枝
枝相邻，千株并侍，万花相扶，在阳光下
映照成一张张嫣然笑脸。油菜花始终
以一种朴素又永恒的黄色示人，是那么
纯粹，那么朴实，始终充满阳光，朝气蓬
勃。油菜花不仅可以供人观赏，孕育的
油菜籽还可以榨油，秸秆经加工处理可
以作为牲畜饲料……金灿灿的油菜奉献
了它的一切。

从清明时节的盛花，到暮春之日的
落英，再到黄花落尽的结籽，油菜的生
命是短暂的，却也充满着品格。芳香四
溢是它的品格，籽粒归仓也是它的品
格，更是它的涅槃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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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门走走，去乡间田野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既能舒缓
我们的身心，还能为生活增添
小乐趣。

虽然每天都是朝起夕落，
看似平淡，但每天的内容绝不
是完全一样的，而生活的小乐

趣就藏在每一天的具体寻常小
事里。只要我们保持想象力、
好奇心，善于观察，勤于寻找，
精于捕捉，每一天都可以有快
乐幸福的瞬间。

有位名人曾说：生活乐趣的
大小，取决于你对生活的关心程
度。所以，不要粗线条地生活
着，对周围的小美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小乐趣如同灯塔和
明月，照亮着我们生活中的日暮
天黑。用找寻小乐趣去点缀平
凡日子，其实是在帮助自己。即
使面对一地鸡毛的琐碎，也依然

能够看到明媚的阳光。
不要太计较那些结果和收

获，那些都是小乐趣的附属品，
不妨多看重过程。乐在过程，
让内心踏实，珍惜所有，并更加
喜欢自己、认同自己。

一个人内心常常冒出小乐
趣 ，可 以 让 生 活 更 加 多 姿 多
彩。有趣味应该是一种生活的
态度，但生活的小乐趣是无法
靠姿态摆出来的。真正的小乐
趣来自心灵深处，不同的心灵
有着不同的有趣之处，表现形
式也会不同。比如我，追求的

一定是“天然去雕饰”，让我感
觉舒适自在的那种。生活需要
有自信、豁达存在，要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在每一天里、每一件
事上去感知微小的愉悦，从而
焕发出快乐的气息。

当感到生活乏味时，我们
可以通过一些兴趣爱好，为日
子添上一点点色彩，让它变得
有滋有味。

小乐趣就在身边，努力地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
让每一天都藏着小乐趣，可算
是对努力生活的一大褒奖！

生活小乐趣
刘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