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情

花语

协办单位：晋江市文联
编辑_张惠阳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邮箱：443552882@qq.com2023年2月12日 星期日 3五里桥

许建军

闽南好，闽南的春雨柔情赛江南，缠绵悱恻似小家碧
玉，隐于深闺，婉约羞涩。或烟雾缭绕，霏雨濛濛；或阴霾笼
罩，骤降淅沥。唐张鼎《江南遇雨》诗云：“江天寒意少，冬月
雨仍飞。出户愁为听，从风洒客衣……”

正月的尾巴，年味已逝，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上班
和值班，还有繁琐的日常工作。职业使然，总是绷紧神经，
睁大眼睛，生怕放过一丝丝蛛丝马迹，遗漏了远道而来求诊
者的病情。日复一日，晨钟暮鼓，打卡出工，以至于远赴湖
南省城上学的孩子出发，竟拨不出时间送别，好在医二代的
孩子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邀风携雨、弥漫在芬芳的
泥土里。它宛如油画大师，挥毫泼墨不止，描绘了繁花似锦
的人间，渲染着流光溢彩的大好河山。

在傍晚时分，可以三五成群或独来独往，享受惬意的散
步休闲时光，随意捕捉、寻找夜色里的春。撑一把南方纸伞，
信步在万物复苏的五里桥畔。木棉花开遍了高大的枝头，刺
桐花绽放盎然的笑容，樱花不甘寂寞，抓紧最后的春光斗
艳。枝梢树杈上，勤劳的鸟儿已经早早筑好了鸟巢，静静等
候新生命的诞生。走一程，歇一会，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春
光无限好，记忆春光里的一切，氤氲着枯木又逢春……

尘世流转，枯荣变换；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沧海桑田，
青丝染白。历经岁月浮沉，谁人十全十美不留遗憾。这个
春天里，我播下文字的种子，在茫茫天地、绵绵细雨中，业余
笔耕不辍，转化成十余万字初稿，已经结集。

我流连五里，马江临风，只为在春天里遍插希望。一切
从头开始，所有的磨难和艰辛，都会化在暖暖的春风里，把
丰收的喜悦寄情到不远的秋天。

在春天里，伞外的雨依然淅淅沥沥，心中的雨却不曾有
过。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我许春天一个美梦，春天赐我无
限诗意。

一曲《春晓曲》：“绵延雨露飞几许，满苑春光又相遇；梦
醒处处快平生，煮酒言欢诗意叙。”寻春寻春，在本命之年的
春天里，寻觅心中的梦想。

蔡冬菊

时而阳光普照万里晴空，时而阴云密布细雨绵绵，这就
是立春过后的天气。

晴天时，晋江的天空布满鱼鳞般的云朵，就像为蓝色幕
布绣上大小不一的白花。那美不胜收的画面，总能吸引许
多摄影师猎艳的目光。阴天时，乌云密布的天空也不茫
茫。趁着周末的空隙，一家人三五成群地在公园漫步的画
面，更是点缀这静好时光的色彩。天气的多变似乎影响不
了晋江人骨子里对体育的爱好。快乐健身、轻松锻炼，成了
大家共同的话题。

自从疫情开放后，这座热闹的城市也曾一度失声
过。去年底的一段时间，往日人声鼎沸的小区，连半个人
影都不见。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生怕一不留神，
就会与街上的“羊儿”撞满怀。那段寂静却不寂寞的时
间，让更多的人提前进入休息阶段，居家办公的人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增长。每天打开朋友圈，看到的信息都跟
防疫有关。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这是那些天看到
最多的字眼，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当所有的人都
加入这一行列，街上的人自然而然地减少了。

值得庆幸的是，城市的反常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大家
都陆续从“羊”圈里走出时，沉寂的大地又焕发生机。无论
是在蔬菜摊，还是在海鲜摊，抑或是在活禽冻品摊，都是人
山人海。这才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场景。相比平时的冷冷清
清，我更喜欢看到这人间烟火盛开的一面，大家都在为一日
三餐而忙碌，那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无法掌控的冬天越过去了，那些被疫情折腾得日夜不
分的时光总算是熬过去了。三年抗疫，当疫情真的来临时，
我们却有些手忙脚乱，生怕买不到药，买不到口罩。还好，
这些不安很快就烟消云散。

冬天再冷，我们也不怕，因为春暖花开的憧憬正藏在每
个人的心房。“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在这乍
暖还寒的时节，只要我们点亮心中的灯，坚定心中的信念，
相信爱就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突然绽放。那些沿着春风吹
过的花香，必将引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春天。

聂难
在潜意识里，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故乡的春天，是

随着红艳艳地盛开的木棉花悄悄到来的。
木棉花是一种高大落叶乔木，别名攀枝花，又名

英雄树。它抗旱、耐寒，先开花，后长叶、结果。适宜
在亚热带及干热河谷地区生长，从庭院到边坡，再到
亭廊，直至山野河谷，随处可见木棉花树挺拔矫健的
身影。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当原野吐绿、杨柳绽翠
时，一朵朵红艳艳的木棉花就昂首怒放在树梢枝头，
为我们传递着春回大地的讯息。褐绿色的花萼托起
五片殷红的花瓣，就像慈爱的母亲手心里捧着的婴
儿，娇嫩鲜活。五片花瓣软软的，就像婴儿的耳垂，
轻揉就会流出一汪黏黏的液汁。花瓣包裹着粉嫩嫩
的花丝。花丝就如菜园子的篱笆桩，环拥着花柱。
花蕾初绽时，花丝呈粉红色；花朵盛开时，花丝呈橙
红色或深橘色。花柱的柱头此时就像光着脚丫的美
少女，露出五个俏丽的脚趾肆意地张扬。褐灰色的
花粉窜在花丝的顶端，恣意地卖弄舞蹈，妩媚妖娆。
微风中，一股淡淡的芬芳扑鼻而来，轻嗅之，甜甜的
香味沁人心脾。

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刚好立春当天，空气中飘
满了春天的气息。我借了辆电动车，带着妻子和女
儿沿着乡村小路一路骑到田间。此时春风拂面，我
看到伫立在田间的一棵棵木棉树上开满了朵朵红
花，在田地里的稻苗映衬下，就像一幅舒展开来的水
彩画卷。

看到眼前这片点缀在青蓝之间的红花，妻子忍
不住感叹道：“今年的木棉花开得真好看，不过在这
乡野间，哪里会有人来驻足观赏？”我回答说：“这是
野生的木棉树，扎根在乡野间，花开在春天里，告诉
人们冬天已经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如期而至。”

在谈话间，妻子兴奋地指着不远处的另一棵木
棉树说：“你们快看，那棵木棉树上的花像不像繁星
点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反倒是一旁的女儿产生
了好奇：“爸爸，这些树怎么都没有叶子呀？”我笑着
打趣道：“这木棉花就像你一样醒得早，它们的叶子
还在睡懒觉呢！”看着一棵棵挺拔的木棉树上盛开的
花朵，红艳艳地在微风中摇曳，用自己娇羞的姿态妆
点春天的画卷，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再往前走一点点，我弯下腰，捡了几朵刚落下
来的木棉花放在衣帽里。妻子有点不解，我饶有
兴趣地说：“别自顾看花了，快来一起挑捡吧。木
棉花是可以食用的，新鲜的木棉花可以用来煮排
骨汤，晒干的木棉花还有药用价值呢！”木棉花虽
然日常到处可见，但它却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
用处。它是春天的使者，也是大自然的化妆师，还
是餐桌上的美食。

是的，木棉除了观赏价值高，它的花、皮、根均有
药用价值。将晒干了的木棉花煮粥或者煲汤，可以
解毒清热、驱寒去湿；木棉皮煮水也有清热、利尿、解
毒等功效，对慢性胃炎、胃溃疡、泄泻、痢疾等有显著
疗效。另外，木棉的用途也很广，它的花蕊是很好的
织物材料，古书记载“木棉树高二三丈，切类桐木，二
三月花既谢，芯为棉。彼人织之为毯，洁白如雪，温
暖无比。”而木棉的木质松软，可制作包装箱板、火柴
梗、木舟、桶盆等，还是造纸的原料。木棉花完全凋
落后，枝繁叶茂的枝头会结出绿色如香蕉大小的果
实。待小绿果成熟后变成淡黄色时，剥开潮湿的果
皮，里面满是轻盈雪白的软棉，极其柔软细腻。风干
后的木棉可作为棉衣、枕头、褥子和被子的填充材
料，唐代诗人李琮就有“衣裁木上棉”之句，卧拥在这
样的被枕上，梦中会分外洁白香甜。如果熟透的木
棉花果没有及时采摘，纷纷扬扬的木棉会急不可待
地挣脱果荚，借助风的力量，在每年的四五月带来花
絮满天飞、茫茫飘雪的世界。

在返回的路上，我
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
木棉树，想着这盛开在
春天里红彤彤的木棉
花，虽然没有绿油油的
叶烘托，但它不矫揉也
不哗众取宠，而是凭自
己独特的个性，渲染了
整个奋发向上的春天。

◎蔡培均
穿堂过风，一叠红砖
被燕尾脊勾住
紧紧牵住母亲手的少年

青石板捎来了跫音，扬起片片
不知愁的童年
夕阳下站着老鸦
霞光里几度怅然

一枝草一点露
母亲的手
炙暖如初

◎徐永良
一条记忆的归宿
弯弯曲曲
绕过牵肠挂肚
直抵温情深处

家一直安在心底
路却弯过了时间的河
弯过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光阴
弯过了从青丝到白发的岁月

一段心与情的距离
却没有拉直回家的路

◎小雅
巷口的风 刮了四季
每到黄昏
它就歇脚在燕尾脊上

那条青石板的路
在车水马龙里
在钢筋水泥里
拉扯成长长的风筝线
悬挂在窗前
月上柳梢头的时候
它 折叠了又折叠
折叠成一张
薄薄的车票

只等 风中的那只
归巢燕 衔我回家

◎谢美永
我不能在一幅画上
指认回家的路
阿嬷点起的炊烟
是一个岁月的伪装者
厝墙上摁着的蝈蝈的哨声
出砖入石
青石板街面下
蚯蚓憋红了脸
燕尾脊的影子
挂着令人生疑的太阳和月亮
村口老榕树的长胡须
吊着几百颗星星
据说，有一颗藏着密码

◎紫艺
少小离家
数度泪眼婆娑
只身海外
几番潮涨潮落
远航的船儿
承载满负荷的乡愁
穿过了地平线

这一条路，来来回回
磕过多少疼痛的记忆
错过的花香，染一树常青
泼墨童年的点滴
掏空岁月的重量
连同石板之间的缝隙
每一次修补都是归属的嵌合
游子的心无时的挂念

走时，崎岖满途
归来，平坦通达
爬满累累足迹的泥泞
知道，回家的路
也是思乡的路

◎徐建平
回家的路
在朝阳里急切地蜿蜒
漂泊的名字
被零散的记忆归拢
定格在霜晶深处
斟一杯歌谣里的乡愁
一饮而尽

所有的期待次第排开
冲开一道道颠簸
目光的尽头
故乡的影子在闪烁
落地有声
归去来兮……

◎洪国泰
村口
一条溪
一座庙
还有那些砖红的老屋
我里里外外
趟了不知几回
依然没找到
回家的路

叶荣宗

度过冬寒盼春到，郊外新绿已相邀。时入新年立春
后，正是郊游的好季节，我便乘车来到灵秀山南麓的玉
湖村，在村居与田园之间惬意徜徉，尽享悠闲时光与乡
村绿景。

玉湖村属晋江市永和镇，与石狮市毗邻。石狮至东石
的公路从村庄南部过往，形成外置街铺、内通村居的繁华
地段。由公路进入村庄，是一条宽敞的水泥大道，不远处
便有一座六角亭，名曰“怀乡亭”，由此看出这条大道是一
些旅外华侨捐资兴建的。玉湖村也是一个侨村，常联系的
侨胞就有 600多人。拐个弯进入村委会时，迎面而来的是
一方巨石，上书“晋江文明村——玉湖村欢迎您”，倍感亲
切与宽慰。

村委会大楼高耸新颖，标注为党群服务中心。停车
时，村干部便迎了出来，并请进楼内以茶相待。经介绍得
知，玉湖村本地人口 1000余人，外来人口 2000多人，耕地
1000余亩，主要产业是服装加工和电商销售，历年来获得
不少荣誉，最突出的就是美丽乡村和淘宝强村。

一番茶后，沐浴着午后的暖阳，徒步进入村中观览。
稍一抬头，6栋高楼直入眼帘。村干部说，这是2006年村改
时建设的“湖景华庭”居民小区。远远望去，高耸挺立、洁
净整齐，成为村中佳景之一。

据称，玉湖置村已有 1000多年了，在村西山坡地曾经
挖掘出唐代寺庙中的“小佛塔”，还在山谷的沟渠中出土木
船的“龙骨”，说明早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1949年
前，玉湖村属至善乡彭田保，1959年属龙湖公社彭田大队，
1961年改为永和公社湖内大队，1980年改名玉湖。现村落
面积约 0.6平方公里，有住户 240余户。目前，村中还保留
着部分旅菲、旅港乡亲等的住所及古宅老屋，形成传统闽
南建筑群与现代东南小洋楼的村居特色，很具观赏和探究
价值，也是重要的人文记忆与历史呈现。

耸立在村中的一座二层豪华楼房，门楣上镌刻着“文
章建造”字样，是旅菲华侨蔡文章先生回乡所建。整栋楼
占地面积约 600平方米，前院后楼，一层为石构，二层以砖
砌，梁柱均为海运回来的钢筋和水泥浇灌。蔡先生于1935
年兴建此楼，后因战事频繁及新中国刚成立，此楼曾多次
挪作他用，至今仍有人看管。

走进楼内，可见二进落格局，前厅后堂，两侧各有两间
厢房相接，中间留采光天井。二楼中还有一侧设立旋梯直
上天台。整栋楼壮观大气，可以想象出建成之初的豪华与
气派。同时，这栋楼在内部装修中还饱含传统文化气味。
大门楹联、立柱对联，语义哲理精深、书法苍劲优美，侧墙
镂刻加镶板，密布彩绘图案，讲述一些传奇故事，启发人生
智慧，让人驻足流连。

在玉湖村，像这样有特色的楼房和古色古香的老宅
还有不少，短时间里无法逐一踏看。走出“文章建造”院
落，午后的斜阳已悬于灵秀山之上，映照出山的壮阔与翠
美。灵秀山是晋江市与石狮市的分界点，位于玉湖村西
北侧，山巅海拔高 174米，丘陵山包绵延十余公里，在沿海
地区可谓壮观。山上有著名的金相院寺庙，临近玉湖村
还有一座较大型的湖内水库，汛水期库水流经衙口后汇
入大海。山与水的润泽，使玉湖村村景优美、土地肥沃，
僻静于一方。

在村的西侧，有 500多亩的耕地，如今已完成土地确
权，正在规划建设“休闲观光田园”，与美丽新村建设相融
合，发挥区位优势和成片开发优势，为新村发展注入生机
活力。如今，“淘宝强村”这一品牌也有了新的亮色，全村
有 80余家从事电商业务，不少商家还发挥着“孵化器”作
用，形成服装、电商、电商培育、外贸业务等相对完整的零
售业产业链，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致富之路。

在村西，有一块广场连接着一处公园，显得格外开阔
清朗。夕阳中已有一些村民到这里来休闲散步、锻炼身
体。我相信，玉湖村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雷海红

今年春节回家，两
个星期的假期一晃而
过。总感觉假期太短，
没有住够。静下心来一
想，家永远是那个令人
心安的地方。我心安处
是故乡。是的，故乡啊，我回来了，现在又得离开。心里多
了一份不舍，多了一份牵挂。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外工作。早些年回家的次数会多
一点，但那时母亲还没有老，也谈不上什么乡愁。直到后来，
岁月渐长，我对故乡的思念愈来愈烈。可大人要上班，小孩
要上学，回家的次数反倒少了。遇到三年疫情，回家的路被
阻挡在五百公里之外。母亲生病不能回去，家里有事不能回
去，回家就像旅游，渐渐和远方的家陌生了。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心心念念的故乡一次次闯进我的梦里。梦醒时分，常
常腮上挂着一滴泪。于是，我感到愧疚，感到不孝。一个正
当需要照顾的年龄，我却没有尽到一点做儿子的义务。

放假了，归心似箭，几百公里的路程开车也不觉得累，
好在母亲的身体还好。车来到楼下，母亲笑脸相迎，为我们
张罗一桌好菜好饭。有时候，故乡的食物可以弥补这份乡
愁。很奇怪，明明都是相同的食材，母亲煮的就是比自己煮
的好吃。那些天，母亲说她睡得很好。我们未回去之前，母
亲整夜整夜的失眠。我呢，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非要赶早
去城里买一些请客用的食材。那些个夜晚，我睡得很踏实。
母亲就在身边，我无需担忧母亲的生活。一家人在一起有说
有笑，突然就觉得一家人能够团聚有多重要。母亲闲不住，
年纪大了还坚持种菜，菜吃不完她就挑到城里卖。过年那几
天菜比较好卖，母亲叫我帮忙洗菜，就像小时候那样。

春节一过，我们又得奔赴晋江。母亲有万般不舍，絮絮
叨叨和孙子、孙女说了许多话，这是后来我的女儿告诉我
的。母亲怕我吃不到家乡的菜，出发前把家乡的特产、自家
种的蔬菜塞了满满一后备厢。在我看来，那不是菜，而是沉
甸甸的爱。汽车启动了，我发现站在一旁的母亲眼泪在眼
眶打转，但她强作镇静，没有哭出声来。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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