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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燕卿

应有 7 年，未曾探访
紫帽山。

偶与友人聊起，想到
王十朋诗云“清源水接南溟，紫帽山齐泰岳乔。”在两千多个晨曦
夜暮的轮替里，紫帽山是否依然处处风韵有致？遂，乘兴而行。

此时，望着插满山底的车辆，我不禁思忖：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上榜泉州四大名山之一的紫帽山，海拔517.8米，是不高，但
似乎也没听说过山上住着声名显赫的神仙，那这般熙熙攘攘，人
们为何而来？花了一番心思，安放好车辆，和友人开始了第3趟
造访紫帽山之旅。

与前两趟不同的是这次爬山时间在下午。入景区门口，右
手边是搭建整齐的 10来间小商铺，售卖四果汤、炸菜粿等闽南
小吃，更似在贩卖乡土情怀。商铺尽头是“紫帽心”网红打卡点，
右手边则有游客中心、晋江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于我，皆是新
发现，自然多几分侧目。

再向前走，习惯性想向右转身进木栈道，友人制止了：历经
风吹雨淋，加之维修成本高，木栈道已多年失修，安全起见，景区
禁止游客行走。听罢，我心下唏嘘，前两趟由此道而上的登山乐
趣隐隐浮现又消散，现下只好靠左边山路登山了。

沿着弯弯绕绕的石磴路，感觉走了好长，友人一指地上——
“200米”描金标识赫然映入眼帘，我内心暗道：不是吧！是标错了
吧！同时感慨：平日安逸舒适，等到动起来时，才追悔莫及。继续
向上，偶尔捕捉穿透叶缝洒在路面的光影，密林里的鸟鸣蛙噪，分
散注意力。终于上到 600米处了，我气喘吁吁。友人在一边鼓
励：还有1400米，登顶2000米！听着这倍有压力的安慰，我望了
望遮掩在浓阴蔽空里的山径，回身又看了夹在山野坡地里的来
路，瞬间脑袋发懵，怎么办？才600米，未到半途就废，会被朋友
笑很久吧。咬咬牙，稍做歇息，与众多临时山友一道再接再厉。

脚下的登山路愈发呈现出多种模样：或大石条铺就，或形状
各异的石块填充，或碎石裹挟赤土地……其坡度、弯度也不尽相
同，缩影人生路况，直指终点。

靠着每一百米就准点现身的标识，我才积攒出向前方的一分
分动力。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达1300米处，我大汗淋漓，大脑明
显缺氧，背靠大树不停喘气，适时而来的夏风丝丝沁人心脾，安抚
了急速跳动的心率，思绪缓缓翻动一路遇见：树枝上尝试站立摘
杨梅的大叔的滑稽样；像一阵风跑过，夹带笑话着自家妈妈爬不
动的姐弟俩；吐槽晚自修上到9点多，回到家都是深夜的中学老
师；手持树杖的登山父子，令我羡慕而无法自持去搭话……就在
这时，我发现正在盘山公路上潇洒前行的汽车，激动地示意友
人。对方云淡风轻地说，爬山在于过程，你要想的话，下山时花个
10块钱可以搭乘。我心里默默记下。

继续向上吧。踩过的石块越发嶙峋，山路更趋层叠起伏，友
人指向一旁草木围绕的小水流里，有人在撒欢。我骤然回忆起
2014年初春，全校同事一道冒着绵绵细雨爬山，有老师领着我
们意图寻找遍布山间的近百处心字石刻，但没找到几处，大约是
藏匿在今日登爬的山林间隙。当时爬到半山腰，为避雨大伙躲
进亭子里分享着零食，得知体育老师已一气呵成到达山顶，大伙
的登顶之愿似乎也得到满足，索性下山，奔赴自助餐之约，至于
正从山顶下来的体育老师，他总能赶上的。时光总匆匆，幸得一
些情节存底回顾。

抵达 1600米处了，我选择用“汗如雨下，气喘如牛”进行写
实。又一次的休整重启，我发现自己的双腿如机械般，麻木地重
复着抬起、下放动作，心里倒是一个劲地想跨越剩下的 400米。
蓦地，和几个姐妹追逐着夏风，边走在盘山公路上边采摘夕颜花
捧在掌心做花束，嬉戏打闹上山的画面闯入了脑海。7年了，我
们与世上大多数人一样，默默地与各自的生活和解、安好。愈来
愈多的细节正要如潮涌来，“到了！”友人的声音将我拉回“紫帽
凌霄”处，一股清凉瞬间扑面而来，历时50分钟收获的自在惬意
更显确幸。

最妙的是取一席金粟洞禅寺的茶歇犒劳自己。偌大的露天
观景台，我们择取一处，随意茗茶闲嗑尝小吃，将自个儿隐在一
场盛大的热闹里，听凭百家生活绕耳过，风来且听风，也赏枝叶
婆娑，任由意识飘移游走，直至斜阳唤人归。

临走前，某个定格瞬间浮跃脑海，不禁倚栏眺望，暮光阴阴，
缺失绚烂云霞的点缀，入眼的景物略带灰色写意，朦胧温婉亦是
一番韵味。吹拂而过的清风，也吹拂起那年阳光晴明，云层慵懒
舒卷，大片大片建筑、绿植、道路自动涌入视野，偶有风摇过，山
林清新，心旷神怡，此间嬉闹的女孩们恍如昨日，笑声如铃。耳
畔回响着房思琪的一段话“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越过了重重的
山岗，吹到了今天，依然是最好的年纪，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
孩最好的奖励。”长到了见识过许多世事难料、生离死别的年纪，
庆幸仍保持着自己相对喜欢的模样，越发懂得接纳自己的敏感
与笨拙，更接纳当下即全部，自洽向内，以求未来温柔且坚定。

兴尽而返。我已开始念想：紫帽山上，有清风拂面。

蔡冬菊

爬过清源山，却没能跟老君岩合过影，这一直是我心底最
大的遗憾。

一天，我们一家人乘着假日的风，一起登上了清源山。而
我，终于近距离地看清了“老子”的容颜，也跟他合了影，总算圆
了年轻时的梦。

还记得 1995年春，姐姐与几个朋友去泉州师范找我，顺便
带我去清源山玩。那时候，她的朋友刚好在清源山附近办厂做
生意。于是，我们便相约周末去爬清源山。那时，我们是从清
源山后山的山脚下出发的，因此与老君岩错过了。一路上说说
笑笑，人多显得热闹，倒也不觉得爬山有多辛苦。下山时，我一
个人走在前面，蹦蹦跳跳着下山，也不觉得费劲。直到隔几天
参加校运会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有多愚蠢。

爬完山的后果，是双脚像被灌了铅似的。在参加跳高比赛
时，我的脚根本就抬不起来。这次爬山使我错失了一次获奖的
机会，让我十分懊悔。以致后来，我听到“清源山”三个字就觉
得后怕。

让我对它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一位文友多次在笔下深情地
赞美清源山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湖。今年的一个假期，没有计
划外出，儿子放假回家后，一直追问要去哪里旅游？最后，我想
到了清源山——这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

那天，到清源山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是在网上买的票，
进入景区倒也挺快的。验完票后，我们便开始了登山之行。

行走在树荫苍翠的林间小路，时不时有不知名的鲜花扑入
眼帘。绿竹、紫花、红屋、白石……一幅幅天然偶成的画面总在
不经意之间，悄生生地跌进心田。一路走来，随时都能看到各
种石刻：天长地久、老君造像、道德经、见龙台……它们无声地
记录着这座山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当我看到那座满脸沧桑的老子石像时，一种久违的感觉瞬
间涌上心头。各种不同角度的拍摄，只为了证明：清源山，我真
的来过。在这里圆了心愿后，我们开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向
着我的下一个目标——天湖走去。

最美的风景总在高处。爬山的滋味总是很奇特，一边觉得
辛苦，一边觉得欣喜。每当看到脚上的路越走越远，走过的台
阶越来越长时，总会觉得这就是对人生的挑战。人生之路的风
景何其多，只有勇于攀登、不怕艰辛，才能爬到最高点，看到最
耀眼的风光。

与清源山重逢，与天湖远望，当我再次站在山顶，俯瞰全城
美景时，内心的浮躁与不适一扫而光。苦尽甘来——这或许就
是爬山的意义吧！

王红波

小时候不太懂，为什么每次母
亲发无名之火、大骂父亲的时候，他
总是蹲在墙角旮旯，抽着闷烟，一声
不吭。

到了中年，我才慢慢明白，一个
家庭的兴旺与发达，就如一辆牛车
缓缓前行，总有一个扬鞭的，也有一
个低头不语、使尽力气拉车的。而
那个扬鞭的就是母亲，拉车的便是
父亲。

母亲扬了一辈子“鞭”，父亲拉
了一辈子“车”，直到现在。只不过，
扬鞭的“力度”相比以前，小了很多，
而父亲继续拉着“车”，沉默不语，只
顾前行。我不知道，在父亲心里，他
拉的这辆“车”有没有终点。

我劝母亲，不要再对父亲动不
动扬起“鞭子”，母亲笑了笑：“他早
习惯了”。父亲老了，还在拉他那辆
舍不得丢弃的“左手握右手”的车，
娴熟、惬意、自得其乐。母亲就隔三
差五，从市里驱车赶到他上班的地
方，为父亲浆洗衣物被褥。每逢这
时，工友们总是羡慕父亲背后那个
扬鞭的人——母亲。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极其困苦，
物质匮乏，光景很是难熬。每次父
亲外出做工，母亲为他整理好衣物、
起居物资，用蛇皮袋装起，再塞几个
馒头，送出家门，母亲就回来了。父
亲头也不回，搭汽车、赶火车，在他
那个到处转战的工位上，一待就是
一年，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最高兴的
时候，是拿着父亲从远方寄回来的
汇款单、到邮局取钱。母亲就像小
孩，笑得合不拢嘴。我和弟弟读书
成长，母亲没少给过我们一分钱。
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个时候，不去想
也很少想，钱是怎么来的。

现在懂了，那些钱大多都是父
亲，这个默默“拉车”的人，一分一分
挣的，又一分一分攒下来，通过母亲
拿给我。

母亲要强一辈子，是那个对生
活敢于扬鞭的人，对父亲很“狠”，对
自己也不放过。父亲常年在外，母
亲就在家全权打理，养猪种庄稼，教
育我读书，无论农忙与否，里里外外
都是一个人。我和弟弟长大了，就
帮助母亲务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这时候，父亲仍只身在外，印
象中我读大学以后，和父亲见面的
次数是数得着的。

今年上半年，母亲身体出了一
些状况，我向单位请了假，回老家探
望照料。说是照料，更多的是带去
精神慰藉。父亲，那个在我心目中，
一直“拉车”的人，同样从单位请假
回来，连续月余，俯身母亲床前，不
离左右。在病房里，我看到了，这个
世界上，一辆“牛车”在缓慢前行的
过程中，扬鞭的与拉车的，最为和谐
温馨的一幕幕画卷。

岁月的光影总会在不知不觉间
留下世间最值得珍藏的那些感动、
那些回味。母亲总是说，牛不拉车，
就要扬起鞭子。而父亲在经年累月
的背负中，似乎早就摸透了扬鞭人
的脾气秉性，该启程的时候，自然就
又动了起来。

母亲情况有所好转，能生活自
理的时候，父亲安排完母亲的生活
所需，又拉起他那辆熟悉的“车子”，
默默行进了起来。

我的假期快要到了，在返程的
飞机上，窗外一团团进入视野的白
云悠闲自在，轻薄缥缈，我在想，它
们的终点在哪里呢？而父亲母亲的
终点又在哪里？

或许，他们只要活着，生命就没
有终点吧……

卢林洲

微风吹过，清香扑鼻。循香觅踪，一株黄白相映的金银花从小区
一楼的阳台上舞出头来。

只见那洁白如银的花蕊，成双成对地托举在细细长长的花颈上，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花苞间探出头来，又都挤挤挨挨地撒在几瓣翠
绿中。已开的花宛如一只只供人吹奏的小喇叭，未开的花苞恰似一
个个有线话筒，惹人喜爱。

儿时，每到初夏，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就会利用空隙时间，提
着篮子到山坡上或小河边去摘金银花，用簸箕摊晒在门前的太阳下，
等晒干后便拿到集市去卖钱，补贴家用，购买零食、书籍和学习用品。

记得小时候，我身体特别弱，隔三差五就感冒，流鼻涕、嗓子痛，母亲
便用开水冲泡晒干的金银花，让我当茶喝。每次喝时，我总觉得金银花
泡的水甜甜的，还带点香味儿，其功效是显而易见的，刚喝几口，那火辣
辣的喉咙口就有些缓解，紧接着再喝几次，那感冒竟奇迹般地好了。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金银花的神奇是一知半解的，可对母亲的自
治疗法是十分佩服的。直到长大后，我才从书中得知，“金银花”一名
出自《本草纲目》，其三月开花，微香，蒂带红色，花初开则色白，经一、
二日则色黄，黄白相映，似金如银，故名金银花。又因为一蒂二花，两
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状如雄雌相伴，又似鸳鸯对舞，
故有鸳鸯藤之称。金银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有清热、解毒、凉血、通
经活络等功效。

后来，我读到了一些关于金银花的诗。比如清朝诗人蔡淳的《金银
花》：“金银赚尽世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蜂蝶纷纷成队过，始知物态也
炎凉。”这是诗人借咏金银花之机，巧借其花名金银这一特点，引申生发，
表露了对世俗物欲横流的愤懑之情，是一首有寄托之意的咏物诗。

再如诗人王夫之的《金钗股》：“金虎胎含素，黄银瑞出云。参差随意
染，深浅一香薰。雾鬓欹难整，烟鬟翠不分。无惭高士韵，赖有暗香闻。”
我从中了解到金钗股是忍冬的别名，而忍冬是金银花的正名。同时对金
银花的色、状、姿、香、味，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知。

但让我更为关注的，还是这首专写金银花的古诗：“性本高洁情
自多，三生修缘枉蹉跎。前世不恋繁华市，田头山坡唱恋歌。缠缠绕
绕罗裙舞，百鸟助鸣霞作幕。金簪银簪云鬓插，风拨清溪水琴和。”你
看，诗人把金银花比作朝夕相伴、不离不弃的恩爱情侣，可想而知，那
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一种值得我们永远去追求的
人生！

金银相间，花溢淡香，又到金银花开时，我爱摘些金银花插在装
水的瓶子里，放在茶几上，让屋子注满淡淡的清香。可我，更多的是
爱它那淡淡的情怀。

梁子

端午节的雨是香的，它携带着
粽叶的清香、糯米的糯香，飘进了千
家万户。它时而倾盆而下，时而淅
淅沥沥，风格不一，就算是中雨，也
要下个诗意满怀，极有江湖侠客的
风范，潇洒而不腻歪。

端午节的早上，我洗净几斤上
好的糯米，浸泡数小时；刷洗一斤粽
叶，买了点鲜猪肉，还有一些鲜虾
干、香菇；再备点鹌鹑蛋，煸炒一大
碗金灿灿、香酥酥的油葱花。准备
食材的过程中，切葱花最令人难
忘。葱花的辣气冲人，你必须是“泪
流满面”才能完成，就算泪水模糊了
双眼，也得眨着眼睛坚持切完。

阳台的铝合金窗，是家中唯一
可以挂咸草线的地方。挪开窗下
的花盆，把咸草线挂在铝合金窗的
钩子上。搬出茶室的椅子，把所有
的粽子食材放在椅子上。也许是
阳台空间的开放性，加上满阳台的
花花草草为背景，家立即有了节日
的气氛。

我坐在窗前，把香气四溢的糯
米及其他佐料一起放在卷成漏斗形
的粽叶里，灵巧地把粽子叶往中间
一合，粽绳一绕，一个三角形的粽子
就包好了。这一气呵成的灵巧归功
于生活的经验，要是没有年轻时邻
居婶婆对我手把手地教，向来不会
做家务的我，也只能望“粽”兴叹
了。看着一粒粒外观线条简单的粽
子，色彩是如此素雅，犹如我骨子里
对田园那种无需修饰的喜欢。

天空渐渐地变成了浅灰色，下
起了雨，真的是“年年端午风兼
雨”。雨没有重量，它轻飘入窗，有
一两滴落在我手上，和着糯米，被我
包进了粽子里。因为有雨，眼前的
画面十分写意，长长的泛着草青色
的咸水草，绑着一串褐绿色的粽子，
在一片灰蒙蒙的雨里，美似乎从远
古而来。它轻踏屈原的汨罗江水，
吟唱着充满浪漫主义的《离骚》，在
这一场烟雨蒙蒙的时节，在一个个
被我包好的粽子里起舞。我望着朦
胧的雨帘若有所思：要是屈原知道
两千年后，人们是用包粽子这种如
此浪漫的方式来纪念他，他会如何
呢？是尝口香糯的粽子，高赞人间
美味？还是如那首《端午》所描写的
那样：“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
得直臣冤。”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愤懑
与不平？

水已沸，把粽子放锅里煮20分
钟。高压锅的水蒸气“滋滋”响，粽子
的香味慢慢地从锅里溢出来，一股连
续不断的棕榈香包围了厨房小小的
空间。再过10分钟，我将高压锅帽一
掀，只听长长的“滋——”的一声，香
如泉涌。接着开盖，粽子出锅、冷
却。剪一个，剥开粽叶，一粒模样俊
俏的粽子在盘中透着诱人的香气。
被煮得晶莹剔透的糯米，微微泛着珠
光，几种食材间的颜色碰撞，恰好地
展现出“秀色可餐”的美感。咬一口，
满嘴爆香，油而不腻，如此美味令我
如八戒吃人参果，三两口就把一个粽
子解决了，除了想再来一个，找不出
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

说到我包的粽子，最具优雅的
应属普洱茶粽子，它是因为我喜欢
普洱茶而忽发奇想做成的。其做法
是，采用上好的普洱茶和糯米浸泡，
再加入龙眼干、莲子包制。这是一
种朴素而雅致的口感，不加半点儿
糖，却香甜可口，就像是古代的文人
雅士，内敛而优雅。

雨越下越大了。我知道，这端
午节的粽香，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夏学军

图书馆位于市中心地带，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因为借书次数多了，时不时会翻到别人留下的痕迹，一张卡片、

一张照片、一张贴纸、一张图画、一张明信片……在剪纸书里遇到剪
纸，在折纸书里遇到折纸，在素描书里遇到素描，这些有趣的小事，很
美好，也是我喜欢去图书馆的理由之一。

目光扫过一排排书架，当我看见那本《人类群星闪耀时》，毫不犹
豫地抽了出来，这是我非常喜欢、非常想读的书，能遇到非常不容易，
我喜滋滋地捧回了家。

打开书我才发现，书中夹着一张小纸条！“十四个历史故事，十四
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不是每个故事都吸引我，但它也许是你喜
欢的。”几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位读者喜欢哪几个故事呢？他
（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但我能肯定的是，留
下这个小纸条，说明一定是一位有趣的人。

这是一本借阅率非常高的书，这张小纸条有幸到了我手里，我有
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之情，美好的情绪在舒缓延续。

当我看完这本书准备还回去之际，我决定与“小纸条”做一个隔
空交流，于是我在小纸条下面写了几句话：历史总会不间断地创造出
许许多多崇高而难忘的光辉时刻，我们只需记住它，今天我与这张小
纸条的相遇，也是我人生中的闪耀时刻！

这个“故事”没有后来。每次去图书馆我都要寻找这本书，无果，
它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书，我希望不管书在哪位读者手中，都可以把这
个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

还想说说另一个暖心的小事。有一阵子我突发奇想要学做菜，
于是就想借书时顺手带一本菜谱回来。那本《精美家常菜》吸引了
我，我随手翻看着，当翻到里面一篇《锅包肉的做法》时，忽然看到在
这里夹了一张纸，写的是对这道菜做法的补充。“肉切片后，记得用刀
拍一下，肉质松散是关键”“记住，面糊用一半淀粉一半面粉调制更酥
脆，用量和肉一样多”。后面还用潇洒的字体告诉我们，她是一位给
家人做了30年饭的主妇，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那一刻我被感动了，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母亲，眼角微微湿润。我
还记得母亲是怎样制作一日三餐的，一蔬一食，日复一日，她经年累
月照顾家人，用汗水与时间置换我们的成长，无怨无悔。

这是一张有温度的小纸条，我笃定地认为这位主妇一定是美丽、
温柔、善良的，也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也一定和母亲一样，所做的食物
不止有热气，更有温情与爱意。

忽然有个想法，我也可以主动在书中留下“印记”啊，交流读书心
得、画一张手绘小画，这些无声的隔空交流，比网络里直接交谈更有
意思，更让人珍惜。

紫帽山上 清风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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