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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黄莲山
——为下乡马边五十周年而作

■冷月无声

窗外有一树槐花

■酸枣小孩

今春雨水丰沛，隔三差五就
要下一场小雨。

楼下的那一棵槐树，昨日还
顶着花苞，今朝从窗口望出去，已
经是“华枝春满”了。到了下午，
打着雨伞从它近旁的路口经过，
从雨里漫过来的浓郁槐花香，直
直地就入了肺腑，让你都来不及
拒绝。

英雄山文化市场路口的斜对
面有几株槐树，隔着路望过去，雪
白的一片，耀眼，却并不喧哗。槐
花的名字又被称为槐雪，大约也是
因为它洁白而又寂静的品格吧。

槐树是刺槐，王村人都叫它
洋槐树。那时候孤陋寡闻，还不
知道洋槐之外还有一种槐树，叫
国槐。有一年朋友来济南，带她
去访千佛山，正是夏末雨后，一路
向上的石阶上落满了细碎的淡黄
色花朵。看了那粗大古朴的树身
上挂的名牌才恍然大悟，原来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槐。后来偶去
京都，更可见国槐那伟岸的身姿
立于大街小巷。犹记故宫内一株
约有几百岁，苍劲古老，树叶繁
茂，赤脚走在树阴下的鹅卵石地
面上，有一种恍恍然千古岁月之
感。

国槐不但著名，浑身皆宝物，
其皮、枝叶、花蕾、花及种子均可
入药。而刺槐的价值就匮乏多
了。这也许就是一个居城市，一
个居乡间的原因吧。所谓各安天
命是也。

洋槐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国
有物种，却生命力旺盛，繁衍能力
超强，去年的槐荚掉落地上，今年
就能生出一棵弱小的槐树苗。在
无人照管的风吹雨打中就慢慢兀
自长大了。春风一吹，也会努着
力绽放几穗稚嫩的小白花。

从前的记忆里，村里村外，院
里院外，遍地长的都是大大小小
的槐树。每年春天槐花盛开，整
个村庄远望过去就是一片雪白的
花海。槐花开得安静，而花香却
是浓烈的。所谓春风浩荡，香飘
十里。

槐花是一种常见的好蜜源，
但是乡间少见养蜂者，王村的养
蜂者就只有大爷一人，他也只是
业余爱好，在自家院子里养几箱
吃着玩。小的时候去他家玩，常
常见他戴着养蜂人的专用头套去
放蜂。花源是不缺的，他家院子
里的整个南半部就是一大片树
林，多种杨树槐树。院子外边往

东去，就是连绵起伏的大沙岗了。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大爷收蜂

蜜。后来在山东，知道这道工序
有一个专有名词：甩。甩蜂蜜，多
么形象生动。我就站在旁边，目
不转睛地观看大爷从蜂箱里拿出
蜂巢来，把蜂巢里的蜂蜜“甩”出
来——其实就是把蜂巢里的蜂蜜
倾倒出来，从开始的粗线条慢慢
变成细若游丝，这股“蜜流”在阳
光的照射下呈现出透明的琥珀般
的光泽。

大爷每次收蜂蜜会持续半个
小时左右，我就安静地站着，或者
是蹲着，一直守到这道工序完全
结束为止。大爷偶尔也会感动于
我的“敬业”，到最后“蜜流”时断
时续了，就让我把头伸过去，仰起
嘴巴来，赏我几口蜂蜜吃。那种
纯粹的蜂蜜的甘甜滋味，多少年
后还留存在记忆的味蕾之上。

槐花可食，这应该是具有农
村生活经验的人们的共识。每年
槐花初绽，正是吃槐花的好时
节。挎一只大篮子，执一竿长钩，
钩槐花去。中午就可以吃到新鲜
美味的槐花蒸菜了。

东地沙岗上的槐树众多，小
时候常常去那里钩槐花。树枝低

的可以站在地上钩，高处的就要
爬到树上去了。一个孩子站在高
高的树杈上钩槐花，树下面几个
孩子等着捡拾。树上的孩子是幸
福而又骄傲的。既可以登高远
眺，又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槐花。
常常是一边钩槐花，一边顺手捊
一把胡乱塞进嘴里大快朵颐。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村庄
里开始升起袅袅炊烟，心急的母
亲正准备扯起嗓子召唤孩子了。
挎着满篮子槐花，拉着长钩，拖着
几根被扯断的槐树枝，踏着落日
的余晖，我们也满载而归了。

槐花吃得，槐叶却是吃不得
的，不过有几年的时间，乡下流行
捋槐叶。母亲常常去地里捋好多
的槐叶回来，摊在院子里晒干之
后收进堂屋的阁楼里，说是有人
要收，几毛钱一斤。我们兄妹几
个常常遵了母亲的吩咐，顺着那
只父亲做的劣质的歪七扭八的木
梯子爬上东阁楼，把母亲晒干的
槐叶弄上去。当阁楼里的槐叶逐
渐成规模时，我们便在里面玩耍
打闹，晒干的槐叶很蓬松，有一股
好闻的味道。不过也因此常常受
母亲的训斥，她怕我们弄碎了她
的槐叶。

母亲收集的干槐叶都堆积成
小山似的在阁楼上，可是收干槐
叶的人最终也没有来。这些被母
亲寄予无限厚望的干槐叶也被当
垃圾扔掉了。

楼下的那一棵槐树，十年前
初见时刚刚“弱冠”，从四楼看它，
要俯下身子去。如今已至壮年，
树梢高达五楼阳台，枝叶繁茂。

小区的槐树除了我家楼下的
这棵，另外还有两棵较之娇小一
些的，开紫色槐花，据说是不宜食
用的。从千佛山美院门进去，东
侧，也有几棵紫槐，高大壮硕，我
去的时候，花期已过鼎盛，碧蓝的
天空下，几树艳紫色的花树，颇为
壮美。

风一吹，早萎的花瓣纷纷飘
落坠地，如深紫色的浮云。

白乐天有诗云：薄暮宅门前，
槐花深一寸。彼时他心中的落寞
大约比满地落花更要深一些吧。

白诗中的槐花指的是夏季开
花的国槐，而非后来“移民”的洋
槐。而如今，立夏将至，窗外的洋
槐花已然败落，春天就要远去了。

槐花落后蝉鸣。
时光不知疲倦，哪肯稍有停

歇。

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历史，
人类通过劳动，不仅创造了历史，
也创造了世界。在劳动过程中，人
类形成了自己的劳动智慧、劳动精
神和劳动文化，这一切应该说就是
劳动之美。

诗歌起源于劳动，翻开我国古
代诗歌作品，历代诗人写下了许多
关于人类辛勤劳动的诗篇，歌颂劳
动之美，展现劳动之乐的美好情
怀，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歌颂劳动
的佳作。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
经》中，处处可见先人劳动的身影，
质朴的文字所描绘的劳作场面欢

快愉悦，充满着生活的情味，仿佛
大海捧出的珍珠，在诗三百篇中散
发着独特的劳动之光。

《芣苢》词句简单，韵律叠复，
“采采芣苢”出现六次，读之有“大
珠小珠落玉盘”的流畅轻快，恍然
间，眼前真有一群田间劳作的姑
娘，三三两两，于风和日丽中，放声
高歌，回荡山谷，若近若远，美不胜
收。《魏风·十亩之间》勾画的是一
幅桑园晚归图。一片丰饶的桑园，
碧绿的桑叶，采桑的人们，一派清
新恬淡的田园风光，简约的文字抒
发了采桑女愉快劳动的好心情。
《小雅·无羊》不仅描摹精妙，而且

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
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
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祈愿。

东晋末年，诗人陶渊明弃官归
隐，躬耕自食，接触的多是田野村
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长期的
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田园诗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在组诗
《归园田居》中，寻常的农家景象无
不显露出迷人的诗情书意。“种豆
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
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
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
违。”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
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

想感情，字字句句刻画着悠然之
美。

唐代诗人王维在《渭川田家》
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恬然自乐的田
家暮归图：“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
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
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
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
然吟式微。”白描之中，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那份劳作中的平静悠
闲，油然而生。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
杂兴》中如此描述农民通宵打稻的
情景：“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响到明。”写出了农民收获的欢乐

和劳动的愉快。而他在另一首诗
里有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
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
桑阴学种瓜。”又把那种男耕女织
的农家生产小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更体现出劳动中的童趣之美。

这些诗之所以能够传诵下来，
为人们所铭记，不单缘于诗人的名
气，更重要的原因是其所描述的劳
动，不仅有艰辛、充实，更有乐趣与
收获。

热爱劳动的人，是生活中最美
丽、最值得敬仰的人。值此又一个
劳动节来临，向所有辛勤可爱的劳
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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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最后一片黄叶，
在胡家沟轻轻飘落，
黄莲山已漫天飞雪。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铁厂坡梨花皎洁。
水獭溪流水淙淙，
带走了消融的残雪。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苞谷林绵延不绝。
绿叶片，红缨须，
汗水浸透了清凉的夏夜。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金黄的背篼满山遍野。
脚踩九溪十八塆，
驮回一个灿烂的季节。
五十年啦，黄莲山！
你总是让我梦绕魂牵。
你总是让我忘不了，
那风吹雨打的华年。

当烟遮山飞过眼帘，
你便横亘在群山之巅。
五百里波峰浩荡，
从此铭刻在我的心间。

你浩瀚无边的森林，
哺育了多少河流山川；
你美丽富饶的胸怀，
滋养了多少沃野桑田！

在你草木葱茏的半山，
我饱尝了开垦的辛酸；
在你烟熏火燎的坡土，
我收获了耕耘的甘甜。
在你温柔慈祥的目光中，
我走进了农家的炊烟。
在你冰封大地的日子里，
我却得到了乡亲的温暖。

你皓月星空下的激流，
炼就了我坚韧的双肩。
你灼热炫目的光芒，
锻造了我强健的身板。

你凛冽呼啸的寒风，
让我敢于面对挑战。
你电闪雷鸣的山雨，
让我度过了重重难关。

黄莲山，五十年啦！
我总是对你深深地眷恋。
因为你奔腾的血液，
已融进我年青的心田。
黄莲山，青春的港湾，
我从你这里起锚远航。
在军营、在学校、在工厂，
一直怀揣着你的梦想。

我走遍了万水千山，
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沧桑。
无论我身在何处何方，
无时无刻不把你想望。

在春回大地的青山外，
你是不是风光更加壮丽？
山脚下，你钟情的乡亲，
是不是更加幸福安康？

当我卸甲归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吉祥的凤凰。
那是我用毕生的努力，
在回馈你的一世情长。

古诗中的劳动之美
■杨金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犍为县人民政府批准，犍为县自然资源局定于2021年5月27日9:00至2021年6月10日10:00（节假日除外）在犍为县滨江路347号犍为县土地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挂牌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凡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5月 10 日至2021年6月8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到犍为县滨江路347号二楼犍为县土地交易市场咨询、索取挂牌文件。并于2021年5月27日9:00至2021年6月8日17:00（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交款

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挂牌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办理报名手续，取得竞买资格。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犍为县自然资源局二楼（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9：00至2021年6月10日10：00。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四川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
八、联系方式：犍为县土地交易中心 电话：0833-4222987

犍为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5月2日

犍为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犍自然挂告字[2021]01号

宗地编号

GXG-21-1号

宗地位置

孝姑镇红久村6、8、12组

土地面积（㎡）

50247（约75.37亩）

土地用途
及出让年限

工业50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99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0

投资强度

≥935万元/公顷

规划设计条件

容积率

不小于0.7，且不大于3.0

绿地率（%）

不大于20%

建筑系数（%）

不小于60%

建筑密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