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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短暂，倏忽间就从指缝溜走
了。从“春寒料峭”到“吹面不寒杨柳
风”，再到“蓦然回首春深处”，牡丹仙
子姗姗来迟。
　　“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里不是京
城，而是我昔日工作过的校园。摘了
口罩，我展示了核酸检测标识。门卫
才放我进来。周末的校园空无一人，
我是特意来看牡丹的。
　　前几天在姐妹们的生活群里，看
到大家去年在牡丹园东北侧的花丛里
拍的合影，很感慨。由于工作变故，如
今大家被分流到不同的学校，别离的
情景历历在目。
　　牡丹在风中摇曳多姿，似乎在欢
迎我的到来。最高的一株白牡丹，快
接近我的身高了。它在西南角“金鸡
独立”，高出其他牡丹不止一尺，真是

“占断雕栏只一株”。其他多数是粉红
色的，也有几株是紫红色。牡丹是“长
一尺缩八寸”的植物，每年新生枝干木
质化的长度很短，生长缓慢，这么高的
白牡丹不知生长了多少年。
　　小小的牡丹园西侧是一片芍药，
矮且瘦，花苞也没有几朵，它们把春天
出让给牡丹，在初夏崭露头角。古人
认为芍药是草本的牡丹，牡丹是木本
的芍药，没有多大区别。将它们种在
一起，可以欣赏次第花开的良辰美景。
　　白牡丹开了大约有十几朵花。皎
洁素雅的花瓣，让它们看起来像有着
冰清玉洁肌肤的冷美人。它们恣意绽
放着，以居高临下的姿势俯视着其他
花儿。其他花儿多呈粉红色、紫色，都
有着黄色的花蕊，花瓣更加稠密，层层
打开着，一朵又一朵，或端坐于绿叶之

上，或掩映在绿叶之中，美轮美奂。
　　关于牡丹的诗作不胜枚举，《牡
丹》（唐·徐凝）“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
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
万态破朝霞。”一个“破”字，势如破竹
般展现出牡丹的至尊地位。对牡丹的
赞美，力透纸背的当属《赏牡丹》（唐·
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
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
　　牡丹园东北侧有一棵高大的樱花
树，也正盛开着，与牡丹相映成趣。想
起拍照的姐妹们大都以樱花为背景，身
前是花，朵朵娇艳；身后是花，灿若云
霞。其实，站在中间的她们何尝不是
花？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如今，
大家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那
笑颜比花儿还要美丽动人。

牡丹花开
□荐希华

大漠驼铃响
□柴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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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爱车陪伴我有五年整
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车。第一辆
是个二手两厢手动挡，当时为了练手
代步，也无所谓款式级别，风风雨雨跟
了我四五年。
　　无奈每个人总有那么点喜新厌
旧，网上有句流行语：“去年的衣服已
经配不上今年的我的气质。”这无非是
一个人感觉生活水平上台阶后，就该
匹配更高品质的东西。在经历了前车
几年间刮蹭数次而造成的“千疮百孔”
后，我决定换车，并最终入手了如今的
这辆自动挡“小白”。
　　很多人买新车后，都喜欢把爱车装
饰一番，比如贴玻璃膜、买方向盘套、弄
些车饰摆件……也有的人喜欢给车“文
身”，也就是在车身两侧或者尾部车牌
上方贴上一些文字和图片。
　　有时候无意中碰到带文案的车，就
会留意一下，觉得挺有意思。毕竟，这
类人算是比较有个性的，同时或多或少

也暴露了一点车主自身的脾气秉性。
　　有温馨提示的，比如“车内有宝
宝”“女司机上路，方圆十里、寸草不
生”；有搞笑的，什么“稳当跟着哥，哥
带你超车”“吻我一次，恨你一生”；有
寓意发财顺利的，例如“车门一关，一
路平安；发动机一响，黄金万两”；有爱
心公益的，比如“国有难，召必回”“某
某车友会”“某某救援队”；更多的是励
志和抒情的，诸如“心有多野，梦就有
多远”“致我们即将失去的青春”“某某
城市没有爱情”……
　　看到五花八门的车身文字，有时
会有颇多感慨，因为总有那么一句，在
一刹那戳中心房。
　　也曾想把自己的爱车贴上点文字
图片，一来想装点得漂亮一些，二来也
抒发一下内心。但是考虑再三，还是决
定保持它原本的洁白无瑕，毕竟贴上去
的文字不像键盘敲出的字——— 它可没
有随时撤销和删除的功能。

　　有时候看到一辆停在某处的车，根
据车型、档次、配饰或者车身的文案，也
试着猜想，开这车的主人会是个什么样
的人呢？然后会从年龄、性别、身份各方
面大致想象一下。不过，这也仅限于即
兴猜想，并无兴趣真正了解和关注。
　　红色的热情、灰色的低调、蓝色的
淡雅、白色的纯洁、橙色的激情……色
彩斑斓的车努力发挥着自身作用，在
路上拼出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个人
的经历不同、身份不同、价值观不同，
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生活的品味自然也
不尽相同。
　　整体而言，大多数人是不给车“文
身”的，也许这在他们看来过于花里胡
哨、不够庄重，甚至有一些幼稚和无聊。
但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我们应该尊重个
体之间的差异，不必对别人的想法、做
法和活法有太多议论。
　　我不会给我的爱车“文身”，但是，
我喜欢看“文过身”的车……

□徐永芳

车的“文身”

　　库木塔格沙漠的阵阵驼铃声从遥
远的记忆中传来，如同深山古寺那振
聋发聩的晨钟暮鼓，不时激荡在我的
灵魂深处……
　　2018年8月9日，我们一行人来到甘
肃敦煌南郊七公里处的库木塔格沙漠，
在那里游玩了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在沙漠骑骆驼，那阵阵驼铃声，
不绝如缕，好像还在我耳边回响。
　　由于导游提前告知我们来旅游、
骑骆驼的游人很多，所以我们一大早
四点多就起床，吃过早餐后上车赶路，
六点多到达库木塔格沙漠。此时，等
候骑骆驼的人已经排起长队，我们只
好慢慢等候。
　　在略微寒凉的清晨等了近一个小
时，好不容易看到远处一队骆驼伴着
驼铃声缓缓走来。骆驼看起来很高
大，脾气比较温顺，骑乘时，它可以按
照管理人员的要求，跪伏前后腿，趴卧
在沙地上等待。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费劲地爬到骆驼的背上，骑到两
个驼峰之间。准备停当，骆驼就从沙
地上站起，我们在高高的骆驼背上有

一种惶恐的感觉，但也只能在惶恐中
向沙漠深处进发了。
　　驼铃声飘荡在大漠晨空中。
　　一路上，驼铃叮当声、驼蹄踏踏声、
驼鼻喷鼾声不绝于耳，骆驼们不疾不徐
地走着，好像这世界上没有它们不能掌
控的节奏。它们在平路上是这样，等走
到鸣沙山的山脚下，要开始攀爬了，还
是这样不疾不徐地缓行着。也许在这
群看起来温顺无比的骆驼心里，它们的
路途从来就没有什么平路和陡坡之
分——— 平路不懈怠，陡坡不畏难——— 无
论何种路况，它们都慢慢悠悠，一蹄一
蹄地踏过。那蹄子散开后又宽又大，松
软的细沙也不能将它们陷落，而是被硕
大的蹄掌踩在脚下，成为它们攀上鸣沙
山的助力。我们骑在骆驼背上，紧紧靠
在它的两个驼峰之间，感受着它从容不
迫的行路节奏，我忽然在一瞬间懂得了
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扎扎实实，什
么叫淡定从容。
　　驼铃声不疾不徐地响着，响出了
不慌不忙，响出了从容镇定。
　　黄沙漫漫，驼铃声声。在漫长的

丝绸之路上，傍晚来临，落日映在长河
中的影子更显红艳圆大；孤烟如柱，挺
拔地升腾在大漠深处。遥远的东方，
传来缥缈的驼铃，那是商队的骆驼在
迎着夕阳缓缓向西域进发。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骆驼的伴护，东西方的商
人们如何能从容淡定地走出大漠，逃
得 生 天 。 耐 劳 温 和 的 骆 驼 们 功 莫
大焉！
　　在常年经行丝绸之路的商人们耳
中，沙漠中的驼铃声该是这世间最美
妙动听的音乐吧？
　　驼铃声声，不仅回响在大漠深处，
也将回响在我的心里。
　　人生路漫漫，我们应该坦途不忘忧
危，逆境不畏困苦，不断修行自我、战胜
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像骆驼一样
成为一个具有坚韧不拔、意志顽强
的人。
　　做一峰吃苦耐劳的骆驼吧，不惧
人生的荒漠，无畏前行！
　　做一峰自带驼铃的骆驼吧，让那
驼铃声响彻大地和天空，震碎心中的
荒漠，浇灌出人生的绿洲！

初夏星夜
□郑建森

我喜欢青岛的星夜
凉风习习

麦香充斥田野
麦堆旁铺一片麦秸毯子

三两好友一齐看满天星斗
聊聊过去的故事

　　
我喜欢青岛的四季

“泾渭分明”直来直去
春天繁花似锦

月季飘香
夏季偶有炎热的洗礼

晚上报以凉风习习的犒赏
秋季硕果压低枝头
春华秋实得以延续
冬季白雪扬扬洒洒

把都市淹没
　　

我喜欢青岛的大海
潮起潮落，波澜壮阔
历史长河中有荣辱

有没落有崛起有梦圆
　　

我爱青岛
青岛人的性格犹如青岛的四季

棱角分明
　　

我爱青岛
爱它的风它的山它的浪

以及它的啤酒
那冰爽浓烈像极了酿酒的人

七绝·游藏马山
□周新喜

阳光万里净无云，
藏马山中野趣寻。
最是忘归留恋处，
月空花屿将军门。

水井
□季延萍

水井是大地的肚脐眼
藏匿在时间的深处

故乡的水井如一面面小镜子
白天照太阳，夜里照月亮

也照出孩子们淘气的身影和脸蛋
　　

故乡在山的深处
一口水井滋养两三户人家

通向水井的小路仿佛手掌的纹路
桶与扁担的合奏声里

　　早上担回晨曦，傍晚担回晚霞
　　

故乡，杂草和杂木混生的地方
一口口水井滋润着

幼小生命的咿呀学语
和白发娘亲的一路叮咛

登高
□李学杰

最爱云崖处，徜徉薄雾间。
平林烟漠漠，清涧水潺潺。
路转通幽境，峰回绕远山。
登高酬壮志，题壁莫轻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