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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花蔓
宜阳春

孙芸苓 摄

□张丽萍

今年的春天格外暖和，母亲
屋后的丁香在这仲春时节已悄
然绽放。微风吹过，一簇簇紫色
的丁香花荡漾在明媚的春光里，
繁花满树，芳香四溢。

一

清明前夕的一天，我和家人
前往仙阁山庄园林公墓为父亲
扫墓。

小妹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
同一个小区。那天一大早，外甥
女便开车载着母亲和小妹从阳
光城出发，我在河东广场附近的
路旁等候。上了车，一股浓郁的
花香扑鼻而来，只见小妹手里捧
着两束紫色的丁香花。

“大姐，你闻闻，好香啊！”我
刚一上车，一向乐观开朗的小妹
就快语道。说着便将手捧的丁香
花举至我的面前。

“一上车就闻到了，满车花
香。”我回应道。

母亲居住的阳光城屋后栽
植了一棵丁香树，每年的仲春开
花。花开时节，满树淡紫色的丁
香，一团团、一簇簇，宛若繁星般
挂满枝头，清新而雅致，浓郁的
花香在空气中弥漫，随风飘向远
方。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初识丁香的芳名，是在戴望

舒这首著名的丁香诗句里，此后
又陆续在古诗词和名家散文中读
到对丁香的描写，“芭蕉不展丁香
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青鸟不传
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在我的想象中，袅娜芬芳而
又结着几份愁怨的丁香应该生
长在江南的小桥流水旁，苏州的
著名园林里，或是杭州西湖的苏
堤之畔。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
天，我心心念念的丁香会不请自
来地入住父母亲当年生活居住
的那座“闻中小院”。

二

故事还得从 30 余年前说
起。当年的父亲是闻喜中学的一
名地理教师，后陆续接任闻喜中
学教导处主任、副校长等职。为
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校方给
父母亲分了一座独家小院。那时
的我已在运城工作，每逢节假日
便会回闻喜探望父母。父亲和母
亲都非常喜爱花卉。迎春花、月
季、美人蕉、连翘、夹竹桃，各种
各样的花卉在不同的季节里次
第开放，将小院装点得姹紫嫣
红，五彩缤纷。一次回家，在小院
南屋的窗前看到一棵新栽的小
树，仅有一尺多高，椭圆形的叶
片像极了杏树叶子。父亲欣喜地
告诉我，这是一棵丁香树。丁香？
从哪儿来的丁香？原来，父亲的
一位同事刘老师某日来到家中，
对我的父母亲说道，学生送给他
一棵丁香，可他住在单元楼里，
没地方栽，于是便想将丁香栽在

父母亲居住的“闻中小院”里。刘
老师还说，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
都喜爱花卉，将丁香栽在父母亲
的小院里比较放心，加之父母亲
居住的小院位于闻喜中学校门
口，他来回路过时方便看到。

就这样，这棵可爱的小丁香寄
养在了父母亲的小院里。尽管初见
它时，它仅是一株一尺多高的小树
苗，但我的心中依然充满欢喜，我
期待着它长大开花的消息。

在父母亲的精心呵护下，丁
香树一年年长大，并迎来了花开
的消息。此后的几年，尽管我每
年都会回家几次，但却总是与它
的花期擦肩而过。不过，每次回
家，都会听到有关丁香的故事。
父亲告诉我，刘老师不时会来小
院看看他的丁香，有时在校园里
遇见父亲，也会问一句：“咱的丁
香好着吧？”临近花开时节，则会
问：“咱的丁香开花了吗？”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初那
棵仅有一尺多高的丁香小树苗
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其
高度已超过小院南屋的屋顶。更
令人欣喜的是，丁香树的根部陆
续长出3棵丁香小树苗。其中的
两棵被两位爱花的老师挖去栽
植在自家小院里，其根部只剩一
棵丁香小树苗了。再后来，刘老
师因病致半身瘫痪，坐在轮椅上
的刘老师仍对他的丁香念念不
忘，花开时节，常常会让其家人
推着轮椅来到父母亲的小院，坐
在丁香树下，目不转睛地欣赏着
他喜爱的丁香花。

我们姐弟四人陆续完成学业
后，先后踏上工作岗位，而我们的
父母却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日益
走向年迈。弟弟完成学业后，留在
北京工作，我和小妹均在运城工
作。2006年冬，父母亲由闻喜迁
居运城，“闻中小院”的多种花卉
也随之移植至运城。大丁香树下
的那棵丁香小树苗被移植在父母
新居的屋后，从此，这棵丁香树便
在运城安了家。我工作的医院离
父母亲的新居很近，每年丁香开
花时节，父亲都会打电话告诉我
花开的消息。我再也不会因错过
丁香的花期而遗憾。每逢丁香的
花期，我都会近距离欣赏它的芳
容，轻嗅它的花香，沐浴它的芬
芳。有时也会兴致勃勃地折几枝
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置于写字台
上，让丁香的芬芳环绕阅读写作
中的我。

父母亲迁居运城之后，“闻
中小院”和那棵高大的丁香树留
给在闻喜工作的大妹妹管理。在
此期间，丁香树下又长出一棵丁
香小树苗。就在父母亲迁居运城
几年之后，患病的刘老师及其老
伴准备回农村居住，想将大丁香
树下的那棵小丁香树挖走，栽植
在自家农村的院子里。大妹妹说：

“你们把那棵大丁香树挖走吧。”
刘老师老伴却说：“你们辛辛苦苦
管理了十几年，我们现在把大树
挖走多不好啊。”大妹妹说：“农村
院子大，栽大树更合适，刘老师又
那么喜欢丁香。更何况，我爸妈移
植至运城的那棵小丁香树，现在
已经长大开花了。”

就这样，在大妹妹的劝说
下，刘老师的家人才将那棵大丁

香树挖走，移植在自家农村的院
子里。大树下的那棵小丁香树则
留在了“闻中小院”里。

三

移植至运城的那棵小丁香
树越长越高，几年之后，其根部也
长出几棵丁香小树苗，父母亲便
将它们送给爱花的左邻右舍，这
些新长出的丁香树便在邻居的
窗前屋后开枝散叶，缤纷绽放。丁
香将自己的美和芬芳带给更多
的人，将花香传向四面八方，也将
爱和温暖在人间悄悄传递。

历经十余载风雨春秋，如
今，母亲运城新居屋后的那棵丁
香，已长成一棵壮硕的大树，枝
繁叶茂。花开时节，一簇簇紫色
的丁香在枝头绽放着，簇拥着，
婀娜多姿，摇曳生香，但并不喧
闹。宛如诗经里走出的窈窕淑
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更像
是民国时期身材曼妙、腹有诗书
的知性美女，举手投足间无不透
出几分高贵与优雅以及浓浓的
书卷气。这一刻，脑海里忽然浮
现出诗人林徽因的影子和诗句：

“花竟开了，开了，
零落地攒集，
从容地舒展，
一朵，那千百瓣！
……
是颜色与颜色的

浮溢，腾飞……
深沉，
又凝定——
悄然香馥，
袅娜一片静。”
丁香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群

岛，是一种桃金娘科蒲桃属的热
带植物。常绿乔木，可高达 10
米。花芳香，成顶生聚伞圆锥花
序，花径约 6mm。花萼肥厚筒
状，花期3~6月。

我国拥有丁香属81%的野生
种类，是丁香属植物的现代分布
中心。我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和
东北地区是丁香的主要分布区。

在欧洲文化中，紫色丁香花
寓意着谦虚和恭敬，充满敬意的
象征。在中国文化中，则有着优
雅高贵的寓意，是高雅尊贵的象
征。

喜欢丁香，不仅仅因为它淡
雅的花，浓郁的香，及其美好的
寓意与象征，更因丁香背后那些
令人难忘的故事与记忆，以及过
往岁月里的点滴美好回忆和对
父亲的深深思念与追忆。

车子沿着宽阔的盐湖大道
一路飞驶，不知不觉中已到达公
墓。我们细心擦拭父亲的墓碑，
将带去的祭品一一敬献于父亲
的墓碑前，还有小妹带去的两束
丁香花和母亲精心为父亲做的
一个精致的小花圈。然后焚香，
行三叩首礼。之后依照母亲的吩
咐将两束丁香花插栽在父亲的
墓碑两侧。愿丁香的芬芳长伴天
堂里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个春
秋了。如今，丁香依旧，却不见父
亲的身影。我多么希望父亲只是
长长地睡了一觉，闻到花香的父
亲会从睡梦中醒来，像往常一
样，满怀欣喜地告诉我：“咱家的
丁香花开啦！抽空回家看看。”

丁 香 情 思

□晓寒

清明，思念的词根
长在碧绿的田野上
茎块肥嫩
沾满泥土的香，阳光的香
一副思念的药引
大地，煎服一碗杏花雨

桃花滴香，杏花诉白
大地的衣襟

沾满思念的味道

天南地北的脚步
丈量思念的距离
思念分蘖，绿野如毯
扶不起，明媚的忧伤
扶不起，忧伤的明媚

阳光如涛，花事正浓
思念需要一种载体
生我养我的土地
思念的根
扎得很深
很深

清明 思念的词根

□武青山

坡上的油菜花
熏黄了四月的天气
春天的风很温柔，
那是古人诗词给予的念想
念想中有
酒肆青色的旌旗

和小村杏花的飞白

纤凝邀约清明的
那山那水

拾起对故去人的挂牵
若能与先贤对话
能否虔诚地问问：

在梨花风起的季节
馥郁的空气里
为什么会飘飞着哀思的味道
一蓬飞絮
迷离了陌上人的步履
柳下清风
做了我们寄托思念的信笺

倾听着麦苗儿拔节的声音
与柔软的春风挽手
整衣束冠踏青去
给故去的亲人
报一声平安
缅怀和感恩
一同放飞在绿色的四月

与清明对话

□墨盈

万物在三月里打开
梅花先是打开了一角春色
和一院羞怯的暗香
在早起的熹光里不知所措

一旁的玉兰举起了酒杯
预定的节气到来
这一季的雨水

在杯子里荡漾

牡丹的花芽有一拃长了
她有漫不经心的倾国之色
就不说桃花的红

梨花的白了
如一朵朵悬挂的风调雨顺
我有一颗玲珑之心

爱慕一切美好的事物
包括火烈鸟轻微的振翅声

春风在大地上赤脚行走
画出又一年的山河社稷图
春雨初至的雕梁画栋

我的河东古国
有不会倾塌的神庙

高冠束髻的人抚琴于
彼泽之陂

南来的风吹开黄色的土地
他把沉思准确地

静置在时光的低洼处
五千年以来
澄澈可鉴
如一抹浅白

沉默的水域

河东花已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