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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下

【岁月如歌】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昔时相传，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每
逢夏季雨后 ，多可见西天彩虹 ，因为有 “虹桥 ”之称 ，虹桥镇随之得名 。 《虹桥镇社区晨报 》
副刊“彩虹下”欢迎您的投稿。文字、摄影、绘画、书法作品，不分年代，不论形式。我们在这
里记录你的创作，展现你的风采。

注意：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

投稿邮箱：jin_hongqiao@163.com
来信请寄：闵行区吴中路 1136 号 608 室（信息办公室）收

欢迎
来稿

彩虹下

文 梁炜

铁道旁是一列树，一直在昂扬
地生长着。

不知什么时候，那些树朝着铁
道一侧的所有枝桠，包括已经碗口
粗的几个主枝都被截去， 齐刷刷
的，露出白生生的截面，如断了一
边胳膊的人。

国道边在修高架桥， 工程车、
钢筋、水泥、灰土以及不分昼夜的
工人忙碌地交织在一起。

一天，我也注意到，从国道边
那列树的枝叶间伸出一个个用作

施工的粗竹竿。也许是前面看到铁
道边那树的遭遇，瞬间，那竹竿似
一颗颗在龇着的獠牙，一条条五花
大绑的绳索在我的眼前晃动，隐隐

地，都能感觉到那树的挣扎。
我不禁有点愤愤然起来。为这

两列树，为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无
声好友如此这般的遭遇。

后来，我了解到，铁道旁那列
树已经影响到行车安全而必须做

部分的截枝。在为人们提供方便的
铁路面前，同样给人们带来诸多的

那列树作出了让步、牺牲。 车窗外
少了一点绿色，而旅途却多了一些
安心。

静下心来，我再去端详国道边
那列树，突然，更加细心地注意到，
用作施工的那些个竹竿，一个个从
枝叶间，慢慢地探出头来，小心翼
翼，没有一点要伤害这身边树的样

子。 在不是必须的情况下，人们没
有因为那树的碍事遮挡而去粗鲁

截枝。 晴空下，那列树仍是怡然自
得的样子， 庇荫着身边的这一切。
猛然间，在这春的时节里，除了眼
前的美景，心里更多了一些原本没
有的温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
与这树，人与这自然的相互温暖取
悦不也很好吗？ 成就一个，另一个
也许要做出牺牲与让步，但成就一
个也不一定就非要去破坏另一个。

谁说让步与牺牲不是一种修

养？谁说彼此间给予温暖不更加地
令人感动，不是另一种更为高级的
幸福呢？

回过头来， 我再去看那两列
树，仍是昂扬地生长着，也怡然自
得着。

两列树的

与
文 李永斌

每到春深时节，遍
植城内的槐花便香艳

开放，那沁人心脾的花
香随风飘散，给眼前这
座古城带来又一次的

勃勃生机。
小城不大，仅有方

圆一公里的范围，充其
量算作村落，实在配不
上一个“城”的称谓。这
座古城有荒废破败的

堡垒 ， 壁厚一米的城
墙 ， 城墙上头杂草丛
生，一条笔直的甬道一
头连接早已倒塌的明

代正配两殿，一头连接
面积如现代绿茵球场

般大小的花园，有一种
另辟蹊径的创新感和

冲破一贯循规蹈矩的

革命感， 应该是某个达官贵人的府
邸，但又不像。 大殿残留的一角尚存
有几片琉璃兽瓦，已然杂草丛生的花
园也看不出半点华丽与气派，当年矗
立于假山旁边的亭台楼榭，如今只留
下几段露白的基座和栏杆孤零零地

迎风傲立，诉说着这座古城几百年来
的悲欢与离合、兴衰与沧桑、动乱与
和平。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古城
的原住民早已搬离，只有城内满植的
百年古槐树还在延续着生命的气息。

城内槐树种类繁多，叫得上名字
的就有七八种，有刺槐、五叶槐、堇花
槐、平安槐、香花槐等。 但以刺槐居
多，它的花冠呈白色，树形苍劲挺拔、
虬枝错节，造型独特，如身形变化多
端的舞者。

到了春深时节， 古槐树渐吐新
绿，紧接着满枝洁白如玉的槐花一串
串垂于繁茂的绿叶之间，随着微风的
轻抚，调皮快乐地扭身摇曳。 那阵阵
如蜜的花香，通过春风这个大自然的
媒介， 把自己捎到古城的犄角旮旯，
大街小巷，将池塘浸满甜蜜，挑拨起
鱼虫愉悦的情绪，渗入骨髓的奇香仿
佛又唤醒了古城尘封已久的回忆。鸟
儿从早到晚叽叽喳喳， 喋喋不休，悦
耳的歌声为弥漫在古城的槐花之香

平添了一丝欢快与神秘。这令人不可
抗拒的花香招来的不止是蜂忙蝶舞，
也将平日奔忙的人类吸引而来，放眼
望去，一树树一串串的花瓣白得令人
惊艳，粉得让人爱恋，香得使人垂涎
三尺。

巨大的古槐枝干遒劲，造型千变
万化，有苍龙颔首状，有双龙戏珠形，
有鹤立鸡群的怪， 有如来神掌的奇，
真如鬼斧神工，仙劈佛刻，大自然的
妙笔生花，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精雕
细琢般地树形枝状，更衬托出了槐花
香气的迷人与玄妙，更加使人流连忘
返，不忍移足离去。

每到暮色降临，太阳此时便像余
烬将息的炭火，微弱的暖光轻轻地打
在古槐树的身上，拉着长长的树影烙
印在斑驳的古城地板上，此时槐花飘
香依旧，鸟虫没有停歇的迹象，延续
着嘈杂与鸣唱，好像刚送走白天的盛
会，又迎来了豪华的晚宴，然而这晚
宴不属于人类，游客在余晖的掩映下
陆续退场。

这时的古城，唯有槐花的香气还
在弥漫，酝酿许久的槐花之香试图唤
醒这座古城，而此时的古城，却早已
经借助这生命起搏器一样的槐花，暗
暗复活了。

文 张春波

读书，曾是“读”占鳌头的休
闲娱乐方式。 人们就像现在随时
随地埋头玩弄掌中的手机一般，
浏览那些散发着书香的文字，或
一目三行的速读，或逐段逐句的
精读 ， 或像孔乙己那样非要把
“茴” 字的四种写法都搞清楚的
迂腐之读 ，不管怎么读 ，可那种
氛围，真是“读”领风骚。

然而 ，资讯发达 、娱乐多元
的时代，“买书如山倒”的情况已
经不多见了，即使偶尔买一本畅
销书 ， 也时常感叹 “读书如抽
丝”，待到自己看完时，书早已下
了排行榜。 如若读完一本书，是
用许许多多零碎的时间拼凑起

来完成的，那么酣畅淋漓的阅读
快感怎能体会得到？

读书如抽丝，我们可以找出
一大堆理由，没闲时、无心情、缺
耐心 ，甚至连季节 、天气都成了
可以影响 “读书指数 ”高低的因
素。 于是，精致的书签便在书页
中缓慢游走前移，或是书中每隔
几页就有一道折痕，这些都是读
书拖沓的印记。 读书，无论是出
于功利 、充充电 ，还是打发闲暇
时光，如果难以静下心来潜心阅
读，那么“学习的焦虑”便会让悦

读之趣荡然无存。
那年冬季， 报纸的副刊连载

版开始刊登一部热门的都市伦理

情感小说。连读了几日，我便被精
彩的内容和现实感超强的写真所

吸引，欲罢不能，急忙在网上书店
购买了一本。 三天后，书到，人却
疲。由于加班，枕边的新书还没来
得及翻， 就进入了没有书香的梦
乡。 书，在断断续续中看。 当读到
一半时，已是岁末年初，春节将至
的时候。自认为，这个时间段最不
宜读书，因为事情特多，要年终总
结，要忙年，吃不完的聚餐，走不
完的亲戚朋友……熬过元宵节 ，
该收心了，该读书了。 可是打开
书页 ，有点 “晕 ”，内容有所遗
忘 ， 于是像看连续剧需要上集
回顾那样 ，重读了前面几节 ，你
说冤枉不冤枉！还好，天公还算
“作美”，一场“倒春寒”袭来 ，把
外出的欲望封在了家里 。 捧起

书 ，纸页翻飞 ，总算读完了 。 了
却一桩事 ，心情舒畅多了 ，翻看
当天的报纸 ，不禁哑然而笑 ，该
书在副刊的连载今天也刚刚刊

载完毕 ， 报纸在春节期间可是
停了几天刊的哟 ！ 唉 ， 一声叹
息。

对于读书，我有一种惰性附
体，那就是：买得快读得慢。 记得
某天我在书店浏览一套有关民

国的图书。 书中的部分章节根据
需要，文字是竖直排的版。 于是
我不停地抬头低头， 快速阅读。
营业员看见了，以为我是在点头
向他示意，便走过来问是否要购
买。 我从来没有蹭书的习惯，脸
一红，在目光读到的二十八页处
折了一下，合上书，对营业员说：
“包上，全套五本都要。 ”几个月
后 ，我又翻出了这本书 ，读过的
历史仍旧停留在二十八页，看来
确实是“书非借不能读”。 买书如
山倒 、读书如抽丝 ，但潜意识却
安慰自己：书，只要买了，囤的就
是知识，总有一天会读的。

或许我们可以剔出各种借

口，改改这种阅读习惯。 如若不
能，那么能在零散细碎的读书时
光中从文字里抽出几缕温暖心

灵的真丝，我们也就算多多少少
得到了一份慰藉。

春
深
槐
花
透
香
韵

【一缕乡愁】

《星空》作者 吴浩然（飞叶艺术）

空
星

文 周亮红

每到四月， 就会想起林徽因赞美
四月的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感觉春
韵深深，春意浓浓，春情勃发，四月至
美！

四月至美，美在美美与共。桃红复
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四月，繁华开
遍，姹紫嫣红，恣意风流。 看，杏花如
雪，菜花如金，映山红如霞，桐花豌豆
花如紫蝴蝶般翩翩飞舞。四月，树芽葱
葱，麦苗青青，绿草茵茵，柳丝婀娜，透
过雨滴或迎着阳光，生命激荡。 四月，
各种青涩小果子接受着阳光雨露，一
点点地努力长大，最忆野莓和山茶泡，
那是童年里的美食。四月，鲜嫩的田螺
自己爬上了岸， 鲜美的鲫鱼在池塘里
跳跃，鲜丽的鸟儿在树枝上欢唱。没有
任何一个月份能像四月如此慷慨地向

人们呈现精彩纷呈的美好事物， 也在
启迪人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
不同，才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四月至美，美在节气流转。 “清明
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无论
身处何地，四月初的清明，人们都要到
祖先墓地，虔诚地献上一捧鲜花，点上
几支香火，再烧上一些纸钱。 “乡村四
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谷雨前
后，种瓜点豆”，四月中下旬谷雨时节，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处处是人们忙碌
的身影， 忙于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撒
入土中，让它孕育、发芽、生长。有四月
的播种，才有九月的收获。清明之后紧
接谷雨，四月的节气仿佛在告诉人们，
人生的两杯酒，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未
来，不要只是悲伤，不要止于怀念，更
需朝前看，更要不悔不惧迎接明日，更
要不懈奋斗。

四月至美， 美在人间情怀。 品读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
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
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卓立
于人间的“超然”情怀扑面而来，诗词
一贯地展现了东坡先生豁达开朗的人

生态度， 人生的四月天握在我们自己
的掌心里。 最喜欢朱自清先生《春》的
结尾：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
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
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
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
们上前去。四月，应是朱自清先生笔下
那如青年般健壮的春， 拥有最美好的
年华，憧憬最美丽的爱情，描绘最灿烂
的梦想，一切欣欣向荣。

四月，春天的巅峰，俯瞰岁月，情
深意长。

《紫叶李》作者 张鹏举（飞叶艺术）

读书
如抽丝

【笔墨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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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