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继颖

犹记得前些年游山西平遥
回程时，在高速路上，我们的车经
过河北保定阜平境。我在车上远
远望去，重重叠叠的山，底色灰
暗，植被欠繁荣，围成一圈圈坚硬
的帐幕，屏蔽了村庄和县城。

花雨、紫荆、飞鸟等我的几
位作家文友，就生活在阜平县
城。那时我刚读过花雨的小说
《一个人的葬礼》：主人公孤身
一人寻找抬棺葬父人的情节和
悲凉场景，寄托着作者对山村
故园的眷恋和忧思。

穿行在灰暗和坚硬的景致
中，我的心底浮出白莹莹、黄灿
灿的山花，明亮而柔软。

我曾到同属保定市的易县
寻春，一种灌木的白花点亮了
我的眼。峭壁间，这一株、那几
丛，坚韧舒展的赭褐枝杈，擎出
温婉嫩绿的新叶、明丽莹白的
花朵。每朵花都精致，五片白
莹莹的瓣儿如小粉蝶的白翅，
亮出迎风起舞的美姿，烘托着
娇黄的蕊。清香中，我拍照片

发到微信朋友圈，询问白花灌
木的名字。

“大花溲疏，根、叶、果皆可
药用，清热利尿是主要功效。”
紫荆瞬间留言，报出灌木名字
和药用价值。

阜平和易县同处于保定太
行深山之中。年年春天，白莹莹
的小花也到阜平山间赴约。紫荆
和花雨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紫荆回忆幼年，自家院里没有花
开，院内院外比巴掌小的土地也
要种上粮食蔬菜。山区土地稀
有贫瘠，年少的紫荆和父母乡
邻一起向瘦田要生计，如孙犁所
写，在“小小的、不规整的……小
块土地上……费尽心力，全力经
营”。爱美的紫荆，年年春天凝神
山坡，迎候莹白清香的花朵。

中年的紫荆，爱怜地拍下
山坡上容颜各异的野花，发照
片到微信朋友圈。太行山的野
花，多清香，喜光，耐阴、耐旱、
耐寒。忙碌工作生活之余，紫
荆写坚硬山石间执着生长的山
草山花。曾多少次，她如自己
所写，“俯下身子……用手轻轻

抚摸这丛丛旺盛、不起眼的生
命，眼睛竟会湿润起来”。她的
笔名紫荆，取自太行遍生的山
荆。柔韧的山荆守护着山坡，
被祖祖辈辈的巧手变出各种农
用家什和老人们的拐杖；再干
旱的春天，也会捧出簇簇淡紫
清香的小花，给蜂儿们采不尽
的蜜源。紫荆的秉性，融入了
山花的气息和生命力。

秋天的朋友圈，花雨、紫
荆、飞鸟都晒过金灿灿的山菊
花照片。一簇簇金色阳光般地
怒放，暖了秋凉、目光和心房。

三位文友都爱花。花雨、
紫荆的笔名皆以花取定。他们
的文字以及太行儿女的灵思和
精神之花，被网络“飞鸟”衔向
四面八方。

年纪最小的飞鸟，在成长
成熟的过程中，见证着时代的
进步和发展。他行文忆旧的字
里行间，花香渐浓。乡村自家
庭院的牵牛、鸡冠花、紫茉莉等
土生土长的花，县城谁家低矮
土坯院墙上的朱顶红、四季海
棠、倒挂金钟等盆栽花，以及城

市乡村庭院内外随处可见的蜀
葵，在他的文字里吐蕊飘香。飞
鸟以花写人，太行山人质朴勤劳
的气质、懂得欣赏“两两蜀葵相
背开”的情怀、对“花香满庭院，
庭园满香花”的向往，被他凝结
成文字花朵中绵绵不绝的香。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阜平
也成了热门旅游打卡点和我们
一家自驾游的目的地。金灿灿
的野菊花拉开重山繁丽的帷
幕。山头黑亮亮的太阳能发电
板，山坡果树上金闪闪的柿子、
黄澄澄的鸭梨、红灿灿的苹果
和枣，山坳里齐整整的食用菌
大棚……五光十色的收获和
希望，被整洁流畅的青色柏油
路织成绵延起伏的锦绣。

上午到吹响脱贫攻坚号角
的骆驼湾，下午游城南庄晋察
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我们走马
观花一瞥，视野里除了山菊花，
还有赏不尽的人工栽植的花：庭
院内外，丛丛簇簇的串红、大丽
花、月季花……山脚路边，成片
成片的马鞭草、百日菊、格桑花
……姹紫嫣红，百态千姿。不

可计数的鲜花，随山势俯仰身
姿，高低呼应，使太行山的打扮
也如山里女主人，增添了许多漂
亮的衣饰：头花、发卡、花环、丝
巾、长裙……

城南庄东南的新房村头，
几个衣服鲜亮的老太太挺直腰
板，喜气盈盈地看花。一个老
阿姨面对村边的花海念叨：小
时候被敌人追着，趴在娘背上
逃命，哪见过花呀，现在这么多
花，把眼都看花了。阿姨和她父
母，在抗战时没见过人工栽植的
花，却一定也年年与山花为伴
吧？抗战时期，阜平县不足九万
人口，参军人数竟达两万。山花
的顽强性格和精神清香，在太行
山人的亲情血脉里流淌。

中午，我们一家人享用阜
平大盆肘子。我们进的肘子
店上过央视节目《远方的家》。
店主人说，周边村里的男青年
曾因贫穷娶不上媳妇，背井离
乡外出讨生活，近几年随返乡
潮纷纷回来，创业赚钱，娶妻生
子，建起敞亮舒服的家。圆桌
正中摆着一大盆色味诱人的肘
子，周围是几盘清淡可人的凉
拌绿蔬，客人桌边环坐，夹菜谈
笑间，每一桌仿佛都变成了有
色有香有声的花朵。甜而不腻
的肘子香，与店里院内的花香，
在主人穿梭的身影和游客的笑
语中缠绕。

我想借用一下韦庄诗句
“好花皆属富家郎”：今日太行，
有好风驱动，有内力奋勉，好花
纷繁，千家万户的生活图景和
精神气象，都有了如花的富裕
模样和美好希望。

阜平归来，我读花雨的报
告文学《山顶，那些飘香的灯
盏》。洋洋洒洒数千言，回忆母
亲为多见几锹黄土嫁给父亲时
的艰涩生活，回顾荒山治理的
艰辛历程，描摹褪去贫瘠荒凉
的大山花果飘香、生机盎然。
面对花雨自豪的精神花朵，我
同样为她故园的新颜喜悦着，
心中默念着“时光不老花”，表
达对悠悠太行的祝愿：山花年
年赴约，人工栽植的花岁岁姹
紫嫣红，蓬蓬勃勃的精神花朵
日月绽开，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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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自力

不同的人，对福气有着不
同的理解。

我们家的小巷出口，有一
对夫妻经营着拉面馆。他们靠
这家面馆供孩子念书，一直到
其大学毕业。孩子参加工作
后，我原以为夫妻俩终于可以
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没想到他
们更是勤劳，从早忙到晚，把日
子拉得像面一样又细又长。有
一天我回来很晚，想去吃口拉
面，却担心那家拉面馆打烊了，
没想到一进门，看到夫妻俩还

在忙活。“还是老样子，香菜加
卤鸡蛋？”老板笑着问。“嗯，好
的，吃惯了您家的拉面了。”我
应声坐下，“不好意思呀，今天
下班晚了，影响你们休息了。”

“不碍事，客人来了就有生意，
有生意就是福气呀！”女主人
说，“孩子准备在城里买房了，
我们想帮孩子一把，就越做越
有劲了。”热气腾腾的拉面端上
桌，我慢慢品尝着，一碗面里也
藏着浓浓的福气。

我父亲70多岁了，现在还
在老家务农。他最大的特点是
闲不住，总要做点什么才心

安。父亲60岁那年做了一个
手术，之后的一天我竟发现他
偷偷抹眼泪。我和家人以为他
是想不开，于是想着法子开导
他。父亲说：“我是着急呀，以
后如果下不了地咋办？”勤劳一
生的父亲，生怕手术后成了闲
人。好在父亲身体恢复较快，
一年后就可以上山砍柴下田犁
地了。如今，父亲比以前干得
更起劲，一直说自己是个有福
气的人。老家成立了合作社，
父亲常去帮工，工资一月一结，
他比谁都卖力。母亲也没闲
着，专门种菜，什么季节种什么

菜，她一茬不落，收成后捎给我
们。有次父亲对我说：“你们安
心工作，我和你妈越活越有劲，
身体好就是福气呢。”我听了心
里充满温暖和感动，父母如此，
何尝不是孩子们的福气。

文友松勤于写作，说话风
趣幽默，很有人缘。有一次我
上门拜访他，才知道他妻子因
中风已躺在床上一年多了。松
每天帮妻子翻身按摩，把自己
写的文字读给她听，还自编自
导自演舞蹈给妻子看。在妻子
情绪低落时，松把自己画成小
丑，做些滑稽可笑的动作。为

逗妻子一笑，他也是够拼的
了。两年后，松的妻子可以坐
轮椅了，松一有空就推着她到
处转转，两人一脸的幸福笑
容。更让人惊喜的是，突然有
一天，他的妻子可以站起来了，
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从那以
后，松更是起劲了，对妻子呵护
备至。最终他妻子恢复得很好，
十分接近患病前的状态。松常
在群里说，他是个有福气的人，
接下来还计划带妻子爬泰山呢。

其实，福气都藏在生活的
点滴里。心中有爱，用力生活，
福气自来。

生活点滴里的福气

时光不老时光不老，，花满太行花满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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