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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被称为“天香”，也称为“仙香”，是从
天上飘下的香味，是神仙挥洒的香风。小时
候，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夜，大人指着头顶的月
亮告诉我们，月宫里吴刚砍不倒的那棵大桂
树，有五百多丈高，它的花香不仅盖住了月
亮，也飘到人间。而人间的月桂树，是吴刚从
月亮上偷下种子赠给人们栽种的。宋代杨万
里有诗：“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
一点，吹得满山开。”白居易也写过：“风影清
似水，霜枝冷如玉。独占小山幽，不容凡鸟
宿。”看，桂树不是人间所种，皆是月宫神木。
因为有嫦娥、吴刚、玉兔、金蟾和桂树的这些
神话，月亮成为了我们头顶上充满幻想的一
个村庄，至少在我们的儿时，就笃信月亮是一
个我们无法到达的村庄，村口就是那棵隐隐
约约的大桂树，它会在夜晚到来陪伴我们，成
为我们亲切的、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的邻居。

桂花的确是太香了，它的香味带着袅袅
仙气，妖妖魅惑，而且一树一树地荡漾，是香
的波浪，香的风雨，漫漶、飘摇、席卷，铺天盖
地熏醉着一个暖暖的秋天。它与人们的生
活，与村庄和土地贴得很近。每年桂花开
时，我都会摘一把桂花放进上衣口袋里，让
桂花的香味萦裹全身，让自己提神醒脑。也
会放一把桂花在枕畔，让它馥郁的香气催我
入眠，抵达梦乡。在汤圆中，我喜食桂花汤
圆，而月饼，我最爱桂花月饼。桂花虽香，并
不浓腻，也不张扬，是一种清润辽廓、水过无
痕的清香，是使夜晚安宁的静香，沁心泽脾，
它的确像是从月亮上飘下来的，随着潋滟的
月色悄然降落，细细品，桂花的香味有着月
光的味道。

如今人们已经繁育出四季桂、月月桂，一
年任何时候，你都能闻到桂花的芳苾。不过，
我认为，在中秋节前后由秋风酿出来的桂花
香味，才是最纯正最地道的。那浮动飘洒在
月光下暗暗的、隐隐的、带点神秘气息的桂
香，是在时令清寒中的人生温藉。秋风一扫，
万物萧瑟，可是还有一种秋香在渐凉的空气
里悠荡穿梭，即使有飘零的感叹，离别的愁
绪，在涟漪般漫上来的温润优雅的香风里，我
们找到天地间的暗示和抚慰。

循着馥郁的天香，我们来到了咸宁的咸
安区，这里可是人间桂花香味麇集、桂树最多
的地方。咸安作家程文敏，曾是省文学院的
签约作家，现是咸安区政府的副区长。他发
给我的照片中，一群女子在清晨的霞光中打
桂花，村姑们撑着篷布，随着竹竿的敲打，金
色的花雨纷纷而下，幻若诗境。桂花是要趁
露水扑打的，因露水的浸润漂洗后特别清香，
此时，要留住它散发出来的醇浓香味，用以制
成桂花成品。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桂”字，它是双土
中的树木，是不是说，桂树的根要扎得深，要
扎在厚土之中。什么叫厚土？我在几天踏访
咸安的山水间，有了深切的感受。咸安的桂
是生长在滏河蜿蜒、古木参天的汀泗桥古镇，
生长在刘家桥、高桥的古老村庄里，生长在官
灵桥、白沙桥、汀泗桥、万寿桥、刘家桥、官埠
桥等古老石拱桥畔的神树。当它挺立在沧桑
过后的炊烟和流水边，挺立在古宅深院里，它
就不仅仅是自然之树，而是文化之木。

桂花源风景区在咸安区的桂花镇，我们
去的木梓坳，就是桂花源风景区，其后山就是
古桂园。这不高的山上现存有全国最大的古
桂群，树龄在五十到一百年的桂花树达两千
余株，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有五百七十六
株。据说日寇占领咸宁时，在这里砍伐了上
万株古桂树烧炭，因为桂木炭有一股特有的
清香。可恶的侵略者！如没有他们的砍伐，
可以想见，现今的古桂园将是一幅何等壮观
的景象。好在苍天有眼，大地有情，留下的这
片桂树林依然十分密集，多是品质优秀的金
桂。在咸宁的桂树中，以金桂最美，丹桂最
香，银桂最雅，四季桂最小巧。

古桂园有众多景点，如嫦娥掷桂、桂子
泉、祭月台、夫妻桂、龙鳞石、桂源亭、吴刚伐
桂、天书岩、岩桂、姊妹桂、瑶台桂母等。穿行

在古桂园中，桂花多已收获，但空气里仍盘桓
着阵阵幽香。这些桂树枝干粗壮，绿叶葳蕤，
造型奇崛，或三两相倚，组成风景；或一枝独
秀，仪态万方；或揫聚成簇，气象宏大，许多树
都有它们美妙的传说。每到收花季节，山谷
里，山峦上，桂花怒放，香熏十里，乡亲们便上
山来收获绽满枝头的鲜花。树下的人牵着布
篷，收花人有的用长竿扑打，有的攀上树枝摇
动攀摘，花雨如瀑，欢笑喧阗。这三秋桂子，
玉朵悬霜，清影醉舞，高枝奇芬。真的是九天
月殿仙风爽，异花绮靡人间来。金粟万点，银
露千樽，玑珠凝璧，妖娆泛灵。苍苍碧山满桂
树，衮衮晴霞暖江南。咸安大地上，金瓣入
茶，丹蕊覆瓮，蟾宫折桂，云里盈香……

“桂花仙子”刘依源一路给我们详细讲
解，这位2022年咸安评选的“桂花仙子”，其
实是咸安区桂花镇的宣传干事。我问小刘桂
花仙子的评选标准，以及角逐桂花仙子的难
度，小刘说，角逐还是蛮激烈的，要通过才艺
展示、语言表达、知识储备等竞逐比赛，确定
当年的十名桂花仙子花落谁家。参赛选手有
咸宁本地、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有教
师、大学生、公务员，也有八九岁的小学生。
十名桂花仙子，有颜值、有才华、有胆识。具
体评选标准严格，但主要还是形象好、气质
佳、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比如拥有一定的咸安
文化、历史知识以及对咸安桂花的独特见解。

我们来到桂子泉边，但见泉水清澈，碧澄
幽深，相传是观音菩萨净瓶中的神水，有桂香
味，喝过之后则求子灵验。有诗曰：“桂子月
中落，天香云外飘。一城十二泉，泉泉有洞
天。”说的是咸宁多温泉，但咸安的桂子泉则
甘冽幽幽，芳漪澹澹。我们走到桂源亭，亭柱
上一副对联撰刻工妙：“天下浓香称桂子，咸
宁玉树出蟾宫。”沿途观景，拾级而下，遭遇到
一棵八百多年的古桂王。据当地的朋友说，
过去这棵桂树遮天蔽日，每到开花季，满树喷
吐出的桂花，香闻十里，可如今因为动了周边
的土，坏了它生长的小生态，有萎靡之忧。为
了保护这棵古桂树，找了许多专家会诊，终于
救活过来，目前正在康复之中。但愿它能够
再次焕发青春，欣荣蕃茂，花开似锦，成为人
们拜谒的不老桂仙。

这些漫山遍野的古桂树群，当地村民守
护它们度过了数百年的风霜雨雪，雷击电
灼，是与他们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对生态的
朴素认知有关的。看到咸安那么多保存完

好的古建筑，我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有着隐
隐的联系和连结。一个古风悠悠的地方，不
可能没有古桥，没有古俗，没有古寺，没有古
宅古院，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古树，特别是温
暖的桂花树。

顺着坡道逶迤游弋的路上，我们观赏了
姊妹桂、抗倭神桂、瑶台桂母，还有一尊嫦娥
掷桂的雕塑。基座上刻有唐代皮日休的诗：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
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按皮日休的说
法，是天上的嫦娥掷桂人间，传说总有不同之
处，但桂花不管是吴刚还是嫦娥所掷，都是从
月宫里飘落人间的天上神品。

有了好桂，不愁没有佳馔，对桂花情有独
钟的咸安人，将他们心中的仙朵圣花琢磨出
了各种饮食，如桂花糕、桂花酥糖、桂花松塔
酥、桂花茶、桂花酒、桂花酱、桂花汤圆、桂花
饼、桂花宴……在咸安，我们吃的第一道美
食，就是咸安闻名的桂花鸡。在桂花弥漫的
咸安，人们的嗅觉和味蕾都被桂子的馨香涤
荡过了，连梦境也是香喷喷的。桂花对于他
们，只有品尝过之后，进入各种食品之后，才
会变成最深的乡愁。

对天地充满敬畏的咸安人，铭记着中秋
的圆月和桂花，还保留有几百年延续下来的
繁缛的祭拜仪式。人们会在中秋那晚，在一
个叫大雷屋的村庄里，在繁花似锦、香飘如雾
的桂花树下，进行最古老的祭月活动。乡亲
们将桂花月饼和水果摆放在屋场前，要放一
盆清水，让月亮圆圆的影子落在清水里，祭月
活动就在锣鼓唢呐声中开始了。祭月队伍巡
游到祭月坛前，主祭带领队伍祭祖、请神、娱
神、送神。主祭退场后，铳手鸣铳二十四响，
妇女和儿童跳起了《月圆舞》。由主祭散福，
将桂花月饼分给仪仗队及围观人群，鸣炮收
案，燃放烟花。至此，在冉冉升起的圆月下，
在满地的皎皎月光和依依桂香中，表达他们
对月神和桂仙的崇敬之情。

据当地的文化学者考证，当年屈原流放
途中，在咸宁写下了“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
兮椒浆”“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的
诗句。乘桂木之船，载桂酒之饮，沛然而行，
既无悲秋之叹，更无流放之哀。“灵液飞素
波，兰桂上参天”（曹植），有了兰与桂，天下
多美才盛德，君子贤人。遍植桂树的咸安古
人与今人，原来对世界、对生活有如此深情
的芳心与匠心。

天堂寨遇雪

出人意料，本想来天堂寨寻一隅安
静，不想意外遇到一场大雪。

大朵大朵的雪，像是早有准备似
的，以最强的阵势，前仆后继，纷纷扬扬
飘落；不大一会儿，脚下的路白了、路旁
的地白了、近处的山白了、远处的天也
白了……

一时间，一场铺天盖地的白，白得
令人肃穆、令人沉思、令人向往——好
一个旷阔洁净的世界啊！

大朵大朵的雪，一点也不想减弱它
的阵势，依然前仆后继，纷纷扬扬飘落。

也许雪是懂我的，匆忙中将我尘世
纷沓杂乱的脚印悄悄藏起，让我置身喧
嚣的尘世之外，独享这份纯净旷阔的苍
茫，让我麻木的身心猝然战栗，在彻骨
的寒冷中，找回久违的清醒。

能不感谢这偶遇的一场大雪么？！
这不，此时我的灵魂正穿过皑皑雪

野，似有什么驱使着它向前走去，因为
它知道，每向前一步就离高洁更近、就
离纯粹更近、就离宁静更近，也就离自
己更近……

走进罗家畈村

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从一个
村落到另一个村落，我恍恍然如一朵随
意的云飘落在罗家畈村。

这是个天晴日朗的秋日，落山风追
着我的脚步，拂过村头的枫叶，脆生生
地笑着，温软地驱走罗家村的岑寂。我
抬头一望，不想说枫叶红了，不想说柿
子熟了，也不想说板栗也开口笑了；就
想说说这罗家畈村里的村民，家家户户
都忙着张罗迎接或送走四面八方的游
客。

是呵，我看见一批游客刚走，大袋
小包装得鼓鼓囊囊，好像还要带走九资
河流水的潺潺诗情、枫叶漫山红遍的款
款画意，以及罗家畈缕缕炊烟的淡泊与
温馨。

可像我这样刚来的游客，一下车就
打开行囊，恨不得将旅途疲惫与烦恼抖
落得干干净净，好拾起一枚枚游走的记
忆，打包一袋袋丰硕的收获。

我来此，原始的渴望催促我去挑选
这里的名优特产。于是，从触摸一颗茯
苓开始，我触摸到罗家畈的成熟；从触
摸一颗天麻开始，我触摸到罗家畈的道
地；从触摸一粒黄精开始，我触摸到罗
家畈的精心；从触摸一块白芨开始，我
触摸到罗家畈的喜悦……

而这一切都散发着难以抵挡的热
情与邀请。这不，当我在罗家畈道地药
材交易市场和许多游客一样，在游走
中、品尝中、交易中，目不暇接，兴奋异
常。

于是，我鉴赏、我选择、我收藏……

在圣人堂，我抱着诗歌入睡

夜，渐深渐浓。
渐深渐浓的夜从山的那边漫了过

来，沿着石阶、沿着长廊、沿着我的思
绪，挤进圣人堂客栈。

不一会儿，月亮也从山的那边爬上
山来，站在山头上，许是发现夜宿圣人
堂客栈的诗人，遂使温柔如水的月光，
像情人一样悄悄走进我的房间。

于是，我沉浸在如水的月光里，寻
觅着诗意……

没有人敲门。
当蝙蝠翔舞的双翅，剪夜色成孤

独，善解人意的夜色便给油漆未干的窗
子拉上窗帘。

静寂的空虚没有声音。桌上的台
灯没有表情，眼睁睁瞪着典籍逃离书
架。铺在桌上的方格稿纸不知谁当作
瓷砖贴在卫生间的墙上。

静寂中，我躺在床上，十指张开成
风，欲要抓住一点什么，却怎么也抓不
住月色中灵动如水的那些浪漫而温情
的故事，只好抱着诗歌入睡。

抱着诗歌入睡，我酣然入梦。
不远处，九资河潺潺湲湲的流水不肯

安宁，悄悄潜入我的梦里。梦里的九资，
流水潺潺，催促一河两岸的枫叶红了，映
得月亮也脸红了，悄悄躲进云里……

月光，流水，红叶，是我寻觅的诗意
么？！

在圣人堂，一个游山玩水的诗人，
抱着诗歌入睡，成了这个夜的主题。

路旁，一棵杮子树

在秋的深处，在瑟瑟秋色的深处，
一棵柿子树在弯弯的通往远山的小路
边站着。

这棵站在秋的深处的柿子树上，光
秃秃的树枝上，只有一个又大又红的柿
子垂挂在失去树叶的枝头，孤零零的，
格外炫目。

我不知道，这么大的一棵柿子树，
为什么只剩下这么一个柿子呢？

是不是这个柿子长得慢一点，长得
慢一点才使它慢慢积蓄着重量，才使它
红得饱满？是不是这个柿子熟得晚一
点，熟得晚一点才使它晚一点经受风吹
雨淋，才使它熟得耀眼？是不是红得饱
满，熟得耀眼，它才独占枝头，虔诚地呼
应不可预知的瑟瑟秋色？

此刻，当我远望这个孤零零且格外
炫目的柿子，我不知道，当它的众多的
兄弟姐妹都手拉着手节奏欢快地蹦蹦
跳跳地走了，去香甜人们的生活；而只
有它孤零零地垂挂枝头时，面对远山吹
来不着边际的霜风和苍茫的夜空失去
脉脉温情的冷月，它不感到凄清与孤寂
的悲凉么？！

落果

我来时，大别山正是秋天。
秋日的大别山一隅的山坡上，长满

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板栗树。
走进板栗树林，只见满地落叶里，

藏着几颗落下的板栗果，像是瞪着眼睛
望着我。

别看这几个刺球现在藏在落叶里，
可它们曾经骄傲地缀满板栗树枝头，缀
满骄傲与自豪。

这些缀满枝头的刺球呵，暮春开
花，夏日结籽，到了秋天，那深得不自见
的喜悦，让刺球包裹的板栗止不住笑裂
了嘴。

板栗无言的笑，让秋日也默默地笑
了。

就在秋日默默的笑声里，不知为什
么，这几个刺球是不是告别了孤独与失
望，默默选择从枝头离开，落在落叶的
寂寞里……

望着落叶里藏着的几颗落下的板
栗果，我想：跌落，是一种回归，难道不
也是一种开始么！？

云上的天堂

明天，就要离开云上的天堂寨，重
回人间。不知为什么竟有说不出的莫
名惆怅，抑或说不出的莫名的眷恋。不
是么，这云上的天堂寨，是谁精心的营
构？我看见山水相生，如诗如画：倚天
峭崖挽着悠悠白云，横空飞瀑激溅颗颗
珠玉，青松翠竹协奏清音天籁，曲径小
道延伸深峡幽谷，重角飞檐构筑云上的
宫阙……

更有许多没有结尾的传说，在晨钟
暮鼓里越来越神秘、越来越迷离！

走出人间岁月，远离嚣嚣红尘，来
到这云上的天堂寨。是临风吟月的松
涛，还是清澈晶莹的山溪，将我引入另
一个天地，让我在清音天籁中拒绝浮华
虚荣，享受孤独寂寞，在醉意朦胧中，坚
守内心的宁静、澄明与清醒……

可是，我不得不离开云上的天堂重
回人间。一阵凉风吹过，伴着黄昏的脚
步，我看见游人三三两两，漫步云中天
梯。

是来自合肥还是来自武汉，是来自
喧闹的工厂还是来自幽静的校园，尽管
人们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但每一个人
的脸上，都如夕照里的天堂湖水，漾着
舒心的笑意……

走出门来，我向云中天梯走去，欲
将灵魂置于灵山秀水之间。这不，也许
我只是偶尔流经这里的一滴雨啊，不经
意间溶进不可知的苍茫夜色、溶进云上
天堂的微凉里……

骆驼坳的春天

最后的冬日从冬的篱笆翻过骆驼
坳之后，不几天，从辽阔的晴空驾着祥
云而来的几缕春风，那姗姗而来的脚
步，让骆驼坳下的溪水伴着春风律动的
旋律悄然醒来。

骆驼坳的春天悄悄来了，先是山路
边枯黄的野草泛青了，接着溪畔的桑树
吐绿了，野草泛青桑树吐绿之后，不急
不躁的金银花在山涧崖边、竹园篱上、
墙角残垣、路的尽头吐蕊了，一簇一簇
金银花开得那样洁白、那样细嫩、那样
淡雅，一时间吸引着骆驼坳急切的目
光。

就在骆驼坳战栗的目光里，同行的
朋友告诉我，他儿时风热感冒，姆妈会
从屋后菜园的篱笆上摘回一束金银花
煮成金银花汤。不想，那有些苦涩又有
点清凉的金银花汤一喝下去，不久高烧
很快就退了。他感到有些神奇，姆妈就
对他说这是世代相传的土方，金银花汤
消炎退肿、清热解毒，管用。由此，他一
直对金银花充满感激！医科大学毕业
后，他就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从事金
银花系列药品和饮品开发。

就在我俩谈笑间，一群又一群蜜蜂
从季节的那边飞向季节的这边，飞向金
银花丛深处，然后将印满期待的翅膀落
在盛开的金银花的花蕊上……

不几天，骆驼坳的山山水水不仅溢
满金银花的清香，也飘散着金银花蜜的
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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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的桂
□ 陈应松

□

谢
克
强

春天是美丽的。其实，冬天的美丽一点
也不输春天。

自小雪以后，我居住的襄阳城就变得五
彩缤纷起来。马路两旁的梧桐树的树叶，开
始由深绿变成浅绿，又由浅绿变成浅黄，再由
浅黄变成深黄。这些变化都是在不知不觉间
发生的。前天在马路上走，仰望天空，是一种
颜色；隔几天再仰望天空，天空的颜色就变
了。这些变化，声势浩大，就像有人用一个巨
大的桶，装满颜料从天上向下泼，酣畅淋漓，
气势如虹。

可以和梧桐的声势并驾齐驱的，应是
水杉。梧桐粗壮健硕，遮天蔽日；水杉高大
挺拔，拔地参天；梧桐的叶像一个个手掌，
杉树的叶像一簇簇鬃针；当手掌一样的梧
桐的阔叶变成深黄的时候，杉树的针叶也
变成了铁锈色。没有阳光的时候，这铁锈
色显得有点儿黯淡；太阳一出来，铁锈色立
即变成了深红色。一片片杉树林冠，在蓝
天上织成一道道红霞，在冬的画卷上，和梧
桐深黄的色系你呼我应，相互映衬，蔚为壮
观，赏心悦目。

和梧桐、杉树不同，银杏的叶色仿佛是
在一夜间改变的。不经意间，她的绿色全
变成了黄色，在暖阳的照射下，每片叶子都
黄得透亮，好似一片片金箔，闪闪烁烁，把
襄阳城墙、护城河水，还有邻近的其他树

木，都染得金光灿灿，连在护城河中进行赛
艇训练的健儿，身上也给披上了金甲。与
梧桐的深黄和水杉的深红相比，银杏的金
黄显得特别明丽，特别干净，特别纯粹。风
吹过，满天金蝶飞舞，落到地上，铺成一席
金色的地毯——这应该是世间最豪华的装
饰品吧！

襄阳城的枫树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
在或黄或绿的颜色中，显得尤其耀眼。它不
管出现在哪里，就绝对是哪里的主角。就像
舞台上的领舞者，她一登场，其他舞者就只有
伴舞的份儿。阳春门公园大门南侧，有一棵
婆娑的枫树，人们来到这里，第一眼就被它抢
了去，它身后的梧桐、银杏、蜡梅和冬青，就都
成了陪衬。

襄阳城周遭的公园，统称护城河公园。
从东北边开始数，有长门公园、襄阳公园、阳
春门公园；到了南边，是荟园、南湖公园；转到
西城，有襄阳人家、襄阳公馆；北边与汉江相
邻的，则是临汉门公园、襄阳动物园。这一圈
公园联结起来，就似给襄阳城围上了一条美
丽的围巾。这条围巾的颜色，随着季节的变
化而变化：春天，嫩绿的底色上，点缀着粉红
的桃花、紫红的紫荆花、黄色的连翘花、紫色
的紫藤花……到了夏天，围巾一片深绿，白荷
花、红莲花成了亮点；进入秋天，这条围巾延
续了夏天的颜色，只是少了一些苍翠，淡了一

些绿意，黄叶并不见踪影；襄阳秋景的呈现，
迟在小雪以后，树叶经霜，该红的红了，该黄
的黄了，该铁锈的铁锈了，这条围巾也变得五
彩缤纷起来。

围巾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是襄阳公园东
城墙根的一条小径。这条小径原本是一条土
路，后来铺上了青砖。由于不像水泥路和石
板路那样硬邦邦的，接地气，就成了人们散步
最喜欢去的地方。小径的两侧，拔地接天的
水杉、雄壮伟岸的参天杨、金光灿灿的银杏和
红如彩霞的枫树，密密匝匝，团团簇簇，把小
径挤成了一条细缝。其实这道细缝并不细，
少说也有两三米宽，只是由于这两道五彩的
屏风实在太高大，相比之下，小径就显得窄
了。从脚下举目远望，小径在两道五彩屏风
间延伸，一直通向天际。人们走在这条五彩
路上，依稀进入了童话世界，如梦似幻。我经
常到这里来拍照片，发在朋友圈里，朋友们惊
叹：真仙境也！

在人们的印象中，冬天的风景应该是：一
片白色，一地枯黄，单调，寂寞，清冷。其实，
这个季节的绝大多数时光，是五颜六色的，是
生机勃勃的，是如诗如画的。不信，你就到襄
阳城来看一看，沿着襄阳环城公园走一走，最
好特意到东城墙根的那条小径体验体验，相
信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高吟：不似春光。胜
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劲松映山骨（国画） 董继宁 作

五彩的冬天 □ 凡夫

说 明

2023年12月4日《东湖》副刊刊发的诗歌《冬天》（组诗），作者
为田禾，特此说明，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