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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
月里，有一个绿
色的节日——3月
12日植树节。此时，
春光明媚，草木萌发，最
宜植树。种下一棵树，也
就种下了梦想、希望。梦
想有开花的时候，希望有结
果的一天，此去经年，树便
会把沉甸甸的果实，悬挂在
生活的枝头。

——编者

望着一棵树，我常
常会无端地猜想：一棵

树，会不会也像人一样，有
它的灵魂呢？如果有，一棵

树的灵魂，该是一种怎样的灵
魂呢？

我们知道，一棵树生长的地方，
它是无从选择的。你把它栽到哪儿，

它就生长在哪儿，不择地而生，似乎是它
命中注定的。土地肥沃，它就生长得高大

些；土地贫瘠，它可能生长得羸弱些，不过，它
总能长成一棵茂盛的树。

我曾见到一棵树，它就生长在陡峭的悬崖
边，卷曲的根，顽强地扎进岩石的缝隙中，一些

根，还裸露着，在风吹雨打中，堆积出累累的疤痕；
树身紧紧地贴在岩壁上，树干扭曲着，看得出成长

过程中的艰辛。可这棵树，依然活下来了，并且形成
了一道让人敬仰的风景线，给人传递出一种无可阻挡

的生命力量。
所有的树，都是一样的，已经栽下了，它就会生根，发芽，

枝叶伸展，摇曳生姿。
于是，每一棵树，都成了一道风景线。春天，萌发一片绿

意，在绿意中，给人展示一分春天的明媚；夏天，遮下一片绿荫，
行路之人，或者劳作辛苦了的人，就可以在绿荫下乘凉，让身体和

精神，得以休憩；秋天，飞起一树金黄的“蝴蝶”，诱发人对生命成熟
的沉思；冬天，则迎寒挺立出一分倔强，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坚强。

有一些树，还能开花、结果。
树上花开的时候，它的任何一种花色，都会给人世间增加一分色

彩，人世间，就变得更加美丽；花开，就有花香，就会引来蜜蜂，引来蝴蝶，
人们不仅能看到生命的美丽，也许，还能享受到蜜蜂酿成的甜甜的蜂蜜。

树结出的果子，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丰富，人类的生活，也因果实的甘甜而
更加甜蜜。

一棵树一棵树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森林。
一片森林的作用有多大啊？它能够形成匝地绿荫，为鸟儿、

虫儿提供生命的天堂；它能够遮挡风沙，避免土地的沙漠化；它
能够净化周围的空气；它甚至能够改变周围的生态环境，让
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

人，是会死亡的；树，也是会死亡的。可我觉得，一
棵树的死亡，就是一朵花的盛放。

一棵树，不管是自然死亡，还是被锯倒，都有
它丰富的去处。那些粗大的主干，可以做栋梁，
撑起屋厦，屹立多年不倒，在烟熏火燎中，惯看
人间秋月，就通了人性，就成了历史的一个
段落。另一些枝干，可以做成家具，或者其
他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些家具，或柜或箱
或椅或床，岁月历久，浸润漫散，在打磨，
在上光，有着主人的体温，收藏下主人
的抚摸，记忆下主人的喜怒哀乐，于
是，一棵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片片
温情，变成了一段段记忆，变成了一
种相对的永恒。

最差，一棵树，还可以做柴
烧，成为一种能量，或者成为一
种温暖。变成灰，也成了土地
的肥料。所以说，一棵树的死
亡，实则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
形式的永恒。

如此看来，一棵树的灵魂是
什么，似乎就很明确了。一棵树
的灵魂，就是无私的奉献。

那是个繁花
似锦的春日，我与

老公的爱情修成正
果，步入了婚姻的殿

堂。我随老公回乡办婚
礼，婚礼后的第二天一大

早，公公拿来两棵小树苗，
让我们去栽。公公说：“娶媳

妇儿是大喜事，栽下两棵小树
当个纪念！”以为娶妻栽树是乡

间风俗，我学着老公的样子，卖力
地挖坑，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放在坑

里，认真地培土、浇水。看着小树稚
嫩的枝丫含笑舞春风，我心里默默祝

愿：“希望我们的幸福，能像小树一样
茁壮成长。”

后来才知道，乡间并无娶妻栽树的
风俗，只因公公一生爱树，每年春天他都

要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空地上栽树。
而且他喜欢给小树起名字。“这棵树是为儿
子考上大学栽的，就叫状元树吧”“这棵树是
为女儿找到婆家栽的，就叫女儿红吧”“这棵
树是为小外孙出生栽的，就跟小外孙用一个
名字，叫小树吧”……在公公心里，那些树木
就如他的亲人一般。树木生长得葱茏，他的
亲人就会幸福平安。

后来每次随老公回乡，我总要看看我们亲
手栽下的小树。看着小树扎根地下蓬勃生
长，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婚姻之树，在日益挺
拔茂盛。

儿子出生后，应公婆的要求，我们回
乡下为儿子摆满月酒。公公
喜滋滋地指着门口一
颗 小 树 苗 说 ：
“ 接 到 你

们在医院打来的电话，我就栽下了那
棵壮实的小树。我孙子的小名我想
好了，就叫林林吧……”从那以后，老
家门口那棵叫林林的小树，也常常让
我牵肠挂肚。

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我和老
公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子。搬进新
家 的 第 一 天 ，老 公 感 慨 不 已 ：“ 想
不到我真的能在城里安家，心里虽
然高兴，可还是想念乡下的老家。
咱回趟乡下吧，我想在院子里栽棵
树……”我陪着老公回乡下，帮着
他在院子里栽树。树栽好了，老公
学着公公的样子说：“这棵树是为
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栽的，就叫安
家树吧！”

后来，我和老公也养成了栽树
的习惯。每年春暖花开，我们都要
回乡下栽树。“这棵树是为儿子上
幼儿园栽的，就叫启蒙树吧”“ 这
棵 树 是 为 升 职 栽 的 ，就 叫 青 云 树
吧”“这棵树是为我们买的新车栽
的，就叫环保树吧”……其实，所有
的树木，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幸
福树。

在纷繁喧嚣的生活里，幸福往往
是一种倏忽即逝的感觉，而用栽树的
方式见证幸福，幸福就会落地生根蓬
勃生长！

周 末 ，
带孩子回乡下

母亲家，正赶上集
市上卖果树，有桃、梨、

樱桃、葡萄等，品种繁多。
早就听母亲说，院子里空落落

的，种点东西就好。种啥呢？当
时我建议种桂花，满院的桂花多香

啊，但后来看到这些果树，我突然改变
了主意，就种果树吧！秋天的院子，要是

各种果子挂满了树，那该是一番美好的丰收
景象啊。即使看着，也赏心悦目。

我毫不犹豫地将中意的果树每种买了两株，
总共12棵，花了50元。抱着树苗回家，母亲高兴得

合不拢嘴，说这么多果树，即使有些树不成活，果子也
足够孩子们吃的了。母亲说，先放着，等我有空来栽

吧。我说，还是我来吧，我要带着孩子去种树。

女儿听说我要去种树，兴奋得不得
了，跟在我后面，唧唧喳喳个不停。我
扛着锄头，提着水桶，在母亲的指点下，
开始种树。为了让女儿了解种树的过
程，我和她分了工，我负责挖坑、培土，
她负责扶苗、淋水。女儿边做事，边问
我：“妈妈，什么时候会结果子啊？”我说
两三年吧，到时你就可以自己爬上树去
摘。女儿舔舔嘴唇：“我最喜欢吃樱桃
了，妈妈，樱桃红红的，颜色真好看。”那
美味的果子，仿佛就在眼前似的，女儿
干得更卖力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将全部果
树栽好了，虽然女儿满身是泥，也累得满
头大汗，但她笑得很开心。回家后，她爱
上和外婆通电话了，不仅在电话里询问
小树长势如何，浇水没有，而且学着我们

的样子，对老人嘘寒问暖，逗得老人
很是开心。

她在作文里写道：春天正是种树
天，星期天，妈妈带着我去乡下种了
果树，有桃、梨，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樱
桃，看到那些小树，我希望小树快快
长大，结出甜甜的果实。妈妈坚持要
带我种树，我后来知道了她的良苦用
心，她是想让我知道，只有播种才能
收获，也让我明白，劳动是光荣的，也
是快乐的。我也是爸爸妈妈心中的
小树，我会努力，茁壮成长，成为他们
的骄傲。

女儿的作文，看得我眼里泛着泪
花。我的眼睛，也仿佛看见，我心中
的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果实飘香。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
但是有爱树植树的传统，特别是古

代的一些文人雅士，纵情流连于山水
田园之间，对于植树造林颇为热爱。

东晋诗人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喜爱
种树。“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

后檐，桃李罗堂前。”诗人从冗繁的官场事
务中走出，在如诗如画的田园间得以解脱，

乡居遍植柳树，寄情于如此优美的自然风光
中，好不畅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他自号“五柳先生”，可见其对柳树的喜爱。
无独有偶，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与柳

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但姓柳，而且在柳州做了
刺史，又带领当地群众广栽柳树，还为

此在《种柳戏题》诗中

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说
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难能可贵的
是，作为地方父母官，他并不是因为
一时兴起爱柳而植柳，而是为了造福
当地一方百姓，真是一位难得的好
官。

大诗人杜甫也爱植树种花。杜
甫的诗歌被称作“诗史”，他长期生活
在人民群众之中，对下层百姓的辛苦
生活深有体会，自己也常常参加劳
动。“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
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
来。”在这首《诸徐卿觅果栽》中，诗人
于安史之乱后赶来成都筑造草堂，为
了改善居住环境而四处寻找

苗木。苗木得来，他亲自栽种，除草，修
剪，一段时间之后，“红入桃花嫩，青归柳
叶新”，草堂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宋代才子苏轼可谓植树达人。“我昔
少年日，种树满东岗，初移一寸土，琐细如
稻种。”从这首《戏作种树》中，可以看出东
坡居士极爱种树，那“满东岗”的树，应该
有上千棵吧，春天来临之时，满眼郁郁葱
葱，令人何等赏心悦目！“去年东坡拾瓦
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黄州时，更是
在当地种了很多树木，是名副其实
的植树达人。

古 代 文 人
喜 爱

植树，陶醉于田园风光之中，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中觅得
诗意的愉悦，不仅留下了脍炙
人口的佳作名篇，而且对
于我们今天的植树造
林 也 有 积 极 的 教
育意义。

夜，不算太冷，月亮爬上了树梢。天空有
微弱的星光，星光下有繁华的人间，人间有芸芸
众生。我和建，是众生中的两粒，这两粒，此刻
正游荡在一个公园里，并为自己的弱小而无限
纠结。

让我们纠结的，是那两个孩子。
看到他们时，他们正玩得疯。一个坐在树

杈上，两手抓着树枝，屁股一颠一颠——他把树
当作了马。另一个则像长臂猿似的吊着，小树
随着他忽上忽下，惊涛骇浪。他们的奶奶，在一
边做拉拉队员，笑逐颜开道：“乖乖真棒！”孩子
晃得更起劲了。

夜色中，我看得心惊肉跳，我怕那树会咔嚓一
声从中折断。但它竟然没有断，它似乎已习惯了这
种摧残。

痛苦的呼喊从树枝里发出，在风里震荡，我听
得见，建也听得见。他说，好可怜的树！

我想，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便鼓足勇气喊：
“嗨——”孩子没有听见，他们的奶奶，瞟了我一眼。

建拉我一下，不让我开口，怕我惹祸。我只得
噤声。

建小声说：“别多管闲事！”
我也在心里说：“是的，别惹是生非！”
夜色那么美，远处有欢快的乐声和人们的

笑声，我也明白，我们，是来享受夜之旖旎的。
可我终究是纠结了，那两个孩子还小，我

想告诉他们，树是很痛的。
建拉我走，我脚下却像生了根。我想起

公园那边，也有一棵这样的树，我在白天看过
它，它的树干，已变得光溜溜的，许多老人伸
长了手臂，把自己挂在上面荡。我也曾因
干涉不了他们而无限痛苦。

今夜，我却要为树说两句话，为
什么呢？也许我潜意识里认为，孩
子还小，前面的路上，还有数不
清的树，为了那些树，我总该
叫他们懂得树之痛。

于是，我对那两个孩
子喊：“喂，小朋友。”建使
劲拉我，想制止我，我
不理。两个孩子停下
来看着我，他们的
奶奶，也疑惑地看
着我。

我说：“小

朋友，小树很痛，你们知道吗？”孩子先是不动，也不说话，
只盯着我看。后来，那个大点的孩子问：“阿姨，树真的会
痛吗？”我说：“会的，树跟你一样，有胳膊，有腰，有脚，而
你现在，正坐在它的胳膊上，它的胳膊很痛，我听到它
痛得哭了！”孩子一下子跳下来。

他 们 的 奶 奶 ，却 有 些 不 满 ，生 气 地 瞪 着 我
看。于是，我又对她说：“树枝那么细，小心孩
子！”

建听我这么说，松开了拉我的手，我听到他长出
一口气。他知道，一场纠纷，是不会发生了。

果然，老人笑着说：“没事的，这是棵桃树，
柔软得很，不会断的。”

她虽然这样说，却把坐在树枝上
的孩子抱了下来，说：“宝贝儿，咱
们玩捉迷藏好吗？”

我和建都笑了。
树又回归了平静，我

细看才知道，它原来
是棵桃树。不管它
是什么树，种下
它 就 要 心 疼
它 —— 虽
然它，不
说话。

□雷媛媛

□刘亚华

□马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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