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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又逢三月，又到植树
节，我总会想起少时植树的美好记忆，心中，就泛起明媚的情思
和绿色的向往。

第一次参加植树活动，是在1979年，那年我11岁，读小学
四年级。记得那天周一刚到学校，老师就通知我们都回家带铁
锹和水桶，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队伍集合完毕，校长在队前大声说：“今天是新中国的第一
个植树节，我们红领巾要响应祖国的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校长讲话完毕，我们就肩扛铁锹，手提水桶，唱着歌儿出发了。

来到植树场地才知道，原来不光是我们红领巾在植树，全
村的男男女女也都参加了。植树任务就是完成村后的那座秃
岭和河边那片荒芜的河床的植树工作。我们到达后，村党支
部书记就开始给我们分配任务，说孩子们年纪小，就在那片裸
露的河床上栽植柳树吧，河床好开挖，树穴也不用像在秃岭上
开挖那么大。

真的，树穴真不用开挖那么大，分给我们的柳树苗仅有我
们的拇指那么粗。以前的劳动课，也就是在校园里打扫卫生，
第一次参加植树，我们觉得很新鲜。分组后，我们提水的提水，
挖坑的挖坑，老师左右穿梭着给我们指导。一行行柳树栽植完
毕。我们坐下来休息时，我问老师：“树这么小，能长大吗？”

老师说：“再粗的树也是由小变大的，就看我们怎么管理。
就像我们现在学习，为的是将来成人成才。”

自从参加那次植树，那片河床上的柳树竟成了我的牵挂，
放学或周末，我总要绕道去那片河床，看望栽植的柳树苗。自
那以后，当学校再有劳动课时，老师就组织我们到那片河床去
给柳树浇水培土。那年的春天特别干旱，秃岭上栽植的槐树多
数都干枯了，而我们那片河床上的柳树，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
奇迹般存活下来，一年以后，竟然长高长粗，发枝展叶。

几年下来，那片河床出落成一片茂密的柳林，清晨有鸟儿
鸣唱，夏天有蝉歌悦耳，雨季来临，那片河床再没有被冲刷过。

后来我走出村子，而那片柳林常常飘摇在我的梦里。多少
年来，每到植树节，我总要回到乡下老家，总要到那片柳林驻足，
寻梦那次植树的美好，栽植一个绿色的希望！

在泥融沙暖的春天，我要起身，去种一棵树。
在一个阳光洗尘、清风悠然的清早，我扛着钅矍头行走在阡陌小径

上。我要选择一处肥厚的土地，挖树坑种树。种树，就是给树安家。树
其实是有灵魂的，我付出汗水和辛劳，它一定会回报于我。

我以钅矍头的锋利，撬开大地的肌肤，一钅矍头一钅矍头，翻出新鲜的泥
土。我把一截泡桐的根，深深地埋植在土壤肥沃、墒情良好的树坑
里。我让树根连通大地的血脉，在大地的怀抱里，深深地呼吸。

树是我的兄弟，我把它根植在大地上，同时根植在心里。没事
的时候，我会背起双手，到那里去探望。树铆足了劲儿，不几天，就
回报以几片嫩生生的欣喜。看着那萌动的生命的姿态，会让心里格
外熨帖。

我种树，实际上就是种心情，种希望。我喜欢那种真实的绿，叶子
上，沾着白茫茫的绒毛，峥峥的轮廓，通透的筋脉，如此的饱满和旺盛。
生命的昂扬，莫过于此。我被深深地感染着，心底陈年的阴霾，在春天

的阳光雨露下，在骀荡的风中，一扫而光，然后，染上
这一片木本的绿意。

生命
体，从本质

上说都

是孤独的。我种树，也是种一种生命的参悟、一
种孤独情态下的慰藉。我是向树学习来的。同
样是依附在大地上的生命，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
其实并不及树聪明。

人时常陷入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里，肉
身不堪重负。而树冬去春来花落花开，一直那么平淡地
站着。谁不羡慕它波澜不惊的超然态势？

我种的树，有一天会枝繁叶茂，高大精壮。那个时候，我
的树兄弟，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哲人了。在人生彷徨
的时候，我就要找到属于我的那棵树，和树谈谈。

有时候，我倚树身上，树在微风里，叶子沙沙地响，那是一种言
语的交流了。有时候，我站在树下，树站在月光里。树沉默，我也沉
默。沉默其实并不是坏事，它是无语的交流，它是思想在升华。

沉默过后，我的在浮世中躁动的心，彻底地静了，也净了。
我种树，说到底，就是种一种沉实向上的心态。种的是树，也是种

自己。给树疏去影响长势的枝丫，也是让那些生活里琐碎的磕绊、烦
恼，灵魂的枷锁、藩篱，都远我而去。

树的繁枝茂叶，是心灵的肥料。我的心灵，会在“文以读树”的过程
中，不断增加营养，变得厚实强壮起来。

春天来了，不妨动起你的脚步，也去种属于自己的
一棵树吧！

记忆深处

□陈重阳 寻梦植树的美好
□魏益君

春种一棵树
灯下漫笔

把春天攥在手中
沿着三月的河流
和日子流淌的方向 我们
走向田野山坡

以一颗虔诚的心
在生存繁衍的土地上
种下春天
种下发芽的未来 和
浓荫的希望

让风沙停止流浪的脚步
让山川回归自然的风貌
让岁月不再荒芜

让诗歌的翅膀
重新栖居
繁茂而文明的森林

高天厚土之间
我们把生命的萌动种植
萋萋芳草 苍苍佳木下

那翩翩起舞的
是永远年轻的爱情
那无忧盛开的
是我们美好的日子与心情

初春正是植树的好时节，父亲又扛上他的锄头上山植树了。
父亲退休后就回到了老家守护着我们家对面山坡上的一片林子。我已经记不清父

亲在这里种下了多少棵树，但每每种下一棵，父亲内心都充满了欣喜与期待，简单而深
刻，澄净而安宁，那种经历了人生繁华与低谷过后沉淀的真实与纯粹让人备感踏实。

看着家乡满目的树林，它淡然地包裹住山的尖锐，并赋予它葱郁的生命。儿时常与
伙伴们一起嬉闹于林间草地，曾侧耳倾听微风掠过树梢的奇妙声响，也曾拿着长长的竹
竿放肆地敲打树丫杈间不知名的野果。现在有的树干一人也搂不过来，一如我搂不住
这无穷无尽的时间一般。难怪有时会感叹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正如唐人诗云：“山僧不
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在繁冗的工作与忙碌的生活交织中，我曾充满对时间飞逝
的焦灼，时常陷于若有若无的迷茫……无数的感受积压在心头，很多时候只能默默然，
无法与人分享，却在父亲守护的树林中得以释怀。

在细雨纷纷的春日，在林间听雨打树叶发出的“沙沙”声，看着一片片树叶在雨的润
泽中越发光亮，所有的嘈杂声渐渐地偃旗息鼓，一切的纷纷扰扰慢慢停歇下来，世界变
得无比安静。

父亲告诉我，植树是有讲究的，植树需要看天，也需要抢时间，要赶在大雨天之前或
者湿润的天气中种植，树苗才能长得好。父亲边说边在旁边给我示范，挖坑、填土，一切
都是那么熟练，还是我小时候看见的样子。在细雨中，我与父亲一道栽下了好几棵树。
看着在风中摇曳的小树苗，我顿时就觉得背有些弯曲的父亲也高大了许多，有树的地方
就有家，那种对绿色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树是有生命的，它和人一样，深扎土地，根植故乡，靠着努力与坚韧成长。我想，我
要每年都回来与父亲一起种树，为了家乡变得更绿、变得更美。有了树，便会有人气；有
了树，就会得福气；树是一种财富，更是父亲执着向上的精神寄托所在。

种植春天
——写给3·12植树节

□方华

我陪父亲去种树
□龚德位

我乡我土 春来植树忙
□高顺喜

春天来了，正是植树的好时节。
在外求学的女儿和儿子还没开学，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开车

到饭坡乡何家沟村买来了花椒树苗，带着妻子、儿女回老家植树。
老家三面环山。北边的徐家山上，我家有30多亩山地，年年种着

红薯、花生和棉花。流年如水，一去不返。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父亲
已是老态龙钟。我给父亲提议，在那片地上种树吧，种大红袍花椒树，
既绿化了山，又有经济收入。我对父亲说：“今年花椒的市场价是30元
一斤，一棵树摘20斤花椒，能收入600元……”这一次，父亲没有再固
执己见，之前他一直认为种啥都不如种庄稼。

我把车子停在山下的大路上，当我和孩子们扛着树苗徒步上山时，
大哥、弟媳、小姐夫和两个外甥也带着工具前来帮忙。春阳高照，山风
温暖。我们仨人一组自由结合，一个人挖树坑，一个人放树苗，一个人
给树浇水，最后由挖坑人埋土，三两分钟时间，就能栽好一棵树。这一

次，我买了200棵树苗，原打算用半天时间把它们栽完，结果呢，不到
两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栽树任务。

过了元宵节，儿女

相继开学了，我和妻子上班了。时不我待，山上还有30多亩地需要栽
树。我联系了附近村里的护林员。我告诉他，这片山地报了林站的育
林项目，将来人家还要下来验收，验收合格的话，每亩地国家还有200
元的补贴。他说：“没事的，咱还是亲戚呢，买树苗、寻人栽树都包在我
身上，你只管放心。”二月末，他从下湾村买了3000棵树苗，雇了6个
人，花了不到3天的时间，就把那30多亩地全栽上了树。

一个周末，我回家去山上看树。前几天山里下了一场春雪，山地墒
情好，那些新栽的树苗个头高、树身胖粗，充满勃勃生机，看上去横竖成
排、株距行距均等，仿佛在斗美夸丽。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这片山地是村里的林场，曾经也树木葱茏，野
草繁茂。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村子周围的荒山都被村民开垦后种
上了庄稼。进入新世纪后，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了，留下的都是
老人、妇女和儿童，村里大片大片的土地撂荒了。

眺望远山和村庄，满眼春意。两三年后，这些树苗将长到一人多高，
到了秋天，尽是满树满树的红花椒果，那该是多么美的一幅画呀。在下
山途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后每年春天，我都要在家乡的荒地上
种一片树，让乡亲们明白，不只种庄稼可以赚钱，种树也能创造财富。

掌故春秋

诗苑一束

至爱亲情

春雷一响，生机萌动，正是植树好时节。走进三月，
走近植树节，诗意般美好的日子幸福而亲切，留一抹美丽
的绿色给春天，捧一腔浓郁的情愫给三月……

——编者

沐 着 春 光 去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炎炎烈日之下，当我们坐
在树下尽享清凉的时候，是否还记得那些栽树人呢？

谈到前人栽树，莫过晚清的左宗棠。左宗棠是著名的军事
家、政治家，他率军收复新疆时，命令军士随身带着树苗，在西
北大漠沿途栽柳26.4万株，形成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
观。为纪念左宗棠，人们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左宗棠的
同乡杨昌浚，为此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将筹边尚未
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西周大将军沙俊其，一生驰骋疆场，要求全军将士在沙场“人
种一树，以庆武功”，以至于柳树遍地，称之为“庆功树”“庆功林”。

三国时吴国名医董奉在隐居庐山时，常为百姓治病，不收分
文，却要求患者在他家栽植杏树。几年下来，房前屋后10万余棵
杏树连成一片。春天杏花缤纷，董奉邀百姓共赏；秋天果实累累，
采摘卖掉，再买来谷米赈济百姓，史上留下了“董仙杏林”的佳话。

唐朝文成公主，西嫁吐蕃松赞干布，千里迢迢也不忘从长
安带去柳苗，种植在如今的拉萨大昭寺周围，被称为“公主柳”。

…………
打开史书，又有多少文人雅士，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王

维、柳宗元、苏轼、辛弃疾等，无不爱树如命，不但呼吁大家植
树，而且身体力行。他们美化环境，福荫后世，再佐之以那些咏
树的不朽诗句，千百年来，这些举动一直被后人传颂。

透过历史的沧桑，看那些历尽千年风雨的轩辕柏、商银杏、
周公桧及许许多多的汉唐古松、古槐、古桑、古桂等，哪一株没
有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汗水？哪一株没有沐浴着历史的雨露
和阳光？再广而言之，哪一片森林，哪一带灌木丛，哪一棵杂木
果树，不是前人给后代留下遮风避雨的绿荫？

前人栽下了树，我们才得以享受清凉。而我们更有责任，为
后人留下一片绿荫，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生活环境美起来。阳
春三月，草长莺飞，我们都来挖一个坑、提一桶水、植一棵树
吧，唯此，才不辱前人；也唯此，方无愧后人。

□郭增吉

乘凉莫忘栽树人

洛 浦

植树植树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