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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场旅行
文字是船桨，书页是风帆
扬起心灵的舟楫
驶向海阔天空的彼岸

读书是一场寻找
文字是钥匙，书本是宝藏
挥动勤奋的铲镐
挖掘智慧之泉的甘甜

读书是一场探索
文字是引擎，书籍是宇宙
启动思维的飞船
穿越星河苍穹的无限

旅行中领略了真
寻找中发现了善
探索中悟到了美
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照见了心中的未来

读书之旅
★崔军峰

楝树是中国典型的本土树

种之一，因其材质不堪大用，人

工种植者不多；又因其繁殖力

极强，能借鸟儿啄食其果实、携

带种子散布各处的缘故，野生

楝树得以广布。古人随处可见

楝树，楝花便得以被古人用作

观测节气变化的标志，成为物

候之一。最近几年，随着人们

对本土树种生态价值的日益重

视，楝树越来越多地被作为行

道树、景观树在城乡栽植，城乡

居民看到楝树、观赏楝花也更

加容易了。

在众多的显花植物中，楝

树开花相对较晚。古人选取

24种显花植物，以代表春季的

不同时段。又因春季多风，风

吹花开，两相对应，恰如花开风

来，信而不爽，古人便把应花而

来的这一阵春风叫作“花信

风”，把应风而开的花称为“信

风花”，24种花代表着“二十四

阵春风”，合起来就是“二十四

番花信风”。它们是：

小寒：一番梅花风、二番山

茶风、三番水仙风。

大寒：一番瑞香风、二番兰

花风、三番山矾风。

立春：一番迎春风、二番樱

桃风、三番望春风。

雨水：一番菜花风、二番杏

花风、三番李花风。

惊蛰：一番桃花风、二番棣

棠风、三番蔷薇风。

春分：一番海棠风、二番梨

花风、三番木兰风。

清明：一番桐花风、二番麦

花风、三番柳花风。

谷雨：一番牡丹风、二番荼

蘼风、三番楝花风。

如表所列，一花开时一番

风，一番风过一花开。梅花开

时刮来的风叫梅花风，接下来

的是山茶风、水仙风，以此类

推。一番 5 日，覆盖从小寒到

谷雨共计 8 个节气，从梅花来

报春信动到谷雨时节春满人

间，共 4 个月左右。谷雨是春

季最后一个季节，为春季收官

压轴的便是楝树花和楝花风。

也就是说，从梅花到楝花，这期

间开放的花都叫春花。楝花风

送春归去，楝花开过无春花。

谷雨之后，楝花开过，就该立夏

了。再开的便是夏花，如石榴、

鸢尾、玉簪、荷花等，再刮的风

就是夏风。春风雅称“惠风”，

条达和畅；夏风又名“熏风”，如

熏如蒸。

春花似锦，品种繁多，其花

色以红、黄、白为主，紫色花相

对少见。在开封的树花当中，

春季可以看到的紫色树花有丁

香、紫藤（葛花）、泡桐和楝花。

丁香开花最早，紫藤、泡桐在其

后，楝花最晚。

楝花属于繁花一类，先叶

后花，簇生于枝端，等到嫩枝

舒展开来，花枝生长于嫩枝之

上，也是一簇一簇的，每一簇

有小花数十朵。花呈紫色，浓

艳者紫中带微蓝，浅淡者略呈

粉紫。绿叶与紫花合为一个

大绒球，绿、紫二色相互映照，

淡雅而又鲜亮，在微风中摇动

着，仿佛在送别春季，欢迎夏

天的到来。

以历法为参照，立夏节气

是夏季到来的标志；以气象学

的标准，一年第一次出现连续

5天日平均气温在22℃以上时

即进入夏天。忙碌的人们哪有

时间天天翻看日历，操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的心呢？大自然

的物候可以让我们随处感知季

节的更替。要想知道春季何时

结束、夏天何时来到，只要抬头

看看楝花是否开放即可。当楝

花绽放枝头，楝树枝头那绿、紫

二色绒球开始摇动时，炎热的

夏天就要到了。（赵凡聚）

每年过了立夏节的农历四月中旬，乡村

的人们便开始忙活着拾掇打麦场了。把场糙

的光不黏黏，周边摆上几口大水缸盛满水用

来灭火的，入口处栽上电线杆安装好电源设

备，一切就绪，偌大的一个打麦场静静的等候

开镰收割麦子入场了。

打麦场，在完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

年代，是“三夏”生产的主战场。那繁忙热

闹、紧张有序的场面历历在目，每到收麦季

节总有些怀念之情。因为，打麦场上有乡邻

们互助结伴的劳动场景，有群策群力的公序

良俗传统美德，凝聚着乡风，乡俗，乡情，乡

愁的农耕文明元素，是一个时期以来农业文

明的真实写照。

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劳动方式的

转变，打麦场在广大农村先后退出历史约有

二十年之久，大多的场地均被农户栽上了树

或留作它用，很难再看到打麦场了。现如今，

在偏远的深山区个别小村庄上偶尔还能看到

村民们手持镰刀割麦、牛拉石磙碾场的生产

场面。虽然在劳动中汗流浃背，但累并快乐

着！非常有诗意，有乡愁，接地气！

田野上，拖拉机的咚咚声，人们的吆喝

声汇成了一部农耕交响乐曲在旷野上久久

回荡。打麦场上那一堆堆一檩檩如小山头

似的麦垛，通过农民朋友摊场、碾场、翻场、

起场、扬场等工序才变成了金黄灿灿的麦

子。时不时有玩童在场内嬉戏玩耍，抓一把

麦子嚼的喷喷香，婶子、大嫂们会赶在扬出

麦子装袋之时从家里端来刚出锅的油镆饯、

鸡蛋、白糖茶犒劳乡邻们的帮忙打场。人们

围坐在麦子堆旁，边吃边说着麦子的收成不

赖，不赖！脸上露出笑哈哈的喜悦！那笑容

是真实的、友善的、和美的！

打麦场，不可忘却的记忆！

打麦场，农耕文明的缩影！

打麦场，抹不去的乡愁，记忆犹新的乡

情！ （费建国）

打麦场——不可忘却的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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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草葳蕤水半清，闲蛙深处鼓升平。莫道人间天

正好，谁料。耳边时过雨风声。

夜半犹来花炮起，何喜。满腔心事冷如冰。举眼

朦胧云隔月，千结。楼头独坐一灯明。

定风波·夏夜
★阿卫国

宝域人杰物产丰，徽宗御笔赐佳名。

金銮帝梦天青碧，凉寺薪燃器玉晶。

大宋官窑珍品贵，汝瓷魁首价连城。

赵家皇室宫专属，今日寰球堂殿登。

宝丰汝瓷誉满天下
★李剑友

夏来春去碧河长，绿肥红瘦荷花香，

蝶恋凤舞鸟啼鸣，月季梨花斗芬芳。

初夏吟怀
★何玉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