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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区陈家桥万岁庙十一组谭正明（现用名谭振民）遗
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北塔集建（98）字第
04101110号，用地面积：213.9平方米，建筑占地：156.6平方
米，声明作废。

王道清

周末，朋友相邀去茶
铺看花。

茶铺，原来是一个知
青点。20 世纪 70 年代，一
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带
着火热的激情开垦荒山，
种上茶叶，后来就叫茶铺
茶场。

茶铺的花，近几年有
点名气。先是马路边的一
片玉兰，迎着春风怒放，吸
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后来
又建了梨园、蚕桑园，现在
有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在那
里栽了桃树，助力乡村振
兴，结的果叫黄桃，营养
好，价格也高。

一个技术员模样的中
年女人把我们领进果园：

“上周末来最好看。”她手
指被雨淋湿了的、散落在
枝头上稀稀拉拉的花瓣。

确 实 ，桃 园 里 只 有
我们几个人，地下也没
有脚印。

我举起相机，看到花
托与花枝之间已经长出了
寸许的绿叶，一幅花红叶
绿的好图片。

说 起 桃 花 ，要 数 城
步桃林村的最漂亮。许
多年前，桃林村乘着扶
贫的春风先声夺人，在
通往南山的公路边种下
一片桃林，每当桃花盛
开的时候，各路神仙趋
之若鹜，热闹非凡。

那一年，我带着家人
驱车赶潮流去了桃林。下
车一看，大吃一惊。桃花
灼灼，花团锦簇，每一朵
花有七八层，最大的有茶
杯口那么大。游人如织，
桃花染红了山谷中桃林
村的半边天。

桃林村杨书记的家就
在桃林边上，中午在他家
用餐时他特意告诉我，这
种桃树叫碧桃，花期有半
个多月，是一种优良的观
赏桃树。

“结果呢?”我问。
杨书记摇摇头：“即使

有小果子也不能吃。”
我心想，这就是“好看

不中用”。繁花并不能结出
硕果，但人们对花的赞美
从来没有停歇，经常听到
像花一样的比喻。

昨夜下了一场雨，天
空并不澄明，旁边山上的
梨花已经荡然无存。技术
员不断地给我宣传黄桃的
品种和营养，好像黄桃明
天就要成熟一样。

“等到果实长到这么
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桃
子套上袋。”她把拇指和食

指靠拢，露出一只小鸡蛋
大的空隙。

“是怕鸟吃了?”我问。
“不是，不全是。主要

是防止病虫害，套袋后果
实品相好，色泽亮，能卖
好价钱。”技术员说得眉
飞色舞。

小时候，我家门前也
有桃树，而且不止一个品
种。桃花有点怪，后熟的先
开花，毛桃子最先开花，却
要到秋天才能成熟，等到
毛桃上布满了黑点，裂开
了口子，就有了甜酸的味
道。水蜜桃是最后才开花
的，却熟得最早。

读初中的时候，我成
绩很好，当时的通知书都
是从大队转过来。每到期
末，来了通知书，要等大队
开大会念了分数才发下
来。我受的表扬多了，有点
飘飘然，有时连书包也不
背就上学去了。

正是桃熟的季节，我
放学回到家，父亲一声不
吭端着脸盆出了门。不一
会，父亲回来了，脸盆里装
着六只水蜜桃，桃子刚刚
泛红，不是熟透的样子。我
纳闷了：父亲为什么把不
成熟的果子摘下来了？父
亲打来清水，洗干净桃子，
捡了一个最大的用力掰开
递给我。我一看，里面的果
肉都成了鲜红色，而且是
越靠近果核颜色越深，流
出的汁液像蜂蜜一样甜。
我吃了这么多年桃，竟然
不知水蜜桃是从里面开始
成熟的。父亲文化水平并
不高，却懂得很多道理。他
要我向水蜜桃学习，把美
好的东西藏在心里。从此
以后，我不再骄傲。

有一种叫白头翁的
鸟，头上顶着一撮白毛，最
喜欢吃桃子。鸟儿很聪明，
飞过来落在最高的树梢
上，那里安全，阳光充足，
果大味美。我们最后一次
扫荡桃子的时候总要留几
个给鸟儿，桃果李子，见者
有份。

我避开技术员的目
光，仔细观察身边的桃树，
三两片湿漉漉的桃花，紧
贴在花萼与花蕊之间，恋
恋不舍，像是守护着基座
上孕育的果实。

同志们在花枝间拍照
留影，个个喜笑颜开。

我们是幸运的，今天
还能看到枝头上暖色的桃
花。等到丰收的时候，鸟雀
赶过来，连桃子的影子也
看不见，满山都是深色的
纸袋。如此光景，不晓得鸟
儿的心情如何。

茶 铺 看 花

李斌

一层层阳光探进窗内
无意撞破
仅属于春天里的秘密

所有的路正在走向忙碌
不可预见的眷爱
全部交给了午后的乡村

牵着生活
每一步都站在岁月的光

芒里
手中的方块字
总是那么直白而精彩

忽略醒来的桃花
落下来的只有风以及一些
正在老去的屋顶

贴近丰满的烟火

再也无法摁住渗出的春色

翻动宽厚的尘世

清明的雨
飘满了痛感的山坡
沉重的话语
始终与风保持着距离

翻动宽厚的尘世
目光迷离
无法捡拾荒野的另类语言

一些怀念
堆在过往的时间里
高举的烟雾
刺伤了飞鸟的心思

寂静的对视
令山花开得混沌而神秘
枝叶之上
白云依然那么深沉

忽略醒来的桃花
（外一首）

王晓阳

蚕豆，也称南豆、
胡 豆 ，是 南 方 乡 村 一
种 极 普 通 的 草 本 植
物，也是我的最爱。它
不择肥瘦，不选地段，
生 命 力 旺 盛 ，深 受 人
们喜欢。

每 年 秋 种 一 结
束，外公肩扛大锹，手
提 豆 种 ，走 到 田 埂 旁
地 头 上 点 蚕 豆 。蚕 豆
随 意 而 居 ，冬 日 里 蛰
伏在温暖的土里。

一 场 春 雨 过 后 ，
蚕 豆 苏 醒 过 来 ，抽 出
娇 嫩 鹅 黄 的 小 叶 子 ，
向 着 阳 光 迅 速 蹿 高 ，
浓密的绿叶下怒放出
一 簇 簇 嫩 嫩 的 蚕 豆 花 来 。外 公 常
常 背 着 我 去 看 蚕 豆 花 。他 说 蚕 豆
花 期 从 头 到 尾 可 持 续 两 个 多 月 。
我 认 真 地 注 视 着 蚕 豆 花 ，只 见 蚕
豆 花 挨 挨 挤 挤 的 ，两 朵 一 起 并 生
开 放 ，那 淡 淡 的 紫 、浓 浓 的 黑 、浅
浅的白、深深的红，组成了一只只
彩蝶。花蕊中那两抹黑色，就是彩
蝶那黑黑的眼珠，一闪一闪的，灵
泛极了！

初 夏 ，蚕 豆 花 凋谢。沐浴阳光
雨露，嫩蚕豆从花落处一点点长出
来了，蚕豆荚儿很快就直翘地呈塔
字形站满枝干，采一颗剥开，浅绿
圆润的豆儿就欢快地蹦跳出来，诱
惑着你的嘴。这个时候的蚕豆如婴
儿般娇嫩，个头很小，生吃味道清
脆，有一种淡淡的涩。待五月的风
灌满田野，蚕豆饱食天地灵气，伸
展拳脚，如一个个健壮的勇士丰满
成熟，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蚕豆是一道绿色的美食，有和
胃 、润 肠 通 便 之 功 效 ，可 以 煮 着
吃 ，也 可 以 炒 着 吃 。童 年 时 代 ，我
常 撒 欢 儿 跑 到 外 公 家 ，缠 着 要 吃
蚕豆。外公立马生火，为我现炒一
大碗蚕豆。火苗舔着锅底，蚕豆在
锅 里 噼 噼 啪 啪 地 舞 蹈 ，蚕 豆 的 清
香氤氲开来。

我 的 眼 睛 直 勾 勾 望 着 焦 黄 的
蚕豆，不等它冷却，就迫不及待地
抓起一颗，哈着气，在手中倒腾几
次 ，放 进 嘴 里 。咬 开 蚕 豆 ，它 的 清
香 ，它 的 多 粉 ，纷 纷 释 放 ，缠 绕 齿
间，沁人心脾！

外公看着我的馋样，伸出温暖
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乐呵呵地说：

“ 你 慢 点 吃 ，不 要 烫 着 嘴 巴 。今 年
蚕豆丰收，一定让你吃个够！”

我 点 点 头 ，咯 吱 咯 吱 咬 着 蚕
豆，心中充满了幸福。这朴素的食
物，生于乡间，一旦经过外公的种
植和爆炒，便是无穷的美味，至今
我的舌尖还有蚕豆的清香！

流年暗换，物是人非。外公去
世 后 ，我 自 己 做 的 蚕 豆 还 是 那 个
蚕 豆 ，却 再 也 吃 不 出 童 年 幸 福 的
味道！

蚕
豆
里
的
温
暖

春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