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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妞是陕北人，1918年出生于周河边一个极度
贫困的家庭，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小名叫三妞。家里
难成啥样呢？所谓的家是祖上留下的一孔红砂石窑
洞，已被不知多少年的烟火熏成了黑洞，家里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具，3个女子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才
能穿。

三妞性格泼辣、刚烈，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典
型的“女汉子”类型。

大约在三妞3到5岁时，两个姐姐在哭喊声中都
缠好了小脚。三妞 7 岁那年，母亲收拾了几块破布
条，还没说啥，三妞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眼看天黑
了，全家齐出动，河滩、树林、垴畔都找遍了，还没见
人；后来还是她自己从树上跳了出来，直到母亲答应
不缠脚才回家。

睡到午夜，三妞从梦中惊醒，母亲和两个姐姐把
她双手捆住了，摁的摁，压的压，强行给她缠了脚。
她大喊大叫哭闹不止，搅得全家整夜没消停。次日
早上，三妞腿发硬、脚发麻，站不起来，母亲教育她坚
持几天就成了，要不将来嫁不出去。

饭后，三妞大喊要上茅房，大姐就背了她去。三
妞解下缠脚布丢进茅坑里，然后忍痛一头冲出去把
大姐拱翻在地，又跑得没影了。就这样折腾了好多
次，缠缠放放，放放缠缠，三妞到十来岁脚也没缠小，
终日甩着两只不大不小、不周不正的脚板上山砍柴，
下河摸鱼，给人干粗活。在同龄女孩中，三妞是保安
县（今志丹县）第一个大脚。

陕北“闹红”时期，有一天三妞在无家可归的路
上遇见了红军队伍，几个红军女战士了解了她的身
世，把她介绍给河南籍的车春发（李村镇黑龙庙村

人）相识，随后二人结为夫妻。车春发时任红15军团
3 营 7 连指导员，后于直罗镇战役中负伤转地方工
作。在那战争年代里，由于丈夫工作繁忙，两人常常
不能在一起。后来，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三妞暂时
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借了一孔土窑，把家安在了
永宁白沙川原始森林里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
村。车春发对这里比较熟悉，以前跟随刘志丹打游
击时，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村里人都认识。

在这里，三妞和乡亲们一起上山开荒种地，下沟
驮水洗衣，春种秋收，一块做针线，讲故事，扯开嗓子
唱信天游，日子过得很愉快。每逢自己的队伍经过，
由于是红军家属，三妞就带领妇女们筹集粮食、做军
鞋、缝补衣裳，给伤员做饭、洗衣、清理伤口。

小山村的风景虽然秀丽，但辛辛苦苦种下的庄
稼经常受到野猪、獾之类野兽的糟蹋，狼、豹、狐之类
的野兽也经常光顾村子，村人便组织起来，白天拿着
棍子、长矛，敲击脸盆吓唬轰赶，晚上派人照山，挖陷
坑，下套子，每逢打到猎物，全村男女老少就会聚餐，
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一个月明星稀的夏日夜晚，三妞被异常动静惊
醒，她扒住窗户向外一看，一只大灰狼正抱着一头小
猪撕啃。三妞迅速跳下炕，顺手捞起一根木棍奔出
窑洞，看准了，一棍夯到狼背上。狼受惊逃窜，吓蒙
了的小猪也跟在狼后边跑。三妞跟着撵上去，抱回
了小猪。事后，三妞越想越后怕，万一狼回头扑过来
咋办？不过，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三妞的胆子越练越
大了，天天夜里听着狼群的嗥叫和野狐的怪叫，都习
惯了。

有段时间，太阳一落山，一只金钱豹子就会绕着

村子转来转去，人们吓得关门闭户不敢走动。这样
一来，豹子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大白天也往村里跑，
咬伤了好多头牲畜。村民就聚在一起，商量对付办
法。最后都觉得三妞出的主意比较可行。

次日，大家准备了绳子、砍刀、长矛、木棒，还把
家家户户养的狗集中起来，在豹子经常光顾的窑洞
里只留下一头健硕的大公牛，人们就埋伏在窑洞周
围。依旧是太阳落山的时候，豹子如期出现，慢慢向
窑洞靠近，等豹子进了窑门，只听一声爆喝，群狗窜
将出去，将窑门围死，不断吠叫；豹子在窑内乱冲乱
撞，大公牛低头挺角，向豹子发起攻击，几个回合后，
大公牛将豹子高高挑起，又重重甩到地上。豹子旋
又腾身而起，扑向大公牛，大公牛大吼一声，亦迎面
而上，牛角戳中豹子的肚子，把豹子死死地顶在洞壁
上。豹子悬空了身子，四条腿乱踢腾，干着急使不出
劲，群狗围上去撕咬，村民也纷纷持工具挥打，最后
用绳子套住豹子颈项，使劲勒，直到豹子没有动静了
才罢手。大公牛四蹄深陷泥土中，脖子、背上的皮肉
被掀开几块，鲜血淋漓，它圆睁双眼，喘着粗气，在主
人的抚慰下，才慢慢放下已死去的豹子。

这天下午，村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孩子们围着
豹子，拽拽尾巴，捋捋胡须，骑上豹背玩耍；男人们七
手八脚宰割豹子，把豹皮挂到墙上；大脚小脚的婆姨
们忙着抱柴烧火，洗碗煮肉。除了合伙吃豹肉，豹皮
和骨头卖了13块大洋，每家分了2块，因为三妞出谋
划策有功，分了3块；豹血拌入草料，给大公牛补了身
子，豹蹄、内脏喂了狗——它们是这次战斗的生力
军，也应该得到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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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从前的日子，未必多美
多浪漫多惆怅，但是，很慢很怀念。

外公说，小时候他父亲带他进城，
需要半夜起床，带上母亲烙的葱油饼，
走到第二天中午，城里的好东西让人眼
花缭乱，但是卖了鸡蛋买了盐，就该回
家了。再走到家，已是深夜。

那种慢，让今天一日往返千里的人
无法想象。我笑老年人的夸张，但外公
认真地说：“你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葱油
饼，也不知道城里的戏有多好看。”——
是因为慢，一个老人才会对童年的事物
念念不忘？

一位大姐说起曾经的爱人：“那时候
没有电话，寄信很慢。一封信辗转到对
方手中需要半个月。但我们每天都给对
方写信，于是也每天都能收到对方的信
……”虽然爱已远去物是人非，但大姐说
起曾经的爱情，眼神变得温柔潋滟。

有多慢，就有多难忘。有多慢，就有
多长久。

诗人曾经“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
山”。对着一座山，假如心有急念，恐怕
一刻也看不下去。“人闲桂花落，夜静春
山空”，只有准备一双慢慢倾听的耳朵，
才能分辨出桂花一朵朵渐次坠落的声
音吧？

唯有慢，才能感知最深刻的悲欢，
唯有慢，才能记录最细微的爱与哀愁。
但是现在，慢成了着急的代名词，快成
了效率的墓志铭。

现在的一切都很快，一切都追求效
率。日子仿佛被上了发条，不停地追着
人跑。不用说几个月就出栏的动物，规
规矩矩排列的植物，就连人类自己，也
被提速了。

好容易有几天假期，去其他城市旅
游。照例先在网上买车票定旅馆查攻
略，忙着准备出行用品，掐算好钟点赶
到车站。在卧铺上忙着看地图定计划，
盘算吃什么小吃买什么土特产。

终于到了目的地，先找到旅馆丢下
背包，洗把脸就急匆匆奔那些景点而

去。路上还在不停计算，这几个小时去
这儿玩，然后去哪条街花多长时间吃
饭，然后休息多少时间，然后再去下个
景点……

虽然没有跟着旅游团，没有导游催
着，但对时间利用的最大化，让我赶着
自己马不停蹄。湖光山色鲜花入眼，只
留下我手机中一张急匆匆的照片。

慢，仿佛已经成为奢侈品了。
就连休闲旅游也都这么急，日常更

不用说打仗似的争分夺秒。早上跑步
打卡签到，中午迅速解决一份无滋无味
的饭菜，整天紧张处理一份份报表文
稿。好容易周日，又要带孩子上辅导班
做饭菜拍照发微博微信，忙里偷闲再做
个面膜……日子看似充实，但，也很空。

在人生的旅程中，虽然没有生活的
导游催着，但对各项事物利用的最大
化，让我们主动赶着自己马不停蹄。
慢？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其实我也曾慢过。小时候跟外婆
去种小白菜，一粒粒细小的种子撒下
去，慢慢守着它们发芽……偷偷喜欢
一个人，等在对方日常经过的路边，慢
慢看太阳一点点下了树枝，路灯一盏
盏依次亮起……回老家，守着母亲慢
慢包一餐饺子，听她絮絮叨叨村里的
事儿……很慢，但心里很满。

无意间看到很美的句子：从前的日
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

从前慢，说得真好。

田野里的麦花开了。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麦田里，

镶嵌着朵朵白砂糖粒样儿的麦
花，在春风的吹拂下银涛翻滚，散
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麦花飘香，有我童年的乐园。
对于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农家娃

来说麦花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更是一个天然的玩乐园。

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成群
结队地穿行在麦花丛中，尽情地
撒欢，抓特务、老鹰捉小鸡……

麦花飘香，有我对丰收的
期盼。

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每到这时家里的粮食都已经吃得
差不多了，这时外婆总会满怀希
望地说：“有盼头了，娃们饿不着
了！”

过了小满麦子逐渐饱满，青
麦子可以吃了，随手掐几穗青麦，
轻轻放到手里搓揉脱皮，用嘴轻

轻把壳皮吹走，手里剩下颗颗诱
人青麦籽，散发出扑鼻清香，放到
嘴里带股醇香味道，别提有多惬
意！若是掐几穗青麦在火上烤，
或割几捆做成碾馔，那嚼起来真
是柔软而筋道。

麦花飘香，更有我对外婆无
尽的怀念。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个善
良能干、贤惠朴素的女人，她的肩
上，挑起的是家庭全部的生活和
清贫的日子，岁月的年轮在她的
脸上雕刻出一道道苍老的痕迹，
丰收的季节里总是有她忙碌的身
影，也有她乐滋滋的笑容。

“六月里来麦子黄，家家户户
跟着忙”。这时节学校要放麦假，
假期除了帮外婆干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外，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拾麦
子。

我总是跟在外婆后面，她边
拾边不停地唠叨着，“拾麦别闲
瞎，哪里头没两仨”，也就是说，别
嫌麦穗小，要珍惜每一个麦穗。

山上麦子拾完了，外婆就带
着我到滩下拾。天不明就出发，
披星挂月赶回家。就这样，假期
里日复一日忙碌着……

开学了，该交麦子了。外婆
总是称了又称，然后闭上眼再多
添一瓢，老师总表扬我，班里的劳
动模范当然非我莫属，看到同学
们羡慕的眼神，我心里美滋滋的。

岁月，没有给外婆太多的机
会，就这样，她把麦花飘香到麦收
的季节，当成我成长的季节，也当
成她渐渐老去的季节……

前几天，回到家乡，看着飘香
的麦花，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
童年，而外婆，就像一朵飘香的麦
花，在村庄的田野上站成一种随
风摇动的姿势，成为我一生一世
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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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相约去逛商场。商场内时装店里，夏的气息扑面而来。红的耀眼，黄的
明丽，服务员面带桃花，动听的语言灌满双耳：“这件适合你，优雅、端庄，显气质；
还有这件，妩媚，飘逸，花朵的色彩，看上去就觉得亮丽……”

大镜子前，朋友试穿挑选的衣服，一边自赏，一边转身问效果。亮丽的颜色穿
在她身上，为肤色增亮不少。也合了她的性格，风风火火，个性鲜明。

走入一家品牌店，衣饰粉嫩，顿觉眼前一亮，曾经钟爱的颜色啊！似乎看到二
十多年前的自己，花季少女，一袭粉裙在阳光下清爽娇美。而今，站在店内，于时
于景这样的颜色都显嫩了，连在身上比划都失去了勇气。

携友离开，感慨曾经的我们，手牵手，轻盈如蝶，而今年华流转，谁也莫可奈何。
诚然，生命里有些东西就是遗失在岁月中，像青春，容颜。
一家家时装店走过，路过，看过。我试穿一件蕾丝衫，三分婉约，七分飘逸。

以前拒绝黑色生硬冷艳，现在却感觉它恬淡温柔，没有红唇紫衣的魅惑。
朋友说我对衣服的选择，太过素淡，我轻笑。也许是吧？一件衣服，或多或少

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情愫，这些年，我似乎渐渐爱上了简约、温婉的衣。它像一种语
言，无声地表达着某种情感。

是因为自己原本内心简单，还是岁月的流逝，让自己变得平缓？
生活里，与那些纷纷扰扰，勾心斗角挥别，以真诚心，面对身边的人与事；用真

诚心，发现身边的美好，一朵花的开放，一棵草的独舞，一片云的深情，其实，正是
这些零碎画面，拼凑出生活的广阔美丽。

当不经意回眸，发现生活是这样绚丽多彩，丝毫不比用物质打造出来奢华逊色。
用简约的衣，包裹岁月；用素淡之心，充盈生活！从心底散发的光芒，才是最

美，最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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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中国》歌词质朴，曲风大气，整首作品紧扣热烈、积极、昂扬奋进的主题，
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无限前进的力量。 （夕夕）

《大梦中国》

衣 魅 女 人

我爱我家

信手拈来
流年碎影

四月无处不飞花，听说老家山上有大片槐树
林，花海如潮，异常壮观，她就动了心。

刚入山，就见山道上已铺上了一层薄霜，是飘
落的槐花，猛然一惊。再往里走，花瓣如雨，点点沾
衣，心开始有点疼了，可是来晚了？却是不甘心，直
达山林深处。终于，那传说中的花海春潮就在她的
眼前，成千上万棵的槐树，绿叶白花。孩子们惊叫
起来：好美啊！

对于槐花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老家门口就有两
棵大槐树，每年花开时节，院子里、街道上，无不弥
漫着甜香。年轻的小伙子“噌噌”几下就爬到了树
上，拿一根固定了镰刀的木棒，对着花枝使劲一砍，
那槐枝荡悠悠地落在了地上，小孩子们哄抢着把槐
枝拉到自己的母亲或者奶奶面前，大家一起笑着把
一串串槐花捋进自己的篮子里，加工后的槐花就是
一家人好几个月的菜了。看到大槐树受尽折磨变
得枝残叶零时，天真的她总是不停地问树会不会
疼，大人们就笑她说槐树是越折越旺。刚开始不
信，但没过几天，那槐树当真是一片绿荫了，第二年

更是枝繁花盛。
在她眼里，刚露头的槐花就是一个个香囊，尽情

挥洒着芬芳；那待放的就是一串串玉铃铛，在暖风中
轻轻摇动着甜蜜的梦想；那全开的就是一只只展翅
欲飞的蝴蝶。看来，人往往是为了远处甚至是道
听途说的东西，而忽略了身边最美的风景。如果
不是遇上了，恐怕这一辈子也就错过了。

林间有小溪，水面上浮着点点白色的花瓣，于
是，那水便也有了香气，是花染香了水？还是水润
香了花？深山里的槐花是寂静的，也是欢喜的，如
纯情的素衣少女，不会说慌，也不懂得用脂粉掩饰
自己，只在这山谷里，默默地、努力地、欢欣地绽放
着她的美丽。

就这样静静坐着，看着，想着，不经意间想到了
那个槐字，木和鬼的组合，难道是木头成精了？想
起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老槐树化作仙翁为媒，促
成了良缘。是不是天地间所有的生物，只要有了灵
气都可以修炼成仙？突然冥发奇想：若在明月当烛
的夜间，睡在这香气溢人的槐林帐里，会不会遇到
槐仙？那槐仙若是个翩翩公子，定和他结为知己，
伴着他的琴声歌舞：若是个美丽女子，就和她结为
姐妹，把悄悄话儿跟她说。

风吹过，无数的槐花在飞舞，有一只俏皮的竟飞
到了她头发上，像是一枚蝴蝶结。女儿说，那是因为
槐花喜欢妈妈。小心翼翼摘下，紧紧握在手心，心中
就一个念想：把它带回家，珍藏，一生一世。

槐 花 情 缘
孙俊玲

槐 花 香
阮小籍

时令走笔

城春，草木也深深，乡村的槐花开了。
一簇簇、一串串，如雪、如银，仿佛盛装的女子，站在五

月的门口，在等心上的人儿；在田野、在溪畔、在山巅、在庭
院，宠辱不惊，清香如故。

想起一位诗人的句子：你走时，我不送你；你来的时
候，风霜雨雪，我都会去接你。红尘俗世里，多少的牵
绊、多少的思念、多少的分分合合，说是人生无常，却也
是人生之常。莫问因缘莫问天，来去都凭好，就像这怒
放在春天里的槐花，你去留随意，我开得依然那样淡定、
从容。

在春天热闹的花事里，独独钟情于槐花。梅花开得
孤僻了些，相爱容易相处难；桃花开得张扬了些，伤心怕
是难免的；牡丹开得华贵了些，和你我这样的小男人之
间，有着云泥之遥的距离。唯有槐花，真实而又自然，可
远观、可近视，可嗅也可餐。人人都要诗意的爱情，人人
都过世俗的生活，槐花一样的女人，才是居家过日子的
女人。

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那些过往的岁月里，一个
经典的画面让多少人在孤寂时、在落魄时、在迷惘时，回味
不已——一个女人、一树槐花、一家人一桌飘香的饭菜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女人何时在岁月
的磨蚀中变得不漂亮了，男人何时在生活的打拼中变得麻
木了，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怨恨、无道理的争吵、一地的鸡
毛，哭了、累了、散了……

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在白居易的眼里，槐花是男
人落寞时的慰籍；清蝉慧慧落槐花，江上故人才到家，在许

浑的眼里，槐花是男人疲惫时的家园；一声歌尽路迢迢，去
折槐花度野桥，在赵嘏的眼里，槐花是男人失意时的鼓励。
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当千帆过尽蓦然回首
时，槐花，仿佛一个不拘小节的乡村女人，大度而又从容，
在等待萍飘天涯的浪子回家。

行走红尘终有梦，何时老尽少年心？张爱玲说，爱情
经得起平淡，但张爱玲不知道，那些开在乡村的槐花，却经
得起似水流年——

五月里来槐花香
思念的人儿梦成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