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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花鸟市场， 卖花人向我推荐
了一盆白梅水仙， 说要不了多少时日
它就会长得如何俊美。 到底还是经不
住诱惑， 便掏钱买下了， 价格却也不
便宜， 要80块呢！

回到家中， 妻又为我乱花钱而讲
了些惋惜的话， 于是便随手搁置在床
边的小茶几上， 想到的时候， 就给它
添点水， 想不起时则作罢。 尽管如此，
床头的那盆水仙， 茎叶竟直往高处猛
长， 修长碧绿， 近看像春兰迅发， 远
望如茂密丛林， 明亮的案几玻璃， 覆
盖在它的绿荫下， 就像一角宁静温馨
的水乡。

又过了些日子， 在一个夜半时分，
一缕幽香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开灯一
看， 有几颗花蕾已是大张怒放， 花簇
叶上， 白瓣黄心， 煞是好看。 透过朦
胧的灯光， 我从密匝匝的叶梢上数了

数， 嘿， 不多不少， 绽开了八朵， 有
盛开的 ， 有半开的 ， 有翘首向上的 ，
有侧面迎人的， 高低错落， 俯仰生姿，
想不到在这一洼浅水中， 竟也有着一
番鸢飞鱼跃的景象。

皎洁的月光从窗外直泻而入， 水
仙花开的夜晚， 幽香弥漫。 一朵朵素
洁的花儿从翡翠般的碧叶中争相抽出，
亭亭玉立、 娇羞迷人， 宛若仙子凌水
踏波， 轻纱曼舞， 慢慢地揉皱了你的
一帘幽梦， 也缓缓地缠绕着你含苞时
的心。 妻醒来， 自也是惊喜不已， 但
未及多言， 却又陶醉在那如烟、 如雾、
如梦， 悠悠忽忽的暗香之中……

第二天， 妻便找来一些彩色石子
放在花盆里 ， 这样既可以美化盆景 ，
又可以固定花根。 每天清晨， 她都会
把水仙捧放到阳台上， 让它沐浴着金
色的阳光， 看着水仙俏立在水中， 悠

然地吐着芳香， 她才安心上班。 傍晚，
她又会将水仙捧回屋内， 因为晚间的
气温低， 生怕它被冻坏了。 哪怕偶尔
一次回来晚了， 妻就会心疼不已。

俗语说， 桂香无其淡， 梅香无其
幽， 荷香无其雅， 而水仙的香， 却淡、
幽、 雅俱全。 “借水开花自一奇， 水
沉为骨玉为肌”， 只需清水一盆， 就奉
献出馨香缕缕。 水仙， 它不在乎生命
的短暂， 不在乎严寒的凌虐， 始终洁
身自爱， 带给人间的是一份生机和绿
意。 有它在， 即便我这间陋室， 仿佛
也隐去了不少的俗气。

在那花儿怒放的一个星期里， 我
们领略到了那种飘渺微妙的动感和清
秀典雅的美感， 只觉得春天的使者已
经早早降临。 花去些许银钱， 收获的
却是一盆许多人都无法领略的绚烂的
春天， 那岂是一个 “值” 字了得？

□徐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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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 某个论
坛的版主， 忽然心血来潮地发帖对我
们说： “如果谁发的帖子跟帖在100帖
以上， 我就给他发100元红包。”

于是， 大家都开始争先恐后地发
帖， 有发幽默笑话的， 也有发哲理故
事的， 还有发情感故事的， 更有发武
功秘籍的。 然后， 大家互相拉票， 希
望自己的帖子跟在100帖以上。

然而， 我们越是着急自己的帖子
被别人的帖子压下去， 我们的帖子越
是不争气地向下沉。 于是， 有人开始
出钱 ， 回复一帖他给5角钱 ， 即使这
样， 也没见到有什么起色。 于是， 我
们只好不断地发帖。

终于一天。 这个论坛有个新帖子，
标题赫然醒目 《我要征婚 ， 版主勿
删》。 发帖人网名叫 “爱情你姓什么”。
于是这个帖子一下成了热帖， 热心人
纷纷献计献策， 帮助帮助 “爱情你姓
什么” 找到一个好对象。 跟帖人此起
彼伏， 一天的时间就跟了100多帖。

第二天， 忽然有人跟帖说： “删
了得了。” 我就很好奇， 于是跟帖问：
“为什么要删？”

那人说： “‘爱情你姓什么’ 是个
骗子， 他有女朋友， 为什么还征婚？”

我看到后， 差点晕倒……他的帖
子跟帖超过了100帖， 版主正准备给他
发红包呢！

正想着 ， 看到 “爱情你姓什么 ”
跟帖说： “如果不是为了100元红包，
我还不发这个帖子呢！ 为了发这个热
帖， 消耗了我多少脑细胞啊！”

100元红包

一个微笑流穿我的血管
滋润的音符悠悠抵达心脏
春雨聚集成一条山溪
荡起双桨， 追求翻滚的梦

绕过千山万水的心事
不知在哪里能够停泊
心中的溪流总是没有岸

我真想挽着梅花的手
邀请一轮明月作客
把明媚的春天披在肩上
在那棵桂花树下， 等你

一只小鸟叼着唐诗宋词
注满心潮的诗行开始出版
春天的书， 一页一页翻开
许多精彩的故事没有句号

我真想把山川搂在怀里
等候一只南飞的燕子
在春天的屋顶上做巢
静静地， 等你

小时候， 最盼望过的就是元宵节，
因为那天， 我可以得到父亲亲手做的
红灯笼， 那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也是
我最珍惜的礼物。

我提着灯笼时， 会格外小心， 害
怕灯笼里的蜡烛被风吹灭， 也担心灯
笼会被我弄坏。 我走得小心翼翼， 常
常会被小伙伴们嘲笑， 但我却是不计
较的， 因为那盏灯笼里其实也藏着父
亲对我的宠爱 ， 我是不舍得弄破的 。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灯笼在元宵节之后
还可以当成工艺品装饰我的房间。

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 我不舍得
疯跑疯闹， 只是提了小灯笼跟在小伙
伴们的后面， 远远地看着他们在村子
的夜色里又跑又闹。 灯笼里的蜡烛如
小小的萤火虫一闪一闪， 我总觉得自
己的是最特别的那一只， 因为它带着

深情。
其实那时候的灯笼很简单， 用的

材料也普通， 有时是一个罐头盒， 有
时是广口的玻璃瓶。 记忆里父亲做的
最精致的灯笼是用红绸布糊成的， 里
面是铁丝做的骨架， 底座是用刻成圆
形的木头做的放蜡烛的托儿， 然后用
黄色的丝线做了漂亮的坠子。 当父亲
用红绳穿好， 把竹竿的这一头放在我
手心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接过了幸福
和快乐。

我挑着它走过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看着蜡烛在红色的绸布里轻轻跳动 ，
能照耀的地方全是红彤彤的喜庆颜色。
我的那盏灯笼被小伙伴们推崇， 他们
跟在我身后， 把我像个领头人似的呵
护， 那盏红灯笼里的美丽烛光， 映得
我的小脸红红的， 也映着乡村孩子们

的童年红彤彤的。
如今， 很少有人再去自己动手制

作一盏红灯笼了。 市场上的灯笼多的
是， 种类齐全、 图案繁多、 制作精良，
而且灯笼里面已经换成了灯泡， 比我
们儿时的灯笼高档多了。 但我总觉得
它们灯光呆滞， 缺少灵性， 不如小时
候的灯笼好玩。

今年元宵节，母亲说：“给孩子买一
盏红灯笼吧，小时候都没给你买过， 都
是你爸做的， 但你心疼得很……”

母亲的话把我拉回儿时的记忆中，
想起童年的我提着红灯笼的可爱模样，
突然觉得眼前一片红亮、 一片溢彩流
光 、 一片温暖可人 。 然而却在同时 ，
有泪水模糊了双眼， 因为我的童年再
也回不来了， 那提着自制灯笼招摇过
市的盛大快乐再也回不来了……

元宵节的红灯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