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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家乡窗外传来阵阵清脆的鸟鸣声，应和着潺潺流水，像
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合唱”，创造出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寻着声音，
只见一群色彩艳丽的鸟儿在泡桐花间跳跃嬉戏。哦！是久违的太阳
鸟，为寻觅一年一度泡桐花蜜而来。

我的家乡在秦岭腹地，每年农历三月中旬，春风才翻山越岭姗
姗来迟，轻柔地吹醒了这里的山梁沟坎。清明过后，山川渐渐披绿，
山里的鸟儿也跟着活泛起来。 这几年，鸟儿种类和数量逐年攀升，
布谷鸟、大杜鹃、画眉、斑鸠、喜鹊等早已司空见惯，连国宝朱鹮也
成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常客”，在城区中心河道、城郊随处可见。

循着鸟鸣望去，那是一片山脚的泡桐树林。几棵泡桐树长得高
大、疏落，紫白色的花朵，一团一团挤在树梢上，像是紫色的祥云。
此刻沟峁交错的秦岭仿佛刚刚在晨雾中苏醒， 暖阳缓缓地爬上田
边地角，各种野花、新翻的水田，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像米
酒一样令人沉醉，其中当然少不了泡桐花的香味。

靠近泡桐树林，太阳鸟早早活跃在泡桐树林间了，可能是生性
胆小怕人的缘故，见人就飞，但通常飞不多远，从一棵树飞至另一
棵树就停息。

寻一处树荫，坐下来仔细端详树与花。一棵棵野生泡桐树花枝
高擎，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朵簇拥枝头，远望如紫霞倾泻，近观似精
巧喇叭。花儿迎风绽放，一朵朵、一簇簇紫花缀满枝头，宛如一串串
天然风铃，在春风中摇曳生姿，漏斗状的花冠随风轻摆，如同风铃
般在山间摇曳，和着太阳鸟的清脆鸣叫，奏响春日里的浪漫序曲。

静静观看太阳鸟，它们通体鸭蛋般大小，流线型的身体，后颈、
颈侧、肩背覆盖着一层朱红色羽毛，像是穿一件红马甲，在阳光下
格外鲜艳。 后背、腹部裹着橄榄绿，褐黄色的两翅，深灰色的小爪，
黑褐色的尾翼羽翅细长上翘，全身色彩搭配极为巧妙，称得上一幅
绝美的西方油画，像是一群娇小可人，美艳动人，靓丽喜人的精灵。

等到树下一派静悄悄了，太阳鸟在枝头活跃起来了。它们行动
极为敏捷，啄食花蜜各具形态。 有的伫立枝头，将圆锥似的喙啄穿
泡桐花的喇叭杆；有的挥舞双翅，悬停空中，身体后仰，将喙伸入喇
叭口向下的花中，显出一副努力的模样；有的爪子握紧枝条，扭转
身体，探出脑袋，将喙深入花心巧妙寻食。太阳鸟生性活泼，有的轻
声鸣叫，呼朋引伴；有的左右寻觅，翘首张望；还有的在枝头跳跃，
相互追逐。 比起它们的展翅飞翔，我认为静态的太阳鸟更加美丽。

晨辉正好，来观鸟的人们举着黑漆镜头，镜头像无底的黑洞，
让人联想到枪炮。 但花丛中的鸟儿，却丝毫没有慌张凌乱，依旧逍
遥地嬉闹着。我猜想它们每年辗转迁徙，这样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
了。

望着挂满层层叠叠形如喇叭的泡桐花，它们繁盛而素雅，浓香
而清淡，空灵美丽。太阳鸟活跃其间，仙姿丽影，如同一盏盏流动的
彩灯，点亮一树繁花。 我想，太阳鸟会随着花儿凋零追逐下一场花
期，它们会出现在木槿花上，还是海棠花间？那一定是一个柔软、沉
静、不喧闹的地方。

太太阳阳鸟鸟飞飞舞舞在在泡泡桐桐花花间间 徐徐启启翔翔 摄摄

花园是个很常见的景致， 但临街
而建的空中花园，并不常见，宁陕县的
街心花园就是其中的一处。

之所以叫街心花园， 也不是官方
专门起的名字， 而是当地居民约定俗
成的统一叫法， 原因是它位于县政府
附近主街道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地理
位置十分特殊，换句话说，就是核心区
域、黄金地段。

为什么又说它是空中花园， 是因
为它的场地，不在地面，而是建在家福
乐大型购物超市和 20 多家门面房的
屋顶，要进入其中，还需要从街道旁边
登上 28 层台阶，这样才能一睹真容。

街心花园似一个正方形的形状 ，
面积接近一个足球场大小， 除了上台
阶的入口处， 四周都用一米多高的围
墙围住，地面统一用青灰色石板铺就，
有十几个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花坛
点缀在四周边边角角， 花坛里厚厚的
垫土上栽满了各种各样生长缓慢的景
观树、四季常青的绿植、耐寒耐旱的花
卉。 花坛的边沿，都用黄褐色大理石贴
片铺边且向外延伸了许多， 目的是给
游客提供天然的座椅。

花园的正中心，是一个空心的小正方形，小正方
形的四个边被四排汉白玉栏杆紧密包围， 栏杆的底
座与栏杆的接缝处，细而长的装饰灯管围了一圈，又
形成了一个稍微大点的正方形，趴在栏杆上，可以清
晰地看到一楼进出超市的人群，熙熙攘攘，进去的两
手空空，出来的提着大包小包，一派繁华景象。

从我家到街心花园只有三分钟的路程， 因此我
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我常来这里散步，也兼看风景。

我比较关注的是街心花园西南边围墙外的那棵
古老的红豆树。站在花园的西南角，红豆树的枝叶近
在咫尺，触手可及。初夏时节，看到它枝繁叶茂，繁花

朵朵，彩蝶飞舞的情景，是一种绝美的享受。
街心花园的西边紧挨着通往县政府中心广场一

条宽阔的街道，先是泥土地面，后来铺设成了水泥路
面，2023 年又改造成了柏油路面。 往南是城关卫生
院和一个开了 10 多年的水果店。街心花园的下边是
家福乐超市和店铺，有经营土特产的、有卖金银玉器
的、有卖日杂百货的，琳琅满目，整天顾客盈门，生意
十分红火。

漫步在街心花园中， 值得留意的还有两颗星星
一样的东西，这是站在地面上难以发现的。 一颗，在
北面山峰的最高处，那座山，叫天井梁，那颗“星”，看

上去有乒乓球大小， 红彤彤的，一
闪一闪，是航空公司驻宁陕导航站
专为过往飞机导航用的信号灯；另
一颗，在南面山峰的最高处，那座
山，叫丰草坡，那颗“星”，看上去比
乒乓球略小一点，浅黄色，也是一
闪一闪的，不知情的人，很容易误
认为是星星在“眨眼睛”，其实，它
也不是星星，而是广电部门专门修
建安装的广播电视信号插转台专
用指示灯。

自从街心花园建成 ， 从早到
晚，春夏秋冬，在此处打太极拳的、
打羽毛球的、转着圈跑步的 ，各种
画面每天都在上映，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令人流连忘返
的乐园。

花园西侧正中位置，有一间不
大也不小的房子，这既是街心花园
管理人员休息的地方，也是人们存
放健身器械的地方。 黄色的琉璃瓦
屋顶和造型独特的房檐全部被隐
藏其中的细电线和无数小灯泡覆
盖，夜晚来临，这些小灯泡与精心
布局在街心花园各处的 8 根高达

10 余米的灯柱以及花园中央汉白玉栏杆下的小正
方形灯管同时亮起，灯光交相辉映，多彩多姿，十分
靓丽。 屋檐下的墙面上，张贴着“街心花园‘夕阳红’
健身活动中心”的横幅，前面的空地上，一大群中老
年人天天晚上准时在此操练广场舞， 悠扬的乐曲与
曼妙的舞姿成为一道固定的风景。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常有外地游客漫步其中，惊
叹这里的奇花异草，美景如画。 这里的人气满满，体
现的是宁陕小县城的美丽，彰显的则是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的祥和气象。

街心花园
侯文革

街街心心花花园园

秦巴腹地，汉水之滨，陕南风光，只叫人“未能抛
得安康去，一半勾留是此景。 ”此地人情淳朴，生态
环境优美，山水相依，仿佛一幅天然的画卷。 提笔书
安康，当笔尖轻触纸面，流淌出的是对这片土地深深
的眷恋。

一水碧波， 满山苍翠。 安康素有群山峻岭以绕
之，清水涟涟富硒质的美誉。 一处汉江，碧波荡漾，
涓涓流水养育代代安康人。 阳光明媚， 倾泻的光随
着汉江涟漪起起伏伏，天际晕染着无瑕的金色，落日

余晖也贩卖着汉江的温柔。 就如徐志摩笔下所言：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的新娘。 ”

万物逢生，欣欣向荣。 花张扬地立在枝头，绿芽
为伴，看“几处早莺争暖树。 ”枝头玉兰，只叫人难以
忘怀。 春日的安康，粉嫩的花瓣随风轻舞，如同一场
温柔的花雨洒落人间。 漫步其间， 脚下的小路被落
英点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令人心旷神怡。
枝头的樱花簇拥在一起， 仿佛在争相诉说春天的故
事，那一抹抹娇艳的粉色，为大地增添了几分灵动与

生机。 看安康“春色满园关不住。 ”嫣红斐然“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

安康的秋色是满铺银杏叶的金黄， 街道两旁的
银杏树在秋风中摇曳，微风拂过，卷起几片落叶，在
空中旋转、飞舞，最终又缓缓归于地面。 远处的小巷
深处，孩童们追逐着落叶嬉戏，笑声清脆，与秋日的
静谧相得益彰。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
影，映衬着路人的脚步显得格外悠闲。 这一刻，时间
仿佛慢了下来， 让人沉醉在这温暖而柔和的秋色之
中。 满地的银杏叶，也是无数安康游子的乡愁。

另一处瀛湖， 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湖面雾气氤
氲， 仿佛披上一层轻纱， 远处的山峦在雾中若隐若
现，宛如水墨画般静谧而深邃。 瀛湖秋色，最值得一
品，落笔锦绣全在这昏黄一景，霞光残留在山峦，不
远处一位老叟作棹在湖中游荡， 他的影子倒映在湖
面，似乎在与鱼儿对话。

一处安康烟火气，魂牵梦萦家乡味。清晨睡眼惺
忪，一碗蒸面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 熬制的醋汤、
油泼辣子、麻酱裹满每一根面条，火红的辣子闪着晶
莹的油光，味道醇厚，回味无穷。沐浴着晨光，脚踏着
绿茵沃土， 来到人间福地香溪洞， 小泉潺潺小雨沥
沥，左边是高耸的山脉，右侧是广袤的绿林。 满目青
山，苔痕阶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西沉的红日，把
缕缕洒下的橘色斜阳涂满大地，香溪曲径通幽处，是
云雾的山城，是心的归处。

张口戏腔颂汉阴，汉调二簧展国粹。一曲戏腔舞
着本地风采，生旦净末倚彩妆，青年才俊舞彩袖，台
下观众拍案称绝，一折扇，一出戏，一开腔，泪洒舞台
只为戏中人， 且看安康藏深厚古韵， 非遗传统来相
见。

安康，以美景滋养心灵，以风情醉人心魄。 这座
城市如同一颗镶嵌在山水间的明珠， 散发着独特的
魅力。 无论是漫步于江畔，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还
是驻足古街小巷，品味岁月留下的痕迹，都能让人感
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满足。四季更迭中，安康
总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每一帧画面都宛如诗意的
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秦巴烟火城
周可心

香香溪溪洞洞风风景景区区

清晨，在窗外小鸟的鸣叫声中，伸一个懒腰，推
开窗户， 感受清冷空气带来的舒适感。 窗外小巷传
来小贩清脆的声音：“芝麻馍，热热儿的芝麻馍”。 工

作日在生机勃勃的鸟鸣、吆喝声中开启了。
我迎着风走在上班的路上，披一身初夏的朝阳。

途经一条窄窄的巷子，迎面走来一位大姐，胳膊上挎
一个竹篮，一眼就认出了躺在篮子里的黄瓜，碧绿鲜
嫩，浑身密布小刺，头上顶一朵小黄花。 随之而来的
是浓郁的花香直往我鼻孔里蹿，我站定，想仔细瞅瞅
香味的发源地；大姐也站定，想完成早晨的第一笔买
卖。瞅清楚了！在篮子里斜倚着几把栀子花！若不是
那白白厚厚的花瓣伴随着浓郁的花香， 猛一看和黄
瓜打成一片，都不易区分。我瞬间惊喜：栀子花开了！

5 元钱买了 3 把。 中午回家找两个空醪糟玻璃
瓶，灌水，把栀子花插进去。 “站”进水瓶中的栀子花
肥厚的叶片碧绿舒展，肉质的花瓣洁白饱满，未开的
绿色花骨朵紧致水润，我情不自禁地深呼吸，陶醉于
这带有栀子芬芳的空气。

跟花店里的百合、向日葵相比，栀子花除拥有肥
绿的叶片、洁白的花瓣、馥郁的芳香外，还拥有亲民
的花价。

栀子花亲近寻常百姓家有迹可循， 唐朝诗人王
建有诗：“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今天，
如果你去老城的街头巷尾转转， 去郊区的田间地头
走走，栀子花依旧盛放。 你看，它就在窗户外面花盆
里；在小区角落的花坛里，在某家农户的屋后地边泥
土中；它茁壮成长，长一树绿油油的叶，开数朵洁白
的花，叶肥花厚，生机勃勃，把根系深深扎进泥土，把

香气狠狠洒向空气。
与栀子花相识于儿童时代。
儿时的我曾在梦中见过很多美丽的花。醒来，却

找不见一朵，很是失望。 一次梦醒失望之际，我认识
了房前麦地边的栀子花，绿叶苍翠，花色洁白，香气
袭人，我深深呼吸被花香浸润的空气，忍不住摘下几
朵， 凑近鼻子猛嗅花香。 我默认这就是我梦中的花
朵， 那神秘的花仙子一定就住在这层层花瓣之中的
黄色花蕊里吧？

多年以来，我只知栀子花叶之绿，花之香。 偶然
在《读者》中读到一篇介绍司马迁《货殖列传》的文
章， 了解到在古代栀子花的黄色果实曾是提炼天然
黄色染料的重要原材料，原来，栀子花还曾实现过重
要的经济价值呢。

不过，我喜欢栀子花的美学价值。喜欢它碧绿的
叶、洁白的花、浓烈的香；不娇柔、不做作，恣意生长、
任性挥洒的自然之态。喜欢它历经风雨的洗礼，不卑
不亢，宠辱不惊地活在岁月的目光中。 初心不改，寂
然无声地生长，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

时光不言，栀子不语，唯有花依旧、香如故。
从端午节前的初夏开始， 栀子花的花期约有 3

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如果你走过街头巷尾，请捎回
几束栀子花吧，愿它的绿肥白厚、馥郁香气能安抚、
沉淀我们平凡人的心。

盛夏栀子香
党魟

栀栀子子花花盛盛放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