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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华光◎盛世华光
2019 年秋季，我受朋友之邀，

去四川旅游。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
宜宾游览蜀南竹海。时值深秋，我
们踏进蜀南竹海时，漫山遍野的竹
林依然清苍翠绿，没有即要入冬的
感觉。看到高高低低、粗粗细细、
各式各样达400余种竹子连成万亩竹
海，浩瀚壮观，我的心情格外激动。

在排队等索道车位时，我看到穿
梭在钢索上的缆车缓缓移动，有黄色
的、红色的、蓝色的，它们像一个个色
彩鲜艳的小乌龟在天堑上爬行。在
缆车里，放眼望去，尽是绿涛翻滚、
壮阔如海的竹林扑面而来，让人目不
暇接，仿佛缆车变成了一叶轻舟，荡
漾在碧绿的海洋中。向下看，自己犹
如一只轻盈的燕子，飞翔在随风摇曳
的竹梢上，顿生超凡脱俗、飘飘欲仙
之感。举目所及，高山深谷，翠氛溶
溶，万顷竹海，勾勒出一幅蜀南竹林
的清明上河图。缆车到达终点前，工
作人员给每个缆车都拍了照片，这张
照片，一直贴在我家书房的墙壁上。

下 了 索 道 。 我 们 来 到 翡 翠 长
廊。长廊是一条浅红色坚固的长路，
据说是由“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天
然红砂石修筑而成。两旁密集高耸
的修竹拱列，遮天蔽日。走在翡翠长
廊上，风一吹，便听到竹叶发出的沙
沙响，像美妙的音乐带着浑然天成
的韵律在耳畔缭绕。阳光透过竹叶，
斑斑驳驳的亮点洒在道路上，呼吸着
带着竹香的空气，像吸了天然氧吧，
神清气爽，精神焕发。突然我们看到
一处人工雪景，地上撒满白粉，犹如
一个竹海雪原。上前一问，才知道是
某个电视剧摄制组刚拍完外景。听
说这里也是多个电视剧的拍摄地点，
包括《卧虎藏龙》。于是我们兴冲冲
走进雪原场景，拍下照片留作纪念。

还有几处有瀑布和湖泊的景点
我们来不及去了。朋友说，我在洛
杉矶不缺海景和湖景，还是享受此地

“全竹宴”作为晚餐吧！我们走进竹
林幽处，便是一家红墙灰瓦的饭店。

几人在饭店内的圆桌前坐下，朋友
点了“全竹宴”的名菜。当地人对
竹子尽可能有效使用，既可以用来
酿造美味的竹筒酒，也可以做出炒
制清香的竹叶茶，还能做出一大桌
的美食。我坐在那里穷尽自己的想
象力，也想不出如何只用各种竹子作
食材，便可做出美味佳肴？太不可思
议了！第一次听说，也将是第一次品
尝，让我有些兴奋。不一会儿，竹笋、
竹荪蛋、竹荪、竹菌、竹海腊肉、竹筒
豆花、竹筒饭、竹荪酒、竹泡菜等端上
了桌，色香俱全，目不暇接。我一一
品尝，味美爽口，赞叹不已！

我从小长在四川，居住在雅安苍
坪山上。我家的院墙就是用三四米
高的竹子围起来的。每个雨天我都
戴着竹编的斗笠去上小学。劳动时，
每个孩子都背着竹条编织的背篼在
田野里、山坡上忙碌。竹子在我童年
的心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
到北京当兵、上学、工作。虽然北方
也有竹子，例如北京的紫竹院公园，
也有秀丽的竹林。它设计精巧别致，
碧水、绿树与翠竹相互生辉，但是它
的竹林在规模和气势上比起蜀南竹
海还略输韵味，稍逊风骚。

回到洛杉矶，转眼快 3 年过去
了。洛杉矶少有竹林。一两米高的
竹子，在华人家庭后院的盆栽中可
以见到。一位同胞送给我家一株幸
运竹，半尺长，根须插在一个精致
的瓷罐里。我和先生精心地换水维
护，一年了，小小的幸运竹依然翠绿
如初，亭亭玉立，寄托着我的思乡之
情。但是，气势磅礴的蜀南竹海已经
装在我的心里。每当想起四川的竹
海、北京的竹林，它们郁郁葱葱，
高耸挺拔，竹海荡漾，涛声依旧，
我就格外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思
念那里的亲人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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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地图

秦岭是南方的北方，秦岭是北方的南
方。在这里，北方转身抱住了南方，南方回头
抱住了北方。

梁爽送我一张地图，是带有比例尺的
精确到毛孔的秦岭此行路线图。在一般人
眼里，地图是平面的，可在制图人眼里却
是立体的。

地图，原来也是活着的东西呀！当车
窗外的山岭和森林呼呼闪过的时候，我分
明看到闪过的一切，又长了翅膀呼呼落到
了地图上。倏忽间，时间和空间并置了，
这是一张充满生命律动的地图啊！在地图
上，汉江流出秦岭闪着白光；在地图上，
大熊猫抱着翠竹吃相贪婪；在地图上，朱鹮迎着
黄昏前的落日振翅飞翔；在地图上，金毛扭角羚
怒目圆睁野性生猛；在地图上，金丝猴呕呕呕乱
叫搅动着山林。

梁爽是我的朋友，现任自然资源部第一地理
信息制图院副院长，是测绘与制图方面的专家。
他告诉我，秦岭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沟壑、每
一条河流、每一棵草木都有地理信息记录在案。
测绘制图工作者，就是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人，就
是用科技手段描绘山河的人。

秦岭北缘太白山庞大高耸的山体，如同一道
坚固的屏障，阻挡了北方南侵的寒流。而南坡的
气候却温暖宜人，林木繁盛，生物多样性丰富，
是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金毛扭角羚最理想的
栖息地。

梁爽指指地图说，秦岭以太白山体为分界
线，以南为长江流域，属于南方；以北为黄河流
域，属于北方。

在地图上，北方与南方是如此直观。如今，秦
岭的广大地域都划入了国家公园保护范围。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只是我们的世界。一切活着
的生命，都在为求食而生存，为传种而繁衍。人是
例外的，在危机和灾难面前，人类除了拯救自己之
外，还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

秦岭，山连着山，水接着水，森林叠着森
林。对于中国来说，秦岭意味着什么呢？

牛背梁

秦岭以柞树为主的森林分布在牛背梁。柞树
即为橡树。秋天，柞树林里常有野猪出没。野猪
最喜食柞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咯嘣咯嘣！野猪嚼着柞果，嘴里发出脆裂的
响声。然而，野猪总是粗心得很，取食潦草，现
场被它糟蹋得混乱不堪。当它用嘴巴拱食腐殖质
层或者土壤中柞果的时候，也就给另一些柞果培
了土，施了肥。次年春天，柞苗就眨巴着眼睛呼
呼长出来了。

我在牛背梁没看到野猪，却看到野猪拱食的
痕迹。也许，它听到了响动，远远躲起来了。

野猪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它能用嘴巴拱出土坑，雨天蓄水，供各种小动
物饮之。它能掀翻石头，拱开坚硬的地面，拱出土
壤为柞树播种。当然，它也能给柞树松土透气，
让地下的根舒展起来，尽情呼吸。

当地一位野生动物专家告诉我，野猪有三大
特性：一则，虽然是食草类动物，但也杂食，草根、
树根、浆果、坚果、花茎，基本上不挑食，啥都吃；二
则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高山，还是草地、灌丛、荒
漠随处可栖；三则，繁殖能力惊人，一胎数崽，年年
产崽，崽又产崽，种群数量成倍增长。

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
某段时间，即便野猪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也
不必大惊小怪。某些物种的局部丧失或减少，增
多或爆发，都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或者病虫害发
生，或者某种疾病发生。然而，动物与动物之间自
有相处的法则。如果人类过多干预，往往会破坏
了自然之道。所有的物种皆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相互制约，在动态中取得平衡。森林里，植
物、动物、苔藓、菌类及其微生物各处于自己的
位置，新与旧，小与老，更迭不歇，生生不息。

即便是倒木和朽木，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
结。在森林里，从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直立的
干枯柞木上长出一串一串木耳，倒木和朽木及其
腐殖层上生出一朵一朵蘑菇。偶尔，啄木鸟光顾
枯木枝干上，快速搜寻一番，当当当，一顿猛烈
的敲击，震晕了树皮里的虫子，然后用带钩子的
长嘴把虫子取出来吃掉。

牛背梁的早晨，在啄木鸟的敲击声中醒来。

大熊猫

某个冬日。雪，纷纷扬扬。潘文石正在追踪
一只大熊猫。渐渐地，熊猫的脚印被雪覆盖了。
潘文石有些沮丧，一上午的追踪可能又成徒劳。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山林，寂静得出奇。
累、困、饿一起向他袭来，他摇落芭茅丛上的
雪 ， 放 下 睡 袋 倒 头 便 睡 。 一 个 小 时 过 去 了 ，

“咔！”一声脆响把他惊醒。雪将一棵松树枝压断
了。断枝落在离他 5 米远的地方，溅起的雪块，
弹片一样向四面八方乱撞。

“大熊猫！”他心里一喜。当这只“大熊猫”
走出竹林，他瞪大眼睛，惊呆了。原来，那不是
大熊猫，而是一只斑纹清晰的金钱豹。金钱豹离
潘文石越来越近，在距他约6米处停了下来。潘文
石的眼睛盯着金钱豹的眼睛，金钱豹的眼睛盯着
潘文石的眼睛。双方僵持约 40秒钟，金钱豹转身
走了。潘文石舒了一口气，睡意全无，他背着仪器
踏着积雪爬上了面前那座大山。山顶的风刀子似
的，直往身上割。这座山的竹林里有4只大熊猫，
信号时强时弱，不停地送来，潘文石不停地记录

着，竟然忘记了时间。
夜幕就要降临了，潘文石跌跌撞撞地下山，大

头鞋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沉重。“噗通！”潘文石被竹
根绊了一跤，迷离目眩地跌下悬崖。他只觉得自
己连同世界都在向下坠。刹那间，他本能地抓住
了崖壁上一株横生的杜鹃树。“咔嚓！”树断了。潘
文石跌落下来，当他就要与地面撞击的瞬间，怀里
的杜鹃树，却将他弹到一边，力的方向的改变，创
造了潘文石的另一个传奇——他居然活下来了。

潘文石是大熊猫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上世纪 80年代初期，他带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小
组，对秦岭大熊猫的历史演化以及现在的分布与
数量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1988年，饱含着情感并带着体温的《秦岭大熊猫的
自然庇护所》一书出版。书中详尽分析了秦岭成
为大熊猫庇护所的原因，提出了保护野生动物，首
先要保护好栖息地的理论。

除此之外，潘文石和他的学生吕植还在秦岭
获得了两个重要发现。一个是，他们发现秦岭南
坡的一些山谷在百余年前曾一度繁荣，人口增多，
大熊猫退向高山。后来，人们又纷纷离去，这里又
成为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场所。于是，潘文石提出，
如果在这些地区科学地控制生态平衡，就有可能
争取大熊猫和人类在共同的环境中一起生存下
去。第二个重要发现是，1985年3月26日，他和他
的学生吕植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一只毛色棕白相间
的大熊猫，并且成功地把它从患病中解救出来。
这一重大发现，为现代大熊猫种群可能存在二态
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野外看到大熊猫是相当难的，即便秦岭山
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可真正见到大熊猫的，
也没有几个人。

羚牛谷

“嘘！小心羚牛。”朋友小声提醒我。我心里
怦怦直跳。不过，羚牛终究还是没有出现。

羚牛谷，崖壁陡峭，谷底狭长幽深，溪水一
级一级向下流淌。水流有时平缓，有时湍急。两
边柞树树干和溪中的怪石上爬满了青苔。青苔湿
漉漉，蒸腾着雾气。

水里的落叶和腐殖层清晰可见。偶有小虫闪
烁，也有小鱼翻腾。当地朋友说，溪里有娃娃鱼
活动，但白天它们很少露面，晚上才出来觅食。
它看似温顺，可捕食时凶猛。它守在岩洞洞口或
者滩口乱石间，发现猎物经过时，就突然张开大
嘴，一口将猎物囫囵吞下。

娃娃鱼食量大，吃饱后慢慢消化，因而娃娃鱼
耐饥能力强，一顿吃饱几个月不再进食，甚至几年
不进食也不会饿死。娃娃鱼身上分泌一种润滑的
黏液，在石板上能滑行自如。娃娃鱼长有脚爪，但
它滑行的本领超过了行走。

早年间，秦岭山民捕娃娃鱼为哺乳期妇女催
奶是常有的事。如今，野生娃娃鱼被列入濒危物
种保护名录，再也不能随便捕杀了。

娃娃鱼是一个奇异的物种，能在水里游，能在
地面上行走。它还有预警的特异功能。羚牛谷爆
发山洪之前，娃娃鱼就会从溪谷石罅间溜出来，张
大嘴巴朝着天空哇哇乱叫，听起来就像婴儿的哭
声。它是以这种方式呼唤同伴转移到安全的地
方。不多时，娃娃鱼们就会纷纷爬到岸上，甚至更
高的石头上，躲避山洪的袭击。

当地朋友介绍说，他家里有个小水塘，养了 5
只娃娃鱼，大的有两米长，养了10多年了。娃娃鱼
怕光，它是在幽暗中活动的动物。鱼塘上面总是
覆盖一些水草，给娃娃鱼遮荫。朋友说，如果娃娃
鱼在太阳下暴晒，将导致娃娃鱼失去繁殖能力。

娃娃鱼真是个怪物，它为什么不需要阳光？
羚牛谷的阴暗潮湿之处还藏着什么秘密？

朱鹮与白鹭

秦岭腹地的宁陕县渔湾村，恰好处在南北分
界线上。人称离南方最近的北方，离北方最近的
南方。汉江支流之一长安河流经这里，并在此处
回头转弯，虚晃一下，然后埋头开掘出多个漩
涡。也许是一块块巨石有意要制造一些麻烦吧，
搞得河水飞浪喷雪。

长安河充溢着野性，生猛滔天，它日日倾诉
着遇到的委屈与愤懑、快乐与欢喜。岁岁年年，
渔湾村从来都是能包容有耐心的倾听者，它把有
关长安河的故事和传奇，转化成一片一片的稻
田，转化成起起伏伏的蛙鸣。

渔湾村周边的山林、沼泽和稻田是朱鹮的重
要栖息地及活动区域。这里播种的水稻是供朱鹮
觅食之用的，村民从不指望收获多少稻谷。稻田
里的泥鳅、黄鳝、青蛙、螃蟹、青虾、河蚌及一
些昆虫是朱鹮的主要食物。在渔湾村，村民做任
何事情都要考虑朱鹮的因素。山林不得樵采不得
放牧，农作物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河流禁
止开渠挖沙采石。村民已经习惯了与朱鹮共生共

存，共存共荣。固守传统的农事法则，
对朱鹮觅食和繁衍生存构成威胁和隐患
的一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

然而，作为珍稀物种，朱鹮并非随
处可见的。驻村干部小张说：“我从3月份
进驻村里，到今天总共看到朱鹮三次。头
一次看到两只，一前一后从村庄的上空飞
过。朱鹮的头上有彩色翎羽。第二次看
到只有一只，那只朱鹮很孤独，在水田
里呆立着，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三次是
两只。确切地说，是一只朱鹮一只白
鹭。朱鹮是抓泥鳅的高手，但它做事太
专注，眼睛只看猎物，常常忽略周围危
险的存在。白鹭跟着它，给它放哨。朱
鹮抓到泥鳅后往往先送给白鹭吃。”

因之朱鹮，渔湾村闻名遐迩了。

上坝河

4 块巨石矗立于山谷之间的空地上，巨石上
刻着4个大字：秦岭小镇。

这个小镇其实是一个森林公园，这是后来改
的名字。先前，它叫上坝河林场。此地是分布着
油松、云杉、铁杉、水杉、五角枫、红豆杉等树
种的秦岭腹地林区，金毛扭角羚、金丝猴、云
豹、金钱豹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众多河流发源
于此，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坝河林场主要以伐木
为主，是秦岭林区重要的商品木材生产基地。地
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销售木材所取得的收入。
操着各地口音的木材客商云集宁陕县城，目光紧
盯上坝河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上坝河河谷平地
上的木材堆积如山，都是通直通直的上等木材，有
松木、杉木、柞木、桦木以及毛竹等。河谷两岸采
伐作业区伐木号子声声。去梢，打枝，造材，集材
等等，这些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有词汇，见证了上坝
河的辉煌和荣耀。

2000 年，上坝河林场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
程，伐木人转为种树人护林人。当年伐木人住的
宿舍、吃饭的食堂、看病的卫生所均被改造成了民
宿。板斧、油锯、抬杠、压角子、马灯等伐木时代标
志性的工具，都被收集起来，作为自然和生态文化
教育的实物，供学生和游客参观。

这个森林公园先后打造了大沙坝、焦阳沟、胭
脂坝3个景区，完善了森林康养步道、绿色餐饮和
体育休闲等服务设施，强化了生态旅游接待能力。

森林公园的未来取决于什么？除了国家政策
扶持和公园自身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适应，归根结
底，森林公园的未来取决于森林公园自己内生的
动力，取决于上坝河一草一木所焕发出的生机。
森林公园负责人李建昌说：“我每天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让这片森林生长得更好，为了让守
护这片森林的务林人生活得更殷实、更安宁、更
有尊严，更感到快乐和幸福。”

金丝猴

呕呕呕！秦岭深处，数只金丝猴在高大的乔
木上嗖嗖嗖地飞腾和悠荡，森林里充满喧嚣。

若干年前，潘文石跟我谈到秦岭时，他说，
秦岭金丝猴长相特征为朝天鼻，毛色金灿灿，长
发披肩，很有富贵之气。同其它地方的金丝猴相
比，秦岭金丝猴更干净，更漂亮。

秦岭金丝猴是个大的种群，种群里又分数个
家庭。宁陕秦岭办副主任张力文告诉我，在秦岭，
仅皇冠镇的山林中就有300余只金丝猴。

一处旅游景区为了吸引游客，一度投掷香蕉
和苹果食物将一群金丝猴引下山。此举却遭到野
生动物学家的反对。专家认为，金丝猴是属于森
林，属于高山，属于自然的。它们不该在地面上爬
行，而应该在森林中飞腾和悠荡。一旦靠人提供
食物，会使金丝猴产生依赖心理，生存能力降低，
失去风餐露宿和与天敌抗争的本能。人类过度照顾
和过度关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况且，金丝猴同游
客近距离接触也会带来安全隐患，猴子不怕人了，
不免干出抢夺食物及一些惹是生非的勾当。

繁衍是每一个物种的本能和生存目的，它们
需要繁殖更多的后代，就需要选择更强大的基
因，才会有最大限度的可能保证后代存活，继而
确保种群兴旺。错误很快得到纠正，有关方面审
慎做出决定，进行反向投食，把金丝猴重新引入
山里，引回了森林。在森林中取食或活动时，金
丝猴的飞腾和悠荡，传播了种子，对维护秦岭生
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岭雨声

秦岭的雨说来就来了。森林在雨中发出独特
的声音，那声音是那么清亮又那么有弹性。雨滴
在叶片上滚动，滚落之后，叶片突突抖动，余音不
绝。在森林里，雨声令一切生命睁开了眼睛，即使
是一排排蘑菇也放声歌唱了，即使是蛰伏在树干
的苔藓，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让我们看到了
卑微之物所具有的坚韧和能量。

雨停了，空气湿漉漉的。我驻足一棵巨松之下，观
流云匆匆从树隙穿过，闻鸟鸣一滴一滴从云间飘
落。如果说云是山的使者，那么鸟该是森林中的什
么角色呢？我想叫住云，云却头也不回，隐了。而
鸟鸣真是奇怪的声音，鸟愈叫，山愈幽，林愈静。

告别秦岭的那个早晨，我拿出梁爽赠送的秦
岭地图，把那些已经置于我心底的山岭、河流和森
林一一在图上作了标注。无论何时，只要看到那
些标注，我就会想起秦岭的人和事，想起秦岭的大
熊猫、金丝猴、朱鹮和金毛扭角羚。

是的，就生态系统而言，秦岭是独立的个
体，又是完整的整体，我从我的观察中感受到了
一种不可言喻而又美妙的快乐。

人世间，凡事都讲个缘字。与
自然万物间，其实也离不开一个
缘。就说君子兰吧，从无意相知，
到迁移相随，那还真算是有缘呢。

大约有 20 年了吧，我从山西回
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淮大地。起
初，办公是在省委机关大楼楼顶搭
建的两间房子里，我看到桌上就摆
着这盆君子兰。

两年多奔波劳累，终于如愿以偿
地迎来单位乔迁和挂牌双喜临门。
原来办公的地方成了我晚间伏案的
地方。看着空落落的房间，猛地发
现，那盆放在会议桌上的君子兰被挪
到了茶几上，成了在此陪伴我的唯一
有生命气息的宝贝。我捧起这盆君
子兰，仔细端详起来。它仍不愧为
高贵之物，在紫红色的陶土盆里，
一身凛然地矗立在肥沃的花土中间，
虽然几年了也没看到君子兰的花影，
但就那一片片油绿色的叶片，就足够
让人顿生喜爱之情。那叶如剑，肥硕
厚实，相对而生，根根叶脉有序排
列，更陡增了叶剑的坚韧。人说此
物如谦谦君子，恐怕不是说花，而
单指如剑之身姿而言了。

乔迁挂牌后，我更为忙碌。然而
再忙，晚上都会去看看君子兰，摸摸
土干不干，看看叶子营养够不够。然
后坐下来，静静地或看书或写作。

这君子兰就那么几片对开如剑
的叶子，却让人看出许多的情调、无
限深邃的遐思，以至于不敢慢待它。
盛夏大雨常常骤然而降，我会陪着君
子兰去淋淋雨，那雨水带着大自然的
灵气，肯定要比自来水的浇灌强上十
倍；隆冬季节，满天飞雪成就了孩子
们美丽的童话世界，我会捧上大大的
雪团，一点点围在君子兰的盆土上，
让它汲取孩童的梦想；我还把出访时
带回的异国土壤撮一点点深深地埋
进君子兰的根部，那异国他乡深厚的
文化定会融入君子兰的灵魂。

几年里，说不清多少个夜晚，我
与君子兰相对无语，却又气息相通。
我只想让它活得好好的，使这空落落
的搭建之房依然活力满满。意想不
到的惊喜竟然来得那么突然，那天
晚上，我来到这久已无外人光顾的
过往办公处。打开房灯，我习惯性
地向靠北窗的君子兰望去，不曾想
看到了一抹朦朦胧胧的红光。我定

眼一看，君子兰竟冒出了肥硕的花
骨朵，君子兰开花了！

这是怎样一种花啊！在如剑的
叶片托举下，一杆嫩绿色的花柱擎天
而起，顶头簇拥着一大团盛开的红色
花朵，那种红中透着浅黄，红为主色
调，红得沁人心扉，浅浅的黄又更衬
托出红的丰润。每朵花由六瓣围成，
花心里矗立着6根顶端带着黄色帽帽
的花蕊。花型是喇叭状，红在上端浓
郁，往下渐次呈黄绿色，与花杆之色
融为一体，加上墨绿色剑叶的烘托，
恰似绿色帝国中富丽堂皇的桂冠。

还真没看到过如此干净纯正令
人惊艳的花儿。干净的剑叶，纯正
的红艳，干干净净就是美，纯纯正
正就是贵，美且贵正是君子兰的高
雅潜质。有如此高贵的品性，有那
么无私的奉献，君子兰，怎能不让
人心生怜爱，又怎能忍心舍弃呢！

退休后，为赶写一个连载，我在
离家挺远的一处书房里，过上了每天
早出晚归的生活。三四年间，和我相
伴的，除了那满满几架书籍，就是这
盆不离不弃的君子兰了。

来到新的安居地，君子兰得到了
更充足的明媚阳光。我把它放在靠
窗的书画案上，伴着墨香，它又狠狠
地灿烂了一把，接着就勇猛发杈，长
出一支又一支叶芽，很快形成了蒜瓣
形状的大家族。它们抱成一团，茁壮
地生长着，根部隆起，把盆土都撑了
出来。我想到该分盆了。

君子兰分盆第二年，其中两盆
就开出了更加绚丽的花簇。今年二
月底，因为急性阑尾炎手术，我经
历了牵肠绞肚的病痛，去年开花的
那两盆，竟然在我出院那天冒出了
两点红晕。那些天，灿烂而又纯净
的君子兰，以它特有的馈赠，给了
我抗争疾病最熨贴的心灵抚慰。

有诗云：“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
死相依。”君子兰，叫我怎能不爱你！

我可爱的君子兰
刘 杰

秦岭抱南北
李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