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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爬上窗台时，总爱俯
身嗅一嗅案头的白茉莉。花瓣
上凝着昨夜的露水，清甜的香
气混着木质花茎的涩意，悄然
漫过鼻尖。这一瞬间，仿佛所
有的琐碎与疲惫都被揉碎，融
进这一缕沁人心脾的芬芳里，
连日子都染上了馥郁的香气。

午后的时光总是温柔的。寻
一方树荫，任细碎的阳光穿过
叶隙，在地上织就斑驳的光
影。远处，一树山桃花正开得
烂漫，粉白的花瓣随风轻舞，落
在青石板上，宛如一幅流动的
水墨画。我掏出手机，将这转
瞬即逝的美好定格。镜头里，
花瓣飘落的轨迹、阳光跳跃的
模样、微风拂过的痕迹，都成了
愉悦心情的独家记忆。日后翻
开相册，那一刻的宁静与欢喜，
便会重新涌上心头。

生活总是步履匆匆，像永不
停歇的陀螺。工作的压力、生
活的繁杂，常常让人喘不过
气。但我渐渐明白，越是忙碌，
越要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温暖自
己。或许是在加班的深夜，为
自己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看

着氤氲的水汽模糊了镜片，舌
尖触到那熟悉的味道，心底便
涌起一股踏实的暖意；又或许
是在周末的清晨，推开窗，让第
一缕阳光洒在脸上，深吸一口
新鲜的空气，感受生命最本真
的美好。

就像收集花瓣做成书签，将
四季的芬芳珍藏。就像把沿途
的风景存进相册，让美好的瞬
间永恒。生活中的温暖，不必
惊天动地，只需用心去发现、去
创造，便无处不在。在钢筋水
泥的矿山里，在单身公寓里，种
一盆绿植，看它抽枝发芽。在
植被环绕的矿道间，停下脚步，
听一听鸟儿的欢唱。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为疲惫
的心灵注入力量，让平凡的日
子开出绚丽的花。

人间清欢，不过是在岁月的
长河里，打捞起那些细碎的温
暖，编织成属于自己的光。当
我们学会用热爱拥抱生活，用
温柔治愈自己，便会发现，原来
幸福一直都在身边，在每一缕
花香里，在每一幅美景中，在每
一个用心生活的瞬间里。

五一假期，各地名山胜
水皆人潮涌动，不愿去凑这
份热闹的我，反倒想在周边
寻一处静谧之地转转。经老
友老张推荐，我决定前往北
面的馒头山一探究竟。

清晨整装完毕，我便驱车
上路。从峨口出发，沿着正在
修缮的108国道前行，至枣林
附近向北拐去，随后便驶入了
蜿蜒的山路。车窗外，景色不
断变换：路边的柳树刚抽出嫩
绿的新芽，田野里的庄稼却尚
未破土，一片略显荒凉的景
象。乡间小路虽不宽敞，却也
平坦。行驶约二十公里后，
抵达胡家滩。再往前，道路
竟变成了仅容一车通过的羊
肠小道，弯道多且险峻，令人
心惊胆战，每一刻都不敢有
丝毫分心。不过，好在一路

上未见其他车辆，倒也少了
些会车的担忧。我小心翼翼
地缓慢前行，约莫五十分钟
后，终于抵达了馒头山脚下
的胡家沟村。

这个小山村仅有十几户
人家，大多是养牛放羊的牧
人，他们守护着一群又一群
的牛羊，村中几乎看不到常
住的人家。村口设有防火路
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
在那里值守。车辆经过时，
老人认真地检查，严格坚守
着游人不准进山的原则。老
张好说歹说，解释我们只是
想上馒头山看看风景，身上

并无火种，看一眼就下来。
然而，老人始终坚持原则，毫
不通融，最终将我们挡在了
山外。

此次行程，虽未能登山一
睹馒头山的挺拔巍峨，也未
能体验“一览众山小”的豪
情，可谓高兴而去，败兴而
归。但转念一想，却也并非
毫无收获。我看到了成群结
队的牛羊，目睹了山民们艰
辛的劳作场景。他们吃苦耐
劳，风餐露宿，却依然在雨中
辛勤耕耘，这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足以激励我在人生的
道路上勇敢奋斗、努力拼搏。

记忆的清晨，露珠还挂
在槐树叶尖，母亲已经挎着
竹篮站在老槐树下。暮春的
风掠过树梢，摇落一地细碎
的阳光。她仰头眯着眼，在
满树繁花中寻找最饱满的那
几串――花瓣要半开未开，
花蕊要嫩黄带露，这样的槐
花才最是清甜。

竹竿顶端的铁钩轻轻一
拧，整串槐花便扑簌簌落进
篮里。我蹲在树下捡拾散落
的花粒，指尖沾了黏黏的花
蜜。母亲总说：“留些给蜜
蜂，它们采了一春的蜜，也该
歇歇了。”她的蓝布围裙被晨
露打湿了一角，在阳光下泛
着浅浅的水痕。

厨房的搪瓷盆里，槐花浮
在清水中打转。母亲的手指
在花间穿梭，拣去细小的花梗
和偶尔藏匿的甲虫。用清水
淘换三遍后，母亲将沥干的花
苞摊在竹簸箕上，将表面水份

自然风干，然后舀出新磨的面
粉，手腕轻抖，细密的面粉便
如初雪般覆在槐花上。母亲
用粗糙的手掌，把花粒和面粉
反复揉拌，直至每一粒花苞都
穿上轻薄的外衣。

此时，蒸锅里的水咕嘟
作响，母亲把拌好的槐花松
松地铺在笼屉上。她特意在
中间留个空，说这样热气才
能发散的均匀。锅盖一合，
白雾便顺着锅盖木纹缝隙钻
出来，带着槐花特有的清甜
在厨房里游荡。

槐花拨烂子，最经典的吃
法是配蒜醋汁，新捣的蒜泥撞
上老陈醋，淋在拨烂子上，酸
香激发出槐花更深层的甜。

有些妈妈会奢侈地用猪油炒
一遍，让金黄焦脆的油渣与花
瓣缠绵。孩童时代的我总等
不及晾凉，偷抓一把烫手的拨
烂子塞进嘴里，指尖残留的面
粉和妈妈笑骂的嗔怪，都成了
味觉的佐料。

如今超市冰柜里或许能
买到速冻槐花，但少了枝头
到灶头的温度传递，总觉滋
味单薄。妈妈做的拨烂子之
所以难忘，大抵因那花里藏
着整个春天的耐心和母亲手
掌的温度。

今天已和母亲电话在里
约好，过几天一定抽空回去，
饱饱吃一顿母亲做的槐花拨
烂子。

生活在喧嚣的城市中，有
时就像一只迷失方向的候鸟，
渴望寻找一片能让自己心灵
栖息的净土。于是，裹挟着匆
忙与疲惫，投入了家乡小镇的
怀抱。

初到家乡时，有些烦躁、
内心焦虑和那种快节奏生活
的情绪紧绷着，我眼神迷茫，
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不知所
寻何物。随着时间推移，心情
慢慢平静下来，逐渐找到自己
的节奏。

临河而居，推开窗户，清澈
的流水潺潺作响，仿佛在轻声
抚慰我。在田间漫步，看村民
在劳作，感受那份久违的质朴
与恬静；在泥土的气味中放松
身心，逐渐平复自己的情绪。

渐渐地，我开始找到自己

的节奏。清晨，在河边漫步,看
旭日照亮这片土地；午后，坐在
茶室里，品一杯香茶或者咖啡，
悠享独处的下午茶时光；夜晚，
围坐在火塘边，听优美的音乐，
与淳朴善良的母亲畅谈，享受
久违的松弛感。

渐渐地，我的眼神不再迷
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容淡
定，我的内心也平静了许多，在
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虽有很多不舍，但我很高兴重
拾了再次出发的勇气，会将这
份美好铭记于心。

家乡小镇用自己的美丽
与温柔，为我拂去疲惫，给我带
来宁静与平和，也让找到了内
心的归宿和属于自己的“诗与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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