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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情感比爱

更能给人温暖和力量， 以至于每次

读到爱这个字， 我都会想起那天下

午发生的那件事———

那天下午，我刚上完课，独自坐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妈妈，这个字

怎么读？” 一个娇嫩的声音传入我的

耳朵。 我往四周看去，原来是前排一

个可爱的小妹妹问的， 她正眨着两

只水灵灵的大眼睛， 用软乎乎的手

指着一个不认识的字问妈妈。 坐在

身旁的妈妈看着女儿用手指着的地

方，柔声回答：“这个字读爱。 ”

“爱？ ” 妹妹重复着这个字，不

解地问：“什么是爱呢？ ”

妈妈想了想，说：“妈妈喜欢你，

是一种平凡的母爱；老师喜欢你，是

一种关心的爱。 ”

“那我喜欢妈妈、老师，也是一

种爱吗？ ”

“是呀！你喜欢妈妈是永恒的爱，

喜欢老师是一种尊敬的爱。 这些都

是爱，会令人温暖，令人快乐。” 妈妈

温柔地说。

这时，车停了，上来了一位白发

苍苍、 手拄拐杖的老人。 妈妈看见

了，便立刻起身给老人让座，说：“您

坐这儿吧！” 她一边说还一边扶着老

人慢慢坐下。“谢谢你啊！年轻人！”

老人十分感激，连连道谢。 小妹妹仰

起头问妈妈：“妈妈让座也是一种爱

吗？ ” 妈妈笑着回答：“是呀！让座也

是一种爱， 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帮

助的爱。 ”

夕阳的余晖映在她们母女身

上，把妈妈映衬得那样慈祥、温柔，

把小妹妹映衬得那么可爱、幸福，也

把母女之间的爱映衬得那样真挚。

我和母女两人在同一站下车，

她们越走越远，身影渐渐模糊，最后

化为一道剪影， 但那位母亲的微笑

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生活因爱

而精彩，自那以后，爱这个字便深深

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宁静的午后， 我独

自坐在花园的长椅上， 感受着

微风轻经吹过脸颊。 我抬头望

向天空，那雪白的云朵，宛如舞

者般轻盈自在。那一刻，我内心

涌起一股强烈的向往， 多么希

望能像云朵那样自由自在地探

索我从未看见过的风景。

不经意间， 我感觉自己的

身体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

点一点变得越来越轻盈， 双脚

慢慢离开地面。

我低头一看， 惊喜地发现

自己变成了一团洁白的云朵。

跳跃、旋转、翻滚，在云海中，我

与身边的云朵亲切问候：“你

好，我是新来的，我叫然然！”它

回应我：“你好，我叫飘飘！ ” 我

充满好奇地问：“我们现在要去

哪儿呀？ ”“我们要去北极探望

熊妈妈和它的宝宝！ ” 飘飘轻

声回答。 “太好了，我也要去北

极！ ” 我兴奋地又翻了几个跟

头。

一阵清风吹来， 风姐姐推

着我们往北极飘去。 不知过了

多久， 飘飘忽然喊了—声：“北

极到了！ ” 我向下望去，蓝色的

水面上漂浮着一座座晶莹剔透

的冰山。 在阳光的照射下，冰山

闪耀着璀璨光芒， 宛如童话世

界中的水晶宫殿， 又像黑夜中

的小星星，闪闪发光，令人叹为

观止。

在冷空气妹妹的帮助下，

我们成功从空中落到了一块大

浮冰上。 一头北极熊妈妈和它

的宝宝正在休息。 当飘飘和北

极熊妈妈聊天时， 熊宝宝好奇

地用爪子挠我， 弄得我忍不住

哈哈大笑。 熊宝宝见我笑，就笨

手笨脚地向我爬来， 我们在冰

面上高兴地玩耍。 当我们要离

开北极时，它还拉着我，舍不得

我走呢。

旅程仍在继续， 在风姐姐

的帮助下， 我和朋友们又踏上

了新的征途。 我们到了坦桑尼

亚大草原， 看见了历史悠久的

胡夫金字塔； 我们还造访了欧

洲的许多国家， 领略了当地的

地标建筑……飘在天上的日子

里， 我饱览了许多神奇而美妙

的风景与建筑。

然而， 一切美好总是那么

短暂。 一个中午，我感觉身体越

来越重， 渐渐变成一个个小雨

珠向大地坠落， 我吓得闭上了

眼睛。 待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

现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花园。

天上的白云似乎在依依不

舍地向我道别， 这一切仿佛只

是一场美梦。 但我知道，这段梦

幻般的经历早已深深烙在我心

中，永远都不会忘记。

中作屋材。一种香楠，气香。（《贵阳

府志》）

楠木之名，我是熟悉的。 李时珍云：

“南方之木，故字从南。 ” 贵阳地界历来

不乏楠木， 与黔灵乡相接的楠木渡镇可

证。以楠木名渡，想来水边的那株树是高

大到足够作为地标的。

看《贵阳府志》关于楠树的记载，感

到奇怪。只说它适合于建房造屋。加上香

楠，亦仅有十字，相对于其他植物，介绍

确乎过简了。 尤其，川黔还是楠的故乡。

我们不妨参看《兴义府志》：“楠，黔山

尤多，其树上童童若幢盖之状，枝叶不相

碍，干甚端伟，高者十余丈，巨者数十围。

气其芬芳，为栋梁、器物，皆佳良材也。 ”

《博物要览》载：“楠木有三种，一

曰香楠，又名紫楠；二曰金丝楠；三曰水

楠。南方者多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

金丝者出川涧中，木纹有金丝。楠木之至

美者，向阳处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 ” 金

丝楠至为珍贵，向有“一寸金丝一寸金”

的说法。 常言道“十年树木” ，而楠木生

长缓慢，必得百年方能成材。也因其凝聚

百年功力，故而水不能浸，蚁不能穴，历

久而不变形。 宋代诗人吴中复赞之曰

“色无花卉妒，坚为雪霜多。 ” 楠木外在

之形色并不张扬， 不会引得群芳众木之

嫉妒；而其内在之坚劲则傲立霜雪，刚劲

挺拔。“干育千年秀，根含一气和” ，其气

轩昂，其味芬芳，其形伟岸，其性蕴藉，刚

柔并济，光润和厚。 所以，楠木不仅是珍

贵的“佳良材” ，还是高尚的“真君子” ，

寄寓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历代诗文，涉及楠木者不少，唐宋尤

多。 唐时，杜甫避难蜀中，卜居沧波古楠

旁。 楠树寿有二百，四季常绿，夏日撒下

阴凉，雨雪撑开伞盖，是村人田作的保

护神， 更是诗人朗吟的知音灵感的源

泉。孰料一夜风雨，摧折委地。诗人惋惜

悲悯，作《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痛感

“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 ”

剑南节度使史俊《题巴州光福寺楠木》

亦赞其“结根幽壑不知岁，耸干摩天凡

几寻” ，“凌霜不肯让松柏， 作宇由来称

栋梁” 。 宋代， 陆游晨见 “檐角楠阴转

日” ，范成大夜观“突兀双楠夜更高” ，

方回记录“听讼古楠下” ，洪皓顾盼“门

巷分楠直” ，等等，等等，可见楠木在时

人生活中并不罕见。 古人且常喜松楠并

举。 苏轼说“江上松楠深复深” ，胡寅道

“手植松楠合抱株” ，黄庭坚赞“寺古松

楠老” ，刘基则干脆宣称“生木必松楠”

———如果要我站成一棵树， 必得是松树

或楠树。 魏晋时好以树木喻人，我觉得，

青松巍然不屈， 堪媲嵇康， 茂楠雅人深

致，可称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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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等待也不算太久，

就在眨眼之间，

她终于成了人们想要的样子，

盼望已久的雪花。

寒风凛冽，忘却自身的形态和色泽，

前脚跟着后脚,

铺天盖地，来到你的面前，

安静地平整凹凸的大地。

飞雪的氤氲灵气，

归宿于大地人间；

体温上升，邀约旧时相识，纷至沓来，

了却回归的至诚心愿。

既然与大地同生共长，

归来就没有陌生感；

从不拒绝脚印刻痕，

从不拒绝炊烟萦绕，

亲切地融入大地，

回家了，感觉轻松自然。

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是雪花鲜活灵气的资源。

其实，世间所有生长的事物

翻来覆去的经历，从来就是如此简单。

飞雪飘飘，安静悄然，

品尝人间烟火，潜匿于泥土，

没有鲜花祝福那样隆重，那样五彩斑斓。

每一场雪的到来，

触摸的感觉，不是雪，

而是人们希翼来年丰收，

如饥似渴的翘首期盼。

河水融化了雪花的一切，

曾经的向往，化简成了远航的白帆。

一切，就是这样默默无闻，

一切，憧憬演绎成为梦幻。

年复一年，雪花早已适应冷暖，

知道自己的消失———

为了泥土的滋润和牵挂，

忘却自己的存在。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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