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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爱种花，父亲却偏爱
种草。在老家的旧房子旁，有
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父亲退
休之后，闲着无事，就悉心地
打理了起来。春去秋来，四季
流转，几年的光景，荒地披上
了青翠的外衣，杂草也变成了
能治病救人的药草。我调侃
父亲，说他“妙手回春”，把荒
园变成了“百草园”。

父亲对“百草园”颇为用
心，拓荒时更是费力。“晨兴理
荒秽，带月荷锄归”，用这句诗
来描述，再合适不过。花了大
半个月的时间，他除草，一点
点松土，直至褐红色的泥土渐
渐显露。种植之前，还要再深
耕土壤，并深埋基肥。为了保
证质量，药草是万万不能用化
肥的，父亲便去了村头养牛的
老张家，使用腐熟的农家肥让
这片土地肥沃。

每次去看望父亲，他总是
要先领着我去“百草园”逛
逛。我劝他，退休应该安逸地
享受生活，他却回答：“侍弄这
些药草，就是安逸！”看着那些
长势喜人的药草，他总要一边
拾掇着，一边饶有兴趣地给我
介绍。还别说，在他的科普
下，我也渐渐地对园中的药草
有了认识：开着紫色小花的矮
小植株，是紫丁；初开为白色
后转为黄色的，是金银花；结
圆圆的黑色小果子的，是龙
葵；顶着一串绿珠子的，是麦
冬……

不同的药草，有不一样的
生长周期，“百草园”陆陆续续
会有些收成。在老家，若是父
亲夜里听见我房间里传来阵
阵咳嗽声，第二天清晨，桌上
便多了一碗药茶。外出工作，
也总能收到他从老家捎来的
药草。春天，容易干燥，父亲
便寄来蒲公英，说泡水喝能预
防上火；夏天，天气炎热，金银
花疏风散热，刚好合适；到了
秋天，则准备了麦冬，养阴生
津，润肺清心；冬天，就寄来了
生姜……春来冬往，满满都是
父亲的惦记。

这个“百草园”，是父亲退
休之后的游乐园，亦是爱的后
花园。他的关爱就如同那园
里的药草，不妩媚，却实在。
转眼，又到了温暖的春天，一
木一草生，适逢药草繁盛的黄
金时节，“百草园”里又是一片
热闹的景象了，父亲的爱又乘
风而来。

父亲的“百草园”

刘 恋

从骨子里来说，春姑娘与世间爱
美的女子一般无二。因悦己者喜，为
悦己者容。她喜欢捯饬自己，也曾

“蛾眉用心扫”，也曾“呵手试梅妆”，
也曾“芙蓉作脸，眉拂远山”。

整个过程是那样自然，那样令人
赏心悦目：给大地加一加温度，化雪
为水，掬以敷脸，再用山间云雾给自
己上层面霜，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色
号，上粉底液，上遮瑕，美美地固定底
妆。

至于彩妆部分，春日里可选的
款式有很多：桃花妆，橙粉妆，清新眉
妆……各有各的好看。但要说最流
行与最风靡，莫过于碧玉妆。

春姑娘的眉笔一挥，道旁芳草，
山中佳木，纷纷用新绿开启又一年的
荣枯。它们看起来毛绒绒的、沉甸甸
的、鲜嫩嫩的，煞是可爱，就连倒映在
水里的影子，也别具生气。这时节的
杨柳是绿的，香樟是绿的，杨梅树是
绿的，麦苗是绿的，野草是绿的，水稻
秧也是绿的，仿佛颜料盒里明明有很
多种颜料，有人独独打翻了那个盛有
绿色颜料的盒子。山川，菜畦，乡村，
城市，皆着它之色彩。

当然，正如画板之上通常不会只
有一种颜色，春天的妆容里也有粉如
霞、红如火、白如玉、黑如墨。确切地
说，论色彩的纷杂，春天要远胜于其
他三季。

毫无疑问，春姑娘有一双巧手，
将自己装扮得异常好看与灵动。她
以大地为舞台，柔荑轻挥，把生旦净
末丑等角色全都搬了上来。“绰约新

妆玉有辉”，她先把玉兰化妆成小生
模样，枝干挺拔，端方如莲。接着，她
又把樱花化妆成花旦模样，“花如霰
落人如醉”，樱花盛开时的轻盈婉约、
谢落时的凄美哀伤将角色气质拿捏
得恰到好处。至于净角，非牡丹莫
属，华贵大气，符合角色脸谱的浓墨
重彩；末角为油菜花，低调内敛，甘为
绿叶，却自有不可或缺之处；丑角则
是蒲公英，步态滑稽，诙谐灵动。当
然，一个高明的导演或是化妆师，肯
定不只有一套方案，这不，桃，李，杏，
梨，迎春，也都在一边扮上了。

戏台上有唱念做打，戏台下有
观者如潮。小鸟站在视野开阔的枝
头看，鸣啭即是他们的喝彩声；虫
子蹲在密密的草丛里看，虽看不真
切，但不妨碍他们“随人道短长”；
鱼儿浮出水面仰着脖子看，独特的
视角竟让他们有意外发现——你
看，你看，水底下也藏着一个春天
哩。对于春妆的欢喜，动物尚且如
此，更不要说人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
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
花人。”循着唐人杨巨源的诗句而往，
发现春游早成国人的传统，不然每至
黄昏与周末，山边，水边，田埂两头，
何以聚集如此多的游客呢？

在他们的不约而同中，在他们的
笑脸盈盈里，春妆的好看显露无疑。
而我所钟爱的，还有记忆里她的烟熏
妆——那一缕缕从屋顶烟囱冒出的
透着饭香的袅袅炊烟，始终为我指引
着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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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散文《五味》，“一个人
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
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
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
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生活要有趣，需要有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感受美的心灵。汪先生曾在

《人间草木》中写冰西瓜，“西瓜以绳
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
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
的。”读来，颇为有趣。我也喜欢在游
走的时候，观察这些有趣的人和事，
就会感觉生活趣味十足。

想来，人间最美的是烟火气，而
对美食的孜孜以求也是人们喜欢
的。跟着大师学习制作美食，跟着网
络上的教程亲手制作花馒头、蛋糕，
每一次的烘焙经历，都是一种难得的
体验。当我们可以亲手制作出来美
食时，那种成就感爆棚的感觉，棒极
了。

兴趣广泛，是一件挺有意思的
事。我喜欢钢琴，感觉弹钢琴的女人
极有气质和修养。我从认识琴键开
始，慢慢地摸索，从开头的一指禅，磕
磕巴巴地弹，到后来终于能流畅地把
一首曲目弹下来时，心里满满的成就
感。弹琴丰富了我的生活，每当一天
的工作结束，可以缓缓地弹一首自己
喜欢的曲子，那种放松、快乐的状态
千金不换。

我喜欢骑行，喜欢骑行时自由自
在的感觉，在骑行的队伍中，更认识
了一些热爱骑行的朋友。他们都是
从学习骑行的动作开始，继而学习自
行车的维修和保养。每个周末都坚
持几十公里的长途训练。这些朋友

中，有很多人骑行了川藏线和滇藏
线，他们是资深的骑友。我们在一
起，交流着旅行带来的乐趣。他们向
我分享骑行川藏线时，遇到山川的大
开大合之美，以及在骑行过程中，遇
到的惊喜与感动。这个爱好，让每一
个人感觉生命美好，人生值得。

我喜欢普洱茶。为了喝到一杯
地道的普洱茶，我和爱人飞到西双版
纳去寻一盏茶。在那里，我们遇到了
同样爱茶的朋友。他开着一辆吉普
车，翻山越岭只为寻到他心中的那片
古茶园。在那里，他走了很多泥路，
看到了很多娇媚的茶花。他定居在
拉祜族山寨里，也拥有自己的一片古
茶园。他总是说：“这是自然最美的
恩赐。古茶园不施任何肥料，自然而
然地生长，亘古不曾改变。”他悉心研
究制茶工艺，制茶时极为严肃，要求
的制茶环境也极为苛刻。也许因为
他的执着，他竟然成为当地很有名气
的制茶高手，他把爱好做成了事业，
每一天过得都很开心。

看小林漫画的作者小林《等一朵
花开》中说：“可以做木工，为了打造
一张完美的小凳子，耗上你所有的业
余时间；可以去拍昆虫，为了等一只
蝉蜕壳，能在森林里蹲上三天。可以
练书法，为了写好欧阳询，把整本九
成宫每个字勾描下来写上一万次。”

我们也许终其一生，都不会成为
某个领域的专家，也许我们一生的努
力，只能是个平凡的人。可是，兴趣
会丰盈我们的生活，让每一天充满了
快乐和惊喜。兴趣广一点，你会每天
像个孩子般去探索，去发现这个世界
的精彩。

用
兴
趣
丰
盈
生
活

王
南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