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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笆，是村庄粗布衣衫的一块补
丁，还是乡村秀发上一枚发卡？

旧时，乡村的庭院和乡野，篱笆是
很常见的。

篱笆，其实也是一种墙，只是它不
能承重，只起隔离作用。那时，砖墙极
少，大多是砖石根基的土坯墙。土坯
墙厚实，但筑起来太耗费人力钱财。
庄户人家日子紧巴，奢侈不起，他们只
好扎起篱笆。费些力气，不用花钱
的。那年头，力气也不值钱。

材料嘛，当然是就地取了，树枝、
玉米秆、高粱秆，逮谁是谁。南方的篱
笆用竹片，我们这儿没有，有也舍不
得。篱笆扎起来也不难，先是挖一溜
半尺深的沟，再每隔一段距离埋一根
木桩，然后将那些树枝、作物秆茎什么
的在沟里埋好踩实，上边再束上腰，固
定在木桩上，篱笆就算是扎成了。

篱笆和厚道的乡亲一样好说话，门
前院后，土坡沟底，哪儿都可安家。在
村里，篱笆通常只有半人或一人高，主
要用来防止禽畜。如果防人，决不是
不可逾越，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告诉人们，这儿是我的领地。篱笆这
种朴素的语言，连那些不识字的乡亲
都看得懂。

其实，乡亲的心中也有一道篱笆，
在他们心中扎了多少年了，那就是传
统的道德，世代相传，就形成了淳朴的
民风。即便是淘气的孩子，见到那些
一跃即过的简易篱笆，也是心存敬畏
的，因为，他迈不过心中的那道篱笆。

勤劳的人家，会随着时令在篱笆旁
种上眉豆、豆角、倭瓜、丝瓜、葫芦、烧汤
花、美人蕉等。当然，有些花是不需要种
的，如牵牛花，总是不请自到，所以古人
有“牵牛延蔓绕篱笆”的诗句。

篱笆朝阳的那面种满了花果，主人
家洗碗刷锅的水就有倾倒的地方了。
篱笆也随和，从不说什么。任性的风可
以曲径通幽溜进来，调皮的光可以见缝
插针挤进来，甚至，孩童还可以童言无
忌把尿撒在这儿来个雨打芭蕉。

一年三季，青藤缠绕，绿叶婆娑，
于是，乡村篱笆，成了一道绿色的屏
风，春夏疏疏落落开几番花，秋来半掩
半映挂一架果。即使到了冬天，篱笆
挂满枯藤败叶，一派灰黑的水墨色，犹
能留得残荷听雨声呢。

要做饭了，好说，到篱笆边，随手
摘一把豆角或掐一把南瓜花，或炒或
涮。平时，邻里乡亲路过，顺手摘些芸
豆什么的，是没有人计较的。虽然篱
笆隔出了院里与院外，但人老几辈，邻
里乡亲那份亲情恩怨，就像篱笆上缠
绕的藤蔓，没法分太清的。

庭院的篱笆，蓄满了庄户人家天
伦亲情的烟火味道，而乡野的篱笆，里
里外外，满是静谧悠远的田园风光。
有篱笆，就会有柴扉，就会有茅屋，就
会有小径。倘是菜园，就会有流水，若
是果园，就会有在林间辛勤劳作或抽
烟歇息的农人，就有枝头啁啾的小鸟，
还有草丛悠闲觅食的土鸡，还会有吠
叫着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吓你一跳的

黄狗，碰巧了，兴许还会遇到主人家卧
剥莲蓬的无赖孩童呢。

一村人家、几缕炊烟、几畦菜地、
几道篱笆。清苦的岁月里，炊烟，袅娜
成乡村的羊角辫，篱笆，则美丽成乡村
秀发上的一枚发卡。

篱笆，守护着庄户人家透风漏雨
磕磕绊绊的贫穷日子，守护着乡村泥
土芬芳的原生态，守护着邻里乡亲淳
朴的民风。后来，随着时代的变革，篱
笆，被土地流转的大潮冲荡了，成为社
区整齐划一的铁栏，成为高楼内阳台
漂亮的围栏，成为各家各户严实如笼
的防盗窗。

住进高楼的乡亲日子充裕了，但
他们总觉得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呢？
过去，乡亲们隔着篱笆就可以跟邻居
拉家常，端起碗走几步就能凑到一块
话桑麻，如今，那样的日子成了遥远的
童话，平日大家都忙忙碌碌，很少走动
了。有吃有喝的，有住有穿的，可咋就
老是忖着哪儿不得劲，感觉心里空落
落的呢？

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被篱笆围起
的日子。曾经的篱笆，爬满藤萝开着
鲜花结着豆荚的篱笆，“秋菊绕舍似陶
家”摇曳着乡村风情的篱笆，成了记忆
中牛背牧童的那支短笛，信口无腔的
质朴与悠扬，霜雪一般，月色一般，飘
散融化在岁月的深处，捡拾不回了。

篱笆，乡村的一抹风情，岁月的一
阕小令，人在高楼怅然远望时老家上
空那缕漫卷的乡愁……

行走的春天
□宋幻红

和友相约去万山挖白蒿、买鸡蛋，不期
然，竟发现杏花开了。

想起诗句“明朝深巷卖杏花”，杏花也可
以用来卖，竟有人买，相较我们，古人真是风
雅，恐怕他们买的不是杏花，而是春天明媚
的心境吧。

看，房前一株杏花，房后两棵，路边几
株，沟边几簇，园里满是花海，红的、白的，还
有成片的金色油菜花，连同那青的草尖，嫩
的芽苞，红的花蕾，星星点点的野花，硬是把
万山铺排成了一篇华丽斑斓的大赋。

春天在万山行走，“不过是从这一簇繁
花，走到那一簇繁花罢了。在花与花之间行
走，在花与花之间迷醉，那心早已是无处不
飞花了。”

不走了，就在此做一株花吧，做这赋中的
一章一节一句一词哪怕一个标点也好。

花事喧腾的还有植物园——次日乘兴
游园。

园内的白玉兰盛开了，花朵如一个个空
灵的仙子，令人忘俗。

阳光柔暖，有几个年轻人席地而坐打扑
克。那边的斜坡上有个人慵懒地躺在草坪
上，枕着清爽的青草味和泥土味入睡，恐怕
连梦都是香的吧。

有位女孩手扶梅枝在湖边留影，要把青
春定格下来。

记得当年佛祖拈花微笑，空气里弥漫禅意。
有两位年轻妈妈用绿的柳、红的梅编了

花环戴着，和宝宝在嬉戏。
一对年轻的恋人泛舟湖面。
湖那边绿柳依依风袅袅。“烟

柳”，哪个古人提炼出来的，真是气
人，这么美的词都叫古人写完了，
还叫我们如何下笔呢？不但柳，
还有月、酒、茶、竹等万物古人都写
绝了，我们还能写什么呢？

湖中，柳树、连翘、梅树、青
石的倒影绰约。

鸟儿在树叶中啁啾，温婉悦
耳。两只黑雀从头顶一前一后
轻盈飞过。

我在湖边的白梅树下而坐，
摊开书。白梅树在头顶，身侧是
一棵红梅。花枝在微风中颤巍
巍，仿佛美女轻舞飞扬。

一枝白梅把它的倩影投在我的书上，清
风中微微摇曳，如一首典雅的五言诗，真真
叫人怀疑是梦中还是仙境。

花在发，花在肩，花在眉，绵密的花香阵
阵，花香沁入五内，醉了心、净了魂。

一片白梅花瓣随风飘落在我的书上，难
道也是歆慕那美丽的文字？花香、书香，怎
不叫人沉醉。

索性躺在梅树下，蒙一方帕，管别人如
何看。整个人在花香中腻住了，腻住的还有我
的思绪。倘若岁月永远停留在这一刻，该多好！

头顶蜜蜂嗡嗡而闹。有一只蝴蝶翩翩
飞来，听人说“每朵花都是蝶的前身”，难道
它也是在寻访自己的前身吗？

那么我的前身是什么？是梅？是竹？
是石？……杏花的红、白都是柔和的色调，
如果说杏花是恬淡，带着人间烟火味，可令
人亲近可安暖人心，那么梅花更为文人青
睐，它是出世的，其超俗的风骨，令人可敬。

所以一直认为“梅花疏影里，吹笛到天
明”更妥帖。如果有月亮，就更好了，暗香浮
动、月色蒙蒙，心里空空，把平时不得不做的
都丢开，该是何等惬意绝妙。

爱花惜花的人应该都有个纯净高洁的
灵魂，比如婴宁，比如黛玉，比如周敦颐，比
如陶令公……比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
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
莽”的屈子。

春天，春天如此美好，在这样季节里，不
谈一场恋爱简直太说不过去了，那么就让我
和花儿来一场盛大的爱恋吧。

花儿，你可愿与我抵死缠绵吗？

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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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时 做
官，一大职责
便是审案。审
案怎么审？谓
以 事 实 为 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是明的，摆在
那里；事实在哪儿？事实是藏着的。看
古代官员审案，最有味的是看官员如何
找事实，揭真相，那是一项真本事。

元代有宣彦昭者，碰到了一桩小
案。一日大雨，两个人争起了伞来，你
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各不相让。伞
上又没写名字，一个厂里制造出来的
伞，又有甚异样？“民于军争簦，各认己
物。”不就是一把伞吗？宣彦昭发了脾
气，啪啪，把伞撕作两半：尔等以为官
府没事干是不？这等事也来打官司？
回去回去，各撑一半伞，回家去，“彦昭
裂为二，并驱去”。

也是葫芦僧判葫芦案？“使卒踵其
后”，派了两个捕快，跟在原告与被告
后面去，捕快其一报告说：那军人在大
骂你，骂你昏官，骂你混账；捕快其二
报告说：那游民在笑你，笑你傻官，笑
你糊涂。宣法官即时掷签：给我把那
游民拿来。不用审了，这伞是那士兵
的。凭什么？就凭心情。满怀恨意
的，自是“吃亏”的；满怀侥幸的，那是
占了“便宜”的。判决是，打游民十七
八棍，“令买簦偿军”。游民无话可说，
只得低头认罪。

明清时节有个叫范邰的，当任浚
仪县县令，击鼓登堂，接
了一件绢案。案情大致
是，原告甲与被告乙，在
布市场争一块布，甲说这
布是甲买的，乙说这布是
乙买的，谁是真谁是假？
搞不清楚，看眼睛？看不

出来；听口供？听不出来。范邰左审
右审，都审不出所以然来。他大拍惊
堂木：把布折成两折，一分为二，“令断
之各分一半”，然后再拍惊堂木退堂。

范邰案子判了，并没了结，“去后，
遣人密察之”。绢布原主自然气愤，好
好的一块整布被人平分了去，骂娘骂
爹，骂骂咧咧；绢布冒主当然高兴，没
花一分钱买布，如今一块整布没弄到，
也弄了一半，做件汗衫没问题了，便哼
了小曲唱着山歌，小喜一番。不料刚
刚笑逐颜开，便是哭逐颜来，脸色尚没
来得及收住，被捕快抓了个正着，“有
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喜者”。眼睛没
露馅，供词没把柄，嘿嘿，心情泄露了
心灵底色。

北魏李崇，任扬州刺史，接了一件
棘手案子。辖区寿春县有民荀泰，小
孩三岁，被人拐卖了去，他四方寻子，
寻了多年，没寻着。冬去春又来，夏来
秋又往，又是几年过去，“后见同县赵
奉伯家”，见到了失踪孩子，赵家哪
肯？这事说来说去是说不清楚的，小
孩只喊赵奉伯作爸，荀泰却说小孩眼
睛鼻子蛮像自己，两人争，闹，吵，嚷，
双方都不妥协，荀泰便告官。

案子摆了衙堂，李崇也是头痛，
“各言己子，并有邻证”，你说是谁的
崽？亲子鉴定没发明，哪里去找事实
根据？事实找不到，那去找心情吧，

“师听五词，此古之折狱之法了”，听供
词自是寻找事实与良心之法，只是很多
人表演功夫厉害，死的可说活，活的能
说死，真作假来，假作真来，弄得真假莫
辨，所谓“辞之难于阅实者多矣”。李崇
便另辟蹊径，以心情来判案。

“李崇令二父真儿，分禁三处”，都
关了起来，案子高悬，许久不理，“故久
不问”，两汉子关得久了，都在牢里骂

娘，心情都不好，是甚因致心情坏？无
法判断，失儿，也可能致心情不好，被
抓也让人心情欠佳。“忽一日”，李崇派
人分别到牢房去，沉痛告悲讯：小孩因
患急性大病，暴亡了，“君儿昨不幸，遇
疾暴死。”

且看两父反应，“荀泰闻即号跳，
悲不自胜”，呼天抢地，在地上打滚子；
赵奉伯呢，听了这消息，“奉伯咨嗟不
已”。都显示悲情，谁的反应大？奉伯
养育了几年，感情也是有一些的，但毕
竟非自己亲生，只是感叹而已；而荀泰
呢，骨肉相连，真有失子之痛，那心情
是装不来的。这案，也是不用多审，

“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再去审奉
伯，原来是赵氏“先亡一子，故妄认
之”。李崇依据心情来判案，无差。

事实的真伪，多会伪饰；良心的善
恶，也多会假装，演戏的人多，也多有
会演戏的，从其言行举止，当其面你能窥
见善恶忠奸了？背了面，他的喜怒哀乐
却可呈现真相真貌来。爱你的人，言辞
决绝要与你分手，却到山背后门大哭大
悲，你就知道，她是真爱你的。恨你的人
呢，当君面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甜蜜蜜
的嘴唇会吐花，转了身去，便哼，便吐沫，
便骂你狗日的，你就知道，这位是你酒
肉朋友，非君刎颈之交。

是吃了亏，还是沾了光？是受了
冤，还是占了便宜？法官审案，可以心
情来抵达真相。我们不是法官，我们
不审案子，我们却也须审读人。谁是
真心人，谁是假意人？谁之用情深，谁
之用情浅？谁待人以善，谁待人以
奸？喜怒哀乐匹配着肺腑肝肠，人的
心情通人的心地、心肠、心肝呢。纵或
人是有城府的，而城府不全是关死
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情则是心
地的门缝。

灯下漫笔

回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