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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新红又作花
□徐雅娟

桃林踏歌图
□杨方

昔日阮籍驾车漫游，行到无路，大
哭而归，后来就有了“途穷哭返”的典
故。那日去西溪镇下赵村下赵自然
村，几度山回路转，以为无路，又豁然
开朗。坐在副驾驶座给我指路的，是
一个叫兮若的女子，有着诗经里美好
的名字；在下赵等我的，是一个叫樵隐
的名士，能诗、能书，亦能品茶。

车往前开去，只觉眼前那条穿过
乡间的路，像是要把我带回到古代。
山坳山坡遍植桃林。桃花开时，下赵
是桃花源；桃子熟时，下赵的桃林便成
了我等意念里的理想之地。在中国文
化里，桃林是自带仙气的地方。古时，
讲学者喜欢在桃树下给弟子授课，隐
逸之人，也喜欢桃林，比如陶渊明。近
古爱桃者众，人人种一片桃林，暗示自
己是个与世无争之人。

下赵的桃林的确在俗世之外，山
重水复地行来，忽见一片桃林出现眼
前，内心于是尘埃不染地静下来。《汉
武内传》曰：西王母以玉盘盛桃。西
王母的玉盘，盛的是蟠桃。蟠桃树三
千年一开花、又三千年才结果，吃一
个，可以长生不老。西王母热衷于开
蟠桃会，在天庭大宴宾客，炫耀她的
桃子。下赵无须炫耀，毕竟年年都有
桃子盛宴。

我来下赵，自然是为着吃桃。坐
在桃树下，日啖桃子三五个，食量大者
如樵隐者，啖六七个也可。而后听风
刮过桃林，内心生出无我之境，不是神
仙，也胜似神仙。

在中国人的理念里，桃可以辟
邪。《论衡》中说：有神荼，郁垒者，昆弟
二人，生而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
桃树下，简阅百鬼；《玉烛宝典》中又
说：元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像郁
垒山桃树，百鬼畏之。可以看出，民间
向来流传着“鬼怕桃树”的说法。我在
北方某地，曾见农户门上插着桃枝，这

与门上贴钟馗像是相同的道理。如此
说来，下赵桃林成片，应属鬼怪远离之
地，宜居宜隐。

我对吃桃颇感兴趣，起因是小时
候读书，总能读到隐士、修道者、高人
吃桃的文字，似乎此类人吃了桃，离成
仙也就不远了。《列仙传》中提到：葛由
者，羌人，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
一旦骑羊而入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
绥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随之
者不得还，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
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
豪。看来吃桃与成仙，或者成半仙，多
少还是有些干系的。下赵的桃，长在
山坳与山坡，向阳的吸取了大地的精
华，向阴的饱满多汁，作为下赵的桃，
也是足以为傲的吧。

种桃人蒋福庆带我们入林摘桃。
樵隐摘桃颇有经验，动作麻利而准确，
不用剥开纸袋，也能知道纸袋里面桃
子的大小、成熟度。我猜测他摘桃的
本领，定是源于小时候的偷桃经历。

孙悟空偷吃几个桃，被压在五指
山下 500 年，多少有些划不来。我偷
桃不是小时候，是长成了大人之后。

伊犁河边的果园，有数不清的果
树，杏树挨着李子树，梨树挨着苹果
树，毛桃挨着扁桃。某日黄昏，落日像
个熟透的桃子，独挂在桃树上。伊犁
河边的桃树高大，爬上去不易，落日长
在桃树最高的枝上，落日旁的那个桃
子，被落日印染。让人不由得想：如果
吃下那个桃子，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吞
进肚子里的，不是桃子，是一枚落日。
我偷桃的经历美好得不像是偷桃，看
果园的老汉发现我爬在桃树上，担心
我掉下来，他允许我踹一脚桃树，掉落
下来的桃子全部归我。无奈我力气不
够，一脚下去，一个桃子也没有掉下
来。老汉摇头叹息，亲自示范，一脚下
去，桃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下赵的桃，不令人垂涎是不可能
的，看着哪个都想吃，但肚腹容量有
限，叫人徒呼奈何。《妒记》中的武阳
女，嫁与阮宣武，夫家有一株桃树，华
叶灼耀。阮宣武叹美之，武阳女即大
怒，让婢女取刀斫树，摧折其华。下
赵的桃算得上桃中上品，个个粉面白
肤，华叶灼耀。不知道武阳女见了，
是不是也会心生嫉妒，让婢女取刀一
棵棵砍了。

在古代，桃应该是一种奢侈的水
果，晏子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就足以说
明这一点。三士为争两只大桃子，拔
刀相向。在下赵，桃子个个大过晏子
诱杀三士的桃，三士大可不必冲冠一
怒为桃子。

同去桃林摘桃的李东，摘了几个
硕大的桃子捧在手中让兮若拍照。这
姿势让人想到寿翁手捧寿桃的年画。
我拍了几张桃林的图片，发给远在中
原的朋友，邀他来吃桃。朋友问，千里
奔波，只为吃桃。这桃，总该有值得一
吃的理由吧。我答，当年孙悟空在天
庭偷吃蟠桃，将桃核随手一扔，刚好落
到人间的下赵，下赵的桃子，实则是西
王母天庭蟠桃的种。朋友大笑，言此
桃不吃，岂不亏了，明年一定来。

明年的桃林，依旧桃子压枝垂，依
旧桃子结西华。只是明年的桃林，已
不可能是今年的桃林。下赵的桃林让
我心生茫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是千
年前的桃花，我遇见的桃林，是否也是
千年前的桃林。我在桃林时，只觉人
世悠远，烦恼琐事、功名利禄都那么轻
飘，不再重要。我离开桃林，桃林便有
了喧闹之后的寂静，有了太古之感的
空山无人。我在桃林找到自己，转过
身，我便忘记自己。

阮籍诗曰：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
李。不知什么原因，写来写去，文章的
结尾，又回到了阮籍身上。

桃花十里笑春风。西溪镇下赵村
下赵自然村的万株桃花，在三月的风
里开成了烟，开成了霞。人在花间行，
仿佛入了云端，轻盈得想飞起来，慵懒
得想躺下来，想让桃花瓣在肩头落下
粉红的一层，化一缕香随蜂蝶一起缠
绵。春天里花事的繁闹让人不由得对
夏季充满了憧憬：七月的桃林，将是怎
样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桃是仙果，传说中天庭王母的钟
爱。《集仙录》中有文字为证：王母于七
月七日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带天
真之策，珮金刚灵玺、黄锦之服⋯⋯命
侍女取桃，以玉盘盛至七枚，四与帝
食，母自食三。帝欲怀核种之，母曰：

“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
生。”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宜
种桃，也并不是所有地方种出的桃，都
是好桃。

下赵应该是个适宜种桃的地方，
不是西王母所指的“中土地薄，种之不
生”之地。桃在下赵，长势良好，多汁
而甜蜜。

桃是吉祥果，人间予它寿桃的美
名。不论是粉嘟嘟的祝寿面桃，还是
南极仙翁笑容可掬捧着的仙桃，都寄
予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向往。对下赵
的村民来说，桃是幸福果，帮助他们过

上更富裕美好的生活。六百亩地，一
万棵苗啊！一棵棵在他们的手中扎根
于山野，抽枝长叶，开花结果。每一颗
汗水滴入泥土，滋养一树灿烂，那漫山
遍野的红云，那一枚枚沉甸甸的鲜果，
谁说不是在默默陈述天道酬勤的真
意？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也同
样有灵性。下赵的桃子汲取天地的精
华，仿佛被美神垂爱的姑娘，长成最标
致的模样。仔细端详，白里透红，吹弹
可破。咬一口，清香四溢，蜜汁横流，
唇齿间甜味回旋不说，连剥过桃子皮
的手指都可留存余香好久。

小时候，我曾在外婆家吃到过甜
美多汁的桃子，吃得满嘴流蜜，不小
心弄脏了花裙子。长大后，不知是品
种还是水土的原因，再难吃到那种软
香甜美的桃子了，要么是松脆的口
感，要么带些涩味。那些水果摊上号
称水蜜桃的水果，更是徒有其表。贪
婪地吃着下赵的水蜜桃，我恍惚又成
了那个花裙子沾满鲜桃蜜汁的小姑
娘⋯⋯

我记得《韩子》中有一则和桃子有
关的故事。昔弥子瑕宠于卫君，和卫
君同游于东园，弥子吃到一个很甜的
桃子，就把剩下的一半递给卫君，卫君

感叹：“弥子真是爱我啊！”这个故事的
后半段，想必大家都知道，桃子在这个
故事中是无辜的。和桃子相关的典
故，除了这一则，大多是美好的。《诗
经》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又
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
其室家。

有桃的地方，生活一定美好。“四
斤桃子世所珍，雕盘献客夸轮囷。海
霞红点王母颊，玉团中涵秋水色。”元
代刘崧写的《四斤桃子歌》，仿佛就是
如今下赵摘桃售桃盛况的写照。

村里的阿公阿婆们挑着满筐的蜜
桃，笑得满脸开花。姑娘小伙在包装
销售，忙得脸像桃子粉嫩嫣红。甜蜜
的滋味谁都喜欢，幸福的生活谁都向
往，趁丰收季到下赵走走看看，仿佛浑
身都能沾染这喜气！《说苑》中说道：公
孙侨相郑，路不拾遗，桃李垂街，人不
敢取。下赵亦是如此，在这儿，你能感
受到生活如桃子的滋味。

来到下赵，不吃桃子是枉来，我
拈起一颗硕大的桃子，迎着阳光看见
一层细密的绒毛。这新鲜的果子啊，
将能让多少远方的人们一饱口福？又
能让多少人与我一样，由衷地感激农
人的勤劳、天地的慷慨？洗净桃子，我
轻咬一口，甜到了心里。

桃色季节
（外二首）

□章锦水

下赵不姓赵，应该姓桃？

在西溪镇的版图上，这里是否应该

标出桃花的夭，桃色的红，桃子的甜？

因为桃，乡民的生活都已流出了蜜。

辛劳与汗水换来的丰收，

铺展在一片片山冈与沟壑。

春华的灿烂，早已弥漫成一朵朵红云，

分不清自大地升腾还是天空栖落。

而仲夏的果实，丰满红润，吹弹可破，

是“和羞走、倚门回首”的乡野小娘。

今天，我们是“桃色新闻”的主角。

远道慕名追来，只为猎艳与尝鲜？

卸下正人君子的伪装，突然变得简单。

仿佛一生一世只为桃，

只为那一见钟情的甜。

我们用一只简朴的竹篮迎娶她，

不为富贵，不计门第，

只想博取倾国倾城的一颦一笑。

荷塘月色
此时的荷塘，寂静收藏蛙鸣，

月色收割莲红，时光收留了我。

风吹过，小楼晃了一晃。

小楼是一张巨大的荷叶，而灯光

是夜晚星空坠下的露珠。

我在窗前细数花朵，

趁着月色，它们散发湿裸的幽香。

月光如水，灯光如带，

照亮的是一颗低到荷叶的心。

我在金园，做一个能读书的农夫，

早睡早起，突然觉得无比美好。

山村义门
棠溪是一条野生长藤，从陡峻的大盘岭

蜿蜒而下。

藤蔓缠绕之处，结着东阳、磐安、

缙云、永康四个地理的硕果。

山村义门就是果蒂密结的枝头。

义门美，是茂林修竹、溪涧林泉之美。

登顶市域第一高峰黄寮尖，

海拔936米的心跳，与血压高低无关，

是《好汉歌》的雄赳赳节奏。

高山林园的规划与通天的游步道，

直抵云层深处与山民的心灵。

义门美，是滨水而居、错落有致的古朴美。

棠溪水自古流着，锲而不舍，

穿过整个村庄，我想，我的先人们

汲取的不仅是清凉与清澈，

还有幸福的味道——甘甜。

义门美，是民风淳实、热情好客的美。

廊桥随便一坐，有人嘘寒问暖。

来的都是客，铜壶煮热茶，

捧上的就是火腿腊肉三角饼，

还有义字当头的江湖之气。

山水养育的义门人，仿佛个个都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