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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水仙
□安殷

下班回家时，听到车载电台传来金海心
的歌声，有点熟悉，当唱到“盛开在冬天的水
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哦，想起来了，
这首歌是《爱似水仙》。

想起家里的那盆水仙，买来时担心它空
长叶子，一直放在窗台上。如今，花开正盛，
凑近细闻，能闻到丝丝的香味。

我养过两种水仙，相比较洋水仙（风信
子）过于特别的香味，我更喜欢国内的水仙。
水仙其实也是在晚唐时从欧洲引进的，在中
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植物物种的交
流，也是文化的交流、美的交流，可见各国对
花卉的喜爱是相同的。我喜欢水仙已久。读
初中时，在市区的中山公园看了一次水仙花
展览。展示的各色水仙造型各异，品种有单
瓣、复瓣，争奇斗艳，香气怡人，美不胜收。从
此我就爱上了这种花，有机会总会养上几盆。

最早买的是水仙花的球茎。去花店挑选
有讲究，要选个大、形扁、质硬、色亮、坚实而
有弹性的那种，越大越好。回来用刀片剔除
底部的老根和泥土，小心割开鳞片，露出里面
的嫩芽，但不可伤到芽头。切好的鳞茎球，用
清水浸泡一两天，把流出的胶液冲洗干净，再
放于盆子或透明的玻璃瓶中，用卵石压住，最
好是五彩石子，如雨花石。放入清水，不能没
过球茎，放在窗台或室外多晒太阳。如果不
见阳光，水仙就不长花苞，光长叶子了。到时
就会头重脚轻，容易倒伏。

国人历来喜欢用水仙庆贺新年，作为“岁
朝清供”的年花。想让水仙在春节期间提前
开花，除了多晒太阳或用灯光照，盆中还可以
加入温水。在北方就更省事了，放在暖气片
上就行。我有时图省事，就在花店直接买已
经割好的半成品，这时花苞已清晰可见，选花
苞多的那种即可。

养水仙不算是技术活，只要水换得勤就
好。一般两三天就要换次水，避免发黄和烂
根。若是山泉水最好，如果是自来水，最好在
太阳下晒一两天，以去除水中的氯气。记得
大学时我在实验室里养过一盆，偶尔还加一
点实验用的营养液，那年的水仙花开得最
好。一起做实验、养水仙的还有一个河北的
女同学，可惜她在风华之年出了车祸，一家三
口都去世了，想来让人不胜唏嘘。

寒冬腊月里，一盆清水、几粒卵石，牙白
根、五彩石，在阳光的映衬下，赏心悦目。在
万花凋零之际，水仙展翠吐蕊，温馨祥瑞，芳
香宜人。把水仙置于案头窗台，或是看书，或
是品茗，虽是俗人，可觅清雅。

历代喜欢水仙的文人雅士甚多，咏诵的
诗词不少。我最喜欢宋代黄庭坚的这一首：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沈为骨玉为肌。暗香已
压酴醾倒，只比寒梅无好枝。”画水仙的画家
更是不少，南宋的赵孟坚画过巨幅的水仙图，
明代的文人也欣赏此花，如文徵明、徐渭、沈
周、蓝瑛、陈洪绶等人，也包括我的本家仇
英。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也是如此。

歌词中有言，“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
不会开在你的窗前”，谁能彻底戒掉思念呢？
那就养一盆水仙吧。

赋得一首，以赞水仙：
金盏玉台清雅客，寒冬腊月泛微波。
轻盈体态追冰镜，倾国幽香应不多。

辞旧迎新，新年的美好意
义都在这几个字中。过去的
日子就像花园里的玫瑰，明媚
鲜妍是它，芳香满园是它，枝
上含刺也是它。幸福快乐抑
或忧愁郁闷都将远去，展现在
每个人眼前的都是一轮暖暖
的太阳。

农历的新年一般在二十
四节气的立春前后，细想这样
的岁序安排，不得不敬服老祖
宗们的智慧，那是蕴含着祝福
和美好心愿的。新年，每个人
都会拥有一个明亮温暖的开
始，清冷冷的冬天远去，繁花
似锦的春天到来。

一年又一年，年年都有崭
新的开始，年年也都有美好的
期待和心愿，那是人生花枝上
的蓓蕾和希望，让生活绽放成
一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博客上读到冯延巳的《春
日宴》。春日宴，绿酒一杯歌
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
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
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看博客名，叫蝶恋花，岁
月静好。这博客本是闲逛时
偶然碰上打开来的，却突然觉
得素不相识的博主亲切可爱
万分，定是一个慧心灵性的小
女子了，新年伊始，借古人的
诗句陈内心的愿望。郎君千
岁，妾身常健，岁岁长相见。
不但今人重视健康，古人的心
愿也是把健康放头条，才得有
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老友发了一条朋友
圈，说是新年不能免俗，
要写下新年的心愿。他
发的是一张图片，心愿
手写在一张粉色信笺
上。看第一条，健康。
他说，三十而立，立的不
单单是家庭事业，还有
一颗成熟睿智的心。所
以你首先得知道保养自
己的身体，爱自己，才有
基础爱别人。三十岁之
后，他的新年心愿总是
会把健康排在首位。

果是如此的，日子
这么美好，爱惜自己，健
健康康的才是最重要
的。新年的第一个心愿
就是要健健康康的，自
己、家人、亲戚朋友，认
识的不认识的，愿我们
都有一个好身体。

董桥先生的老师亦
梅先生《三保洞怀古》有
一句诗这样写道：两字
平安三尺井，万家心愿
一炉烟。他说三保洞是
郑和下西洋遗迹，古井
最著名，人人要拜，要喝
井水祈求平安。

想想这平安两字，可不就
是千家万户的心愿嘛。寻常人
家，不祈求大富大贵，唯愿平平
安安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乡下
老家过年，老一辈的人爱自己
写春联，在大红的纸上，用毛笔
认认真真写下：出入平安，贴在
大门口显眼的位置，贴在自家
各种车上，农用车、自行车等，
心里才算踏实。如今自己写春
联的不多了，却必定会到集市
上买来这些平安字。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比什
么都好。这是新年的第二个
心愿。不求飞黄腾达，不求平
步青云，只愿安安静静，平安
度日。

新年好！新年快乐！这是
我们在新年里最平常的问候与
祝福。虽平常，却也最真挚。
那些长篇大论的祝福词看起来
华丽炫目，都不如这几个平常
的字贴人心。每逢新年，不喜
欢转发华丽的祝福，但会静静
地写下这两个平常的问候和祝
福发给家人、敬重的师长、亲戚
朋友，也会发给自己。

新年的第三个心愿也平常
得很，就是要每天开开心心的，
快乐地上班、读书、写字、看风
景。心要宽一点，再宽一点，像
天空一样辽阔大气，像大地一
样真诚素朴。

健康，平安，快乐。新年的
三个心愿，有点俗套了，可日子
也是俗套的，俗套的才真，才容
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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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三愿新年三愿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