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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木樨花真香，真浓。让我闻个饱吧！”我一边大口大

口地吸着木樨花的香味，一边在心底里默说。

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故乡的木樨花开了、怒放了。在我

们老家一带，大家都管桂花叫做木樨花的。那个时段里，一

到双休日，我一定会丢下手中的许多活儿——哪怕那些活儿

很紧迫——开车回故乡，去看看90多岁的老母亲，更是为了

去村上贪婪地闻木樨花的香味呢！同时，带回些米粒似的花

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广口瓶子里，放入绵白糖，一瓶

自制木樨花卤就大功告成了。每回故乡一次，总会收获一瓶

两瓶木樨花卤，自家吃不尽，就送一些给学校里的同事。

我小的时候，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些简陋的低

矮瓦房，墙壁上连石灰墙皮也抹不起。村西两家还要“苦”，

一家是土坯房，一家是茅草房。惟一一户叫根生的人家富裕

点——根生和他父亲是木匠。根生家的格局像北京的四合

院的样子，当然档次不能真的与北京的四合院相比的。三间

大房，左右两边是厦房，前边大墙门，墙门上对称地按着两个

碗口大的铜环。里边一个天井，天井里种着两棵树，一棵是

瓜子黄杨，一棵是木樨花树——我们村上惟一的一棵木樨花

树。两棵树的树杆都有两拃来粗。在我的印象里，不知怎

么，根生家的两扇大墙门一直是关着的。不是家里没人，根

生母亲在里边呢！根生母亲是一个中等个儿的家庭妇女，村

人都叫她“阿水姐姐”的。木樨花开了，根生家大墙门缝里钻

出来阵阵香味，路过的村人总要驻足闻香。我小孩子无忌，

就大步流星地走向根生家的大墙门，举起小拳头“咚咚咚”地

砸。一扇大墙门“吱”地开了一点。我赶紧甜甜地叫：“阿水

奶奶！”阿水奶奶见是我，就伸过右手摸一摸我的头：“呦，是

根茂的孙子阿四（我的乳名），做啥？”我说：“阿水奶奶，我要

闻木樨花的香味！”阿水奶奶微笑着说：“噢，阿四是个乖小

孩，我让你进来。”看我仰着小身子闻着不走，阿水奶奶说：

“阿四乖小孩，回家去吧，你阿婆找不到你要急的。”说完，就

用大剪刀剪一枝栖满了米粒似的木樨花的带叶的枝条，递给

我。我开心得不得了，连声说：“谢谢阿水奶奶！”我一边走在

回家的路上，一边闻着木樨花的幽香，想什么时候我们家

也有一棵木樨花树那该有多好啊，哪怕比阿水奶奶家的小

得多！

现在，我们村上原来低矮的瓦房早不见踪影了，户数也

比以前翻了一番，都按镇里的统一占地面积规定，建起了两

层半的漂亮的小洋楼，四周都是大理石贴面，宽敞的园子里

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其中主角是一棵两棵木樨花树。每

年中秋节前后，家家户户的木樨花渐次开放了，香味浓郁、甜

润，在村子里弥漫不散，引来了白色的、花色的蝴蝶飞舞，引

来了金黄的蜜蜂嗡嗡嗡采蜜，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小鸟在枝桠

间啾啾鸣唱。吃了午饭，我去村子里走走，村人见我从市里

来，都要邀我到他们堂屋里坐坐、喝杯茶。有的知道我喜欢

吃木樨花红烧肉，就在木樨花树下铺展一张干净的塑料纸，

抓住了树杆就摇。顿时，塑料纸上“窸窸窣窣”地掉了一层金

黄的或银白的木樨花，塑料纸四角一

提，一大捧木樨花装入拎袋，让我带

回市里。啊，我知道，我带回的是木

樨花，更是带回的浓浓的乡情呢！我

起身告辞，说还要去其他人家看看

哩。主人就一迭声说：“阿四，多到乡

下来走走啊！”我笑着说：“一定的，一

定的！”

悠悠地走在村子宽阔干净的水

泥道路上，我的身心全淫浸在木樨花

的幽香、甜润里啦！阿水奶奶早离开

人世了，当时她家的那棵木樨花的香

味在我的印象里已若有若无，惟有现

在家家优雅、漂亮的小洋楼园子里的

木樨花散发出的香味还是那么的浓

郁而热烈！

“桂香多露裛，石响细泉回”“桂香尘处减，练影月空前”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

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是

古代诗人们歌咏“桂花香”的诗句，其喜爱“桂花香”的情愫跃

然纸上，情真意切，不能不令人感动。古人尚且如此爱“桂花

香”，今朝的我们呢，肯定也不会落伍。

瞧，父亲是个地道的“桂花迷”。他以为：桂花树一年四

季常绿，既可当绿化树，美化庭院、地坝，又能亮堂双眸、愉悦

心境，尤其是每年秋天桂花盛开，香气浓郁，随风飘散，足足

可以把人醉倒。有这么多好处，岂能不喜欢桂花。所以，二

十年前，他利用做木活的间隙，“讨”了一株桂花树苗来栽在

地坝边。大约是“你有情，我有义”的缘故，那株桂花树在父

亲的精心管护下茁壮成长，长成了碗口大小的树干，呈伞状，

好看得很。特别是秋天，除叶绿得可爱外，星星点点的米黄

色桂花不经意间开了，散发出浓香，在风儿的吹拂下，很快就

弥漫在空中。

父亲的鼻子灵敏得很，闻到桂花香后，禁不住做起了深

呼吸，试图把桂花香浸入心脾乃至灵魂。不出所料，桂花香

入脑、入心、入灵魂，够父亲陶醉的了。“哎，安逸！”父亲接二

连三地喃喃自语后，对桂花香喜爱的情愫越来越浓烈，以至

于忘了“回屋”。直到母亲大声喊他，他才如梦初醒，意犹未

尽地回屋。不过，父亲觉得，自己的身心受到了桂花香的熏

染，那香气就一直相伴着，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吃饭时，父

亲饶有兴致地摆起桂花香的龙门阵，旨在唤起母亲的共鸣，

带动母亲喜爱“桂花香”。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听了父亲的“知心话”后，就心情

激动，坐不住了，便起身出门到地坝边观赏桂花，闻花香。父

亲乐当“解说员”，解得头头是道，说得滔滔不绝。为此，母亲

转过身，对父亲翘起了大拇指。而父亲微微一笑后，继续着

他的“解说事业”：古代诗人、词人们写下那么多歌颂“桂花

香”的诗词，民间流传《吴刚捧出桂花酒》等那么多的故事，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种桂树、闻花香，完全可见人们对“桂花香”

的热爱之情。试问：天底下的人，面对香气四溢、富有灵性的

桂花香，有谁不爱呢！

母亲以为父亲的话在理，就不住地点头，再化为实际行

动，看、闻、抚，只任桂花香将身体包裹起来，只任桂花香浸润

心灵，甚而至于渴盼着桂花香融入血液，一直让自己“香”下

去。事实上，桂花香一点点地消散，母亲只好重闻、重抚，才

让身上的桂花香得以弥补、传承，那段时间，就过上了香气十

足的“香生活”。

“还是让桂花香发挥作用、有个念想为妙！”时间不等人，

桂花快凋谢了，父母便有了如此共识。那就行动吧！父亲摘

下米黄的桂花，丢进了老白干罐子里，让时间酿出了“桂花

酒”。揭开罐盖的刹那，酒香和着桂花香顿时上升、四处扩

散，把父亲陶醉得眉飞色舞，好不快活。实在抑制不住激动，

索性倒二两“桂花酒”出来，来个“话下酒”，倒也乐在其中，对

桂花香的爱恋就不言而喻了。母亲也没闲着，找邻居讨教一

番后，回屋做出了“桂花饼”“桂花饭”，香喷喷的，格外好吃。

也许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原因吧，我和弟弟像父亲一

样，试着观赏桂花、细闻桂花香。不看不闻不知道，一看一闻感

到真奇妙。我们与桂花香一闻钟情，乃至不愿离开桂花香，废

寝忘食就成为常态。还是父母叫我们回屋，我们才依依不舍地

离去，但脑子里满是桂花香的记忆，以便温暖身心，装扮梦境。

我们还像父亲一样，品尝飘香的“桂花酒”，不时咂咂嘴，那

个馋样可想而知；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桂花饭”“桂花饼”，只

因为“桂花香”融入了美味里，更为诱人。基于这些，怎一个爱

字了得。于是，“桂花香”陪伴我们度过了欢快的童年时光，激

励我们努力奋斗，力争早日走出大山。在外求学的日子，虽是

辛苦，但目睹校园及周边的桂花树，闻到“桂花香”后，精神便会

为之一振，前进的动力就会倍增。同时，对老家桂花香的思念

也与日俱增，唯有回归老家细闻、尽情地享用后，才会解除相思

之苦，并激发出力量，无怨无悔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秋天来了，桂花飘香，我们先后走出大山，没有

辜负父母的厚望与桂花香的激励。

季节总在不经意中完成了交替。

“啊！好香呀！”清晨，儿子推开窗户欣喜

地叫起来。我知道，经历前几天秋雨的

洗礼，小区里的桂花已经悄然绽放了。

我循着弥漫在室内的缕缕桂香来到

窗前：只见窗外的桂花树枝繁叶茂，经过

秋雨的洗礼，显得格外清新脱俗。浓密

的枝叶间，一簇簇、一串串的小米粒似的

桂花开满枝头，尽情绽放着生命的芬芳。

年年花开花相似，花开年年人不

同。每当桂花飘香时节，那些跟桂花有

关的往事总会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十多年前，我还在某个城市的

一所大学就读。桂花应该算是我们那所

大学的校花，只见校园里的主干道上、草

坪上、小径旁、湖周边……随处都可以看

到桂花树那亭亭如盖的身影，随时都可

以嗅到那沁人心脾的桂花芳香，桂花那

甜甜的香味在空气中四处弥漫，清香四

溢，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记得那

时，没课时，我喜欢带上书本，静坐桂花

树下，惬意地享受着桂花那怡人的芬

芳。偶尔一阵秋风袭来，桂花如细雨般

飘洒下来，落在我的发间、眉梢以及翻开

的书页间，让我如梦如幻，陶醉其中久久

不舍离去……记忆的日子永远不会发

黄，多年过去了，那种场景依然驻留在我

的心底。

“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

荣”，桂花不仅芳香了人们的生活，它还

能做成桂花茶及其他各种美食。我至今

仍怀念老家的一道美食——桂花栗子

羹。老家人很喜欢桂花，家家户户院子

里都会种上几株桂树。记得奶奶家门前

就曾种了三株：一株是银桂，一株金桂、

还有一株是丹桂。花开时，银桂粉白如

霜雪，金桂淡黄似米兰，丹桂橙红若火

星，一枝枝，一串串，真养眼。每逢桂花

开时，栗子也恰好上市，家乡人都喜欢买

来些栗子，用那种网状的袋子装起来悬

挂在自家院子里的桂树上进行风干，这

样栗子既不容易坏，而且时间一长，栗子

就浸染上了桂花的香味。用这栗子煮的

羹吃起来格外清香宜人，直到今天，我一

旦回忆起老家的栗子羹，仍觉得齿颊留

芳。除了桂花栗子羮，老家的桂花鸭、桂

花年糕、桂花馒头等等都让我特别想念。

有人说，桂花是报秋的使者，是秋的

精灵，它用自己积蓄已久的热情和生命绽

放出那醉人的馨香，它用生命演绎着含蓄

内敛的乐章，彰显了秋的成熟与睿智。

我想做人是不是也应该向桂花一

样：含而不露，秀而不矫；清可涤尘，浓能

致远。做到这些，岂不是能抵达人生的

另一种更高境界？

秋的使者秋的使者
□ 合肥 吴梅

父母的父母的““桂花桂花””
□ 重庆 何龙飞

最忆香浓最忆香浓
□ 江苏常熟 马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