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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若观其
政，自然要皱眉头，若论其人，只好微
笑。贪玩的年轻皇帝，代有其人，但
花样百出如他这样的，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

正德脾气是不错的，被人冒犯
了，从不大生气。在明朝，这样好性
子的皇帝可没几位。他的性格，只是
童心太盛，做太子时，贪玩的名声已
经远播，等十五岁上做了皇帝，更觉
手脚伸展，于是今天到西海擎鹰搏
兔，明天上南城攀险登高，还在宫中
演武，火炮声响彻昼夜，士民听到，无
不变色。

正德的故事流传很多，只说他三
件事。第一件是热爱旅游，起先是在
京城微服出行，时常单骑远出，满山
遍野地乱跑。把附近的景致玩遍之
后，又要出远门。在近处逸游，臣下
尚要唠叨不休，每一出格，谏疏雪片
般飞来，哪里能够容他到远处乱跑？
正德便琢磨偷偷溜掉。某年的八月
初一，他起个大早，趁天未亮，带上亲
信，徒步出宫，溜出德胜门，一路北
行。走得累了，在路上雇了大车，奔
向昌平。群臣上朝，等了小半日，知
道皇帝失踪，飞马来追，在沙河将他
赶上。正德不听劝阻，继续北上，在
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执剑挡回。
在宫中装了几天老实后，他又一次溜
掉，这次计划周详，又赶上张钦出巡

在外，正德顺利地闯出居庸关，玩到
第二年才回来。

从这次开始，他在外面的日子
多，在京里的日子少。常年住在宣
府，号称“家里”，臣子请旨，只好去宣
化，什么事都要耽搁，那是不用说的
了。便回京时，他也不回宫，住在豹
房，那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在西华门
内造的大宅子，留做逃避之用。

第二件是爱打仗。有一次蒙古
的小王子犯边，正巧他在山西阳和，
不畏反喜，自将兵迎战。小王子之
来，只是例行骚扰，没有发生什么激
烈的战斗，双方伤亡，合在一起不足
百人，但毕竟让正德过了回瘾。

几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这是
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德的反应不是
愤怒，而是欢喜不胜。理所当然，他
要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师出有名，群
臣自然是无话可劝。可惜刚走到涿
州，消息传来，叛乱已被王阳明等平
定。正德好不扫兴，便压下捷报，继
续“南征”。他想让王阳明把捉到手
的叛王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由他自
己率兵，再战一场。

王阳明好不容易捉到朱宸濠，放
是不肯放的。后来君臣妥协，在南京
把朱宸濠放到一个大广场中，正德以
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全盔全甲，威风
凛凛，动手把朱宸濠再捉了一遍，捆
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可怜朱宸

濠，造了一回反，倒被捉了两次。
第三件事也匪夷所思。他“南

征”到扬州时，不知听了什么人的主
意，下令禁止民间宰猪养猪。

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
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百姓
只好将猪杀掉，或贱价抛卖，或做
成腌肉藏起来。大臣杨廷和后来
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
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
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
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
是有意为之。禁猪的荒诞，如果说他
不太可能意识不到，便可能是故意捣
乱。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
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
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
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
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
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
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

“事之不经，名之不正，言之不顺，一
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群臣
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
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
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
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
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
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
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
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
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
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摘自《半月选读》

杨士奇“卖鸡市书”
元末明初的贤士杨士奇，家道贫

寒，但爱书成瘾。一天，他为买《史
略》一书，卖掉家中正下蛋的母鸡，凑
足 100 文钱成交。这就是流传于世
的“买鸡市书”的佳话。

王世贞“庄园换书”
明代藏书家王世贞在做尚书

时，遇一书商卖一部版本精美、装帧
考究的宋版《两汉书》。王世贞见到
此书爱不释手。书商揣摩出他非买
此书不可的心理，要价极高。他拿
不出那么多钱，又担心书被别人买

去，只得被书商狠宰一刀，商定用自
己的一座庄园换得这部书，此事曾
轰动一时。

胡应麟“典衣购书”
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书室名“二

酉山房”“二酉”原指湖南南沅陵县北
的大酉和小酉两座山。相传小酉山
石穴中藏书全卷，是秦人在这里读书
而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以“二酉”
指代丰富的藏书。胡应麟自幼好读，
每遇好书而钱不够时，便卖妻子的首
饰，再不够则典衣而购，十多年间，荡
尽家产，共得书42384卷。

瞿绍基不以书换官
清代著名的藏书大家瞿绍基，一

生淡泊仕途，唯喜藏书。乾隆几次下
江南，都到瞿家看书。光绪喜好古
籍，多次派人到瞿家借书。有一部
书，光绪很想要，以封三品官、给银30
万两作交换。瞿氏以先朝颁有诏书，
不便出卖为由谢绝，光绪只好作罢。

黄丕烈得书病愈
清代以藏有宋版书居多的“北宋

一廛”室主黄丕烈，一次得影宋写本
《周易集调》10卷中的首册，其余为友
人陈鳣所得。黄为此急的生了一场大
病，病危时不肯把首册转让给陈鳣。
陈知此因后，为使其速愈，遂将该书的
其余9册全部让给了黄丕烈。黄得书
后大喜，病居然很快就好了。

摘自《文史知识》

最近央视播《舌尖上的中国》，俨
然中华民间美食大全，惹得一帮吃货
半夜起来流口水。让我们来看看唐朝
美食的魔力，有的官员甚至因为路边
贪小吃断送前程。

宰相刘晏在路边买饼吃
唐朝有位位高权重的宰相刘晏，

一天，拂晓4点左右，刘晏的车驾就上
街了。估计这位宰相大人还有点睡眼
蒙眬，但味觉却不蒙眬，被街道边饼店
飘出来的香味吸引住了。那种饼，叫
胡饼，西域传过来的，且闻那香味，“势
气腾辉”，热腾腾，香喷喷。

唐朝那时代官吏平民有别，刘晏
是朝廷大官吏，不好意思下车去买，于
是“使人买之”。刚刚出烤炉的饼，炙
手可热，刘晏不敢裸手拿，就用袖子包
起来，就着啃，带着满嘴满脸的饼渣，
乐呵呵地对一起等着去上朝的同事们
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到底这胡饼怎么个好吃法，翻阅
《唐语林》，有豪华版胡饼的生动记载：
用羊肉一斤，一层一层铺在和好的麦
粉当中，“隔中以椒、豉”，就是在饼的
隔层中夹放椒和豆豉，“润以酥”，用酥
油浇灌整个巨无霸饼，然后放入火炉
中烤，烤到五成熟的时候就取出来
吃。麦香、羊肉香、酥油香、椒香和豆
豉香，香味喷薄而出，强大得连一代国
相也招架不住。

张衡路边吃饼被人告发
刘晏作为宰相吃路边小食，大为

失态，倒也无事，不过上溯回去半个世
纪到武则天时代，一位叫张衡（注：并
非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官员就没他幸
运了。

张衡是朝廷的四品官员。有一
天，张大人退朝回来，经过长安的商业
区，路旁饼店一批蒸饼刚出炉，“路旁
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心中在
做着天人之争：不行，我是国家干部，
跟这些个小商小贩交易，岂不是失了
国家的体统？

最后，舌尖的欲望战胜国家的约
束，他下马买了几个香喷喷的蒸饼，美
滋滋地骑在马上啃起来，“遂市其一，
马上食之”。殊不知，张大人的政治前
途就止于这几个包子馒头了。他好歹
是个公众人物，朝廷大员在大街上买
蒸饼吃的事情传开来了。专门负责纠
风的御史在武则天面前奏了他一本，
认为张衡路边买蒸饼吃的行为有违官
员行为准则，损害了朝廷高官在群众
心目中的形象。

武则天也觉得挺丢脸，马上批示：
“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彻底丧失政
治前途。

马鞍垫能做成美食
令人拍案称奇的是，除了专业的

厨师，在唐朝的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
批善于烹饪的大师级人物。

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将军认
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他自己开饭馆膳堂，什么都可以用来

做菜。烹饪原料多元化的程度，足以
让人瞠目：居然能将马鞍下面的旧垫
子，还有用过的箭壶，修理一番，加工
一番，放到厨房里倒腾一番居然成了
美食，还挺可口的，“修理食之，其味甚
佳”。据说马鞍垫子在那时叫“障泥”，
还有箭壶，都是熊皮和鹿皮做的，想必
比明胶安全。

《北梦琐言》记载，在唐朝灭亡后
不久的四川，有个叫赵雄武的官员，是
清官美食家，尤其善于做大饼。他造
的大饼，每一张需要三斗面粉做料，不
知道是不是膨化的效果，饼出来后有
几间房那么大，“大于数间屋”。个头
大，味道如何呢？据说皇宫里头举行
宴会，豪宅大院举办宴席，都要买他做
的饼，比房间还大的汉堡包堆在宴会
上，宾客们剖分而食，赞不绝口。

皇帝强人所难赐吃乳酪，吃坏爱
卿肚子

有些皇帝比较重口味，例如唐宣
宗喜欢吃游牧部落的乳酪饼，美其名
曰：“银饼”。当时的翰林学士韦澳很
受他的待见。

有一年，唐宣宗在太液池避暑，忽
然想起要关照这位亲信，于是把韦大
人和另一位学士孙宏叫过来，赐给两
位干部吃乳酪饼，他以为自己重口味，
人家也是重口味。

韦大人本来就厌烦这油腻的东
西，可如今皇恩浩荡不得不吃，结果肠
胃受不了这重口味食品，而且当时太
液池皇家疗养中心用的不知是什么

“空调”，大暑天却“寒气逼人”，肥腻食
物加上冻人的温度，两位大学士腹泻
好几天，真是圣恩消受不起。

摘自《广州日报》

“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一生中所
犯的最大政治错误。且不说它将一帮
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给
了外邦可乘之机，单就“杯酒释兵权”
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后果就很严重。

在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政治
博弈中，武将集团失去了手中的“兵
权”，换来了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
奢侈与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
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
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
的贪墨腐败，赵匡胤“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性情
残暴，是个“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
的肉割成一片一片）奴婢为乐”的食人
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
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
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
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
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

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
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边，还没等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
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
率府副率。在短短 5 年时间里，王继
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
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
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
绝对不会这么逍遥自在。

“杯酒释兵权”使大宋在300多年
间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
政治事变。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
则必有一弊。“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
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
杀。这代价也太大了。

摘自《文萃》

古代学者藏书佳话

常在一些冠冕堂皇的报道文章
里，看到一些知名作家说其如何呕心
沥血，如何笔耕不辍，动辄百十万言，
或是几天工夫便写一部长篇！如今
还有写微博的，每天“围脖”不止，身
后跟随着数万哭着喊着的粉丝，呼啸
山林不亦乐乎。

通常情况下这是对的。但是还
有另外一种文人，他们却是闲散得出
奇：油瓶子倒了不扶且不说，众人喊
叫天要塌了，你看他，管也不管，自顾
散淡他自己的。这种文人，看似自甘
隐没，貌似不近情理，不过坦率地说，
却是这种文人，常在特殊的时期，支
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

法国著名作家、《情人》的作者杜
拉斯女士就非常懂得这点。她说，

“不写作就是写作。”
当然，这是指一些特殊的，有头

脑、会思想的文人。
思想者其实多是极闲散的人。
文人在闲散这方面，最过分的当

属魏晋时期那些散淡闲野的文人。
那一时期的文人，极讲究个人的闲适
和散漫：身体经年不沐浴，衣服亦经
年不换洗，走哪儿卧哪儿；每每谈诗
论文，谈着谈着，不经意间便从怀里

摸出一把鲜活的虱子，放在坐下的席
子上，啪啪地摁着听响声。此所谓扪
虱夜谈，是一种极其高级文雅的享
受，一般人是不大能理解的。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从普通
社会层面上说，不缺那种埋头苦干的
人，也不缺那种拼命硬干的人，单缺的
就是这样和时代保持一段儿距离，远
远站在一边儿，深沉而冷静地，带几分
闲散，眼睛半睁，斜睨着，思想着的
人。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做文人是好
文人，做画家亦是好画家。闲至极，则
文章至极。不闲是做不好文章的。

那些个洁衣素行、谨小慎微的君
子，那些个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老
实人，很难想象写出什么自在的文
字。魏晋的文人，文章何等好。现在
的文人与他们相比，简直差太远了。
因为我们既不敢想象，当今一位什么
作家能在千人的作家大会上当众扪
出一把虱子来，也不敢想象他们能有
什么有悖常规的怪僻的举止。仅有
悖常规这一点，便使人不得不对当今
作家的水准产生大的疑问。当今有
些作家写得多，但不能说明他写得
好。或者说这种作家干脆就是一头
牛。它辛勤劳动的目的，无外乎槽头

那一把子干草。当然，这“干草”也不
简单，现实里它是洋房别墅，是宝马
豪车，是嘎嘎作响的钞票，是万众仰
望的某个奖项。只是这和文人特立
独行的思想品性，远离世俗的自由精
神，差了点儿火候。虽然，鲁迅先生
也有将自己比作牛的时候，为此还受
到不少褒扬。但他曾将自己比作“孤
狼”，这一比，才符合了他狂放不羁、
立足民间的精神。

所以说，好文章不是单靠勤奋就
能写得出来。恰恰相反，好文章是自
由性情的产物。历史上那些好诗好
文，许多时候是作者心里死磨活磨的
结果。这情形很像是得了肺痨的病
人，终日闲闲地想、懒懒地等，搜索各
式稀有的药物与补品，对写作者来
说，是各种知识，不断地调摄和蕴
化。当然也包括现实里的风霜雪雨，
不断地折磨和摧残，总是不见好转，
终于有一日，抗不住了，一团鲜血喷
口而出，好作品出来了。分析他的病
理，大概其实也并不就想闲着，只是
他没有那么强的体力罢了。

所谓闲散，说到这里，可以给个
结论：那就是面对现实的，世俗的，尤
其是在狂热消费时代，一些个看上去
紧要光鲜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不上
心，不追捧，用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和
孤傲，更加专注、更为勤奋地紧盯着
自己的内心——其实只一点儿：自己
的精神，是否自在。

摘自《新阅读》

我伏在临窗的案头，品读两部新
书。多年的习惯，让我对十分中意的
书籍常常爱不释手却又“不忍卒读”，
如同儿时对可口的食物舍不得一口吃
掉，总要细细地品味，让它慢慢融入身
心。

关于读书的况味，古今中外先贤
的箴言警句车载斗量，每个阅读者又
各持着自己的奇思妙想。唐代刘禹锡
的诗句“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
读书”让人感觉到阅读时的闲适与宁
静。“青灯有味是儿时”是南宋陆放翁
追念儿时读书的情景，千载之下读来
依然让人觉得亲切温馨。至于“红袖
添香夜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尽
管有些功利之嫌，但“主旋律”还是鼓
励人们要多读书、好读书的。一本绝
好的书，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让人“品
不够”，时常从开篇读到结尾，又从结
尾追溯至开篇，反复品读，给人带来的
愉悦不是其他生活方式所能得到的。

现代生活节奏日渐增速，让人越
发感到生活的沉重，单是处理人际关
系这一项，就让人难以舒展自如，而阅
读却让人感到轻盈。凭借一本书，心
灵可以进入山川原野、鸟语花香、青山
秀水、绿意葱茏、举目皆是心旷神怡的
境地；有了书，人可以逆时光而上，体
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的铁骨雄风，可以走进宋词的情
境，感叹凤阁龙楼、玉树琼花、国势鼎
盛的浩荡壮阔，可闻箫声自古彻今，游
丝般漫漶淋漓，让人心生阅读的享受
与遗憾。一册在握，人或都可能具有
孙悟空的十八般武艺，闯荡古今中外，
拜会英雄豪杰，游历名山大川，直至过
一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瘾。阅读的
过程，可以将别人的生活经验、别人的
精神感受、别人的喜怒哀乐，哪怕是隔
世之人的，通过内心体悟转化为自己
的精神财富，进入自己的生命。难怪
有人说，“读书可养气也”。

当今社会，文化界价值的多元，使
得书的种类五花八门，乱花迷眼，书与
人始终处在选择与被选择之中。有些
书，看上去装帧豪华，大红大紫，实则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看后除了加快心
跳，提高贪欲和猎奇心之外，给不了读
者以更多东西。因此，读书亦如交友，
有的书淡雅如茶，可以清心，有的则如
咖啡，能提神醒目。至于那些混迹于
各大书店书架之上的轻阅读、浅阅读，
以及宣扬贪欲、猎奇、迷信、低俗的东
西，实属“下三滥”之类的精神鸦片了。

世俗中的饮食男女，其时间和精
力总是被各式各样的琐事瓜分掉，因
为人总是要吃饭穿衣谋生的，读书对
一些人便成了一件奢侈抑或不情愿的

事。但若真的能静下心来读书，坚持
下来，许多人就会顿开茅塞：世间需要
做的事情数不胜数，然而很多事是可
做可不做的，有些事原本就是多余的，
读书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我们的民族自古有“学而优则仕”
的古训，当今社会，读书的功利主义也
时有显露。读书为了升学，为了获取
知识，为了改变命运……因此一个人
如果自幼就不爱读书，常常会遭遇家
长的呵斥。但如果年事渐长，读书还
始终囿于功利主义的驱使，那岂不成
了书的奴隶？读书也成了苦差事。

怀有具体的目的读书并无可厚
非，书是知识的承载，读书是继承前人
成果最永久的方式，但还要看是什么
目的。书籍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并不仅
仅具有传道解惑的作用，它同时具有
愉悦人心、修身养性、提升人的品质需
求的休闲功能。所谓“寓教于乐”，许
多书的传道解惑功能或许正是通过休
闲的方式实现的呢。对于读书的收
获，还是古人说得好：“正其谊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称
得上永恒，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字却是
一个特例。透过书页中的字里行间，
诸多朝代轮流替转，身着各种服饰的
人物纷至沓来。我们可以与他们对
话，与他们交流，更可以用自己的文字
参与其中。阅读让岁月的枝头总能开
出一朵朵清新淡雅的花儿，孤独落寞
的心，便时时拥有不曾言说的幸福和
满足。阅读，是惬意的。

摘自《人民日报》

四十岁的徐霞客说，他的一生中
有八回心醉神迷。一回是梦，一回是
记忆，还有一回是一幅画。那幅画描
绘在冷庙的破壁上，有一个像他的人，
还有一个像她的人。徐霞客举着火，
他们同在一幅画上，却隔着山隔着水。

第四回是他终于动身云游。三月
入闽，风雨通宵达旦，野溪喧闹如雷。
水涨船高，轻快无比，顺流而下八十
里，过如飞鸟。他敞开衣襟，须发张
开，浑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第五回是在林田，雨大，突然停
止。有两条溪水在眼前闪耀，一条浑
赤如血，一条碧绿如蓝。两条小溪竟
然在此合流。有金蓝色的细鸟在林间
鸣叫。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做一声

言语。
第六回是隆冬，他走入深山。瀑

布僵冻，如同白练横挂。冰块满枝，在
风中摇坠。走到树深崖穷处，不再有
路，只能小心翼翼，赤手抓着野藤枯
荆，滚爬而下坠。好不容易在悬崖底
下，找到一条枯涧，才算脚踏实地。抬
头一看，危崖高耸，简直恍如隔世。发
现怀里还有一块剩饼，一边吃一边发
现自己狼狈，不禁朗声大笑起来。笑
声惊动了一个僧人，僧人骇异，大雪封
山，已经三个月不见生人了。

第七回是在麻叶洞。洞口大如
斗，洞外水流湍急，只能伏水而入。徐
霞客脱去外衣像蛇一样爬行，背磨腰
贴，肌肤被刮擦得生疼。向西有一处

缝隙，于是爬行上去，突然豁然开朗。
平坦如榻，平平整整。顶上有石，如同
莲花倒垂，结成宝盖，莹润洁白。四周
的山石轻红，如同桃花。

最后一回是在香炉峰，突然遇见
了大雾。云气浓勃，奔驰而来。在这
样的大雾中，突然看到了心中的幻
象。老迈苍苍的母亲，跛足脓肿的疼
痛，盗贼钢刀的恐惧，温柔难舍的女人，
此时都一一涌来。觉得疼，痒，酸，麻，
想哭，想骂，想笑，想到死。一年年，一
日日奔波流离，到底是为了什么？

雾气散去，山间寂然，万物寥廓，
坦荡。一切都是天地之初的模样。突
然觉得自己渺小的身躯，就要与眼前
的山树人烟交融，变成水晶一块，再也
没有形体，没有渣滓，没有魂魄。

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到底要行去
何处？哪里是我的终点？“不重要了，”
徐霞客对自己说，“重要的是，我行走
在天地之间。”

摘自《青春美文》

惬意阅读
王本道

行走在天地之间
柏邦妮

闲散出智慧
老 村

我带着单反，也背着画夹，向田
野走去，和草木有个约会。

不是和所有的草木，穿越繁花，
邂逅我最心仪的那一朵，然后停下
来，趴下来，拍个照，然后，描摹它的
娇美，它茕茕孑立的气质。

我穿着白球鞋，比日本电影《情
书》里的开场里那幕雪景还要白，太
阳升起来，河流闪亮着它多情的明
眸，我带着轻如蒲公英一样的心趟过
那片草地，裤管上沾满了草木上的露
珠，以及黏人的花粉末。

河水清澈得一如青春日子里飞
逝的流年，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这条河
边驻足，看河道里忙络的渔人和他的
鸬鹚，并希望逢见《诗经》里捣衣的女
子，捣衣的女子早已不知所踪，只留
下芳草萋萋，风吹过，一阵沙沙的响

动里，仿佛在告诉我，他们记得她的
样子。

有时候，我们总是漫无目的地去
寻找，寻找一个人，寻找一朵花，寻找
一条小巷，一片夕阳。也正是在这样
漫无目的的寻找里，我们时常遇见令
我们为之流连的风景，为之心动的
人。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喜
欢带着目的去找，找得地老天荒，斯
人斯景还是杳无音讯，我们累了，坐
下来，恰恰在我们脚边的草丛里，会
有那么一朵花静悄悄地开着，会有那
么一个人默默地绽放着她的青春。

我们总是往前走，却忘了回头。
时光如笑如蹙，我们想要的人或

物，往往会藏在笑涡里，隐在眉头里，
然而，青春又总是太纠结，如同一张
揉皱了的纸，不愿意舒展，不懂得摊

平，不懂得把心情折成一只纸飞机，
摇手放飞。古诗里说，风吹草低现牛
羊，其实，情绪的潮汐落尽，青春的珠
贝就在生命的河滩上闪耀了。

当然，也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
现，有时候，我们穿越了漫漫长境，却
丝毫收获也没有，这时候，情何以堪。
我们不妨这样想，我们是否遇见了一
缕风，在一阵雨里收获了清凉；我们是
否遇见了一片沙漠，被一粒沙吹眯了
深情的眼睛；遇见一片林子，被一声鸟
啼唤醒了睡意，岂不一样愉悦？

最幸运的是，我来时，你刚好在，
你正幸福，你正开心，我遇见了最美
的你。因此，即便不能拥有，只是路
过，也好。

你是一朵盛开在角落里的花，在
茫茫大地的脊背上，隔着河流、树木，
隔着牛哞、鸟啼，隔着万里无云，隔着
林梢轻风，我穿越漫漫大地上无尽的
草木，只为在你的花心里打个盹，然
后离去，即便无法长时间地拥有你，
闻一闻你的心香，也已足够了。

摘自《语文周报》

和一朵花约会
李丹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