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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世相百态城市空间 心灵驿站

人在途中

万家灯火

傍晚，在公园里散步，蝉声飘浮在周遭的空气中，
让人沉醉。想想，如果夏天里没有蝉鸣，那该是多么
落寞，寂寥。

儿时生活在乡下，老屋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三伏
天里，蝉儿开始叫了，不知是哪一只率先登场，发出一
阵清脆悠长的高音。一蝉唱，百蝉和，那叫声一浪高
过一浪，在阳光里打着漩涡，把炎炎长夏鼓捣得沸沸
扬扬。

蝉的叫声像一只温润的小手，把孩子们的心挠得
痒痒的，其实这叫声是很难吸引我们的，最多是无聊
时捕几只蝉来玩，我们垂涎的是蝉蛹的美味。晚饭
后，孩子们三三两两打着手电筒，睁大眼睛在树林下
四处寻找，很快就会发现破洞而出的蝉蛹在缓慢爬
行，有的已经爬上了树干，我们像摘豆荚似的一伸手
就捉了下来。

将蝉蛹洗净沥干，然后入油锅爆炒。爆炒出来的
蝉蛹黄灿灿、油亮亮，吃起来咸咸的，鲜鲜的，糯软中
有一丝柔韧，淡淡中藏一缕异香，实在是人间美味。

中药里有一味药叫“蝉蜕”，它是蝉由若虫变为成
虫时脱下的壳，据说可以疏散风热、治疗音哑等症。
我们在找蝉蛹的时候也捡蝉蜕，穿成长串，挂到房檐
下，风干了卖给收购站，换得的钱用来购买学习文具
或心仪已久的小人书。

古人对蝉是心怀敬意的，它甚至成了复活和永生
的象征，当时人们爱把一只玉蝉放入死者的嘴里，以
求得庇护和永生。西晋诗人陆云在《寒蝉赋》说蝉集

“文、清、廉、俭、信”五德于一身，这话未免有点言过其
实，但蝉的文雅、清寒却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初唐
四杰中的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下狱，写
下了著名的《在狱咏蝉》，此诗以蝉比兴，寓情于物，抒
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

《昆虫记》中法布尔谈到蝉的生活，“四年黑暗的
苦工，一月日光中的享乐”。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就是我们所
说的蝉。也许蝉儿早已了悟生命来之不易而又极其
有限，所以只要生命不息，这些大自然的歌唱家就不
会停止歌唱，这分执着、坚韧与淡泊，让人心生敬畏，
也让我对世俗人生多了一些通透的看法。

如今，童年早已然远去，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老屋四周的林子，已变成了一幢幢楼房。随
着乡村树木的大面积减少，蝉声也稀落了，这不免让
人心生怅然。

夏日蝉韵
乔兆军

父亲从哈巴河回来之后，决定有朝一日
自己种一片葵花林出来。

哈巴河那片油葵林的气势一直震撼着他
的心。父亲的个头不算矮，可当他穿行在哈
巴河的油葵林里，仿佛进入一个巨人的花园，
油葵实在太高，让他有种顿时矮小的错觉。

那天是正午，肥大茁壮的花盘仰脸面向
太阳，没有一株油葵注意到父亲的到来。微
风拂在油葵的身上，巨大的叶子摩擦着，发
出簌簌的声响，这声响似乎无边无际，向天
际蔓延着，父亲顿时有种再也走不出去的恐
慌，这片油葵是谁种下的？他怎么管理与指
挥这庞大无边又目中无人的油葵们，问题在
父亲心里无助地盘旋，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不过后来父亲还是走出了那片油葵林。
天那么蓝，云那么白，油葵燃烧着它们的金
黄，看一眼，人的心跟着恍惚，那是一种气
势，油葵的气势，令人臣服。

父亲一直对那片油葵念念不忘。第二
年，父亲找来了油葵的种子，就是瓜子，大
个头的瓜子，父亲将瓜子播种在院子里的泥
土中，它们不负期待地成长、出苗、长高、
结出花蕾，它们嗖嗖地成长，长势之快，似
乎能够听到它们成长的声音，才隔了几天
啊，它们就不再是我脚下的小苗，它们长到

我的小腿处，又长到我的腰部，有
一天清晨，我发现它们超过了我的
身高，它们长疯了，得意忘形的。
它们是一群不听指挥的家伙，只按
自己的想法去成长，于是院子不再
是我家的院子，是油葵的院子，它
们超出了院墙的高度，它们可以蔑
视院子之外的风景，隔壁人家的院
子里种着豆角与番茄，我家油葵不
屑地望着它们，成长的同时，它们
不忘蓄满绽放的力量，有一天，我
发现一株高大的油葵开花了，它面
向太阳，笑得真诚又灿烂！它也会
屈服，它屈服太阳！

它们成批成片地开花，母亲去
院子外面喊我回家吃饭，她要从油
葵的林子中穿行而出，油葵肥阔的
叶伸到路上，路本来就小，父亲又没想到它
们长大后会生长得这般恣意妄为，因此道窄
难行。

当花盘结满了饱满的瓜子，它们才不再
将甜美的笑奉献给太阳，它们垂下曾经骄傲
的脑袋，变得谦逊有礼。鸟儿是丰收的先
知，它们成群结队飞来，双爪勾在花盘边
缘，啄食花盘中的瓜子，父亲笑眯眯地站在

院子里看鸟儿啄食瓜子，从不驱赶它们，一
个人的丰收有什么意思呢，大伙在一起开心
才是丰收。于是人家种向日葵都收获了瓜
子，我家收获了一堆向日葵的秆，秋天到来
的时候，清理那些粗壮的秆成为很麻烦的事。

父亲才不嫌麻烦，他仿佛是油葵的牧
者，他采撷的是它们欣欣向荣的快乐。

本版制图 涛 涛

晴是大学老师，老公骏是外科医生，家有
一个宝贝儿子，从小就学习优秀，又弹得一手
好钢琴，家庭幸福指数爆棚。今年，晴的儿子
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一所高中，
继续学习钢琴。

本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却把晴彻底击垮
了。那天她来找我，泪眼婆娑地对我讲述了她
的一个秘密：原来早在3年前，她就离婚了，骏
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晴说，骏以前顾家，对老婆孩子好是事实；
但后来出轨，移情别恋和她离婚也是事实，这
些年来她一直隐忍着，连父母兄妹都不知道，
就是怕家人担心，怕外人笑话。

因为有儿子陪伴，她还不觉得孤单，现在
儿子要离开她到千里之外去读高中，她觉得心
都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侵蚀着她，让她
无法再继续维持外表的坚强。她感觉自己一
无所有了……

朋友小桦也离婚多年了，同样是男方另结
新欢抛妻弃子的狗血剧。离婚后，小桦卖掉县

城的老房子，去市里买了套小居室的二手房，
和女儿居住，她自己每天坐公交上下班。

我们以为她是为了忘掉过去，或是为了女
儿的学业才搬去的市里，事实却是——她是为
了自己能够更好地学习才去的。

她说市里大学多，业余培训班也多，学习
氛围好，她要自学会计和心理学；家住大学城
附近，也方便自己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时间里她拿到了会
计从业资格证和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每年
暑假，都看到小桦在朋友圈发她女儿跟团去外
面游玩的照片。朋友问她为何不一起去？她
笑着说，她有自己的出游计划。

她从网上找到一家教瑜伽的专业学校，几
年前就已经预交了定金，因为在外省，她上班
没有时间，迟迟未去学习。离婚后，她决定利
用每年的年假陆续学完。

她算了一下，要四五年的时间。她说人到
中年，该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等她退休
了，她想办一个瑜伽培训班，好老有所依。

有朋友劝小桦，趁着年轻遇到合适的人，
赶紧再组成一个家庭。女儿早晚有长大的一
天，她也会恋爱、结婚、经营自己的小家，不能
永远陪伴母亲。小桦说，随缘吧。

现在她生活很充实，即使女儿不在身边，
她也有做不完的事情，她常给自己制定目标，
然后一步一步去完成。相信这也是她生活的
信仰吧，信自己最幸福。

其实，幸福的按钮不在你倾慕的男人身
上，也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懂得
了这一点，就不会因某些人的离开而降低自己
的幸福指数。

看着每天乐呵呵的小桦，我问她怎么有那
么大的能量让自己不断地学习、进步？

她说，或许离婚后，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的生活，让自己成为生活重心。

她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幸福的按钮，不断充
盈自己内心，人不需要七十二变，只要能尝试
去做以前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就等于变出了另
外一个自己，日子便不孤单了。

前几天大学同学小文喜悦地告诉我，
她要在公司里当总监了，那一刻我真想热
情地拥抱她。要知道她还有听力障碍，需
佩戴助听器才能与人交流，而且是以30多
岁的高龄与一大批刚毕业的研究生竞争成
功的。

当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她袭一身兰花裙
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打电脑时，我
给她点了赞并送上祝福：这样的勤奋努力
的女子，自然会得到命运的小确幸！

上大学时，我们还在摸摸索索边看键
盘边打字时，她已经能每分钟打 100 多个
字了，不管是QQ聊天还是写文章她一个
错字都不曾出现，在我们叫累叫苦地写毕
业论文时她已经不声不响地在全国各地的
报刊发表了百万字。

因为有了这样的“独门绝技”，她毕业
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从知名广告公司文
员到设计员再到如今的总监，而且遇到了
知心爱人有了幸福的小家。她常常感谢命
运里的这些小确幸，反而我们这些比她幸
运的健全人不管是求职还是婚姻都少了她

这样的小确幸。曾经我们还同情她，担心
她不好找工作，怕她遇不到对她真心的
人，而如今我们常常羡慕她，以她为榜样。

晚上观看亲子综艺节目《人生第一次》

的时候，别的嘉宾都是一家三口，只有钟丽
缇是独自一人带着小女儿考拉。当节目组要
求嘉宾捉泥鳅做晚餐的时候，钟丽缇扛着
锄头相当彪悍地表示：“就算我一个人，
我也不会输！”

虽然一个人带着三个女儿，但钟丽
缇 从 没 在 镜 头 前 抱 怨 过 生 活 的 艰 辛 ，
永远都是带着女儿一派其乐融融的幸
福模样。

看到这一幕我终于明白，这个46岁的
女人拥有新鲜美丽的爱情并非偶然。她能
始终如一地锻炼身体，也能控制自己的情
绪和意志力，将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到极
致，这样的女人，和比自己小12岁的男友
订婚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里这些美好的小确幸，有一种内
在的矜持，潜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秩序。这
些幸运在等待，也许在晨曦的一抹阳光
里，也许在片片落叶里，也许在一个柳暗
花明的巷口。

不疑现在，不惧将来，在岁月里做更
好的自己，也能遇见温暖与甜蜜。

县城东边有一个植物园，一年四
季树木葱郁，是小城人休闲的好去处。

每天中午下班后，我都要驱车到那
里去转悠一会儿，以缓解自己业已麻木
的神经，那里的鲜花绿叶是很好的疗养
剂，能让人精神松弛，身心愉悦。

这段时间的中午，我总能看到一
个年轻小伙在植物园的池塘里垂钓，
从林荫道上停放着的三轮车，知道他
是一个快递哥。我不免有些好奇，印
象中，送快递应该很是忙碌，总是风风
火火赶路，可他怎么在这里悠闲自得
地垂钓呢？我甚至有些怀疑他是不是
有些不务正业，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到
快递的接收。

开始时，我只是站在他的旁边，看
他垂钓。他20多岁的样子，中等个头，
皮肤黝黑。他总是朝我憨憨一笑，就
专注钓他的鱼。他垂钓的设备很简
陋，一把鱼竿、一个渔网、一盒蚯蚓，连
一个坐的马扎都没有，只是蹲在那里
垂钓，但是看上去却很享受的样子。

我终于禁不住问他怎么有空到这
里来垂钓。他朝我轻轻一笑说：“你知
道我们这里的人中午有午休的习惯，
如果我去送快递势必会影响人们休
息。所以中午这段时间我就尽量不去
打搅他们。”

我“哦”了一声，心想他倒会体贴
人。但是还是有些疑问：“快递快递，
你不及时送达，怎么叫快递呢?”

他淡然一笑：“再快的快递也有一
个过程。”

我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他。
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每天送

快递，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的，像个陀
螺一样不停地转动，很是疲惫。正好
利用中午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慢
下来，休息休息。”

让自己慢下来。他的这句话倒是
让我怦然心动。

现在的社会，一切都讲究高速、高
效，时间的脚步总是太急，生活的节奏
总是太快，人生的追求总是太多，红尘
滚滚，攘往熙来，有时我们总会感到无
所适从，力不从心。所以我们真的要
学会自我调节，让自己慢下来，像快递
哥一样，找份自己喜爱的事情做做，散
步、打球、钓鱼、看书，享受一分生活的
精美。

在开封大相国寺，专门辟有一个抄
经馆，如果你感到紧张、压力、烦躁、纠
结，尽可以到那里给自己放半小时假，
静坐抄经。让自己慢下来，让时光慢下
来，让生活慢下来，让幸福慢下来！

慢生活
黄森林

父亲的油葵
伊 尹

迎接另一个自己
马海霞

给自己留些小确幸
胡艳萍

进入“三伏”后天气越来越热，晚上睡得
也迟，早上也自然起得晚些，尤其双休日。
这不，这个星期天早上已快 8 点了，我还在
床上睁不开眼睛，忽然，有人敲门，继而传来
父亲的声音：“还没有起床啊，我给你们送黄
瓜来了，刚摘下的。”我急忙开门，只见父亲
的篮子里提了好几种新鲜菜，够我们今天吃
的了。这是父母从城郊新开垦的小菜园里
摘来的，几乎每天都给我们送来，虽说眼下
菜价不是很贵，也省不了几个钱，但吃了父
母小菜园里的菜有股温馨的亲情。

父母一生勤劳，以至于两人都 80 多岁
了还在田园耕作，虽说身体健康，但我于心
不忍，多次叫他们搬到城里来和我一起住，
可他俩说农村是他们的根，空气好，阳光充
足，一天不劳作，浑身痒痒不舒服。

大前年5月，在农村的姐姐给我打来电
话，说年迈的父亲前几天下地干活时，因下
雨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在医院还住了十几
天，没敢告诉我，叫我赶快回去将他们接到

我这儿来，几亩地由她耕种或流转掉。回到
家，好说歹说，父母终于答应跟我进城了，但
有一个要求，不跟我们住一起，以免打扰我
们。正巧，我还有一套50多平方的小房，位
置在一楼，适合老年人居住。

父母在身边，我工作也安心了。来后的
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去父母那儿，刚进门，母
亲就说：“你们居住毗邻郊区，能不能给我们
找块菜地，我和你爹种些菜，不然我们闲不
住。”父亲也在一旁说：“你要不给我们找，我
和你妈还是回乡下去。”老家的菜地有好几
块，一年四季，父母把那菜地经营得郁郁葱
葱，什么小白菜、韭菜、蚕豆、茄子、西红柿等
等有好几十种，什么季节种什么菜，一年四
季吃不完还送给别人。

父母一辈子闲不住，不像城里的老人们
有闲情逸致会打麻将、门球之类的，他们一
生与土地打交道，离开土地就像鱼儿离开
水。我立即托朋友在一农民处租了一块空
地，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父母时，他们高兴

得像个孩子，立即投入到菜园中去。别看父
亲都83岁了，可翻起土、挑起水来比我还利
索。从那天起，他们的身影就天天在那菜园
地里了，而我们家去市场上买菜的次数也越
来越少了，父亲说，现在的一些菜农专打农
药，影响人体健康，还是吃自己种的菜最放
心。

只要在家，我们每天都要去父母的小菜
园，每次都远远瞧见父母在小菜园里忙碌，只
几分地的菜园，蔬菜品种有十几种。一次，有
几种菜忽然生虫子，我准备买些农药回来，父
亲一挥手说不要，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不少草
木灰洒在生虫子的蔬菜上，不几天虫子就没
有了。父亲说，这是农村治虫子的土办法，过
去没有农药治害虫，这个挺灵验的！

由于父母的小菜园物产丰富，供过于
求，于是，父亲就常将多收的蔬菜送给他的
左右邻居，还叫我送给一些同事。小菜园虽
然不大，但让年迈的父母找到了快乐，收获
了健康，这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

父母的小菜园
汪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