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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风

“坐吧。”屠刚打开半截柜，拿出
一个白底蓝花的瓷罐和不锈钢勺子，
从罐内舀了几勺蜂蜜放进一个玻璃
杯中，又从凉水杯中倒满凉开水，一
手端着杯子，一手从柜子里拿出两包
小食品，一并放在茶几上，说：“饿了
吧，吃点脆皮蚕豆、五香花生米。”

洪丽丝两个指头捏着勺把轻轻
搅动杯底的蜂蜜，猜测道：“刚哥，是
不是为村里退股的事犯愁呀？”

“你说减不减村里的股份？”
“柳林说马自有的话代表一部

分村民的意见，看来河西湾不欢迎我
们办厂的大有人在呢。”洪丽丝说，

“我真不明白你咋会选这么个地方办
厂，离城市又远，交通又不方便，村里
镇上一些人光想着算计咱们。”

屠刚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看看关
得严严实实的窗户，顺手把窗帘拉严
实，又将电风扇的开关开到中档，重
又坐到沙发上：“咱都是农村出来的
人，土里刨食的农民谁不把一堆牛粪
当成宝贝，谁不算计着过日子，你大
碗吃肉，大把花钱，人家能不眼馋
你。我倒认为农民是最好糊弄的，真
正难对付的是农民堆里的人精。”

“黄家礼应该算一个，今天这个
会，喊他来参加他都不来。”

“你叫他来干啥，说啥？你都没
有发言权，人家根本没给他当盘菜。

“家礼是个讲情义的人，我始终
认为这个合作伙伴选对了。”

“就因为他太讲情义了，刘三喜
才老欺负他，成天咋咋呼呼。”

“这种人可以打交道，来河西湾
办厂这一年多，合作还算顺利吧。在
一块工作，有时争几句、吵几句也算
正常，咱俩不也一样嘛，有时候你也
欺压我，是吧？”

“我敢吗，人家把你当神敬呢。”
洪丽丝捏起一个脆皮蚕豆塞进屠刚
嘴里，“最不是东西的就是楚建功，贪
财，看人的眼光怪怪的，肯定是个色
鬼，莫名其妙把大翠弄到镇里去帮
忙，我看早晚得让他糟蹋了。”

“这家伙和我们是利益共同体，
年终分红给他送去几捆钱，他还得替
我们推磨。知道吧，罗广建、柳林才
是真正厉害角色。”

“厂里给罗广建送的抽检品他
一次都不要。”洪丽丝说，“这人说话
滴水不漏，办事油盐不进。”

“柳林一点不比他逊色，今天的
所谓协调会你领教了吧。镇里县里
不提他，地委书记亲自来点将，一提
就是两个职务。根子正、有后台，敢

说真话，老百姓拥护他，看看今天马
自有的表现，啥不都清楚了嘛。别看
楚建功是个书记，我担心他根本不是
这两个人的对手，这个合作伙伴我们
可能选错了。”

“那咋办？”洪丽丝有些紧张地问。
“为这事我想了一下午。”屠刚端

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果决地说：“咱是
外来户，今后只能拉着河西湾和咱一
起干，退股的事不再说了。对那个马
自有，你要在他身上多动动脑子。”

“啥意思吗？”洪丽丝两个大眼睛
盯着屠刚问。

“恰到好处地进行物资帮助，你
可不要想歪了。”

洪丽丝伸开双臂搂住屠刚的脖
子，躺在他怀里闭上了眼睛。

轻微的鼾声在枕边响起来。屠
刚轻轻拿开洪丽丝的胳膊，欠起身子
拉过毛巾被的一角搭在她身上，侧身
躺在竹席上。可能是刚才出汗太多，
凉席湿漉漉地发黏，皮肤接触上去很
不舒服。他坐起身摁亮桌子上的台
灯，顺手拉灭了日光灯，双脚移到地
下穿上拖鞋，拿起椅子上的毛巾本想
擦拭凉席上的汗渍，看着洪丽丝赤裸
的身体，他的手僵住了。

这侧身而卧的酮体使屠刚欣喜

不已。波浪式的长发自然地垂到脑
后，像一张微微张开的渔网摊在凉席
上。弯弯的细眉，高挑的鼻梁，俏俏
张开的嘴唇，似静犹动，生动而又恬
静。两条白白嫩嫩的长腿，活脱脱浮
出水面的莲藕。

屠刚有生以来第一次端详一个
睡梦中的女人，大脑中突然蹦出“怜香
惜玉”几个字，正是为了这个女人，他

选择了义无反顾，选择了单打独斗。
那是两年前，在南方的那个城

市，屠刚一次外出推销产品期间，姓
胡的金鱼眼一句话，洪丽丝被调到总
经理办公室。回到厂营销部不见洪
丽丝的踪影，屠刚听说她已到总经理
办公室上班了。他追到那里去找人，
得到了一句冰冷的答复：此人无故旷
工五天。

夜晚，屠刚拖着僵硬的两腿回
到出租屋，瘫倒在床上，脑子里想着
洪丽丝旷工的原因，这事简直太蹊跷
了！他做出各种假设，可理由都是不
成立的。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谁？”屠刚倏地坐了起来。
“刚哥，是我。”洪丽丝的声音。
屠刚一个箭步拉开了门，两手

摇晃着洪丽丝肩膀，急迫地说：“你个
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呀？”

洪丽丝轻轻挪开屠刚的双手，
慢慢走进屋内：“刚哥，我等你五天
了，每天晚上我都来找你，今天灯总
算亮了。”说着，她放声大哭起来。

“莫哭。”屠刚强作镇定地说，“有
啥事，慢慢说。”

洪丽丝抽泣着述说起那可憎可
怕的一幕——

到总经理办公室上班的当天下
午，金鱼眼便把她叫到宽大的办公
室，迅速反锁了房门，怪笑着说：“今
天交给你一个顶顶重要的任务，跟我
来吧。”

洪丽丝怯生生地跟着他走进床
和酒柜兼备的套房，“咚”的一声，金
鱼眼用鞋跟反锁了房门，从酒柜中取
出一瓶洋酒和两只高脚杯，把一只酒
杯递给洪丽丝，不容置疑地说：“干
了，要在总经理办待下去，就得学会
喝酒。”

洪丽丝看看金鱼眼那欲火中烧的
眼神，壮着胆子说：“谢谢胡总的好意，
我不会喝酒，还是让我回营销部吧。”

“这里是集贸市场吗，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干了。”金鱼眼把半杯酒
灌进肚里，逼着洪丽丝干杯。

洪丽丝放下酒杯，准备夺门
而逃。

“想跑吗？哼！”金鱼眼张开两只
铁钳般的大手，抓住洪丽丝。

一阵钻心的剧痛，洪丽丝尖叫
一声被重重地推倒在床上，铁塔似的
躯体向她猛扑过来。

洪丽丝的泪水使屠刚的大脑冷
静下来。他拿过洗脸毛巾，替洪丽丝
擦干眼泪，将她扶坐在椅子上，沉思

着说：“这口恶气一定要出，咱们从长
计议。”

“你不是说去告他吗？”
“告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屠

刚分析说，“那畜生有钱有势，才敢
有恃无恐，这事过去好几天了，你第
二天不上班，可能他就做好了应诉
的准备。我们不但告不倒他，可能
还会被栽赃陷害甚至倒打一耙把你
搞臭，你才20多岁，犯不着拿青春
做这种赌注。”

“只要能告倒他，我心甘情愿回
老家种地。”洪丽丝的眼泪又大滴大
滴流下来。

“出来了就不说再回老家种地
的事。”屠刚像是打定了主意，“以后
的事听我安排。”

洪丽丝呢喃着：“刚哥，你不嫌弃
我？”

“傻丫头，我能嫌弃你吗。”屠
刚紧紧抓住洪丽丝发凉的手，“明
天咱们就租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
暂住一段时间，等事情办妥了，咱
们远走高飞。”

两个人心情复杂地上了床，谁
也不说一句话。可能是连
着几天煎熬得夜不成眠，洪
丽丝竟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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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思高

两株大杨树华盖相交，叶片们轻轻摩擦，如
闺中密友喁喁交谈。抱着粗壮的树身，皴裂的树
皮坚硬粗糙，如铁器的棱角，硌手，但真切深沉，
像初恋少女依偎着粗犷刚健的男友，心里满是踏
实愉悦。把脸靠到树上，大树特有的气息瞬间通
过鼻孔进入五脏六腑，绷紧的神经、压抑的心情
都变得松弛熨帖。

视线沿着树干一寸寸攀升，高大树干上疤痕
累累，有的地方折断后留下的枝丫痕迹，如河蚌内
陷的大嘴，没有很好地愈合。再往上树杈分开，由
碗口粗细直到手指一般，螺旋状上升舒展。越
向上树皮越嫩，白皙细腻。手掌般的树叶被柔
韧的叶柄系于枝上，扩展成繁茂葱茏的树冠。

一群麻雀在树冠上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忽
然哄的一声，齐刷刷飞向东边，在高远的天空划
个圈，又扑棱棱飞到树上。树冠如上下滚开的
锅，再次咕嘟咕嘟沸腾着叫声。从远处飞来两只
喜鹊，吓得落在树冠上的麻雀一哄而散。赶走了
麻雀，喜鹊从一根树枝蹦到另一根树枝，骄傲地
逡巡踱步，似乎在检查鸟巢周围的安全。它俩叫
着跳着，确认平安无事之后，跃到巢里，相互交
颈，亲昵地轻啄羽毛，像一对干活回来的农民夫
妻，彼此拍打身上的灰尘。

起风了，乡村的风说来就来。掠过池塘，翻过
院墙屋顶，踩着庄稼的头颅肩膀，扑向大树，狠劲摇
晃。大树被摇动，也不生气，稳稳地站着，像一个慈
祥的老爷爷，乐于晚辈小孩子们爬到肩上，骑到脖
子里，扯着头发淘气地嬉戏打闹。

站于树下，嗅着林涛声带来的村庄气息，带
来的大地味道，让人凝神聚气，如痴如醉。多少
往事在涛声里起伏。

那年我 11岁，在乡村已经是干农活的好苗
子，白天去上学，放学干农活。挑水、挖地、割麦、
刨树根，喂猪放羊赶鸭子，样样不落后。队里给
我家分了二分菜地，我把土地深翻，种上辣椒、番
茄、茄子、韭菜、豆角、丝瓜。每天下午放学后，我
端着脸盆，给菜浇水。人勤地不懒，把土地伺候
好，施足肥，蔬菜长得特别鲜嫩。

在农村，家畜基本都放养，跑出村庄的猪羊，
常常会把菜地啃得一塌糊涂。在一个草木未发
的初春清晨，我早早起来，在紧邻村庄的河堤东
边一块杨树地里，用镰刀削出一捆杨树条，背回
菜地，插进地头泥土里，围成密密的栅栏，阻挡禽
畜。杨树条插进湿润泥土，竟萌发新芽，鲜嫩的
叶片在枝条上逐步长出，活成了一株株小树。后
来我到西北上林业大学，才知道这是一种树木繁

育方式。赤脚在树下的土地里劳作，松软湿润的
泥土垫在脚下，舒爽踏实，感觉自己就像一棵小
树，骄傲而自信，干多重的活，都没感觉到累。

上完小学、初中和高中，我的生命在成长，离
故乡越来越远。小树长势越来越好，树干越来越
粗。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牵挂却越来越深。每
次回老家，我都要到地头，用手握一握摸一摸小
树，凝神看一看长势。看它们阔大的叶片在静静
的时光里扩展，把大地的滋养化为生命的图腾。

树木同人一样，在尘世里艰难生活，会经历
病痛和灭顶之灾。有几次，树上生了虫，树叶被
啃光，光秃秃的；有几次，牧羊人爬到树上，把叶
片茂密的枝丫拉断，扯下树叶来喂羊；还有人把
苞谷秆堆在树下，一把火烧得树干焦黑。大杨树
经历的苦难实在不比人少。

离开故乡那年我十七岁，那时的杨树已长到碗
口粗，树皮纹理细腻，泛着生命的青涩。怀揣通知
书奔赴西北，心境高远豪迈，未来在我眼前，像小树
头顶的蓝天，洒满阳光，空旷辽阔圣洁，庄重美好。

西北高原广袤辽阔，气候干冽，人烟稀少，植被
稀疏，生存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依然生长着稀
疏顽强的树木。我们训练、学习、野营、工作，绿军
装同树木的绿叶一样铺展生命的宽度，同大自然

进行着顽强抗争，用汗水浇灌灵魂的干渴，回旋着
命运不屈的歌声，那片星光耀眼的高原是梦想出
发和栖息的高地，有多少战友终生挚守于此，把生
命献给了国防事业，夜以继日地科工研究，终生没
有离开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真的做到了成
为一棵树，根扎大地，鞠躬尽瘁，把绿意融入天空。

三十多年光景一晃而过。扎根于故乡的杨树
长成三十多米高的大树，伫立村头，成为村庄的风
景和标识。它们是村庄的经历者，见证着苍狗白
云世事沧桑，当初看着我手握铁锹，汗洒衣背辛勤
劳作的乡亲们一个个不堪疾病苦难，相继辞别人
世而去。曾经如健壮大树给我遮风挡雨，在大杨
树下指导我种好土地的父亲也在去年冬天一个格
外寒冷的日子凋落下人生的最后一枚叶片。

三十多年来，我辗转多个地方，为生活奔波
劳碌，经历和见识过无数次风雨。风暴袭来时，
惊慌失措过；寒潮来临时，忧虑恐惧过；也曾被现
实的铁锤砸伤，被生活的利刃斫砍。无数个夜
晚，也曾嗅着刺鼻的白毛风在崎岖的道路上徘
徊。但作为农家子弟，一想到那些树，它们的坚
定自若，它们的刚强镇定，它们的坚韧不拔，内心
就充满力量，总是在泪雨滂沱后，再度挺起胸膛，
迈出人生坚定的脚步。

聊斋闲品

♣ 郭法章

嫁人当嫁梁伯鸾
提起梁伯鸾，也许很多人都会感到陌

生。然而，如果提到“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典
故，相信不少人都耳熟能详。梁鸿和他的妻
子孟光便是这则典故中的两位主人公。

梁鸿，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
阳）人。他品格高尚，饱览群书，才华出众，
虽为一介寒士，《后汉书》却为之列传。

梁鸿一生，可谓饱受困厄。父亲曾担任
王莽新朝城门校尉一职，可惜好景不长，随着
王莽政权的土崩瓦解，梁鸿的父亲也客死于
逃亡途中。让他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尸骨未
寒，其母竟狠心丟下年幼的梁鸿与人私奔，孤
苦无依的梁鸿从此流浪四方，受尽人间饥寒。

所幸梁鸿在父亲生前好友的举荐下，得
以进入长安太学读书。梁鸿刻苦好学，人穷
志坚。某一天，同窗学友下课后燃薪造饭。
其中一学友烧好饭后告诉梁鸿，说锅底下尚
有余火，让其赶快趁火做饭。但性情孤直的
梁鸿却不愿借别人的热，沾他人的光，遂将
灶下余火取出，尽数踩灭，才重新烧火做饭。

因家境贫寒，加之缺乏他人引荐，梁鸿学
成毕业后，曾在上林苑以养猪为业。他一边在
山上放猪，一边潜心读书。有一天梁鸿家里突
然失火，并殃及邻居。梁鸿找到邻居，表示愿
将所有的猪送给对方作为补偿。邻居看梁鸿
忠厚老实，竟得寸进尺，漫天开价。梁鸿只好
无奈地对邻居说愿做邻居家的长工。梁鸿起
早贪黑，任劳任怨，其诚实的为人和良好的品

行终于感动了邻居。邻居主动提出不仅要给
予梁鸿自由身，而且还要将他放养的猪悉数归
还。而梁鸿仅接受了前者却拒绝了还猪的提
议，只身一人回到仅剩四壁的家中。

汉代是一个畅行读书、尊崇贤儒的朝
代。梁鸿作为学富五车的一代贤儒，自然赢得
了人们的敬重，拥有越来越多的粉丝。随着梁
鸿的名气越来越大，当地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
闻风而动，纷纷上门提亲，争着要把女儿嫁给
他，却被梁鸿一概回绝。同县有一位名叫孟光
的富家千金，生得体肥面黑，容貌丑陋，且力大
无穷，能轻易举起几百斤重的石臼。然而，就
是这样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丑陋女子，在择偶
方面却相当严苛，致使待字闺中多年，年近三
十依然无人问津。当父母问她终身作何打算
时，她却说出了一句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话：

“欲得贤如梁伯鸾。”即嫁人只嫁梁鸿这样的
人。当人们听了孟光这发自肺腑的表白，一致
认为她是想男人想疯了，讥笑她是癞蛤蟆想吃
天鹅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这个近乎癫
狂的要求后来居然能够变为现实！而梁鸿在
闻听孟光的一番“狂言”后，竟二话没说便前去
求婚。梁鸿把孟光娶进家门后，却又一连七天
不理睬她。原来孟光身着绫罗绸缎，仍然是一
派富家小姐的装束。梁鸿说：“我本想娶一个
身穿粗布衣的女子与我一同生活，如今你却讲
究衣着打扮，难道这是我所希望的吗？”面对丈
夫的诘责，孟光笑道：“我只是想试探一下，看

您的志向到底如何。其实我早已备下了粗制
布衣。”说完便换下绫罗，穿上布衣给梁鸿看，
这时梁鸿才开心地说：“这样才真正是梁鸿的
好妻子！”

婚后，夫妻二人进入霸陵山中隐居，男
耕女织，相濡以沫，空闲时或诵读诗书，或弹
琴自娱，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后来梁鸿携妻东行出关，路过洛阳，梁鸿
耳闻目睹朝政腐败，便作了一首《五噫》歌，抒
发他的愤慨，却遭到朝廷通缉。梁鸿不得不隐
姓埋名，辗转到吴地，替大户人家皋伯通舂米
过活。每次收工回家，他的妻子预备了饭食，
总是恭恭敬敬地把饭盘举得齐着眉毛送给他
吃，表达出发自内心地对夫君的真心尊敬。皋
伯通见了免不了又是一番赞叹：“这个人能够
让妻子如此敬重，一定不是个寻常之辈！”

梁孟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就
这么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无论贫穷或富
有，疾病或健康，始终做到不离不弃。在“嫁
男必嫁高富帅，娶妻当娶白富美”的婚恋观
大行其道的当下，“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
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竟然成为部分女子心照
不宣的择偶标准。甚至将婚姻作儿戏，闪婚
闪离也早习以为常。倘若梁鸿能够穿越千
年时光，来到这散发着极端利己主义怪味的
现世间，不知该发出怎样的嗟叹！相比之
下，梁孟之爱不是显得更加纯洁无瑕、愈发
难能可贵吗？

我仍记得那棵树，它一动不动地立在我的回忆里，也
不说话，就那样安静地注视着周遭的变化，像是发愣，又像
在沉思着什么。

它大我几岁或十几岁。小的时候，从我家附近的公园
出来，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就看见它枝繁叶茂地挺立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忆里和它并排挺立着的还有许多
树，只是它旁边卖棉花糖的小车，还有推车的老奶奶和蔼
的笑，总是让我挪不开脚步。相比之下，这棵树给我的印
象最深。它的枝叶就像一把巨大的伞，遮风挡雨立在路
上，又像是过去岁月的信物，藏在心里。

若是远远看见树梢，窗外的、街边的，似乎都是一样的
高大碧绿，遮风挡雨。可一旦安静下来，记忆翻涌，就是到
了那棵树粉墨登场的时候。彼时我3岁，开始上幼儿园，午
休也就成了每天最头疼的事儿。午休的时间总是很长很
长，我想出去玩，也想回家。可想归想，只能一动不动地假
装睡觉，眼睛骨碌碌的，东瞅瞅西瞧瞧——可惜那个角度
只能看到窗外的树梢。

窗口正对着法桐树，叶子在风中波涛似的摇摇晃晃，
仿佛从窗口窥探着我的心思。午后的阳光亲吻着每一处
叶子，镌刻下桐树的年轮。碧绿的法桐叶子像嵌上水钻似
的，枝干高大挺立，应该是公园旁边的那棵吧，我想。我也
喜欢看着它，满脑子都是和妈妈手拉着手，走出公园穿过
马路，再买上一个棉花糖，边走边吃的样子……直到树叶
别过阳光，转身把树影拉得很长很长，老师这才招呼我们
起床，我离开了那个窗口，墙壁遮住了树的目光。或许是
那棵树总是如影随形，又或许是北方街道爱种法桐树的缘
故——闲下来，想到的看到的总是它。

没有人问它愿不愿意，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托付着心
事。它一直默默地立在时间的急流里，在无人问津的角
落，看悲欢离合，看着我长大。读小学的六年时间里，我记
得每年夏天，总爱和附近的几个小伙伴儿在那棵法桐树下
集合，爱说“老地方见”。这棵树离公园很近，理所当然地
承载着我们彼此的约定。彼时，学生中有些诡异传说，背
景总在公园晚上。于是，天一擦黑，我们就往回走。蝉声
此起彼伏，我们几个小伙伴儿总到“老地方”挖几只知了。
拿出准备好的铲子，借着手电筒的光，循着声音，以黑夜为
掩护。有胆小的女孩子也要在树干上捡些蝉蜕回去，分别
的时候，没有谁空手而归。

那树沉默着、安静着，久而久之，被很多人遗忘。看不
到它的年轮，单单是它高大挺立的身躯，没有一点儿变
化。可是我知道，它比我们更知道岁月，也更记得时间。
它看着我长大，看着我吃棉花糖、挖知了、玩得满头大汗地
回家，还有中学时，下了晚自习，它目送我走过这段不长的
夜路。再后来，我长大了，它的样子逐渐模糊了……

很多时候，那棵树就像个摄影师。它立在那儿，目之
所及，就是生活的图景。阴晴雨雪，四季轮转，它见到的似
乎比人们见到的更多。只是它从不开口，把所有的相片收
藏起来，太多的倥偬过往和沉淀的情结在时间里一一铺
展，只有亲历其中的人们才会看到。它又参禅似的，诠释
着一种智慧，叫作放下。

一
人在秋叶之间，和转徙的鸟保持相同的步调。
回不回头，秋都一样的深。
天高。地迥。云淡。烟火味儿浓重。
生命的轮回属于草木。在季节的更迭里，我
们看到荣枯。
但，在岁月的漫溯中，我们却失却了对镜的
信心和勇气。

二
四方云动。
旷野如心事，翻腾，复归于平静。
往昔。未来。那些已然与未然，在我们点燃
火把前，所有的斑斓都已寂灭。
咫尺。千里。远或者近，长或者短，在我们
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结局已经昭然。
这个时节，没有谁挪开目光，探寻远水。
我们把内心的饥渴攥紧。

三
踪迹堪叹。三千里或许只是来路。
归期？莫问。
就这样走着，时而看看暮天断云，逝水长天。
扛在肩上的，除了旗帜，还有落日残霞、烟岚
雾霭。
头白的芦苇，临流对影。
我们从彼此的眼眸中看到沧桑。
秋风霜色。菊香枫情。我们可以偶尔停下
脚步，参照山水，定位胸怀。

四
颅内的丘壑高低起伏；脚下的道路宽窄变换。
我们在秋境中，最期待的是满月。
月夜的风，软，可以系物，也可以系心。
久立苍茫，秋的冷一点点浸透内心。没有谁
独对逝水会无动于衷。
我们把妄念收起，在日落时分，沉寂于节气
的阵图，等待救援。

五
烟云散尽的夜，我们把手伸进秋的衣袖，取暖。
痴心如许。
落叶窸窣。我们挽着月光漫步，从水到水，
让露飞霜。
心中的惦念是最长情的诗行。
我们每走一步，都有秋意散逸成月华的音符。
曾许下的诺言一一兑现，在月色里，我们听
草虫喓喓。

六
知行合一。我们从秋天开始，循着落叶的方
向，一步步走向远方。
内心深处的迷惘都寄托给根。
负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我加压。我们在走
向远方的路上，忘记彼此的身份。
壮心，不属于秋。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携
着风云，踏水而歌。
图绘另一个季节的美好，用一杆狼毫写下梦
与远方。
行进中的我们，沿着小径，走进生命的旷远。

人与自然

♣ 申宁歆

一棵树的注视

诗路放歌

♣ 棠棣

秋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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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根 著

二十四节气既是古人在与自然和谐互
动中对生命节律的深刻洞察，也是中国人生
活方式的诗意呈现。胡宝林的散文集《时光
简》分为春光、夏时、秋令、冬季四部分，书写
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人在关中乡村的生活
体验，通过流年四季自然风物之变和人间烟
火冷暖，生动描绘出中国乡村悠远的生活图
景，展现了中国农民丰富的心灵世界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不少描写故乡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带
有对逝去时光的惋惜和怀念。作者笔下虽
然描写的也是曾经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
物，但没有刻意强调时间的变迁，反而用一
种“现在时”的口吻来记叙乡村流逝的岁

月。即使是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作者表现
出的也是适可而止的感叹，没有刻意突出
今昔对比。正因为没有过度强调逝去的时
间，作者的文字才有在乡土叙事中轻盈的
质感，尽管其中也带有些许惆怅。

作者在描写乡村风物的同时，也在力
图展现中国广袤大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的
生活。除了五丈原、雍峪沟、石鼓山等带有
浓厚地域色彩的词汇外，作者在意象和内
容的选材方面，将家乡的个性和中国乡村
的共性相融合。作者所描绘的关中平原的
乡村生活，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乡村生活的
缩影；作者在叙述自己经历的同时，也是在
记叙无数中国人乡村的回忆。

荐书架

♣ 徐舒薇

《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

像树木般行走人间

♣ 红精灵

薄 荷茶

把七月放进杯子
看着它沉浮
看着它，一口吞下月色
吐出星星的双翼

再给我，点一百根蜡烛
每一根上面都有
白蝴蝶，白色的蜘蛛
它们也舞蹈
也吐丝

秋风横扫，每一次吞咽
都把一片薄荷
当治疗，顽疾的良医
当成一味药材
祛除暗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