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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光耀中原
北宋初年，在四川眉山的一处庭院里，一

个中年人领着两个孩子在玩耍。中年人看看
身边的马车，又看看自己的孩子，心想：就给
大儿子起名叫轼吧，“轼”作为车前的装饰，似
乎没多大作用，但少了它又总让人觉得不完
整。二儿子就叫辙吧，虽然车辙无功，但一旦
出了祸事，车辙也不会受到牵连。

这个中年人就是苏洵。大器晚成的他做
梦也没想到，仅仅十多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就
成为北宋政坛上的双子星。

嘉祐二年（1057 年），苏洵带着苏轼、苏
辙两兄弟自川陕赴京城汴梁参加科考。结果
年仅 20 岁的苏轼与 19 岁的苏辙同时登榜，
名震京师。宋仁宗看完他们的试卷，惊喜地
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矣！”自
此，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殿称臣，诗文唱和不
断，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很多佳话。

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出任陕西凤翔
签判，苏辙则留在京城侍父。这是兄弟二人
的第一次分别。苏辙送兄赴任，送了一程又
一 程 ，一 直 送 到 离 京 城 140 里 的 郑 州 西 门
外。苏轼在马上赋诗一首送给弟弟：“苦寒念
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亦知人生要有
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
何时听萧瑟”，道出了依依惜别之意。

苏辙回到汴京后，情犹未已，也作诗一
首，差人送给哥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
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
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
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原来，二人
当初赴京应试时曾路经河南渑池，同住县中
僧舍，结识老和尚奉闲，并一同题诗于壁上。
而今，苏轼西行赴任恰好再次抵达渑池，收到
弟弟苏辙的赠诗，心有所动，立即和诗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
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
新塔，壁坏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用“雪泥鸿爪”比喻往
事之印痕，写出了人生变化的无常，其新奇的
想象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苏轼与苏辙从小手足情深，这在川中是
出了名的。到了中原之后，二人聚少离多，兄
弟情谊愈加深厚。苏轼曾有诗云：“我生二十
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翻开苏轼的诗
集，可以看到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就是“子
由”。仅以“子由”为题目的诗，就有示子由、
答子由、次韵子由、怀子由、寄子由、别子由、
迎子由、和子由等，足足超过了 100首。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元丰二年（1079
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处境险恶，随时面临

杀身之祸。案发之时，远在湖州的苏轼毫不
知情，而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签
判的苏辙，赶紧派仆人骑快马飞奔湖州报
信。数日后，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当天深夜就
下了大狱。面对飞天横祸，苏辙没有退缩。
他先是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宋神宗
呈上《为兄轼下狱上书》，请求朝廷削去自身
官职来替兄赎罪。其急切之意，令人动容；兄
弟情深，有目共睹。

苏轼在京城狱中以为命不久矣，悲痛之
下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笔诗：“是处青山可埋
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
来生未了因”。应该说，这是一曲在中原大地
上盘旋低回的悲歌，寄予了苏轼来生的约定
和希望。

这次风波，因为各方友人的协力营救，
最终以苏轼被贬黄州、苏辙被贬筠州画上了
句号。

绍圣元年（1094 年），苏辙出任汝州知
州。其间，苏轼因筹措远赴云州路费之事，
专程从定州到汝州与苏辙会面。兄弟相见，
欢喜自在茶酒之中。苏辙带哥哥浏览了汝
州温泉和刚刚修葺一新的龙兴寺，苏轼欣然
提笔，写下《温泉七记》和《子由龙兴寺吴画
壁》一诗，其中“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

东坡弟”两句，最为有名。最后，二人站在汝
州郏城小峨眉山的山巅，北望嵩岳逶迤，南
瞰汝水如带，脚下“峰峦绵亘，状如列眉”，酷
似家乡的峨眉山。年近六旬的苏轼感慨丛
生，脱口说道：“将来致仕，便来此隐居，尽享
受林泉之乐。”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苏轼在北归途
中病逝于常州。临终之时，给定居颍川（河南
许昌）的弟弟苏辙留下遗嘱：“葬我嵩山下，子
为我铭。”次年，苏辙按照兄长的遗愿将其安
葬在嵩山之下的小峨眉山（今河南郏县），并
在墓志铭中写道：“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
我则兄，诲我则师。”《宋史》这样评价苏氏兄
弟的情谊：“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
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轼病逝后，苏辙茶饭不思，神情恍惚。
有天晚上，苏辙在灯下整理哥哥在海南的诗
篇，偶然看到其和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旧作，
禁不住凄然泪下：归去来兮，世无斯人，吾谁
与游？

政和二年（1112），苏辙病逝，子女遵从他
的愿望，将其葬在苏轼的墓旁。这对历尽劫
波的兄弟，北宋政坛和文坛上的双子星，终于
在中原大地实现了“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
眠”的约定，彼此再也不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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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白昼像是马拉松的赛程，非常漫
长。晚上 8点多，夜幕才懒散地与天边地平线
合拢在一起。

天黑了。白天不知夜的黑，静静的夜色如
墨，幽暗深邃，天际里没有一丝月色，只有清隐
的星星浮动的辉光，幽灵般在天际里闪烁。村
边那道高高的山梁，失去了白天的雄伟和壮
观，变成了一道黑黝黝的高墙，给浓重的夜色
增加了几分厚重。

乡下的夜也是分等级的，有深邃的，有幽
暗的，有轻松的，也有明快的。深邃的，是由于
它遮蔽和包容；幽暗的，是由于它色泽收敛和
隐晦；轻松的，是由于它无牵无挂；明快的，是
由于它无望无欲。

“嘎——”一声蛙鸣，从河边、沟底、池塘里
传来，为这平静的夜平添几分恬静、温和与淡
定。这蛙鸣声也真是有点儿意思，像一个合唱
团，先是一个男高音领唱，它高高唱出一声，随
后便是千声万语附和，似潮水一样涌来，或高
或低，或长或短，或吟或诵。

夏夜的蛙鸣，实在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尤
其于夜幕低垂时分，你只要静静地沉淀躁动或
纷繁的心，用心去倾听，这动与静默契地融和
的天籁，绝不逊色于任何人间美丽的风景。那
高音的清丽、透彻，像不像帕瓦罗蒂的声音，具
有极强的穿透力。低音的婉转、迂回，中音的
轻松、恢宏，还有那间隙音的诙谐和幽默，何尝
不是一场高雅的音乐会呢！你仔细地用心搜
寻，不仅是蛙鸣，它还会带来虫的和鸣，以及鸟
语风吟。蛙鸣使林间憩鸟也会发出低声的呢
喃，像是偷偷地在为它伴唱。河边绿柳风动的
婆娑，天际孤鸿哀婉的唱鸣，还有小河欢快的
流水潺潺的低吟，好像都在为这合唱团助力加
油。着实为这潮水般的声音，增添不少色彩和
悠扬动听的旋律。

站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山坡上，放眼望去，
高低错落的山村，此时正是万家灯火。这点点
灯火，仿佛为这场自然的音乐会衬托了一个温
暖的背景，使美丽温馨，使快乐微暖，使沉静的
夜有了一个美丽温暖的灵魂。

一弯新月已越过了东面的山冈，淡淡的银
辉撒满了田野，蛙声此起彼伏，它们一点也没

有困倦的感觉。
这蛙的鸣唱，不能不让人想起宋朝辛弃疾

的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
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我们仿佛看到，词人
迈步在夜色之中，举头遥望星空，他看到，天边
的明月升上了树梢，惊飞了栖息在枝头的喜
鹊。清凉的晚风仿佛传来了远处的蝉叫声。
在稻花的香气里，人们谈论着丰收的年景，耳
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诉说着丰收
的喜悦。天空中轻云漂浮，闪烁的星星时隐时
现，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从前那熟悉
的茅店小屋依然坐落在土地庙附近的树林中，
山路一转，曾经那记忆深刻的溪流小桥呈现在
他的眼前。这是多么的美好啊！明月、蛙鸣、
浮云、稻香、小桥、流水都云集到词人的面前，
让人如入仙境。

我的家乡位于豫北太行山东麓的浅山区，
这里不适合栽种稻谷，在这蛙鸣声中，很难闻到
稻花香的芬芳。但这个季节里，谷子和玉米已
开始暗香浮动了。正是伏天，雨水不断，三天一
小下，五天一大下，田野里总是湿漉漉的，秋庄
稼就像奶水充足的孩子，一点都不受屈。大暑
过后，玉米已有一人高了，头尖蹿出了一串尖尖
的小黄花，香的味道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谷子也已将近没过大腿，也是正在孕穗的阶段。

一阵温柔如水的清风飘来，步履轻盈地掠
过身旁，田野里的玉米、谷子散发着沁人的芳
香，在风中曼舞。月光下，宛如具有灵性的晶莹
通透地漫舞的白狐，伴着扑鼻而来的湿润的泥
土气息，从门缝中钻入农家小院，将小院搅动得
芳香透彻。夜空里不时传来声声蛙鸣。这鸣叫
的声音，仿佛留恋着那些依然如故的繁华烟云，
还有快乐时光中的笑语欢声，泉溪潺潺，低声地
诉说着那些轻盈的心情故事里的青春时光。

伴随着蛙鸣晚归的耕者，踩着轻快的脚
步，把一天的疲倦和劳累，轻轻地遗留在宁静
的月色里，放飞了满心休憩的愿望，用轻快的
步伐，表达着平凡的心情和内心的安宁。夏夜
的蛙鸣是一曲悠扬的琴韵，留给人一幅迥然于
白日的轻松明净的迷人风情。

人与自然

♣ 桑明庆

夏夜听蛙鸣

荐书架

♣ 李勇军

《田中禾年谱》：梳理田中禾六十年的文学创作

日前，徐洪军所著《田中禾年谱》由郑州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悉，这是该社组织出版
的“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之一。

著名作家田中禾，原名张其华，河南唐河
人，“中原作家群”重要领军人物，担任过河南
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田中禾先生文学创作活动长达六十余年，创作
成果丰硕，短篇小说《五月》获第八届（1985~
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明天的
太阳》获第四届《上海文学》奖等。《田中禾年
谱》包括凡例、作家小传、年谱正文、参考资料；
附录部分收入了由著者整理的创作年表、长诗
《仙丹花》以及田中禾晚年创作的多为首次公
开发表的诗词等内容。

近年来，为中国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这一有

益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路径，越来越受
到学界重视。本书体例规范完整，彰显出年谱
作为一种文体而区别于作家传记、评传的学术
性与索引性，特别是著者对谱主历时数十年的
日记所做的梳理与摘录，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
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由信阳师范大
学文学院组织撰写，该院副院长徐洪军担任
主编，谱主包括“中原作家群”的姚雪垠、李
準、宗璞、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李佩甫、
刘震云等重要作家，将在今年年底前出齐。
著名学者程光炜认为，该丛书的问世“对于
河南当代文学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切实提供了一批难能可贵的基础性的文
献材料”。

民间纪事

♣ 贺红江

种瓜记

又是一年盛夏。
在夏天里解暑止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

“咔嚓”一声掰开滚圆的西瓜，美美地吃上一片
冰镇西瓜。我年幼时生活在渝东北铁峰山脉
下的一处叫做陈家沟的小乡村。村子三面环
山，自铁峰山脉渗出的山泉水汇流而成的小河
从村前淌过。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
陈家沟生活，父亲在县里一家单位从事后勤工
作。每逢父亲每月上旬发工资的时候，就是我
们兄弟姐妹们最开心欢乐的日子，父亲会从为
数不多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买肉和零食。令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村小学读三年级的夏天，父
亲从县城沙河子买了一个 5公斤重的西瓜，冒
着酷暑徒步10公里提回乡下家里。

母亲接过滚烫的西瓜，把它放在一个竹篮
里，用绳子系住竹篮的提把，然后小心翼翼地沉
放在老屋旁的一口水井底，这就是乡下土法“冰
镇”西瓜。待到晚餐后，大家在院坝里纳凉，大
哥、二哥、姐姐和我就迫不及待自告奋勇地要去
把水井底的西瓜扯上来。待母亲将西瓜切分成
20余块，缺了牙齿的奶奶依然吃了3片西瓜，我
和哥哥姐姐就像“猪八戒吃西瓜”狼吞虎咽。经
过井水“冰镇”过的西瓜，甜滋滋、凉丝丝的味道
直冲脑门，顿感通体凉爽，心旷神怡。

长大后，随着进城考学、工作和成家，疲于
应对生活，兄弟姐妹和长辈们在一起分享吃瓜
的欢乐时光越来越少。

今年谷雨刚过，女儿小花说：“爸爸，之前听
你说过小时候吃瓜的故事，我们在小院里种几株
西瓜苗嘛，然后收获的时候喊大家来吃瓜哦！”

说干就干。为确保能成功种植西瓜，我特

地请教了在科协部门工作的朋友，在他的建议
下，我网购了10株麒麟瓜苗子。

西瓜，又名水瓜、寒瓜、夏瓜，原产非洲撒哈
拉沙漠干旱地带，后来随着时光和区域变迁，经

“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国，所以在我国习惯
称其为西瓜。多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精心培育，
西瓜种类发展颇多，品质优良，既有有籽西瓜，
也有无籽西瓜，既有常见的麒麟瓜，也有特小
凤、黑美人等改良西瓜新品种。其中麒麟瓜是
西瓜种类的一种，生长周期短、口感好，并且富
含维生素C、钾、镁等矿物质，其中维生素C含量
比普通西瓜高出近一倍。此外，麒麟瓜还含有
一种叫作葫芦素的抗氧化物质，具有增强免疫
力、抗衰老等功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瓜既
是一枚消暑神器，又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神奇
养生水果，深受大众欢迎。

我把院子里花坛内的花草重新打理了一
番。清除掉地面上的枯枝落叶，拔掉野草，移除
长势不佳的植物，在近5平方米的花坛里，用铁
锨掀起深度30厘米左右的泥巴，重新将泥土翻
整疏松，将 1袋 5公斤的熟羊粪作为底肥，辅之

一把复合肥，细细地搅拌和匀施于泥土下面。
麒麟瓜对光照和土壤的要求比较高。收

到西瓜种苗后，由于小院的光照是西晒，我把
花坛里原有的几株花草作了移植，将10株瓜苗
沿着光照良好的墙边按照间距 1米分别落根。
栽苗时先剥掉塑料钵，将完整裹住瓜苗的土坨
栽入提前挖好的土窝内，使土坨表面与泥土面
平齐。摆正瓜苗即填细土，沿土坨四周用手将
填入的土轻轻压实，再浇以适量定根水。

西瓜苗定植后一周内对地温有讲究，较高
的地温有助于瓜苗缓苗。缓苗期间主要长根
系，此时不用追肥，表面泥土干透时该浇水的
时候必须浇透。

大约两周后，瓜苗开始长藤蔓，按照科协朋
友的线上指点，由于我是在花池里培植，适合地
爬栽培，即四蔓整枝法。待瓜苗长出10片左右
瓜叶时摘除主蔓，保留4条健壮子蔓，便于养分
均衡分配。瓜蔓长至约50厘米时进行理蔓，使
茎叶分布均匀，促进瓜果盛产。当然，也可只保
留一根主蔓，当挂果后，再对主蔓掐尖，这样就
可以促进养分集中，确保单个瓜果足够大。

再过约两周，当藤枝长度超过 1 米后，西
瓜开始绽放花苞。西瓜的花分为雄花和雌
花。雄花只有花蕊，没有花柱，无法结出果
实。而雌花有花柱和子房，授粉就能结出果
实。如果难以借助蜜蜂、蚂蚁或者风来传
粉，这时，人工授粉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方法，
可以有效增加果实的结实率。我家孩子小
花这时候就可以充分利用她在生物课上所
学的知识啦！

周末，小花和我一起将棉签沾取雄花的
花粉，再点粘至雌花的花蕊上，或者直接摘下
雄花，去掉花的叶掰，露出雄花蕊，轻轻地用
手捏着，对准雌花蕊柱头，再轻轻地旋转接
触，即可完成授粉过程。授粉后大约三四天，
起初朝天的小瓜尾开始垂下地面方向，果实
开始膨大。当然，在此期间有必要追肥，确保
瓜果养分充足。西瓜种植还要防止蚜虫、蔓
枯、白粉、炭疽等病害，幸好有科普专家技术
指导，4月末下地的 10株瓜苗而今长势喜人，
10 余棵粉嫩小瓜已授粉成功坐果，个个变得
圆润饱满，它们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瓜藤中，让
种瓜人成就感爆棚。

吃瓜易，种瓜不易。育瓜历程就像生活和
工作中遇到的人或者事，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
面临的各类挑战，能否有信心一如既往地坚守
初心，都时时在考验着我们。当我在家族微信
群里报告种瓜的适时进程后，并预邀 7月上旬
到小院里采摘品瓜，平时比较沉寂的家族群顿
时沸腾，对我的“晒瓜”日志关注有加，纷纷加
入“云上种瓜”队伍，并说要携子带女到实地来
体验一把。

酷夏来临，躲在钢筋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楼房
里，享受着空调带来的丝丝凉意，我不由得回想
起儿时蒲扇轻摇的夏夜。“何似雈蒲经织后，能将
九夏变三秋”。那一张小小的蒲扇带来的阵阵凉
风，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夜。

儿时的夏夜，格外的炎热，唯一的纳凉工具
就是蒲扇。蒲扇是用蒲葵的叶、柄制成，依叶子
的形状大小剪裁，呈杏仁状，边缘用细线缝密，
以免破损。买回后，母亲常用布条把边缘再缝
上一遍，就更加地耐用。古人诗云“结蒲为扇状
何奇，助我淳风世罕知”，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蒲
扇的作用。

吃罢晚饭，用温水冲罢凉，我们兄妹几个就人
手一把蒲扇来到小院里。母亲早早地在小院的平
地上铺上了稿荐（一种用麦秸秆编织的垫子），上面
铺上凉席，这就是我们晚上休息的床铺。父亲还
细心地在旁边点燃了艾草，缕缕的艾香在空气中
弥漫，让我们免受蚊虫的叮咬。我们或坐或躺在
上面，在蒲扇有节奏的摆动下，享受着学习劳动后
的惬意时光，一天的疲惫也烟消云散了。

月光如洗，蛙声阵阵，喧嚣一天的乡村在夏
夜也有了难得的安谧。斑驳的月光透过枝叶的
缝隙撒在地上、我们的身上、脸上，形成奇奇怪怪
的影子，给夜晚平添了几多的色彩。我们时而嬉
闹着，用蒲扇使劲扇着对方，说我是铁扇公主，你
被我扇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时而约定你给我
扇十下，我给你扇十下，常常因扇的力度大小而
相互埋怨，吵嚷着让对方再多扇几下。时而持扇
静坐，想象自己是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千军万
马，气吞山河。此时父母静静地坐在一边，轻摇
蒲扇，微笑着看着我们，目光中尽是满满的慈祥
和爱意。

更多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
地摇着蒲扇，仰望着夜空中满天的星斗，辨认着
哪颗是牛郎星，哪颗是织女星，哪些是北斗七
星。那神秘莫测的太空常让我们浮想联翩。又
缠着母亲给我们讲述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口
口相传了不知多少年的传说和故事。已经讲过
多次的母亲从不拒绝，她侧躺在我们的一侧，一
只手支起脑袋，一只手摇动着蒲扇，轻声给我们
讲述着。“玉手蒲葵扇，轻摇风满襟”。微风拂过
我们的脸颊，凉凉的滑滑的，说不上来的舒服。
母亲轻声细语呢喃着美丽动听的传说，我们听
得如痴如醉，刚开始还傻傻地插上几句话，渐渐
地睡意降临，就伴着蒲扇轻微的吧嗒声甜甜地
进入了梦乡。

时常，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一如我睡
前的姿势，侧卧在旁，双眸微闭，手中的蒲扇仍下
意识地轻轻地摇动着，在月光的掩映下，定格成
一幅爱意浓浓的水墨画。我轻轻地从母亲的手
中取下蒲扇，我要为她送去一缕清风，回报她为
我们辛苦的付出，让她在睡梦中感受儿女对她深
深的爱。

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蒲扇轻摇的夏夜。
母亲的呢喃声、兄妹之间的嬉闹声、蒲扇的吧嗒
声清晰在耳，历历如昨，让我沉湎其中，如痴如
醉，久久难忘。

在我的老家，后山上有山泉，百姓称之为“滴
水泉”。

泉如其名，水流很小，小到几乎可以视而不见，
只是有小水滴日夜不停从高大的岩体上，很均匀地
落下。

小的时候，礼拜天我总喜欢去后山上，坐在一块
石头上静静地看山泉。倘若天气晴好，阳光充足，小
水滴从岩体上落下，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一颗颗散
落的银珠子，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一滴、一滴、一
滴又如跳动的脉搏，很有规律地落在地上的一块青
石上，发出叮咚、叮咚、叮咚的声响，声音虽然很微弱，
但在寂静的山谷中，依然清晰悦耳。一阵风吹过，小
水滴会不受控制被风吹散，风过后，小水滴依然回归
正常，落在原地，周而复始。

走到石岩下，会发现坚固的青石被水滴日夜滋
养，已经黝黑发亮，水滴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凹
坑，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明白“滴水穿石”的道理。

其实，小水滴的力量很小，小到滴落在手掌心
都无太大的知觉，小到无法抗拒风，一阵轻风吹过，
它就会被吹散。然而，它却毫不在意，总是那样的
不紧不慢、不急不慌地缓缓落下，风吹散了，总有停
的时候。甚至有山羊从山岩上途经，踢落的碎石都
能使它支离破碎，但瞬间它又恢复如初，“叮咚、叮
咚……”重新如银珠般落下，这让我想到一句话：“既
然无法预知，请允许一切发生。”

人生如长跑，只有放轻松，松而不懈，才能跑
完全程。最好的人生，往往活得很松弛，就如滴水
泉，这种松弛感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平和，是一种生
活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的纠结、痛苦、彷徨，更多的不是
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内心的束缚和不自信，在面对
压力时，很容易就陷入焦虑之中。人活着难免经历
风雨，需要学会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共存，需要和世
界展开真实的相处，请允许一切发生，不论好与坏，
不管是惊喜还是意外。

当然，这种松弛感并不意味着躺平摆烂，更不是
无所事事、无欲无求，而是一种能够坦然应对不确定
性的能力，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不会习惯于用别
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路，但又需要懂得自己应该
走的路，是一种坦然面对生活的状态，是一种心有目
标，能够面向目标从容不迫走下去的自信。

请允许一切发生。就如很小的滴水泉，总是那
样的从容，那样的悠然，看似弱不禁风，只要不慌不
忙，锲而不舍，同样可以穿石有痕。

♣ 郭震海

请允许一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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