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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时光

文史·读书

往事 并不如烟

知
往
鉴
今

世相 漫笔天刚麻麻亮，父亲就起
早牵出毛色油亮老黄牛下
到了地里。 顺着姜家沟口到
房后头两亩七分地地势平
缓，沙性黄泥巴，土质厚，离
沟近，点麦子、种洋芋、栽油
菜、种苞谷，种啥收啥，旱涝
保收，这可是全家人吃饭的
当家地。

父亲把犁扎进土里，套
上轭头 ，“哞 、哞———”一声
清脆牛鞭子声响，随着犁铧
深入土地， 泥巴不断翻滚，
身后留下一道道潮湿的新
土，冒着热气散发着泥土的
清香。 歇火的间隙，再把边
边垴垴用锄头挖完土，荒草
与灌木瞬间变身可耕地。 沿
沟边两尺多高的石坎子栽
满桑树，一沟沟、一行行、一
垄垄，清新的泥土芬芳弥漫
一条沟。 父亲叉着腰久久凝
望， 盘算着节令、 种子、收
成。

上边就是坡地了。 从金
竹园茆到阳坡湾、 小湾、三
官庙， 坡陡沟深一望无际，
零星长着椿树、柏树、构树、
棕树 、泡桐树 ，杂木荒草葳
蕤丛生 ， 各色野花肆意张
扬。 荒了可惜，倒也适合种
些杂粮 ， 父亲便和本家二
叔 、周家表叔合计 ，一把火
钎烧得个草灭地肥，牛勉强
能去的地方犁出来，陡坡崖
边上就用板锄挖起来，刨出
地里的石头瓦块砌成石坎，
砍子随坡就势， 错落有致，
犬牙交错， 可供人畜上下，
记不清多少个冬冬夏夏、日
出日落， 叮铃咣当吆喝声，
偶听得几声“哎嚯哼哎”号子声，父亲和
他的伙计们肩扛怀抱箩筐抬， 垒成石坎
层层叠叠，绵延数里，蔚为壮观，仰头望
去， 是庄稼地———种满了赤橙黄绿青蓝
紫各种食粮， 是天梯———让沟里人踏上
衣食无忧的道路， 是堡垒———守护着这
里的一土一木、一栗一黍，是战壕———记
载着父亲亲近土地的声音、 改造环境的
印记。 土质厚点儿的地方，自然是黄豆、
芝麻、苞谷、红苕的天地，胡豆、豌豆、荞
麦、燕麦有点儿土，给点儿肥就长，坎边
花椒树、桐子树、构树、桑树成行，用来当
调和、换桐油、喂猪、养蚕补给家用，一年
四季满坡上都是白的花、 绿的枝、 黄的
叶、红的果，花开花谢，瓜熟蒂落，轮回变
化，像极了父亲忙碌的身影，不知劳累，
没有停歇而乐此不疲。草绿花香、蝉鸣鸟
唤、月清风吟，那准是毛老鼠、果子狸、兔
娃子出来找吃的了 ，“这些害骚人的东
西，哎，拦不住、赶不走，让它们吃去吧，
多些生灵、多些声音、多些生命。”父亲念
念有词踏着夜色回家了。

再上头就更陡了。岩石嶙峋，隐天蔽
日，桦栎树、红椿树、臭椿树、白杨树、槐
树、柏树野蛮生长，大的两臂合抱才行，
小的也有碗口粗，树干皱裂，枝条虬屈，
荆棘丛生，藤蔓盘旋，春夏秋冬的柴火没
得愁， 干疙瘩从正月初一烧到十五也烧
不完。 可父亲琢磨着，砍倒卖吧，搬运难
也值不了几个钱， 就请来木匠制作了几
样新式家具， 把土墙泥瓦的老屋子装饰
了一下，还要给姐姐和妹妹做嫁妆。密匝
匝的树林落叶成泥，乌土比金，种的苞谷
倒也个头大籽粒饱满， 还不够猪獾子糟

蹋， 父亲又尝试着给桦栎树
点菌种木耳、种天麻。几年下
来， 因技术不过关都以失败
而告终，父亲苦笑着“这不是
养老子的儿，算了吧。 ”阵阵
山风吹过，树涛呼啸、野兽嚎
叫，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
红。

说是河其实就是一条
沟，叫姜家沟，从阳坡湾山顶
上流出来的一股山泉， 水清
净甘洌、冬温夏凉，流到我们
房子左面自留地边上突然凹
进去，留下一池水清可鉴人，
上面伸出一块广子石遮挡，
长满葫芦叶、鱼腥草、菖蒲，
天然一口水井， 泉水一路低
吟浅唱， 每隔五六米就漩出
一个水窝， 像是一个个晶莹
剔透的水色葫芦， 流经院坝
坎和竹园之间又飞出高约两
丈白练， 飞花溅玉， 淅淅作
响，下自成潭，潺潺而去。 清
晨， 母亲趁早挑上四五担水
倒满水缸， 钻进父亲精耕细
作的菜园子，白菜、芥菜、菠
菜、萝卜，黄瓜、冬瓜、南瓜、
丝瓜，四季豆、豇豆、扁豆、茄
子 ，辣子 、韭菜 、芹菜 、西红
柿，红肥黄艳、白淡紫嫣、葱
葱茏茏，季季都有新鲜蔬菜，
顺手摘上几样在河里洗干
净，升起灶火，一束青烟在屋
顶袅袅飘散，火旺油香，炒拌
烹炖， 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
了桌子。

猪圈边上是用竹子编的
鸡舍，两头猪、十几只鸡仔，
也够母亲忙的，一背箩构叶、
一背箩青草，煮一大锅，也只
够喂一天。鸡子还好饲养，基

本上都是赶到竹园里自由觅食， 偶尔撒
些苞谷、麦子，“格、格、格”几声呼唤，那
准是拍翅赶往、 蜂拥而至。 到了农历腊
月，精心喂养一年的猪膘肥肉满，一头杀
了卖掉置办年货， 给我们姊妹几个买新
衣裳， 一头砍成长条状挂在火炉上边烟
熏火燎， 不时流下几滴油水落在炉火上
“滋滋”作响，烟火味香直呛味蕾，母亲也
会隔三岔五割上一块儿爆炒慢蒸， 馋的
人直咽口水。每到过年和端午等节气，母
亲就会泡两升黄豆，用石磨子磨成豆浆，
舀到铁锅上面十字架上绑的包袱里，左
右上下有节奏地摇动， 等到锅里豆浆烧
开再凉一会儿，点上石膏水，奇迹就出现
了———一团团白嫩嫩的豆腐浮出水面，
然后包紧压实，切成四方块儿，那可是犒
劳家人，招待客人最好的菜肴了。

母亲很多时候都泡在河坝里， 喂蚕
子的笸箩要刷洗、 顿顿离不开的蔬菜野
菜要淘洗，一家老小穿的盖的要搓洗，只
要听得枣木棒槌回响， 院坝里的竹竿上
定会挂满各式各样的被单衣服， 五颜六
色，随风摆动，如猎猎的旗帜。 简单的日
子、朴素的生活，母亲打理得干干净净，
有滋有味。

夜幕降临，月色朦胧，远山近水披上
了薄薄的衣纱。 这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
候，拿几把黄金木椅子，一家人围坐在院
坝里，听五谷欢唱，闻瓜果飘香。 父亲咂
巴着苞谷酒，放眼环视那一座座山，若有
所思也有几许快慰。母亲低头看着河水，
喃喃自语不时笑意盈盈，我们不知事理，
逗着大黄狗，抱着花脸猫，嘻嘻哈哈、打
打闹闹，毫无一丝儿睡意……

有一种美味， 爱之者赞其香，厌
之者怨其臭———那就是榴莲，这真是
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 对于喜欢
它的人来说 ， 闻到那股特别的气味
儿，就很上头。 而对于不喜欢它的人
来说，会感觉非常臭，让人没法爱，只
有恨。 我对榴莲就是这样，开始很嫌
弃，后来很甜蜜。

以前看见榴莲，会绕道而行。 现
今，却爱得欲罢不能，如同着了魔。 自
从新冠阳康后，听医生说榴莲是大补
水果 ，每次超市看见它 ，我就如同被
困在那里挪不开脚。

初春 ，与母亲去逛街 ，路过一辆
大货车 ，满满一车厢的榴莲 ，一股浓
郁又热烈的味道 ，冲杀过来 ，引人驻
足。 还是没忍住，老板快速帮我选了
一个椭圆形长相饱满的 。 他手法娴
熟，三下五除二给我剥好一大盒。 递
给我时说 ，榴莲是大补水果 ，营养又
健康，尤其美女要多吃。 他叮嘱我以
后买榴莲的时候， 越是体态丰盈的，
里面含有的果肉就越多。

回到家就急切地吃了两块，剩下
的都留给了母亲。 母亲以前也接受不
了榴莲的味道，但因为自己的俩孙女
爱吃 ， 她也陪着孙女慢慢地喜欢上
了， 可见亲人之间的爱可以转换的。
侄女一边大快朵颐 ， 一边向我炫耀
道：“姑姑，想不想再来一口嫩滑鲜美
的榴莲呢？ 口感像奶油般细腻，包你
吃了榴莲忘返。 ”

周末去超市 ，路过水果区 ，我又
被那个特殊的味道吸引。 循香而行，
终是选了一个圆圆的大个头榴莲，决

定回家亲自剥开，一探究竟。 回家后，
我戴上手套拿着刀准备为它解剖时，
母亲说，她来。 她担心我会把手扎破
哩，母爱啊！ 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

母亲顺着炸裂的缝隙小心翼翼地
把它给切开，剥开坚硬带刺的外壳，里
面金黄的果肉露出来了，垂涎欲滴，我
已迫不及待。 接着，母亲像切柚子一
般，慢慢地从里朝外划开，果肉里的一
股香味扑鼻而来，比窗外的玫瑰花香
还要略胜一筹———那是一种内杂甘甜
的香味。 闻到它，就不由自主地沉醉
其中，似儿时吃棉花糖时的快感，让我
精力倍增，顿时神清气爽。

随手捏了一块送进嘴里，软糯香
甜，回味无穷，很是过瘾，那种满足感
似乎无其他水果可替代。 那一刻，我
才体会到身体内的多巴胺在快速舞
动，那一刻，我才体会到爱吃榴莲的人
是一种怎样的满足。

中午梦醒时分，我看见母亲把榴
莲肉整整齐齐地摆在保鲜盒里，一锅
浓浓的榴莲壳煮鸡汤香飘满屋。 我拿
着勺子 ，一勺一勺地挖起来 ，轻轻一
尝，啧啧，那甘之如饴的味儿比芒果西
米露的味儿还要浓上几倍。 果肉滑溜
溜的，在舌头上触来触去，又柔软又细
腻。 甜里透香，叫人越吃越爱吃，越吃
越想吃。 似乎可以大补之前因新冠损
失的元气，让血液更加流畅，脑子仿佛
也运转得更快了，简直像是在彩虹上
放飞自我，无拘无束地尽情奔跑。

我情不自禁地大口吃起来，原来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喜欢吃榴莲的，与
尚不知道自己酷爱吃榴莲的。

十年前，去香港旅游时，闺蜜买了
一个榴莲，据说是马来西亚的进口榴
莲，价格不菲，其独特的味道，让同行
的伙伴无人与她分享。 她一个人独自
享受，没吃完，剩下的就偷偷放在房间
外面。 她担心这个味道会影响大家，
关闭了窗户。 没承想整个楼道都是榴
莲味，那个又臭又香的味道早已偷偷
窜进我们的房间，刺激着众人鼻腔，让
人难以置信她会如此钟爱这味道，也
难以置信这种营养丰富的水果之王。

儿子上小学时，三妹来我家带了
一个榴莲。 当她在客厅剥榴莲壳时，
我感觉自己快窒息了，迅速打开所有
窗户，孩子从他的房间跑出来，左手捏
住鼻子，右手捂住嘴喊道：“又是榴莲
啊，太冲鼻啦。你能吃下去吗？”三妹用
勺子硬塞给他一小口，孩子没忍住吐
了出来，三妹却吃得津津有味，她说好
吃得不能再好吃了。 看见她很解馋的
样子，依旧没有诱惑到我，依旧没觉得
榴莲有多好吃，只觉得臭香混合味很
奇特，很刺鼻。

这样冲鼻的榴莲，曾经萦绕在我
的梦里，多少次被惊醒。 可是，榴莲让
很多人绕道而行，也让很多人爱不释
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水果呢？ 榴
莲浑身揣着刺，如同一只缩成球的刺
猬 ， 也像一个超级迷你版的仙 人
掌———摸上去特别扎手，它的大壳是
土黄色的 ，宛如一只穿山甲 ，十分坚
硬，指不定拿锤子砸也砸不坏。就是这
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榴莲，虽然不如其
他水果那么出众，但其中的秘密却藏
得很深。 榴莲性热，可以活血散寒，是

湿寒性体质者的理想补品。 它被称为
“水果之王”， 可以被人赞到天上有地
下无，滑似奶脂、齿颊留香。 但也时常
被人抨击到体无完肤， 觉得它臭如猫
屎，不堪入鼻，绕道而行。

原来， 人的味觉和喜好也是会改
变的，要学会接受和尝试，就如我们待
人接物一样， 你不去接近一个人和一
个事物，不去接触，不去了解，怎么知
道原来还是有共鸣共情之处呢？ 活成
榴莲这样未必不好，外表坚硬，内心柔
软，闻着很臭，吃着很香，以为不好相
处，其实内心狂热，只有懂它的人才稀
罕。

暮春的傍晚，又一次路过超市，看
见保鲜柜摆放着剥好的榴莲肉和菠罗
蜜，我顺手各拿了一盒，母亲见状，你
不减肥了吗？它的热量非常高，不要补
过头了。我突然反应过来，原来它真是
我近期脂肪迅速增加的元凶啊！ 母亲
的话寄托浓浓的爱意。我赶紧放下，可
是看见那饱满新鲜的金黄色果肉，那
丝滑香甜的味道再一次诱惑冲入鼻
腔，我又拿在手上欲罢不能，不愿放进
保鲜柜，反反复复，不愿离开。

爱上榴莲的我，对榴莲的品种、产
地以及挑选榴莲的方法如数家珍，从
金枕头、猫山王、苏丹王、托曼尼等榴
莲品种，到榴莲馅饼，榴莲蛋糕，再到
榴莲比萨……各种各样以榴莲冠名的
美食渐渐走进了我们的胃里， 丰富着
我们的味蕾，滋养着我们的身体。不知
尝过这种水果的人， 有没有和我一样
的情形，迷恋到不能自拔。这奇特的味
道，让爱它的人，为之“榴莲”忘返。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 考试不
第 ，好心办了坏事等等 ，常常困扰着
人们的生活， 考验着人们的心态，磨
砺着人们的意志。

人在职场，顺利干到法定年龄退
休 ，实现 “船到码头车到站 ”，自然好
事一桩。 可也有少部分人，由于各种
各样原因提前退居二线，在“半退休”
状态中过渡几年。 于是乎就产生郁郁
寡欢 ，暮气沉沉 ，心理失衡等负面情
绪 ，虽是职业搁浅 ，但影响到身心健
康，就大可不必了。

一线二线，都是短暂。 身体好干
劲有，开足马力朝前走，应当鼓励。 出
情况莫逞强 ，急流勇退是选项 ，让位
贤能和青年，也应提倡。 处变不烦心，
长河浪不惊 ，往事看淡风吹拂 ，专注
眼下好好活。 事业进退，正确看待。 硬
币有两面，二线要乐观，平安度余生，
善莫大焉。

年过半百 ，我因身体原因 ，不得
不一改往昔“风风火火、舍我其谁、争
先恐后、拼命实干”的劲头，主动申请
退到二线，回归一种 “慢生活 ”状态 。
让奔跑了几十年的牛劲儿，稍微地慢
下来，慢一点，再慢一点。

“说老不老，说小不小，正是干事
创业的年龄， 突然赋闲二线岗位，家
人不理解， 亲朋好友纷纷猜测……”
风言风语风吹过，不理不睬不解释。

职场搁浅 ，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情。 为此， 我写了几句话告诫自己：
“二线二线，时隐时现。 安分守己，支
持一线。 召之即来，不惹人讨厌。 闲时
多看书，用脑勤锻炼。 ”

以前操着小单位 “吃喝拉撒睡，
比学赶帮超 ”的心 ，样样工作都想着
“创先争优进位”， 自然是忙忙碌碌，
自然是压力山大。

现在好了，不凑“热闹”，不撵“场
子”，不说“闲话”，茶一杯，饭一碗，书
一卷，饮尽壶中日月，闲看诗意田园，
心平气顺过好每一天。

从紧张繁忙的一线转到二线，享
受慢生活节奏，让身体和心灵都获得
释放，真是舒坦。

清晨 ，伴着朝霞冉冉升起 ，走在
上班的途中 ，去往锻炼的路上 ，望天
空云卷云舒，空灵碧净，瓦蓝瓦蓝，阵
阵清风吹拂面颊。 马路上人来车往，
公园里草绿花艳，蝴蝶蜻蜒在翩翩起
舞 ， 小鸟们在婉转歌唱……回到家
里，粗茶淡饭，吃得有滋有味。 傍晚外
出走走，怡然自得。 江边看流水，日子
如过年。 寻乐于心，健体于身。

日行万步 ， 器械上练练引体向
上，贴着地皮做做俯卧撑 ，抬抬腿拔
拔筋 。 谨遵医嘱 ，按时用药 ，定期检
查，不讳疾忌医。 自己不把自己当病
人看，就是一个健康快乐人。

心无杂念，人间尽是美好。 身不
疲惫，动静总是相宜。 心灵的厚度，生

命的长度，在凡常日子里得到填充和
丰满。

读书看报充电， 增智怡情达观。
一天时间除去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
留给自己支配的十分有限。 午休后睡
觉前，坚持读几页书，看两份报，已是
常态。

几年下来 ，把过去买来 “装潢门
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中外散
文名篇鉴赏辞典》等几个大部头书籍
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 又把当代作家
王蒙 、汪曾祺 、余华等人的著作买来
认真研读。

通过读书看报，与众多文学大佬
们会晤， 享受醍醐灌顶的文学盛宴，
接收到不一样的精神滋养。

虽然年龄一大把， 但人在旅途，
总该仰望点什么，总该去尝试和探索
一下。 有所学有所思必有所得 ，在孜
孜不倦学习中 ，时常揣摩这些名家
大腕们是如何把普通汉字打磨成充
满意境感、画面感、高规格的作品，从
中找到文学怡情养性滋润灵魂的快
慰。

游览山水风光， 诗意田园相伴。
如果说锤炼身心为要 ， 学习充电益
智 ，那么纵情山水之间 ，感悟自然界
的博大旖旎，领略大好河山的壮美神
奇，更是一种爱生活爱自己的表现。

祖国美景，星河璀璨。 高山流水，
海浪帆船，大漠戈壁，森林草原，丹霞

怪石 ，地质公园……穷其一生 ，浏览
不尽。 木槿昔年，浮生未歇。 趁着体能
跟得上，四处走走，各地转转。

看烟波浩渺 ，听惊涛骇浪 ，还有
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听松涛阵阵，
看大江东去 ，草木葳蕤 ，更有那稻菽
千重浪。 漫步山川，嗅泥土芬芳，闻花
草青香，听蛙鸣，数归鸟，与农人话家
常 ，居民宿看月亮 ，在袅袅炊烟中品
烟火人间，悟岁月静好。

怀不泯童心 ，做快乐 “老顽童 ”。
“琴棋书画、歌舞拳球”每个人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喜好和兴趣， 参与其中，
愉悦身心，不影响他人，其乐融融。

穿越沧桑时空， 感悟生命真趣，
把每个日子过成诗和远方 ， 让平凡
生活熠熠发光 。 跳跳舞打打拳 ，画
幅画摄个影 ，爬爬山游个泳 ，写点
小文字 ，做个小视频 ，让各自情趣
爱好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加油站”，
把业余生活过得趣味满满，活出酣畅
淋漓。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尽黄
昏。 爱好多一点，交流多一些，适时亲
山乐水，享受逍遥自在。 把“健康、充
实、快乐”留痕在岁月深处，释放生命
能量，演绎精彩人生。 珍惜这样的好
待遇，不似神仙也胜似神仙。

职场搁浅 ，未必全是闹心 ，天宇
广阔，生活情趣多多。 调适合理，也是
满心欢喜。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日，没有窝的两只灰鸽子趁虎
头和花脖子出去打食的机会，悄悄钻
进虎头的窝， 虎头和花脖子回来了，
发现窝里的灰鸽子，飞进窝咕咕叫了
几声，灰鸽子没趣地飞了出来。

过了几天，灰鸽子又落到虎头窝
顶了，落一落，又飞走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灰鸽子在窝顶
过夜 ，第二天早晨被虎头发现 ，这才
大打出手。 怒气冲冲的虎头，从窝里
飞出来，狠狠地啄灰鸽子。 还在窝里
的花脖子被惊醒，伸出头观望。 虎头
把一只灰鸽子摁倒， 骑在身上狠啄，
灰色羽毛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 另一
只灰鸽子看见自己的兄长处于下
风 ，立刻扑上来就啄 ，虎头猝不及
防 ，被拧着脖子上的羽毛 ，把虎头
给拽了下来。 趴在地下的灰鸽子，一
跃而起，加入战斗，左啄右啄，上啄下
啄，虎头只有招架之力 ，没有出击之
时， 它咕咕咕呼唤花脖子赶快救驾。
花脖子这才飞出来，加入战斗。 虎头
更是来了勇气，飞起来啄，跳起来抓，
只把两只灰鸽子打得滚下鸽子窝，在
堂屋里乱窜。 虎头和花脖子，哪能罢
休，飞下来，在堂屋里继续追杀，直啄
得两只灰鸽子跳出门槛飞上屋顶才

罢休。
做鸽子窝，最好的材料是香烟箱

子。 那时候的香烟箱子很金贵，一个
香烟箱子要卖一毛钱，为了给这些鸽
子们安居，我花掉了七八毛钱，哎，其
他鸽子都有窝，就是这对灰鸽子还露
宿在屋檐下 。 我得想办法给它弄个
窝。 挖半夏攒钱给灰鸽子买了个窝 。
鸽子也是有灵性的 ，给它们做窝的
那天 ，灰鸽子围着我的前后转，就是
不走。 开鸽子窝门，爬上楼梯楼梁上
打钉子，绑鸽子窝。 刚刚完工，两只灰
鸽子就飞上窝顶 ， 喜得它俩咕咕乱
叫。 叫了一阵子，飞进窝里，又是一阵
乱叫，之后，伸出两只脑袋看我。

鸟朝旺处飞，这话是真的。 我家
的鸽群每每遮天蔽日地飞出去，飞回
来时 ，总有好几只野鸽子跟来 ，落在
屋脊上 ，远远地 、警惕地盯着我家的
鸽子。 我给鸽子们撒玉米，我家的鸽
子们飞下来啄， 野鸽子不敢飞下来，
眼巴巴盯着我家的鸽子吃， 盯着、盯
着，展翅飞走了。

常落我家屋顶的是一只个头像
鹞子的野鸽子 ，我叫它 “野光 ”，总是
昂着头 ，翘着尾 ，一双尖溜溜的长翅
膀 ，总是机警地翘起来 ，随时做好起

飞的准备。 如果我多看它几眼，它就
会逃走。 我不知道，这只野光看上我
家那只鸽子了？ 我家鸽子起飞，野光
跟着起飞。 我家鸽子飞向大坡梁，它
也跟着。 我家鸽群在小河边饮水，它
也饮水。 慢慢地，它融入了我家鸽群
里 ，直到一个黄昏的时候 ，野光没有
飞走的迹象 ， 依然在我家屋脊上走
动，看来，它要夜宿了。

早晨 ，我打开门 ，突然 “哗啦 ”一
声 ，一个黑影在从屋檐下划过 ，飞上
了屋脊。 一看，是野光，它不友好地立
在屋顶打量我。

野光也向往有个窝，每每看到我
家的鸽子纷纷飞进自己的小窝 ，“野
光”急得在屋顶打转转，咕咕叫，可怜
巴巴望着一个个小窝 ， 等到夜幕降
临，才飞进屋檐下的横担上过夜。

野光和我家的鸽子们混成好哥
们了 ，我给鸽子们撒玉米 ，它也敢远
远地跟在后面，吃遗留下来的玉米。

白平和银翅 ，慢慢地老了 ，几乎
不再产蛋了，也不喜欢和鸽群一起飞
翔了，只是偶尔飞到小河边饮水。 一
日 ，野光钻进白平的窝里 ，先把银翅
赶出门， 然后在窝里和白平决斗，几
个回合 ，白平掉了下来 ，身上的羽毛

凌乱，翅膀上还溢出血迹。 白平和银
翅是老了，哪能抵挡凶狠的野光？ 这
时候 ，虎头和花脖子回来 ，看到在堂
屋战战兢兢的白平和银翅，看看窝里
的野光 ，急急忙忙飞进窝 ，和野光打
了起来 ，只听得窝里咚咚响 ，窝里的
羽毛 、鸽子屎都纷纷落下来 ，眼看着
虎头被挤出门， 花脖子也前去迎战，
三只鸽子 ，从窝里打出窝外 ，打上窝
顶，又从窝顶打下堂屋。 野光凶残，始
终占上风。 白平和银翅也加入战斗，
只是将退在跟前的野光啄一下 。 野
光越战越勇 ，虎头和花脖子不依不
饶 ，它们又打上楼嵌 ，白平和银翅
趁机飞上窝顶 ，咕咕乱叫 ，算是在
自己的地盘上呐喊 、助威 。楼嵌上 ，
看 看 虎 头 和 花 脖 子 力 不 从 心 ，这
时 ，灰鸽子也飞进来加入战斗 ，从楼
嵌打上屋顶， 我家的鸽群都回来了，
在屋顶 ，把个野光团团围住 ，飞起来
抓，扑着啄，踩着野光啄，直啄得野光
羽毛一片一片落，直啄得野光耷拉着
翅膀，卧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才罢休。
取得胜利的鸽子们，各自用爪子抓粘
在嘴角的羽毛。 缓过气的 “野光”鸽
子，飞走了。 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来
过我家。

经过几日高温炙烤， 温润的小城安
康开始有些盛夏的味道。 好不容易闲下
来时， 却奈何酷暑难当， 心燥意乱无处
平。 书友说天太热，就读王维。 理由是王
维善写山水，以青白两色入诗，如“返景
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白云回望合，青霭
入看无”……青白之色相配，澄净清雅、
静谧飘逸，最易生出清凉之感。

幸好书架上正好有王维的山水诗集
《辋川集》，索性借此闲暇一试，看这书中
可有清凉？

开卷方知，诗佛不仅境界超脱，这审
美着色更是一流！行云流水的诗句，硬是
将这一层青白之意渲染得淋漓尽致。 若
“清浅白石滩，绿萍向堪把”，明月照彻浅
滩，水底之石显其“白”；白石与水面之间
生有绿蒲，青翠明媚，宛如碧玉。水清，蒲
绿，石白，相应相称，幽静清新。读至尽兴
时， 我不由把客厅插满栀子花的花瓶移
至书桌，花散幽香，心旷神怡，再借诗中
的青白之意，凉意顿生。

“消夏”一词，古人用起来颇有意境，
总给人一种门窗微敞，竹弄清影，案头静
坐翻书卷的悠然感。盛夏之时，翠竹倦斜
倚，清荷慵娉婷，披一袭绿意与干净 ，寂
静着，飘摇着，此情此景，最宜与书靠近。
临窗伏案，清心观书，一杯茗，一卷书，窗
外骄阳似火，我自闭门读书，既消了夏，
也怡了情，何其美哉！

白居易也在诗中讲到了闭门读书的
妙处：“鹤笼开处见君子， 书卷展时逢故
人。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
寻得一间书房， 一案一几， 立见清逸之
姿。 心静至不兴波澜，既修炼心境，也陶
冶精神。身在如此明朗清净处，心便自然
清凉了一半。若未得雅处，一桌一椅一卷
书，以简胜繁，亦能成就闲读一事。 打开

书卷， 在文字中去感受世间百态与情感
万千， 那些聒噪和纷扰自是在不知不觉
中被阻挡于书卷之外了。

其实， 除了沉浸于王维的诗情画意
中乐享清凉以外， 我觉得夏日里读陶渊
明的诗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 犬吠深巷
中， 鸡鸣桑树巅...... 这近乎大白话的描
写， 却把一幅安逸鲜活的乡村景象展现
在我们眼前， 读来如山风铺面， 舒适清
凉，全然不像那些晦涩的文章，单是读起
来就让人冒汗，更别说是享受清凉了。我
觉得陶诗的精妙之处就是让你感觉尽在
农村中过活， 却可以把我们带进人生的
最高境界中去！

文字有味，诗中有境。 夏日里读书，
可使我们的神思随文字的游走， 虚步古
今，神游八荒，拓广义趣，畅享自由。而掩
卷闭目之时，去品味诗境，沉思静虑，与
心独处，清凉的感觉就油然而生，这是其
他方式的消遣难以抵达的乐趣。总之，闲
读之可贵，言语难穷尽也。

闲读之趣，始于消夏，终于修行。 在
闲读中消夏，品青白之色，悟桃源之趣，
修出一颗淡泊澄净的心， 燥热纷扰便通
通抹平， 心静至波澜不惊， 畅入无我之
境，自生清凉之意。

既得闲适，又可观心，人生丰盈不过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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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境自清凉
□ 陈祖金

“榴莲”忘返
□ 毛雅莉

“野光”侵居
□ 张朝林

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
□ 余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