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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温暖 程 远

端午时节，
江淮流域的田
野里，已是一片
巨绿。一棵棵
秧苗，将根牢牢
地扎在水田里，形成茁壮成
长之势，也形成了一片广袤
无垠的绿色海洋。

这片绿，是低矮的，是柔
和的，是密集的，是生动的，
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这片绿里，有蛙鸣之声，

有禾苗之味，
有鹤舞之影，
有农夫的草帽
和无人机的飞
翔，更有未来

的希望。
几个月后，这片无垠的

绿将变成喜人的黄，沉甸甸
的稻穗、饱满的稻粒将在大
地上登场，填满乡人们的粮
仓。到时，各家各户的饭碗
里的米，将会更香。

巨 绿
徐立新

初中同学
斌，一直在老
家小镇上经营
着小饭馆。他
既是老板又是
厨师，爱人既是收银员也
是服务员。经常有从外地
回来的同学，相约去他店
里照顾生意。斌总是满脸
笑容，热情招待。

同学微信群里，看到
斌两口子在母校操场散步
的视频，一位在北京外企
做高管的同学感慨：“还是
像斌这样的人生才算幸福
啊！我们看似春风得意，
实际上每天压力重重。你
们一家人和和睦睦，比我
们在外打拼的人幸福多
了！”此话一出，群里满屏

都是羡慕的声
音。良久，斌
才不紧不慢地
说：“那你们这
些在外工作的

大老板、外企高管们都
回来吧，家乡欢迎你
们！”群里瞬间没了声
音。斌继续说：“幸福不
幸福，主要看心态。羡
慕我幸福，其实只是你
们想得到的太多，没我
想得开而已……

的确如此。幸福的
标准对于每个人都不一
样。对于斌来说，空闲
时间回母校走走、下雨
天与爱人共撑一把伞去
买菜，甚至在厨房里蹲
着与爱人一起理韭菜，

都是幸福的表现。
正 如 卢 梭 在

《爱弥儿》中所言：
人这一生，十岁受
诱于饼干，二十岁
受诱于情人，三十
岁受诱于快乐，四
十岁受诱于野心，
五十岁受诱于贪
婪……这样看来，
人生大多时候都
在和无穷无尽的
欲望做斗争。所
以，幸福的多少，
在于你肯放下的
多少。

幸 福
董川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
浮动月黄昏。”林逋这两句七
言，可以说是千年来写梅最
传神的诗句。“暗香”和“疏
影”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形
象中两个重要的审美意象。

林和靖生前隐居在西湖
边的孤山上，山对面的北山
路一侧，至今还有两处景致，
放鹤亭与林和靖先生墓。这
位林先生在孤山上种了一大
片梅林，终生没有娶妻生子，
只与梅鹤为伴，生前就已有
“梅妻鹤子”的美名。他可是
诗书画样样精通的大才子，
就连宋仁宗也倾慕他的才
学，多次请他出来做官，均被
婉拒，确实够清高。

《乐府诗集》
中，录有一些关于
梅花的诗歌。南北
朝时期，鲍照、谢眺
等很多大诗人在诗
赋里即开始大量使
用梅花，使梅花渐
渐成为文学主题之
一。进入初唐，梅
花的意象继续被诗

人丰富，在咏怀抒情诗里也
出现了。中唐以后，咏梅已
成诗歌里独立的板块。此时
的诗歌主要体现梅花之清雅
气韵。到了北宋，在文人墨
客那里，梅花已被人格化了。

苏东坡在林和靖离世后
九年出生，虽是旷世奇才，却
仕途坎坷。他对林和靖超然
的人格敬佩有加，曾在《书林
逋诗后》中称赞：“先生可是绝
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东坡
是从他被贬黄州之后开始写
咏梅诗的，那时的境遇放大了
他性格里清高孤傲的气质，数
十首咏梅诗伴着他走过惠州、
儋州。他将历经宦海浮沉、饱
受磨难却坚强不屈的个性寄
托在梅花上，为梅花赋予了
“孤瘦雪霜”的品格。《红梅三
首》是他创作的一组题画诗，
其一为：“怕愁贪睡独开迟，自

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
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
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
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
看绿叶与青枝。”他心中的梅
花孤高瘦硬，傲雪凌霜，有铮
铮君子之气。

林和靖、苏东坡之后的
宋代诗人将暗香和疏影这两
种意象继续发扬开来。朱熹
亦有一首题画诗《墨梅》流传
下来：“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
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
问，且作人间时世妆。”在这位
理学大家的心中，墨梅格高韵
胜，在严寒中傲霜斗雪、英姿
飒飒。诗人以墨梅借喻自己
不与尘世流俗的风骨。

暗香疏影
刘悦蕾

“我的眼又
花又近视又散
光，像蒙着层纸，
可能是天天在公
交车上看书的缘
故。我觉得自己早晚得瞎。”
我这么说，只是想让朋友安
慰两句。结果她很认真地听
完后，说：“你不会别在车上
看书了呀。”
“可我要写作，必须读

书，每天上下班在路上三个

小时，那么长的
时间，白白浪费
了岂不可惜？”
“你到医院看过
没有？”“看过

了，大夫开了点药，也是说别
在车上看书了。”

她沉思片刻，忽然抬起
眼来，说：“要不这样吧，你
提前学习盲文。到时候拿
过来就用，无缝衔接，省得
抓瞎。”

支 招
魏东侠

上世纪70年代，北运河
两岸农村的经济条件还很
差，庄稼人手里没钱，必要的
商品交易就搞以物易物。

来村里以物易物最勤
的是用小灰换洋火的，小灰
指草木灰，村里人管火柴叫
洋火。邻村副业厂用草木
灰炼制硝，冬季无雨，怕水
的草木灰可以加大库存，副
业厂的人就每天早晨出去
收灰。

冬天的夜晚滴水成冰，
为了把火炕烧得更热就要
多添柴火，灶膛里积下的草
木灰就多，就得勤掏灰。天
还没亮，早起床的人，第一
件事是把灶膛里的草木灰
掏出来，装进背筐，放在临
街的院门口，然后回屋，或
干活儿，或再歪炕上来个回
笼觉。

天刚蒙蒙亮，收灰的社
员就赶着牛车进村了。他
将街道旁一户一户人家门
口背筐中的草木灰倒进牛
车的竹围子里，再根据草木
灰的多少，将一两盒火柴扔
筐里抵灰钱，一笔交易就算
两讫。一条街上的灰都收
妥了，收灰社员才扯着脖子
拖着长音吆喝几声：“小灰
换洋火喽！”他是在提醒人
们想着把火柴拿回屋，以免
有早起的淘气孩子，偷偷拿
了别人家的火柴去玩火出
事故；另外，也以防草木灰
被收走了，火柴却没收到，
造成易物双方的猜忌。

豆腐匠也是一大早就
走街串巷去卖豆腐。听见
豆腐匠的吆喝声，想吃豆腐
的人家就用粮食升子舀点
黄豆，腋下再夹个大碗，就
去街上，用黄豆换回清香细
嫩的水豆腐。

收破烂的货郎最受孩子
们欢迎。一个铁丝编的笼子
里摆满了玩的、吃的、用的。
孩子们围着货郎，贪婪的眼
神不停地扫描笼子里的稀罕
物件。货郎则一边自卖自夸
自家的东西，一边怂恿孩子
们去家里找废铜烂铁破布烂
鞋来换。

村里常年以玉米为主
食。甘甜软糯的红薯属粗
粮，价格也便宜，可以改善
一下单调的饮食结构，但村
里不产红薯。每年秋天，生
产队都派两个社员赶着马
车，去北面的村子，用玉米
换红薯，那边沙土地居多，
盛产红薯。红薯换回来，按
照工分多少分给每家每
户。当天晚上，家家都吃烀
红薯，孩子们嘴馋不知饥
饱，家长就会念叨：黏东西，
晚上少吃，窝在胃里一宿，
容易肚子疼。

秋后，社员们分了新粮
食，卖秋梨的小贩开始在北
运河两岸的村庄里活跃。
秋粮刚下来，家家都囤满缸
平，看着满眼的粮食，有些
人肚子里的馋虫就被小贩
的吆喝声勾起来了。先是
用瘪玉米、含土量大的玉米
跟小贩换秋梨，人不吃这类
玉米，都用来喂家禽家畜，
用这样的粮食换秋梨，也心
安理得，不怕邻居讥讽犯馋
不会过日子。

又凉又甜的秋梨吃上
了瘾，有些人禁不住美味的

诱惑，就开始用好粮食换，
这时就会引来左邻右舍的
笑话：“什么人家儿！嘴馋，
把口粮都糟蹋了。”那时候
大家都穷，水果吃不吃无所
谓；春天断了粮食，却会饿
肚皮的。

孩子们也想吃秋梨，可
从家里拿不出粮食，就想办
法去捡。秋后的麦场边上堆
满了玉米秸，上面有社员们
掰玉米时的“漏网之鱼”，是
些藏在玉米叶子下的玉米娃
子，没个水萝卜大，也搓不下
来几个玉米粒，但是积少成
多，几个小伙伴忙活半天，也
能凑两三斤，用帽子兜着，去
找小贩换秋梨，然后孩子们
平均分配，美美地把梨吃了，
心满意足地回家。秋梨有鸭

广梨、红肖梨、苹果梨，都特
别甜。

刚包产到户那年，农村
有顺口溜：要发家，栽西瓜，
多种芝麻和棉花。家里种的
几亩西瓜收成很好，头茬儿
和二茬儿的好瓜都雇汽车卖
给了市里的副食采购站，剩
下的小瓜和拉秧瓜卖不掉，
都是大哥带着我，去周边村
子里用瓜换粮食。龙凤新河
南岸的后河淤村是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我们哥俩赶着驴
车去那里换粮食。大哥说后
河淤村水田多，不种玉米，只
种麦子稻子，我们要是运气
好，碰上有人用稻米换西瓜，
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
啦！这个村确实富裕，来换
西瓜的人不跟你没完没了地
讨价还价，问好了价儿，就利
利索索地交易，不费口舌；美
中不足的是，一驴车西瓜换
的都是麦子，没换到期望中
的稻米。

故乡的以物易物给了我
们太多幸福、快乐的回忆。

故乡易物记
孙元发

炎炎夏日，吃罢早饭，
在老家池塘边大树下乘
凉。池塘很大，一眼望去，
烟波浩渺。在这样广阔的
天地之间，树上知了的叫声
就不那么烦人了，而仿佛成

了夏天的音符。池塘里的
鸭子正欢快地游水嬉戏。
池子里的莲花，有的已经开
放，有的还是花骨朵。一阵
风吹来，莲叶上的水珠滚动
起来，好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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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珠穆朗玛峰，是很多登

山爱好者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梦

想。他们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不

知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身体磨

炼和心理准备，也不知为此投入

了多么不菲的经费和装备。毫无

疑问，一旦登顶成功，对于他们来

说，这不仅是自己一生的荣耀，也

会成为别人仰慕的标杆。

然而，湖南的范江涛、谢如祥

在不久前攀登珠峰时，在海拔

8450米处发现一名女性遇险登

山者。两人在尚有体力冲击顶

峰、距峰顶不到400米的时候却

放弃登顶计划，毅然选择了救

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救援，两

人终于将这名生命垂危的攀登者

安全救到营地，使其逃脱了死神

的威胁。

说实话，遇到有人路边昏倒等情形，人们如果不

伸出援手，那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可在珠峰

上却有很大不同，因为脚踩冰雪、身临悬崖峭壁，空

气又很稀薄，在条件如此极度恶劣、营救异常困难的

情况下，有人不施援手往往更多的是出于无奈，公众

大都也会理解。“海拔8000多米，别说救人，你拿瓶

水都觉得累，何况你还搀个人，那个人已经失去行动

能力了。”这绝不是其他登山队员只顾自己的梦想，

不顾他人的死活，而是一旦选择营救，可能要付出更

多的牺牲。这也是很多登山队员罹难后被留在珠峰

上面，直到现在遗体都没有被运下山的原因。

明明知道如此高度救人有危险，而且“花了这么

多钱，用了这么久的时间，吃了这么多的苦，就要全

部放弃了，心里还是很难过的”，两位英雄还是放弃

自己多年的梦想，作出最艰难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夏

尔巴向导的反对，救人者范江涛、谢如祥最后还是选

择了营救。我以为，有心理波动，有思想起伏，不仅

没有损伤救人英雄的形象，反而让救人英雄的形象

更加真实、鲜活和感人。

放弃登顶珠峰，对于范江涛、谢如祥来

说，固然可惜；但我认为，范江涛、谢如祥完

成了一次比登顶珠峰更高、更完美的登

顶。他俩尽管没能站上世界之巅，却立在

了人性之巅——谱写了一曲生命至上的不

朽凯歌。这无疑会成为耸立在珠峰之巅闪

烁着人间大爱光辉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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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题画诗里的梅花之二南宋马远《林和靖梅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