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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气息闲散气息
■ 杨志艳

“问我人生何所求，答案是暴
富自由，香水我没兴趣，只爱闻肤
浅的铜臭……”舞台中央，这首
《一生所求暴富和自由》正在被歌
手满腔热忱地演唱，如此直白的
歌词，直抒胸臆地表达想要做个
富贵的自由人，它催发了多少观
众心底的渴望？

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均在
努力挣钱，无时无刻不在为了一
日三餐、车贷与房贷等家庭日常
开销而奔波忙碌，不肯停下追逐
的脚步，就像是一张拉满的弓，一
直处于紧绷状态。那根无处不在
的弦，一副蓄势待发的“备战状
态”，只会引人焦虑，仿若松弛有
罪，闲散羞耻。可是天长日久的
琐碎家务与冗长的工作，难免令
人疲惫压抑，于是渴望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以此来缓解那些
难以启齿的不堪与重负。行进中
我们感悟人间百态，见识到不同
的风景，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旅途
中抛却了旧日的单调乏味，新鲜

感迎面扑来。大概是诗与远方自
带一层神秘的面纱，揭晓的过程
令人愉悦放松，于是疗愈了身心，
养足精神，充好电以后再次整装
出发。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
锁之中。”其实上班的人不远行，
也可以享受片刻的闲适。譬如：
每天清晨花一点时间去观察阳台
上的花花草草，伸长脖子嗅一嗅
花香，露珠渲染的花朵能让人神
清气爽一整天。下班的空闲时
光，还可以给它松一松土、施一施
肥、浇一浇水，植物的成长令人心
生欢喜，尔后内心升腾起满满的
成就感。真正的闲意是舒心而自
由的，它不一定在远方，它也许深
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

我曾有过寂静的乡村生活，
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每当插秧割麦，忙得直不起腰来，
内心感到无比厌倦之时，就会有
一阵风为我解脱。或者是傍晚时
分，跑到小河里去察看鱼筌，如若

有几条活蹦乱跳的鲜鱼便是惊
喜。开心地取鱼，然后制成美食，
坐下来悠闲地享受着人间美味，
简直是绝好的放松解压“神器”。
待吃饱喝足，补充好能量以后，又
能全身心投入劳作，为家庭的丰
收埋下浓墨重彩的“伏笔”。

上班族要注重劳逸结合，庄
稼人要学会张弛有度，即使是位
高权重的人到了某个时间节点，
也要拿得起、放得下。我有一位
朋友，刚进单位时特别勤奋努力，
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于是就这样平步青云，登上了权
力的高峰。可是时光荏苒，曾经
风光无限的领导终究卸下了职
务，迎来了退休。很快，他的不适
感也随之侵来，感觉生活毫无头
绪，惯常的节奏被打乱，以前常常
来拜访他的朋友没有了踪迹，某
些下属碰见了他不但没有往日的
热情，似乎还有退避三舍的意味，
这一度让他觉得很郁闷，巨大的
落差让这位昔日的领导禁不住唉

声叹气。可每当目睹着老伴安逸
的起居生活，他心中又难抑羡慕
之情。

某日，老伴正在津津有味地观
看电视剧《山河故人》，见他无精打
采，于是灵机一动，引用里面的经
典台词进行劝慰：“每个人只能陪
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领
着退休工资过着舒心而悠闲的生
活，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美事呀！
劳碌了一辈子，该歇歇脚了呀！”听
了老伴的话，他顿时豁然开朗。释
然后的他决定与过去挥手告别，安
享晚年，携手老伴去逛逛菜市场，
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散散步，享受当
下的寂静与幸福。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曾经说
过，人们耗尽一生中最宝贵的时
间去赚钱，为的竟是在最不宝贵
的时间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其
实，赚钱与闲情并不冲突，用好了
犹如“磨刀不误砍柴工”，精神多
元的时代少不了闲散气息，无用
之用，方为大用。

今年夏天，表弟不顾近四十
摄氏度的高温，又携着舅舅从南
京前来看望我妈妈了。那天，我
们两家五口人相聚在小酌园，大
家吃吃聊聊，度过了一段温馨而
又美好的时光。

表弟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
总，他说话时常带语录，很有人
生哲理，启人心智，催人向善。

表弟说创业：“为何要一步
登天，我何不一步步向前？先打
牢墙基，再一寸寸垒砖。”表弟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
人生道路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
印过来的。他从一名寒门学子
一直干到企业老总，步步踏实，
处处稳健，他在我们亲戚眼里，
是位“双肩担日月”的老总。

表弟谈亲戚：“为何要八方
交友结亲，我何不把老亲旧友守
好？守住初心，赓续血脉，才是
为人之道。”表弟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他对我们这样的
远房亲戚，几次来宜探望，并在
我妈妈脑梗住院期间，特地从苏
州工地赶来，且不惜重金抢救我
妈妈，让她转危为安。表弟这样
的善举，连我们亲生子女也自叹
不如。

表弟论孝道：“为何要四处
烧香拜佛，我何不把家中这尊活
菩萨供好？父母在尚有来处！”
表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
的。他的孝道无人能及，在他
妈妈生病期间，他不惜花上百
万元的医疗费，到上海等大医院
请顶级专家为他妈妈求医问
药。现在他又带着自己八十七
岁的爸爸，多次在南京、上海治
病。今年春天，他抛下繁忙的工
作，不顾已近六旬年龄，在上海
守着他爸爸二十多个日日夜
夜。他的一片孝心，真是感天动
地啊。此时，他还有一句更经典
的语录：“我有资产千万，不及回
家唤一声爸爸！”父母在，胜过黄
金千万。

如此一位带光的表弟，怎能
不感化他周围的家人与亲戚
呢？在表弟这样的语录教导下，
在他这样的孝道感化下，我们也
努力成为中华孝道的执行者、传
播者与推广者。表弟语录，让我
们受益匪浅。

母亲的秋天母亲的秋天
■ 姚秦川

黄黄塔顶塔顶··山山中寻秋中寻秋
（（外一首外一首））
■ 毕士雄

桂花香了桂花香了
■ 张珏晞

清晨，漫步在升溪河畔，轻
风拂面，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树叶
缝隙间透下来，三三两两的晨练
者从身边跑过，悠闲。

微风中吹来一丝馨香，心
头一颤，寻香而去，竟找见几棵
一人多高的桂花树，小小的嫩黄
嫩黄的花骨朵贴着枝干，羞羞地
躲在翠绿的叶下，散发出沁人心
脾的甜香。闭上眼睛，深深地吸
一口气，那香便钻入鼻腔直入丹
田，甜蜜、通透，感觉每个毛孔
都往外渗着那香气，我被它浸
润了。

生于农历八月的我，视桂花
如我的生日花。秋风起，丹桂飘
香，一年四季中最爱的秋季就到
了。儿时母亲做的红红的芋头，
撒上一把用白糖蜜制的桂花，是
甜到心尖尖的佳肴，还有酒酿圆
子、拔丝红薯，都是可以把这馨
香咽进肚里的。没有香水的年
代，采些桂花装在网纱袋中，挂

在胸前第二颗纽扣上，昂着头，
晃过去几条街，那个活泼小公主
秒变香香公主的傲娇样，让香气
也多了几分自豪。

今年夏天热得强烈又持久，
中秋过了都没闻着那熟悉的味
道，网搜，原来全国各地的桂花
都不约而同没有开放。植物对
温度的感知如此灵敏，它是实实
在在奉着生命的根本的，不可谋
逆，顺应自然，倔强的桂花是一
定踏着秋风才来。随着气温下
降，它终于开了，虽然晚了些，
但，终究是开了，赶在十月一日
国庆节前，开了。我怀着一颗敬
畏之心，静静地膜拜自然。

老干部大学校园，我曾经的
母校所在地，尚乐楼前的桂花树
也开花了。清晨，一踏进校园，
那熟悉的清香随风飘来，似乎在
骄傲地告诉我：“诺，又到了金秋
时节。”寻味而走，就被满冠都盛
开着花朵的硕大的桂花树惊艳

到了。一簇簇金黄色的小花娇
羞地躲在绿叶间，或全然绽放或
半合半开，或静默或舞蹈，无论
何种姿态都隐藏不住那沁人心
脾的馨香。站在树下，你会被这
比亭子还大的树冠笼罩着，所有
的细胞被香气侵蚀，于是，呼出
的气也便带着香了。

拍照间，偶遇熟识的张老
师，她的茶艺课刚结束，说，课上
闻茶香识别，哪里还分得出哦！
除了桂花香还是桂花香。便想
起四十年前，坐在同样的教室
里，那时每每课上神游，看着窗
外这棵桂花树，满脑子都是桂花
糕、桂花糖芋头、桂花酒酿圆子，
甚至还有桂花鸭……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心境自
然不同。不过，桂花依旧芳香，
而喜爱这桂花香、喜爱这桂花开
的时节也依旧没变。

你好，我的生日花，爱你之
心永远不会变！

秋天的景致秋天的景致
■ 蒋培新

近日，有朋友在微信上发了
迷人的秋景，但见群山万壑，层林
尽染；江河湖泊，烟波浩渺；江南
田野，硕果金黄……秋日的晨曦，
明丽而疏朗，像一支支如椽大笔，
在大地上游走，毫芒所到之处，有
了流金泻银的景致。

秋风送爽。秋风轻抚过林
梢，似在低声诉说着季节的变换，
将大地染成了一片金黄，美不胜
收。“却道天凉好个秋”，秋日的凉
爽是秋风送来的。

秋雨清朗。经历酷暑的人
们多么喜欢秋雨啊！它不像春
雨那般温润，不像夏雨那般激
越，更不似冬雨那般凛冽，而是
蕴含着淡而又淡的清韵。一阵
秋雨一阵凉。夜空混沌，慢慢飘
下细雨，雨点绵密而舒缓，雨水
顺着屋檐掉落地板，细辨雨声，
韵律好似空谷梵音，潇潇秋雨中
的景色多么美妙。

秋叶多彩。夏天的银杏树毫
无特别之处，细细的树干伸出更
细的枝杈，支棱着薄薄的绿叶，随
风悠闲地摇曳。入秋后，银杏叶
精细如巧匠手作的叶脉正在酝酿
着深秋蜕变，一天一个变化，一天
一个景致，等待呈现出最纯澈的
金黄。

秋花灿烂。色彩艳丽的木

槿从夏季一直开到秋季；紫茉莉
常在傍晚开花，花香清淡；石蒜
也称红花石蒜，先开花后生叶，
花叶不相见。此外，还有“满城
尽带黄金甲”的菊花；清香四溢
惹人醉的桂花……

秋果养人。春华秋实，硕果
累累。葡萄、苹果、橘子……个
个甜得流蜜。最可人的是红石
榴，皮薄，籽儿密，一颗颗饱满圆
润，晶莹剔透，咬一口，酸酸甜
甜。栗子人气颇高。出生后它
依然在沉睡，直到秋风不小心将
刺苞碰落，它终于苏醒了！以
前，板栗一般是直接剥壳放到锅
中炒，也可以往板栗中间划上一
刀，让它们咧出笑嘴，放到锅中
蒸熟，吃起来味道香甜。现在有
了“糖炒栗子”，它的香味能够飘
到冬季。柿子挂在枝头，像小灯
笼藏在树间，仙气十足。还有无
花果，昂首挺胸立在枝头，紫莹
莹、红扑扑，在阳光下散发着甜
蜜的芬芳。

秋收喜人。“喜看稻菽千重
浪”，满田满畈黄澄澄的稻子，以
及成熟的玉米、大豆、山芋，将田
野变成五彩的世界，丰收的气息
充斥在空气中。在这处处染秋
香的收获时节，我深切感恩大自
然的馈赠。

郁达夫曾在《故都的秋》里
这样写道：“早晨起来，泡一碗浓
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
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
青天下驯鸽的飞声。”我总在想，
文人们的秋天，大多是用来惬意
地抒情和消遣的，而普通人的秋
天，更多的则是要和忙碌与辛苦
连在一起。比如，生活在北方乡
下的母亲的秋天。

秋天是苞谷成熟的季节。
在九月底的某一天，母亲便开始
一个人在地里掰苞谷。苞谷地
里密不透风，除了闷热外，苞谷
锋利的叶子偶尔还会将母亲裸
露在外的皮肤划出血印，要是汗
水刚好渗进去，会钻心的疼。不
过，此时的母亲根本顾不上这些
小伤，一亩三分地的苞谷，需要
她一个人尽快地掰完。

终于，经过整整一天的辛苦
劳作，所有的苞谷都掰完了，母
亲会将它们全都装到蛇皮袋里，
总计能装三四十袋子。之后，母
亲又像蚂蚁搬家一样，用架子车
将一袋袋的苞谷拉回去。这是
男人干的活，对于已经步入老年
的母亲来说，做起来相当吃力和
辛苦。

此时，秋天的太阳仍有余
威，打在身上热辣辣的。母亲身
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但她
根本顾不上换洗，因为她知道，
秋天的雨说下就下，而且还会一
连下好几天，如果不及时将苞谷
从地里拉回家，遇上连绵的阴
雨，一年的辛苦，很有可能打了
水漂。

苞谷拉回家，才是这项艰辛
工作的开始。过后的好多天，母
亲要将那些倒在院子里的苞谷
一个个剥掉外皮。这项繁琐的
工作非常考验耐力和体力。虽
然是坐着完成，但几个小时下
来，手指头僵硬不说，站起身来
时，更是腰酸腿疼。

母亲腰椎不好，大夫曾叮
嘱她，一定不能久坐。然而，面
对那些需要及时处理的苞谷，
母亲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常常一
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站起
来时，腰疼得都伸不直。许多时
候，母亲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
吃一口，根本不像林语堂在《秋
天的况味》里描写的那样美好和
舒坦：“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
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
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
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
得赏乐的。”

有一天，在手机上刷到这样
一个短视频：儿子通过装在家里
的视频看到，已是深夜凌晨一
时，老母亲仍独自坐在院子里，
一个一个剥着苞谷，看起来既孤
单又无助。看到这里，想到同样
坐在院子里剥苞谷的母亲，我心
里难过了许久。

在每一个秋天，母亲都会重
复着这样繁琐的劳作。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母亲的脊梁，就
是在这种劳累中一天天变得弯
曲；母亲的满头黑发，也是在这
种劳累中一天天变成银丝。

母亲的秋天，端的是让人心
生怜惜了。

三爷爷旧时读过几天私塾，
能写会算，公正稳重有威望，村里
人红白喜事都请他当账房先生，
称他为“扛锄头的秀才”。

一般家庭的女娃少有上学识
字的，都在家当小大人带弟妹。
三爷爷开明，硬是把大女儿送进
了学堂。姑姑也争气，一路考进
了高中，成了村里第一位读高中
的女娃。

姑姑年轻时模样长得俊俏，娴
静温柔，读高中时，便有男生追了，
有一位戴眼镜的白净男生还一直
追到了三爷爷家门口那棵大槐树
下。一瞅白净男就对姑姑有意，每
个周末学校放假都陪姑姑走回家，
周日中午时分，他又站在大槐树下
候着姑姑，再一路护送返校。

没多久，村里人的闲话儿便
传进了三爷爷耳朵。三爷爷去了
姑姑学校一趟，回来后铁青着脸，
找姑姑谈了一顿，姑姑那天哭哑
了嗓子，此后再也没见她去上学。

后来听说，三爷爷从老师那

里打听到了实情，白净男父母原
来都是中学老师，后来打成了右
派，他家那成分，高考肯定无望。
但白净男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
擅长写诗歌，姑姑就是被他的情
诗打动的，上课老和白净男眉来
眼去的，根本不学习。三爷爷一
怒之下，教训了姑姑几句，姑姑死
活不承认他俩的恋情，只说是普
通同学关系。

三爷爷没再纠结此事，怕姑
姑继续跟白净男交往，便狠心不
让姑姑上学了。女孩子，高中毕
业就可以了，姑姑在生产队里当
了记账员，一天到晚生活在三爷
爷的眼皮底下。

白净男再也没出现在那棵大
槐树下，姑姑也死了心。三爷爷规
矩大，他的话儿没人敢反驳。三爷
爷家的俩儿子都不是学习的料，三
爷爷想让他们去部队当兵，所以，
他绝不允许未来亲家“戴着帽子”。

姑姑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初
恋，一点儿也没反抗。

姑姑二十三岁那年，本村老
李家上门提亲。小李根正苗红，
复员军人，正式职工。最关键小
李爹老李有做木工的好手艺，三
爷爷家的俩儿子都没过验兵体检
这关，他想让儿子们跟着老李学
木工，但老李一直没应声。

老李家来提亲那天，三爷爷
一脸的喜庆，若是结了亲，老李还
不得乐颠颠将手艺传给自己的儿
子呀。还没等三爷爷劝说呢，姑
姑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嫁给了
小李。姑姑后来谈起这段婚姻，
掏心窝说，赌气成分多，她压根看
不上小李。

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一双
儿女落地，和寻常人家一样，锅碗
瓢盆一日三餐。姑姑从不和小李
吵闹，因为懒得和他搭腔，小李结
婚这些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对
姑姑言听计从。

二十年后，当初的白净男咸
鱼翻身成了名人。恢复高考后，
他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出诗集又

写小说，成了名头不小的作家，近
几年官位一路飙升。三爷爷听到
这些，“哼”了一声，没一点懊悔的
样子，倒是家里俩儿子艳羡不已，
后悔当初姐姐嫁错了人。

当年的小李除了变成老李
外，没别的发展，将工人进行到退
休是毫无悬念了。老李还是好脾
气，唯独禁止姑姑看白净男的书，
否则老李会气得抽风。

姑姑七十岁那年，得了老年
痴呆，老李天天陪在姑姑身旁悉
心照料。老年痴呆的人都是手边
的事儿转瞬即忘，陈年旧事反而
念念不忘。如今看着老伴呆呆傻
傻，老李心疼，破天荒去书店买了
一套白净男的书，每天读几段给
姑姑听。

姑姑已经听不懂了，那些散
落在诗句里的灼灼芳华像七彩的
肥皂泡，一吹便消失得无影无
踪。如今她只认得老李，老李一
不在身边，她便像小孩子似的哭
着找他。

远去的旧远去的旧““诗诗””爱情爱情
■ 李秀芹

久经长夏苦，结伴入深山。

修竹参天立，霞光落地斑。

林幽风飒飒，涧曲水潺潺。

老比游云乐，少同啼鸟闲。

坐观心自适，昏暮不思还。

一剪梅·大有秋之夜
月上中天夜色柔。远岭苍

苍，近水悠悠。竺山里外着新妆，
高塔鹞灯，玉宇琼楼。

遥忆闲鸥问泊舟。蕉绿樱
红，几度春秋。今逢故国庆团圆，
但愿身留，更欲心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