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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

■三耳

发一首歌给你

母亲，为六十年的牵挂
我发一首歌给你
你九十岁还能听歌
是我如天的福气

内子，为三十年夫妻
我发一首歌给你
我就是凄风苦雨
谢谢你不弃不离

孩子，为你每一天长大
我发一首歌给你

你的单纯与善良
给我负重的勇气

弟子，为你每一次问候
我发一首歌给你
考题是健康平安
不必要出人头地

许多歌替我示爱
许多歌代我叹息
不能说的都可以唱
我再发一首歌给你

十二岁那年，同在三线企业上班的父母将
我送回城里读初中，住在爷爷家。

爷爷平时会做红苕麻糖补贴家用。假期
里，爷爷去农村收购红苕，奶奶在家做饭带小孙
子，二叔两口子上班，卖红苕麻糖的美差自然非
我莫属。

将盛满红苕麻糖的篮子吃力地拎着，再带
个小板凳，我在离家不远的热闹的盐仓旁开始
正式上岗了。

这里有不少小孩，一见有心爱的红苕麻糖
售卖，纷纷围拢过来。我边仔细寻出篮子里的
边角余料吃掉，边和小孩们聊天。

临近中午，奶奶过来叫我回家吃饭，我竟没
有半点饿意。她拎起篮子，满意地笑了：“不错，
一上午卖了半篮子，比你爷爷强。”

回到家，喝着萝卜丝稀饭，我完全没有胃
口。奶奶喜滋滋地数着硬币、毛票，数到最后脸
色由晴转阴，皱着眉头问我：“半篮子麻糖咋才
卖这么点？”

我埋着头嘀咕一句：“卖不掉的我吃了。”
奶奶有些生气：“你这娃一点不懂事，你爷

爷那么辛苦做出来，是为了补贴家用的……”
奶奶还想继续数落，爷爷笑着打断她：“算

了，吃进肚子就不算浪费，只要没乱卖高价。”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学校门口百无

聊赖，将篮子放在凳子上，跑到不远处看蚂蚁搬
家。这时几个女生从校门口经过，见篮子里有
红苕麻糖，问道：“麻糖咋卖？”

我远远地大声回答道：“长的五分，短的四
分，节节二分。”

那几个女生看了看：“你这都是长的？”
我想起五分长的已经卖完，就剩下四分钱

那种了。于是故意嘴里含糊答应着不动身，任
几个女生在那里挑挑拣拣。一会，她们朝我喊
道：“八根，四毛钱放篮子里了。”

瞥见她们走得远了，我才冲了过去，果然篮
子里多了四张一毛的“大钞”。不得了，多挣了
八分钱。

蹦跳着回到家中，将四张“大钞”往爷爷面
前一放，得意地炫耀起成绩来。可是满脸笑意
的爷爷却发火了：“反复给你说，不能卖高价，要
公平交易，你当耳旁风？”

我愕然了，第一次见爷爷发这么大火，嘴里
嚅嗫道：“她们自己给的，我没主动……”

“还狡辩，去，墙角站着去。”爷爷更生气了。
我站在墙角，很委屈，泪水流了出来。
一会，爷爷过来摸摸我的头，缓和了语气

道：“娃娃，咱们做生意的规矩是童叟无欺、货真
价实，我们李家人的家风是信。牟取暴利、以次
充好、哄抬囤积，都不是有信用的表现。今天你
用四分的麻糖当五分的卖，以后就可能二分卖
四分的价……哪里还有诚信可讲？”

一席话，说得我低下了头。夜深了，看着还
在昏暗灯光下、蒸汽氤氲中挥汗劳作的爷爷，我
决心一定做一个像他那样诚实守信的人。

■李捷

赚钱后的委屈
■靳玲

那棵恬静的小草

我第一次见到小草，是我走进偏远
山区那座山村小学的第二天。

我正在不怎么敞亮的教室里给十
几个一年级孩子上课，费劲地教着他们
拼音字母。几次下来，不是嘴型不对，
就是读不准。我一个一个纠正，孩子们
卖力地学着。

窗外响起稚嫩的声音，几个拼音字
母，被叫得亲切又好听。我心花怒放，
几步走到门外。一双小手使劲撑着窗
台，踮起脚，头往上伸，头发蓬乱。怎奈
个子太矮，只冒出个头顶。“小朋友。”她
受了惊吓似的低下头，长睫毛遮住眼
睛。我把她牵进教室，让她坐在最后。

我再次带着孩子们读拼音。她低
着的头抬起来，专注跟读，声音清脆，嘴
型圆润，读音标准。我情不自禁地走向
她。

后来老校长告诉我，她没有父母，
是村里七十多岁的王奶奶收养了她。
老校长叹口气，靠着村里帮衬，村人的
接济，王奶奶跌跌撞撞把孩子养大。别

看她个小，都八岁了。为什么不上学
呢？“穷啊。”“穷也得上学啊，我提高嗓
门，孩子感悟极强，让她跟班吧，至于学
籍明年再办。”老校长喝了口水：“我看
行。”

我跟着老校长走进王奶奶的院子，
低矮的小院，凌乱不堪。王奶奶和小姑
娘在院子里忙着归拢麦秆。看见我们，
王奶奶忙站起来，不知所措，小姑娘垂
着眉眼。

小姑娘得知能进教室上课，泪光闪
闪。王奶奶佝偻着身子不知如何是好，
瘪嘴几次颤动，洒下热泪，粗糙的手在
衣襟上擦来擦去，对小姑娘说，快去，把
屋里的玉米拿出来。一个小袋子，里面
装着几个玉米。王奶奶举在我面前，可
甜了，煮煮吃。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推回去。老校长说，收拾收拾，明天上
学吧。

我们走出很远，身后有人叫老师。
小姑娘怯怯地靠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
躬，扭头就跑。我放眼望去，小草跑进

草丛里，蓬蓬勃勃的草丛，溅起一片绿
意盎然。

小草走进我班里。可人的孩子，清
晨很早来，坐在那里小声地捧着书读；
放学最后走，悄悄走近我，让我教她读
书，教她写字。一天早晨，她靠近我，塞
给我一个玉米：“奶奶让我给老师吃。”
她目不转睛地期盼着。我心里说不上
是什么滋味，双手接过玉米，剥去外皮，
掰了大段给小草，小草推着。“你不吃，
我也不吃。”我撅起嘴，佯装生气。小草
赶紧咬一口，紧张地看着我。我把她搂
进怀里。小草成了我的伙伴。闲暇时
我们一起走进田野，走进树林。她慢慢
地发生变化，小脸干净，头发整齐……
她真像一棵小草，安静、淡然、向上……
我怎么看怎么喜欢。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临走时，我请
老校长不要告诉孩子们，不要告诉小
草。后来老校长电话里告诉我，那个班
的孩子知道后，哭成了泪人，小草哭得
趴在桌子上起不来……

《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是作家刘
亮程的散文集。他记录了村庄里的
一人一物、一草一木，带领我们走进
万物共生的自然与世界，书中让我感
受最深的是他面对孤独时的姿态。

享受孤独，是一种境界。庄子
说：“独来独往，是谓独有。独有之
人，是谓至贵。”刘亮程在书中说：“落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
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
独地过冬。”他远离城市，拒绝应酬，
看着居住的小村庄，黄了又绿，绿了
又黄。在四季变化中，他不再去生枝
展叶，而是享受安静的生活工作状
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书、写书享
受自身成长。他的文学梦想也在四
季中开花结果。刘亮程在孤独生活
中享受孤独，常常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但随天外云卷云舒。他的孤独，
却让他活出了诗意般的生活境界。

淬炼孤独，是一种能力。在人生
不同时期，他对孤独的理解也不一
样。他在《终于轮到我说话了》中写
道：“每个人在心中独自经历的事情，
比大家一块经历的要多得多。”他进
城上班，每天能吃到拌面便充满力
量。晚上在废纸箱做的写字台上写
下村庄故事。正是这样的孤独时光
塑造了他，成为了大家喜欢的现代版

“陶渊明”。刘亮程将孤独淬炼成一
种向上生长的能力，他不会因孤独而
庸人自扰，因寂寞而顾影自怜。他手
握一支笔，徜徉在自然世界中，让自
己心有所依，自由奔放！

拥抱孤独，是一种睿智。他在
《远路上的新疆饭》中写道：“如今我

年近六十岁，知道已走在人生的远路
上。此时回头，看见二十岁的自己还
在那里，我在他远远的注视里，没有
迷路，没有走失。”当父亲离世，他小
小年纪去沙漠砍柴，累了就靠墙根休
息。即使辛苦，他还是热爱文学。他
最开心的事是到晚上，自己能坐在角
落里听继父说书，听他讲《杨家将》
《薛仁贵征西》《三国演义》。倾听着
天地万象的喋喋私语，感受太阳、风、
狗、树和春天的孤独，把这些融合成
独特的文字。刘亮程无疑是睿智的
人，他懂得拥抱孤独，活出自己的姿
态。

在旷野中遇见自己，在人群中体
味孤独。正如马尔克斯说：“面对孤
独，我们能做的只有爱上它，并享受
它。”

■张炎琴

孤独是春亦是秋

》阅读有感

》人间至美

且听风吟，静待花开，那便在静美的流年，于
书卷中寻觅些许诗意、些许洒脱吧。梨花落尽月
又西，我等故人，也等岁月染上书卷香气。

星星之火可燎原，日读一书，积少成多，多读
诗书更开阔。臧克家先生曾说，读过一本好书，
像交了一个益友。读书时，像是与古人进行了一
场跨越世纪的交谈，境界便又高了一些。浸在书
海中，可洗涤尘世的浮华，可增加些许的诗意，可
唤醒心灵的觉醒。

儿时总爱捧着一本书，或是唐诗宋词，或是
诗歌散文，或是名著小说，坐在夜晚那一方小小
的书桌，思考着许多令我好奇的新鲜事物，比如
一颗像食人花的无花果，一朵飘进窗子的芬芳花
瓣，一株长满绿色小针的松树……伴着书卷香，
缓缓进入梦乡。

枕上诗书闲处好，书卷中有永不凋谢的风
景。有一树一树的花开，在人间四月天绽放春的
光彩；有从云朵里破晓的太阳，洒下深沉而柔和
的色彩；有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有微云过后月
光下的相思成疾；有撑着油纸伞像丁香一样芬芳
的姑娘走过哀怨的雨巷；有翠微山上的松涛惊扰
了空山；有山风吹过窗纸留下的松痕；有幽暗的
月下荒野；有芬芳的玫瑰园……

无论是林清玄最喜爱的《上邪》还是席慕蓉
的“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
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或是余光中“像一首小
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
词里，有韵地，你走来”，真挚的爱情总是最动人
心弦。浅浅的心事藏在春日的一抹光艳里，愿在
书卷指引下邂逅那有缘之人。

闲来读《瓦尔登湖》，一跃而入梭罗的世界，
感受那神秘梦幻的瓦尔登湖水，在黄昏的光影里
波光粼粼、熠熠生辉，感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
静谧祥和生活与所见所闻之趣，使得心灵更加纯
洁清澈。读《人间草木》感受汪曾祺先生笔下的
葡萄月令、翠湖心影、七载行色、草木春秋、四方
食事等素净美好之流年，感受春日槐花、枸杞、木
芙蓉、紫穗槐等烂漫花事，感悟其中的春日雅趣。

如今生活日益浮躁，不少人已在忙碌中迷失
诗心，那就让我们在春日放慢追逐六便士的脚
步，抬头寻觅月亮与诗意。心似白鹿，追风逐月，
且放诗意书卷中。烟火人间，亦有至味清欢，让
我们多读书卷，做一个生活有诗意、灵魂有香气
的人，光阴静好，岁月生香。

且听风吟，静待花开，生活芬芳，心灵清香，
听书卷几篇故事，得人生几段感悟，人生如逆旅，
我愿做书卷中沧海一粟的万里行人。

■王雪艳

且听风吟 静待花开

》灯下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