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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载

生 活

落日余晖落日余晖 石 松 摄

夏嫣然挑出一盒童安格的专辑放进去说：“你最喜欢哪
首？我们学唱。”

丁福想了想说：“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吧。”
夏嫣然快进了一会儿，过了，又倒回来，摁下了播放

键，童安格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在室内飘荡起来：
午夜的收音机，

轻轻传来一首歌，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夜色更深，两个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一遍一遍醉心

地听着。什么良辰美景，丁福觉得此时此刻就是良辰美
景，他愿意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个午夜，在这飘荡的旋律
中，陪着夏嫣然直到永远。

时间悄然流走，不知道凌晨两点还是三点，夏嫣然突
然如梦初醒说：“呀，呀，天快亮了吧？我得赶快回寝室，
室友醒来不见我，会说我夜不归宿。”

丁福起身相送，夏嫣然不让，说别人看见了更说不
清。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录音机就放在你这儿，我啥时想
听歌了再来。”

说完，飘然离去，就如她的突然到来一样。桌上放着
一堆没有吃完的零食、一堆磁带和一台录音机，像梦里留

下的残片。
躺在床上，丁福没有一点睡意，他像听歌一样，在心

里一遍遍回放着夏嫣然坐在椅子上的神情和氛围，一遍遍
回想着夏嫣然那纯洁无邪的面庞。反正睡不着，丁福索性
起来，坐在夏嫣然坐过的椅子上，静静感受着夏嫣然身体
的余温，似乎能闻到夏嫣然留下的余香。

天亮后，丁福没有吃早餐，他要赶公共汽车去县里采访
一个企业家，下一期《商都文艺》的封面人物，要配文字。

坐上车后，丁福满脑子还是夏嫣然的身影，她听歌时
的神情，她走路时的样子，她在舞台上唱歌时的形象，还
有她说话时的声音……就这么想着想着，在车上渐渐睡着
了。他做梦了，梦中的夏嫣然躲在白色的云层后，露出那
张好看的脸，对他说着什么，可到底说了什么，丁福努力
去听，却怎么也听不到声音……

汽车到了县里，企业的司机把丁福接了去。见到那位
企业家后，丁福才回过神来，听企业家口若悬河地讲着自
己的辉煌业绩，他总算暂时摆脱了夏嫣然。傍晚，采访结
束，企业家本来要给丁福设宴接风，但丁福坚持要赶回商
都，说是稿子要得急，必须连夜写出来。企业家说了一大
堆奉承话，又送了一大堆礼品，让司机把他送回了商都。

其实，丁福归心似箭是想马上见到夏嫣然。
但那天晚上，他未能如愿。好像夏嫣然知道他的心思，

故意跟他捉迷藏一样。整整一天，丁福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晚饭时，丁福早早在食堂排队，目光扫描着周围打饭

的女生，却没有看到夏嫣然的身影。像往常一样，他和焦
书奎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周围一群女生叽叽喳喳，丁福希
望从女声里听到夏嫣然甜美的声音，可饭吃完了，女生们
逐渐散去，还是没见到夏嫣然。 （未完待续）

丁福的混沌青春
□ 陈海峰

诗 风

讲这个观点前，要先弄清什么是幸福。对幸福的看法，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健康是幸福，有的讲玩乐是幸
福，有的觉得财富是幸福，还有的认为，一张笑脸，一个拥
抱是幸福。到底什么才是幸福呢？把大家的说法归纳一下，
可否这样概括：幸福是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自我满足，是
一种心灵的体悟和感受。

显然，满足、体悟、感受是主观的东西，是对外界事物
的反映，没了物资和精神这个本源、对象、主体，满足、体
悟、感受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花之果，自然也谈
不上什么幸福不幸福了。这是幸福的“根”，由于满足、体
悟、感受的对象又是千千万万，所以，幸福还有很多

“种”，再加上感受的深度不同 ，幸福也有不同的“度”。
物质幸福是最基本的、普遍的、长久的，它伴随人的生

存生活。人类社会物质越丰富，人们的幸福感越强烈。奴隶
社会较原始社会幸福，封建社会较奴隶社会幸福，资本主义
社会较封建社会幸福，社会主义社会较资本主义社会幸福，
将来更高级的社会较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物质财富越多，人
们的幸福感越丰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物质财富是从哪里来
的呢？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劳动创造的结果。这是
从人类历史宏观角度审视幸福的结果。

从微观上看，个人的物质幸福也离不开创造。日本哲学
家池田大作曾讲：“幸福绝不是别人赐的，是一点一滴在自
己生命之中筑造出来的。”王尽美也指出：“一切幸福都是用
生命热血换来的。”显然，奋斗、心血、汗水是获取物质财
富的根本，也是享受幸福的源泉。没有创造就没有财富，没
有财富便谈不上幸福，这便是个人幸福的真谛。

精神幸福又如何呢？精神幸福是一种精神满足，这种满
足取决于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认识正确
了就会感到幸福，不正确就感到痛苦。正确与否取决于学
习、体悟、调节，这何尝不是又一种形式的创造呢？

满足是幸福的重要指标，满足了才会有幸福感。但满足
是动态的、变化的，此时的满足不等于彼时的满足，这事满
足，不说明其他事满足。要想有更多的幸福感，就必须对满
足不断进行调节和再造，保持心情的愉悦和精神的富有以及
心态的正确。这岂不也是一种创造。

创造幸福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常知足。常知足便会少烦恼。不知足是欲望甚，想要的

东西太多太好，整天“压力山大”。剔除了不切实际的欲
望，身心就健康，幸福感满满自在其中了。

放得下。人常感到不幸福，往往与业累太繁、包袱太
重、操心太多分不开。这也丢不掉，那也放不开，惶惶终
日，忧忧万事，何来幸福？得失无语，弃风获雨，少了负担
一身轻，没了烦恼才愉悦。人生得意不由天，生活快乐在于
己。一念放下，万般安逸。

远闲事。多管闲事的根源是不能“忘我”，个人利益决定
取舍，独家视角看待世界，自己想法判断真伪。大多情况结果
与个人的利益、看法、想法不一致，搞得自己苦恼不堪。还有
的，凡事都过问，万事想参与，结果惹得人人烦、个个嫌。要正
确地定位自己，懂得人生在世，只不过是一棵普普通通的小
草，一粒茫茫碧野中的沙尘，多一棵不多，少一粒不少，无关风
月。谙知少操闲心、少说闲话、少管闲事，是闲适安逸之妙法。

看得开。有些人不幸福，往往与对事物看得太重、心胸狭
窄有关。世界是开阔的，人心是开朗的。茫茫红尘悠悠梦，风
风雨雨走人生。要清楚，富贵如烟云，繁华如秋水，一切了无
痕。要有“不为物累，不为欲伤”“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胸襟，顺其自然、幸福坦然的胸怀。

弃虚荣妒忌。虚荣是自己欺骗自己，有虚荣心之人，往
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心态、心境、
心思，哪谈得上什么快乐幸福？说到底，虚荣是幼稚不成
熟、缺乏自尊的表现，生活中常使自己陷于事物假象而苦不
堪言。同时还要根除妒忌。人有所长，己有所短，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了。只有放下身段虚心向人学习，拓宽个人的心胸
视野，才能冲掉妒忌的心辕。妒忌的结果必然无损于他人，
大害于自己，无论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痛苦而非幸福。

总之，物质的幸福是创造的，精神的幸福也是创造的。

幸福是创造的
□ 牛治国

最早发现谷粒的是一只站在电线上放哨和另一只下来
喝水的麻雀情侣。它们快速吃罢快速飞走，又快速带来了
几位同伴，一只继续放哨，其余几只跳跃着低头饱食。高
处的路灯顶上，一只灰鸽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它们的一举
一动。

露台上的花儿们被我精心侍弄得一茬接着一茬各自散
发着浓烈或淡雅的芬芳。一只白底黑花的肥猫披着霞光蹑
手蹑脚踱过来，它长得可真好看，一双机敏的眼睛四下张
望。我隔着玻璃冲它微笑，它只停下徘徊的猫步，一双贼
亮亮的眼睛像两道黑色闪电，直视我笑成弯月的眉眼，并
没有向我表现出任何友好的表情，也没有像有些调皮的同
类那样在花间翻滚嬉戏。而是背对着太阳，不时仰起肥圆
的头朝天空仰望。空中，一两只飞鸟偶尔掠过。

鸟儿们最早是出现在我身边的缆线上，静静地、不吵
亦不闹。我琴音一落，它们就迅速飞到高处的树冠里去
了。见它们常来，我就在空调的室外机和不锈钢防护网上
撒些谷粒让它们充饥。

城市高楼林立，辛劳的环卫工人们每天早早就把街面
清扫得干干净净，鸟雀能寻到的吃喝愈发艰难。它们通常
在路边的绿化带里穿梭，那里有人们浇花草时流淌出来还
没有被完全吸收的多余水渍，足够它们美美喝上一阵子，
而草丛里不断成熟跌落的草籽和繁衍迅速的蚊虫，也够它
们在春夏秋三季和初冬时节填饱肚子，一旦进入最寒冷的
季节，万物都放慢了生长速度，能寻见的吃的也就越来越
少。一场大雪过后，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它们时常要为
下一顿吃食飞很远的路程，到饭馆稠密的城镇或人员密集

的地方栖息，衔些人们不经意洒落在街上的零星吃食回去
喂养张着小嘴嗷嗷待哺的孩子。它们像极了那些为了生活
不得不远离故乡出门打工的人们，把挣得的工资悉数寄回
家，用以赡养老者或抚养下一代。

有人的地方多少都能寻些吃食，但喝水是个问题。城
市水资源一向紧缺，大部分都是从百里或千里以外的江河
引进来的，人们节约用水的观念越来越强，多少年前满街
道自来水恣意横流的景象再不可能出现了。那些鸟儿不像
家养的宠物，被主人当做宝贝一样精心养护，吃喝不愁，
生病了还会被带去宠物医院救治。在一场接着一场连阴雨
里，人们时常感慨落花人独立的凄美，却很少联想微雨燕
双飞的劳苦。

我特意在露台上养了几盆睡莲，每当水位被太阳晒下
去一指宽时，我就会及时加满，以便它们随时飞来喝水时
少费些气力。

鸟雀的耳朵极为灵敏，尽管猫儿的脚步悄没声息，但
它慢步花丛时身体与叶子之间的摩擦声时常会惊动停歇在

花盆沿上喝水的鸟雀，通常是还没等它走近，鸟雀立刻警
觉地飞走了。聪明的猫儿后来居然想到一个一举两得的妙
招——守株待雀。

我在距离睡莲最近的地方用一个不锈钢架子支起一块
长方形瓷砖，虽然比不上老师琴下文化底蕴深厚的汉砖，但
足以安置我钟爱的良琴。连续几天清晨我一出来就看到琴
桌底下蜷缩着那只猫，它懒洋洋地看看我，又埋头大睡，没
有任何要离去的迹象，俨然一副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模
样。起初我以为是流浪猫把桌下当成躲雨栖身的地方了，
心里还为自己这些小小善念略感宽慰。可是直到我在窗内
无意中瞥见且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它猛然间一跃而起，竟
在我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抓走了那只吃罢谷粒站在花盆边
上喝水的灰鸽子。原来它在佯装假寐！瞬间，我被惊得目
瞪口呆。这个不可貌相的刽子手，简直太可恶了！随即，我
暴怒，顺手抄起晾衣服的竹篙，朝猫儿和鸽子撵了出去。

可惜等我奔出去的时候，只隐约看到几根被撕落的鸟
毛正慢慢被风吹远……

我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无心之举，却给那只猫
儿提供了一个抓雀儿的最佳隐蔽空间。

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猫儿是因为它们调皮可爱还会
抓老鼠，后来极不喜欢是因为它们老是惦记在花间自在鸣
唱的鸟雀。尽管大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
存，但我真心不愿意看到那些无辜的鸟儿们被残暴的猫儿
一次次猎取。或许有时候我们真该改变一下对一些动物固
有的认知，我们该有一颗慧心，适时采取一些得当的方
法，尽自己所能去保护那些弱小的生灵。

猫儿·雀儿·我
□ 于 青

归德古城铭记着沧桑
商祖服牛诉不尽情长
看殷商之源写满风

云激荡
在黄河岸边一路追

逐荣光

日月湖畔沐浴着暖阳
好人之城弥漫着芬芳
斟一杯美酒醉了清

风明月
唱一曲歌儿唤醒鸟

语花香

挥洒汗水洋溢着激情
拼搏奋斗蕴含着力量
绘一幅画卷我们饱

蘸笔墨
守一方热土我们意

气飞扬

把初心使命扛在肩上

把足迹留给山高水长
看一看砥砺前行劈

波斩浪
听一听追梦路上步

履铿锵

寻你昔日过往
烟雨楼台 回荡豫东腔
寻你风华模样
披荆斩棘 一起逐梦

启航

寻你蓬勃兴旺
万家灯火，和谐享

安康
寻你通达八方
交通枢纽，奏响出

彩华章

寻美商丘 眼中有美
心中有光

寻 美 商 丘
□ 焦风光

夏日的荷花
有娉婷的姿态
有娇媚的容颜
最是吸引人的目光

菡萏欲放
如少女般矜持
灿然全开
如朝霞般绚烂

荷叶随风而动
如翻滚的绿浪
由远及近
颤动我的心

荷花立于荷叶中
左右摇动
牵动一池的风景
惹了人的眼眸

在水之湄
看霓裳映水
罗裙摇绿
仿佛自己成了一株荷

摇曳在岁月的河流上
宛在水中央
在芬芳的日子里
有诗一样的心情

夏日荷花
□ 贺红岩

写下这个题目，不禁扪心自问，自己
读书了吗？平心而论，本人是一个爱读书
的人，虽挤时间看了点想读的书，但真正
读的书不多。

眼下，我们强调要有“文化自信”，
那么文化从何而来？我想，还是要从我们
读的书中汲取精华，以此实现我们的“文
化自信”。而当下，物欲横流、人心浮
躁，有人赚钱，有人弄权，还有谁在读
书？读书的氛围还有吗？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 0.7
本，这是多年前的统计，估计现在抖音、
快手、微信的出现，会让这个数字也难保
持，而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这天壤
之别令人堪忧。

蕞尔小国以色列，与其说是拳头硬，
不如说是思想硬，这个历史上四处漂泊、
时时处处受到排挤和迫害的民族，不管在
任何地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在以
色列，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
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任何
人都抢不走的智慧，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
多。他们会在书页上抹上蜂蜜，以此吸引
孩子，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一本《塔木
德经》让所有的孩子从小就培养了经商的
头脑，犹太人对金钱有一个明确态度，他
们对财富的文化传承，靠的是《塔木德
经》，象征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洛克菲勒
家族，就是犹太人活用《塔木德经》教诲
的最佳范例。这为犹太人成为世界财富的
主宰者打下了知识积淀。

在犹太人眼里，爱好读书看报不仅是
一种习惯，更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德。这
里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安息日”，
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商业和娱乐活动，
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
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
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

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
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
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

以色列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有
1000多座，其中学术和专门图书馆约 400
座，是全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
平均不到40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不光是
城市，每个村镇都有陈设典雅的图书馆和
阅览室。图书馆、书店成为最繁忙、最拥
挤的公共场所之一。 按照以色列这个比
例算，我们1000万人口的大市，应该拥有
2500座图书馆，可是我们究竟有几座图书
馆，谁知道里面藏有多少书？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一个
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
回报。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才仅仅五百分
之一的犹太人在百年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数却占了获奖人数的五分之一。以色列环
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却
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不
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
国家。一个区区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
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
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记得我考上大学后，同学们大都松了
一口气，高中时代每日上紧的发条该歇歇
了，同学们有的打牌，有的打球，有的谈
情，有的说爱，我却丝毫没有松懈。那时

候，有一位老师忠告我说：“现在是你读
书的大好时光，你可以到学校的图书馆里
不用花钱借到书，还有时间读书，又能记
住书，何乐而不为？而等你步入社会，为
生计操劳，为仕途奔波，你可能没有钱买
书，即使有钱买书，你也没有空读书，即
使有空读书，也会没有心读书，即使有心
读书，也很难记住书。”老师的话我似懂
非懂，但是坚持听话照做，到学校的图书
馆里去借书，去读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
来弥补我的欠缺。现在回忆起来，老师说
的真是肺腑之言，真真切切。

当今社会，出现两种极端，想看书的
买不起书，买起书的不读书，一些买起书
的人也只是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已，他
们也是无空无心读书。前不久一个周末，
我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来到了久违的新
华书店，惊奇地发现有两类人在挑选书
籍，一是学生，一是老人，鲜见有30到50
岁的中年人，不知道这部分人节假日都在
忙什么，也许旅游娱乐等会成为他们的热
心项目，疫情防控期间，估计旅游的人也
少之又少，想必打牌打球唱歌的不少。想
来这也无需大惊小怪，平时人们都在忙，
都在抢，更何况节假日，人们的心就更加
浮躁不安，或请或送联系感情，或吃或喝
图个娱乐，或游山逛水放飞心情。

无论何种方式，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汹

涌澎湃的时代，与书为伍者已经寥寥，所
以，难怪有人会说当下“读书的人越来越
少，出书的人越来越多”，不然一些专家
学者怎么又呼吁要掀起“国学热”呢？没
有人读书学习，早把“国学”忘到呱呱国
了，以至于我们的国粹让外国人去抢注了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真让国人汗颜，让
国人兴叹。

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而看短视频上瘾
的人越来越多，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
生活常态，成语“机不可失”形容当下人
们的生活状态一点也不过分。现实生活
中，一些人宁愿抱着手机刷一夜，也懒得
翻看一页书。

长期使用微博、微信、抖音等碎片化
学习，会导致学到的东西不系统，学习力
下降，专注力受损。精神欲望被满足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空虚，今天透支明
天，明天透支后天，忽视了当下的美好，
每一天都在虚拟的世界里“纵欲过度”。
我们可以预言，多年以后抖音、快手也像
QQ 一样渐渐消失，而我们的国粹 《易
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不会消失。
所以，大家有时间还是得静下心读书，来
学学国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提高自
己的修为，如此，您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十年间，国家层
面提出打造学习型政府、书香社会的号
召，很多地方也都开展创建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干部活动。2022年，
河南省又提出了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读书会活动，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提升自身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已成为势不
可挡的大趋势，故笔者呼吁我们的国民让
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的社会到处飘
满书香。

劝君有闲多读书
□ 闫鹏亮

随 谈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