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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水的狂欢
□ 何小龙

当一天临近尾声，西天之上
张灯结彩的云朵

在给夕阳举办欢送晚会
在城市，在广场

水被允许走出管道
把压抑一天的激情喷发

就像城里人纷纷走出家里
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放声歌唱

这在平静日子里掀起的热潮
让我看到人们对于快乐的追逐与向往

仿佛不通过舞姿与歌声
将淤积内心的烦忧随汗水拧干

睡眠就不会踏实，走向明天的脚步
就不会轻快

而踩着音乐节拍舞蹈的水
以透明的语言，替人们把愉快的心情表达

我看到那些站立的水
改变柔弱的形象，打开各自抱紧的翅膀

时而模仿天鹅飞翔
时而模仿一群白马跃动
在霓虹灯斑斓的光影中

呈现出最激情、欢快的状态
——这一刻，我怎能不受到感染和激发?

瞧，我也开始跟着音乐的节奏
轻轻扭动着肥笨的腰身

回望乡村
□ 李河新

酣畅淋漓的一场暴雨
转眼又是葡萄满地

灵动的乡村，跃在眼前

白老毛依旧蹲在木屋前
分离着酒瓶
破旧的报纸

编织一生干净的光阴
麻雀是闲不住的土著

忙着修葺北风刮破的老巢
燕子在电线上呢喃

算计着在谁家安营扎寨
喜鹊跳着探戈的舞脚

商量着家族添丁的日子

一棵梨树郁郁葱葱
拳头大的梨打坐在树枝上谈经论道

风赶着牛群沙河上漫步
几只白鹭不弃不离

白大妈熬着金黄的小米粥
徐哥约着孤寡张叔

一盘花生米，把小酒喝的风生水起
他们守着祖宗的土地
成为后人留恋的乡愁

立秋漫兴步杜韵
□ 袁江本

一

西风一叶下秋林，运转苍凉夏木森。
烟水翻腾成画卷，火云堆砌作山阴。
城头休洒思乡泪，学子当怀报国心。
丹桂分香飘淡淡，遥闻月下捣清砧。

二

塞北江南似弈棋，谋生儿女不曾悲。
啾啾鸟语无牵处，荡荡芦花有梦时。
但见凉秋萍萎早，偶逢阴雨稻黄迟。
异乡学子归来否？崛起中华系远思。

夏日荷塘
□ 孙 斌

一
蝉鸣柳里两三家，溪上荷花摇出槎。
老妪门前摘豇豆，小儿槐下吃黄瓜。

二
雨后荷塘叶滴香，紫蜻白鹭逐清光。
老翁漫步夕阳里，一路吟诗又纳凉。

灯光下，母亲又在擦着刻刀，小小的刀头被母亲擦
得雪亮。擦好后的刻刀被仔细收卷进牛皮纸里，这收
起来的仿佛就是母亲那段用这把刻刀，刻过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去世，家里生活费突然断了来源。母
亲到处去找能挣钱的营生，最终决定去学刻门笺的手
艺。刚学会的母亲笨拙又用力地攥着刻刀，一会握得
太紧一会握得太松，才几天指尖已磨出新茧跟脱了皮
一样的粗糙。为了刻好，母亲更是小心，刻刀窄窄地一
点点刻着，遇到十字交叉处便握紧刻刀，就怕藕断丝连
镂空处被刻断或者刻得不整齐。刻出一副完整的门
笺，大概需要两小时。每次刻好后，便要向我展示，那
兴奋的样子让我感受到母亲的喜悦。

当母亲刻门笺的手艺越来越高时，却遭遇了另
一个风波。原来市面上涌入大批量价格低廉的印刷
门笺，以至于母亲的手刻门笺很难卖出。为了将手
上的门笺卖出好价格，母亲决定去隔壁乡镇市集试
试。为了节省车费，母亲挑起了装满门笺的货夹，拉
着肩头的两根麻绳，一步一步地往相隔几十里路的
隔壁乡镇走去。到了市集也是深夜，母亲在摊位上

苦等着，太累了的母亲站着睡着了，熬到第二天门笺
终于全部卖完了。母亲也实在走不动了，才舍得买
张车票搭车回来。到家的母亲从沾满灰尘的黑裤兜
里拿出一沓钱，开心地说：“你看这么多钱，我们不用
愁生活费喽”。

为了生活，母亲需要去集市摆摊，亲戚也时常来照
顾母亲的生意。他们付钱的时候，总偷偷多卷几张纸
币在里面。母亲接过递来的钱，只是捏了捏钱款，就发
现藏在里面的秘密了，这时母亲会把钱全部硬塞回亲
戚的衣兜里，坚决不收。不懂的我也会问母亲，为什么
不接受别人的好意，母亲却说“如果接受了这些好意，
我也不会安心的”。现在的我还从事着大学毕业以来
的第一份工作，在坚守 10年的工作期间也遇过以金钱
为诱惑的“好意”，我想一定是母亲曾经坚持用一纸门
笺，对抗艰难困苦的勇气影响了我，让我坚决地拒绝了

“好意”。
在那段相依为命的时光里，母亲低头刻门笺的画

面，韧如柳丝，如母亲的刻刀般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髓
里，也成为伴我一生的财富。

风吹门笺韧如柳
□ 李婷婷

几年前，我开始练习瑜伽。记得在做一个拉伸
练习时，因为腿太疼我便偷偷把膝盖抬了起来。正
在我低着头为自己的“不努力”羞愧时，却听到老师
说，“我看到有人把腿弯起来了，你做了很好的选
择。”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老师，她说，有益的练习并不
是把自己推到极限，而是尊重身体的局限，选择适合
自己的强度。尽管老师如此耐心解释，我依然怕被
别人瞧不起，常常颤抖着也要努力把腿抬高。而此
时，老师会轻声鼓励我“做自己的练习，不需要和旁
边的人比较”。

渐渐我不再关注周围的人，而是去感受自己呼气
吸气的节奏，随着呼吸起落。工作的纷扰似乎也安静
了很多。每周日清晨老师的课堂，成为我忙碌一周后
的小确幸，似乎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滋养着我，让
我有了更多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波折。

去年年底，爸爸重病住院，一度连喝水都很困难。
我用小勺一点点喂他，但水送到嘴里他也不能直接咽
下，要先歪一点头把水含到一边再慢慢咽下。有一天
他看我拿着水杯大口大口地喝水，说很羡慕我，怀念起
他放在家里的大玻璃杯。他说以前他也是拿起杯子就

咕嘟咕嘟喝上好几大口，哪像现在这么麻烦。看着爸
爸难受的样子，我第一次体会到，每天能大口喝水这样
普通的事，竟也是巨大的幸福。所幸，爸爸渐渐恢复，
又可以享受痛快喝水的日常。

后来我读到迟子建的《撕日历的日子》，更加感受
到这些平凡小事的珍贵。她说小时候家里会挂那种厚
厚的可以撕的日历。早上她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便是
赤脚踩着枕头去撕日历，那时总会听见父亲做早饭的
噼啪柴火声。如果撕到红字的休息日，她便会捏着日
历钻回被窝，任父亲对她喊：“凉了凉了，起来了！”也赖
着不起床。直到父亲恶作剧地把小狗放进睡房，小狗
温情地冲她呜呜叫，才缓慢爬起。多年后，父亲过世，
每当她回忆起童年撕日历的小日常，心中总是一股暖
流。读着她文字间满溢的温馨，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
与父母团圆的幸福。

生活中有些看似平凡的“小确幸”也许并不平凡，
就像每个周末愉悦身心的瑜伽课，每天大口喝水的满
足，每个清晨撕下旧日历又钻回被窝的温暖。它们总
是日复一日地守护着我们，让我们在日常中感受到满
足和幸福。

不平凡的“小确幸”
□ 李晓宁

荆荆日时评

“两老人高铁霸座骂买票女生不要脸”“女子带娃
火车上霸座睡觉，理直气壮拒绝让座”“我先坐就是我
的座”……近段时间，高铁霸座事件屡被曝光，霸座者
大多气焰嚣张，被霸座者反倒成了弱势一方。乘务员
劝说，甚至乘警出面都不好使，正义一方反倒成了弱
者。这种现象让人不禁想问，高铁霸座者嚣张的底气
从何而来？

高铁霸座是一种令人愤慨的不文明行为，侵犯了
其 他 乘 客 的 合 法 权 益 ，也 扰 乱 了 铁 路 运 输 秩 序 和 安
全。高铁霸座者目中无人，不听劝阻，甚至还恶言相
向，威胁暴力。这种行为不能姑息纵容，必须“霸气”说

“不”，并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要拿起法律武器，对高铁霸座者依法严惩。我国

已经有了《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涂改、伪造车票或证件
乘车、恶意逃票或霸座等行为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2021 年，国家铁路局已经出台《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征
求意见稿）》，首次将“霸座”惩规定纳入其中，表明对高
铁霸座行为的零容忍和坚决打击的态度。因此，遇到

高铁霸座事件，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让他们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不同的情节和后果，他们可能面
临加收票款、拒绝运输、治安拘留、罚款、刑事拘留、有
期徒刑等处罚。同时，他们还会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受到限制乘坐火车、飞机等措施。

要发挥舆论的力量，对高铁霸座者舆论谴责。高
铁霸座者不仅违反客运合同，也违背了社会公德。他
们缺乏尊重、理解和同情，只顾自己的私利和舒适，不
管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他们缺乏自律、自省和自责，不
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过分，不听从他人的劝阻和制止，甚
至还反咬一口，辱骂、威胁、殴打他人。这些都反映了
他们道德水平的低下，人格品质的败坏，社会责任感的
缺失。因此，遇到高铁霸座事件，应当积极发挥舆论作
用，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成为“过街老鼠”，受到道德上的
唾弃和鄙视，成为反面典型，起到警醒作用，对预行霸
座之事者形成巨大压力。

要 发 挥 社 会 监 督 的 威 力 ，让 高 铁 霸 座 者 无 处 遁
形。高铁霸座者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觉得自己不
会受到有效制约和惩戒，或者即使受到了，也不会有太

大的影响和损失。这就涉及到社会对高铁霸座者的态
度 和 反 应 ，以 及 社 会 对 于 高 铁 霸 座 事 件 的 处 理 和 预
防。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
问题。比如，有些被霸座者选择了忍气吞声、退让让
步，没有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
和投诉；有些旁观者选择了冷漠旁观、置身事外，没有
积极支持和帮助被霸座者，也没有向高铁霸座者施加
压力和谴责；有些承运人和执法人员选择了敷衍了事、
推诿扯皮，没有及时出面制止和解决高铁霸座事件，也
没有依法追究高铁霸座者的责任。这些都给了高铁霸
座者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因此，
遇到高铁霸座事件，应当加强社会监督，形成合力和共
识，让他们无处遁形。

歪风邪气必须制止，无视公德良俗的行为必须付
出代价。对高铁霸座行为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无动
于 衷 ，更 不 能 纵 容 姑 息 ，必 须 及 时 制 止 、“ 霸 气 ”说

“不”。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拿起法律道德的武器，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建设一个文明、法治、有序的
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霸座行为必须“霸气”说“不”
□ 老鱼

生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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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梅雨把炎炎夏日引来，曾经只有几朵点
缀的粉白色荷花如今充斥整个荷塘。淡粉的、纯白的荷
花，绽放在翡翠色的荷叶之间，池塘中呈现出一片笑脸。
一同赏荷的伙伴告诉我，荷花每天的开花数量都是前一
天的一倍。这一池子的荷花，前几日还是三三两两的花
苞，今日便盛开得密密麻麻，荷塘都略显拥挤了。原来在
静待花开之前，它们正沉潜蓄势，厚积薄发。

大自然中这样的情况可不少见。竹子的生苗被埋入
地底后，长成一根修长挺拔的模样的竹子需要 5年的时
间，前 4年地里它只长了 3厘米，连表面的土壤都没突
破，只将根部延伸至数百平方米。纵横的竹根深深地抱
住土壤，贪婪地汲取其中的养分，在最后一年里，每天长
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达到 15米高。《菜根谭》有云：

“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
可以消噪急之念。”潜伏得越久的鸟，会飞得越高。

植物如此，人亦然。司马迁 20岁开始学游天下，他
从长安向东南方向出发，行至楚地，站在屈原投江殉国的
汨罗江畔凭吊缅怀；经过曲阜，考察齐鲁文化，领略孔夫
子的遗风；路经楚汉相争的战场，体会两军厮杀时的刀枪
如林、硝烟弥漫。他历经十几年寻访各方旧地遗址，收集
各种旧闻或文献史料，又经过筛选资料、核对史实、梳理
逻辑、埋头创作，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鸿篇巨制为中
国补齐了上古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每当翻开
《史记》，都会被司马迁为了创作积累素材而行万里路的
精神所折服。

厚积薄发，正是人们在面对逆境时的真正力量展
现。电影《夺冠》中有一幕：女排队员们挺胸后拉开手肘，
迅速向下击打排球，这样的接球动作每天要重复 500
次。结束上午场的训练后，汗流浃背的队员们手上握着
一个饭团，匆匆上车去往下一个训练地点。汗水、泪水、
血水，日复一日地进行基本功训练中提升速度、力量和命
中率，在下一个大赛时绽放光彩。庄子在《逍遥游》中说
过：“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蹴而就的背
后都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地稳扎稳打，厚积薄发。

当我们被厚土覆盖时，将根向下向远延伸，收集更多
的养分，在盛开的季节厚积薄发，绽放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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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阳光渗过窗帘，映照在床沿上，窗外，蝉鸣阵阵，
声声入耳。被蝉声所扰，我再也无法入睡，于是起身沏一壶
茶，倚在阳台的摇椅上，翻开书本。我静静品读书中字句的
妙处，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情绪，不知不觉沉浸其中。直到
一束亮光掠过书页，我才恍然意识到时间已过许久。

或许人们常说的心流即是如此吧，静心于心中所念，便
不易受世事纷扰。想起“风流文采，照映一时”的沈周，在文
人都以进士为志向的明朝，他却独爱平凡真实的世俗生
活。他在乡间一处别业中书写作画，并自称“石田”，整日与
农田为伴，与农人为邻，种花种菜，酿酒酿醋。他的画笔不
仅描绘山川流水，也刻画秋蝉石榴，家猫水牛。沈周一生未
曾远游，也没有为了逃避喧嚣而刻意隐居深山，正如他在听
泉画卷上的题文：“要知泉在心，心远地则偏”，真正的归隐，
是隐在心灵，是在凡俗平淡的生活里寻一方净土。

能够静心于心中所念，抑或是因为有笃定的信念。
贝聿铭当年讲解卢浮宫扩建计划的设计方案时，提出在
拿破仑广场中庭建一个玻璃金色塔作为入口。无数的非
议和质疑随之纷至沓来，有人说这看上去就像廉价的假
钻石，有人说他会毁了巴黎。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贝聿
铭没有让步和妥协。这个设计理念是他仔细研读法兰西
历史之后做出的慎重决定，他知道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默默坚持着。正因为这份沉静坚守的心，人们今天
前往卢浮宫时，才会看见巴黎的天空倒映在金字塔的光
滑表面，感受到光线透过玻璃射向地底的奇幻色彩，灵
动、美好。

还有绘本画家蔡皋奶奶，年过六旬的她仍像个孩子
一样，用温柔的眼光看待世界。她在城市的屋顶开辟田
园，照料花草瓜果，为日光欣喜，为落雨感动。一朝一夕、
一草一木，都是她描摹生活的线条；一场游戏、一次梦境，
都是她缝制故事的针脚。这位看似无忧无虑的老太太也
曾受过冷眼和打压，她知道外界有多么复杂，只是她为自
己编织了一张过滤网，筛除杂质，只留下豁达与乐观。闹
市中，她静静怀揣着一份童真和浪漫，在心底的桃花源里
怡然自乐。

浮世难免喧哗，我们既不可逃，也无可避，不如置身
其间，在心里为自己斟一杯茶，读一首诗，守一份安宁，再
多纷扰，不过风月。

清晨，我和母亲推着女儿去散步。漫步在小路上，突
然有只松鼠跳窜着从眼前闪过，显得格外活跃；几只鸟儿
在丛间嬉戏，叽叽喳喳；河两岸垂钓的老人，甚是悠闲。
旭日东升，几缕阳光暖暖地倾泻到小车里，只见女儿慵懒
地伸个懒腰、嘴角上扬露出甜甜的笑。母亲一脸慈爱地
看着她的外孙女，时不时用手掌遮一遮洒落在女儿脸上
的阳光。这一刻，我不经意地湿了眼眶，祖孙三代一起沐
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多么幸福！古人云，知足方能常
乐。学会知足，清晨的每一缕阳光都是暖暖的、岸边的每
一丝清风都是甜甜的。

翻阅古籍，不乏知足之人。《明儒学案》一书中记载，
明朝金溪有个叫胡九韶的人，他家境贫寒，一面教书，一
面努力耕作，仅可以衣食温饱。每天黄昏时，他都要到门
口焚香，向天拜九拜，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妻子
笑他一天三餐都是菜粥，怎么谈得上是清福？他却说很
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兵祸；又庆幸全家人都能有
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挨饿受冻；第三庆幸的是家里床上
没有病人，这不是清福是什么？所谓清福，便是衣食温
饱，身体康健，生活恬淡。知足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对自
己所拥有的珍惜，不攀比，不艳羡他人。

近代的弘一法师亦是如此，他一条毛巾用了十多
年，破破烂烂；一件衣服穿了好几载，缝缝补补，曾经有人
劝他该换新的了，他却觉得还能够穿用。出外行脚，住在
脏乱窄小的旅馆里，臭虫又多，有人提议他换一间吧，他
屡屡不动，觉得没关系。平常吃饭的佐菜仅有一碟萝卜
干，他还吃得很是开心。正如弘一法师在《人生没什么不
可放下》中所说：“事能常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寻常人中，也有不少知足常乐的智者。我曾经听过
一则商人与渔夫的故事，商人在海边看到渔夫躺在沙滩
上晒太阳，便问：怎么不出海打鱼？渔夫说，昨天已经出
海了。商人追问：干吗不出海多打点鱼卖更多的钱，然后
雇人打鱼，自己就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渔夫愣了
愣说道：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吗？渔夫拥有知足的心态，
每天生活悠闲自在，恬淡美好。

清晨的阳光、午后的微风、傍晚的朝霞，都是大自然
的馈赠。学会知足，珍惜拥有，活在当下，生活定会绽放
幸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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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荷家族庞大。不管田间、池塘、湖荡，都能
见到它的身影。每逢农历六月，遍地荷花千娇百媚、乡
间大美。若是哪家嫁女，花轿必定走过荷塘栈道。扮
着“和合二僧”的人儿仙气浩荡，满身缎纹闪着光，雍容
地贴过荷面。倒影湖中，荷中荷，画中画，一派祥和。
赐新人一枝红莲，一只圆钵。寓意红袖添香，和合团
圆。场景喜庆盛大，延伸长长的荷道，恰好对应“连趺
双仙，和合有缘”。诗意、禅意皆有。

夏日，我沉湎大地最美段落里怡然自乐。穿过纵
横阡陌，荷田碧叶亭亭，花儿端然有致，像簇新多姿的
少年。走着禁不住驻足亲吻花儿，抑或采撷硕大的荷
叶当遮阳伞。深秋季节，寒田水枯，农人来挖藕。小孩
们围拢埂边，热闹得像过节一样。那些粉嫩的藕节，香
脆甘美，俨然秋日最美的食物。

塘边水田春早，祖母栽种蒲笋草芽；我于田埂空
白处偷偷埋下几根藕节，每天放学都去观望。芒种
过后，雨水丰沛起来，栀子花开了，枇杷熟了。水田
的一隅居然浮着荷叶，还有一枝红莲挺立其间，我高
兴得把所知道的咏莲诗都读出来：“清荷盖绿水，芙
蓉披红鲜”“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幻想着这些
藕根大面积蔓延，明年这里就是莲池：满眼的碧绿，
满眼的流红。

祖母种蒲、我种荷，是氤氲秀水中的绝配。之于
蒲，之于荷，甚或田底污泥，都似乎能望见无数芳华。
它们和谐共生，年年相安；蒲笋春天安静地抽出草芽，
荷叶夏日高擎柄伞，呵护花开、莲籽、莲藕长成。它们
根须饱吸野望之气，芽叶丰硕。轻轻掰开莲籽，圆润的
米、青绿的芯，带了馨香和微苦。而微苦中的回甜，教
我体味生活的意义和永恒的绿意。秋日过后，新香无
从挽留，隔年的旧味使人依恋。我沉浸这些成熟生命

里深情回望，品味收获的过程，充满对岁月的感激。月
亮升起时，乡村的夜晚“蛙鸣蒲草何曾问，水半门扉亦
不知”。窗外微风习习，密密流动如织，各种层次恰如
一个乐曲的章节交替进行。如果蒲菜、荷也会弹奏，它
们的琴声也合着天然的草香吧。

《浮生六记》：“瓜蔬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从芸
娘身上，我看到祖母的贤达。她用“荷菜”换回一种有
情的农家生活。每年 8月，祖母手工剥离草芽，蒲菜露
出白玉般嫩茎。用它炖肉汤，或煎烩肉圆，是夏季不可
多得的鲜香美味。除此，祖母还将莲子、菱角去壳洗
净，配上青、红辣椒一起炒，红绿白，通体的清香，随风
飘出几里外。仲夏清晨，祖母早起采摘新鲜荷叶，将大
米、芡实、薏米淘洗放入陶锅内，然后将荷叶覆盖锅上，
慢火熬煮。渐渐地荷叶变深，汁液浸入锅内，荷叶粥即
成。再端小菜四品：腐乳、酱瓜、笋丝、虾籽茭白，一股
淡淡的荷香顺着瓦缝游弋。由此想到，一颗莲子入泥，
从发芽、叶子长出、花儿绽开，到果实长出，经历多少艰
辛。而“莲子里藏着新的莲子，种子里藏着新的生命。”
又富含着一个颇具哲学性的思考。李商隐云：“世间花
叶不相伦，化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
合任天真”。不但描摹荷花共荣共衰的品质，同时也传
达世间唯有荷叶红花相得益彰，和谐美满。

初冬，满池残荷寂静肃穆，不觉顿生敬意。此时的
荷趋向生命成熟的哲思，那些干枯的莲蓬、折断的茎
秆，还有浮水的卷叶……像宋画里的“格物”，以及不经
意间的韵味；也像祖母老去后的铮铮风骨——敬畏和
热爱尽在其中。

年少的记忆缥缈，没有如今的立体和真切。望着
午后冬日阳光中飞舞的尘，回想有关荷的往事，既远又
近，既实又虚。而我愿将深爱的荷，永恒地拉近眼前。

荷影·蒲草
□ 方华敏

生生活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