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
载
哲
理
的
黑
白

□
赵
隽
飞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祥子人
生中的三起三落，见证了他从一个自信的青年变成良心尽失的行
尸走肉。令人惊奇的是在老舍的笔触下，用象征不同意义的黑白
色彩来承载着故事的哲理。

黑白，是身处绝境的黑，和希望带来光明的白。祥子辛苦攒钱
买的车被抢走，寂夜中他心灰意冷，四周一片漆黑，心中似波动的
黑海。突然他想到可以拿自己牵的三只骆驼卖掉去重新换一辆
车，瞬时燃起了希望，黎明驱赶走了黑暗，他看到了太阳。就如他
说的“四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现在他自由地走着
路，越走越光明。”曾经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三只骆驼就是盏希
望的明灯，漆黑一片的世界因为心里的希望迎来了光明。

黑白，是人生际遇的黑暗，和向往安逸幸福的白。祥子好不
容易存的一点钱都被孙侦探敲诈，他走在路上，只想大哭一场。

“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走。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
着些大黑脚印。”回首前路，四周一片洁白的安详平静，独他经历
的那些痛苦，车被抢，车被偷，和虎妞在一起，这每一步都化为了
深深陷进去的一串黑脚印，在每一个洞中，都有他孤寂和苍凉的
往事。谁都渴求洁白无瑕的人生，只是世事无常，总有低谷的黑
脚印伴随。

黑白，是晦暗堕落角落处的黑，和勤劳善良
的白。曾经在车厂里，只有祥子手不闲着，院子
门口永远干干净净。经历了人生起落后，他开始
随波逐流，迷上吸烟卷，只要有一天的活命钱，就
不再往外拉车。曾经，祥子为自己与众不同自
豪，如今他在黑暗中丢弃了自己，反而觉得舒服，
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
望独自成为白毛的。”原本心灵洁白老实的青年，
最终变成一个失去灵魂的懒汉，人格彻底堕落黑
暗深渊。

每个人会遇到那样多的黑与白，就如祥子经
历车被抢的黑和骆驼带来希望的白，身处低谷中
的黑和四周一片安详刺眼的白，懒惰偷窃的黑和
满心上进不合群的白。分辨黑白虽易，可若想

“黑”向“白”，往往都需要明智的头脑和一颗坚守
的心。

读读书笔记 山野漆树表心志
□ 许永强

《诗经·秦风·车邻》：“阪有漆，隰有栗”，友人欢
聚作乐，门前高坡上栽着漆树，洼地里生长着茂盛
的板栗。《诗经》中，漆和楸树、泡桐、梓树都是重要
的树种。涉及漆树的诗句还有《鄘风·定之方中》中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漆，
隰有栗”等诗句。

漆树原产中国，别名山漆，漆树科漆树属落叶
乔木。每年的 5-6月开花，为黄绿色，圆锥花序。
7-10月结果，为椭圆形，外果皮呈黄色，成熟以后
它不会裂开，中果皮呈蜡质，具有树脂道条纹，果核
棕色，果实比较坚硬。漆树全身是宝，漆木能做乐
器、家具、装饰材料，种仁可榨油，果可制作甘油、油
墨、肥皂等。漆液是天然树脂涂料，素有“涂料之
王”的美誉。

我国先民对漆的认识和利用的历史，非常悠
久。漆树因外皮损伤会分泌液汁，并结膜，这一现
象被先民觉察和认识。考古界在距今六七千年的
河姆渡遗址发掘了一只漆木碗，化学成分为天然生
漆。《山海经·西经》记载：“英鞮之山，上多漆木。”可
见史前秦岭一带分布很多野生漆树。春秋时期，漆
树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出现了成片种植漆树的漆
园，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庄子年轻时就曾在宋
国蒙地当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史记·货殖列传》：

“陈夏千亩漆……皆与千户侯等。”说明到西汉时，
已有大面积的种植漆，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此后，历经二千多年，我国的漆艺达到顶峰，产生了
与漆树有关的栽培技术、割树取漆、漆器技艺、漆画

艺术丰富多彩的漆文化。成书于明代的《髹饰录》，
是我国古代唯一传世的漆艺专著。该书记载了漆
器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禁忌，将漆器分为14
类 101个品种，在我国漆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
要地位。如今，生漆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素以“国
漆”著称。湖北的志埧漆、竹溪漆，陕西的安康漆，
重庆的城口漆，贵州的毕节漆为五大名漆，驰名中
外，畅销国际市场。

我国古代精美漆器稀缺昂贵，且色泽肃穆庄重
又神秘威严，被皇家及贵族作为礼器用在祭祀、征
伐、宴飨等活动中，彰显使用者身份、地位和权力。
《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
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
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
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是漆器作为礼器最
早的文字记载。唐代漆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
凿，精妙绝伦。从河南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
秘色瓷瓶脱漆碗看，其工艺精湛，富丽堂皇，光彩夺
目，是我国古代金银脱漆工艺的最高成就。明清时
期漆器进入全盛时期，除官菅漆坊外，民间制漆中
心兴起，如苏州雕漆、扬州漆镶嵌、福州脱胎漆等，
手法有金漆、描金、彩漆、填漆、戗金、堆起，识纹描
金、螺钿、百宝镶等，髹饰工艺达到一个高峰。

漆画起源于商周，一直传承至今。传统漆画
是指古人根据不同漆器形状，在漆棺、漆衣箱、漆
奁、漆盒、漆乐器上描绘装饰性绘画。我国考古
出土的一些漆器上漆画非常精美，反映了当时高

超的漆画技艺。《迎宾出行图》是我国现存最早、
保存最完好的一幅漆画。这幅战国时期楚国一
个漆奁上的环带形画幅，运用线勾平涂手法，使
众多人物组成了一幅色彩富丽、富有立体感画
面。

与漆树相关的诗句很多。唐代杜甫的“漆有
用而割，膏以明自煎”，漆因为有用，人们在取它
时，漆树就会遭到切割，油脂可以照明，燃烧时它
自身必然会消融。借漆树警示和谴责趋炎附势之
徒；唐代柳宗元的“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
成器”，用汉代樊重侯爷做漆器种树的典故，表达
自己被贬万里仍不空度流年的志向。唐代诗人王
维隐居终南山作《漆园》曰：“古人非傲吏，自阙经
事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已然成为
诗人隐居山林的幻境。唐诗中还有刘禹锡的“瑶
坛被髹漆，宝树攒珊瑚”，贯休的“涧水仙居共，窗
风漆树寒”等。宋代梅尧臣的“斫漆高崖畔，千筒
不一盈”，陆游的“象箸与玉杯，漆器实其由”，孔武
仲的“带露葵花贮漆盘，周遭仍簇小鸡冠”，苏轼的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都是借漆或
漆器表明心志的诗歌。

与漆有关的成语典故、历史传说也很有意思。
比如女娲把不孝敬父母的“漆”变成树，用“漆”流的
血涂饰工具，流传千百年，以示对不孝子警戒、惩
罚；出自《史记》中的如胶似漆，将胶与漆结合引申
人之间的感情亲密无间，以及秦二世“欲漆其城”的
典故，如今已成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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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在时代背影下的乡土叙事
——略论铁舟诗歌的当代性

□ 王经砺

垄垄上评诗

读湖北诗人邹林的书《红与蓝》感觉他将文学
技巧点进了词语的穴位，在脆弱与顽强中把感性
放大，把理性存于想象，让一种磁性的引力盛开春
天的花朵，稀释长衫脱与不脱的冲突感，这正是我
喜欢的。

作为文人象征的长衫，脱与不脱，在文学作品
中都有典型的人物，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
衫的唯一的人”，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去
集市叫卖。时至今日，长衫的脱与不脱仍然拷问
着文学作者的灵魂。作为放过牛、务过农、挖过
煤、服过兵役、当过保安的邹林，是一个在脱与不
脱间体力不支的求索者，更是一个拒绝缘由的叩
问者。他认为“诗本身穷酸，诗是情感竖起的一块
正义之碑//在这块碑前，只有淡如水的君子才能
看见/它价值。只有把诗当武器，与/邪毒对决者，
才配拥有”（《淡如水》）。读他的诗，能感受到其内
心的波澜是有痛感的，他的愁绪来自本身和苦难
的结痂，如“伤痛在身上留下疤痕，里面的故事/罄
竹难书”（《回忆》），“母亲，你留一个坟包给我/我
时 常 来 跪 跪 ，来 看 看 你 的 荒 凉/一 堆 黄 土 寂 静 ”
（《这一生没喊过一声妈》）。当这些疼痛如美学幻
影砸在他心头，打开笔尖，墨汁就开始惯性般流
淌。然而，没有温暖、在寒风中生成的那份耐力所
带来的情绪的律动是沉重的，不亚于一架独弦琴

的凄婉。
对邹林而言，诗歌是黑暗与贫乏间的精神支

柱，是他唯一的温暖、痛楚的药剂、旅途的落脚点，
直抵诗情的核心。他在脱与不脱的拷问下不得不
跳进生活的纵深处，拉出疼痛的经纬度，“兄弟，累
了吧/从贫困的乡下出来淘金，讨生活/讨那条生
存之路”（《睡在大街上的民工》）。两难间，他又想

“跟困局商量，如何突围/受困于自身，打不响的枪
支落在/壕沟里”（《如何突围》）。他再次钻进时间
的夹缝，寻找那株绿出地面的萌芽，“一阵剧痛，眼
泪和汗都出来了/忍住叫喊，继续走/前面是阳春
三月”（《迟到的春天》），在狭隘与豁达的界面不断
摩擦，不断连接天边的水潭以解渴眼前的干涸。

面对生活的疼痛，邹林总是喜欢露出那身硬
于他人的鳞片，极力拆解大众化的逢场性场景。
他是“一滴蓝，外层的晶莹照亮黑暗/内核的力量
撬动磐石”（《一滴蓝》）；同时，他又是“一块石头/
在霜雪中固守，在雨中静候，在灾难中挺立”（《在
一场雨中修炼》）；他还是“被黑暗放生的黎明，露
出笑脸/它携带的梦境藏有众生所需的光、温度/
和前行的方向”（《被黑暗放生的黎明》）。他的诗
像刀口利刃，不停解剖生活的细胞，那挥舞的刀
锋所呈现的语言力量如厨子切肉，那种心境与指
向有着狩猎般的深入，其意义远大于卿卿我我的

咂巴。
邹林的诗很注重锤炼语言的辽阔和意境的清

晰度，然而语言与意境的炼炉，在他的诗中又是无
痕的。他把飘渺与具象放在情感塔上晾晒，那种
从缝隙流下的痛感，时刻在文字里扭动。如“我站
在黄昏，看夕阳落下/一只从黑暗里飞出的蛾虫猛
地扎进我的彷徨”（《深秋的这个时候》），“山川、河
流、草木/它们纯粹、洁净、干脆，有捧泥土足够/它
们无欲、不贪，有片阳光足够”（《社会很单纯复杂
的是人》）……这些无处不在的事物在他笔尖闪电
般演化，然后进入词语的宇宙，强烈的表现欲与理
性的隐喻，在语言营造意境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朦
胧及风景清晰的照片，让人舒畅、震撼、共鸣和身
临其境。

读邹林的书《红与蓝》，他像是在浮躁与急
切中啃完桑叶，被丝线缠绕而渴望突围的蚕，光
溜溜赤条条的身子，连一粒纽扣都没有；又像是
一条死潭里的鲫鱼，搅动的水花都是凄凉的。
思考与抒写带来的快感，是他不断勇于前行的
利器。他崇尚精彩，但不追逐星光，所以一边向
上，一边向下，把写作与审美铺在一个风景之外
的崖边，一种悬险的鞭挞和责任感的直呼，让诗
歌质化成一把铲子，积极施救那块被强制撂荒
的精神薄田。

脱与不脱：在情感塔上晾晒长衫
——邹林诗歌印象谈

□ 杨维松

文学艺术的本质有五重内核：意识形态本质、
认识本质、社会实践本质、特殊生产本质、审美掌握
本质。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艺术地认识、
反映、体验和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60年代末出生
的诗人铁舟，30多年来，徘徊在乡村与都市、传统与
现代、解构与建构、传承与超越中深度自省，以其思
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浓度，把握时代脉搏，紧贴生活
肌理，沉潜于俗世烟火，感悟先声、触摸痛点、书写
慈悲，在不断打破庸常生活的樊篱、打磨生活的灵
光、找寻生命的意义、探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方式
中，经营属于他个性诗意的栖居。

精神原乡——诗意栖居的出发地

每一个诗人或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精神的原
乡，这就是他们文学梦想的原初出发地，对铁舟而
言，这个地方就是郑家铺——鄂西南边陲小镇，地
处湘鄂西交界处一个山灵水秀的地方。郑家铺，囊
括了中国乡村所有的精神韵味和人文风物，是铁舟
的精神原点。以此为圆心，诗人的精神空间不断向
外拓展延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时空辐射。苦竹、
甘泉、金钟、皂角，以至于暖水街、河沙湾、卸甲坪、
华子咀、宝塔湾、航空路、海子湖、江津路、纪山寺、
熊家冢……。紧随这些地理标识的位移，诗人如一
只蛰伏的蜂，用一张流血的纸、一支流泪的笔，在这
片土地上酝酿蜜意与芬芳。他把浓郁的乡愁，密集
的沉思，无限的豪迈与激越嵌入这些地名里，用理
性的精神光芒穿越乡村、穿越丘陵、穿越河流、穿越
都市丛林，贴近世俗、直击荒芜、直抵灵魂。郑家
铺，始终是他滋养灵魂与积蓄创作激情的原乡，这
里是蓄养他文学精神元气的地方，也是他诗歌构思
的原点，透视所有日常的瞭望塔。从他诗中的意象
和场景呈现及回溯来看，随时皆可触摸到郑家铺的
影子。他的诗集《松针上有蜜》中，所写的松树，正
是生长在郑家铺千山万壑中的一种再普通不过的
树。而蜜，某种程度上正是他对苦难经历乃至庸常
岁月反刍咀嚼之后的回甘。正如他写道：“私密的
事，大多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小时候上

山放羊，偷吃的/那些松针上白色的东西/不是鸟
屎/这纠缠多年的羞耻/曾带给我贫穷的童年/无穷
的隐秘的满足与甜蜜。”这是他对故乡的精神皈依，
是时代语境下的价值回溯与重构，也是对人生价值
追求与反思的终极定位。

时代语境——终极关怀的视域阀

作为“准70后”，铁舟经历过当今社会两个世纪
重要历史时段，见证过乡村、城市、体制、时代之变。
他从乡村阡陌步入城市街区，在一次次完成位置、身
份、角色转换中，俯瞰城乡巨变、思想情感嬗变、社会
价值观变迁。他始终保持对时代变革与环境变迁的
敏感，始终关注文化的濡化、涵化与社会化，自觉形
成文化适应，以诗意回应现实。文以情志为先。他
的诗叙事性极强，但情志的潜隐方式，把生命的感应
与深层审美体验融为一体，只要找准一个切入点，就
会立刻把你带入他所关注的事物之中，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一步步让你进入事物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也
是他的思想和情感到达的终点。而这个切入点，其
实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思考的焦点——时代语境。他
在叙述、还原、呈现中游刃有余，不动声色地把当下、
在场、疼痛的诗学主张融入语词，把灵感与激情冷静
地隐藏在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背后。他始终没有脱
离他所处的时代轨迹，始终没有淡化与改革开放同
龄的这一代人应具备的使命与责任感。他有大悲
悯和终极关怀的原始创作冲动，有直达真理不畏权
贵世俗诟病的勇气和决心。正如他在《把天空还给
天空》中所写：“很多时候/我们一厢情愿/以为参透
了人世/却对寂静的野生世界/一无所知。”他努力
挣脱文学讲述的具体语境，包括言说语境、地域语
境、生活语境，始终秉持乡土叙事的本真性，葆有对
城乡巨变带给人们新的精神与物质体验，将时空位
移和生活幻化后的疏离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如
《需要一场雪》：“这个世界已经太黑/需要一场雪来
漂白/人世间有太多陷阱/需要一场雪来粉饰太平/
我活得太虚伪太累/需要一场雪来帮我完成/自欺
与欺人/我们都太脏/需要一场雪来掩埋。”他善于

精密地表达生活现场，醉心于淬炼时代与价值之
变，把读者和观众带到岁月的风口，感悟尘世的洞
见与亮光，遇见未知的自己。《元旦登宜都界山岭有
感》：“最先登上山顶的人/也许最后下山离去/山顶
之上，还有山顶/而我只心痛半山坡上/那些零落的
橘子/做梦都想向上爬……”

解构日常——叙写把控的关键词

诗歌关注日常生活，是中国文学进入个体化写
作思潮的重要转向。它标志着宏大叙事的暂时隐
退，但并不代表整体性叙事的失效。诗歌要完成人
与生活之间“互塑”的改造、搏斗乃至诗意、浪漫的
演绎。铁舟擅长截取极具质感饱含烟火气息的生
活意象，善于捕捉大时代与典型环境中的敏锐细
节，运用高度简洁凝练的词语，把厚重严肃深沉的
主题用诗意呈现，使人们回归生活的本质，感悟有
质感的现实，通过反思历史、反观现实、反思人性，
把握当下与未来。铁舟诗歌特点集中在一个“真”
字，真实、真切、真挚，虽然叙事平实，但彰显的都
是真性情，呈现自然，但最抚凡人心，最能触及灵
魂。铁舟一直秉持“当下、疼痛、在场”的诗歌理
念，坚持敬畏、敏感、坚硬、细微、浅白、叙事、呈现
等写作标准，保持审美贯性，勤奋执着地打捞日常
的生活诗意。他善于在对地方性生活集中呈现
中，蕴藉着地方性知识对人的观念制约，对个体生
活遭遇的生活磨砺的经历表达。他严肃精妙地审
视日常庸常，这正是考验其面对生活之神和命运之
神的囚禁，人可能激发出应对乃至救赎的生活哲学
和生命活力的情境场域，对人在生活之流的自然顺
势当中的隐秘变异，是对人性与人心的多面性、可
塑性、深邃性、恒久性乃至超越性的深刻而形象的
洞悉，对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荒诞不
经、自律信仰等的言说，展现其独特而丰富的生活
哲学。他像一只穿行于世间的大鸟，飞翔在独立的
精神时空，俯瞰这个多情的世界，以自己认识世界
的样式和反映世界的形式，触摸生活、抚慰苍生、触
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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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忘三二》是李娟三十多篇以“记”为题的随笔，记录了时
光流逝中的那些琐碎日常。书中她写道：“我失去过很多朋友，但
从不觉得可惜。既然渐渐发现了分歧，有了争吵，有了误解，再交
往也是无益。”朋友之间缘分尽了，相互抓不住了，放手也未尝不
可。在《野猫记》一篇中，李娟这样看待那些看似“没良心”的野猫：

“如今目送它孤独而坚定地越走越远，微微失落后总会大松一口
气，心里说：谢谢你变得和我毫无关系。”我惊叹她的这份豁达与勇
敢，更感慨她背后的这般坚强。人生本过客，何须千千结。有些
事、有些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剩下的人生终究要一个人走完。
面对生命长河中的这些聚散离合，李娟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淡然心
性，那不是冷漠而是坚强。

看到一段朗诵视频是汪国真《生命的列车》，不禁让人思绪
万千。“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
车……”每个人来到人间，就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父母、
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亲密爱人都是这趟列车上的人，他们总会在
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
不可替代的陪伴，再也无从寻找。”我总会忍不住忧伤，汪国真老先
生又告诉我们：“没关系。旅途充满挑战、梦想、希望、离别……就
是不能回头。”天地万物皆为过客，我们匆匆到来又匆匆而去，不晓
来路亦不知归途，只得一路向前别回头。

往来皆过客，我们这一生总要学会坚强地面对生命中的得与
失。记得刚上高中开学第一个月，我哭了很久。
因为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分开了，妈妈看我整个
人都提不起精神，给我写了封信，印象最深的就
是这句：“成长就是学会接受，接受失去，一个人
也能拥有前进的力量。”后来慢慢地，我打开内
心，在新学校也交到了知心的朋友。人越长大就
越明白，一个人向前的同时也是失去的过程，分
道扬镳乃是人间常态。“即便是在人生的海里遭
遇 一 场 大 雨 ，浑 身 湿 透 ，也 依 然 拥 有 前 行 的 力
量。我们每个人都是往事的幸存者，最终学会
的，都是如何与自己相处。”前行的道路始终伴随
着一个人的孤寂，我们逐步理解并且慢慢适应这
一切。

李白有诗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生活在无声地继续，生命的列车在不
断前进。往事如烟，岁月似梦，一路迷茫一路成长。

梁实秋的《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有这么一句哈：人在有
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所谓闲暇，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之谓，是免于蚂蚁、蜜蜂般的工作之谓。梁实秋每天写作、翻译
之外，会泡上一壶清茶，在泡茶的过程中，看着茶叶在水中起
伏、舒展，在满室茶香中体会一份悠然娴静；他也能在睡觉的时
候，从容地和蚊子苍蝇周旋，悠闲地观察苍蝇骚扰睡梦中的妻子
的一举一动，真可称得上“浮生偷闲第一人”。但我们绝大多数
人终是要每天为生活奔波忙碌，所以像梁实秋那样，学会给自己
一点闲工夫，给身体一份休息，给大脑一点缓冲，才能感悟到生
活的可爱与乐趣。

《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许红豆，在酒店前台当了十几年的大堂
经理，每天像一个齿轮一样不停地运转。直到闺蜜突然离世，自己
的身体也亮起红灯，她独自一人来到云南大理的“有风小院”，过了
三个月闲逛、跑步、读书的生活。她去马场看小马驹出生，小马驹
晃晃悠悠站起来的那一刻，许红豆眼圈红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
的情感也慢慢得到了释放。在苍山洱海和有风小馆的陪伴下，许
红豆逐渐治愈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和
价值。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自我和生活的本质。沈
复曾经说过：“旦得一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虽然沈复和芸娘

布衣蔬食、日子清寒，依然给自己找出闲暇时
间将日子过得意兴盎然。菜花盛开之际，沈复
约友人踏青赏花，芸娘以百钱雇一馄饨担子，
锅、灶具备，芸娘提前备好小菜，到时下锅，并
且带一个砂罐煎茶，一行人喝酒赏花饮茶，玩
得十分尽兴。给生活闲情，才会有兴致过野趣
的生活。夏日荷花初开时，芸用小纱囊撮茶叶
少许放在花心上，第二天早上取出，用泉水冲
泡，香气韵味绝佳。芸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无
论生活如何困顿、疲倦，也能偷出一点“闲”，给
琐碎日常带来一丝惊喜，给阴霾日子带来一缕
阳光。

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能闲世人之所忙
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
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著书。”如果不能避免生
活的繁忙，也要拥有清闲的心态，学会偷得浮生一
点“闲”，乐享生活的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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