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萤火虫
□ 阿敏

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与夏相遇
充满着神奇

没有经过刻骨铭心的痛
体会不到
觅见一丝亮光的喜悦

燃烧自己的身躯
不是为了季节
而是想让
世界增添光明

游弋的鱼
□ 李瑾

逡巡于川山蜀海
绝美的风景，秀美的凤凰山
奔流不息的州河
都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

徘徊于莲池中
在静默的时光里
看着荷花破泥而出
盛放芬芳

游弋于激流，亦或浅溪
无时无刻都在奋力向上
哪怕炎炎夏日，熬尽最后一滴水
哪怕料峭风寒，凝成晶莹一粒冰
都不会轻言放弃
游弋前行

故乡与竹笛
□ 舒连军

父亲
给我做了一支竹笛
我，吹出了春暖花开
蝴蝶伴舞

后来我再用竹笛
吹出来沧桑痕迹
和一座虹桥
桥连两头
一头故乡，一头远方

村巷
□ 翁衡临

老屋与老屋相拥
围成一条条无名的村巷
宽窄长短不一，纵横交错
条石或青砖上留存的印迹
是岁月之刀一笔笔刻下

村民走过，耕牛走过
鸡鸭鹅猪狗走过
孩童天天在村巷里奔跑
或捉迷藏，或上下学
有时也追着小动物嬉闹

在村巷里相遇
或打声招呼，或假装不识
无论是否端着饭碗闲聊
村巷里从不缺谈笑声
一条条村巷就是一部部生活史
串起村民的喜怒哀乐

诗诗意荆州

傍晚时分，好友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北漂做音乐
七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决定回乡。记忆的洪流涌上
心头，我还记得她独立完成新歌的那天，兴奋地跑来与
我分享。那时，她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告诉我：“即
使住在这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我以后也一定会闪闪
发光。”她靠着满腔热爱组建了一支乐队，演出和宣传
都靠自己，瘦小的她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有一阵子她不回消息，后来才知道她因为排练过
度喉咙失声了。她讲得云淡风轻，话锋一转继续和我
说起音乐，那一刻，透过她疲惫的眼睛，我看到了璀璨
的星光。那是我记忆中最耀眼的星光，也是她对未来
的执着与期盼。如今，她即将离开这座城市，我心中五
味杂陈，不理解当初那个踌躇满志的女孩为何会放弃。

母亲曾非常痴迷于写小说，可最后还是选择了一
份稳定的工作。意外的是春节回家时，我在家里发现
了母亲一摞厚厚的手抄本。橘红的封面已微微泛黄，
斑驳的纸张仿佛沉淀了无数的故事。里面的文字密密
麻麻，细看还能发现被时间淡化的修改痕迹。然而，这
本笔记本中，并不是她曾痴迷的小说创作底稿，而是一
届届学生的文章点评。原来，每次批改作业之后，母亲
都会用心地再抄写一遍。此刻，我的好奇心如沸腾的
茶水，无法抑制地涌出。家人都知道母亲曾疯狂地四
处投稿，但结果总是有去无回。

我疑惑地看着母亲说：“写小说不是你一直以来的
梦想吗？”母亲温柔地看着我，轻声说道：“人可以同时
拥有很多梦想，过于执着的热爱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
负担。”是啊，我突然记起母亲在凌晨仍埋头备课的情
景，想起她以寓教于乐的名义，带着学生们在公园里畅
游，想起她被评为年度优秀教师时灿烂的笑颜。脚下
的三尺讲台同样见证了她的热爱与付出。原来，母亲
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追逐着心底的梦想。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到了那天朋友复杂的心
境。或许像母亲一样，路走不通了就换条路重新来
过，也会遇见别样的风景。花开时闻花香，雨落时听
雨声，不疾不徐，顺其自然，因为生活本就是门“妥协”
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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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学习《大林寺桃花》，老师带着我们朗
读“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为什么山寺
里的桃花比其他地方开得晚呢？老师微笑着告诉我：

“那是因为山上和山下的温差不同，所以开放时间也不
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年幼的我自然不太明白老
师话语中的深意，只觉得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前不久我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竞聘，心情沉重地回
到家。奶奶看到我满脸忧伤，赶紧问怎么了。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我哽咽着向她诉苦。她没有多说什么，只
是拿出纸巾帮我拭去眼泪，然后带我到院子里，指着花
丛，缓缓地说：“你看这桂花，半月前开得那么好，转眼
间便落了一地，而菊花呢？前些日子还只是些花骨朵，
现在却全开了。”我顺着她的手看去，桂花树只剩下光
秃秃的枝干，几片枯叶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然而一
旁的菊花却竞相绽放，丝丝缕缕如俏皮的卷发，你挤着
我，我挤着你，好不热闹。我不知奶奶有何用意，瞪大
眼睛疑惑地望着她。见我未领会，她继续说道：“其实
人和花一样，都拥有自己的花期，或长或短，或早或
晚。”奶奶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拂过枯木，我心中的沉
重感也随之消散了许多。是呀，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为
什么要焦虑有人比我提前拥有呢？

不禁想到诗人高适大器晚成的故事。高适前半生
仕途坎坷，屡次科考未中，走投无路，只得退守老家梁
园，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在晨曦的微光中，他与
枪为伴，默默苦练高家枪法；在繁星闪烁的夜晚，他与
书为友，伴着摇曳的烛光苦读。他在梁园里耕种文武
之道，仿佛是在静静等待着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时刻。
在人生的暮年，被掩埋的才华如同种子被春风唤醒，他
终于实现了梦想，“直驱长安，叩天子门，成不世功业，
复我高家的赫赫威名”。我细细咀嚼着他的故事，似乎
看懂了他的一生。穿过得失，略过浮躁与焦灼，他在宁
静中等待着岁月的安排。

时光不语，花自有期。譬如那片山寺中的桃花，不
问世事，不惧春去，静静地在无人的山谷中绽放；又如
高适，于低谷中深耕，厚积而薄发。此刻，我终于明白
了奶奶的话，静待花开，才会读懂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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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厌倦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逃”往云南，
在仙境一般的泸沽湖泛舟游玩。湖水静谧，宛如一面
镜子倒映出天空和云朵，我乘的小舟仿佛缓行在天幕
中，大片的海菜花像散布的星辰，染着晨光在清波中摇
曳。船夫是当地的摩梭人，立在船头，手中的船桨在湖
面上一起一伏，似乎拨动着云海。眼前皆是美景，他却
毫不动容，面无表情地把控着船的方向。

我被眼前的一切倾倒，忍不住发出赞叹，对他说：
“你们生活的地方太美了，真令人羡慕！”

可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有些腼腆的摩梭人大叔
摇了摇头回答我：“这里哪有你们城市好，我们都羡慕
你们城里人的日子。”我有些不敢相信我听到的，大叔
叹了口气，抱怨起来：“城里好多高楼大厦，东西多，机
会也多。哪像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也没什么赚钱的
路子。”我愕然，还是无法理解，眼前这个拥有好山好水
的摩梭人，竟然会憧憬着我想要逃离的地方。

周末窝在家里看了一部短片《邻居的窗》。片中的
女主人公每天被孩子和家庭的琐碎围绕，生活的杂乱
与寡淡让她倍感压抑。一次，她偶然透过窗户看到对
面搬来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在家中毫无顾忌地亲
昵，节日时和朋友彻夜狂欢，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深深
地吸引了她。

但不知什么时候，邻居男主人剃了光头，整日苍白
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天，女主人公突然发现邻居的男
主人去世了，她仓皇间来到邻居楼下，看到邻居的妻子
正站在街边哭泣。当邻居的妻子抬头看到她时，她哽
咽着告诉女主人公，她认识她，丈夫生前常常和她一起
透过窗户“观看”着她的生活，他们知道她有三个可爱
的孩子，还有深夜她和她的丈夫坐在窗边给新生的小
宝宝喂奶，他们一直羡慕她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说完邻居的妻子泣不成声。

片尾两个女人相拥在一起，互相安慰。生活各有
各苦，只不过它们总是躲藏起来，不轻易示人罢了。

我忽然又记起那年泸沽湖上，不为美景所动的摩
梭人，他与我之间的话不投机，不过是因为我们隔着彼
此的窗，窥不见窗户之后完整的悲欢。羡慕是多么盲
目，像一张流光溢彩的面具，让我们为之羡慕，却忽略
了这并非生命的真实面容。

生生活感悟散散文精选

““荷荷””你相逢在夏日你相逢在夏日
□ 周天平

到南湖散步，突然收到某编辑发来的短信：说是要我
谈一谈加入中国作协后的感受。

有什么感受呢？是命运煎熬带来的感受，还是受到了
某些熏染？一时半会还真没有找到答案。

看见前面有两个人，举着花圈走向另一条岔路，我突
然想起我的老父亲去世时，学彦叔痛哭流涕的样子。于是
猛地一惊：这个为我父亲泪流满面的慈祥老人，他既是我
的叔叔，又是我曾经的语文老师。

他善良的本性，直接渗透进我呼吸的弓弦。那泪水如
甘露，滋润我的心田！

捧着《罗秋红诗选》，想起他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我感激的泪水，便在宅基地上长出“向日葵的嫩
芽”。我惊奇地发现，从那时读书起，我的这位叔叔，就成
为了榜样的力量。他不卑不亢的作风，和乐于奉献之精
神，一直影响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积极的人生态度，支撑
起向日葵掀起的音律，让潜意识里的颤抖音节，始终缠绕
向上的、坦诚的知觉，这知觉足可以拓宽人生境界，给我潜
意识留下因材施教的妙语连珠，留下了一页又一页“闪烁
的篇章”……

2012年我开通博客，我告诉他我写了很多散文随笔，
他说：“我早就觉得你适合教书，如今你教音乐，业余时间
还写散文随笔，这真是好习惯，只要你坚持，会有好的发

展。”他的话如空灵的妙音，串起生命的灵动与纯情，驱走
了我内心的浮躁和嘈杂。

虽然离开学校那么久了，但心中的楷模形象，一点也
没有模糊。始终缠绕着思维深处的那幅“民俗图景”。

学彦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虽然他只读了五年书，但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最后却成为了黄穴高中最优秀的人民
教师。

学校领导说他是勤勤恳恳，非常有责任心的好老师；
而他所教的学生，也常常感受到一种父爱情操和温暖情
怀。我作为他的侄女，更是感受到一种润物无声的激励与
安慰。

这次加入中国作协，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我的学彦叔，
假如我不转到黄穴中学，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假如我不在他门下读两年书，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道路。

尽管来到武汉很多年了，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直铭
记在心。尤其是老师给予的支持与鼓励，更加不会忘记。

今天，我是带着感恩之心，写下的这篇散文随笔，一些久
违的面孔，总是在记忆深处释放一种宁静而爽心的画面，这
画面让我触碰到了一种“精神大会餐”邂逅的最初念想。

这种念想，始终没有离开“灌溉根系”，它不仅激发美
好的热望和遐想，还让隐藏在旧日历里的感恩波纹，重新
找到凝聚的力量。

旧日历里的感恩
□ 罗秋红

生生活随笔

黑白棋子如阴阳两极，在纵横脉络的方寸网格间，演
绎攻与防、虚与实、整体与局部的厮杀争夺。我一直认为，
围棋就是这样充满辩证、富于变化、具有深奥哲理的智力
游戏。每次听及谈起围棋，心中暗生情愫，萌动着学棋的
念头。未曾想到，真有机会走进课堂，跟着老师学棋。

今年春季，我有幸和围棋结缘。记得围棋培训报名的
那天，我和 6岁的儿子一起来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培训机构
参观咨询。那里除了围棋，还有绘画、书法、演讲主持等培
训。走廊里展示有学生们的绘画和书法优秀作品及获奖
照片。狭窄的走廊里来往的是大手牵着小手的人群。小
孩们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白皙稚嫩的面孔挂满笑容。

报名登记后，我们父子走进围棋教室，迎接我们的是
一位孙老师。孙老师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一头乌发下的
双目如炬，慈祥的脸庞上洋溢着笑意，一幅和蔼可亲的样
子。孙老师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一位围棋四段选手，自己
喜爱围棋，也想让更多的小孩子从小喜欢围棋。

教室四周墙壁粉刷得洁白如雪，墙上正中间是一面红
色的亚克力面板国旗，侧面有“办党和人民满意教育”的宣
传标语。崭新桌椅摆放整齐。教室的讲台就是一张竖立
的定制大型围棋棋盘，扁圆的带磁性的大棋子，垂直置于
棋盘，像夜幕的星星挂在天空，闪闪发光。

在试听课上，孙老师讲了围棋的起源、规则、礼仪，介
绍了棋盘星位、经纬线、黑白棋子的象征含义，讲解了棋子
的“气”。第一次听关于围棋的课程，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神
奇幽微的天地。

围棋游戏起源于中国古代，相传已有4千年的历史，围
棋棋理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围棋
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是具
有高度文化色彩的智力竞技项目，是中华民族发明的迄今
最久远、最复杂的智力博弈活动之一。孙老师说，黑白棋

子代表黑夜和白天，四个角的星位代表春夏秋冬四季，19
条纵横直线将棋盘分成 361个交叉点，这些点代表一年中
的每一天。黑白两色，起承转合，变化莫测！这就是围棋
的独特魅力。

我成了围棋初级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孙老师的课
分为三个环节，先讲教材基础知识，再剖析学生作业，最后
点评对弈情况。每堂课将理论知识与实战练习相结合，解
答学生疑难困惑。孙老师说，初学围棋，不能贪多求快，主
要是帮助学生消化吸收、巩固基础，掌握过硬的基本功。

为了让学生专心听讲，孙老师采取积分卡片奖励的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课堂上答题正确、遵守纪律的
学生给予鼓励。这些卡片累积到一定分值后，可兑换相应
分值的围棋计时器、魔方等物品。“让更多的人喜欢围棋，
发现培养围棋人才。”孙老师一直坚持这样的初衷。

我认为，围棋可以磨练人的性情，让人保持宁静平和
的心态；可以启迪人的智慧，锻炼人的思维能力。

上课时，我们父子认真听讲，心无旁骛；闲暇时，在家
中我和儿子棋盘对弈争锋，棋艺不分伯仲，棋局各有胜
负。有时，我俩根据教材上的作业，在棋盘上演练；有时，
我俩观看网上围棋教学视频；有时，我俩在网上与等级相
近的棋友拼杀，从不同的布局中探寻奥秘，看淡胜败。我
俩一起课堂学，网上练，既是父子，又是学友，还是对手，各
自享受静心思考、抢占先机的妙趣。

棋在网中布，人在事上练，学习无止境。人生活在纷
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犹如变化莫测的棋局，每一次意念、每
一次行动，犹如每一次落子演绎着攻防的精彩布局，展现
着个人的智慧和技巧。惟知万古无同局，黑白轮流日月
新。面对新时代新变化新知识，唯有学习不能松懈、初心
不能动摇，融通棋艺奥秘，在人生胸襟中拓展新视野，在人
生道路上开启新航程。

父子学围棋
□ 周志勇

我家门前有一棵槐树，树干粗壮，树冠阔大。
每到夏天，细碎而又茂密的槐树叶子郁

郁苍苍，像一把油亮的绿色大伞撑在门前，树
下一片阴凉，树叶缝隙中的阳光斑斑驳驳地
洒在门前的小路上。槐树旁边栽种着爬墙月
季，红的、粉的、黄的月季花儿在枝头竞相开
放，木栅栏围成的小花坛里各种颜色的太阳
花也已经盛开。行人走到这棵树下，大多会
停下脚步站在绿荫里要么躲避毒辣的太阳，
要么观赏矮墙上和花坛里的花儿。也常有老
人搬着凳子坐在树荫下乘凉、聊天。

槐树上有很多小鸟，还有几个鸟巢搭建
在绿叶丛中，一大早就能听到鸟儿的鸣叫。

这棵树、这只鸟儿，也成为我家在村子里
的标志。

夏天时，我喜欢在午后坐在凉亭里看书，
背靠在长椅上，膝盖上摊放着一本书，看着看
着就会睡去。在梦中也会听到鸟儿的叫声，
听到风儿吹过墙头月季花、穿过竹叶的“沙
沙”声，嗅到香水玫瑰飘来的味道。睁开惺忪
的眼睛看看周围，便觉绿树阴浓夏日长，有了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的感觉。
美中不足的是，这棵槐树的枝条上经常

有细细的长丝垂下，长丝的底端总是坠着小
小的虫子。

今年春天，房前屋后的杏花、梨花、桃花先
后绽放，房后那棵榆树也抽出新芽，长出一串
串榆钱儿，可这棵槐树却光秃秃的，没有一丝
绿意。我几乎每天都到这棵树跟前查看，期盼
着它发芽、长出绿叶。可是直到四月底它还没
有发芽。最终大家确认这棵槐树得了枯死病，
不可能再长出叶子了。我的心里顿觉怅然。

我们没有将这棵枯死的槐树拔掉，它周
围那几棵金银花立刻攀爬到树干上，细长的
藤蔓上很快就有浓郁的金银花盛开，将会成
为另外一种风景。

只是，这棵槐树没有了生命，也不再会有
小鸟的叫声。

门前那棵槐树
□ 张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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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水乡，梦里荷塘。犹记少年时，民间流传一则谜
语：“幸福一家人，居在水中央。婆婆出场碧扇圆圆，媳妇
出场花枝招展，儿子出场鼓眼睛将军，公公出场泥巴咕
咚。”这家“人”便是：荷叶、荷花、莲蓬与莲藕。

我的家乡荆州，河网密布，每逢盛夏，举凡有水的地
方，荷花便会如约盛开。风荷正举，荷花飘香。烈日炎炎，
抑或夏雨骤降，荷都挺直腰秆，举起圆圆的荷叶宛如撑开
的绿伞。撑叶小舟，钻入荷中，既是擎雨盖，亦是遮阳伞。
家乡的荷柔情似水，热烈如火，张开双臂迎接流火盛夏。

灼灼烈日下，人行荷塘边，徐徐凉风生。风拂荷塘绿
裙舞，含苞荷花亭亭立，初绽莲瓣纷落水，恰似彩莲舟漾
波。最爱仙子丛中笑，探出几只青莲蓬。荷叶莲蓬都绿得
发亮，中通外直荷秆劲似翠竹，而荷花却是五颜六色、千
姿百态。红荷灼灼艳胜玫瑰，白荷皎皎洁如梨花，粉荷羞
羞娇比桃媚。满眼的碧绿和那点缀在其中的粉红，好一
幅水墨丹青，好一曲田园诗韵，情不自禁地吟诵：“江南可
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刚出水的芙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含苞待放。
一只晚霞中的红蜻蜓喜立上头。情窦初开时，荷花雌蕊
周围挂满金黄色的须带，初生的莲蓬在数片花瓣簇拥下坐
在当中。这圆圆的嫩嫩的莲子头逐日生长膨大，每一孔内

生一枚莲子。翠绿的莲蓬，高挑在莲秆上。莲蓬在莲房里
酝酿仙露琼浆。待到成熟时，剥开一粒粒饱满的清如水的
莲子，白白胖胖的，生吃熟炒，脆脆甜甜的，美在舌尖，乐在
心间。

莲花过人头，有人摇着小船，仿佛那千古第一才女易
安居士李清照“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的雅趣与喧闹。兰舟满
载少女情，碧叶摇湖风，夕照尽染红荷醉，鸥鹭归滩。鸟影
橹声人语，夕照一缕，人面荷花，分外艳红。兰舟绕滩头，
忽见归路。这叶藕花里的舟，渡了渐千年，载不完世人的
情！还有那一滩惊起的鸥鹭，日暮黄昏，是否仍在等待，争
渡的人？

犹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
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明之才子，故国情深，隐居
西湖，寄情山水，著书立说。十里荷花，清香绕鼻，酒醉心
醒，梦回繁华。

一群仿佛从《诗经》里走来的窈窕姑娘，穿行在层层叠
叠的莲叶间，采摘鲜嫩的莲蓬。她们绽放的笑靥，与莲花
媲美，毫不逊色，人面荷花别样红。此情此景，正如唐代
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
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