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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与远方

诗词二首
□ 孙斌

七绝·冬日回乡

严月乡天飞玉沙，闲人踏雪弄梅花。
围炉吃过腊蹄子，又到温棚品蜜瓜。

七律·冬日闲韵

寒雨才停瑞叶飘，琼妃主善减尘嚣。
梨花是处生春梦，松竹从来积翠骄。
白首忘年歌和乐，小楼把酒庆丰饶。
纵眸感叹乾坤净，窗外癯仙约我聊。

看望母亲
□ 王国苹

冷冷的冬天只有月季花
使劲摇晃着路过的风
赶到母亲身边时
早已到了中午
院子里小狗热情的摇着尾巴

父母头发早已花白了
和秋冬的草叶一样颜色
我赶到屋里时
母亲双手沾满面粉
她在为我做手擀红薯面条

旁边坐着忙碌的父亲
刚洗过半盆青菜
急忙拿起水果清洗削皮
和我六岁女儿说话
时不时抽出空来问我们工作身体

那一刻我确信
他们的心情格外激动
盼望孩子们到身边来看看
因为天气已经变冷
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味
大概就是最暖的烟火气息了吧

读《岳阳楼记》有感
□ 周光林

岳阳楼的舞台
尽览洞庭湖的万千气象
朝晖夕阴间
有人看重满目萧然的烟雨
有人为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
天地一点点浓缩

也有人看见永恒的景致
他立于为民而忧乐的船头
用先贤仁人的志向导引航行
挥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双桨
击水而歌 于是
无论是前进抑或后退
他都游走出一片高远空阔

晚餐后，我和家人一起散步。从林荫
小径到幽幽河岸，一步一步，慢慢走在柔
柔的微风里，看夕阳从霞光绚烂的天边落
下去，月亮缓缓爬上来，星光点点。路灯
初上，柔软的光晕黄了夜。人从灯下走
过，影子被一点一点地缩短，又缓缓被下
一盏黄晕拖得又薄又长。生活的轮廓，在
此刻渐渐清晰，因慢而有了美感。当我们
慢下来，才能真正看见生活的美。

我感受到的慢生活之美，美在深情，
动人心弦。几千年前，吴越王钱镠挂念探
亲的王妃，提笔写信，字里行间满溢盼归
之情。然而，当他看到凤凰山脚绿意绵
绵，看到西湖堤岸杨柳依依，柔软了心，不
忍将那份急切落于纸上。于是，他在信末
写到：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田间路上的
花儿都开了，你慢慢回来就好了。这不正

是情话慢慢说，日子慢慢过的一种深情之
美吗？

慢生活之美，亦如诗如歌，我常常遥
想苏轼诗意徐来的慢生活。他信步于东
坡之上，沉浸在阳光下桑麻的欣欣向荣与
微风里蒿艾的香气绵绵中。云散月明时，
他静坐窗前，一缕茶香袅袅，如画卷描绘
生活甘苦。他聆秋叶随风轻吟，看雁过留
痕，挥毫写下“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
了无痕”。不禁让我也放慢了脚步，去感
受草木萌动、山月风吟、落叶铺径，一切皆
可入诗，一切皆是美好。

无独有偶，几百年前的柏林深秋，哲
学家瓦尔特·本雅明也热爱慢生活。他时
常漫步于公园小径，手中书页微黄。我仿
佛看到他驻足林间，侧耳倾听落叶低语，
弯腰轻拾一片夹于书页，作为闲逛一天的

印记。他穿过拱廊街，步履悠闲，流连于
旧书店，与路人分享书趣。他用一种慢节
奏的沉浸式体验方式，从城市的空间里透
视慢生活的理性与浪漫。

这样的慢生活，在网络博主李子柒的
视频里也悠悠地铺展着。她用一年时光，
栽桑、养蚕、取丝，再轻柔缫出细细丝线。
古老织机旁，经纬交织，四季光阴在蜀锦
上缓缓流淌。月明人静，她一针一线，从
容不迫绣梦于锦上。为做一朵绒花，她穿
梭花海半载，编织的花瓣柔顺如凝脂，紫
若烟霞。慢生活里，裙摆飞扬，绒花绽放，
共同舞动着传承的美。

蒋勋曾说：“只有慢，才能发现生活的
美。”生活如此美好，我们不必匆匆忙忙地
奔跑。不如放慢节奏，步履悠悠里，慢赏
生活。

发现慢生活之美
□□ 吴丹吴丹

散散文精选 生生活感悟

一直以来姥姥最喜欢的花是君子兰。冬日阳光透过
窗棂洒在君子兰油润碧玉的叶片上，水珠从她拎起的银水
壶滑落，浸润整株君子兰。她说：“君子兰如其名，是花中
君子，有自己脾性，开花不易，强求无用啊。”阳光投射进来
的光缓缓移走，君子兰又安静地站在阴影里。那时不解，
现在想来了然：君子兰大概不以绚烂花朵吸引目光，而是
静静生长，默默等待，待合适时机悄然开放。空谷幽兰，举
止娴雅，谦恭有礼，这大概正是姥姥所崇尚的“君子精神”。

自古文人皆以兰喻志。《孔子家语》里载：“与善人居，
如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不禁浮现这
样一幅画面：晨曦光线倾泻进书房，微风轻启木窗，花架
上君子兰静立，晨光微透橘色花瓣，映射丝质光泽。两人
对坐窗前，低声细语，整个世界仿佛被按

下静音键。正所谓“兰室之交”：与善良、高洁之人为
伍，在不经意间变得更好，如君子兰一般，谦谦君子，谓卑
以自牧。

很多作家也以兰养性。作家王蒙提过，老友曾送他
一盆君子兰，立在窗台上，光线柔和地打在油绿的叶片
上，叶边微卷，却始终未曾开花。日复一日，君子兰依旧
沉默，待时而开。他并未因此失望，相信不过是君子兰在
扎根的谦虚，所以更加偏爱。这份不急躁，低调内敛，静
待花开的耐心与隐忍，正如他珍视的那位老友，谦虚温
润，值得尊敬与珍惜。

中国文化里，人们更是以兰修心。《国家地理》频道的
一期兰花特辑，也聚焦到君子兰，它叶片挺拔坚韧，散发
着一种稳重，叶面却温暖柔滑，生长不倚赖过多修饰和人
为干预，同“君子”品格不谋而合：不张扬浮夸，不争不
抢。自然生长静待花开，以无为的方式展示自己，象征着
君子淡泊名利，谦恭与自持。

如今，我书房里也有一盆君子兰，轻柔不浓烈，最喜
安静，总是站在书桌一角，阳光透过窗帘恰好可以温暖它
周身，花瓣像用橘红晕染着色，它并不急于舒展身体，每
一次绽放，都需要耐心积淀才能逐渐展现。

大概爱兰之人都分外珍惜，花开虽短，却像是对季节
的礼赞一样庄重，这种美，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经过时间
岁月的磨砺，沉淀下来的深沉和从容君子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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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独处，我决定到附近的林间步道走走。漫步间
抬头一看，天空蓝得让人心动，仿佛洗净一切尘垢。暖暖
的阳光洒下，脚尖轻轻触动着星星点点，风缓缓地从树叶
间隙穿过，一直所追寻的闲趣生活在这时慢慢悠悠地晃
了出来，我眼前一亮，瞬间惊喜。

这样的闲适，不由让我想起纪录片《世界遗产漫步》
中的画面：一对老夫妻漫步在石板路上，脚下发出“哒哒”
的声音，跟随他们的身影发现一只孔雀正在炫耀它宝石
蓝的覆羽，小桥流水、夕阳西下……一步一景，与他们一
起沉浸式走在丽江古城，岁月静好。当被生活所累时，不
如像他们一样出去走走，用脚步丈量世界，在时间与空间
之中漫漫而行，把感受到的事物在岁月卷轴上慢慢铺开。

漫步解忧，对画家徐悲鸿来说也如此。他有一位朋
友，时常为生活的琐事而烦恼，为了鼓励对方，徐悲鸿曾
写信告诉他：“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沉重的负担是无法通
过漫步来放下的。”朋友看到这封信后，深吸一口气，把耸
着的双肩放松，试着漫步走门前的林荫道，紧锁的眉头终
于舒展。步过林荫大道，穿过车水马龙，听风，看云，观
花，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闲适呢？

邀友漫步，同享闲趣之乐，从不局限在一个时空。唐
代诗人李白邀请朋友一起在月光中漫步：“友人亦未眠，
相伴步于庭。庭中如银霜，树影摇曳，此夜何美？何处无
美景？”当月色从窗缝中透了进来，庭院中月色如霜，李白
走出房间，约上朋友，在皎洁的月光下，树影斑驳，风徐徐
拂过衣袍，李白与友人一起走在庭院的小道上，轻声低
语，两人度过了美好惬意的一晚。和朋友一起漫步，交流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闲聊中为对方的困惑找到答案，还有
意外的收获。天地宽广，闲趣生活就在其中。

漫步对于梭罗而言，更如挚友一般重要。走出门去，
看到身边来来往往的人，奔向各方穿梭而行的大小车辆，
听到卖菜的吆喝声、人们的交谈声 ......无论是走在洒满阳
光的路上，还是在铺满雨水的路上，脚在行走，不紧不慢，
他感受着微风，迎面是人间烟火，烦恼尽去了。

数缕阳光，几分烟火，漫漫而行，些许从容，闲而有趣！

漫
步
之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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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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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荆州，荆州处处美如画。
君不见，荆州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

璀璨文化的古城，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
以它独有的方式绽放着青春的活力。当
你走进荆州，仿佛踏入了一幅流动的画
卷，每一处风景都是那么生动，每一片土
地都蕴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放眼荆州城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却又不失古朴与雅致。古城墙巍峨壮观，
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垣之一，它见证了
荆州千年的风雨沧桑，也守护着这片土地
的安宁与繁荣。城墙内外，现代文明与古
老文化和谐共生，老街的青石板路上，两
旁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售卖着各式各样的
手工艺品和地道小吃，吸引着八方游客驻
足流连。夜幕降临时，古城墙被灯光点缀
得如梦似幻，人们漫步其间，既能感受到
历史的厚重，又能体会到现代生活的便捷
与多彩。

一望无垠的乡村，则是荆州另一番宁
静致远的景致。春天，万物复苏，田野间

一片生机勃勃，金黄色的油菜花海在阳光
下闪耀，仿佛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
毯，微风吹过，花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夏日，稻田里绿油油的秧苗随风摇曳，预
示着丰收的希望；而到了秋天，金黄的稻
穗低垂，一片丰收的景象，农人们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冬季，虽然寒风凛冽，
但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别有一番风味，家
家户户炊烟袅袅，温暖人心。

大小集镇，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更
是荆州活力的缩影。这里既有传统市场
的热闹喧嚣，也有现代商业的勃勃生机。
每逢赶集日，集镇上的街道集贸市场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摊位，从新鲜的果蔬到手工
编织的篮子，从地道的小吃到精美的手工
艺品，应有尽有，热闹非凡。人们在这里
交流、交易，不仅满足了生活的需要，也促
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漫游八岭山，它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而闻名。这里山
峦起伏，林木葱郁，古墓群遍布，是研究楚

文化不可多得的宝地。登上山顶，远眺四
周，只见群山连绵，云雾缭绕，仿佛置身于
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中。而每当夕阳西下，
余晖洒在山间，更添几分神秘与壮丽。

虎渡河是上荆江三口分流的河道之
一，南流经弥陀寺、里甲口入公安，则是
荆州水乡风情的代表。河水清澈见底，
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沿
河而行，可以看到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他
们或撒网捕鱼，或划船归家，一幅幅生动
的渔家生活画面跃然眼前。河面上偶尔
有几只白鹭掠过，更添几分生机与灵
动。虎渡河不仅滋养了荆江以南这片土
地，也成为了荆州人民心中的一道美丽
风景线。

步入洪湖，作为荆州的一颗璀璨明
珠，以其广袤的水域、丰富的生物资源和
独特的湿地生态系统而著称。夏日里，荷
花盛开，粉白相间，点缀在碧绿的荷叶之
间，宛如仙境。湖面上，渔舟唱晚，渔歌互
答，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洪湖不仅

景色宜人，更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
年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
前来观赏。

还有长湖，则是荆州另一处重要的淡
水湖泊，它像一颗蓝宝石镶嵌在荆州大地
上。长湖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是众
多水生生物的乐园。湖畔，芦苇丛生，随
风摇曳，为长湖增添了几分野趣与浪漫。
在这里，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感受湖光山
色之美，也可以垂钓湖边，享受那份难得
的宁静与闲适。也还有洈水风景区更是
人间天堂，风景如画，美不胜数。

荆州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
和历史文化，更在于它的人民，他们用勤
劳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让这
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城市
的繁华，乡村的宁静，集镇的热闹，还是山
川湖泊的壮丽，都是荆州这幅美丽画卷中
不可或缺的一笔。荆州处处美如画，等待
着每一个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人，来此
探寻、品味、感悟。

我和小李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开一家温馨的书
房，让忙碌的都市人能找到一片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在
规划书房的规模时，我俩产生了分歧。

小李雄心勃勃，他梦想着开一家宽敞明亮、装修气派
的大书房，书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书籍，还有舒适的沙
发、雅致的茶几，甚至一个小型的咖啡角。他认为，只有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也才能配得上他心中对书房
的憧憬。我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初次创业，应该稳扎稳
打，不宜过于冒进。

我俩的意见相持不下，于是决定各自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尝试。小李筹借了大笔资金，租下了一间宽敞的店
面，开始了他的大书房之梦。而我则选择了一个不起眼
的街角，用有限的资金打造了一家小巧而温馨的书房。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小李的大书
房虽然一开始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由于运营成本高
昂，加之缺乏特色，渐渐变得门可罗雀。而我的小书房，
虽然规模不大，却因其独特的氛围和贴心的服务，逐渐积
累了一批忠实的读者。

一天，小李找到了我，他走进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那柔和而温馨的灯光，书架的设计也别具一格，既有按
照传统分类法排列的文学、历史、科学等区域，也有根据
读者兴趣特别设置的“心灵治愈角”“奇幻探险岛”等主题
区域。更令人感到贴心的是，书房内设有舒适的阅读区，
每一张桌椅都经过精心挑选，非常舒适，桌上总是摆放着
几盆绿意盎然的植物，以及一篮篮手工挑选的小零食和
茶水，让读者在沉浸在书海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
温暖与惬意。此外，小书房还定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
作家见面会、读书分享会、手工艺品制作等，为读者们搭
建了一个交流思想、分享感悟的平台。在这里，人们不仅
可以找到心仪的书籍，更能遇见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探
索知识的海洋，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

看着我那小而温馨、却充满生机的书房，小李感慨万
千。他说：“我当初只想着追求气派和规模，却忽略了书房的
本质——为读者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阅读空间。你的书房
虽小，却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这才是我向往的书房啊！”

我笑着拍了拍小李的肩膀，说：“其实，大有小的好
处，小也有小的智慧。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无论大小，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后来，我俩携手合作，将两家书房融为一体，既保留
了大书房的宽敞明亮，又融入了小书房的温馨与特色。
他们的书房，成为了都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读者前来探寻知识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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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处处美如画荆州处处美如画
□□ 罗定坤罗定坤

前几日搬了新家，便叫上三五好友来
围炉煮茶。生火，架盘，围炉，烧水，将石
榴籽倒入茶壶，让玫瑰花和红茶与它们作
伴，冰糖做调味剂。渐渐地，冰糖抵挡不
住热情，开始酥软直至融化，红茶的焦香
和玫瑰花的清香直钻鼻息，等到完全沸腾
后再小火煨上片刻，端起一杯茶，轻抿一
口，入口酸甜，回味是淡淡的玫瑰花香。
给自己一壶茶的时间，让时光慢下来，心
也会随之变得平静和从容。

最近一位旅行博主和我的观念不谋
而合，喜欢避开人群，有时候在一个不知名
的草坪，旁若无人地睡起午觉来，有时候在
一个人烟罕至的小溪边涮火锅，有时候在
一个安静的山坡和只身前来旅行的游客并
排坐下，看夕阳染红半边天。人生亦是一
趟美好的旅行，在这场旅行中做个松弛的

“懒人”，不要为了赶路而错过风景。
曾看到一个关于蜀绣传承人郝淑萍

的采访，她说，学蜀绣的第一课就是坐冷
板凳，银针在绣布上来回穿梭，千百次的
穿针拉线，也许也只能绣出一小片叶子。
一坐就是一整天，一绣就是几十年。一幅
软缎丝绡，一根绣花针，一条五彩丝线，绣
一片花开，织一朵云彩，勾一座青山，绘出
她们的千山万水。人生之路也如蜀绣，戒
骄戒躁，沉心静气，细刺慢绣，不倦求索，
方能绣出璀璨的人生图鉴。

提到大器晚成就不得不说说吴承恩，
50岁开始写《西游记》，晚年才正式投入其
创作中，直至82岁，《西游记》才横空出世，
一部作品占了他的后半生。但也正是因
为这种慢，让《西游记》成了千古巨著。正
如《西游记》写到的那样，“山高自有客行

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在没有成功之前，
尽管潜心蓄力，慢慢来，积累足够，结果终
会浮现。

从古至今，二十四节气如大自然的时
钟，提醒我们万物生长皆有其时。春日细
雨绵绵，不急播种，农人细心翻耕，以待温
暖春风唤醒生机。夏至阳光炽热，金黄麦
穗低垂，也不急于收割，耐心等待最饱满
时刻，继续耕耘除草施肥。秋风起，硕果
累累，收获后不忘冬日休整，整理田地，修
缮农具，为来年蓄力。慢，非懈怠，而是智
慧，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顺应时节，耐
心耕耘，方能在时间尽头收获丰盈人生。

世间的美好，都是慢慢来的，太阳一
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放，一
瓣瓣地飘落，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且走且
停，且看花开，且听风迎。

收获丰盈人生
□□ 付铮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不得不承认，
总有一种力量，仿佛有一条无形的轨道铺
展在脚下，指引着我们向着未知的前方行
进。这条轨道，或许是家庭背景、教育经
历、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它塑造了我们某些必然的选择——从
职业的道路、生活的圈子，到价值观的潜
移默化。

人生的轨道上，我们或许会遇到志同
道合的伙伴，共同分享这段旅程的喜悦与
挑战；也可能因为目标的一致而忽略了沿
途的风景，只专注于终点的到达。在这条
轨道上，效率与成果是衡量价值的标尺，

我们学会了坚持与忍耐，却也偶尔感到一
丝疲惫与束缚。

然而，人生并非总是沿着既定的轨道
前行。在另一些时刻，我们仿佛踏入了一
片广袤的旷野，四周是无尽的可能与未
知，充满了挑战与新奇。这里没有固定的
路线，每一步都需自己抉择，每一次选择
都可能引领我们走向全新的方向。旷野
象征着自由、勇气与创造力，它激发了我
们对未知的好奇，促使我们敢于挑战自
我，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

在旷野中,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不
再依赖他人的指引。每一次跌倒与爬起，

都是对自我更深刻的洞察与蜕变，是生命
中的一次次重生。我们可能会迷路，可能
会遭遇风雨，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的
内心变得更加坚韧，视野更加开阔。

实际上，人生既不是单一的轨道，也不
是纯粹的旷野，而是两者在碰撞与交融中
找到的微妙平衡，构成了生命的真正意
义。轨道赋予了我们方向与稳定，让我们在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归属感；旷野则赋予
了我们自由与探索的勇气，让生命充满无限
的色彩与活力。正如一首交响乐，既有严谨
的结构与旋律，又不乏即兴发挥与情感流
露，人生的美妙正在于这种平衡与和谐。

人生的轨道与旷野交响
□□ 柴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