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念想
（外一首）

□ 肖阁

百草园里
落下了童年的趣味
紫红色的桑葚
野味中的渴望
清甜的时光
烟火气息的光芒
拾掇着夏日的念想
奔赴在风荡清波里

温暖的背影
那熟悉的背影
已远去
只能在刻骨铭心里
于某一时刻
小心翼翼地编织
在父亲节这一天
慢慢找回
父亲把我背在肩头
的滋味
历历在目
尝一尝
都是甜的

美美文悦读

那山那花那云海
□ 陈南珍

“五一”假期，三五好友相约去登初夏里的大山，
去探访大山里的山花。

雨后的山中小路上，入目而来的尽是树木的翠
绿，绿色是夏天的文案。初夏的绿不同于春天的绿，
那是春天的嫩绿在历经岁月后的沉淀与厚积，才有
了初夏的青翠欲滴。无数的葱茏葳蕤树木站立在了
一起，就站成了一座山的苍翠。扑鼻而来的尽是花
儿草儿树儿被雨水浸润过后散发的清新味道，这种
清新如一缕薄烟，追随着我欢快的脚步萦萦绕绕。
快到山顶，伫立回首，突然发现对面的大山已被一片
像轻柔绸缎的薄雾，将整个山腰温柔地包裹起来，只
剩下山尖使劲“抛头露面”，倔强地证明着一座山的
存在，而更远处的大山被银光奔涌的云海覆盖，似远
在天边遥不可及，又似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轻拢慢
涌，铺排相接，变化多端，妙趣横生！

不用语言，无需文字，大山选择沉默、静立、巍
峨、连绵、苍翠、包容、接纳、多姿，仿佛捧给了我满满
一碗甘之如饴的心灵鸡汤，我接过后一饮而尽，顿时
能量加身。近段时间一直困扰我的过敏性鼻炎引发
的身体不适，带来的心情苦恼，在大山面前也逃遁得
无影无踪。回家路上，我们采摘了一些山果与野菜
回家，大爱无言大音无声，大山以其丰富的孕育给人
们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便利，给它的每一位造访者

带来了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
那生长在山间的各种花儿，争奇斗艳，竞相盛

开。匍匐在地表的小花，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
的，紫的像颗颗水晶，黄的像点点繁星、粉的像害羞
少女，东一团西一块挨挨挤挤。最抢眼的当然要数
高山云锦杜鹃了，老远就能看到她的身影于高山峡
谷间，一树树的热烈，一树树的撩拨，像一块磁石吸
引着我们的身心向她走近。原来每团碗口大的云锦
杜鹃都是由几朵小云锦簇拥而成，那是雍容与华丽、
典雅与豪放的美，是一种初见不由得让人屏住呼吸，
继而又由不得让人不得不欢欣雀跃的那种美。

最显眼的还是那满山满坡的映山红，一丛丛一
簇簇，点亮了整个山林。翠绿的青山是映山红的背
景，映山红是翠绿青山的点缀，互相成就各自美丽。
它的热烈、它的奔放、它的耀眼，不仅映红了一座座
山，也令我的心也跟着亮堂起来。阵阵山风拂过，映
山红随风摇曳，此起彼伏，宛如千万只蝴蝶提起裙角
翩翩起舞、美轮美奂、荡人心旌。

回家路上，内心特别满足于遇见了人间至美的
那山那花那云海，这是大自然对夏天最美的描画与
上色，也是对我们一行人的恩宠啊！我是多么愿意
主动迷失在那山那花那云海里，更愿意被动地走不
出来！

人人在旅途

散散文精选

《趣谈端砚》这本书，是谭沃森先生撰写的一本
关于端州砚石笔谈的汇编。在离开肇庆后，整个春
夏之交的暴雨天，我都倾注在这本有趣的书本里。

在《赵孟頫的绿端砚与端砚的石色》这篇文章中，
居然遇到先贤和我一样喜欢绿端石。去过肇庆端砚
博物馆，了解过砚石的发展脉络；去过鼎湖区紫云谷，
瞻仰过李贺诗句描绘的“踏天磨刀割紫云”，大众都会
以为端砚的代表就是紫色。对极品的追捧，几乎让赭
红色和绿色在端砚荟萃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元朝书法家赵孟頫有一块叫“绿端松馨砚”，日
日研用，十分喜爱，并为它取名为“大雅”。清代文学
家纪晓岚说：“端溪绿石，砚谱不以为上品，此自宋代
之论耳。若此观者岂新坑紫石所及耶。”看到这里，
我钟爱绿端石的信心也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呢？这
就要从绿端石现百千万亿种种形，遇百千万亿众众
生说起。

在肇庆，寻常店铺皆有绿端石摆售，既精微又广
大，寻常又自在。绿端石的加工工艺与其它并没有
差别，制作成各种砚型，或是园林小景、或是瓜果承
盘、或是功夫茶台、或是文艺摆件、或是饮食器具，诸
方显能。到了鼎湖山风景区，更是兵临天下的盛
大。溪下的石板是端砚，巨硕的山崖之上也是端砚，
跨溪而过的小路是端砚，清泉瀑布下是端砚，连甜品
店的桌角下也是端砚，随处可见的砚石便是肇庆最

具规模的艺术气质，而绿端石因其源头的丰富性及
实用的可塑性，成为城市诗化最得力的支撑。

有很多星星在黑夜里看不到初升的太阳，有很
多蜿蜒的长路在旅途中看不到停歇的驿站，还有很
多冰霜下的枝桠也等不到一次万艳同窟的春天。很
多的人，在命运的变迁中，失去又拥有、坚定又茫然、
隐忍又张狂，但凡有一次精彩的灿烂，都需要很多难
熬的岁月和默默的坚持。把自己的边界和世界的规
则混合调和，把理想和生活打成一片，而恰恰是活在
真实中的星星、长路、枝桠和芸芸众生，才有它独特
的魅力与灵性，才得以被识别、被铭记。我欣赏这种
明明很普通，却依然努力存在的勇气。落落大方地
承认自己、接纳自己、实现自己，这便是我对绿端石
的偏爱所在。

绿端石出自羚羊峡两岸的砚岩，有水、旱之别。
水坑的石是砚材，旱坑的石只能制作石器、文玩物
品。成为形而上的一种意兴，也可以成为形而下的
一种姿态，大俗大雅集于一身，参与老百姓的普通日
常生活中去。这样的谦虚，又何尝不是深刻自知与
强烈自信的彰显呢？甘愿是天下的寸土，甘愿是知
音的高山，没有枯墨滞留之苦，没有赏识成空之忧，
也无需踏入殿堂的竞技场，只做一块纯粹的绿端
石。万物与石和谐相处，天地与石互诉衷肠。

当绿端石还是一颗原石，外界可能不认可这样

平凡而富有力量的美，但是积累了足够的印证和理
解之后，物质象征性的美转化为文化内涵的美，“兰
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成为一种悦己的追求，便
再也没有紫端还是绿端的愚顽壁垒。经过打磨加工
后的绿端石呈现的颜色静定而稳沉，比“万条垂下绿
丝绦”多一分沉思，比“应是绿肥红瘦”多一分轻俏，
将春天的明媚与秋天的婀娜凝聚成生命的颜色，这
样的绿，是造化和天地的合作，握在手里，既喜欢又
心安。

作为庆云寺石阶上的一块绿端石，它不会羡慕
菩提树下的那一块绿端石；在飞天潭底的那一块绿
端石，也不会羡慕溯溪而下的那一块绿端石；招摇在
九龙宝鼎的绿端石，也不会羡慕望江亭上的那一块
绿端石，安之若命，优哉游哉。仰望幽谷，从上自下
一片端绿，少时独此一份，多时四面八方，宇宙也成
为绿端石的延展。在这样的环绕下，打量一番便很
清楚自己的渺小。

自由神力，饶益诸方。寂静与纷繁，欲求与无
力、娇慵与激进，无以言表而又焦虑不清的时代思绪
已经太多。绿端石是一种既接近奉献情趣又富含美
感的石头，不妨回到绿端石的朴素精神体系中去理
解、感知和顿悟。不妨顺应万物本身的张力，将建设
者、奠基人、生活家融合成一个存在感十足的自我，
不以牺牲真我，去成就世界的风范与韵致。

绿端石
□ 何爱萍

闲适，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生活状态。它并
非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心态的宁静与从容，是生活的
诗意与韵味。正如古人所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
使金樽空对月。”在闲适的心境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品味出人生的真谛。

闲适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远离尘嚣，静下
心来品味生活的点滴。“掉落深井后，我大声呼喊，等
待救援。天黑了，黯然低头，发现水面满是闪烁的星
光。我总在最深的绝望里，遇到美丽的惊喜。”台湾
画家吉米在《希望井》中如是写道。生活中难免有沉
于深井时，被烦琐弄的焦头烂额。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总是为了生计而奔波，无暇顾及身边的美好。
然而，当我们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生活的每一个瞬
间，我们会发现，原来生活中充满了诗意。无论是春
天的花开、夏天的蝉鸣、秋天的落叶，还是冬天的雪
花，都是生活的馈赠，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慨。

闲适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思考人
生的意义。魏晋名士不慕万户侯、千金裘，而是在闲适
之中，享受山水之趣。陶渊明，闲适也。高山之巅，他
闲适自得，登高舒啸；清流之畔，他心境旷达，醉卧赋
诗；南山之下，他意趣恬适，悠然采菊，他的诗意人生
令人心灵净化，他的诗意人生不怕空闲，而自得与闲
适更铸就了苏轼一代文豪的豪迈豁达，纵然是料峭春
风吹拂，他依旧是“一蓑烟雨任平生”。闲适，诗意的
起点，它创造了美，创造了更空灵明澈的意境，令人心
生惊喜。如今，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迷
失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然而，在闲适
的心境中，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规
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闲适的生活状态，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享受家庭、
友情和爱情。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被繁忙的工

作和生活所困扰，疲惫的身心急需找到一个宣泄的
出口，而闲适的生活状态正是这个出口，它让我们有
机会放慢脚步，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享受家
庭、友情和爱情。当我们的生活变得闲适，我们有更
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让家庭成为我们心灵的港湾。
我们可以在周末陪家人一起去公园散步、旅行，或者
一起参加各种亲子活动，增进感情。这样的家庭生
活，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同样，
友情、爱情也需要舒适的心态才能享受美好的人际
情感。因此，在闲适的心境中，我们能够与家人、朋
友和爱人共度欢乐时光。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温馨
和幸福，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闲适是人生的诗意。在闲适的生活中，我们能
够品味生活的美好，思考人生的意义，享受亲情、友
情和爱情。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
诗意和韵味，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闲适是人生的诗意
□ 黄金铎

妈妈床头的抽屉里，有四根细长的竹针。这不起眼的竹
针，却一直陪伴她走过40多年的岁月。

妈妈喜欢织毛衣，手里的竹针好像没有歇着的时候。我
刚要上小学时，妈妈希望我能穿得漂漂亮亮的。开学前那天
夜很深了，昏黄的灯光下，妈妈靠在床边，右手拿着针，不停地
向前推、向左拨，动作快得好像梭子般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眨
眼间，左手的针空了，妈妈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第二
天，我睁开眼就看到床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件天青色的毛
衣，白色的荷叶领似云朵，胸前是一朵毛茸茸的蒲公英。我穿
着毛衣走进班级，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随着我游移，那天我成
为班级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妈妈把密密麻麻的爱编织在了
毛衣里，为我编织出一份儿时绚丽的色彩。

时光渐渐流逝，竹针好似退休了，静静地躺在抽屉里。三
年前搬新家，妈妈收拾出十多件不穿的旧毛衣，舍不得扔。一
日出差回家，我看见她坐在沙发上，五颜六色的线团躺在那
儿，她左手拿着棒针，右手的食指灵活地勾起一段毛线，轻轻
一挂，两个针头就好像有默契般，交替着穿梭，似在跳着交际
舞一般，步调优雅娴熟。正在这时，我发现沙发下面不知什么
时候铺了一块圆形的地垫，靓丽的颜色搭配得和谐舒服似彩
虹，针织细密厚实，踩在上面软软的，而家里的桌子腿，椅子腿
都穿上了淡蓝色的“鞋套”，小巧的鞋套带着花边，像一朵绽开
的花蕾。心灵手巧的妈妈用竹针和旧毛线，为家里增添一抹
温暖的色彩。

时光荏苒，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记得女儿刚会爬时，小
脚上的袜子总是容易掉，胖脚丫露在外面。妈妈见状，马上戴
上老花镜，翻出了她的竹针，说要给女儿织一双小袜子。那退
休的竹针，再次回到妈妈手中，两根细细的竹针仿佛成了翻飞
的蝴蝶，粉色的绒线在她的指尖缠绕，竹针一上一下地跳跃，
如同两根神奇的画笔，将毛线一点点拼接起来。小袜子织好，
水粉色平整的袜身，袜筒上还特意留下了均匀的小孔，一根小
带子从中穿过，巧妙地打了个蝴蝶结。女儿穿上这双袜子后，
小脚丫再也没有外露受凉了。妈妈用自己的巧手，把对孙女
的爱都织进了这细细的线里。

岁月如梭，那几根竹针在妈妈的手中越磨越平，它们穿
越在丝丝缕缕的线中，编织出岁月的痕迹，也编出了浓浓的
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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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名木匠，记忆中的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
我想要什么，只需开口，他就会用他的木头、锤子、锯子，给我
打造心之所向的一切。

五六岁的时候，我很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于是向父
亲说了自己的愿望。第二日清晨，一阵闹腾声将我从梦中唤
醒，我迷迷糊糊地循声走出大门口，看到父亲正蹲在地上忙
碌。他的右耳上别着一支铅笔，全神贯注地将木板送进裁切
机中，一放一取，取下笔做完记号之后又把木板放进去。父亲
察觉到了我，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朝我眯起了笑脸，说道：

“今天打算给你做张小床，放在院子里通风一段时间，应该就
能用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的雀跃已经飘到了不久的将
来，期待着小床上的“华胥梦”了。

而在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我随口一提，便成了父亲精心筹
划的惊喜。有天，我去同学家里看到了她的独立书桌，心生羡
慕，便跟父亲提出也想要一个。过了些时日，那天傍晚我放学
回家，只见在小床的旁边，放着一张新添的书桌，好似在静静
地等我。那精致的书架，散发着淡淡的木头香气。我细细地
打量着它，抚摸着书桌的角角落落。父亲细心地帮我把书分
门别类地放上书架，一本本书笔直直的。放好了之后，他郑重
地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小巧的钥匙，递给我：“你可以把你的小
金库和日记本锁在这里，这是你的秘密天地。”我接过钥匙，心
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不仅仅是一张书桌，更是父亲对我成长
的期望，给了我一个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秘密小天地。

时光荏苒，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而我新房的家具也是父
亲帮我设计的。完工之日，父亲领着我和女儿踏入新居。父
亲得意地给我们展示那张可调节书桌，半圆桌角的流畅线条，
触摸起来非常顺滑舒适。随后，父亲又将我带到卧室，骄傲地
打开为我定制的衣柜：“知道你钟爱打扮，特地为你安装了大
镜子。”眼前的乳白色橡木衣柜，高大而敞亮，门上有精致的雕
花图案，是父亲一刀一刀刻上去的。父亲一一地向我介绍了
房子里的每一处精心设计，我却将目光落在父亲身上。他努
力挺直的身板，眼神闪烁着的光芒，都是他被需要着的骄傲。
他用他的双手，为我们筑起一个温馨的家。

父亲的爱，藏在他精雕细琢的每一个角落里。那一块块
木头，承载的是他那沉甸甸的父爱。那一刀一刻，是他对我
的希冀和期望。他的爱，就像是春日的暖阳，一直陪伴着我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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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被冻得病恹恹的君子兰，我以为它再也没有焕发生
机的可能了。上周天气转暖，我赫然发现它短粗的根茎之上
冒出了两片绿芽，又过几日，嫩芽变成了碧绿挺秀的叶片，斜
斜地向上舒展着，宛如张开的双臂，慵懒地拥抱着暖阳。我静
静地观赏着它沐浴阳光的样子，不住地想，原来它一直在慢慢
等待春日的降临。

我非常喜欢散文家刘亮程的状态，冬日里，他静静地观察
小黑蚂蚁长途跋涉的旅行，看它们从洞口出发，翻过高高的门
槛，再溜进卧室的炕头。这段路程，小蚂蚁足足爬了十天，他
便看了十天。春天里，他又端来半盆麸皮，花上半天工夫，撒
成一根细细的黄曲线，只为引着蚂蚁们爬向新家。当我们时
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时，他用一整天，戏弄一群蚂蚁，让我们看
到慢下来的另一种美。

放慢脚步，生活即是当下。清晨时分，梁实秋缓缓起身出
门散步。在绿意盎然的小径上，他时而蹲看地上大大小小的
蚯蚓，时而仰头观察树上啃食的蜗牛，走到湖边，他停下脚步，
远望谈笑的浣衣女。正如他在《人没有不懒的》写道：“不可挽
留的就让它去吧！问题在于，我们所能掌握的是尚未逝去的
时间，如何去打发它。”在紧绷的生活状态下，他总能从普通小
事中，让生活慢下来，蓄积前进的力量。

这世上，爱情也要慢慢来。在饶平如和毛美裳长达 60年
的婚姻里，两人靠着慢悠悠往返的书信互诉家常。在部队时，
平如伏在桌子上给美裳写信，每次都要写上三四页，那时交通
时常阻断，他们往往被滞留在陌生地等消息，但书信从未间断；
每天中午，美裳匆匆回到家，做好孩子们的午餐，便给平如写
信，一写就是22年。上千封信件连接着两地，尽显爱情慢下来
的样子。不禁让人感叹，原来，在爱情里，慢一点，才能更长久。

爱情如此，亲情亦是如此。法国电影《蝴蝶》中，一老一少
前往深山里寻找稀有蝴蝶，一路上，爷孙二人在如画般的风景
里缓缓而行，看奶牛享受着林间的清风，看蝴蝶飞舞，最后，遍
寻无果的老人在家中看到了寻找多年的“伊丽莎白”破茧而
出。在寻找之旅中，两个孤独的人彼此治愈，共同收获了一直
想要追寻的东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显得格外珍贵，让我意
识到，慢下来，才能倾听爱的声音。

庄子曾说：“人生在世，亦有四时，枯荣有时，喜悲有时。”
在缓慢的时光里，细细感悟生活的美好，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生生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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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你有约
□ 梅红

夏日来临，荷叶开始铺天盖地生长起来，偶尔
有一两朵早开的荷花绽开笑脸，害羞地隐藏在荷叶
之中，闪烁着身影，惹人追望。

初长成的小荷叶有的平躺在水面上，穿一身圆
边的绿裙在水波中荡漾；有的长成小圆盘形状，挨
紧旁边的大荷叶，铺成了一条绿色的小路；有的已
长出水面，荷叶像卷好的草帽，两头露出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这满池的绿把池水都给染绿了，水
底的泥沙越发看得清晰，阳光穿过荷叶的缝隙，在
池水上跳跃，一会儿明亮，一会阴暗，随着荷叶秆的
快速长高，荷叶变大变圆，池水中的光亮越来越暗，
只能看见水面下欢快游泳的小青蛙、小鱼小虾们，
它们都在这荷叶下乘凉嬉戏呢！

站在池塘边，凉风习习，一阵阵热浪逐渐从身
边退去。眼前的荷叶立刻让我想起北宋周郭颐的
《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

观而不可亵玩焉。吟诵此诗的莲花坚贞高洁、淡泊
名利的形象呈现眼前。我余生挚爱莲花，是否也具
有莲花之高尚品质呢？

“荷”你有约，每逢夏季我都会挤出时间到池
边、溪水边驻足观望。夜空下的堤坝格外宁静，漫
步在堤坝的草丛边可以听到蝉儿的鸣叫，脚边能感
受到蛐蛐的跳跃，弯下腰伸出手去捉，它们眨眼工
夫就跳入草丛里，只有草叶还在摇摆。蹚过草丛来
到池水边，一只只小青蛙“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拍
拍手，就可以听到“呱呱”的蛙鸣，“蝉、青蛙、蛐蛐、
夜风”都在为夏夜盛开的荷花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呢！随着月光望去，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
立在荷叶中间，她们或含苞欲放，或初露笑脸，或露
出嫩黄色的小莲蓬。优雅却不妩媚，淡定却不激昂

地在夜风中摇曳。一池的荷叶挨挨挤挤的，都在盛
大的音乐会中为荷花伴舞，或一起向左右倾斜，或
一起向前拥挤，伸开热情的双臂托举着花中之君
子，默默相守，凝眸相望。

夜是安静的，情是热烈的。荷叶与荷花的相守
相望，如同人间的真情，一般只求
付出不求回报。“常记溪亭日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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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塘边与“荷”相
约，窃窃私语，互诉衷肠，用“濯
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的
贞洁情操洗去内心的污垢，换来
夏夜中的一片清新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