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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与远方
（外三首）

□ 郑峰

当你从懵懂中变得懂事起
流浪就已经开始

在人世间
我们是一群寄居在港湾的人
总向往风景秀丽的远方
这里有寻找家乡的潜意识
几乎终生都在寻寻觅觅

仿佛是卡夫卡的城堡
而那个地方不在人间
永远在远方
只有当你停止寄居于世
才会真的回归你身旁

看星星

星星是夜海里泅渡的一群白象
白象们蹲在黑色的礁石上
等待着清风
星星仿佛是一只明亮的大眼睛
与万家灯火交相辉映
它是凡间人们在俗世能看到的
最值钱而永不上锁的天灯

小时候，农家的小院里
星星挤进花格的窗棂
城市里天空晴朗的夜晚
星星镶嵌在窗玻璃上
只有它，代表着真正的遥远
告诉人们什么是静谧
什么是美丽的梦境

肥硕的月亮左顾右盼
像是妈妈慈爱着儿女
把遮藏在黑云后面的星星找
出来
星汉灿烂，天宇里满是
叽叽喳喳的调皮笑声
人们一直传说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
我很想知道
我是哪一颗星星

岁月

月光如水流淌着回忆
清风徐徐传送着琴声

人去楼空
青苔满墙
一院寂寞梧桐
台阶上长满了青草
心房里长满了岁月

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鸟儿

树林里满是翠绿的生命
春花已谢，到处是盛夏的景致
森林里到处是叽叽喳喳的鸟儿
它无须听懂我的问话
我也无须听清它的回答
尘世人间，许多好话
如利箭穿透心灵
对着这深邃幽深的林子
想做一回莫言小说中的鸟儿韩
一问一答，我和鸟儿们
有了无须语言的默契

旷野的舒展
□ 张修东

田间地头，还有几株玉米
零星站立着。冬风吹来，株株
孤单。我来到它们面前，似乎
听到了低声哀嚎。

冬日，是菜地一年中休憩
时间最长的时节。我漫步于菜
地旁，发现几垄白菜已经被“扎
上腰带”。田埂上，壕沟旁，小
路边，树林里，水沟沿……小草
仍像夏秋时节一样，在属于自
己的那片领地坚守着。经不住

寒风吹拂，靠不住长久没有雨
水的滋润，即使干枯得只剩下
几片枯叶，也要挣扎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这既是传承，也是
责任，小草的信念更坚定了：
只有卧薪尝胆，明年才能绿芽
萌发，回归生机。

旷野之上，有了冬日的节
奏，空旷而寂静。麦地将原野
染绿，将一个冬日的梦想珍
藏。冬雪却将原野覆盖，白茫
茫一片，大地舒展，雪野更加

开阔。麦苗静默了，露出苍白
的面庞，举起双手迎接日出的
光亮，站直身子，演绎沉寂之
后的光鲜。

冬野之上，没有了秋日的
热闹，女贞子挂满紫果一串串，
柿子点亮小灯笼红遍天际，曾
经的秋英也以落花为祭拜。

冬野之上，按下了万物生
长的暂停键，农人们开始复制
自己最初的模样，闷在冬屋内
一遍遍粘贴自己的理想，顺手

剪切收获的希望。
日头远离，光线羸弱，渐

渐地，冬野开始舒展筋骨，打
算长眠一场，为来年积蓄力
量，续写生命的乐章，为的是
把世界装扮得更漂亮。

漫步冬野，是空旷的无限
舒展，我的心情也更为舒畅。
我，一个人敲击着岁月的键
盘，拖动里程的鼠标，接过季
节更迭的接力棒，浑身似乎也
具备了新生的力量。

糖炒栗子
□ 黎杰

“栗子，栗子，糖炒栗子。”
过一小巷，那声音追我而

来，当然，栗香同时冲鼻而至。
反正，我挪不动步了。

喜欢栗子，没有啥理由，
反正就喜欢。

夜幕刚合，街边路灯很
亮，栗子炒货摊摆于路灯下，
一中年妇女围裙卷袖，操一把
大锅铲在一口大铁锅中使劲
翻炒，黑色砂子在锅中翻动，
褐色的栗子在砂中起舞，一缕
薄薄轻烟从栗子中飘出，往灯
光中蹿。

栗香是从栗子裂口中逸
出来的。我使劲嗅着这香甜
的气味，脑中浮现出北宋文豪
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一段文坛
趣事来。说有一次苏东坡与
佛印和尚把酒畅聊，桌上摆了
一盘苏东坡炒的板栗，佛印和
尚不拘礼节，看着黄酥酥的栗
仁，就想伸手一尝而快之。这

时，苏东坡摆摆手说，吃栗子
前，我们先对对子，赢家先尝。
佛印和尚允了。东坡随即吟
出上联：栗破凤凰（缝黄）现。
此联借板栗为题，含有板栗破
缝，黄酥酥栗心显露出来的意
思。佛印和尚何等心性，略加
思索，吟出下联：藕断鹭鸶（露
丝）飞。意为莲藕断了露出飞
丝。“鹭鸶”与“凤凰”堪称绝
对。两人对完，相视一笑，各
自拿起板栗大快朵颐。

见我呆望着板栗出神，妇
女问我：“要不称几斤？”“称两
斤！”我提了板栗，转身出
短巷。

“栗香市前火，菊影故园
霜。”我挺羡慕故园有板栗的
人，可惜我老家没板栗树。

《诗经》中的“树之榛栗”
的栗，《吕氏春秋》中“果之美
者，有冀山之栗”的栗，都是板
栗。可以看出，板栗在我国历
史悠久。杜甫也曾吟过“入村

樵径引，尝果栗皱开”，这里指
板栗是乡村农人待客的最好
果品。原产我国的板栗，是古
代五果之一，素有干果之王美
誉，国人栽植板栗也有两千余
年历史，这根植下来的文化属
性自然就深厚了。

板栗有保健功效。相传
北宋苏辙晚年得了腰腿痛，
一直治不好，后来，他听信一
位老农偏方，找一些鲜栗，每
晨10颗，捣碎，煎汤，待温凉，
饮下，连服月余，居然见效。
有诗为证：“老去日添腰脚
病，山翁服栗旧传方。经霜
斧刃全金气，插手丹田借
火光。入口锵鸣初未熟，低
头咀噍不容忙。客来为说晨
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桨。”这
疗效杠杠的。

无独有偶，除去疗效，还
可辅食。南宋陆游晚年用栗
子作夜间辅食，诗中可窥视一
二：“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

燔疗夜饥。唤起少年京辇梦，
和宁门外早朝来。”年老体衰，
牙齿难免开始松动，吃硬食困
难，翻炒板栗绵软香糯，可添
为夜间读书之零食。

食板栗也添情趣。《红楼
梦》第十九回写道，宝玉命取
酥酪来，袭人忙说，只想风干
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去，宝
玉便取栗子自灯下检剥，美
人病恹在床，心上人儿在灯
下剥风干栗子，这样情景也
别具风雅与缠绵，令人羡煞
向往。

如果说文人喜欢板栗赋
诗有些矫情，那明代医学家李
时珍的食栗养生之荐就有代
表性了：以袋盛生果，悬挂，每
晨吃十余颗，随后猪肾助之，
久必强健。板栗强身健体之
功效，板上钉钉。

冬天，清茶一杯，闲坐食
栗，温暖安然，简单朴素，这样
的人生，足矣。

□ 田秀明
朱光潜先生曾经这样说

过：“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
劳，心无偶闲。”诚如先生所
言，一旦沾上了这样的毛病，
生活索然寡味，身心疲惫不
堪，于事劳而无功，为名所困，
为利所囿，即便是天天锦衣玉
食也恐怕是乏味的。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充斥
着浓浓的烟火气息。一日三
餐，少不了柴米油盐的纠缠；一
年四季，尝尽了酸甜苦辣的滋
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
就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的奔波劳碌，为家庭所累，为事
业所累，到头来只是活在生活
的苟且里。若是能够在奔波劳
碌之中，放慢脚步，或者可以看
得到生活的诗与远方。

朋友是一名画家，长于花
卉，有迎风绽放的，有含羞半
露的，还有打着花骨朵的，娇
艳艳的，活色生香。因为住得
近，我便常去朋友的画室看朋
友作画，一张宣纸，三笔两点，
便开出几朵花来。朋友意欲
收笔，看着边上的一大块空
白，我打趣说，是不是画家的
笔墨都这么吝啬，多描上几

笔，再开出些花来，多好啊，反
正旁边一大块空着也是空着。
朋友告诉我说，一幅画的意
境，不在于笔墨的多或者少，
留出适当的空白，让欣赏者有
足够想象的空间，这在艺术上
叫做“留白”。绘画如此，人生
也是如此。

朋友的一番话，让我思之
良久。人生之旅，每一个人都
在追逐风景，追逐美好的路
上，而在人的心里面，这样的
风景，这样的美好，以为都是
在前方。或者有的时候，如果
能放慢追逐的脚步，也许会发

现，在我们的身边，每一座山，
每一片水，同样蕴藏着风景；
每一棵树，每一株草，也同样
彰显着美好。

陶渊明的《自祭文》里有
这样一句话：“勤靡余劳，心有
常闲。”短短八个字，说尽了人
生之大境界。勤靡余劳，不遗
余力，事情一定能够做好；心
有常闲，不为俗务所扰，自有
一片闲适天地，身体虽忙但灵
魂自在。

现代生活，每个人都行色
匆匆，忙忙碌碌。心有常闲，过
好当下，才会发现生活之美。

心心有有常常闲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