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是个不可捉摸的字眼，我们总是花费
很多精力为未来忧虑，有的人甚至一直在为未
来担忧中度过现在的每一天。未来有时候就像
迷雾笼罩下的孤城一般，我们急于拨开迷雾，
看一看未来之城的真面目。影影绰绰的景象，
会让我们憧憬，同时也会让我们困惑和迷惘。

记得大学毕业前夕，我开始为将来走向社
会忧虑。每每想到未来，我心中就会隐隐生出
迷茫和惆怅之感，不知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
的大学老师中，有一位被学生们神化的老师。
大家都说他能够判断出一个学生的前途如何。
往届有些学生让这位老师帮忙推荐走向社会的
发展方向，据说他的观点非常有价值。大家都
说他看人非常准，眼光也具有前瞻性。

于是，我找到那位老师，把自己心中的困
惑讲给他听。我对他说：“老师，我现在真的是
处在‘迷津’阶段，觉得前方的路就像迷宫一

般，让我困惑甚至恐惧，不知该如何选择。大
家都说您能预测未来，我想让您为我的未来指
指路。”老师听了我的话之后，哈哈大笑。他拍
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我可没你说得那么神！说
实话，我不过是根据学生们的各种表现推测他
们未来的发展情况罢了。其实你们现在的表
现，就是未来的样子。因为，现在是未来的伏
笔，完全可以根据现在的状态推测未来的状
况。与其活在对未来的困惑中，不如好好珍惜
当下，把现在过好了，未来一定不会错……”

老师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现在是未
来的伏笔，我们现在所过的每一天，都是在为
未来做铺垫。有什么样的现在，就有什么样的
未来。也可以说，过好今天，明天就错不了。
未来虽然有些渺茫和无法把控，但现在是我们
可以掌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掌控了现
在，就能够掌控未来。

我们那批学生走向社会后，果然不出所
料，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生时代的表现有直接
关系。其实人所有的表现都会成为一种习惯，
拼搏自律是一种习惯，懒散放纵也是一种习
惯。而习惯一旦成了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
变，甚至会跟随人的一生。种下一种习惯，收
获一种人生。我们每个人的现在，都有未来的
影子。现在是播种和耕耘，未来是收获。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了。

我经过了那次的思想起伏之后，便把心安
顿下来。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坚信，现在是
未来的伏笔。不必忧虑未来，只管过好当下，
未来自由安排。后来的人生路上，我经历过很
多关口。每当我对未来感到惶惑的时候，我都
会调整心情，埋下头来，把现在经营好。现在
为未来埋下一个良好的伏笔，每个人的人生故
事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王国梁）

现在是未来的伏笔

年轻时喜欢看小说、追剧，欣赏的是主角
波澜起伏的人生，感天动地的故事。近来一个
小假期待在家追了几天剧，却发现现在的自己
观看的角度和从前不一样了，更欣赏剧中那些
有趣的配角及幽默的语言和有意思的细节。

看书也是这样。最近买了几本曾经很喜欢
的书，发现并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了，甚至有些
读不下去。现在更喜欢有趣、潇洒、真诚、朴
素、率真、可爱的文字，太刻意的营造不喜
欢了。

这就是时间在让人成长吧。不管多大岁
数，人其实一直在成长。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
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
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年少读书时
背苏东坡的《定风波》，只为能记住，考试时能
愉快地写出来。这样的初衷一下子就失了趣
味，当时是记住了，转身就丢在了荒寂的光
阴里。

现在只为喜欢，为自己的兴趣，连小序也
能朗朗上口，记得真切：“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
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
晴，故作此词。”是为有趣。一句“余独不觉”，甚
至比正文的词句更能见作者的性灵和旷达。

当做一件事，觉得有趣的时候，这件事就
宛若星辰闪着光芒，就更易欣赏到美好有趣的
那一部分。

“又笨，又慢。”年少时干活，总是被长辈
们这样或严厉或慈爱地责备。每每深为苦恼，
常常羡慕别人的灵巧和迅捷。

可是，现在，我竟然发现笨和慢也很不
错，是一种让人蛮快乐的生活方式。

比如笨。常在生活中闹出很多可爱的笑
话。记得小时候上学的路上要爬一道陡坡，别
人轻轻松松就上去了，我不行，上不去，怎么
办呢？我就悄悄练习，在家里练，用一个板子
搭在凳子上，一遍遍练，很滑稽，竟逗得自己
哈哈大笑。板子顺利走上去了，可能家里的凳
子低，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坡和缓一些，因此到

了那个真正的陡坡还是不行。干脆咱就绕吧，
多走一些路而已。沿着人家庄稼地旁边的小径
往前走，也能到学校，就是多花费了一些时
间，但是这一路能摘到很多好看的花枝，追追
蝴蝶，找一把甜甜的浆果，也蛮有意思的。后
来，年岁长了一些，个子高了一些，那个陡坡
也能上去了，可是还是喜欢绕道走，因为路上
有很多有趣的事。

不过笨，也有一些好处，知道自己笨，做
事时便会谨慎小心细致。知道自己笨，就不太
会骄傲自大。

笨和慢于我常常相连，做事笨，速度上可
不就慢了。慢也有慢的好，现在很多事情都太
快了，适宜慢下来。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有
时候会很想念慢。人或许活到一定岁数，光阴
和阅历会打开人的局限，看事情的时候，眼光
全面了，就不会羡慕别人了。也许，换个角
度，换个思维方式来看，有时候，所谓的“缺
点”并不一定是不好的。

（耿艳菊）

活得有趣
思想火花

秋天是简单安静的。简静秋光，岁月
流长。删除了繁复芜杂，抖落了喧嚣扰
攘，秋天呈现出繁华落尽之后的真淳味
道。一缕秋风，两朵闲云，三五棵秋树，
七八朵野花，秋天的任何一个角落，都透
露出淡然豁达之风，透露出谦逊低调之
气。整个世界都是通透的，仿佛经历了悲
欢离合的智者，笑看秋去秋来，独对风云
沧桑。

经历过冬天的漫长酷寒，春天的繁荣
似锦，夏天的张扬热烈，秋天显得简单安
静。尤其是秋天的天空，简直就是一幅悠
远宁静的水墨画，笔法洒脱自由，构图简
洁明了，运笔疏朗清淡。这幅水墨画从遥
远的岁月深处逶迤而来，带着清简素淡的
中国味道，把千年的时光浓缩成几笔线
条、几处淡墨、几点疏影，让人心中涌起

“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感喟和深思。“行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仿佛有一只巨大
的笔，在偌大的天空随意挥毫，行云流
水，天马行空，洒脱奔放——这本就是一
首写给天空的抒情诗。

天蓝得出奇，那种纯粹的蓝是天空的
本色，干净得不染纤尘。忽然觉得“天蓝
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而是一种标
志，是秋天特有的标志。有时候真想测量
一下蓝天有多蓝，可我知道，再高明的画
家也无法精准地捕捉到那种蓝的纯度，无
法测量出蓝天有多蓝。“天蓝色”是属于
秋天的，只有秋天一到，风烟俱净，蓝色
才如此透彻明净。蓝天高远，云影淡淡，
大片大片的留白给人空寂之感。但那种空
寂不会令人惆怅，反而会激发心底的豪
情。独对秋空，心胸开阔无边，所有琐碎
庸常的情绪一扫而空，只剩下神清气爽。

秋天的原野，仿佛奏响了悠扬的曲
子，一种宁静而宏大的旋律响在耳边。草
木和庄稼不再无拘无束地疯长，它们懂得
了克制和收敛。生命就是如此，懂得克制
和收敛，成熟的味道就出来了。庄稼们不
再张扬地高昂着头颅，而是谦逊地低头敛
目，以朝向土地的姿态向秋天表白心迹
——忠诚土地，奉献赤诚，把生命的馨香
全部释放出来。丰收的原野，到处都弥漫
着秋天的香气。庄稼排列有序，在田野中
站成一道道风景。果树上果实累累，菜园
里瓜果飘香。秋天的色彩是绚丽的，但整
个秋天的底色是简静的。我站在秋天的原
野，阵阵秋风吹了过来，秋天的馨香浓浓
淡淡地飘来。忽然觉得，我是站在一幅安
静的油画面前。这幅油画，色彩饱满，意
境幽远，传达出秋天的韵味和深意。繁华
深处是简单，喧嚣过后是安静。简静，是
季节最美的样子，也是季节最终的归宿。

长天秋水，落霞飞雁，田野远山，简
静秋光。如果你躲进秋天的角落里，细细
品味简单安静的秋光，你会发现，秋天馈
赠给你的岂止是这美好的秋色？连同秋天
那种优雅的气质，以及通透的智慧，一并
赠送给你。秋天褪去了臃肿的夏服，卸掉
了厚厚的浓妆，呈现简约之风。虽然删繁
就简，但秋天的繁华并未落尽。秋日里果
实丰美，收获满满。整个秋天，像一个优
秀却低调的人，满身光芒却不会刺伤别人
的眼睛。秋天自信而又谦逊，让人仰望，
赐予人向上的力量。

简静秋光，季节诗章。莫要辜负这大
好秋色，在秋天的角落里，做一棵简单安
静的植物，尽享秋之美好……

（马亚伟）

简静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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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是

秋天的翅膀

它们先是

像鸟儿一般伫立枝头

静静等待

引颈翘望

时刻做好准备起飞

亦或跳下的姿势

秋天来了

秋风起了

在秋风的怂恿下

叶子们鼓足了勇气

下定了决心

争先恐后地跃跃欲试

一个个接二连三

勇敢跳下

终于铺就了一张

绚丽多姿亦真亦幻的彩色地毯……

（周家海）

秋风与落叶

诗路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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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手绘脸谱》
弘扬国粹经典，描绘脸谱之韵。

拍客：梅方明

幸福驿站

《“沙漠之舟”》
“沙漠之舟”，可以运货，也能驮人。

拍客：盛近

《舞台》
鲜艳荷花搭舞台，小小蜜蜂舞起来。

拍客：王会舜

《生态美景》
海域风情，生态美景。

拍客：王泽民

灶台下的柴火热烈地燃烧着，大铁锅里是
奶奶蒸的枣糕，正当我一脚迈进厨房的一刻，
奶奶正“起锅”，一股浓浓的热浪泛着白色烟
气，“呼”地一下将厨房灌得满满的，恍然之间
如入仙境，隐隐约约中奶奶的身影好像下凡的
仙女。

这就是乡间厨房常见的场景。小叔在家庭
群里发来照片，几棵丁香树竞相开放，粉紫色花
朵，安静地开在寂静的农家小院里。小叔说奶奶
问呢，院子里的花都开了，小菜也青了，你们啥时
候回来？思绪忽地回到奶奶家厨房，想到了乡间
饭食，记忆里的美味重新在舌尖旋转。

时光回到二十年前，夕阳西下，暖暖的风
从院子里的花间穿过，我和爷爷合力将餐桌抬
到院子里，我搬来几个木凳子，摆好碗筷，奶
奶吩咐了，今天晚上在院子里吃饭。

农家人的饭食，一般都是柴火饭，以炖煮
为主，有自家地里种的各种蔬菜，有满地跑的

“溜达鸡”、笨鸡蛋，有爷爷钓的河鱼。人虽然
不多，但是饭菜摆得满满当当，爷爷总是在晚
餐时要小酌一点的，一粒一粒地吃着花生米，抿
一口酒，不时地看向天空，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
说他过去的故事。青菜是那么绿，油汪汪地泛着
光；水磨豆腐是那么软嫩，裹着酱汁入口即化；泉
水炖河鱼的滋味，能鲜掉眉毛；锅贴蘸鱼汤，好吃
得用爷爷的话说“给个乡长都不换”！

农家饭菜无需精致，味道也是朴素真诚
的，却能唤醒身体，如时令密码一般灵验，春
夏秋冬，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
气。如那道令我至今难忘的“土豆片炒韭菜”，
土豆和韭菜都是刚刚从地里拿回来的，土豆切
片，韭菜切段，简简单单炒制，只加入一点点
酱油，再不用其他调料，韭菜汁液的鲜味浸到
土豆里，味道别具一格。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做
过这道菜，不论如何细心烹制，但缺少了那些
恰当的时机和心境，味道难再得。

爷爷热情好客，家里但凡做了好吃的、特
殊的饭菜，隔着墙头吆喝隔壁徐爷爷：“来啊，
喝一杯。”这也是农家一大特色，晚饭是大家串
门聊天的好时候，徐爷爷就端着自家好吃的饭
菜过来，或者夹一瓶好酒，他和爷爷相处是快
乐的，两个人常常互相贬损对方，却不生气，
酒杯一碰，哈哈大笑。

农家人劳作了一天，晚饭是最惬意的时
光，一吃就是一两个小时。漫天繁星，灯火可
亲，奶奶不紧不慢地在厨房收拾碗筷，我和爷
爷坐在院子里，一把摇椅一个小马扎，爷爷喝
着大缸的茶水，我看星星看月亮，抱着猫，什
么都不去想，这样的时光漫长又温馨。

那时没有手机去记录这些美好画面，鱼鲜
风婉，山花争艳；也没想着用胶片相机拍下一
张珍贵的照片，星语虫吟，斜阳舒暖，但那些
无心吃过的每一餐，记忆都落在了饭食里，无
可避免地刻入心窝。 （夏学军）

乡间饭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