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在云里拆解信笺

将写满诗意的花瓣雨飘洒山野

燕子把呢喃别在柳梢

打扮成熟的春天

青草绿色的形容词还没写好

就在风中变成摇曳的动词

小甲虫还来不及装订诗页

石头已在清澈的溪底柔声吟唱

几只鸟雀在花团锦簇的枝头

唧唧喳喳争论着平仄押韵

最美的诗句

早被一行白鹭带上了青天

当蒲公英撑起绒绒的梦想

抒情在童年的山冈

那个站在山梁上的少年放开嗓子

吼出九曲十八弯的歌谣

（马骏斐）

四月天

我是喜欢静的人，待在家里的时间是
偏多的。尽管如此，我的心里仍然会深藏
着一个想要逃离现实的想法。居家生活之
外，是需要心中的诗和远方的，这也是囿
于现实生活而想要的一点梦想吧。

我是一个格外恋家的人，喜欢居家
生活的简单，随意。平时，不上班的时
候，只要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去做，我
一般都是待在家里，套用现在流行的话
语，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宅的人。宅在家
里的日子，对于我来说，离家最远的行
动，大概便是在清晨到公园的湖边去
散步。

清晨起来，去公园的湖边，随意走
走，四处看看，总能发现一些新鲜有趣
的事情。湖边的太阳刚出来，还挂在湖
对面楼群的顶上，湖边的树影在阳光
里，清晰明媚。即使每天在同一时间起
来，准时赶到湖边，站在相同的地点看
过去，你也会发现那些太阳所在的位置
是不同的。由春入夏，太阳是一天天升
高的，看到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高一
点，自己也会生出是否贪睡迟起的疑虑
来。而到了秋天，太阳比我还要懒一
点，起得比我还要略迟一点，太阳大概
也是会偷懒的。如此想想，也便释然
了。只是每天依然会沿着湖，悠然地散
散步，看看太阳，看看湖边的风景，看
看湖水。湖面上的一道阳光，仿佛是在
随着晨风荡漾的，轻松而又随意，像是
贪玩的孩子，一门心思地在玩着自己的
玩具，或做着自己的游戏，他们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会在意有没有人
去 注 意 他 ， 甚 至 也 不 希 望 有 人 去 打
扰他。

湖边树林里的鸟，是勤快的，它们
和我打着招呼，我却懒得去理它们。在
树林里，即便是循着鸟声望去，你也难
以找到它们，甚至也分辨不出它们的叫
声，只能听到叽叽喳喳的一片嘈杂的鸟
声。在清晨，我的漠不关心，并没有影
响到小鸟们的兴致，它们以无我的热
情，站在树梢间，依然欢快地唱着晨
曲，抒发着自己的快乐，依然会把它们
的快乐告诉每一个路过那片树林的人，
真让人感动。奇怪的是，路过的人们，
虽然脚步并不匆忙，但却很少有人去看
那些鸟儿们。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在
清晨，还听不懂，或是不愿意去听一群
鸟的快乐。或者，他们的心里也有着各
自的快乐，并不需要与鸟分享，甚至也
不需要将心中的快乐表露在脸上，他们
将快乐藏在心里，藏在清晨湖边丝丝缕
缕的阳光里，也藏在湖边渐渐弥漫的雾
气和微小的波澜里，这点快乐大概也是
微小而又捉摸不定的，在清晨的湖边，
随意而又悠然地生出，又淡去。

湖心长堤上的风比湖边要稍大一些，
从荡漾的湖面上吹过，空阔而无挂碍，那
样的轻风，是轻淡而又诗意的。我喜欢在
湖心的长堤上，迎风慢跑，任风吹起我的
衣襟，拂过我的面庞，掠过我的发梢。那
种沐风而行的惬意，在清晨，唤醒了我的
睡意。我喜欢在湖边迎来清醒的一天，心
情如风轻，如水润，如阳光明媚，如绿树
清新，也如鸟声欢愉。湖边的清晨，足以
打开清澈而又明快的一天。

（章铜胜）

湖边清晨

我一向觉得，一个家如果没有书房，心灵
便会无处可栖。卧室是用来栖身的，而书房是
用来栖心的。家庭的温暖固然可以抚慰我们，
但书房的芬芳才可以真正让心灵得到休整和净
化，让我们感受到纷繁俗世中的那抹诗意。

书房不在乎多华丽，只要小小的一隅便可
让家多出几缕芬芳。我曾经独居在一间只有二
十多平米的屋子里，但我收拾出屋中一角放
书。其实那只是一个简陋的“书角”，却让我觉
得陋室因书而生辉。那段清苦的日子，每晚临
睡前看一会儿书，成了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最大
的享受。我甚至觉得，生活因为有了那样的读
书时光而变得明亮了。睡前读书，让我对第二
天的阳光充满了期待。书香氤氲，明日可期。
没有书的家，即使富丽堂皇也会显得庸俗和乏
味。书不是装饰品，却让家有了别样的趣味。

后来我买了大一点的房子，给自己留了一
间书房。此后读书就成了最幸福的事，我有时
刻意营造一种读书气氛，充分享受阅读之趣，

就像把一顿美餐设置成烛光晚宴一样，氛围感
十足。晚饭过后，孩子和老人在客厅看电视，
爱人在刷手机，我轻轻把书房的门打开，再轻
轻关上。一瞬间，我的世界就呈现出一半烟火
一半诗意的理想状态。我沏上一杯茶，端坐在
书桌前，翻开书来读。茶香在书房里缭绕，书
香也在书房里缭绕，中间是一个安静而满足的
我。那样的时刻，我会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
福的人。

每日在喧嚣俗世中忙碌和奔波，心灵必定
会疲惫，甚至麻木。此时如果没有书籍的洗
礼，人会变得越来越琐碎和庸俗。而端坐在书
房读书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佛家修行
一般，进入了一种超脱的境界。我在其中沐浴
文字的芳香，用来洗涤心灵的尘垢，用来抵御
生活的粗粝和空洞。

我读鲁迅读李敖，读朱自清读周国平，读
李白读苏轼……书房的每一本书里面都藏着一
个有趣的灵魂。那些有趣的灵魂为我营造了一

个精彩纷呈的天地，我坐在中间有得意之感，
仿佛那些作者围坐在我的周围，高谈阔论。毕
竟我是书房的主人，坐在一堆书中间，随意取
之来读，有种众星捧月的兴奋感。当然，书中
那些有趣的灵魂才具备月之光华，我只是渺小
的阅读者，只是书房能营造出我为王者的气
氛，让我觉得自己气场全开，像自由的勇士一
般，挥鞭打马，自由驰骋。当你成了书房的主
宰者，就会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生命的快乐，例如
健康、亲情与自然的交融，这是生命本身需要
得到满足的快乐。另一种是精神的快乐，包括
智性、情感和信仰的快乐，这是人的高级属性
得到满足的快乐。”读到自己喜欢的句子，我仿
佛尝到了一口美味一般，特别享受。

书房栖心，书香醉人。读书的时间安静又
幸福，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起身
离开书房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被某种美好沐
浴过了，身心愉悦。 （王国梁）

书房栖心

这个时代，通讯、交通如此发达，是我们
的幸运。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今的年轻
人很难体会到从前“慢时代”思念的滋味了，
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思念如一杯红酒，从前的人们一点点品
咂，让思念的滋味从舌尖、味蕾抵达内心深
处；而如今的人们则是一饮而尽，来不及回味
思念的滋味。这样说来，他们遗失了一份丰富
细腻的情感体验。

从前慢，车、马、邮件都很慢，想见一个
人要经过漫长艰辛的跋山涉水，想收到一封信
需要十天二十天的苦苦等待。现在是个立等可
得的时代，思念某人可随时手机视频，跟面对
面交谈没什么两样。如果想亲密相拥，坐上飞
机或者高铁即可飞越千里，只需一个下午的时
间就可以来到思念之人身边。所以从前人们所

说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
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到底是什么滋味，
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一日不见，如隔三
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思君令
人老，岁月忽已晚。”“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
此夜难为情。”……这些幽微美好细腻的感情，
就像是一枚回味无穷的果实，让人品尝到多层
次的丰富滋味。

从前的思念，有味有香，有形有色。从前
的思念是酸酸的，酸中又带着微微的甜；从前
的思念是芬芳的，芬芳中有淡淡的惆怅；从前
的思念是千山万水的守望，是跨山跨海的抵
达；从前的思念是蔚蓝的，就像海一样深沉，
冷色调的思念中泛着暖意。

我作为一个中年人，亲历了通讯、交通的

飞速发展过程。我体验过“慢时代”的思念，
也享受过当今时代赐予的便捷。不过说实话，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思念的感觉了。有人
说，想要感受一下思念的源头，最佳去处是火
车站、飞机场这类的地方。可是你会发现，如
今这些地方很难看到惜别的场面，没有了十八
里相送的挽留，没有了执手相看泪眼的伤怀
——因为思念不那么重，所以离别不那么伤。
记得以前的车站、码头之类的地方，每个角落
都有一首别离诗，催人泪下；离别的故事都各
不相同，但人们的表情是一样的。我记得从前
有一次，我躲在车站的角落里观察来来往往的
人，觉得那样的场面真让人动容，简直可以写
成一本厚厚的书。

从前的思念，那么痛，那么苦，那么酸，
那么涩，那么甜，那么美…… （马亚伟）

从前的思念
情感天地

驱车几十公里去爬山，到了地方，却突然
不想爬山了。不是王子猷“乘兴而行”，而是发
现了更有意思的事。

返回到几公里外的一处颇有古典意味的亭
子里，来时一晃眼的工夫，便印在心间了。放
下书包、水杯，惬意地倚在栏杆上，悠然地远
望遐思。望什么呢？“山青卷白云。”

天时，地利，人和。好风，好天，好云，
好季节，好亭子，好位置，好心情，好意趣，
好缘分，就凑成了这桩妙事。

由此而想到苏轼，神宗元丰七年，他由黄
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
江，与友人同游庐山时，写下了诗中有画的哲
理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首诗还有一个版本，就是第二句“远近
高低各不同”为“远近看山总不同”。“远近高
低各不同”明显优于“远近看山总不同”，前一句
不仅包含了后一句的意思，还有更丰富的余韵。

一座山，置身其中，一步一步爬上山顶，
其过程自有趣味。一座山，抽身出来，站到远
处去观望全局，却是另一番味道。置身其中，
一草一木一石，欣赏的是细微之美。隔了一段
距离来远观，看的是全局，赏的是宏阔，入眼
入心的是辽远。

“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山水田园诗
人王维也喜欢望山。喜欢他那首送别友人时写
的 《欹湖》，诗曰：“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
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送别诗的调子
总是掺杂着忧伤，读这首诗的后两句，感受到的
却是伤悲之后的豁达，犹如雨后初晴的天空，是
青山的翠，白云的澈，是一幅美妙的画了。

王维善于写这种美好的画境，说不尽的意
味。他还写过另一首送别诗，其中的“白云无
尽时”和“山青卷白云”，都相当耐品味。

歌德说：“一首诗的真正力量和作用全在情
境。”他又说：“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
常出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

远观一座山，美就美在情境。青山如碧，
稳稳屹立。白云飘逸，自在卷舒。是诗也是
画，自心底铺展开来。

看《包法利妇人》，代序里有这样一句话：
“古往今来，人的道具在变，而人性和人的困境
总是恒一的。”我想说的是古往今来，美是恒一
的，困境是恒一的，人心底所渴求的不过是向
往美，向往诗意的生活，要冲破自身困境，活
得自在一些。

人生也是一座山，每个人都低着头在自
己的山头攀爬，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奋
进。痛苦和困境在所难免，懂得适时地抽
身，从自己的山头跳出来，远观一下，发现
风景竟然很不错，说不定就拥有了豁达开朗
的心境。若只顾着跑向终点，焦躁不安，一
身疲累，哪有心情去顾盼身旁的一草一木这
些琐屑之美，所以不是爬山了，而是负山前
行，沉重可想而知。

（耿艳菊）

山青卷白云
幸福驿站

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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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诗路花语

图片内容：1、积极向上；2、吸引读

者；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4、附上图片

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注

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

信息。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hyjtbs@qq.

com 2、加 QQ1084748346 发送离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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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火花

《享春光》
雀上枝头，享受春光。

拍客：汤青

《快乐童年》
童年时光，无忧无虑。

拍客：梅方明

《花枝添秀色》
春之序曲，繁花盛开。

拍客：王艺宁

《“穿越”游故宫》
身着古装，游览故宫。

拍客：罗时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