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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原本明亮清澈如泉的双眸
在经历岁月的狂澜和生活的风暴后
如今变得浑浊 朦胧
白内障还试图关闭它通往心灵的泉眼
听觉中枢随着年龄的增长
仿佛河床进入干涸断流的季节
静脉曲张更是藤蔓般
爬满母亲布满沧桑的手脚
过年回家时母亲紧拉着我的手说
在她那段最无助虚弱时期
她最希望能接到我的电话
我看见她说这句话时
疲惫的双眼流着浑浊的泪水
那刻我想起电影《你好，李焕英》幕后语
打我有记忆起
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所以我总是忘记
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
这些朴实无华的字眼
击中了多少儿女的泪点

寻找

在故乡能看到
浩渺的夜空星光点点
我喜欢仰望璀璨的星空
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座
我多愁善感符合双鱼座的性格
但那时隐时现的星光
在我离开故乡多年后的梦里依然清晰
而今我生活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
我常在晚上爬上白云山的摩星岭
脚下是星光点点的万家灯火
却总是无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盏

某些往事

时间的流水
淘洗着万事万物
亦慢慢沉淀着
某些刻骨铭心的往事
仿佛体内经年累月的结石
偶尔会硌疼我的肾脏
引起一阵阵心怵
我们多么渴望
通过一次微创手术
彻底根除那块顽石
但它如宿根植物
一旦在心里扎根
就很难连根拔起
只能任由它疯长
在回忆中收割一茬茬悸痛

留白

每天工作八小时
如果工作需要还得加班两小时
下班后我尽量婉拒一些无用的社交
偶尔给自己炒两个小菜
酒就不喝了 烟更不能抽
多留点时间给阅读与写作
这是我给生活工作与健康的留白

如果觉得平淡的生活过于枯燥
就去朋友圈看看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
惊讶的发现他们极少更新朋友圈
但这不影响我点进去的欲望
我慢慢浏览不点赞不留痕
我知道生活有时无声胜有声
这是我们给朋友圈的留白

当我们从退休那天起
就把工作还有家长里短放一边吧
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这是人生最好的留白

我的村子在南方，前后山林荫蔽，四
周山坡环抱，沟渠缭绕。水沟两边是稻
田，那稻田不知是天造地设的现成，还是
经过前辈们的锄修耙饰，很平整。

在传世的名篇佳句里，都是春种秋收
冬藏。我们这里却是春种夏收，夏种秋
收，一年水稻两茬。在农历的四五月间，
禾苗绿油油的，暖风过处，碧浪起伏，赏心
悦目，林子里的斑鸠叫个不停。夜晚，萤
火虫携灯群舞，青蛙呱呱、蟋蟀唧唧地伴
奏着，栖息于山坡和水田间灌木茂密之处
的白脸田鸡，虽然够不上清晨画眉鸟的歌
唱水平，但不甘寂寞，反复着从祖辈传下
来的歌词，加入这夜总会里来。村子里的
狗儿偶尔也来了兴趣，汪汪地吠起节奏。

五月下旬，水田里的水面缀满稻花，
空气里馥郁着花香，那时就是田蟹糕黄
之时，在田埂和水稻的畦沟里，水清的地
方，很容易瞥见蛰伏的田蟹，水浊的地方
也不用担心找不着那呆货，你走过时，它

总会响应着移动半尺来长的距离，生怕
你不知道它的踪迹似的，经过的地方总
会冒出小泡泡来告诉你的。你背着篓去
的，篓满；提着桶去的，桶满。到家时，佐
饭的有了，下酒的有了，喂鸭子的也有
了，甚至腌汁的也有了。

山坡和稻田之间，总会挖出不大的
田头沟，疏导从山坡里渗出的泉水，保证
田地的排灌，防止大雨时从山坡上冲刷
下来的黄土淤埋水田。深秋时节，稻海
金浪，燕子飞罢大雁登场。在那田头沟
里，游弋着西兵鱼（学名过山鲫）、鲖鱼、
斗鱼、小鲫鱼……在那里堵住一段，舀干
水，泉眼稍大的，根本舀不干的，只是把
水舀浅一点罢了，这时，得赶快抓鱼，否
则水会马上涨起来的。鱼也不是傻子，
束手就擒，不管大小，总是跟你打起游击
战来，隐身于水草或水里的落叶，或深藏
于淤泥里。抓到时，方知道鱼也是不屈
的勇士，它会摇摆着身子抗争不休，把身

上沾着的淤泥当成最后的武器，把你甩
成花脸。任何收获都得付出的，有时甚
至会碰到埋于淤泥里的荆棘，扎破手指
刺伤脚丫是经常的事，但渔获的喜悦却
忘记了疼痛。摸着摸着，眨眼工夫鱼就
掩盖了桶底，再一会儿就装了小半桶，但
很奇怪，不管你怎样把鱼投进桶里，就是
不见桶满。原来，西兵鱼、鲖鱼是很狡猾
的，据说，它们生活的水域干涸时，会张
开腮盖，蜿蜒着身子，迁移到别处的水域
里。我爷爷的胞兄就亲眼看过多条西兵
鱼往同一方向爬坡的怪事，它们乘你弯
腰抓捕时，从桶里腾跃而出，遁身于稻田
里去了。那些鱼用咸菜煮汤，或者拌着
豆浆烘烤，味道鲜美。

鲁迅先生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
文章，他说百草园是他的乐园，我村子的田
野有美景，有天籁的演奏，有捕获的乐趣
……田野是我们村子孩子原生态的乐园，
毫无逊色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

在我的家乡吴川塘㙍镇板桥与化州
杨梅交界处，有一座丽山。丽山位于吴
川境内，山幽林密，人多樵牧其间，樵唱
牧歌，缭绕山中，远近皆闻，“丽山樵唱”
为吴川古八景之一。丽山高耸浑圆，姹
紫嫣红，山色秀丽，闻名遐迩。骚人墨客
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留下不少脍炙人
口、令人遐想翩翩描写丽山的壮丽诗
篇。有诗曰：“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
处一峰圆”。

明代吴川知县、名宦汪季清，是江西
饶州人，明洪武初任吴川县丞，洪武八年
(1375年)升任吴川知县。他为官清正，
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体恤百姓，爱民如
子，口碑颇佳。任上建桥修路，改善民
生；修葺祠宇，注重教化；兴庠办学，培
养人才。治吴九年，政绩斐然，百姓建
名宦祠以纪念他。在汪季清眼里，小小的
丽山与他家乡江西的崇山峻岭相比，乃小
巫见大巫，但方圆百里内，奇峰突兀，一峰
独秀，奇异无比，气势不凡。他常于此登
高望远，有一览众山小之感。立于山巅东
眺梅菉、南望南海，清晰在目，心旷神怡。
山下远处，一望平畴，苍翠碧绿，青烟袅
袅。近处，凉风阵阵，鸟语花香。幽雅静
谧中，密林深处不时传来樵夫叮叮当当砍
柴声，山谷回音，传向远处。他欣然命笔，
写下了描绘丽山景色佳句：“大山巉岩多
险阻，小山秀丽应可数。平林风月人语
稀，隔山日听樵人斧。斧声丁丁鸟嘤嘤，
临流欵乃溪谷鸣。观棋自顾归去晚，何人
五十行负经。”

吴川霞街人林闱阶（字云衢），清乾

隆二十一年(1757 年)丙丁科举人，丁丑
年连捷进士。他家境清贫，八岁自力于
学，能自得师，从业于医，后知山西灵石
县，上任五十四天便请辞归乡，睦乡邻、
敦孝悌。其后隐居于马蹄山，悬壶济世，
普惠众生，著有《药性赋》等医书。

林闱阶留恋自然，钟情山水，抒写了
不少赞美自然诗句。其中，他的《吴川八
景诗》是这样描绘丽山的：“牧笛先闻山
上山，樵歌又出翠微间。斧声入韵珠喉
转，柴担无弦野调闲。曲向云林深处度，
腔从泉石转中弯。鹃啼鹤唳相赓和，归
路牛羊听鸟蛮。”全诗句句写山，声声悦
耳：牧童那悠扬悦耳的笛子声在山谷回
荡着；那边樵夫悲壮粗犷的歌声随风而
来，飘向密林深处。远处，斧声叮叮当
当；近处溪水潺潺，泉水咚咚，丝丝缕缕
细流在岩石间迂回旋淌。杜鹃悲啼，白
鹤长唳，鸟儿歌唱，羊群咩咩，黄牛哞哞，
互相交织，组成一场和谐壮观的大型交
响乐。

“季子行吟负担时，烂柯山下草离
离。而今丽泽能求友，伐木声中尽是
诗。”这是清朝吴川县令沈峻写的《丽山
樵唱》。沈峻，字存圃，直隶天津人。乾
隆五十二年由副榜教习任吴川县令。居
官清正，其在吴时间不长，颇有建树，深
受老百姓喜爱。该诗先回忆了三百年前
时任知县汪季清，曾于此吟唱山色秀丽
的丽山，接着引用“王质棋后不知年”的
典故，从侧面烘托、比喻丽山的美丽景
色。短小精悍，内涵丰富。

描写丽山众多诗篇中，吴川状元林

召棠的《丽山樵唱》最具代表性。其诗反
映了期盼岁稔年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的良好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夕阳
何处下归樵，袅袅清歌度远飙。野色苍
凉兼牧笛，岚光浓丽上烟霄。声含乐岁
丰鱼稻，梦有奇情幻鹿蕉。倦斧好留棋
畔坐，人间栖凤爱长条。”

林召棠，字芾南，吴川霞街人。丙
子举顺天乡试，道光三年 (1823年)殿试
遂拔一甲第一名及第，授职翰林院修
撰。清道光十一年任陕甘正考官，后于
端溪书院讲学达十五年。同治六年
(1867年)高廉道陆心源表其闾曰“高贤
里”。著有《心亭亭居诗存》《心亭亭居
文存》等。一生正直廉洁，诚实俭朴，谦
虚谨慎。全诗描绘了丽山秀丽清幽、风
光旖旎、土地肥沃、鱼肥稻熟的景象，表
达了广大老百姓对安居乐业、太平盛世
的向往和憧憬。

吴川黄坡水潭村人吴河光，字崑
源。二十五岁举嘉庆三年 (1798年)乡
试，官云南江川知县，新兴陆凉知州。其
发奋图强，刻苦自励，一生清正，为廉
吏。面对俊秀的丽山，吴河光却有另一
番体味和感慨，他写了一首竹枝词《丽山
樵唱》，聊表自己的情怀：“丽山樵斧响丁
丁，满路山花觉有情。一百余年兵革
歇，不堪重问古罗城。”

吴河光首先写了丽山的诱人风光，
接着由此回忆起一百多年前明末清初，
明朝兵将曾在丽山上筑有古罗城，与刚
建立统治政权的清朝大军互相争夺这一
块沃土，长达三十余年。

又是春回大地的时节，冰雪消
融，纯白的雪花汇成淙淙流淌的溪
河，溪河欢唱生命之歌越过大江南
北。经历了一个严寒的寂寞和苦
冷，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
冰封的大地脱去了沉重和慵懒的颜
色，在阳光的抚慰下悄悄绽放。花
草树木开始吟唱催人奋进的生命礼
赞，山水画意描摹不一样的诗情。
于是，人们的心灵也在暖阳普照的
一刹那融化了烦恼和忧愁。

这时候，润如酥的天街小雨淅
淅沥沥沁人心脾，洗净人生浮华。
雨水凝结成的微露，裹着早春泥土
的清香，没有一丝杂质。经过阳光
雨露的滋润，天地万物豁然开朗，人
心也在孕育生命的早春排除了杂
念、困顿和纠结，一种全新的愉悦感
肆意蔓延，仿佛穿越时空听到古人
的吟唱——“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
无云万里天”。

暖阳驱逐了心里的阴霾，细雨
滋润了久已干涸的心田。就在漫山
遍野的花花草草迫不及待地想怒放
如火如荼的盛世风情之前，蛰伏了
整整一个冬天的生灵释放一种喷薄
而出的豪迈激情。于是，春风、杨
柳、春花、燕雀，共同谱写一曲优美
的春之圆舞曲。

春风拂烟柳，桃李争芳菲，牡丹
呈国色，杜鹃织云锦，花径生清香，
百鸟奏欢愉——好一幅勃勃生机的
春之图。春意盎然，唤醒了生命，抒
写了自然的艺术。纷纷踏青的人们
迈开幸福生活的步伐，睁开双眼欣
赏大自然的生命之美。这份和谐安
宁的景象仿佛在诉说生命的境界：
面对沉重负担，举重若轻，保持一种
新鲜的欢畅。

春天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
的，春天还可以用心品味。用来欣
赏的春天是如此稍纵即逝，用来品
味的春天却可以地久天长。美是品
味的核心。用眼睛欣赏的美是感官
的愉悦，用心灵品味的美却是超越
感官境界的另一种美——恬适生活
的美。

这种美需要静观的心境。让我
们来品一杯馨香的茶，细细咀嚼春
花开败后夏花的灿烂、秋花的芬芳、
冬花的素净。芷兰生幽谷，不以无
人而不芳；荷莲出淤泥，已成为今人
远离喧嚣浮躁的心灵圣境；合欢寄
幸福，是人类最朴素的愿望；桂花香
万里，让人体味不溢于言表的平凡
的美；百菊傲冰霜，刻画着“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定和洒脱；
水仙立凌波，诉说着“用恬静调养心
智，用心智调养恬静”的道骨仙风；
梅竹临风雪，铁骨冰心地守望下一
个春天；松柏竞苍天，傲骨峥嵘地歌
咏四季常青。

以登山临水之情，念远怀古之
心，赏玩体味过四季的绚烂净丽。
春天悄悄走过，却也情满人间——
感悟生命，是春天献给人类最好的
礼物。春的精华不只在花草的芬
芳，更在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素
朴，在于四季更迭镌刻在心灵的永
恒。台湾建筑大师汉宝德在《美，从
茶杯开始》中提到美的三个层次：原
始的美是装饰美，一如春天百花装
点人间；次级的美是平凡而高贵和
谐的古典美，一如春去秋来万物点
染世界；高级的美是素朴的美，一如
大自然用风姿绰约和诗情画意缔造
充满哲思的生命动力。

丰子恺提出了“真善美”的人生
三重境界：主真，是真实的生活，也
是我们一年四季中客观存在的春天;
主美，是精神生活的艺术之美，也是
我们超越时空所获心中之春;主善，
是灵魂主宰的生活，唯有安静的心
灵和智慧的双眼才能觉悟和参化永
恒的春天。至善至纯的事物值得我
们一生珍惜和守候，在守候中等待，
在等待中创造，那个真实而美丽的
春天又会如期而至。让我们循着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
去观赏人间“花开花落”的风景。用
激情欣赏春天，用冷静品味春天，用
执着和智慧去守候那个永恒春天。

武夷山

奇峭武夷峰拔立，神工鬼斧滢洄溪。
丹峰奇秀东南甲，风雨阴晴忽北西。
奇秀黄山西子美，桂林山水岱宗齐。
朱熹设帐收徒地，题跋摩崖更胜迷。

沙湖

世间少有是沙湖，宁夏平原塞北途。
苇鸟水沙山五绝，明珠塞上景奇殊。
水乡灵秀江南似，大漠雄浑静寂无。
丝路驿场通八面，鱼虾螃蟹最行厨。

那拉提草原

亚高草甸植株低，山势倾斜那拉提。
缘岱脚冲沟壑切，河泉密布纵横溪。
莽原展缓微隆伏，松塔擎天牧畜栖。
大汉西征春漫雪，云开日出喜狂啼。

人一辈子接到的来电很多，但最使
我不敢忘记的，算是老家的来电了。

老家在离县城不远的农村。小时
候，我和兄弟们都在老家念书，和父母在
老家生活。长大以后，兄弟们都逐个到
县城或省城念书，毕业后分别留在省城
和县城里工作生活。

或许是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习惯农
村生活的缘故，兄弟们也曾要求父母跟
随到城里生活，方便在身边照顾。但父
母住不上几天，就嚷着家里的事情多，要
回老家生活。父母一辈子在老家生活，
离不开老家，乐意在农村生活，兄弟们也
理解，只好让父母回老家生活。

其实，父母在老家生活倒也自在。父
母正直善良，与人为善。邻居们也乐意与
他们相处。我家在村里相对中心位置，家
门前比较宽阔，父母很早时候就在门前种
了一棵棵的龙眼树、芒果树。一年四季，门
前绿树成荫。由于父母待人和善，天气晴
朗的时候，附近的老人每天都乐意围在家
门前的树阴下纳凉闲聊，门前人来人往，倒
也热闹，父母自然也不觉孤单。

父母为人大度，乐于助人。母亲从
小就教导：借瘦还肥。常常是悭己不悭
人，家里新奇好食的东西也不忘给邻居
分享，遇到邻居要帮忙的事，也热心帮
忙。俗话说：礼尚往来。农村人的感情
是朴实的，邻居们见父母为人宽容大度，
知道我们兄弟们外出工作了，父母耕种
收成谷米少，也经常往家里送上一些油
米、番薯、时菜等。父母生活在老家，虽
然子女不在身边，但在邻居的照顾下，过
得也其乐融融。在外的子女们看在眼
里，乐在心上，自然也放心许多。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村人的
生活方式。父母也不例外，为了把子女
扯大成人，父母一直过着辛苦、劳累的农
耕生活。随着子女们的长大就业，家庭
生活逐步改善。日渐老去的父母，已不
再依靠农耕去生活，但也改变不了热爱
耕作的习惯。生活在老家，闲暇之时，父

母经常在家门前的荒地养家禽、种蔬菜，
耕作从来没停止过。生活用菜自给自
足，多余的部分还不时给城里的子女
送。我们子女们看到父母力所能及耕地
种菜养家禽，既充实自己，又改善生活，
心里也暗自高兴。

父母在老家互相搀扶，互相照顾，生
活过得比较安稳。但父母年纪逐年增
长，身体毛病多了，父母长期离开子女在
老家生活，子女自然也多一份担心。老
家，自然是子女最牵挂的地方；老家的父
母，自然是子女最牵挂的人。

为了弥补不在父母身边照顾的缺
失，兄弟们也常常分别从城里跑回老
家。除了回家见面外，兄弟们会隔三差
五打电话回来，询问了解家里的困难和
父母的身体情况。父母牵挂子女的时
候，也不时打电话给子女们了解情况。
因此，老家的来电最牵动子女神经。

有人说，家里有年迈的老人，作为子
女都不敢关电话。我的生活中，也确实
是这样。我除了本职工作特别要求外，
家里父母步入老年后，我的移动电话从
不会调整在关机状态。

应该说，老家有年迈的老人，来电时
往往是令人担心的，担心家里会发生意想
不到的事情。然而，在我自己的所有老家
来电中，除了少数让人担心电话之外，大
多数来电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格外开
心。

我在县城工作，离老家比较近，探视
父母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工作轻松而且
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会在隔一段时间
的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亲。

或许是我来回频繁的缘故，父母也
掌握了我回老家的周期，知道我什么时
候会回来。但是，有时我工作实在太忙，
或者出差等其他原因，超过我平常回去
的周期时，老家就会有电话过来，母亲在
电话里说，家里菜地里的菜已经生长很
好了，叫我周末回去拿一些到城里吃，他
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

接到母亲老家打来的电话，我心里
一阵温暖，心里霎时明白：母亲叫自己回
去拿菜，并不仅仅是回去拿菜，而是很久
不见儿子回去了，不知儿子这边发生了
什么，担心儿子，想见一面而已。

“家里的菜生长得很好了”，电话里
母亲柔和的声音不停在脑海里回响。周
末，工作之余，我迫不及待驱车回去。母
亲知道我这天回来，早早煮好饭菜。回
到家里，母亲见到儿子，也格外高兴，走
近我身旁，从上到下不断打量。或许母
亲年长了，眼睛模糊的缘故吧，她一下看
不清楚，她揉了揉眼睛，睁大眼睛又仔细
端详，到底自己的儿子变成什么样了。
接着一边问寒问暖，一边不停地催促我
吃她刚热好的饭菜，生怕我饿坏。站在
母亲面前，看到老母亲爬满皱纹、苦瓜似
的脸，我的眼睛也不禁模糊起来。

知道我快要离开老家回县城时，母亲
总是匆匆地蹒跚到门前的菜地里，采摘一
堆的时菜，整理干净后，用袋子装好，塞进
我的车内。当我出来准备开车回县城时，
母亲也一直尾随送出来，帮忙拿东西，不停
地叮嘱，要注意安全，经常回来。

有时车已经驶出很远，我从车的倒后
镜望回去，日渐年迈的母亲，还弯着腰，用
手扶着家里的一堵墙上，一直目送我的车
缓缓离开，久久不肯离去。此时此刻，我
身上突然涌起一股暖流，眼里内着泪花。
我暗地里想，自己已为人父母，年近花甲，
慈母还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对自己关怀细
致入微，我顿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
密缝，意恐迟迟归……”天下父母都牵挂
着自己外出的子女。我的父母也一样，
每当他们牵挂外出子女的时候，他们都
会从老家打来电话。我深深感觉到，老
家里父母的来电，是一条链接父母和子
女们的精神纽带，更是一条连接父母和
子女的温情热线，让人温暖、让人感动、
让人奋进，鼓舞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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