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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54岁时，在给 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
子书》里写下这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这句话说得是一个人如果不把
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
不能平静安详、全神贯注地学习，也就不能实
现远大的目标。

老子也曾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人活
在世界上，无论贫穷富贵，穷达逆顺，都免不了
与名利打交道。

东晋陶渊明可谓是践行这句话的典范，平
淡美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是“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的宁静，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的平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空
灵，也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静默。

就像水，越淡越清澈。人也是越淡越快

乐。淡然，使人简单；简单，使人快乐。时间会
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心无旁骛中的
用功，最有效。

董仲舒年轻时为了能够潜心学习，经常整
日闭门不出，专心学问。

据说他家旁边有一个花园，到了夏日，里面
繁花似锦、彩蝶翩翩，好不美丽。然而，三年里，
如此美景都没有引得他踏进花园一步，后人因
此称他“三年不窥园”。正是这种宁静而致远的
精神，让董仲舒取得了卓越成就。

古人用亲身经历告诫我们，立志必先平
稳。静谧心态，不为杂念所左右，静思反省，这
样目标才致远。

宁静中有宽广，有富裕，有平安。杰克伦敦
写出《马丁·伊登》后名利双收，有了别墅、游艇，

但成功后的厌倦和空虚感随之而来，最后走向
了疯狂。

许多人追名逐利，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
空，因为在健康的体魄面前，名利只是人生的点
缀，而非本根。

有人说：淡泊是拳拳之心，白璧无瑕；明志
是寒冬蜡梅，缕缕幽香；宁静是如镜水面，水波
不兴；致远是丈夫四海，万里比邻。

但是关于诸葛亮先生的这句话，我更想解读
为：真正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知自己所想，
求自己所要，看淡荣辱与得失，保重身心健康，过
平凡却不乏味的日子，度平凡却不平庸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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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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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收时节，
我从西安赶回家收麦
子，在黄堡街道买了西
瓜，给父母切开分着
吃。母亲看着我说，你
咋没有上学时吃瓜那

么快了？那时候你一天能吃两个西瓜呢。我一
愣，起初以为妈妈是看我也不年轻了，突然又明
白，妈妈是在回顾他儿子过去的时光。

我从小就爱吃西瓜，这个习惯妈妈知道，妻
子和儿子也都记住了。

小时候夏天总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和弟弟
妹妹睡觉正酣，就被妈妈叫醒了，迷迷糊糊看
见父亲从矿上背回来两个绿皮大西瓜。妈妈
切开瓜，我们几个看得口水直流，一会儿就把
一个西瓜吃完了，还总要留一个西瓜第二天
再吃。父母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现在想起
来，他们俩最多也就吃了几块吧，我们当时只
顾自己吃，还真没有留意过父母。妹妹开始
不爱吃西瓜，尝到甜头后，吃得比我们都快，
母亲经常笑话她。

后来，我们村种起了西瓜，我家也有一亩
多。上初中和高中时，一到暑假，我和弟弟妹妹
便跟随父母一起去地里照料西瓜，待瓜成熟了，
就拉到黄堡街道去卖。在地里看瓜时，我白天
拿着书读，能吃一两个西瓜，晚上听收音机，看
星星，跟弟弟聊天，一直待到半夜。有时待着
待着，天就亮了，也不知道害怕。现在回去，我
一个人走在村里，看着三面环绕、植被茂密的
深沟，到了晚上僻静阴森，无法想象自己当年
如何能那样胆大。也许是从小到大走惯了，也
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离开村子，成为外边的
人，再也走不回去了。

我跟着父亲出去卖西瓜，逐渐胆大了，熟
悉了市里的道路，也学会吆喝和谈价。因为父
亲白天要去煤矿修理电路，我和弟弟就经常拉
着一架子车的西瓜，从塬上下去，沿 210国道去
铜川市和耀县，在那里比在黄堡街道卖得快，
价格也高。那时塬上家家都种西瓜，价格最后
低到 1斤才 3分钱，那时铜川市的大街小巷都
是卖西瓜的车子。

有好几次，我们弟兄俩一直等到傍晚，在
铜川市区两条马路、几个街道上转来转去，才
卖掉半车瓜，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拉着车子，
从市区走回黄堡街道，再沿着上塬环山路回
到家里。我们心里总是想，西瓜还好着呢，今
天没人要，明天再拉去也能卖钱，这瓜是父母
千辛万苦浇水、施肥养大的，哪怕白送给别
人，也不枉它的甘甜可口。

上初中时，我和好友晓航住校没水喝，每
天到附近西瓜地里找看瓜伯伯混着吃西瓜。
上了大学，我和舍友每隔两天就买个西瓜解
馋。对我来说，吃西瓜已经成习惯了。

结婚十几年来，每到西瓜上市，妻子每隔一
两天，总忘不了买上一个半个瓜。儿子长大了，
也说记得给爸爸买个西瓜。在家里，多一半西
瓜确实都是我吃了。

有一次八仙庵庙会，儿子跟他妈妈买回来
一个小西瓜，浑圆碧绿，虎头虎脑，看着真可
爱。儿子舍不得切开吃，他抱着小西瓜说：“小
西瓜呀，你今晚难逃一劫了，原谅我们吧，看看
你有多甜。”

为什么我这么爱吃西瓜，只有自己心里知
道答案，这西瓜里有父母的疼爱，也有家乡的味
道。童年养成的习惯根深蒂固，一辈子也无法
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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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和她是邻村，他们村在明月山畔，顺
阳河在村前流过，他们却不认识。

那年，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只有回乡
务农。家里养了一大群羊，她父亲的意思是，羊
放好照样挣钱，再给她寻个好一点的人家，嫁妆
好一点。

一天黄昏，她在山坡上赶着羊群，羊悠闲地吃
着鲜嫩的青草。她无聊地看着染红的云彩，也看
不出晚霞的绚烂。就要离开时，她听到了口琴
声，是她听过的一支曲子——李春波的《小芳》。
她扬起鞭子的手从空中慢慢放下，停在那儿，羊
也停了下来。她不知道口琴声从哪儿飘过来，只
知道自己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人约黄昏后，月上
柳梢头。

她已经 19岁了，她爹娘暗示了几次，该找一
个好一点的婆家。爹娘说，邻村的小木匠人好，
有手艺，家里条件好，他家打发人提亲来了。但
她不管，爹娘说的时候，她只是咯咯地笑。她爹
叹一口气，小声对她娘说：“娃大了，心野哩，她有
主意。”

第二天，她又早早地赶着羊群来到昨天那个
山坡，找到一处高一点的山岗，视线辽阔。刚坐
下，熟悉的旋律飘了过来，像潺潺的小溪，清澈见
底地向她流过来，她想寻找那小溪的源头，沿着山
脊，挪动脚步，循着琴声，走进了山谷。只见不远
处的一棵歪脖子柿子树下，一个清瘦的高个男孩，
旁若无人一般，口琴在他嘴边来回穿梭，悦耳的声
音从他的嘴角流出来。

一首《牧羊曲》吹完，他笑了笑，朝她走过来。
他礼貌地点了点头，好似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该
回家了”，便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她向他远去的
背影投去不解的目光，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吗？

第三天，她又来了，他照样吹奏着她喜欢的曲
子。她听得入神，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昨天脸上
的不愉快竟绽开成迷人的笑容。这时，他走过来
和她打了一声招呼。

“嗨，你好，有件事我拿不定主意，你能帮我
分析一下吗？不是有句话叫旁观者清……”他看
着她，眼里盛满了信任。

“哦，你说，只是不知道我懂不懂……”她红着
脸低声说，后面的话估计连她自己也听不清说了
什么。

“本来要参加高考，不过，目前的成绩肯定叩
不开大学校门。现在有一个当兵的机会，家里人
已经报名了。可是，我听说部队苦，心里更烦着
呢。”他说完，望着她，一脸期待。

“哦，我也不知道呀，不过我认为你应该试一
下，一身橄榄绿，英姿潇洒，想想都令人羡慕呀。
你看我，高考落榜了，只能在这穷山沟，不知路在
哪儿？”她沉思了一下，强笑着对他说。

后来，他离开了，她看到他目光中的坚毅。
记不清过了几天。山坡下，他吹奏着口琴，

她是他唯一的听众。这一天，他一连吹了三首。
后来，他终于开了口：“我不参加高考了，我决定
参军，体检、政审已经过了，后天去部队……”他的
声音低低的，但她听得真真的。

“明天你还来这儿吗？我想听你的口琴。”她
悠悠地说。

他点了点头。“明天，我等你。”她眼中满是期
待地望着他。

她一夜无眠，第二天起得很早，准备那场约
会。她用清澈的河水清洗了自己的秀发，在箱底
找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包裹住玲珑有致的身材，还
买了一支唇膏偷偷涂抹在嘴唇上。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她希望朝阳快快变成晚
霞。傍晚终于来了，天空起了乌云。出门时，母亲
叫住了她：“去哪儿？后山乌云遮黑了天，有暴雨，
后山恐怕要发洪水。”

“到村口转转，马上回来。”她第一次对母亲说
了谎。出门不久，一道闪电劈在半空，雷声过后，
豆大的雨点落下，她打着伞，深一脚浅一脚向山谷
走去。

她只盼着见到他。她想象着电影中恋人见面
的动人画面，有些脸红了。

可是，没有听到口琴声，也没有看见人。雨越
下越大，她想，还是等等吧，他准会来的。

雨停了。他还是没来。她哭了，泪水混着雨
水。雨伞也顾不上拿，跑回了家里，一头倒在床
上，就像生病了一样，一连睡了两天。她又跑到镇
上问参军地走了没，都说早走了，她没有他的任何
音信。

小木匠的媒人又来了。母亲说：“怎么样，你
该拿个主意了。”她点了点头，算是应下那门亲
事。两家一商量，好日子就在下个月。

成亲了，她嫁给了小木匠。回娘家时，母亲问
她：“你上个月下雨打的那把伞呢，怎么不见了
呢？”她才想起雨伞还留在山谷里，又想起那个负
心的人。母亲又说：“你出门那天，后沟雨特别
大，发了洪水，幸亏没进山。听说那天，一个年轻
人被洪水冲走了，卡在沟道的渡槽间，几天后才
找到，发现时，面目已辨别不出。还好，穿着一身
迷彩服，娃裤子口袋有一支口琴，听说是邻村的
娃，死得可惜了，本来已当兵去部队了。”

听到这儿，她跑出门。跑向那个山谷，那把小
花伞还静静地躺在山谷旁那棵歪脖子柿子树下，
她久久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下雨那天，他早早
就在赴约的路上，淌过顺阳河时，雨下大了。这
时，他看到一位老人从沟边的小路滑到河里，老人
背上挎着个竹篮，大概是采山药的老人。他跑下
河，奋力把老人拖到岸边，再返回取老人的竹篮
时，洪水呼啸而至，一股洪浪把他冲到河中间，就
再也没有上岸。

后来，在下葬的那天，团县委、武装部、他的母
校都来了人，向他敬献了花圈，还号召全县青年人
学习他舍己救人的事迹。

她和他的事，她对谁也没有提起。多年过去
了，她的一双儿女也长大了，儿子高中毕业后，她
不容商量地鼓励儿子去当兵。儿子不喜欢，但架
不住她的眼泪，极不情愿地妥协了。只是，儿子提
了一个条件，要她讲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理由，再决
定是否当兵，不然，就算她像孟姜女一样哭倒长城
也没有用。

她就给儿子讲了她和他的故事。她泪眼婆娑
地看着儿子：“娘就喜欢看那一身橄榄绿，这也是
娘对军人的情结，这个理由充分吗？”儿子眼含热
泪，点了点头。

以后，每年春暖花开，她都会去那个山谷走
走，重复那场没有结果的一个人的约会。

□邢根有

一 个 人 的 约 会
梅雨季节，偶遇

少有的明媚阳光，便
将被子在工地油菜
花旁的晾衣架上晒
了一中午。期盼着
钻进被窝时，阳光小
虫一只只爬出来，钻
进肌肤，带来温暖。

被子带来的温
暖是属于工地的，能
给人以存在感。其
实，给人幸福感的不
是被子，是人。书记
从另一个工点回到
这里，办公室主任会
想着，他走了一段时
日了，一楼太潮湿，
给他晾晒被褥，清洗被罩。

屋外小狗的叫声由远及近，是收
养小狗的主人——我们的厨师老赵要
回屋休息了，小狗在与他道“晚安！”

今日空闲，老赵指挥大家用工地
的边角废料搭鸡棚，围栏昨天已竖好，
可大家又觉得不搭个鸡棚，天阴下雨，
小鸡没个去处，晚上也没地方休息。
终于搭好了——四周是白色挡板，头
上是红色顶棚，还有一个小门进出。
两只小狗一前一后跑来跑去，欢快地
在一旁“汪汪”叫着助兴。

紧挨着水泥管的是摆放整齐的十
几个泡沫箱子，里面是大家亲手种的
小葱、大蒜、香菜、菠菜、小油菜等蔬
菜，几乎每天中午都能吃到新鲜绿叶
菜，味道确实鲜美。

早晚的小菜——腌黄瓜、萝卜、蒜
苗、生姜等，也都是大家工作之余按自
己老家的做法做的，各有各的味道，满
足大家五湖四海的口味。

鱼腥草到了挖着吃的季节。进山
一趟，总不白跑。司机老梁竟然下厨
做了榆钱麦饭。夏天有荷香蒸排骨、
荷香肘子、荷香一品鸭等，都是老赵的
拿手好菜，他说，最关键的还是当地时
令荷叶散发的鲜香。秋天有板栗，可
炖鸡、可炒着吃；冬天有自己加工的粉
条，容易软还煮不断。酸辣粉是大家
的最爱，东北炖菜烩入，暖胃也暖心。
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
头，神仙也不过如此。

拥被安眠，白天里被一点点收集
起来的阳光，慢慢地渗入皮肤。这细
碎的阳光凝聚起来，集结在一起，就具
有了温暖的力量。一天工作的辛劳被
慢慢化解，明早的霞光依旧满天，建筑
大军、工程人的日常，一天又一天，一
年又一年，一代人又一代人绵延着，传
承着。

我感动于这样的工地生活，虽然
艰辛，却从不失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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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充满生命力和活力，能够带
来无尽的希望和美好。这个时节里，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态，珍惜一
切。感恩自然的恩赐，感恩生命的奇
妙，感恩身边的人和事。同时，身体和
心灵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去拥抱生
命的热情和能量。我们也需要以实际
行动去保护自然，让大自然永远保持
生机勃勃的状态，让生命在这个季节
里更加丰盈和美好。在这个季节里，
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奋发向前，尽情享
受生命的美好，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立夏之际，大地母亲给我们送来
了丰富的食物和生命的源泉——五谷
丰登，万物生长，田间地头都是生机盎
然的景象。

在这个时节，我们不仅能感受到
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也能从中汲取深
刻的人生启示。无论我们在人生道路
上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应该
怀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勇敢地追逐自
己的梦想，让生命在激情的燃烧中绽
放出无限的光芒。

人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我们
更应该珍视眼前的每分每秒，用感恩
的心态对待生命的一切。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应
该心怀感恩，感谢自己的成长历程中
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让这样
的心情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力量，助
我们不断前行。

□靳文武

心怀感恩

20世纪 80年代，父
亲在离家很远的县城教
书，很久才能回家一

次。听父亲说，他们学校有三层高的楼，有高高
的白杨树，还有自来水……到父亲学校看看，便
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同样当老师的母亲
说要挑选节目去县城参加儿童节文艺汇演，我
七岁的小心脏第一次有了莫名的渴望。选节目
那天，我和同学一起扯着嗓子卖力地唱，可最终
还是落选了。

哥哥他们的“三句半”选上了。“队鼓一敲咚咚
响，我们四人走上场，向老师同学做汇报，快讲！”
每天看着他们排练三句半，我很快也学会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儿童节很快就要到了。
看着母亲给哥哥新缝的白衬衣、蓝裤子，我真
是羡慕极了，想和哥哥一样能到县城、到父亲
的学校看看，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到父
亲。第二天就要去会演了，母亲带着入选的同
学在操场排练。我蹲在边上，心情有点落寞。

“欣欣，回家把铝壶里的凉开水提来。”母
亲吩咐道。我“嗯”了声，便跑去了。当我拎着
铝壶正要出门的时候，脚下一滑，铝壶扔出去
了半米远。我慌忙起来扶起铝壶，水洒了大半
出去。怎么办？被母亲知道肯定要挨骂的。
犹豫间，突然看到门后的大水缸，我灵机一动，
跑去拿起大勺子，迅速用凉水把铝壶装满，又
装作没事般拎到操场。看着哥哥和他同学“咕
咚咕咚”地喝着铝壶里的凉水，我心里敲着小
鼓：完蛋了，奶奶说喝生水人会变哑巴，他们要
是都哑巴了怎么办呢？

晚上，我不时地观察着哥哥，看他有无什么
异样。一切好像都还好。

可是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哥哥的嗓子却
突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心里像装了个兔子一
样：完了，哥哥真要变哑巴了……我悄悄瞅了一
眼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母亲，她好像并没有怀
疑我，公社里的拖拉机已等在了校门口。

“妈，我替哥哥去吧。”我鼓起勇气说，那一
刻，我丝毫没有想去父亲学校看看的想法。

“你？”母亲看了我一眼，“你会背吗？”
“我会，哥哥是第三句……”说着，我学着哥

哥的样子说了几句，“我在家里学做饭，烙饼煎
鱼炒鸡蛋，炒肉不淡也不咸——解馋。”

时间太急，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母亲
把给哥哥缝的衣服套在我身上，又让我和其

他三个同学一起练了一下，就送我们坐上拖
拉机走了。

经过父亲学校的时候，带队的老师指着学
校说我父亲在那里教书，我远远地看了眼学校
大门，门口一个人影也没有。拖拉机“突突突”
地开过去了。

演出结束返回的时候，又经过父亲的学校，
我却没心思再往里看，只想快点回家看看哥哥
能说话了没有，想要把那个演出奖励的小茶缸
送给哥哥。

□葛鑫

儿童节的秘密

漆黑的夜晚，有一只萤火虫在低空漫游，它
要向何处飞？它有自己飞行的方向吗？

说是我在尾随着它并不准确，更像是它抄到
了我的前面，一厢情愿地充当我的引路者。这个
不识趣的家伙，竟朝明亮的街灯飞去，它自身的
那点亮光，立刻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一个 50多岁的男人冲着我点头，街灯下，他
的脸有些惨白。我每一次从这儿经过，那个 50
多岁的男人都会朝我点头，而后是咧开嘴笑
笑。而我，每次都匆匆地从他面前走过。这一
次，我忽然觉得他对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我也
不该让他白白付出。

这个男人在十字路口摆着一个小吃摊，白
天，这里不让摆摊，摊位就如同见了光的萤火虫
一样，没有了踪迹。

张罗着这个小吃摊子的实际上是两个人——
男人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显老，他们
像经历了太多凄风苦雨一般，但都还在支撑着。
此刻，男人的笑里更多是感激。也许，我是他今

夜第一个客人，可不，这个夜已所剩无几了。
事实上我已经不是一般的饿了，这是他们

不知道的。我要了一碗面条，一个人吃饭，我从
来就不敢来点奢侈的，他做我这么一个生意，顶
多赚两块钱。我忽然觉得他对我的热情有些不
值得。可他，完全不因为我低廉的消费而对我
有丝毫的怠慢。女人则用勺子在她面前的一口
不大的铁锅里搅动着，热腾腾的气息，给这夜制
造出了些许温馨。其实我看得出，她是因为内
心着急才那么做。

面条被我风卷残云一样收拾得干干净净。
今夜，他们还会有第二笔生意吗？这时，来了一
对出来约会的男女，挺年轻的，我心里居然为他
们激动了起来。谁知，约会的男孩只要了两碗馄

饨，我心想，年纪轻轻的也学会精打细算了呀！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他们摊位前停下了。

靠苦力过活的，还能指望他把钱不当回事吗？这
次我想错了，这个人一口气点了三个菜，当然都
是小碟的，还要了一瓶“手雷”，有滋有味地喝了
起来，我略微有些好受，好像是我在替那对夫妻
管理进项一样。

我该走了。走在暗处，我又看到了萤火虫，
这一回不是一只，是好几只。不管有多少只，它
们发出的亮光都没办法与街灯相比——那点微
弱的光，顶多只能给自己照照路，也只有在黑暗
处，才看得见它们还能发点光。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能力
的上限仅仅是应对普通和寻常情况，稍微出些能
力范围之外的状况，通常是六神无主的。

换句话说，我们自身的光，大概也只能保证
自己看清前路，不能保证
自己不跌倒，但有这弱
光，总比一团漆黑强。

□范方启

弱 光

释怀就是不再纠缠，不再抱怨，不再耿耿于
怀。文中说的这两件事情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事情。尽管有些奇葩，但得益于自己释怀。

前几天，一直在外工作的我，第一次去逛老
家古庙会，只见大街小巷的商品琳琅满目。中
途在一摊位看到一个天然的小木制品，自己非
常喜欢，就问多少钱，卖家说 16元，我问 10元可
以不，结果没有成交。

返回时，又经过这个摊位，同时还看上一只木
制拐杖，想给母亲买一个，就问拐杖一个多少钱，
答30元，那个小木制品呢？15元，两个一起买呢，
45元。自己便不加思索地说，30元加 45元，给你

70元可以不，卖家怔了一下愉快成交。回到家里
别人问拐杖多少钱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把账算错
了。这时有人建议我去找卖家，要回多付的25元
钱。那个摊位距离我家也就是 400多米，去也完
全可以，但稍做思考，如果真去找，最好的结果是
对方把多余的钱退了，自己是满意了，可对于一个
生意人来说，尽管钱不多，又不是他的过错，好不

容易高兴一下，这么一找，还把卖家搞得难看。还
有就是卖家不认账，搞得不欢而散。最终便没有
去，而是会心一笑，没有亏欠，怎么能够相见。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又回想起 10多年发生
的类似事情。一次自己去菜市场买鱼，鱼是 7元
1斤，当时称了 3斤，卖家说三七二十八，我给了
30元，对方找了 2元。回到家，总感到哪里不对，
妻子说你被蒙了，三七二十一。当时也是自我安
慰，没有亏欠，怎么能够相见。

两件事情，前后相隔 10多年，连续想来，经
常会自嘲一笑——幸福生活，愉快的心情重在心
态，重在看问题的角度，在于不纠结，在于释怀。

□王力

学 会 释 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