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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盛夏时，许多感触和回忆涌上
心头。

那个夏天，知了在树上鸣个不停，热闹了
整个白天；黄昏时池塘里的蛙声彼此起伏，打
破了宁静的村庄。夜晚，树荫下乘凉的人们
在谈笑声中褪去了一身疲惫。这就是我儿时
的夏天，一个令我时常怀念的夏天。

那个夏天，家乡的田野里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地里的庄稼郁郁葱葱，金黄色的麦田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高粱弯着腰杆随风摆
动。我跟随大人们穿梭在田间地头，学习农
耕知识，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快乐。那时的我
虽然稚嫩，但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那个夏天，村南头的小河成了我们的乐
园。每次割完猪草路过小河时，我们都会在
冰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抓鱼捕虾，玩累了便
躺在河边的树荫下分享各自的趣事。直到夕

阳西下，村庄升起袅袅炊烟，放羊的孩子甩着
清脆的鞭子驱赶羊群走向村庄，我们才恋恋
不舍地背起猪草回家。那时的我们是无忧无
虑的，友情是纯洁质朴的。

那个夏天，最大的乐事是和玩伴一起捕
知了、抓蝈蝈。中午时分，约上几个小伙伴，
一起到地里抓蝈蝈，一不留神，手指被咬得通
红，我们却异常兴奋。偶尔，我们也会爬到树
上用自制的工具捕知了，虽然经常空手而归，
那份快乐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那个夏天，农村的夜晚是那么宁静。我
们围坐在院子里，听大人们讲着离奇的故事
和邻里之间发生的趣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
善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责任。我坐在月光
下，仰望星空许下心愿，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
为一个勇敢、有担当、正直的人。

那个夏天，农村的夏收成为我最难忘的

记忆。我们全家总动员，起早贪黑地收割庄
稼。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丰收的果实，便觉
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懂得了农民的艰
辛和不易，学会了珍惜粮食、艰苦朴素、勤俭
持家。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个夏天的
记忆依然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
永恒的精神家园。

那 个 夏 天
□赵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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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行驶于沿黄公路，在黄土高原的山
与山之间来回穿梭像逶迤的蛇，在山与沟之
间上下盘旋似起伏的鹰。恰逢漫山枣树花
开，花香随着明艳的夏日在车与人之间如波
涛来回荡漾。

大自然像是一场戏，随着演出时间的推
进，各种草木依次上演剧目，五月的杏儿、桃儿
挂满枝头时，等候已久的枣花迫不及待地打
开花苞。尽管只是青衣角色，看似孱弱，不争
奇斗艳，就那么不声不响地开。开得整个山
野都香了，才无声无息默默落去，给青草地撒
上一层薄薄的青雪。在五月躁动的戏台上，
枣花是最文静的主角。太过安静，以至于放
眼望去，只看见油绿的叶子明晃晃地在太阳
下闪烁。

枣花不仅安静，而且是那么孱弱，一群蜜

蜂来过就要惊得满树的花瓣、花粉扑簌簌下雨
一般落下。枣树枝上抽出油绿的叶子后枣花
才开，一部分开着，另一部分就开始落了。不
像别的花开带给人太多惊艳，也不像别的花落
带给人太多感伤，枣花是看淡了悲喜的花，细
细碎碎的，带给人感动，不让心情起太大波澜。

谁都不知道枣花开落的确切日期，整个五
月一直是枣花在押着韵脚与飘香的诗句。花
瓣就像诗句里字字真情，写满了香息与沉吟。

枣花是五月草木里最小的元素，经过诗人
的笔端，经过少女的鼻息，经过顽童的指间，已
成了美好的意象。写五月草木，枣花是不得不
写的小可爱。枣花太小了，比苔花大一点，也
学苔花一样勇敢，虽不像牡丹一样艳丽，但一
树枣花看上去就像穿了黄绿星裙的邻家小妹，
干净清爽，纯粹迷人。

枣花好像江南的桂花，一样的花朵稠密、
细小且清香，有着相同的秉性，默默地释放着
生命之美。正如宋代王溥所说：“枣花至小能
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
成一事只空枝。”若提笔写枣花，写了它们的骨
气和志气，总免不了要写枣树的豪气。

黄土高原上有主的、无主的枣树像是忠诚
的护山人，成片地扎根在黄土地，根连着根，极
力抓住每一寸黄土，防止暴雨让已有的千沟万
壑增加新的伤疤。这片黄土地太需要枣林的

捍卫，一棵棵选择在黄土高原上扎根、生芽、开
花、结果的枣树或许是没得选，但我相信既然
能长成林木、能结出一万又一万颗的红玛瑙，
即便是对生命的妥协，也是豪气万丈的伫立。

人们无从说起第一棵枣树是怎么繁荣一
座山，人们也无从说起千年前的另一棵枣树是
如何养活一村人。说不清是先有人还是先有
枣林，只见荒芜的山峁、赤裸的沟壑在枣林的
装点后有了不同的颜色。千树万树竞相芬芳，
陕北高原的绿野从斑斑点点的枣林开始葱葱
郁郁。陕北高原的万象因成林成景的枣树多
姿多彩，婀娜玉宇。

沿着黄河一路走，细心的你一定会发现，
不多远的地界上有着一个个相同或相似的名
字：枣林坪、枣林沟、枣林峁，一村又一村，一庄
又一庄，一山又一山……会有一颗石头雕刻成
的大红枣，会有黄河枣之乡通红的大字，那么
相似，那么雷同。不用问为什么，我想，这必
然是枣树不仅种在了黄河沿岸、长在了黄土
高原，更深深扎根在了老乡心里；这必然是
一棵棵红枣不仅养育了一方生灵、成就了一
众梦想，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命认知。这
枣子在黄河与黄土之间的文化根脉，是黄河与
黄土的红色勋章，是黄土地上红火日子的红色
影像。

常言道：“樱桃好吃树难栽。”枣子和樱桃

都是玛瑙状，枣树却不像樱桃树那样难以伺
候。一根枝丫在春天里随手插进泥土就能成
活，一粒枣核被风埋进泥土里就能长出小苗。
俗话说：“桃三年杏四年，枣子当年能卖钱。”当
年就能吃上枣子有点夸张，但是小枣树即便只
有半人高，绿油油的叶子爬满枝丫后，一串串
黄绿色的小花就能集中开成一个小花团，蜂
蝶围绕枣树不停飞舞。凑近闻，枣花不但香
气扑鼻，还有淡淡的甜味。这样适应能力强、
早产多产的树，是受黄土地欢迎的；这样不嫌
贫爱富的树，最像黄土地上辛勤耕耘幸福生
活的人；这样从生命开始就奉献果实的树，是
黄土地及黄土地上的人都亲近的树。看那凭
枣而建成的厂房便明白了，枣酒坊、枣醋厂、
枣芽茶馆……在科技的引领、网销的加持下，
红枣正经历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舌尖的“蝶
变”，由此形成的一条条新的产业链，让这项
甜蜜的事业愈发蒸蒸日上，红枣产业真正变
成为民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望着一山又一山油光闪闪的枣树，闻着
一朵又一朵清淡素雅的枣花，我想着枣花的
季节逐步远去，枣子一夜夜长大，一天天变
红。馋嘴的小鸟将那又红又大的枣子，东啄
一口西品一嘴，叽叽喳喳向全世界大声广告：
黄河岸上的枣红了，黄土地上的日子越来越红
火了。

枣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韦慧娟

夏屋渠渠，亮敞清凉，我极
愿在祖父的院子里度过夏日。

祖父是位名副其实的恋花
使者。深深院落，有一小花园，
专供祖父养花。院里的花开得
坦坦荡荡，热烈奔放。第一眼
我便瞧见了紫薇花，它一袭红
装，姿容艳丽，粉面含羞。修长
的枝干，像簪；柔柔的嫩枝，像
丝带，大都婷婷袅袅、姣好的模
样。还有凤仙花，红的鲜明、白
的纯净、粉的娇嫩，身姿妩媚，
翩翩然然。

院里有花，头顶有叶。葡
萄梗上挂着几面翠绿的叶子，
遮挡了烈日，引来了清风。祖
父静静地躺在摇椅上，眼含柔
情，痴痴地瞧着他侍养的花。
一会儿，他将洒壶灌满水从叶
面浇到花根，花立时长了精神，
昂首怒放，绚丽烂漫。又一会
儿，他像是与花呢喃，双手婆娑
一番，顺手捡烂叶子、剔石子、
拔小草，直到花园干净才肯罢
休。我倒羡慕起这些花来，我
的祖父也是它们的祖父，我能
得到的爱它们亦都能得到。

入暑，休假，祖父早早催促我回家。踏上列车
返乡的那一刻，南风温润，心底清凉，我早就迫不
及待了。到家后，祖父打来井水冰了西瓜，西瓜爽
口多汁，沁齿生寒。祖父让我躺在他的竹椅上休
憩，老竹椅色已沉，驮了腰板，裂了竖纹。我展展
腰身，老竹椅吱吱作响，像暗藏内里的留声机，倾
吐出岁月的无奈与愁绪。

祖父正修剪花草，他淡淡地说：“竹椅也该退
休了，赶明给你做个竹床，坐躺不误。”祖父挑好上
等的熟竹为原料，选取粗细不同的竹管铺床面、椅
面，加固榫卯，编细竹条，装饰、美化、磨光，竹床便
做好了。我轻轻躺上去，竹隙透气，冰冰凉凉，百
般的好。

犹记儿时夏日，院子也是繁花似锦，祖父也做
竹床。他将竹床摆在平房屋檐下，我们姊妹几个
躺在竹床上嬉闹，拍卡片、打弹子、抓杏仁……最
热闹的时候莫过于晚间，祖父敞开大门，点亮大
灯，庄里邻居星星点点围在家门一旁。过堂风清
清爽爽，舞得人衫袖翩翩，吹得人心里敞敞亮亮。

邻家小孩加入到我们的圈子。也许是年龄过
小的缘故，我们只顾争抢地盘、争抢玩具。宽宽的
竹床上有了过节、有了争吵、有了哭泣。祖父出
面，先是训斥我一番，他说我是庄里孩子辈的头
头，他们打闹多半是我的过错。我垂着头，不情不
愿地接受着祖父的批评。后来，祖父将竹床赠给
了邻家小孩，知道后，我终于委屈地放声哭了出
来。我悲恸的泪似雨帘一般流过面颊，湿了一大
片我赤脚踩过的地方。祖母嗔怪祖父，为此祖父
愣是喝了半个月的稀粥，不曾见到一丁点荤腥。
终有一日，祖父见我观花，他说：“知道为什么把竹
床给邻家孩子吗？”我重重地摇头，细细地聆听。
祖父意味深长地说：“邻家孩子多，父亲又在外打
工，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瞧上次邻家小弟弟
躺在竹床上都不舍得离开。”我似懂非懂，索性坦
然接受，再不计较了。

这一次躺在祖父新制成的竹床上，我与弟弟、
妹妹不争不抢，祖父见状说：“你们几个也要向哥
哥学习，懂得谦让才能和谐。”祖母晾好了绿豆汤，
如一汪清泉涓涓汇于一碗。我端汤分与弟弟妹
妹，他们打闹、嬉戏，此情此景，我只微微一笑，内
心欢喜。一旁的我也总担忧他们从竹床上跌下
来，这样的担忧或许叫成长，也叫责任。

想起一句诗：“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
帘明。”院里的榴花万翠千红，总惹伊人醉。榴花
一旁，竹床静默，但少年的心悸动、张扬，因为在院
里、在竹床上，我把盛夏的影子追逐了个遍。

我愿作夏日深深院落里的一朵向阳花，能得
到祖父的爱，也能深深地爱着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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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五月，万绿成荫、芳菲渐寂，石榴花却
丹诚映日。碧绿的丛株上闪现出团团凝红，
如火光霞焰、鲜艳耀眼，真可谓“五月榴花照
眼明”。

榴花何谓照眼明？只因它红得似火。古
代文人描写榴花，也往往着笔于石榴的“红”。

“绿叶裁烟翠，红英动日华”“新枝含浅绿，晚萼
散轻红”“日烘丽萼红萦火，雨过菖条绿喷烟”

“薰风四月浓芳歇，火玉烧枝拂露华”……元代
词人张弘范也曾写过一首殊为有趣的咏石榴
诗：“猩血谁教染绛囊，绿云堆里润生香。游蜂
错认枝头火，忙驾薰风过短墙。”可见榴花红似
火实非过喻之词。

其实，火红色只不过是石榴花中的一种常
见颜色。石榴若以花色分类，除火红色外，还
有粉红、纯白、杏黄、玛瑙等诸多颜色。故石榴
花开时节可谓争芳斗艳，使人目不暇接。

石榴，属石榴科石榴属，又名安石榴，为落
叶灌木或小乔木。据《群芳谱》记载，石榴是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 138年）从安石
国（今伊朗）带回来的。所以古人曾有“何年
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
槎”及“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苑栽”的
诗句。自从石榴在中华大地安家落户，便繁

衍昌盛，遍布南北各地。目前，我国栽培的石
榴大约有六十多种，分为观赏和食用两大类，
即花榴和果榴两大类。花榴专供观赏，果榴既
供食用又供观赏。

观赏的石榴多属复瓣，一般不结实，以花取
胜。例如“重台石榴”，其中心花瓣密集，隆突而
起，层叠如台，花形大，色彩红艳，最是惹人喜
爱；白色的如“千瓣白”，其重瓣花大都为白色，

花期较长，五至七月均可开花。有一种细叶柔
条的火石榴，灌木盆栽，高不过一二尺，却花红
似火，十分鲜艳；再有粉红和纯白的石榴，这两
种石榴比较稀少，但多作案头清赏供之。四季
石榴，又名月季石榴，顾名思义是四季开花的，
但其实花期主要在夏秋两季。它有个特点，夏
季开花，旋即结果，入秋又复开花，花实并垂，甚
是可爱。还有一种石榴，枝梢生花两朵，并蒂而

开，对对红铃，引人入胜，叫作并蒂石榴。另外，
古人的诗词中常提到一种“海榴”，如李白诗：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方九功诗曰：“春花
落尽海榴开，奇种谁分宝地栽。”据《花经》记载：
海榴，“花蒂均作赤色，花蕊呈蜜黄色，高一二
尺，即结实”。

单瓣的石榴花一般均能结实，果实有甜、
酸、苦三种。我国目前食用的甜石榴优秀品种

很多，诸如安徽怀远石榴，果皮薄、包粒多，籽粒
大、粒核小，水分足、味甜美，尤其是一种名叫

“玉石子”的石榴品质最好。云南蒙自的大粒子
石榴，籽粒和果实特别大，一个约有斤把重。新
疆叶城石榴，籽粒满、肉质厚、液汁甜，颇受食者
欢迎。云南贡呈的大红石榴，不仅汁多味美，而
且果实成熟时红若涂朱，鲜艳可爱。山西的三
白石榴，因为花瓣、果皮、籽粒都是白色，遂得其

名。三白石榴最大的特点是液汁甘甜如蜜，又
名冰糖石榴。

这些石榴中，尤以我省临潼石榴最为驰
名。临潼石榴素以果大、籽多、香甜、味美著
称。其中有一个品种叫“天红蛋”，枝干、花朵、
果实均呈红色，非常鲜艳，据说在毛主席纪念堂
庭院内就置放着临潼人民奉献的“天红蛋”盆栽
石榴。

石榴既是“丹葩结秀”，又是“朱实星悬”，历
来受到人们称道。石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非
同寻常，有人把它比作珊瑚，说是“攒青叶里珊
瑚朵，疑是移根金碧丛”。有人把它比作水晶珠
玉，说是“雾縠作房珠作骨，水精为醴玉为
浆”。南朝文人江淹还专门作赋颂之，把石榴描
写成“美木艳树”“缥叶翠萼，红华绛采。照烈泉
石，芬披山海。奇丽不移，霜雪空改”，这些文字
写得华丽、生动，为石榴生色添彩。

石榴是“万子同苞，金房玉隔”的果实，历来
被人们广为借喻，寓意多子多福。其枝干劲壮
古朴，枝虬叶细，花亦可观，果亦可观，也常被人
们当作盆景广为栽植。近些年来，石榴被广泛
种植于庭院、公园及道路两旁，装点着我们的城
市、乡村，衷心希望这些石榴能为人们带来吉
祥、幸福与安康。

五月榴花红似火
□秦川

六月底的西安骄阳似火，天气热得人喘
不过气来。

“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党员、传递党组织
温暖关怀是每年的常规动作，但近日经历的
三次慰问，却让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收
获，更加感受到夏日的“炙热”。

第一位慰问对象是一名离休干部，今年
95岁高龄。“快进屋，听说你们要来，老爷子
早早就起床，穿戴整齐，静静坐在椅子上等
你们。”老人女儿招呼道。

“老领导、老前辈您好，我们受市局领导
委托来看看您。您还好吗？”我和同事拉着
老人的手问道。“好，很好。天热，快给他们
切西瓜降降温，看把孩子热的。”看着满头大
汗的我们二人，老人忙吩咐道。

老人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慈
眉善目，坐下来的我细细打量起来。“我爸还
可以，耳朵有点背，饭量、睡眠都还不错，就
是老想着过去的事，看见电视里穿警服的人
就激动和亢奋，常常喃喃自语。今天看到你
们，他格外高兴。”老人女儿笑语。

“老人家，这是组织给您献上的鲜花和
慰问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以后我
们会经常来看您的。”临行前，我和同事拉着
老人的手承诺。“我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知
道你们平常都很忙，我好着呢，不劳组织挂
念。快，送送他们。”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挣扎
着要起来，眼睛里透着信任和期待。

第二位慰问对象是一位因公牺牲民警
遗孀汪阿姨，老伴离开 15年了。透过车窗，
远远就看见一位穿着得体的女人和两名警
察等着。

“汪阿姨热爱生活，喜好运动，跑步、拉

伸、跳操、单杠样样都行，我们年轻人都不一
定跟得上。”其中的一名女警夸赞道。

进屋后，看到屋子虽小但布局合理，物
品摆放整齐，地面干净得能照出人影来。

“老周走后，组织一直没有忘记我，年年
看我，同事们也经常帮助我，令我很感动。
老周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生前把家里打理得
井井有条，家风一直传承。我和老周的同事
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直有来往。我现在
生活得很好，孩子也有稳定的工作，不用我
操心，请组织放心。”汪阿姨说道。

“老周是单位的骄傲，是同志们的榜样，
照顾好您的生活是我们的本分。您的乐观
精神和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有机会还想
邀请您去单位给其他同志讲讲。”另一位男
警坦言。“您一路走来不容易，给我们力量
和启迪。以后有啥困难随时给我们说，千万
别客气，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走出门，我还
叮嘱道。

第三位慰问对象是一名现职领导，曾荣
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等殊荣。“这其实是集
体的荣誉、大家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感谢组织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谢组织
还记着我，感恩大家对我的帮助照顾。”领导
见到我们直言。

“您太谦虚了，大明宫派出所曾获得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授的‘人民满意派出所’

等荣誉称号。您在担任支部书记期间，想
方设法做细、做实民警思想政治工作，做
深、做精支部党建工作，走出了一条‘党建
带队建、党建促业务’的新路子。要不然怎
么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呢？”随行同事
介绍道。

“大明宫派出所是个先进所，我是第 12
任所长。说实话，派出所工作不好干，先进
所工作更不好干。大明宫所 38 年零违纪，
这个成绩很不容易，凝结着历届班子和全体
民警的心血和汗水。当然，更离不开组织的
英明领导和关怀指导，离不开市民群众的支
持配合和厚爱包容。我们要感谢组织、感谢
战友们，感恩可亲可爱的市民群众。”领导娓
娓道来。

“您是我们的前辈、老政工干部，我们在
今后工作生活中少不了要向您请教学习，希
望您把多年积攒的金点子、好方法、妙主意
多传授、多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也尽快成长
进步起来，也能有机会获得像您一样的荣
誉。”临走前我笑着说道。

返程路上时值中午，空气都是滚烫的。
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三位慰
问对象虽然年龄、阅历、职业不同，但对组织
的情感是深厚的，对生活的态度是丰沛的，
就像这烈日一样无比炙热。他们对党的挚
爱、对职业的眷恋、对人民的敬重、对生活的
热爱的精神，也必将在我们身上流淌。

炙 热
□张庚元

做完社区志愿服务，沿
着小区曲径走着，忽而一阵
清风吹过，送来栀子花的香
气。寻香望去，坎下一朵栀
子花映入眼帘，在身边绿的
衬托下洁白无瑕。仔细一
瞧，硕大的芭蕉树下，一袭黛
瓦勾勒出一方小院，从庭院
深处飘出《春江花月夜》的轻
乐。想不到小区竟有这样一
处雅居，艳羡驱使，前去一探
究竟。

七拐八绕地找到院前，
两扇大门半闭半开，并未见
人。不敢贸然进入，只好在
院前打量起这方幽境。庭院

正面向内缩进 1米开外，与右面院墙形成“丁”
字形，门口有一把藤条椅，门庭左侧墙面上呈
一扇镌刻着“二龙戏珠”图案的方形木窗，在内
墙爬过来绿枝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庄重。右
侧院墙处置一矩形盆景，绿枝一面向上生长，
一面如迎客般伸出手来，随时向来往宾主握手
致意。

这时我才注意到绿植辉映的大门，门环上
系着中国结，贴着大红的福字。门楣上挂着红
灯笼，两侧木椟上书写着诗僧苏曼殊“乾坤容
我静，名利任人忙”的养心联，由此可见主人内
心的宁静与平和。

从外表还无法判断园子的真实面目，又不
禁倚门向里瞧了瞧，还是不见人影，这时恰有
一位买菜回来的长者经过，说门开着，里面应
该有人在，可喊叫一声。试探着叫了两声，仍
无人应答。不多时，一位花甲老人走了出来，
我凑上去打招呼，说想参观下园子。老人操着
一口普通话和蔼地说：“可以呀，想拍照也可
以。”我如得了圣旨般跨进园子，只见左面栽植
的绿植葳蕤丰茂，高大的芭蕉树挥舞袖袂，遮
天蔽日。栀子花树绿肥红瘦，一团修竹随风摇
动，发出阵阵婆娑声。右面沿着花墙摆满一圈
盆景，修剪颇有章法，造型各异。转身一瞧，里
面也有一副楹联，书写着唐人名句“山曾不解
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显示了主人对自然
界的敬畏、人生哲理的领悟和淡泊明志的人生
态度。穿过廊道，老人让进屋喝茶，堂奥深处
确有玄机。进得屋来，眼前是老人读书习字的
雅室，一幅“静闻鱼读月，笑对鸟谈天”水墨画
的中堂足以彰显主人高雅的情趣。

老人姓张，今年 78岁。20世纪 70年代从
中原来到西北，供职某工程局报社、电视台。
张老说：“退休就告别了工作上的忙碌和繁
杂，清静清静，建起这方‘静园’，种花植木、习
字健身，听听音乐，陶冶性情，或与朋友品茶
聊天，心境愉悦。再者，女儿工作在杭城，时
常回家探望，我们身体养好了，不给孩子添累
赘，她做事也安心。”在问了我的简况时又说：

“老伴出去买菜去了，我在家做卤面。你刚才
在外面喊话没有听见，闲暇时尽可以来这里喝
茶。”一席话令我肃然起敬，端起茶盏敬面前可
亲可敬的老人。我说，张老有如此胸怀和情
趣，定会颐享百岁。

出得园子，我想起朱自清《父亲的背影》，
想起了林徽因的《静坐》，也想起了《竹里馆》的
王维，《桃花源》里的陶渊明，百感交集。“风清
晨别梦，雨细晚来思。”少一分名利追逐，多一
分清雅高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都与年龄
无关。在追光的日子里笑对人生，愿我们都可
以活出洒脱、飘逸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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