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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活

种子在路上
从土壤里钻出嫩尖

胚芽在路上
枝头长出了新绿

和风在路上
吹捧着万物荫动

细雨在路上
滋润起大地苏醒

河流在路上
梳妆了沿岸美丽

田野在路上
奏起丰收的序曲

春一路走来
阳光和温暖并存

你我在路上
播种快乐与希望

曾经，一个青年拥有一只非
常漂亮而珍贵的彩色碟子，经常
拿出来欣赏。一次不小心，这只
碟子从他的手中滑落，碎成了好
几片……

青年伤心不已，因为生活里
再也没有这只漂亮而珍贵的碟
子相伴了。

可伤心也没用啊，碟子已经
无法复原！

青年是一个艺术家，心里想
着：怎样才能把破碎的部分变成
艺术品呢？

于是，他找来打磨机等工
具，将碎片打磨成了或圆形、或
方形、或棱形的多种形式的玩
意，煞是精细好看！青年用他的
匠心和巧手，将破碎了的彩色碟
子变成了各种陶瓷艺术品。

由此，我想到了人生。难道
人生不是这样吗？十全十美的
人生是不存在的，只有尽力改善
的人生。

挪威著名小提琴家布尔有
一次在巴黎举行演奏会，一曲未
终，一根弦突然断了。他不动声
色，继续用三根弦奏完全曲。

事实上，这就是人生——只
要你有强烈的信念，就能用其余

三根弦奏完人生。历史上最激
励人心的成功事迹，多半是由身
有缺陷或遭遇困难，但仍勇往直
前的人谱写的。

或许，你错过了爱情，错过
了学习机会，错过了好的岗位，
便会心碎和遗憾，但我想跟你
说：遗憾是存在的，但未来难道
就没有其他东西来替代遗憾
吗？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能愈合
所有的伤心，时间就是良药！

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过一本
书《复原力》，说的是人们面对逆
境、创伤、悲剧、威胁、疾病或重大
压力时，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
就是对困难经历的反弹能力。

构建生命复原力，其一是要
有接受现实的勇气，其二是深信
生活有意义，其三是能够灵活地
应对困难。

我们需要的就是生命复原
力。破碎已经无可挽回，失败已
然是现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
是将失败的损失降到最小，将破
碎变成新的前行勇气。

这个青年漂亮而珍贵的碟
子已经破碎，但他将这些破了的
碎片变成了新的漂亮的艺术
品。你能说破碎是失败吗？

因为旧村改造，老屋很
快就要拆除，不久前，我约了
弟妹三人特地到老家东璜
山，去清理与已故父母共同
生活过的那间老宅子。

当看到墙旮旯里的那只
蒙着厚厚蓬尘、黑不溜秋的
土灶时，心里顿生怜爱之
情。须知，当时它给我们带
来了多少欢乐。如今，它像
一个垂暮的老人，心灰意冷，
似乎早被人遗忘。此时此
刻，儿时与土灶有关的片段
又重现在眼前。

我家砌的是“三眼灶”，
即设有大、中、小三个灶，大
的用来煮猪食，中的用来烧
饭烧粥，小的用来炒菜。因
为自己是长子，常要利用课
后、假日，帮大人烧饭、煮猪
食等，所以，对烧柴的土灶还
是很了解的。如，平时烧火
做饭，一旦柴草不够干时，总

要用火筒去吹，被烟熏得泪
流满面，呛得直打咳是常
事。早先的土灶特耗柴草，被
村人戏谑为“老虎灶”，后经过
改良建成省柴灶，但终究还是
离不开柴禾。其时，因为砍柴
不易，母亲常叮嘱我，要省着
用柴，并手把手教我“炉膛清
空，小把进柴”等办法。我如
法炮制，效果不错。从这以
后，我便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
惯，并受益终身。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
我们兄妹三人总会和父母一
起围着土灶吃饭，仿佛是个
盛大的仪式。炭火和柴草混
合的气味不管怎样刺鼻，我
们都显得很“欢庆”。待母亲
涮完锅碗，在煤油灯下缝缝
补补，父亲便将炉膛里尚存
的炭火迅速退到一只偌大的
火钵里，并再从炭盆里倒出
一些木炭，让我们兄妹暖

身。于是，我们有说有笑，围
着火钵尽享天伦。

在缺肉少油的岁月里，
我们三个“小不点”总感到吃
不大饱。在快要熄灭的火钵
里，放上三四个小番薯或小
毛芋，待小木棒翻过两三次
后，“美食”就成了。我们先
让父母尝，他们总是说：“我
们吃饱了，你们是长身体的
时候，你们吃。”有时还不过
瘾，就再煨一两个玉米棒子，
火候掌控得不好，不是煨焦，
就是夹生。但我们不管这
个，还抢着“品尝”，连说：“好
吃好吃。”

到了腊月末，与灶台打
交道则越发频繁了。因为此
时，学校也放假了。我和弟
妹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协助
置办年货的队列：杀年猪、切
年糖、做年豆腐等。而完成
这些，都离不开一个“烧”

字。本来常常扮演打下手的
“火头军”的我，这个时候，往
往要“晋升”成母亲的助理。
因为母亲年迈体弱，像站着
一连炒十几锅米胖这样的活
儿，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于
是，我便义不容辞地从母亲
手里接过芦穄帚（即用高粱
壳做成的帚子）。炒米胖既
是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需
要熟练地掌控好火候。所
以，在一旁指导着我的母亲，
随时还要指挥接替我烧火的
弟弟或妹妹。而父亲呢，则
忙着取柴、供柴、提东西等。

而一到除夕夜，更是亲
情交汇的高峰，也便是土灶
最忙的时候。首先，母亲把
烧得熟透了的猪头，从大锅
里捞起来供奉在桌子上。猪
尾巴含在猪唇里，代表全
猪。将猪头送上谷祠敬过
神，母亲才动手砍猪头。接

着，一家大小围在一年难得
丰盛的餐桌旁，津津有味地
吃起年夜饭……

“阿哥，看着你边干活边
紧盯着土灶，是不是又在想
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的那些趣
事了？”

妹妹的发问，把我从沉
思中拉了回来。

我应声道：“是呀，我们
三兄妹已与土灶结下了不解
之缘。”

“可惜，我们都用不着它
了。这不，现在我们各自的
小家庭，都是煤气唱主角，电
器当配角，接下来还要普及
天然气，这土灶连当群众演
员的机会都没有了。”弟弟不
无诙谐地说。

是呀，土灶是我们快活
的使者、成长的驿站，也是家
的温暖、亲情所在……这一
切，怎么抹也抹不去。

浮标一沉两重天

钓者惊喜鱼悲惨

诱饵骗鱼诚是乐

觅食吞钓鱼儿冤

此乐只应此间行

不可学钓对人寰

买家具时店家赠送了一
个木相框，觉得挺喜欢的，就
一直搁在床头，连里边的照
片都从来没有换过。有不少
人觉得好奇，妈妈都问了我
好多次：“为什么放了这么一
张照片？这又不是你们两个
的照片，明显也不是你们的
孩子啊！”因为照片上是一对
外国小朋友。

但我还是没有换掉照
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对。
今天出神地盯着那照片看
了一会儿，突然明白过来：
其实，这是我珍藏在心底里
的一种青梅竹马情结。这
种情结系着的并非某个特
定的人，只是心仪那种两小
无猜的情感。我一直觉得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是最长情、最纯粹、最美好
的情感。

但是，很多青梅竹马走
着走着，就散了。中间就隔
着千山万水了。求学、求职、
搬迁、出国，渐行渐远。蓦然
回首，当郎开着宝马再来，青

梅却早已不在，又或者是郎
骑着自行车来，青梅却不再
是愿意坐在他自行车后座的
青梅啦。也有可能长大后，
郎嫌青梅太酸！即使是一直
形影相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
马，也会有审美疲劳、喜新厌
旧，一路上更是有各种精彩
纷呈的诱惑，让你不得不感
慨，那时的自己真的是太不
懂爱情。

这真的是个不适合青梅
竹马的时代，变数太多，变化
太大。不光是青梅竹马，爱
情、友情、亲情，所有的人际
关系都在变化。看到有不少
子孙满堂的老人晚景凄凉，
孤寂终老；不少兄弟姐妹因
为家产、房产和父母赡养等
纠纷而反目成仇，甚至大打
出手；不少夫妻因为一方贪
财、贪色、贪权而移情别恋，
或者三观越来越有反差而分
道扬镳、形同陌路，甚至置对
方于死地而后快……

昔日和我一起行走的闺
蜜，曾经一路走一路有说不

完的知心话，如今大多开上
了豪华或者普通的轿车，而
我依然在走着，只是换了一
拨一拨的同行人，或者只是
一个人走着。我想，走着的
人一定不是个别，人行道不
是一直都在的吗？还有不少
游步道、步行街也都是为走
路人而设的。而且，还有不
少人天天以登上手机计步器
的榜首为荣啊！

有人说我这是不思进取
的陈词滥调，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怀念青梅竹马这么老旧
的情感，不合时宜。所以就好
心劝我，没事就想想如何致富
吧，别总在感情的世界里伤春
悲秋，捏在手心的钱永远要比
那抓不住的心踏实。

但我经受不起投资的风
险和创业的艰辛，觉得挣工度
日更加心安理得。与其风尘
仆仆、奔波劳累地买房卖房，
不如我居家过日子安居乐业
更清闲适意；与其换车换房甚
至换人的动荡折腾，不如我以
不变的情怀从容面对世情的

大起大落更加稳定踏实。
当然，前提是我不抱怨

目前的生活状态，对身边的
人和事没有那么多的不满。
对父母的生养之恩，对兄弟
姐妹的手足之情，对那个同
心同德、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的人，我心怀感激。所以，我
的生活态度始终没有变，一
直觉得粗布素衣也秀丽，粗
茶淡饭也甘甜。格局是小了
一点，明显缺乏拯救全人类
的抱负的胸怀。但扪心自
问，这样的知足常乐并不是
懒惰、碌碌无为，也不是用随
遇而安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
荆棘坎坷，而是在考量过自
己的实力，问过自己的心之
后的一种选择。

同样，不少人通过各种
途径、煞费苦心地赚钱，只是
想让自己快速进入富人圈，
只要不违法违规昧着良心，
我认为没有谁比谁更高尚，
只是对钱财、对幸福的理解
不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不
同而已。

事实上，我有不少朋友
在事业发达之后，对我依旧
不离不弃，朋友还是朋友，姐
妹还是姐妹：“路过”时来看
我一下，“顺路”捎我一段送
我回家，“顺手”把那些“吃不
光、用不完”的好东西分给我
以免“浪费”，时常以“不想冷
场、不想寂寞”的名义叫我去
陪吃陪喝……完全没有“穷
人无法看懂富人的世界”之
尴尬。

我一位大学同学多次发
出邀请，想让我去看看他匠
心独运打造的民宿，但听说
我因为和年迈的父母同住无
法走开太久时，他说，你是在
做对的事！

以前工作过的报社里有
一位总编在一次群聊时说，
王珍，你是一个最深情的人。

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评
价，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青梅竹马并没有淡出，
其实就是在薄情的时光活出
的深情，是炎凉的世态中坚
守的那份初心。

掰下来的玉米棒晾晒几天，
就可以脱粒了。在老家，玉米是
纯手工脱粒的。

月光如水的夜晚，全家聚在
一起给玉米脱粒。那时，我们的
木结构房子房檐是相通的，邻里
看见了，都会主动聚拢过来。大
家围坐在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笸
箩周围，场面如同过年过节一
般，非常热闹。

父亲左手紧抓着玉米棒，右
手握住一个铁制的玉米钻，从底
部往上钻。只见玉米钻宛如一
条游龙，奔走于玉米棒上，所过
之处，玉米粒纷纷从玉米棒上脱
落下来，如同顽皮的孩子，跳脱
母亲的怀抱。一个玉米棒钻开
几排，然后放在笸箩里，再钻下
一个。

我们则抓起钻过的玉米棒，
进行脱粒。没几下，我的小手便
留下了红红的印，还传来隐隐的
痛。难道玉米棒也学会了欺负
小孩？我悄悄地瞄了一眼大人，
只见他们手里握着一个光光的
玉米芯，在满是金黄玉米粒的玉
米棒上用力摩擦。因为钻出的
几排留出了空隙，玉米粒被触碰
之后就会一排一排地剥离，掉落
在笸箩里。要不了几下，玉米棒
就像被人拿刨子刨过一般，只剩
下一个光光的玉米芯。

原来给玉米脱粒这件看似
微不足道的农事，也是有着窍门
的。我也有样学样，抓起一个玉
米芯往玉米棒上摩擦，这次玉米
棒不再欺小了，玉米粒也像听话
的孩子争先恐后地离开玉米棒，
进入了笸箩里。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了，
一个钻过的玉米棒，不消多久就
会变成光秃秃的玉米芯。

坐在笸箩旁，大家有说有笑，
但是手上不会放慢速度。渐渐
地，笸箩里的玉米粒越来越厚，地
上的光玉米芯则越叠越高。

玉米脱粒进行曲还在演奏
时，母亲会端出水煮的嫩玉米，
分给笸箩周围的人们。嫩玉米
上一颗颗玉米粒晶莹饱满，如同
珍珠粒，又像鹅黄色的玉粒，味
道甜甜的。大家有滋有味地嚼
着嫩玉米，为玉米棒脱粒更是动
力十足。

如果碰巧有风车扇出秕谷
堆来，我们会将秕谷堆点燃，然
后将嫩玉米埋入火堆中。不时
有亮闪闪的火星从火堆中冒出
来，飘上天空后又慢慢地消失，
如同一颗颗流星在风中轻轻地
划过。火候成熟了，我们迅速拿
根玉米秆，从火堆中将玉米棒扒
出来。原先嫩黄的玉米棒带上
了些许的灰黑，用力吹去上面的
灰土，只见玉米粒的外面有点微
焦，而里面却完好无损。用手轻
轻掰下一粒，咬一口，香甜中带
着丝丝的焦味，别有一番风味。

一个晚上下来，一家几箩筐
的玉米棒，在邻里的协作下就会
全部脱粒完毕。第二天晚上则
会轮到下一户人家，同一排房檐
下的邻居从不会缺席，大家围坐
在笸箩前，笑声在夜空中回荡。
而不管在谁家，我们都会尝到嫩
玉米或是煨玉米。悄然之间，玉
米也成了维系邻里感情的良好
纽带。

4年前的一天，一个中
年男子骂骂咧咧地走进我
们单位。他矮胖、黝黑、头
发蓬松、气鼓鼓的样子。
同事们预料他带来的肯定
是棘手问题，就把他领到
我办公室。我带他到会议
室，面对面坐下来，真诚地
问他碰到了什么困难？怒
气冲冲的他，一下子安静
了下来。

我从事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工作十余年，与来自
五湖四海的流动人口打
过交道，基本了解他们的
内心需求。他们背井离
乡外出打工，在寻求更好
的生活外，还抱着一个希
望: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
育环境。这名男子要办
的事，估计也八九不离
十。

果然，他直奔主题：
“女儿8岁了，想在这儿读
小学。以前即使公办学校
进不去，民办学校是可以
进的。今年要求满足5个
条件或者积分满30分才
能上学。我社保没有满一
年；积分无论怎么算只有
28分。”

当时，流动人口在无
违反生育行为的前提下，
其子女入学有两种途径可
申请：一是符合积分制政
策满30分。二是户籍所
在地无监护条件，且其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具有
相对固定住所、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取得工
商营业执照、取得《居住

证》或《临时居住证》、依法
连续按月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均达到一年及以上。

“我老家在一座大山
里，父母年事已高，把孩子
放老家我们不放心。本来
让妻子回去带孩子，但自
己动过手术，需要妻子照
顾。帮我想想办法，我孩
子很想在这里上学。”他继
续说。

我清楚，面前这个男
人已经把政策研究透了，
再向其解释于事无补。我
为难了，一边是政策，不能
开口子；一边是对方的实
际困难，不忍袖手旁观。
我拿出积分手册，与他逐
条对下去，看有没有漏加
分的地方。核对中，竟然
找到了可加分的项目，但
需提供证明并得到主管部
门的认可。时间很紧，我
立即与当地主管负责人联
系。通话时，他忽然不见
了。我心里嘀咕：怎么事
没办好人就走了呢？过了
一会儿，他出现了，拿着两
瓶矿泉水，把一瓶递给我。

他微笑着说：“喝口水
吧。即使事情没办好，也
不怪你。你这么真诚地对
待我，谢谢你。”

我的心为之一震。我
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
事，从来没想过要得到他
的感激和回报；他却特意
去买了瓶水给我喝，并真
心表现出对我的感激。

4年过去了，这一幕仍
历历在目。

有人愿用十年光阴，换取与
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个下午。而
我愿用十年光阴，去换回一个与
您对弈的午后……

那时，我还生活在老家那一
方小村中，村中人别无他好，就
好下棋，老人小孩都会那么一两
手。前一刻还在田地中埋头耕
作的老人，下一刻可能就是一个
端坐桌前的棋道高手。爷爷在
村中就被人们称为“乡村棋王”。

在这种氛围下，我也迷上了
象棋，常常缠着爷爷陪我下棋。
于是村头、田间，经常能看见我
们祖孙下棋的画面。一个夏日
的午后，阳光透过树枝在棋盘上
留下一片斑驳，爷爷坐在桌前，
抿一口杯中的茶，手执一枚棋
子，轻轻敲了敲棋盘：“不行，不
能走这里。”他的眼神在棋盘上
游动着，仿佛一位寻找战机的将
军。忽地，他激动地站起身，将
棋子重重落在棋盘：“将了！”随
即就是一阵爽朗大笑。我一看
自己输了，伤心地大哭起来，爷
爷便用蒲扇敲着我的头说：“男
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动不

动就哭，将来没有出息。”一看哭
不管用，我换了一招：我要悔
棋！爷爷严肃起来：“男子汉落
子无悔，要顶天立地！”我被爷爷
说得羞红了脸，无地自容。现在
想起，爷爷这话还蛮有深意的。

后来回到城市，与爷爷对弈
的机会少了。再一次与爷爷下
棋时，我们的棋艺已是棋鼓相
当。一次下棋后，爷爷问我：“你
最喜欢棋盘上哪个棋子？”我回
答：“当然是车了，横冲直撞，无
人能挡，就属它最强！”爷爷笑
道：“我不一样，我最喜欢卒，虽
然它弱得几乎不值一提，但整盘
棋下来，只有它不曾后退。”

是啊，面临即将出征的高
考，自己难道不该向卒学习吗？
唯有奋发向前，哪来畏缩后退。
我总算懂了，爷爷的左手边，放
着的是棋盘，右手捏着的，却是
最真实的人生。

如今，爷爷已过世多年，那
盒老旧的象棋，被我小心翼翼地
收藏于柜中。爷爷对我说过的
话，连同那下棋的场景，成为我
心中最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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