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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需 有 仪 式 感
时本放

乔波上学时生活一直很节俭， 平时
偶尔听人说生活要有仪式感，他特反感，
甚至认为那是奢侈，是虚荣，是背叛。

乔波生长在乡村，在他看来，奢谈仪
式感， 是那些富豪们的事， 他们游戏人
生，经常穿着华贵的服装，出入豪华的星
级酒店，于灯红酒绿间，推杯换盏，平常
人哪有那样的生活。

平时，班级有同学过生日，乔波从不
参与，他说：“过生日是孩子的事，人长大
了还过什么生日。 ”有时，乔波遇见穿着
得体，衣着新颖的男士靓女，他不是嗤之
以鼻，就是说句：“臭美！”总之，他就是不
习惯那些花里胡哨的生活。

乔波对生活的态度和观念， 有些守
旧。

有幸的是， 乔波后来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大学，一晃到了大二。 大学里，环
境改变了，乔波也在渐渐改变。

一天，他来到一同学的寝室，室内贴
满了照片， 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同学制作
的每组照片都有一个主题， 然后用书名
号标注，如《湖城黄昏》配上几张夕阳西
下的照片，下面再配上应时、应景、应主

题的语言，显得整齐而清新，他发出的照
片，映入眼帘的效果，每每与众不同。 那
位同学说：“除了学习， 做好每次所拍摄
的照片，就是我生活最好的仪式感！ ”乔
波听后，若有所思，感觉生活不只是那些
花里胡哨事。

又有一天傍晚， 乔波去了班主任杨
老师的宿舍。杨老师热情地说：“乔波，想
吃点什么自己去冰箱拿。”乔波原以为那
冰箱里只有些速冻的食品， 打开的一瞬
间，他惊呆了，只见冰箱里整齐地摆放着
各类新鲜的蔬菜、瓜果，最下面的一层有
蟹黄鲜菇，用泰国玫瑰和荷兰芹点缀着。
乔波忙问 ：“老师 ， 今晚您家里有客人
吗？ ”“没有啊！ 那都是我买来自己吃的。
每天清晨，我会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到
超市买来最新鲜的食材， 吃了自己做的
早餐后再去上班；夜晚，要锻炼半小时身
体，再看半小时书才休息，这是我生活的
仪式。 ”

看着乔波一脸的惊疑， 老师顺手从
书架上取下《生活中的仪式感》一书，递
给乔波，说：“有空看看吧，它能丰富你的
生活，提高你生活的品质。 ”

杨老师说：“世界上生活的方式千千
万万，有幸福的，有悲伤的，人生虽不尽
如人意， 我们可以选择给自己的生活添
砖添瓦。 生活，有时无须有丰厚的物质
基础， 别以为仪式感的生活就是奢侈浪
费 ， 简约有格调 ， 也是种有品质的生
活！ ”

听了老师的话， 乔波若有所悟。 杨
老师接着说 ：“有品质的生活才有仪式
感，品质源于人的内心，源于一种积极向
上，乐观自信的生活心态，源于即便生活
给了你一副烂牌， 可你依旧竭尽全力想
把它打好的决心。 生活有了仪式感，就
有了一种情趣，有了一种追求，有了一种
不舍弃不堕落的态度， 让你在平凡又琐
碎的日子里， 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和不
将就的勇气。 人可以没出息，但不能没
追求！ ”

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乔波如饥似渴
地读了那本书，受到很大的启发。 晚上，
他独自徘徊在校园内， 又回想起那位爱
好摄影同学的话，如梦初醒，生活是多元
化的，有时发个朋友圈，晒一晒，也能拥
有美感， 也能看出仪式感。 他意识到过

去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太偏颇太狭隘，突
然觉得自己的心路宽大起来， 天空也变
得高远了， 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他眨眼微
笑着。

转眼间，学校放了暑假。
乔波为响应学校号召，带着课题去

了某乡镇调研“三农”工作 ，炎炎夏日 ，
他每天下村很晚才回宿舍， 太晚了，乔
波就以泡面充饥，然后挤出时间看书写
东西。

即便吃泡面，乔波也努力从中找到
生活的品质。 他在泡面里加一个鸡蛋和
一些番茄，面起锅时再搭配几片蔬菜叶
子。 一碗再普通不过的泡面，就这样被
他做成让人食欲大增的精致面。 他说，
加鸡蛋可以健脑益智、保护肝脏，吃番茄
能生津止渴，加一点绿色蔬菜，可以补充
些维生素， 这些都是超市里价格低廉且
经常打折的食材， 当他想到自己为了这
微不足道的晚餐，而认真地洗菜、切菜，
然后津津有味地享受这顿 “泡面盛宴”
时，脸上充满了满足和自信。

原来，生活的仪式感，也是对生活的
敬畏，对人生的热爱！

邂逅浪漫 包 鹏 摄

烈日下 吴雨田 摄

游园感悟
徐承科

盛夏的公园内 ，花红柳绿蜂蝶翻飞 。 朝阳还未
升起 ，早起的人们开始晨练 ，跑步 、踢毽子 、利用健
身器材锻炼身体 、大家在公园内或跳舞或聊天……
一派美好的景象。

上午时分 ，人们汇聚公园 。 悠闲的老人聚集在
园里下象棋、打扑克、展歌喉、弹吉他，广场上穿戴一
色的男男女女随着乐曲的节奏，跳起了优美的舞步，
音响里的喇叭声传出了欢快的旋律。 有人在湖边垂
钓，有人在草坪上放风筝、飞纸鹤，孩子们望着风筝，
快乐奔跑着……

下午， 公园里柳荫下别有一番景象。 被称为歌
咏队队长的老吴 ，是这个业余团队倡导者 ，组织人 ，
每天他和喜爱歌唱的妻子早早来到这里 ， 不辞劳
苦 ，自带板凳 、乐谱 、音响……每天下午 ，业余爱好
者三四十人来到这里 ， 他们均是附近的退休工人 、
教师 、职员 ，大家聚集一起 ，集思广益舒心地一展歌
喉 。 退休工人缪老是位年已八旬的老人 ，依然精神
矍铄 ，他那高亢激越的 《草原赞歌 》声情并茂 ，把人
们的思绪带向了美丽的茫茫草原 ，仿佛骑着骏马驰
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 ；那个被人们喊作 “开心 ”的退
休女职工一曲 《洪湖赤卫队 》插曲委婉清亮 ，把人们
的思绪带到那个战争年代 ，博得了阵阵鼓掌 、声声
喝彩。 这老有所乐的场面，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他
们演唱的六七十年代的红歌激荡人心，催人奋进。

这里虽没有都市里面的高档舞池， 但水泥地坪
上的交谊舞正炽烈进行着 。 看 ，双双对对的老年男
女 ，翩翩起舞 ，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 湖畔有个凉亭 ，
十多人在那里敲锣打鼓，音调整齐，颇为壮观。 在高
大的梧桐树下 ，人们互相传递着经济信息 ，展望发
展前途 ，大家在交往中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
土壤和发展空间 ，为促进家乡商品经济的腾飞出谋
献策，为构造和谐社会增添着正能量。

沿湖边漫游一圈， 还可见到三三两两的人吹唢
呐、吹笛子，间或也有人清唱。 有的在草坪上铺一块
毡布 ，席地而坐 ，享受着大自然的日光浴 ；也有人带
来各种食物 ，和孩子们欢聚 、野炊 ，共享天伦之乐 。
有位老人在湖边垂钓 ， 我徘徊好久不见有鱼吃钩 ，
就好奇地问他 ， 他微微一笑 ：“钓着钓不着无所谓 ，
只为消遣娱乐，颐养天年。 ”垂钓者并不奢望能否钓
到鱼，而是在静心观望，找寻乐趣。

在园内信步 ，不由得感到精神倍爽 ，十分惬意 ，
简单的生活，快乐的心境莫过如此……

半 塘 荷 花
马庆民

岳母生于六月，取名荷花。 源于这个不解
之缘，故万紫千红中，岳母独爱荷花。

关于荷花的种种， 岳母都能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 比如：荷花被称为“活化石”，又名莲
花、水芙蓉等，可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而
我听到最多的莫过于她常讲到荷花全身皆宝，
藕和莲子能食用，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
等皆可入药。

岳母并未读过很多书 ， 但关于荷花的诗
词，她却常常信手拈来———“身处污泥未染泥，
白茎埋地没人知。 生机红绿清澄里，不待风来
香满池。 ”尤对这首咏荷诗情有独钟，百吟有
味。

我想这首诗或许正如岳母的性情———追
求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

这几日，家附近的水上公园内的荷花次第
绽放了。 我们一家便常在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赏花。

围着一池荷花散步，是极其舒适的 ，会情
不自禁让人的脚步变得轻盈， 走了一圈又一
圈。

累了，便伫立湖畔，与一大片荷塘默然相
对。 此时，各色荷花正尽情怒放，热烈奔放，肆
意快活。 那些铺在水面的叶子，绿色逼人，那些

破水而出的花，灼人眼目。 突然一阵风过，荷之
美姿，便如同海浪一般翻滚而来，令人目不暇
接。

随着华灯初现，水光愈发潋滟。 荷叶或聚
或散，疏疏落落，占据大半个水面。 而那些高出
水面很多的花朵，一株株立着、蹲着、仰着，或
傲挺、或顾盼、或相依，各具形态、风情万种、天
然成趣。

期间，还伴有小鸟飞翔，青蛙跳跃，蜻蜓点
水，群鸭游过……宛若一幅正在描摹的写意画
卷，既疏朗有致，又空灵妙曼。

倏忽间，我心里所有的芜杂，瞬间被排空，
只剩下一片澄澈。

回来路上，我们一直聊着荷花。 岳母说我
读书多，想征求我的意见，看把微信名字改成
“满塘荷花”如何？

我忍不住想故意刁难一下岳母，便开口问
道：“我考你一个关于‘满塘荷花’的问题，看你

知不知道？ ”
岳母自信满满地说道：“你要问别的，我不

敢说，但关于荷花的，这是问到我的‘专业’了，
你不晓得我对荷花无所不知吗？ ”

我笑了笑，清清嗓子，问道：“如果一塘荷
花，一个月能开满全塘，第一天开了部分，以后
的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那么开
满半塘需要多少天？ ”

“不知道， 少拿这些数学题考一个没读过
什么书的人。 ”岳母皱起眉头，很是不悦。

“这不是数学题，不需要计算的。 这只是一
个哲学定律。 你随便猜一猜嘛，错了也不要紧
啊！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看我这样说，大家来了兴趣。
岳母说：“15 天？ ”
我说不对。
女儿说：“20 天？ ”
我说也不对。

儿子说：“7 天？ ”
我摇头。
“哼……不知道，你公布答案吧！ ”大家都

不想再猜下去了。
我有点得意地说：“你们被问倒了吧! ”
“别贫，快说。 ”岳母急切想知道答案。
“其实需要 29 天，另一半会在最后一天全

部开放。 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 ”
岳母满脸疑惑：“你唬我的吧，别以为读书

多就可以胡编乱造。 ”
“不信你改天上网查一查， 看我说得对不

对。 ”
说完，我又对女儿和儿子说道：“很多人只

看到满塘的荷花美， 却不知它开放的过程，就
好比我们只看到别人的成功，而不知别人的坚
持和努力。 ”

第二天，正在吃午饭，岳母发来信息：“我
今天专门上网查了的，还真的有你说的荷花定
律。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我之前只看到荷花
姿态美，却不知它开放的过程背后，竟藏着做
人做事的大学问呢！ 以后还需要虚心学习哦，
哈哈……”

再看岳母的微信名字，确实改了———半塘
荷花！

青 衫 白 月 光
何愿斌

六月里， 有栀子花相伴， 是一件幸福的事。
乡间栀子花常在墙角， 经过不起眼的一个转弯

处， 赫然看见绿油油的叶片里溢出几点白， 再凑近
前看， 数不清的花骨朵被绿衣包裹着， 像青涩少年。
暗香浮动， 过客不好意思地久立， 主人便大方地发
话： “喜欢就尽管摘。” 路人欢天喜地将一捧青衣蓓
蕾携回家， 用清水滋养， 好心情和花香般持续久久
一阵。

像摘黄瓜一样， 我也摘花， 不是不爱， 而是不
舍与花分离。 我将栀子花小心包裹， 在车座上摊开，
然后奔驰百里， 由乡下带回城里。 我用小酒盅养着，
用玻璃杯养着， 配搭几枚卵石。 栀子花笑盈盈， 一
天天胀大身子， 一片片抖开花瓣， 一层层吐放馨香，
清水不干， 绿叶不凋， 芬芳不绝。

夏夜阑珊， 翻书之余， 凝视灯下花白， 偶尔会
收获几句清新小诗： 绿色包裹的白 / 像一小段青春
往事 / 六月里， 你身穿翠翠裙裳 / 披半笼秀发 / 令
我不知怎样看才好 / 于是， 送你一枚花骨朵 / 镶在

发髻 / 好让你面庞上的白月光 / 浮泛幽幽芬芳。
我喜欢栀子花的月光白。 明人沈周作过 《栀子

花诗》： “雪魄冰花凉气清， 曲栏深处艳精神。 一钩
新月风牵影， 暗送娇香入画庭。” 半夏月夜， 梦中醒
来， 一缕幽香钻入鼻息， 仿佛月光是香的。 开灯寻
香， 原来是又几朵蓓蕾开了， 不觉一笑， 恍然睡去，
回笼觉里， 有甜甜丝丝。

栀子花喜雨。 雨水拍打栀子花丛， 花树开放得
越发欢心。 雨前， 一树花还是青绿色， 雨后， 一树
花变成清白世界。 雨中的栀子花芳香浓郁， 像沉淀
的云。 雨后呢， 空气会变得像美酒一样醇厚。

栀子花也有任性。 杯中几朵性子烈的， 始终不
愿意开出来。 像蚕茧一样， 由白色变成黄色， 不裂
瓣， 不吐香， 就这样自殒而去。 碰到这样的花， 摘
花人有歉意， 也会自省， 觉得对花不住。

但是， 更多的栀子花是随性的， 有水有空气就
尽情绽放， 即便是在一口碗中、 杯中， 即便馨香只
能持久一周之久。

有荷花才是夏天
刘云燕

抽一晴日的清晨 ， 天刚蒙蒙亮 ，
就赶去园子里赏荷花。 赏一次如仙女
般的荷花， 才算没有错过整个夏天。

赏荷花最浪漫的莫过于朱自清的
散文， 小时候， 通篇的背诵是强制要
求， 苦恼不已。 及至成年， 才慢慢品
出文字中的美来。 “曲曲折折的荷塘
上面，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
水很高，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 他笔
下夜色中的荷塘， 在明亮亮如水的月
光下， 有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愫。

荷， 在我眼中， 是人间清欢， 在
盛夏中开放。 当我们沐浴着清晨的凉
风， 倚栏听荷时， 只见水面清圆， 一
一风荷举。 在我眼中， 荷是一幅中国
画儿， 宁静中带着一抹禅意。 它出淤
泥而不染， 开得柔美而圣洁， 金色的
花蕊围拢着黄绿色的小莲蓬， 胭脂粉
的花瓣儿， 轻盈地展开， 不娇媚， 也
不低俗。 它们相约盛开 ， 错落有致 ，
有的还是花骨朵， 有的已经飘零了几
片叶子， 翠绿的荷叶边， 已经长满了
莲蓬， 小鱼儿在荷叶间嬉戏， 荷叶田
田。 而莲蓬如一个个立式的小话筒 ，
微微倾斜地朝向发言者。 小时候， 最
喜欢的还不是荷花， 而是圆而大的荷
叶。 在酷暑里， 摘下一片， 秒变小帽
子， 凉爽而风趣十足。 晨曦中， 一抹
天光从一道缝隙中照过来， 那荷也呈
现出明暗的对比， 显得极立体。

我感觉古人对于荷花多是 “赞美
派”。 文化墨客给它赋予了很多美丽
的名字， 诸如芙蕖、 君子花等等。 李
白说：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王昌龄说：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殿
风来珠翠香 。” 孟浩然说 ： “看取莲

花净， 应知不染心。”
而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笔下的荷

花 ， 充满了十足的烟火气 。 他描写
荷花 ： “荷花开了 ， 露出嫩黄的小
莲蓬， 很多很多花蕊 。 清香清香的 。
荷花好像说 ， 我开了 。 荷花要晚上
收朵……荷花收了朵 ， 就该吃晚饭
了 。” 他总是好奇荷叶的叶面为什么
不沾水呢？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
好吃 。 一个作家 ， 有如此细腻的表
达， 充满烟火气的文字， 让人看着荷
花， 竟然有了十足的馋意。 我最喜欢
喝荷叶白粥， 晶莹的大米透亮， 而白
粥中有荷叶散发的清香 。 这种吃食 ，
最简单， 也最妥帖。

很喜欢张晓风 《雨荷 》。 喜欢她
笔下的文字： “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
然， 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
红莲！ 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 像一罐
立刻要倾泼的颜色！ 立在池畔,虽不欲
捞月， 也几成失足。”

在我眼中， 小雨迷蒙中的荷美得
如一幅画。 而当雨渐渐大起来， 雨荷
诗意尽消， 雨滴砸在荷叶上， 狂风吹
着柔弱的荷花， 它们在风雨中苦苦坚
持， 默默忍受。 张晓风在 《雨荷》 中
感叹： “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 你曾
无知地在其间雀跃， 你曾痴迷地在其
间沉吟。 但更多的时候， 你得忍受那
些和潮湿， 那些无奈与寂寥， 并且以
晴日的幻想度日。”

想来 ， 生命中有很多困苦和无
奈， 我们得忍受着生命中那些至暗时
刻， 唯有坚定信念， 默默等待。 有荷
花才是夏天 ， 记得看晴日里荷的清
雅， 也别忘记看雨天里荷的执着……

逆境中的阳光
陈光荣

人生如海上行船，常常会遭遇狂风
暴雨、波涛汹涌的逆境，一时置身于黑
暗的深渊，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但
总有一些人，能在困境中倔强地寻找那
一缕阳光，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李
小山，一个与我童年同行的伙伴，他的
故事是关于逆境中发现光明的传奇。

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常
年疾病缠身，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在了
他稚嫩的肩膀上。 然而，命运似乎还不
肯罢休，在他上中学时，父亲又突然因
病离世，这让原本就艰难的家庭更是雪
上加霜。

面对这样的绝境，李小山也曾感到
绝望和无助。几乎在他的世界里是一片
混沌黑暗，整个精神世界垮塌了。 走出
学校那一刻，他想到自己如此家境可能
就此与学校再见了。他陪同母亲办完父
亲的丧事的当晚，母子俩抱在一起狠狠
地哭了一场。 他看着生病又瘦弱的母
亲，泪眼汪汪地说：“妈，我不想念书了。
我要去打工为你分忧。 ” “儿呀，读书
是你爸临终时的嘱咐，再难我也不能让
你辍学。 你放心吧，妈没事，能撑得住。
你不用担心。 ”妈拉着小山的手深情地
说。 李小山还想说， 可他妈堵住了话：
“以后再也不要讲这种混账话， 你爸听
到了会怪罪我的。 你一定记住！ ”

李小山拗不过妈妈，只好乖乖回到
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他的处境都
很同情，他的同桌王玉儿有个弟弟读小
学， 平时语数两门加起来考不到一百
分， 玉儿父母是搞建筑的平时都没空
管，听说了小山同学的遭遇，她想请李
小山同学每天晚上挤出一个小时给他
弟弟补课，她父母承担李小山在校三餐
伙食，父母爽快地答应了，李小山在玉
儿的劝说下也答应试试。

李小山每天雷打不动到玉儿家为
她弟弟补课， 开始她弟弟有点反感，一
周下来， 小山居然和她弟弟成了朋友，
学习兴趣上来， 成绩也慢慢提高了起
来。 玉儿父母乐不可支，直接找到小山
的母亲，让她说服小山下学期就不要住
校就住他家里， 只要带好他的儿子，小
山的一切费用全包了。

在玉儿一家的帮助下，李小山心中
重新燃起了一团火焰，他告诉自己努力
再努力，永不松劲，永不放弃。他白天自
己努力学习， 晚上则去为玉儿弟弟补
课。尽管生活艰苦，他从未抱怨，反而更
加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然而，命运
似乎总爱与他开玩笑， 在高考前一个
月，他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医生建
议他住院休息，这意味着他可能要错过
高考。 但李小山不甘心，他在病床上依
然坚持复习。 最终，他拖着虚弱的身体
参加了高考，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
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大学期间，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
得了多项奖学金，同时，还利用课余时
间到社会上打工， 在奶茶店服务过，在
饭店打扫过卫生， 在学校食堂洗过碗
碟，只要能够挣钱再辛苦他也干。 四年
大学他没休息过一天， 不是在读书，就
是在打工路上。 终于熬到了毕业，他捧
着鲜艳的毕业证泪水禁不住悄悄洒落
了下来。

在逆境中，有的人选择沉沦，而有
的人却能如李小山一般，在黑暗中找到
那缕阳光，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绚丽的
色彩。 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
寻找阳光的勇气和信念。只要我们心中
有光，就一定能穿越黑暗，迎来属于自
己的光明。 让我们都像李小山一样，在
逆境中做那一抹最耀眼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