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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是你，让我明白了爱情
丁佳晟

她曾一度抑郁 ，因为工作 ，因为人
际关系，因为感情，她对什么事情都提
不起兴趣，彻夜的失眠让她日益憔悴。

她不奢求爱情，因为曾经她也有过
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男人的出轨让
她不再相信爱情，非你不可的誓言只是
骗人的话语。 爱，只能是奢侈品。 这些年
来她一个人度过 ， 陪伴她的只有一只
猫，她叫它幸福，可她却一点都不幸福，
猫到处跳来跳去，她却只是坐着 ，望着
空荡荡的家，度日如年。

也不是没有想过要轻生，但她却害
怕死亡，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种虚
无的状态让她逃避着死亡。 她也想去看
心理医生，但心理的疾病如果让其他人
知道她觉得很尴尬，所以每次到了心理
咨询室门口她都迈不开步子。 她的状态
很糟糕，她的心好冰凉。

她在春天花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
男人，男人叫她的名字，她印象里却从
未见过这个男人 ， 她问男人名字的时
候，男人告诉她，他是她的高中同学，丁
亦寒。 她想起来了，那个高中追求过她
却被她拒绝的男生，拒绝他的理由是长
相太丑了， 没想到今天会再见到他，现
在的男人长相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不说帅但起码不像以前那么丑了。
女人问男人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男

人说这些年都是一个人， 还没有结婚。
女人说， 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男人说，
有。 在咖啡店他们聊了很久，许久未曾
谋面也谈不上熟悉的两个人仿佛有说
不完的话，很快天就黑了，他们一起去
吃了火锅，调配调料的时候男人对服务
员说不要放香菜，女人说，你也不吃香
菜？ 男人说，这是给你的。 女人说，你怎
么知道我不吃香菜？ 男人说，高中的时
候你男朋友每次都忘了你不吃香菜，我
记得因为这件事你发了好多次脾气。 女
人说， 没想到那个时候你这么关注我。
男人说，因为那个时候就喜欢你。 女人
喝了一口酒说，现在你还喜欢我吗？ 女
人看着男人的眼睛，火锅的热气把他的
眼晕染得朦胧，朦胧得好深情 ，男人说
道，喜欢，一直都喜欢。

那个晚上他们都喝了很多，喝到半
夜的时候，他们去公园吹风 ，风把女人
的长发吹起， 发梢打在男人的脸上，男
人一把抱住了女人 ， 或许是醉了的缘
故，女人没有反抗，男人吻住了女人，女
人感觉到了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热，
这种热就像冬天在澡堂子泡澡，舒服从

脚底蔓延到心口。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
封信，信都泛黄了，但字迹还是那么清
晰， 男人说这是高中的时候给她的情
书，但被她拒绝了，他没有丢，一直放在
家里面，想着有一天自己变得好起来可
以把情书再给她，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几
年， 十几年来为了女人他不断地努力，
终于事业有成， 成为了公司的高管，他
坚持护肤运动，长相也变得不再那么丑
了， 可是当他准备好再次告白的时候，
他却得知女人已经结婚了，他想要追求
的心只能放了下来 ， 就这样又等了五
年，女人离了婚，他想去表白，可是自己
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 调理了一年，身
体终于好了，他终于可以来到女人的小
镇，告诉她，他迟到的爱。

女人看到信的时候哭了，她说现在
的她已经不是最好的她， 她离过婚，又
得了抑郁症。 这抑郁症她没有对第二个
人提起过，这晚，她竟然脱口而出，她也
不由得一惊。 男人说，都怪他没有早点
好起来，如果可以早点好起来的话就可
以早点来向她表白，这样她就不会有破
裂的婚姻， 不会碰到那许多糟糕的事
情，就不会得抑郁症了。 男人紧紧抱住
了她，男人说，愿意相信我吗，可以给我

一次爱你的机会吗，虽然这爱迟到了许
多年。

不再相信爱情的女人又开始相信
了爱情，她开始明白男人的长相地位都
是次要又次要的，因为这好随着时间会
变， 重要的是男人为了自己而努力的
心，这个男人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忘记她
都爱着她， 为了她成为了更好的人，也
一点没有嫌弃现在糟糕的自己，这不是
爱，那什么才是爱呢？

她后悔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男人
长得帅肯为她花钱而错爱了他，她也后
悔没有早点答应这个男人的追求。 但男
人告诉她，无需要后悔，因为这么多年
来的没有在一起，才让他明白自己有多
么的爱他， 所以未来会好好地珍视她，
爱她甚过爱自己。

后来男人和她结了婚， 抑郁在婚姻
的幸福和医生的治疗下渐渐康复了，在
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男人为
她写下一首诗，诗里全是她，全是爱。 也
是那一年，她为他生下了孩子，虽然已是
高龄产妇，虽然他说有她就足够，但她还
是坚持生了下来，给他取名，丁真爱。

她 ， 是我的妻子 ， 是我一生的挚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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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宵 的 妩 媚
钱续坤

如果说春节的氛围要用一个词语
来加以形容 ，那么 “温馨 ”最是恰当不
过；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坐
一桌其情融融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
然而除夕又是规矩最多的一夜 ， 譬如
不能乱说粗话脏话 、 不能打破锅碗盆
瓢等等， 弄得年少时的我们时时刻刻
都蹑手蹑脚地 。 不过正月十五却没有
那么多的禁忌 ，看花灯 、猜谜语 、踩高
跷、吃元宵，一个“闹”字就将那欢天喜
地、妙趣盎然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
事实上 ，除掉 “喧嚣 ”的成分 ，在我看
来，元宵更有其“妩媚”的一面。

元宵的妩媚 ， 首先在于隔壁小妹
那脍炙人口的童谣 。 农村的男孩大多
是比较顽劣的， 嬉戏起来虎头蛇尾，因
此过年时细心保留的鞭炮，到了正月十
五已经放得差不多了；可是元宵毕竟要
“闹”呀，于是隔壁的小妹就成了当天的
主角，从早饭过后，她就被我们缠着学
唱一首又一首的童谣：“新年到 ， 真热
闹，穿新衣，戴新帽；敲锣鼓，放花炮，扎

花灯，闹元宵”；“元宵节，闹花灯，人们
个个都欢腾。 大街小巷做花灯，满街都
是红灯笼……”到了晚上 ，我们则在火
把和灯笼的照引下，三五成群地高唱着
白天刚刚学熟的童谣， 满村庄地跑动。
隔壁的小妹自然也会加入到我们的队
伍当中，她银铃般的嗓音在村庄上空久
久回荡，她教唱时的天真在我的脑海里
永远都挥之不去。

元宵的妩媚 ， 其次在于青年男女
那悠然神会的浪漫 。 黄梅戏 《夫妻观
灯》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回 ，那惟妙惟
肖的表演，那生动活泼的语言 ，那欢乐
明快的节奏， 让人情不自禁地羡慕那
对小夫妻在元宵之夜看灯的幸福和喜
悦。 不过，这表现的只是元宵“娇媚”的

部分 ，比 “娇媚 ”更含蓄的则是 ：“去年
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
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 ”这首词写
的就是元宵节，语言回环错综 ，颇具民
歌之风， 女词人对旧日情人的忧郁缠
绵之情跃然纸上，不因为别的 ，只是一
腔浪漫的怀想而已。 还有苏味道的《正
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 ， 星桥铁锁
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
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 ，玉漏
莫相催。 ”小小的一个上元夜 ，发生过
多少灯下相识、两情相许的故事 ，怎一
个浪漫了得！

元宵的妩媚 ， 再次在于万家灯火
那齿颊留芳的汤圆 。 “元宵争看采莲

船， 宝马香车拾坠钿 ； 风雨夜深人散
尽，孤灯犹唤卖汤圆。 ”除了闹花灯、看
焰火那些热热闹闹的场景 ， 元宵节还
有一道甜甜蜜蜜的美食 ， 那就是吃汤
圆。 祖母说，元宵夜吃汤圆 ，寓意阖家
团圆幸福，生活甜蜜美满。 一家人围在
一起做汤圆 ， 不仅是件非常快乐的事
情， 而且丝毫不比除夕之夜的温馨逊
色多少： 拿来一小块湿软正好的糯米
粉，稍微拿捏一下，用手指按下一个凹
形的小坑 ， 再挖一点事先做好的白糖
猪油芝麻馅，用手均匀一搓 ，一只白白
圆圆的汤圆就做好了。 烧开水，把一只
只汤圆下到沸腾的锅里 ， 等到汤圆似
一群白鹅浮在水面 ， 就可以大快朵颐
了。 轻轻咬开外皮，那油而不腻 、黑润
香甜的馅子，顿时充满了唇齿之间 ，香
气久久不散，幸福周身弥漫。

龙腾狮吼 ，灯闪月明 ，我沉迷于元
宵的妩媚 ；但我也知道 ：居家的人们 ，
将从明天开始，又要纷纷外出 ，步入歌
谣四起的大地……

“愤怒”而来的家风
若 朴

“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 ”书香
门第，翰墨之家，一般都将“忠厚”与“读
书”作为家风古训，予以传承。 我们家，
忠厚自不必说，世世承继。 然读书，却是
不好传为家风的。 一来，世居乡村，以种
田为生， 从根儿上没有读书的基因；二
来，农活苦累，朝夕不停，也没有读书的
精力。 然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外
公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一怒之下，逼着
家中子女，无论男女，必须上学读书。

这一切的缘由， 还要追溯到外公当
生产队队长的时候。 当年， 由于家境贫
寒，外公 9 岁便出门流浪，一直未读过书
认过字。 成家后，因为厚道能干的缘故，
被村里推选为生产队队长。然而，由于看
不懂账目， 下面的人因此故意记错公家
物资，据为己有。一来二去，被外公察觉，
外公气愤不已。 最后， 只得想了个笨办
法：先由外公将所有物资牢记于心，回到
家再经由识字的儿女记录下来。

事情算是得到了解决 ，然而 ，这件
事发生的根由，却深深触动着外公。 他
躺在床上琢磨了一夜，开始反思出一个
道理：人再有能耐，不认字没文化，不仅
办不好自己的事，将来恐怕连公家的事

也会捅出大娄子。 外公越想越觉得认字
读书的重要，最后他决定 ，先从自家开
始———8 个子女必须一个不落， 全部读
书认字。 不是读一年两年，而是各凭本
事，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供到什么时候。

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第
一个执着于读书的，是我的母亲。 她天
资并不聪明，成绩也不好，但就是一心
要念书。 后来母亲读到高中，报考幼师
没考上，也没找到其他出路 ，只好回家
继续务农。 其他几个姨妈和两个舅舅的
结局亦是如此。 唯有四姨考上了大学，
走出了农村。 即便如此，外公依然不后
悔，因为只要撒出去种子，世世代代都
会牢记它发芽的样子，也总有一天能开
出花结出果。

事情果如外公预想的一样，开枝散
叶到了我们这一代，每个家庭都以上学
读书为荣，孙辈们也都无一例外考上了

大学。
关于家风传承，还有一件事令我印

象深刻。 小时候，村里的一位老太太，经
常嘲笑母亲， 说她读了那么多年书，不
还是和大家一样辛苦种地吗？ 可见读书
没用。 对此我无法反驳，跑去问母亲。 母
亲的回答让我明白读书果然是有用的。
母亲说，读书人种地和不读书人种地或
许是一样的，但认识世界的眼界极大可
能不一样。 她还说，有些人之所以认为
读书没用，据她所想有三个原因，第一，
他压根没读过书，看到读书人同他一样
生活，他也觉得自己活得不错 ，所以认
为读书无用；第二，有些人浅浅读过一
些书，但从书中没汲取到能量 ，也无法
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和好处，所以这类人
也觉得读书无用；第三，读书确实不像
治病，用了药立马就能见效。 它改变人
的心理和认知是悄悄的，充实人的精神

也是悄悄的。 外人看不见摸不着，自然
说它没用。

小时候虽然听不懂母亲这番“一二
三”， 但一想到母亲说出这番话是读了
书思考出来的，我就拼命告诉自己要读
书。

如今，我们整个家族都以上学读书
为荣，经常分享谁考上了好大学 ，谁在
哪方面有研究，甚至逢年过节还攀比起
书法和绘画，各种“舞文弄墨 ”，知识竞
赛。 这样的攀比有偏颇之嫌，甚至与读
书的明理甚至“修身齐家治国 ”的大义
相违背，而且应试读书和真读书也不是
一回事。 然而这种风气依然是有益的，
因为有了“人人上学念书”的土壤，即便
有时候枝条长斜了，也可以慢慢修剪。

没有翰墨书写的家规，没有显赫荣
耀的家训， 也没有老学究式的宗祖言传
身教———带领我们奔赴读书生活的妙
境。 但父辈们因外公的一“怒”而有了读
书的机会。就像于荒地中撒了一把种子，
一开始长出的野草野花或许丑态百出，
或许不伦不类。 然而，既然发了芽，那根
系必定韧劲十足， 那盎然的绿意必定吸
引更多盎然的绿意，直至漫山遍野。

小餐桌，大智慧
李凌非

新年伊始，公司举办“迎新年开工
宴”。短暂的鼓舞大会结束后，同事们三
三两两，一路上欢声笑语，聚集到了单
位对面的餐馆， 预订好的几个包间，不
一会儿就坐满了。

包间内的旋转餐桌稳稳地待在那
儿，即将承载起这场美食盛宴。 我和同
事纷纷落座， 一边聊着过年的趣事，一
边等待开餐，氛围愈发热闹起来。 不一
会儿，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就被服
务员依次端上了桌。 领导挨桌敬酒，大
家推杯换盏。

这时，同事小雅皱着眉头，满脸无
奈地跟我嘟囔着：“这圆桌转得也太快
了，我才刚夹了一筷子，想再夹点，菜就
没影了。 ”她那噘起的嘴，把心里的小小
埋怨展露无遗，似乎对这餐桌的转速很
是不满。而我听着她的话，不禁愣了神，
只因就在刚刚，我还满心盼着那道自己
爱吃的菜能快点转到跟前，所以我的心
里是在小声嘀咕：“这圆桌慢得像蜗牛
爬啊，半天也转不了一圈。 ”

再看餐桌， 就在那儿不紧不慢地，
按照它既定的节奏旋转着，它的转速没
有任何变化，变了的不过是我们心里那
份对不同美食的期待罢了。我们怀揣着
各自的渴望，便不自觉地将情绪附加在
了这无辜的餐桌上，才使得它在我们眼
中有了快慢之分。

这场景，让我一下子想起之前看过
的一个挺有意思的实验。有人把一只鹦
鹉放在鸟笼里，还特意将笼底的小门开
着，然后找来三个路人，让他们观察这
只鹦鹉，并说说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路人一看到鹦鹉，脸上就浮
现出怜悯之色，轻声说道：“哎呀，这鹦
鹉孤零零的，连个伴儿都没有，多可怜
啊。 ”那语气里满是对鹦鹉孤独处境的
同情，仿佛自己也能感同身受一般。 第
二个路人则是情绪激动地讲：“它被关
在笼子里，根本就没有自由，应该把它
放了才对。 ”从他那紧皱的眉头和急切

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内心对自由的捍
卫，对鹦鹉被困得愤愤不平。 而第三个
路人呢，却摇着头，不紧不慢地说：“这
鹦鹉啊，早就习惯了让人喂，都不知道
自己能飞了，你看那门开着，它都不晓
得出去。 ”

瞧瞧，同样的一只鹦鹉，就那么静
静地待在笼子里， 没有丝毫的改变，可
三个人的看法却天差地别。鹦鹉还是那
只鹦鹉，不同的感受之所以产生，正是
因为这三个人有着不一样的心态。有人
从情感的角度出发， 看到的是孤独；有
人站在自由的立场， 感受到的是束缚；
还有人以一种客观的习惯视角，洞察到
的是鹦鹉自身的习性所致的现状。

生活里的事儿， 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 就像这餐桌，就像那鹦鹉，很多时
候，事情本身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的
心境在作祟罢了。 当我们心情愉悦、满
心欢喜的时候， 看什么都是顺眼的，哪
怕是平日里觉得寻常无奇的风景，此刻
也仿佛被镀上了一层迷人的光彩，那路
边的野花野草，都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
的艺术品，让人赏心悦目；而当我们心
里头不顺心、烦闷的时候，再好的东西
在我们眼中都能挑出刺儿来。

由此可见，我们得学会调整自己的
心态，这就如同在心灵的花园里，精心
修剪那些杂乱的枝蔓，让美好的花朵能
有更多的空间绽放。当我们能用积极乐
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
日子便会像被阳光照耀的湖面，波光粼
粼，充满了生机与美好。 那些曾经觉得
烦恼的事儿， 慢慢会变得微不足道，而
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也会如涓涓细流，
不断汇聚在我们心间，让我们品尝到它
真正有滋有味的一面。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以怎样的
心境去面对它， 它便映照出怎样的模
样。 在那看似平常的点滴场景之中，藏
着的恰恰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关乎心境，关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黄 酒 之 魂
郑显发

在深山的小村庄， 老林的家门前
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酒香。 四十多
年了， 他一直在酿造着村里人称赞的
黄酒。 老林的手法独特，他总说：“酿酒
如做人，心要诚，手要稳。 ”许多有技术
的人，秘诀都不肯告诉别人，但心怀善
意的他， 还是愿意将这门艺术传授给
有缘人。

老林的女儿远嫁他乡，临行前，老
林特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将一生的
酿酒技艺浓缩成一本薄薄的手册 ，交
到女儿手中，嘱咐她：“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要忘了你的根。 ”

除了女儿， 老林也收了十多个徒
弟。 其中有个叫小周的年轻人，是邻村
来的。 初来乍到时，小周连最基本的清
洗工具都不会。 老林耐心地教他，从选
择粮食、清洗、蒸煮到最后的发酵，每一
个步骤都不马虎。 老林手把手地教他，
没多久，小周基本上学会了酿黄酒。

有一次，一个外地商人闻风而来，
想用高价买下老林的秘方。 面对金钱
的诱惑， 老林只是微笑着摇头：“酒的
灵魂不是用钱能买的。 ” 商人失望而
归，而老林依旧守着他的酒坛子，静静

地酿酒。
老林的徒弟们来自五湖四海 ，有

的年龄比老林还大，有的正值壮年，有
的还是青涩的少年。 他们围坐在老林
家的火炉旁， 听他讲述每一滴酒背后
的故事。 老林教他们，酿酒不仅是技术
活，还是心灵与大自然的对话。

每当新的一季来临， 老林会带着
徒弟们走进稻田， 细心地教他们识别
哪种稻米最适合酿酒。 “看这米粒，要
饱满透亮。 ”老林一边说，一边示范如
何挑选。

收获的季节， 老林和徒弟们一起
忙碌。 院子里堆满了金黄色的稻谷，空
气中飘散着甜甜的香气。 老林站在旁
边，看着这些徒弟们熟练地操作，眼中
满是欣慰。 他知道，自己的技术将会在
这些年轻人手中传承下去。

直到老林走的那一天， 他的黄酒
依旧在村中流传。 人们提起老林，总是
会说：“那是我们村的黄酒之魂啊！ ”而
那些曾被他手把手教导过的徒弟们，也
都成了各地有名的酿酒师傅，他们将这
份技艺和老林的精神， 一代代传了下
去。

元宵节：我记忆里的团圆灯火
王 鹏

“袨服华妆着处逢， 六街灯火闹
儿童 。” 当春节过去 ， 元宵节随之而
来， 记忆的大门便被那熟悉的喜庆氛
围缓缓推开。

小时候 ， 最盼望的便是元宵节 。
夜幕降临， 明月高悬， 村子里便热闹
起来。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大红灯笼
高高挂起 ， 将夜色映照得格外温暖 。
孩子们穿着过年时买的新衣， 手持红
灯笼， 嬉笑奔跑在田间村头， 那清脆
的笑声， 是节日里最动人的音符。 那
时还不像现在， 过完春节就匆匆奔赴
到工作岗位了 ， 大人们围聚在一起 ，
谈天说地， 串门唠嗑， 分享着生活的
琐碎与喜悦。

元宵节的美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
在甜品单一的年代， 甜甜的汤圆就成
为孩子们期盼的美食。 奶奶和母亲会
早早地准备好做元宵的材料， 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 用糯米面搓元宵、 用红
糖包馅料， 欢声笑语中， 一个个圆润
可爱的元宵便摆满了盘子。 当热气腾
腾的元宵端上桌， 轻轻咬上一口， 软
糯的外皮包裹着香甜的馅料， 瞬间在
口中散开， 那是家的味道， 是幸福的
味道。

如今， 时光流转， 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 元宵节的庆祝方式也悄然发生
了变化， 虽然少了儿时的那份纯粹与
热闹， 但吃元宵， 猜灯谜的传统依然
存在 ， 家人之间那份对团圆的期盼 ，
对传统节日的热爱却从未改变。 在城
市的高楼大厦间， 元宵节依然有着独
特的魅力。 公园商场里举办灯会， 各
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艳， 将夜晚装点
得如梦如幻 。 人们穿梭在灯海之中 ，
欣赏着精美的花灯， 拍照留念， 记录
下这美好的时刻。

在街上商场里， 摆满了灯笼、 汤
圆、 手办等各种与元宵节相关的商品，
五彩斑斓的花灯 、 香甜可口的元宵 ，
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 一家人则围
坐在餐厅里， 共同品尝着甜甜糯糯的
元宵， 期盼着生活像汤圆一样团团圆
圆， 幸福甜蜜。

元宵节 ， 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
传唱着岁月的故事； 又像一盏温暖的
灯火，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无论
时光如何变迁， 无论身处何方， 那份
对团圆的渴望 ，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都如同这元宵佳节的灯关了火一般 ，
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