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生命来自大地的慷慨哺育。关

中原野上，小麦是最珍贵的庄稼。五月麦

熟时节，平展展的田野由绿转黄，广阔大

地转瞬间进入金黄明亮之境。一年一度，

这是时日紧促的一道风景。

人说“麦黄一晌”，就在这“一晌”，连

天接地的沉甸甸的麦穗儿挤挤攘攘，在

南风里轻轻地摇曳、晃悠，馨香清淡，似

有若无，这是在亲切地召唤勤恳的主人，

要他们迅速地将镰刀磨得银光灼灼，进

地收割。

看着麦穗轻轻地摇曳，庄稼人明白，

这是丝毫也不敢怠慢的时节。与我家一

墙之隔的堂兄，我叫他“超哥”。超哥比我

父亲小二三岁，无论干什么事都非常泼

辣。他进地割麦的姿势，从来都是“走镰

子”：长柄歪把镰刀紧握在右掌里，每行

进一步，镰刀便挥成一个弧圈，一镰下去

就刈倒一溜麦子，从南垄到北垄几丈远，

一步一步地攻进……挥镰的汉子们在田

野里拉开一定的距离，仿佛一叶叶小舟

竞相行进在金色的海浪里。当超哥猫腰

赤背在麦垄里挺进时，假如有谁将半尺

长的一块瓦片平放在他的脊背正中，他

挥舞镰刀在麦垄里打上一个来回，那瓦

片也会依原样搁在他汗湿的背上，纹丝

不动。

龙口夺食，汉子们挥汗如雨。喉咙渴

得冒火时，超哥就拐到邻家的井台上。乡

亲正在用辘轳绞水浇地，他抱住刚刚绞

上来的大水桶，“咕嘟咕嘟”地牛饮一通，

而后抹抹短髭，又去“走镰子”了。老人说

过，热人的肚子里是进不得凉水的，不然

非闹病不可。而超哥在麦垄间冒出几身

大汗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天地造化也是

看人行事，有它自己的路数。

1969 年，我们本该从大学毕业了，

却推迟分配。过了年，学校组织我们去百

多里外的蒲城县支援夏收，我与几个同

学去的是椿林公社。那时节的蒲城县地

广人稀，每年以出产小麦驰誉三秦。我们

发现，在旷野上割麦的全是妇女，男人则

在麦场里忙活。割麦的妇女蹲在地上，手

脚极为利索，当我们几个同学摆出“走镰

子”的架势，拼出浑身的力气进地时，却

是怎么也赶不上她们。一位在地头树荫

下专磨镰刀的老者，见我们瞠乎其后，狼

狈而返，便笑着对我们说：“我们这儿的

男子汉割麦，也是比不过这些女人家的。

你们这些学生娃，领教了吧？”见我们摇

头叹息，他又补充：“这就叫‘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

支夏一个礼拜，从椿林公社返回时，

我顺便回了趟老家。

田野里的麦子也都割净了，碾压扬

晒后的麦粒尽已入仓。金闪闪的麦秸，连

绵小山样地堆积在场边，柔软、洁净，洋

溢着诱人的香暖之气。月出东山时，村童

们在麦秸堆里上下翻腾，大呼小叫……

往前推些年，我也是这村童里天真孟浪

的一员。南风里摇曳的小麦一下子全都

变成了金色的麦秸堆，这可是我们嬉戏

娱乐的第一流天堂。

渊杨闻宇冤

高考结束了，还有个“难题”摆在考

生和家长面前———填志愿，让孩子留在

身边上学还是去远方继续学业？若和孩

子的想法不一致，父母是听从孩子的意

愿还是要孩子顺从己意？

前些天，一个朋友就向我抱怨，说

高考完这段日子和儿子谈填志愿的事，

十分焦虑：朋友不想儿子远离自己，希

望他报读本地的大学，回家也方便，但

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突然犟起来，执意

要选远方的“梦校”。

另一个朋友，孩子也是今年高考，也

正为填志愿的事烦恼———在育儿方面，他

一直大包大揽，以至于孩子从小到大没有

主见，大事小事的决定权都推给父母。朋

友对孩子说：“你已经长大成人，选好专业

关乎择业，要自己拿主意，要有主见。”可

孩子也有烦恼———从小到大已习惯不用

自己拿主意，所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就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向两位朋友讲了一位年轻人的故

事，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这个年轻人有

美术天赋，也很喜欢美术，但在进行学业

规划时，自己不敢拍板，父母认为其有身

高优势，让他去学体育，结果，因为不感兴

趣，他学得很难受，自然也难出成绩。后

来，他重新进行职业规划，这回听从己心，

选择了美术，并且专注地学习和钻研，现

在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术设计师。我的两

位朋友听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

其实，除了填志愿，人生还有很多重

要的事需要拍板。也不是只有孩子会没

主见，有些成年人在处理工作和生活的

事情时也喜欢依赖别人，希望别人替自

己拿主意，让别人替自己选择。甚至有人

连找对象谈恋爱也拿不定主意，要父母

替自己选择，很可能一段美好的姻缘便

没了结果。我总觉得，一个人能自己拿主

意，才是真正长大和成熟了。

为什么会出现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

况呢？我觉得有三个可能———

一是不敢。因为不自信，底气不足，

不敢自己拿主意，认为自己的决定不好，

更不想承担决定不好带来的结果。

二是不想。从小养成了不想拍板的

习惯，习惯了顺从接受，习惯了跟从依赖

他人，习惯了别人替自己拿主意，习惯了

被安排，实际上是懒于思考。

三是不能。有的人是因为主客观原

因自己没能力拿主意，有的人是因为身

边人比如父母不放心、不“放手”，这种情

况就需要各方多沟通，协商解决了。

那么，怎样学会自己拿主意呢？

首先遇事须冷静。每临大事有静气，

拍板前先要冷静，事乱人不乱，人乱心不

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要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不意气用事，也不

鲁莽行事。

其次要辩证、多面地看问题。一个决

定，最终结果可能有好有不好，要多分

析、比较各种选项，权衡利弊，要坚持发

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在拍板时，抓住

要害，既立足现在，又面向未来，既要考

虑自己，又要考虑其他方面。人的一生需

要良师指引，但更需要自我思考。善于听

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自己的情况

辩证地吸取，不仅是有益的，也是必要

的，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适合别人

的不一定适合你，不适合别人的也不一

定不适合你，别人不能代替你。

父母作为过来人，其意见和建议当

然要重点参考，但父母也代替不了你，你

的人生之路要自己去走，你的事情也要

自己来负责。所以，在听取、借鉴各方建

议，特别是过来人或者专业人士的建议

后，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分

析，科学判断，果断拍板。

再次要敢于拿主意，养成敢于拍板的

习惯，对结果要持有良好的心态，愿一肩担

起结果。结果好，自是欢喜；结果不好，就当

历练。懂得自己拿主意，不仅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一种必须具有的生活能力。而敢于

拍板，也是提升勇气、培养担当的途径。

学会自己拿主意，其实也不难，多听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多了解自己的喜好

与所长，朝着“心之所向”，勇敢去选择。

一个人学会自己拿主意，会变得更自信，

人生也会因之更精彩。 渊王继怀冤

林清玄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的散

文写得既超脱，又富含人间味。在平

常的日子里，他能看出不平常，而那

些不平常的事情，在他看来却很平

常。微言大义，经常是淡淡如水。

他出过一本书《天边有一颗星

星》，其中有一段文字，他取了个小标

题：“真正的智慧是无法看出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林清玄转

述了一个故事：有个修行者叫阿难，

他的人生境界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一天，他在赴普陀山的途中遇到两个

也要去朝拜的师父，便和他们结伴而

行。结果三人走错了路，又饿、又渴、

又累。其中一个师父对另一个师父

说：“听说某座山里有个大师叫阿难，

只要至心向他祈请，就有饭吃、有水

喝。”于是，两人坐下专心念阿难的名

字，没过多久，饭和水就来了。阿难很

奇怪，问：“你们怎么有饭吃、有水喝

了？”两人告诉他，是因为祈请了一位

伟大的修行者。阿难问：“他在哪里？”

两人告知这位修行者的住处，阿难心

想，这不是我所在的地方吗？后来两

人又说：“那位高人叫阿难。”阿难一

听，这不是我吗？为什么他们一念我

的名字就有饭吃、有水喝，我自己反

倒没有？两人让阿难专心念“高人”的

名字，果然，饭和水就来了。

这个故事令人感动，阿难的修行

已经很好了，可他自己并不这么认

为，还向自己祈请。林清玄就此得出

结论：真正有智慧的人，特别是有大

智慧的人，不会显露出来，人们觉察

不到，甚至连他自己也察觉不到。

接着，林清玄又讲了苏东坡和佛

印禅师的一个故事。一天，苏东坡和

佛印禅师去庙里朝拜，苏东坡看到菩

萨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便问佛印禅

师：“观世音已经是菩萨了，为何还拿

着念珠？”佛印禅师说：“他在念菩

萨。”苏东坡又问：“他在念哪个菩

萨？”佛印禅师答：“他在念观世音菩

萨。”苏东坡不解：“自己就是观世音

菩萨，为何还要念自己？”佛印禅师一

语道破真谛：“求人不如求己呀。”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母校的王谢

长达女士拍过一张照片，就是自己跪

在自己面前。她是苏州振华女校的创

办人，这所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女校之

一，何泽慧、杨绛等，都在这所学校念

过书；振华女校也录取过几个男生，

比如费孝通，这真是一所伟大的学

校。某天，王谢长达端坐在椅子上拍

了一张照片，然后她换了一身衣服，

跪在地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再把两

张照片合成———自己跪在自己面前，

自己求自己。她把这张照片挂在墙

上，下面写了一行字：“求人不如求

己。”这是王谢长达女士想对所有同

学，特别是女同学说的话，可以视作

振华女校最早的校训。

林清玄讲的两个故事，与我想

到的这张照片，都是一个意思：谦虚

地做好自己。大智慧通常是在谦虚

的修炼中逐步达成的。而“求人不如

求己”，是说自己要努力，不要凡事

依靠别人，用《易经》的话说，即“自

强不息”。

渊柳袁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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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夜晚，不时会有大自然的“不

速之客”到访。一天，我在书房里看书。

忽然，窗外飞来一只知了，不停地拍打着

纱窗，见我没反应，又发出“知了”的叫

声，仿佛在质问我“知不知道”。于是，我

反问它：“知不知道什么呢？”旁人若见

到如此情景，怕是要笑话我了。看看时

间，我猜想知了是在质问我知不知道夜

深了，灯光打扰到它休息了。如此一想，

我便把灯关掉，知了竟真的飞走了。因

为我“懂了”知了的心，这样一个平淡的

夜晚变得生动起来，有了些趣味。

没有灯光的夜里，百无聊赖。我抬

头看看窗外，借着远处路灯的光，依稀可

以看见屋后的半亩水田，还有田里未收

拾干净的玉米秆子，在夜色中亭亭玉立。

我还能瞧见一只大甲虫，在离我最近的

树枝上栖息。

这乡间的夏夜此时热闹极了，知了、

蛐蛐、青蛙等像赶集似的围在一起，不时

在练声。过了一会儿，溪水流过的声音、

不远处火车经过的声音，都加入了伴唱

的队伍，院里的猫狗不时吼上两声，像是

在为演出助兴。此时，只等某位高明的

指挥家挥动手中的指挥棒，大自然的交

响乐便要奏响，令我期待与遐想。

这一切对于长在乡村的我来说，原是

十分熟悉的。夏夜里我爱去看随处可见的

萤火虫，现在偶尔还能在菜地里看见几只，

如逢旧友。喜欢夜钓的人闲适依旧，吃过晚

饭，他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河边，你欲同他

们说话，他们多是“怕得鱼惊不应人”。

记得小时候，我喜欢对着天空发呆，

我会想象在山的那一边，是不是也有一

个人正如我这般，看着月亮，想着心事；

我亦喜欢在宽阔的田地上搭一扇门板坐

着，让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一边讲一边

摇着大蒲扇，“萧何月下追韩信”……我

听着一个个故事入眠，醒来时，天边的晨

曦挂满山头，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在古代，文人雅士多是喜欢自然风

物的，比如陶渊明等，他们的诗作中多有

关于山水田园的描写。但也有例外的，譬

如晋代的杨泉，用蛙、蝉的叫声来形容华

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言谈，此举有点特立

独行。但蛙与蝉并不理会，依然想唱就

唱，自得其乐。

我有一个亲戚，曾来我家小住，嫌外

面的流水声太吵，又嫌外面的虫叫声太

杂，让她睡不着。她回城久住后，又告诉

我她时常想念乡间那流水、虫鸣的声音，

因为车水马龙的喧嚣让她睡不着。看来，

心境不同，感觉也会不一样。

平日里，有些人忙于工作、生活，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闲情去看蓝天白

云。休息时，又把自己“困”在手机里，做

着“低头一族”，也不会留意窗外的星星、

月亮。就算偶尔出去旅行，也像是为了证

明“我曾经来过”，走马观花，忙着打卡，

很少与那些鸟语花香的美景交流言欢，

更不要说为美景写点感悟了，这样的日

子过久了，难免有点乏味。

我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情，不妨把灯关掉，把网络断开，在书房

里坐着也好，在窗前趴着也好，静静地看

一看星空，看一看月亮，与夜、与夜空聊

一聊心事，放飞思绪。当晚风吹过，把蛙

声虫鸣送来，用心聆听，怎能不生出愉悦

之情？为自己留一颗诗心，为生活添一点

雅意，人生便会变得生动有趣。

思绪漫游到此时，我发现夜已深，月

光斜斜地照射进来，像清浅的溪流，从天

上一路流淌到人间，真是太美了。此时想

作诗而不得，遂借用黄景仁的诗句“悄立

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细细咂

摸，直抒胸臆。

我们的身边一直潜藏着很多小美

好，要懂得为自己找点情趣与诗意。生活

本来就是鲜活的，不要把它过死板了。

渊潘玉毅冤

别把生活

闹中取静，见草木深深

谦虚地做好自己

晚风缓缓吹过

渊一冤
风中的芦苇

摇曳成一片苍茫

曾驻足过的地方

风又撩起几缕情思

在旷野中耳语

目力所及

有曾经的记忆

弥散着

对过往的回味

渊二冤
我是从风里走来的人

小憩的片刻

听鸟儿在树上唱歌

夕阳恍惚了疲惫的身影

与风对视

心中的执念一再拉长

又消失在晚霞的余晖中

一树的鸟声

也没能留住一个美丽的黄昏

渊三冤
河岸

到处是深深的绿

一条土路向远方延伸

路边的蜀葵花

喇叭一样地开着

那颜色是比记忆中的桃花

还要好看的鲜艳

忽然觉得

多少个春天的

花开

都比不上一株蜀葵的风采

渊文/图 王荣冤

麦穗摇曳时

自己拿主意

单位附近有个公园，午饭后，我有时

会去走走。那是一个市中心十字路口旁

边的公园，喧闹是无疑的。但是一走进

去，身处郁郁葱葱的树木笼罩下，草木深

深中，有时三三两两的人在漫步，有时空

无一人，这里又是安静的。

公园靠近马路那一端有一道天然的

围墙，是用很多巨石垒起来的，大概有四

五米高。石头硕大且干净，人可以靠着石

头站定或者坐在石头上，甚至可以把石

头当成床躺上去。一个人的时候，我一一

这样做过。

有一次我刚站定，没想到来了一个

女同事———她年纪比我大，儿子已经读

大学了。碰到她，我有点意外。她也在欣

然的神色中和我打招呼。我笑着说：“你

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这里是属于我一个

人的宝地呢。”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

地方闹中取静，是个静心的好地方。”然

后，她身手敏捷得像个猴子一样，快步走

上陡坡，并灵巧地爬到我对面的大石头

上坐了下来。我们很有兴致地聊了一会

儿。我没想到的是，居然也有人会和我一

样喜欢这个角落。

人行道上，是一排笔直的梧桐树，三

月底才萌芽，现在终于出落成一条流淌

着绿色的河流。远望着这条河流，思绪也

随之飘远。

有一天，我悄悄溜进来，发现树上有

一团灰色的小动物。起初我以为是小鸟，

走近才发现是松鼠。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松鼠不乐意了，从树上飞奔到草地上。这

时，我才发现，公园里现在除了我，没有

别人。原来，公园最安静的时候，松鼠也

会溜到草地上玩耍。这小家伙身手了得，

在草地上嗅了一会儿，又飞跃着蹿上了

另一端的香樟树。我忽然觉得，松鼠还真

像鸟一样，会飞啊。

若是到了深夜，这个公园才是属于

动物的家园吧，那个时候，小松鼠们会不

会更快乐呢？

有段时间没光顾了，我的脚步便不

由自主地往那边挪。我发现石头旁边我

常常靠着的地方，被石榴树的枝丫挡住

了，现在刚好开出了明晃晃的红花。最奇

妙的地方还在于，地面上恰好有一丛白

色的蔷薇爬到了四五米高的石头上，于

是，这里的一大片都成了它的领地。蔷薇

和石榴花缠绕在一起，白色的蔷薇盛开

成了白色的瀑布，其中点缀着耀眼的红

色石榴花，真的太美了。

很多风景只为懂得欣赏的人出现。

闹市中的风景总是很容易被人忽视，这

十字路口的公园，多希望有更多路过的

人能发现它，能停下匆匆而行的脚步，走

进草木深深里探索一番。

汪曾祺曾在《无事此静坐》中写道：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

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我把住

处也选择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闹，是

因为可以接近人间的烟火气，这是世俗

的风景。静，是因为太嘈杂的地方心总会

觉得累。而我的窗外，刚好有一棵树长到

这么高，树梢的枝叶呈伞状，引来了小

鸟，也成了松鼠活动的乐园。一棵树，长

成了草木深深的模样，为我带来岁月的

静好。适当的静可以养心，可以屏气凝

神，可以让思考的芦苇长得旺盛些……

渊厉勇冤

过死板

诗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