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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日新月异，人们的
业余生活方式也多种多样，有人
偏爱休闲娱乐，而有人享受工作
学习；有人过着“慢生活”，而有
人习惯“快节奏”，我就属于后
者。参加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并
不渴望长假的到来，也不愿在业
余时间里闲散在家，我希望自己
能时常置身于紧张有序的生
活中。

虽然白天的工作让我绷紧
了一天的神经，但下班后返回
家中，我顿时放松，回到家的感
觉就像夏日干渴时尝到了甘甜
的泉水，寒冬里迎来了暖阳照
耀。经过了一顿晚饭的休息时

间，我又适当地调紧神经，立刻
投入到读书、学习、研究、创作
中，发展思维，提升智慧。每到
这时，脑海中灵感迸发，我能有
效地进行新闻写作、文学创作
和学术研究。我总能充分利用
业余时间，因此在做好本职工
作之余，在多家报刊发表了上
千篇作品，也出了几本书，有了
一番成就。这样紧张有序的生
活虽然比较辛苦，甚至常常让
我感到很累很困，但是搁下笔
来或离开电脑，头一贴枕就能
立刻进入甜美的梦乡，几乎从
未有过失眠的烦恼。

不过我也有过懈怠的时

候，特别是在长假中。假期刚开
始时，前几天我还能充分利用
时间，阅读古今书籍，充实文化
知识，努力创作，忙得充实有
序，不亦乐乎。但不久之后，就
渐渐滋生惰性，有时甚至意志
消沉，近于病恹恹的“亚健康”
状态，不仅读书的欲望逐渐减
弱，连创作的热情也日益降温，
在心性散漫中，工作效率非常
低。眼看着有大段宝贵的时间，
我却难以静下心来充分利用，
只能徒然叹息时间的流逝和浪
费。长假快要结束时，想到自己
虚度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无奈
和自责之下，只好重新制定计

划，强制自己紧张起来，严格执
行，将功补过。

这正像弹奏古琴一样，只有
将琴弦适当地绷紧，才能使它在
弹奏者灵巧的指尖下发出或低
沉轻柔、或高昂激越的乐音。如
果琴弦松弛，恐怕连师旷、俞伯
牙、蔡文姬这样高明的琴师，也
难以弹出和谐动听的乐音来。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具有自
我约束的能力，希望朋友们也能
绷紧人生的琴弦，伴随着社会发
展的脉搏和时代进步的节拍，弹
奏出属于自己的美妙的人生乐
章，不辜负如金似玉的年华和飞
速发展的时代。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精神文明
报》副刊举办“百年风雨百年
路”征稿活动，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讲述党的建设取得的
伟大成就，歌颂和展示在党
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拼
搏，勇于创新，在各项工作中
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中国

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历史巨变，表达党领导中
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民族喜悦和民族
感情。请广大文学艺术爱好
者踊跃投稿。

一、征稿时间
2021年4月至10月
二、作品类型和体裁
作品类型为散文、叙事诗

等文学作品和绘画、摄影、书
法、篆刻、剪纸等艺术作品。

三、征稿要求
作品内容要紧紧围绕“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
题，从不同侧面真实讲述时代
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丰富鲜活、
多姿多彩的故事，唱响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文学作品要
求原创、未公开发表，内容健
康，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
见人见物见精神。艺术作品要
紧紧围绕征文主题创作。征文
作品字数在 1500 字以内，诗

歌不超过50行。绘画、摄影、书
法、篆刻、剪纸等请以附件的
形式发到电子邮箱，大小不超
过3MB。

本次征稿仅接受电子邮
箱 投 稿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为
jswmtl@163.com，请在邮件
主题注明“百年风雨百年路”
征稿及作品标题，在邮件内注
明作者联系电话、通联地址、
银行户名、开户行、账号、身份
证号。

谷雨时节，不冷不热，风情
大好。

谷雨前后，牡丹正开。牡丹，花
大，花肥，花艳，如贵夫人，雍容华
贵，诚然不虚也。所以，赏牡丹，自
古以来，便是一件风雅的事。

顾禄《清嘉录》：“牡丹花，俗呼
‘谷雨花’，以其在谷雨节开也。谚
云：‘谷雨三朝看牡丹。’无论豪家
名族，法院琳宫，神祠别观，会馆义
局，植之无间。即小小书斋，亦必栽
种一二墩，以为玩赏……郡城有花
之处，士女游观，远近踵至，或有入
夜穹幕悬灯，壶觞劝酬，迭为宾主
者，号为‘花会’。”

此段文字，写出了牡丹种植之
普遍，更写出了谷雨时节，游人赏
牡丹之盛况。“穹幕悬灯，壶觞劝
酬”，那景况，真是盛喧，也真是没
有辜负牡丹的那份华美。

我去茅茨小镇看牡丹。牡丹一
园，园不大，也只有几百平方米。可
是，牡丹花色大备，多为深红、浅
红、大白、浅绿。深红色的牡丹，花
色凝重，给人一种春日迟迟的慵懒
感；浅红色的牡丹，花色飘逸，给人
一种春意融融的煦暖感；白色的牡
丹，则纯然一白，散发着莹莹的光
芒，让人但觉春光美好；浅绿色的
牡丹呢，浅绿浮漾于白，是春天里
一宵醉人的美梦。

园林管理者说：“牡丹园里还
有黑牡丹，只是还没有开，也看不
出来。”让人难免生一份遗憾：我来
早了，黑牡丹开迟了。

但还是觉得好，“谷雨三朝看
牡丹”，看过了牡丹花，你就会觉
得：春意更浓了。

谷雨时节，清明已过，“明前
茶”也上市了。

于是，品新茶，便也是一件风
雅的事。

郑板桥有一首七言诗，诗曰：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
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
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
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
茗坐其间。”

郑板桥可真会享受生活。天气
不风不雨，晴和美好，有客人来访
也好，独坐书斋也好，面对萧萧新
竹，谈会儿天，画几笔画，都惬人心
意。最重要的是，还有新茶可品，一
饮一品，举止优雅，神情悠然。透过
眼前竹林，可以望见“远山”，望见
远山上葱翠的茶园，望见茶园中十
指纤纤，挥手不停的采茶女。

这便是春天，这便是春意。春
意足，春意浓，尽在一杯新茶中。

目中所见，心中所思，正应了
陶渊明那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真意”何在？“真意”多
多，春有多浓，“意”就有多浓，说不
尽，故尔，“忘言”最好。

“谷雨前后，栽瓜种豆”，谷雨
时节，耕新田，种五谷，更是一种上
好风情。

一人，一犁，一牛，曼声一喝，
春牛缓缓前行，耕犁翻波逐浪，犁
下，新鲜的泥土浮漾开来，阵阵的
泥土香漫溢着，让人觉得真是美
好。耕得累了，就在田头休息。犁耙
插在田头，黄牛卧于田头，人则坐
在田头上，抽起一袋旱烟，烟丝缭
绕——静，一种劳作之余的静，让
人但觉岁月安好。

那是一道风景，是一幅“春耕
图”，再好的画家，也难以画出那份
生动，也难以画出那种迷人的泥土
香，还有那份岁月的静好。

播种五谷，所有的农人，都忙
了起来。弯腰的、刨窝的、散肥的、
下种的、耧耙的……满野都是布散
的农人，满野都是春播的风景。

你道风雅否？真个是风雅——
那是一种农人特有的风雅。

士大夫，只能成为这份风雅的
观赏者，然后，形之于诗文，绘之于
画幅，最终，成为文化、文明的风雅
一脉。

谷雨时节，风景大好；风雅事，
亦多多——自是风情郁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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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之际，最美的事情，
莫过于读书。

清代学者张潮在《幽梦影》中
说：“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
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
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在春
天里阅读诸家文集，最使人胸怀坦
荡、心旷神怡。

春风浩荡，小院栅栏旁，木香
花开得恣意，一簇簇一团团，如瀑
倾泻而下，迸溅着银光。淡雅素净
的花朵，芳香宜人的花香，似翻涌
不息的波浪，直钻入六腑五脏。

好个人间三月天！窗外，绿意
盎然；房内，一人，一书，一壶香茗，
一份惬意好心情。

光影在书页上斑斑驳驳，摩挲
着泛黄的纸张，触手可及，皆是温
暖。没有不速之客叩门，没有忧愁
苦闷萦怀，天地之间独我一人。在
花香里，闲读书，读闲书，心如水般
澄澈，灵魂也着上了芬芳。

回眸处，十五岁，读师范，一段
青葱宁静的时光。犹记得，图书馆
的窗外，有一树泡桐，初春时节，花
开灼灼，粉紫一片，灿若云霞。我爱
坐在那窗边，读《红楼梦》。

泡桐花开，泡桐花落，书在一
开一合间，我已走完少年时光……

十八岁，在几十里外的一所山
村学校教书。白天，孩子们叽叽喳
喳，似鸟雀聒噪；傍晚，空荡荡的校
园，落日昏黄，凉意森森。

简陋的宿舍，幸有满屋书香。
孤灯一盏，修竹几杆，伏桌而坐，夜
深，浑然不知。那些在笔尖缓缓流
淌的文字，带着好闻的墨香，被轻
轻折进信封里，尔后，又承载着憧
憬，被投进绿色的邮筒去了远方。

从前慢，那些读写相伴的光
阴，那段清淡苦涩的年华，长长久
久地留在记忆深处，至今，仍满心
感激……

生命本如一树花开，或安静或
热烈，或寂寞或璀璨。人近中年，常
觉光阴苦短，收藏起曾经的迷惘、
倔强，还有从不愿让人读懂的忧
伤。书卷自多情，心在文字中徜徉，
学习隐忍，懂得释然，一个个美好
便会如繁花在心间绽放。

明代文人张岱《陶庵梦忆》中
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
也。”素来懒散随性，不善交际，唯
爱买书、读书。床头、桌前，沙发、灶
台、鞋架，目光所遇，尽是书。与书
相守，不离不弃，几十载春秋，深情
如许。

最喜倚在床榻之上，执书一
卷，慢慢翻阅，怀拥着书，书亦拥着
我，或躺或卧，随意自如，全凭
喜爱。

春雨潇潇之时，宜读纳兰性
德，读李清照，读李煜。雨疏风骤，
小楼东风，在一阕旧词中千回百
转，霜也罢，雪也罢，待倦意袭上眼
皮，便熄灯掩卷，枕书而眠。“三更
有梦书当枕”，料想那晚的梦，也定
是氤氲着书卷气。

“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
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
目可憎”。书是最好的美容品，身为
女子，三分容颜足矣，剩下七分是
书卷气。“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
变”，那些优雅知性，被书香浸润过
的灵魂，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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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
面上，一层层荡漾开来，泛起的
波光涟影点缀在夜色里，时隐时
现。此情此景不由想起苏东坡的
那首小令：“轻云微月，二更酒醒
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
歌时，不记归时节……”默念中，
禁不住潸然泪下。

江水拍岸，泛起的不止是浪
花，还有那抹淡淡的乡愁。夜色深
沉，四方寂静，一句乡音抑或一首
小令，便能轻易触碰到心灵深处
的情弦，丝丝缕缕牵动着每一根
神经，于一个奔波在他乡的游子
而言，这样的夜晚才能真切地感
受到离乡背井的寂寥与凄清。

“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真挚地吐露那份隐忍于心的惆
怅，如今，我虽不至于心生“家在
西南，常作东南别”的无奈感叹，
但也有不记归时节的遗憾。

每次还乡，都是急急忙忙，
小住几日，便又匆匆离开。父亲
珍藏的佳酿未能细细品尝，母亲
的拿手佳肴也没能一一吃上，更
多的是答应父母要去的地方，也
没时间去走上一趟。因此，记忆
中保留得最多的往事还是儿时
的那段时光。长大后便离开故
乡，这些年尽管有回去，可留存
在心中的记忆甚少，甚至在牵牵
绊绊的细碎琐事中逐渐淡忘。

犹记得那座掩映在翠竹绿
林中的青砖瓦房，依然是我离开
时的模样，几十年来任凭雨打风
吹，始终保持那份质朴的色调，
坚守在小院里，安度着一个个温
吞的日子。父母都是爱干净的
人，无论农事多忙，都会把老屋
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即使我远
走他乡，至今亦感悟至深，质朴
之人莫过如此，如老屋那般虽居
凡尘，可依然保持着那份清净，
不染纤尘。

犹记得门前烟柳，万条垂
下，绿意盎然。多少次离去与归
来，都见它在微风中摇摆，是告
别的挥手，还是归来的迎接，那

份姿态始终在心中成为一种无
言的情愫。想家时，故乡的一切
物事都是温暖的，捂热了一颗颗
渐忘或已忘却的心，帮助游子找
回离乡后的记忆，找回故乡旧时
的模样。生怕再次触碰“记得歌
时，不记归时节”的感伤，让每一
个游子少了些许遗憾。

在清凉如水的夜里，在光点
婆娑的水中，思绪泛滥，漫过经
年累月漂泊的岁月。打马归去，
要学会淡看世间且歌的时光，切
莫忘却了当归的时节。小米饭养
大的地方，苍老的亲人正翘首以
盼，却不知他们还有多少时光
可盼？

切莫忘记归时节
刘刚（四川）

家附近的小公园，但凡是空
地、阴凉处，无不被老年人占据
着。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闲聊
着，偶尔斗斗嘴，间或互相取笑
一番。奇特的是，一眼望过去，清
一水儿的老头儿。

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有意
思吗？”我问父亲。父亲憨憨地一
笑，说：“当然了，我一天不去小
公园，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是
不是病了？家里有事了？反过来
我也一样，谁不来心里跟明镜似
的，再见时必定问询表达关切。”

母亲这时端着一盘水果走
了过来，透过屋外斜射进来的阳
光，我看见她两鬓上的白发，慈
祥的眼神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风

霜，让我心底忽然就柔软得一塌
糊涂。

母亲也和父亲一样，有着自
己的小圈子，年轻人叫闺蜜，而
母亲也这么叫。她们结伴去跳
舞，去后山打泉水，去干她们喜
欢的一切。我在家的时候，母亲
的电话比我的电话都多，大多都
是几位阿姨打来的，也没什么大
事，就是商量着去哪玩、今天做
了什么好吃的，以及孙男娣女的
琐碎事。

记得有一次母亲感冒了，我
在外地回不来干着急，关键时刻
父亲连一碗像样的热汤都不会
做，几位阿姨齐刷刷地来了，买
菜做饭，收拾屋子，安抚心情，无

微不至地照顾母亲。
多么亲密的关系啊！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温暖，让我这个身
在外地无法时时陪伴父母的女
儿，都深深地感到幸福。

母亲和阿姨们都只有一个
孩子，子女们大多都在外地奋
斗，不在身边。是时代也是命运
让她们紧紧相连，她们是好友，
是异姓姐妹。记得母亲曾经万分
感慨地说过，她和父亲老了的时
候，必须有劳保、老屋、老友，子
女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我心里
好酸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母亲甚至都想好了，等老得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几家人住到
一个养老院里，老了也不分开。

母亲说的时候一脸的轻松笑意，
而我却再也无法抑制住泪水。我
泪中带笑地说，到时候我接你们
同住，别担心啦！

小时候上学，天气寒冷，下了
课同学们挤在一起抱团取暖，感
觉很好玩。如今父母老了，却要与
老友抱团共老。父母都是乐观的
人，想得开看得清，我知道他们对
我有不舍，但他们很少说。

父母子女一场，不能在他们
老了的时候与他们朝夕相处，心
里的不安和歉疚，时时袭上心
头，常常后悔离家千里。我该成
熟起来了，该为父母的将来打算
一下了，就像他们当年为我筹划
未来一样，换位来爱吧。

春
光
明
媚

裴
振
喜
（
河
南
）
摄

父母老了，你在哪儿
夏学军（辽宁）

绷紧人生的琴弦
崔敬之（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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