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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娣

一觉睡到自然醒，睁开眼，可看
到窗外朦胧的薄曦，清晨湿润的空气
越窗而入，顿觉神清气爽。

趿着拖鞋，来到院子里。母亲把
鸡笼门打开，重获自由的鸡们欢叫着
纷纷从笼里跳出来，温婉娴静的大母
鸡，迈着碎花莲步的小鸡，气昂昂雄
赳赳的大公鸡，一律叽叽咯咯叫得
欢。它们吃了早晨第一顿鸡食，便各
自自由活动去了。小黑狗蜷在院墙
边，埋着头，躺着，还沉浸在美梦中。

院子里，栀子花仍在开，只是开
得寡淡了些，像落落寡欢的小女子。
月季花也开了，一朵朵粉红的花儿点
缀在嫩绿的叶子间，花香缭绕，花瓣
上还带着露珠，晶莹剔透，像粉绸缎
上的钻石。花圃里还有一丛薄荷，那
是父亲精心栽种。有留兰香薄荷，椒
叶薄荷，还有从山间移植回来的野薄
荷，毛茸茸的叶片呈锯齿状，花儿娇
俏可人地在晨风中点头，宛如迎风展
翅翩翩起舞的蝴蝶，空气中飘散着阵
阵馥郁的薄荷香。小院中赏花看绿，
养眼舒心，吸一口清鲜潮湿的空气，
只觉身心澄明。

母亲做好了早餐，久违的白粥，
就着萝卜干和炒花生，还有煮熟的红
薯，那碗粥，稀稠适中，白花花的米粒
仿佛江水中一叶叶白帆，载着人间烟
火的小小欢喜乘风而来，啜一口，清
香细腻，质地如绸。一碗粥，摒弃繁
华热闹，回归自然简单，我吃出了禅
意，吃出了幸福的味道。

吃罢早餐，与母亲到小菜园里拔
菜。小菜园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显
得生机盎然。小青菜长得精神抖擞，
既绿且嫩；韭菜长得密密匝匝翠绿一
片，在晨风中扭摆着纤柔的腰肢在多
情地舞蹈；番茄架上挂满了黄中泛红
的番茄，随手摘一个，用手擦一擦便
可吃，鲜嫩多汁，十分美味；白萝卜根
硕叶壮，它雪白的身躯从泥土里拱了
出来……这个小菜园告诉我——幸
福在低处，低到泥土里，以最简单平
实的姿态，就像这些菜。

入夜，下起了雨。临窗听雨，心
中也氤氲起雨般的音韵与律动。就
着有一搭无一搭的雨声，捧书闲读，
禁不住叩问古今贤人，幸福是什么？
陶渊明说幸福是“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怡然闲适；白居易说幸福
是“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

弦。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
然”的诗酒相娱闲雅情怀；辛弃疾说
幸福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的美好憧憬……到了现在，作
家龙应台在《幸福》中说：“幸福就是，
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幸福就是，寻
常的日子依旧。幸福就是，寻常的人
儿依旧。”毕淑敏在《提醒幸福》里说：

“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
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
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
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迟子建
说：“简单、朴素、自然、安静的生活，
在我眼里就是幸福的生活。”

夜雨中静静地思念某个人也是
一种幸福。与那个人隔着山隔着水，
可隔不断悠悠的相思。楼下传来了
粤剧咿咿呀呀的曲韵声与父亲跟着
哼唱的声音，也传来母亲的唠叨声，
偶尔还有母亲与父亲的拌嘴声。忍
不住掏出手机，给那个人发微信：“我
要和你一起，住在静谧的小山村，散
步，看斜阳，养鸡种菜，挖红薯，看你
不懂的粤剧，拌嘴，相安相守。”

纷繁的俗世就像一棵枝繁叶茂
的树，俗世中的小幸福就像树上的花
朵，一朵，两朵……花开不停。

幸福是开在俗世里的花 回家
只是寻找童年
在家剁猪草
放牛与砍柴

那时候知道
哪块土是我的
哪丘田是我的
我也是这个村子成员

如今
那些熟悉的山
插过红薯苗的土
还有收割稻谷的田野

它们依然还在
可已经不属于我的产业
也许我只是这个村子一枚印章
盖完就被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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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平

从儿子踏进高三教室那天起，高考就如悬在
我头上的一柄利剑，常常让我感觉到恐慌和焦
虑。后来我加入了一个“考妈群”，很多“考妈”常
常在一起交流心得和体会，互相安慰鼓励，相帮相
扶着熬过漫长的高考季。

群主“回炉妈妈”的孩子是复读生，她已经陪
着孩子熬过了一个高考季，因此有着比较丰富的
考妈经验。她首先为考妈们做心理疏导：高考是
一场历练，孩子们无论输赢，只要努力了就好。做
妈妈的要为孩子提供正确的指引和帮助，最忌不
着边际啰嗦和督促……妈妈群里的“高考第一
季”，就是努力调整状态，做个心态淡定平和的考
妈。

“主任考妈”是个高三班主任，她在紧张忙碌
的工作之余，总会在群里给考妈们提供一些“技术
性帮助”。考妈可以把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告诉

“主任考妈”，她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
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孩子们达到学习进步的目
的。我家儿子英语特别差，“主任考妈”就建议我
给孩子找个英语老师补课，还建议让孩子多看一
些原声美国大片，听一些英语歌曲，孩子大脑得到
休息放松的同时，还提高了英语听力……我听从
了“主任考妈”的建议，儿子的英语成绩提高了不
少。妈妈群里的“高考第二季”，就是用心摸清孩
子的在校情况，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习帮助。

考期一天天逼近，兵临城下的感觉越来越强
烈。群主在群里发公告说：“现在，孩子们的成绩
差不多已经定型了。妈妈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
孩子们提供合理营养的饮食，让孩子们的身体保
持在最佳状态，把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来！”很快，妈妈群几乎成了一个美食群，妈妈们争
先恐后上传美食图片和自创的食谱。谈论美食比
谈论高考要轻松的多，妈妈们的情绪放松了，自然
会把这种良好的状态潜移默化传递给孩子们。妈
妈群里的“高考第三季”，就是给孩子提供合理健
康的饮食，和轻松淡定的考前氛围。

孩子们终于要进考场了，考妈们精心为孩子
做考前准备，带孩子看考场、准备文具，并衷心地
为孩子们祝福。高考对孩子们和家长来说，是一
场破茧成蝶的历练。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走过的这
个历程，不遗余力地付出、竭尽全力地拼搏，将是
彼此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回忆。妈妈群里的“高考
第四季”，送孩子们进考场，让孩子们用一支生花
的妙笔，为这个高考季画上圆满句号。

幸好有“妈妈群”，让我度过了一个充满正能
量的“高考季”。

妈妈群里的“高考季”

王立坤

读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日本园艺家柳宗民《杂草记》后，一种
暖暖的回忆在心头泛起。在那些被
我们因不熟悉而称为“杂草”的植物
身上，作者用他专业的笔触和人文的
情怀，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不一样的

“杂草”。
其实光看这两册书的封面就足

够让人赏心悦目，绿色基调和淡淡的
花，像是春天在招手示意。文字精
短，配合以精美的手绘插图，就是随
意浏览，也有一种回归自然、在乡村
的田间地头无忧无虑撒欢的阅读快
意。能将人的情绪带入的作品，一般
都不会差，更何况，回忆又是人得以
慰藉的永恒家园。

而且，这些“杂草”，会给人老友
重逢的亲切感。可能这些杂草，在田

间、地头、水田边都见过，面熟却叫不
上名字。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侃侃而
谈，如数家珍，使得本书兼具知识性
和趣味性。作者对以萱草、紫云英、
繁缕等为代表的“杂草”，从其称谓、
功用等方面，展示出了这些杂草的独
特与不凡，也挖掘出了这些杂草蕴含
的美好和气质，让我们看到一个园艺
家对每一株杂草、每一个生命的礼遇
和尊敬。

读《杂草记》，像是听一个老人在
讲述故事，不做作，不矫情，有着接地
气的世俗烟火气息。就好像日暮回
家，穿过那条窄窄长长的巷子，忽然
闻到了一股温暖的炖排骨的味道，这
味道，就是生活本来的美好。

读《杂草记》，确实适合想想生
活。

其实，生活很简单，无外乎就是
晨起，劳作，日暮，入眠。人生的本真

就是洗尽铅华，做一个简单的人。有
两三个知己朋友，可以肆无忌惮，说
说心里话，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
示。有可以用来谋生的工作，有自己
独处的空间，寂寞但不孤单。一抹和
煦的风，轻拂一颗简单从容的心，在
岁月深处，静候一朵花开，守望一季
燕来，看眼中草木，想心底流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又何尝
不是一株“杂草”？

静与动的结合，退与进的有度，
是生命中最好的状态。这个最好的
状态，也就是心态，或者说，是对这个
世界该有的情怀。若俯下身子看去，
生活不也恰似草木？

读读《杂草记》，可以让心态真正
与自然对接，去体会那些久违了的心
灵抚慰。读一本书，感悟生活，放松
身心，愉悦自我，其乐也融融。

眼前草木，心底流年
——读柳宗民的《杂草记》

海
岛
风
情

李
海
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