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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燕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一
句很经典的话：“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
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人生的确需要

“面包”，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马
斯洛人类需求层次论也清晰地告诉我们，
获得安全感和基本的温饱是人类生存的
基本需求。但如果一味贪婪地追求更多
的“面包”而鄙夷“水仙花”的存在，人的精
神就会空虚，乃至死亡。

前几日看一条微信，题目是当年那个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老师，如
今怎么样？帖子说，在当年那个漂亮的女
老师辞职后，果然去看世界了。迤逦的江
南水乡、美丽的边疆小城，都留下了她靓
丽的身影。而且，在漂泊后，她选择了和

心爱的人在成都一个有山有水的古镇，开
了一家客栈。忙时打理，闲时四处旅行。
看着两个心爱的人在那么美丽的地方一
起生活，不免心中充满了羡慕。可是，细
细地想，每一份工作都会经历辛酸和劳
苦，同样会付出汗水。他们也会为经营的
峰谷而忧虑。只不过，快乐与否在于人的
心态罢了。

因为我们担任着不同的工作角色和
人生角色，劳苦奔波，周旋于各种人际关
系，不免会感觉特别累。每每深夜灯下翻
看老树画画时，就突然爱上了。那个时常
戴一顶大帽子的男人，或坐或站、或倚或
靠，喜笑怒骂，自由随性，用毛笔三涂两
抹，就是一幅经典的作品。一箪食，一瓢
饮，一树花，一世景。世间的纷扰，在他看
来，如风清云淡。春赏花儿烂漫，夏享树

下清风，秋看云朵变幻，冬饮白雪苍茫。
时光似乎格外钟情如他，似乎在他的画卷
中，一切匆忙都已远去。尤其是突然有某
时厌倦上班，看到老树所云：“带着吃的喝
的，周末遁入空山。看看红叶黄叶，最恨
天天上班。”似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于是
兀自笑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奔波着，
一定是为了其中的一块“面包”，我们渴望
更好的物质生活，渴望予以家人更富足的
生活。可是，很多人感觉自己成为了工作
的机器，全然没有了自己。很长很长时
间，不曾读过一本书，生命中似乎不曾开
过一朵灿烂的“水仙花”。那朵水仙花是
什么？我想，那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理想
吧。而生活与理解该像一个花盆里的两
朵花，生活与理想该是并蒂花开。那水仙

花是什么？水仙花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
享受。

有的人喜欢用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
世界。在书中，我们可以轻松地与古人对
话。阅读时，人的心灵会慢慢地沉静下
来。当我们的心灵沉静得像如水的月
光，那个时候，文字就如水中月一样，供我
们赏玩。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
华。我们可以在书香中与先贤清泉煮茶
论道，也可以在沉香中，体味古文化的清
幽。有的人喜欢美术和音乐。在艺术的
世界里，他们流连着，用画笔精心描绘着
这种世界。有的人喜欢种花，在花开花落
中，体会一种快乐和满足。有的人喜欢摄
影，由镜头记录瞬间的记忆。

于是，他们的生活不再是枯燥而单调
的，他们有了生活的信仰和满足感。就像

《冈仁波齐》电影中所讲“每天的辛苦，在
他们来看，风清云淡。因为他们心中充满
信仰。山就在那里，只等你到达”。

如果你有两块面包，记得用一块去换
朵水仙花！它会灿灿地开放在人生的旅
途，芳香你的岁月，装点你的美。

生命中的“两个面包”

古老的石拱桥
从东往西
从西往东
不知走过多少遍
今天
第一次量得这么沉重
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潺潺小溪
弯弯曲曲
曲曲弯弯
不知转了多少回头
而今
倍感你的亲切
因为你有海纳百川的宽容

家乡的老屋
年久失修
倒了
但在我的梦里
它依然挤满了快乐
弥漫着笑声

慈祥的父亲
走了十三个年头
四千多个日日夜夜
但在我梦里
风采依旧
温暖依然

父 亲
石红霞

耿艳菊

经常有人问周国平，在哲学家、作家
和学者这三个身份中，最看重哪个。而拥
有一身智慧的他总是会说，都不看重，都
无所谓，只看重一个身份，就是父亲。

单听他的回答我便对他生出了无
限好感，光环、名利、金钱在父亲的身份
面前变得很轻很轻。他说，幸福感最强
烈的时光是当上爸爸的时候，每一天都
有惊喜，充满了幸福感。

而这种幸福感却是极其的平常，每
个人似乎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

两年前，我也光荣地成为了母亲。
当看到粉雕玉琢的孩子时，一切的疼痛
都算不了什么。小小的人儿，一伸手一
踢腿，一个哈欠，稀松平常的事儿，也会
让你觉得好玩、惊奇。有时候，什么都
不愿意做，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时光
静好，岁月无惊。

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时间是长了
翅膀的。明明还抱在怀里咯咯笑着，转

眼已经满地跑了。春笋一样，突突地往
上长。自己却看不出来，而隔年的衣服
拿来一穿，竟短了一大截。还有小褥
子、小毯子，都见小了。忽地就生出一
种惆怅，似乎从孩子身上才真正知道了
什么叫时光飞逝。几个月不见的亲戚，
再见到孩子时总要啧啧感叹，又长高
了，带孩子是最有成绩的。我听了总觉
得很骄傲。

简直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和孩
子之间的关系，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从
来不曾这么强烈地被需要。即使睡着了，
也要抱着你。一睁开眼睛，仍然要的是妈
妈。因为孩子，忽然间觉得自己特别重
要，而活着是如此的美好有希望。

孩子一岁半以后慢慢地能说话了，
更有趣。时不时地总会从他的小嘴里
蹦出一些奇怪的话，足以让你笑得前仰
后合。有时候，玩得正开心，孩子会突
然跑过来，软软的小手捧着你的脸，向
你说：“妈妈，我爱你！”此时没有什么能
抵得过这样的幸福。

表妹欣欣常常向我抱怨，孩子根本
不认她。想想也情有可原，孩子生下来
后，因为舍不下那一份工作，想挣更多
的钱，她就把孩子交给了婆婆，孩子长
大后和她不亲了。我觉得做母亲很快
乐，她却总是很委屈。

当初，在带孩子和工作之间我也曾
纠结不定。后来，一位朋友劝我，钱是
挣不完的，好工作可以再找。可是，孩
子的成长时光，一旦错过，再也不会重
来，只能在后悔里自责。而这位朋友曾
经在一家大型企业里做到了副总的位
置，为了孩子，果断地放弃了前途。她
说，这才是最有幸福感的事。

其实，与孩子亲密的时光，也不过
短短的几年，很快他就会投入到自己的
人生轨道里，读书工作，成家立业，渐行
渐远，你只能站在那里，一程又一程地
目送。

我庆幸亲历了孩子成长的每一个
瞬间，没有错过这段幸福感最强烈的时
光。

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光

董国宾

枫叶红了，火红的乌桕树暖透了半边天。
踩着秋的亮色到名家的文字里，品味一下秋的
旷达与炽烈。

“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人的眸子
像秋，有人的风神像秋。”台湾女作家罗兰的

《秋颂》，堪称名篇，颇值得品读。文章一入
笔，只轻轻一点，便写出了秋的一份感怀，把
秋写得干脆透明。“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显
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
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秋天的风
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地轻
轻掠过园林。”从干净的秋的文字里，可以看
出罗兰最爱秋天的淡泊和旷达，表达了她从
容淡然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

读张爱玲的名篇《秋天的雨》，则是另一番
况味，心绪也总是沉郁的。“雨，像银灰色黏湿的
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
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
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
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
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文章的开篇，张
爱玲用湿冷的文字，把秋渲染出一幅灰色的画
面，可以想象出她内心的多愁善感，又有怎样的
抑郁情结。本是很美丽的秋，作家张爱玲却写
得忧郁、寥落，抒发了人生的真挚情感。她以独
特的视角和文字结构，写出了对生命的强烈感
受，堪为名篇。

读老舍《济南的秋天》，就轻快了许多，似
乎从张爱玲的冷秋里一下子暖过身来。“上帝把
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
冬的全赐给了济南。”这句话和盘说出了济南的
秋算是掉进了美里，从心里流淌出止不住的眷
念和深情。在老舍的文字里，济南极具色彩的
山色明快又流畅，济南的秋则是一幅隽美的
画。老舍的笔下，济南的秋充满了画意，天空、
山色和水，都有美的形态。

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说：“大概我所
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
蟹正肥，桂花皎洁。”林语堂最爱初秋的静美和
恬适，寥寥几个字，便浸透了美的意境，读来韵
味无穷。

秋有无限的美，亦有忧郁的心思。名家从
独到的视角和感受，用洗练的语言描写了不同
的秋，抒发了对人生的所思和感怀，极具思想内
涵，每字每句都值得品读和借鉴。

名家笔下品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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