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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王南海

深秋，小居山间，别有一番情致。
山间的小屋，开门可见山，远山层叠，高低

起伏，如一轴清淡淡的山水国画。院子里种满了
白菜、菠菜，还有一簇簇金黄的菊花，可以感受
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山间小居，没有满满的日程，却有大把大把
的时间，温暖和煦的秋阳。阳光晒在身上，暖暖
的。突然想，如果把被子晒晒，会不会很舒服。
平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有多久没有晒过
被子了？说干就干，在院子里拴根麻绳，把被子
抱出来，晒在绳子上，拍拍打打间，蓝花的被子
也舒服地享受着秋天的阳光。

当你环顾院子，享受秋阳的可不单单是被
子。你看那些红色的辣椒，舒服地躺在竹筐里，
刚刨出来的花生散落在院子的墙角处。一个个憨
态可掬的南瓜被摆放着，也舒服地晒着太阳。还
有金色的玉米，柿子都在阳光下，暖洋洋的。

我坐在丝瓜架下，深秋时节，丝瓜已经开始
衰败，偶尔还有几个长不大的小丝瓜，还在努力

地探着头。几只又粗又长的“丝瓜王”，好奇地从
丝瓜架上探出头来，皮色已经开始泛黄，丝瓜瓤
子却可以用来洗碗。

我沐浴在暖阳中，远山层叠，近处的树依然
郁郁葱葱，几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过，村落里到
处是一片静谧、美好。此时，最幸福的就是安安
静静地喝一杯普洱茶，茶香四溢，岁月静好，人
安静得仿佛可以感受得到自己的一呼一息，山间
小居，把人的心也放空了。

山间小居，最美的是月夜。记得梁实秋先生
有一篇著名的散文《雅舍》，雅舍非人们所想的那
么美丽，但是他深情地写道：“雅舍最宜月夜，地
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
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
吠，坐客无不悄然。”我也喜欢在月满时分，坐在
山里的屋顶，看着月光从大树的枝梢上缓缓升
起，月光清朗朗地从树间倾泻而下，地上光影斑
斓，月光柔美，自然万物都沐浴着自然天光，宁
静、唯美。此时，我最喜欢仰望星空，浩瀚的天
空，似乎可以承载我们所有的梦想。此时，一切
都静谧下来，人可以安静得听得到心灵的声音。

深秋时分，在这样的月光下，静静地听秋虫
低吟。它们都藏在我看不见的草丛里，却把各种
各样的声音散发出来，高声，低声，长声，短
声，都汇集在一起，宛若对自然天籁的赞歌。此
时，我会迷醉在这一片虫鸣中，仿佛自己的心灵
也附和着，在放声歌唱。

山间小居，我们也去山里闲逛。山野深处，
不仅有百年的柿子树，一到秋天就挂满如红灯笼
般的大柿子。更有山泉，小溪，叮叮咚咚。顺着
溪流而上，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传统的上
马石，栓马桩，房屋雕梁画栋。房屋的墙壁都极
厚，当地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屋里坐，在这里，竟
然还有可以出口成章的文人雅士，让人不禁刮目
相看。我们还淘气地向土地 “讨美食”，柿子、
酸枣、花生，到处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美味。

山间小居，始懂得自然就是一幅最美的画
卷。而人们眷恋着土地，因为土地可以孕育瓜果
和希望。山间小居，平淡几日，不思过去，不虑
未来，活在当下，享受着宁静、怡然的生活……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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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民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唐朝王昌龄的这一诗句，千百年来被人反复吟

咏，多少人或用它寄托，或用它表白，或用它抒怀，
或用它明志……总之，它表达了一种情怀，一种执
着，一种境界，一种人生态度。

这一诗句，对于我是一种什么呢？之前我说不清
楚。直到近日读完孔秋莉的《心是一壶水》，我似乎找
到答案，那是饱经流年洗涤，沉淀下来的一颗依旧跳
动着童真童趣、散发着纯情质朴的“冰心”。

一本卓尔不群的佳作，里面必定潜藏着千万种细
密的爱与愁，喜与伤，方能如琴曲余音，别有深意。

《心是一壶水》就是如此，在渐行渐远的青春里，藏着
化不开的亲情，藏着不敢祝福的爱情，藏着不知不觉
的成长……全书虽无华丽的辞藻，也无故作深沉的浮
夸，只用“人生只若初见”的款款深情来怀念青春，
记忆美好，只用依然如春风般的文字，吹开岁月深处
千万朵美丽的花儿。读罢，心绪纷飞，久久回味。

《心是一壶水》共分三辑：心是一壶水；爱是一片
天；书是一座山。书中有作者学生时代的奇思妙想，
青春萌动；有作者初入职场的茫然失措，情感离合；
也有作者历经岁月的沧桑，生命的风霜后，“裸露”着

的“冰心”印痕。
她在《心是一壶水》中写道：有的人就像生活在

热带，他的心总是洋溢着热情，生活如同烈火燃烧，
艳阳普照；有的人像生活在寒带，他的心终日冰凉，
生活如同在千年冰窟，孤零凄凉；有的人就像生活在
温带，他的心总是温暖如春，生活如同细水长流，宁
静致远。

或许我们都想自己的生活时刻保持着常温，让幸
福如涓涓细流，哼着轻快的曲调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曼
妙的黄昏。可是生活不可能总是这样温顺，它总要固
执地给我们增添各种阻碍，时而冰冻我们的心，时而
炙烤我们的心。所以作者说，生活和文字都是她的挚
爱，她喜欢在挚爱里寻找“诗与远方”的浪漫，也寻
找“烟火人间”的本真。她钟情于季羡林，爱读海子
的诗，也会在白落梅如雪花飘飘的文字里，去寻找穿
着旗袍的张爱玲的美……她说看书时，她是隐身的，
还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遨
游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可以随意地飘，随意地飞，天
空无止境，远方无止境，她的快乐也无止境。

有了这种快乐，在每一场凄风苦雨或春风得意光
顾她的生命时，她都会珍惜，都会用心体会其中的苦
与乐，舍与得，并渐渐地学会坦然，学会沉默；学会
不去诉苦，不去抱怨，也不去炫耀……只用简单的文

字，对生活做一种记录，一种忠实的记录。正如她说
的那样：生活，不可太过浮华；文字，也应低调实
际。所以她才愿为冬日里的一片雪花，不去繁华的闹
市，不去荒凉的山庄，只想去到深山的某棵梅花树
旁，轻轻地寂静地躺在某片安然的梅花瓣上。

享受这片刻的安然与幸福，并不难，但时光不住
地流淌着，如袅袅炊烟，慢慢升起，又慢慢幻灭；生
活也裹挟着我们一直往前赶，马不停蹄。开不开心，
幸不幸福，不取决于时光的长短，与生活的快慢，多
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内心变得浮躁，变得
纷杂，那心里这壶水就会变得浑浊，变得忽冷忽热。
若能舍弃那些无谓的烦恼，摒弃那些不合理的欲望，
内心这壶水才会时刻保持清亮，保持合适的温度；才
会心还是那颗心，水还是那壶水，幸福还是简单的幸
福……

《心是一壶水》就是让我们懂得这份简单的幸福，
拥有这份简单的幸福，让我们在渐渐逝去的岁月里，
看见那些闪闪发光的青春，看见那些灿若云霞的桃
花，看见那些深情似海的目光……然后，哪怕再大的
风，再大的雨，当雨过天晴，我们依然会发现一道绚
丽的彩虹，斜挂在天边；我们依旧会感知“冰心”间
的那一壶水，澄澈清亮，温暖如初……

（作者系武汉市洪山区文学爱好者）

一片冰心在玉壶 □寇俊杰

我家与猫结缘，还是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刚能吃饱肚子的时候。

那年冬天，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
父亲要外出办事，打开院门，看到一只
花猫奄奄一息地躺在门口，因为要办的
事很急，父亲就没理它，可刚走几步，
花猫“喵喵”地叫了两声，父亲的心软
了，停下脚步，扭头看到了猫那双满是
哀恋的眼神。父亲本不喜欢小动物，但
他的心还是一下子软了。他把猫抱到灶
台上，给它盖了一层棉絮，还掰了半个
蒸馍喂它。猫狼吞虎咽几下就吃光了。
父亲又喂了它一些，端来了热水让它
喝。大约过了半晌工夫，猫才缓过劲儿
来，开始在屋里活动。

母亲说：“猫没事了，还是把它放
了吧？现在的日子刚刚好过，家里孩子
又多，多一张嘴就多一口饭啊！”父亲
说：“这是只无家可归的猫，要是放出去，肯定不是冻死就是饿
死。”“可养了它孩子们恐怕就吃不饱了。”母亲叹了一口气。

“没事，我们牙缝里多少省点儿就够它吃的了。”父亲说着，就
找来铁锨，在灶台的下面挖了一个洞，里面放上破棉絮、玉米
苞叶，一个温暖而舒适的猫窝就成了。父亲因为这件事，耽误
了一上午时间。

从此，这只猫就在我们家住下来。那时人们都穷，连老鼠
也很少有，父亲每次吃饭，就给猫留一些，猫反而渐渐胖起
来，而且过了几年，还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猫。那时家家都过得
好了，所以小猫一满月，亲戚朋友争着要。可是只过了一年，
老猫就因为吃了被药死的老鼠死了。看着猫僵硬的尸体，一向
坚强的父亲竟老泪纵横。

后来我参加工作，住在单位的平房里，厂里有野猫跑过，
我就在窗台下放些剩菜剩饭。我没时间去养它们，但听到猫吃
食的声音，我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等猫吃完走了，我就再放一
些，所以，总是有三三两两的猫到我这儿来，可我从不打搅它
们，让它们来去自由。

转眼间，女儿上小学了。她很喜欢小猫，可是我们住的房
子小，还是高层，没有条件养，我们就给她买了小鸡。有一
天，女儿带着小鸡在楼下玩儿，一只白色的野猫不知从什么地
方跑出来，一下就把小鸡叼走了。女儿这下可受不了了，当时
就大哭起来。从此，女儿一看到猫就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看
到白色的野猫，她总会从地上捡个石子，愤怒地向野猫扔去。
尽管我们解释说这只猫肯定不是吃小鸡的猫，可女儿却说，我
以后再也不喜欢猫了。

从此，我家与猫无缘。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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