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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勇

一
操场的围墙边，站着一排锯得整齐的树。冬去春来，树被截断的地方冒

出一蓬蓬新绿，像驻着一只只羽毛蓬松的鸟儿。
暖和的阳光下，操场上的孩子们正在跳绳。他是我班上的一个孩子，站

在队伍的最后，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羽绒服。他手中的蓝色跳绳，快乐地一
圈一圈转动，他胖胖的身体轻盈地一下一下跳着。一旁的同事瞧见了，微笑
着向他竖起大拇指。

时间回到一年前，身体肥胖的他站在操场上，肉乎乎的手里捏着一根纤
细，并且对他而言明显短了一截的跳绳。他僵硬地甩动跳绳，但笨重的身体
却百般不配合。绳在半空划了一道弧线，不是来得的过早，就是到得太迟，
总是打在脚后跟。他眼睛死盯着地面，发窘地使劲跳，但动作笨拙的他一个
绳也跳不了。

后来，他换了一根手指般粗细的蓝色新绳，他说每天回家都要跳绳减
肥。一学期过去，他能生硬而缓慢地完成几个跳绳，但我不敢对他报什么奢
望。他身边灵活的孩子，把绳舞得呼呼生风。又一学期过去，他跳绳的动作
协调起来，身体与跳绳完美配合，一下一下轻快地跳着。

阳光下，我欣喜地望着他跳动着的轻盈身姿，仿佛看到一颗小树在春天
里茁壮成长。

二
教室里，阳光从窗外透进来。
我批改着孩子们的作业。一个孩子写的生字让有些惊讶，他的字大小匀

称，写得工工整整，还带着一点灵气。
年前，他的笔画总是歪歪斜斜，软软的拖泥带水，字更是歪歪扭扭的。

我给他讲过多次，但他还是不能写出方方正正的字。没想到，过了一个寒
假，他的书写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真诚地夸了他一句。

放学总结，我说班上有同学书写进步大。他脸蛋儿红红的，睁大一双望
着我，眼里盛满期待。我心里动了一下，对他的字多赞美了几句，我希望能送给他一个春天。

三
课堂上，我正在讲《找春天》这一课。
我问孩子们，你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们举起小手，有的说春天在树上爬来爬去，有的说春天

在林子里跑来跑去，还有的说春天在草叶上跳来跳去。
这时，一个小男生举起怯怯的小手。我不能确定，他是想回答问题吗？他是班上的学困生，平时认生字

都困难重重。他似举非举的小手，像他柔软的头发一样不自信。
我把机会给了他。他站起来，声音低低的，有些害羞地说：“春天在花园里蹦蹦跳跳！”班上的孩子们，

不约而同给他鼓起掌。我也没想到，他的答案这样富有灵性！我从孩子清澈的眼睛里，看到春天已经驻在他
心里。

暖暖的春日里，我在一个个孩子身上，似乎听到花开的声音，听到田野里麦苗拔节的声音，看到绿意盎
然的土地上摇曳着的无边希望。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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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仕华

一位教过的学生在微信上同我说，他最近几个月很迷
茫，问该怎么办？我分享了几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给他，
然后又送给他几个字：奋斗是治愈迷茫的药方！

22年前的夏天，我从师范即将毕业。但是父亲告诉我，
从这一年开始，县里面大中专生已经不包分配了，必须要参
加考试，通过考试才能录用。想当初，我的本意是不想读师
范的，读师范就是冲着毕业后能有个工作，能跳出农门自己
有碗饭吃，但现在需要通过考试而考试，又充满了偶然，能
不能考上还是个未知数。那段时间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自
己的未来在哪里。特别是揣着毕业证书回到家之后，我更不
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什么地方。父亲给我找了个代课的工作，
第一次，我以老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心里竟然有几分莫名
的激动。每个周27节课，每一节课都要去上。忙碌让我一下
子就远离了迷茫，一边上课一边备考，我走路、放牛、割猪
草、睡觉前等时间都在回想着教育学、心理学中的某个知识
点，某个函数的值域是多少，某篇古文里的名句是哪句等
等。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了一两个月，临近考试的时
候，我竟然不再迷茫了——很多的知识点我已经牢牢记在了
心里，面对未来，我的心里居然有了一点点期待……

从小学到中学工作后，那些学生长得比我还高、还壮。
还有好些上课的时候无精打采的，甚至趴在桌上睡觉。有一
段时间我觉得特别迷茫，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后
来，我买了《做一个专业的班主任》《问题学生诊疗手册》等
教育类书籍，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一页页书，从书中寻找
解决问题的药方。上课之前我把课文读了一遍又一遍，涉及
的知识点我想了一次又一次。一两个月过后，我突然发现生

活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也没有什么可以迷茫的。
在教书10余年后，我去了另一个单位，陌生的环境、陌

生的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最初那几天，我觉得特
别的迷茫，别人都是忙忙碌碌的，而我自己就像一个多余的
闲人，什么忙也帮不上，什么事儿也做不好，我不止一次怀
疑自己的选择错了。后来我每天坚持提前一小时到单位，先
从打扫卫生开始，然后思考一下当天做什么工作，接着去读
文件，读过去的文件、现在的文件。过了一两个月后，单位
上的事我基本上就搞清楚了，突然间发现，自己也就不迷茫
了。

曾经有好几年，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忙碌。但忙过之
后却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特别是夜深人静之后，发现
自己很空虚，似乎几年来的光阴都是在虚度，我也开始慢慢
追寻生命和工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又记起了，在这之前
我似乎没有这么忙，闲下来的时候就和朋友们一起吃吃喝
喝，打打小麻将，甚至有一段时间手上因为打麻将甚至打出
了茧，那个时候依然是很迷茫的，昏昏沉沉过日子，工作按
部就班。闲是迷茫，忙也是迷茫。究竟怎样才不迷茫呢？前
些年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待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忙，这习
惯慢慢也就荒芜了。我突然发现，好多东西似乎都不是我想
要的。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开始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特
别是从去年中考一直到现在，间断的时间很少，已经写了好
几百篇文章，这时候突然发现，迷茫已经不见了。

花开花落，皆有定数。最近这两年，我每天依然忙碌，
但是我一直保持着一种不断奋斗的姿态，“迷茫”这个词已经
很少出现在我的人生词典里，偶尔想起，我也会及时的用奋
斗去打败它，慢慢地，“迷茫”离我也越来越远了。

（作者系贵州省遵义市文学爱好者）

奋斗是治愈迷茫的药方

○董国宾

春天踩着季节的鼓点走来了
又让我想起春天的诗行

奶奶是一首老诗
奶奶的小脚是诗的开篇

奶奶走到哪儿
一对弯月亮就跟到哪儿

奶奶从绿意萌生的家门
美颠颠地来到村口

正破土而出的油菜花的种子
在奶奶朦胧的视野里
已经开出了满眼葱绿

奶奶乃一首寄托希望的古典诗
娘的辫子成了一行浅浅的春诗
娘甩开辫子在春耕曲中欢舞

像一只新燕
在换了新装的春天穿行

春鸟枝头欢闹
蜜蜂嘤嘤嗡嗡来到花丛唱个没完

春草欢跃地四处滚动绿波
娘在田亩的稿笺上

来来回回推敲青春的诗句

一个春天走过去
还会有一个春天走过来

娘作别了年轻
我又昂头走进春天里

娘写下的一页页春风春雨和春耕诗
合集在了奶奶老不掉的诗集中

我像一只燕子的呢喃
在崭新的春光里欢语

还像一朵杨柳风中的小花儿
在春天的百花园中竞艳

春天的诗行太多 前看后看左看右看
处处都是祖国永恒的春之诗章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民政局文学爱好者）

春天的诗行太多

□路来森

野逸，是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
精神境界。

野逸，让人想到荒野，想到田园，想到绿树婆娑、秋
风清露，想到溪流潺湲、鸟语花香，想到空中的飞鸟、飘
逸的白云……

总之，野逸，就是飞在大自然中的一只快乐鸟儿。
野逸的人，抱朴守拙，追求素简，追求田

园，他们是自然之子。田野中，筑几间茅屋，
置几亩薄田，即可安身立命。他们，喜欢的是
门前的溪流，屋后的榆柳，更有篱笆扎成的墙
垣，墙垣上爬满藤蔓，篱笆下遍开草花，不时
有飞鸟栖止，不时有蝴蝶翩然；清晨，清露瀼
瀼，花香弥漫一院；晚间，朗月高照，清光弥
散，一院清凉。

劳作累了，即可摘几棵自家种植的菜蔬，素油清炒，
小酌一杯，酌而思之，内心一片安宁，一派祥和；或者，
煮粗茶一壶，缓缓饮来，看飞鸟过院，看白云飘临，心悠
悠，思悠悠，乐亦悠悠。

野逸，可以成景——现实之景，心中之境。
郑瑄 《昨非庵日纂》，有一段文字，最是能传达“野

逸”之趣。
其文曰：“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

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汲泉

煮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
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
与麛椟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
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叟，
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仗柴
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牛背笛声，两两归来，
而月印前溪矣。”

环境美好，行为闲适，日子从容，人情素朴，情趣盎

然，画意彰彰，尽显野逸之美矣。
郑瑄，看来是文人，而文人，是一向都有一份“野

逸”之趣，之追求的。郑瑄之美好，就在于把理想变成了
一种现实，而更多的文人，则只能将“野逸”之追求，变
成一种艺术或者文化的寄托——寄托于诗，寄托于画。

于是，就有了大量的田园诗；于是，就有了一幅幅的
“野逸图”。

田园诗，多多，毋庸赘述。
有趣的是，“野逸图”，许多画的题材，甚至于，都具

有了历史传承性，一代代的画家画着，不厌其烦，以手传
心，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如 《商山四皓图》《采薇图》

《东篱赏菊图》（亦曰“陶潜赏菊图”）《溪山渔隐图》《江
岸停琴图》等等。它们其中，大多融入了历史故事、历史
人物，而且，其人其事，都是与“野逸”“隐士”相关。

“商山四皓”，是指避秦乱而隐居商山的四大隐士：东园
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采薇图”，则是指伯
夷、叔齐的故事。“东园赏菊”和“溪山渔隐”，则都与陶

渊明有关。“江岸停琴（亦说“听琴”）”，则
是指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所谓“高山流水
遇知音”，是也。其人，多为“隐者”，以自然
为家；其事，多风雅可赏，传达着一份高风亮
节——明月一般，照亮了历史的某些细节。

因之，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野逸，亦可
谓一种文化传统，一脉人文精神。

可是，野逸，亦是大为不易的，并非所有
的人都有“野逸”之趣，都能做“野逸”之人。追名逐利
的人，“野逸”不了；蝇营狗苟的人，也难以“野逸”；耽
溺红尘之人，就更不会去“野逸”了。“野逸”，需要一份
高蹈的胸怀，需要一份淡泊的心志，更需要有一颗自然之
心，走向自然，贴近自然，最终抵达“天人合一”。

因此，可以说，野逸的极致表现，其实是一种精神境
界——一种胸襟开阔、脱略放达，归真返璞、任性自然，
最终抵达身体、思想，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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