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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或应酬时免不了相互介绍，

这几年我就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有

人提及这是“黎某某”，或者自己提

起“我是黎某某”时，对方出于礼貌

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一般会说：“哎

呀，幸会幸会，久仰大名哦。”我一般

会回道：“哪里哪里，大名不敢当，小

名不好意思告诉你。”此时，若有熟

知内情的“好事者”或者儿时玩伴在

旁，立马会“添盐加醋”：“他的小名

我晓得，叫‘八娃——’”。一阵哈哈

大笑，一下子气氛就活跃了起来。

小名，是指人在小儿时期所用

的名字，一般都是由父母或亲戚为

孩子起的乳名。据载，我国在秦汉时

期就有了“小名”的类称。小名一般

只在家庭和亲朋好友之间使用，但

却是我们“尊姓大名”的前身。自秦

汉以后，我国士族阶层开始“讳小

名”，认为不雅，有贻笑大方的嫌疑，

故另立“正名”，以供社交场合使用。

其实，小名所表达的，是父母或

亲戚对孩子的爱。

小名之于我，已渐行渐远，鲜被

提及。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

是视域的拓展和修养的深化，现在

忆起小名，我所感觉到的是一身的

轻松和一种少有的美好。疏寂久了，

有时甚至渴望被年老的尊长再次唤

起小名，或当面，或梦中。

然而，35 年前，因小名而引发

的一幕往事，至今忆起仍让我“心

惊肉跳”。

“八娃——”，教学大楼的过道

中响起一声熟悉的高呼，我心一紧，

脸一红，倏地从教室里的座位上站

起，快速跑向讲台，向老师轻声耳

语：“老师，我父亲来了，请个假！”

老师点了点头，我如老鼠寻找地缝

一样迅速逃离了教室。身后，传来一

阵哄堂大笑……

过道上，父亲驼着背，躬着腰，

背着一个小背篓，满头满脸都是汗，

看着我从教室里跑出来，他的眼神中

满是慈祥和欣慰。此时的我爱怨交织，

对父亲说：“为什么喊小名嘛，好羞人

啰，我们赶快走！”刚才那一声属于个

人“机密”的高声呼唤把我完全打蒙

了，一点也没在意父亲当时的感受。

那一年，父亲 59岁。那一天，父

亲是来送钱的。

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青猪（半

大猪），到城里向我的表姐还钱，并

顺便来学校看我，给我一些零花钱。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

不认识。那一年，学校要收书费和服

装费，开学报名时我没有带，家里也

没有准备。憋急了，我鼓起勇气找到

在城里住的表姐，借了45块钱解了

燃眉之急。消息捎回家，父亲为还钱

准备了 2 个月，我也一直在等待父

亲，没成想，他以这种方式出现了。

父亲比我走时更加苍老了，黝

黑的脸上新添了不少皱纹，身上散

发出浓烈的叶子烟味，还杂夹着熟

悉的汗味，咳嗽声更是不断加密加

重……父亲干活劳累，长期喝廉价劣

质酒，抽劲儿大的叶子烟，农闲时还

赶东场奔西场做一些小生意，卖广

柑、米粉、烟叶、蔬菜、菜秧等本地

物产，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他的

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年轻时曾

在重庆闯荡过生活的父亲，进入中

老年后很少再出远门，到县城的次

数都屈指可数，但父亲还是来了，在

我希望他来又害怕他来的情况下，

以我意料之外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

前。我心想：“这哪里是在送钱？还不

如不来，简直让我丢了一个大丑。”

我心中纳闷，目不识丁的父亲

怎么会这样“精准”地找到了我的教

室？让我更纳闷的是，父亲明明知道

我的“大名”，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

下唤我的“小名”？当时，我没有心情

细问；事后，因为耿耿于怀，我也没

有再追问，甚至在家人和亲友面前

都很少说起。我怕影响了父亲的形

象，也怕影响了自己的形象，更怕别

人看轻了我们。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

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而我呢？

当时和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并没有领悟父亲的这份深情。如今，

父亲已逝去21年，他没有为我留下

什么遗产，却留下了这些让我刻骨铭

心的记忆。我终于醒悟甚至是悔悟到

父亲的爱，而我曾经是如此的自我，

我欠他一个迟到的道歉和表白：“父

亲，请原谅，你爱我，我也爱你！”

在特殊的日子里，回忆如潮水

般漫上心头。在动车上，早已为人父

的我噙着热泪在手机上写下了这些

文字，我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想你

念你告慰你！

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双亲皆

逝，我更是切肤地体会到有一种幸

福叫“父怜母惜呼小名”。父亲，今夜

在梦中，请再唤我一声小名！

前两天，川大的一位教授朋友

将一组“川大荷色”摄影图片发在朋

友圈里，并题有“尘心原不染仙家”。

图片里，雾气氤氲之中的荷色，显出

一种透彻的澄明和高雅。

我在成都红瓦寺居住过十多年

时间，对川大校园里的荷塘比较熟

悉。荷塘是人工开挖的，满池荷花被种

下后，从小荷露出尖尖角到一池荷开，

都是悄无声息地自由生长，逐渐形成了

如今的田田莲叶，亭亭荷花……

夏日里，我常去荷塘边漫步,一边

欣赏着碧翠的荷叶和娇艳的荷花，一

边呼吸着清雅的荷香，让人神清气爽，

杂虑渐消。在我搬离红瓦寺后，还是会

经常去川大的荷塘边走走，那难忘的

荷色，已成为我的一种牵挂和念想。

在我国，人们自古就对荷花情

有独钟，不仅赋予了它诸如凌波仙

子等充满诗意的名字，而且还流传

下很多关于荷花的美好传说。

历代文人墨客因荷花的秉性不

凡而心生敬意，将其视为寄寓情思、

托物言志的对象。汉代文学家司马

相如，将自己的爱妻卓文君比作是

“出水芙蓉”；三国曹植在他的《芙蓉

赋》中把荷花喻之为“水中灵芝”，称

赞其“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

灵”。还有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杜甫的“风含翠筱娟娟净，

雨裛红蕖冉冉香”；杨万里的“小荷

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这些诗句把荷叶与荷花描

写的鲜活灵动，清新可喜，充满了生

活情趣。

不仅诗文如此，荷花入画也造就

了大量的画荷名家。从宋代佚名画家

所绘的《出水芙蓉图》到明代陈志莲

的《荷鸳鸯图》、清代八大山人的《墨

荷图》，再至近现代大师齐白石的

《秋荷》、张大千的《彩荷》等作品，无

不尽展荷花的绰约风姿和高雅风骨。

其实，论爱荷，还当首推周敦

颐。说起这位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

开山鼻祖,谁也没有像他那般爱莲

成痴。周敦颐在任南康知军的时候，

曾在府署挖了一个池子，种下了许

多荷花，称之为爱莲池；后来，他到

江西后开创了濂溪书院，又在书院

中建了一座爱莲堂，并在堂前开凿

一池，种上莲花，取名“莲池”；出任

合州通判后，周敦颐有一次去成都

时途经遂州，想起他的一位遂州籍学

生曾讲过其老家有白莲，而白莲是周

敦颐最为钟爱的，于是他便在遂州停

留了数日，终寻到白莲，成就了那篇

流传千古的《爱莲说》。

《爱莲说》全篇仅119字，周敦颐

在文中以莲花的高洁来寄托自己的

心志。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敦

颐虽久居官场，但从不追求荣华富

贵，也从不沾染官场上的恶习，他始

终保持清廉正直的秉性，这是他对生

活的追求，也是他的人生信仰。

由此想来，水陆草木之花亦如

常人，各有性情。名花倾国，看了固

然让人欢喜，但那份精心造就的美

丽似乎并不那么平易近人。倒是荷

花，不仅清姿丽色让人心生向往，高

洁的气质更如历经世事之后的智

者，引人自省，启人自警。

祖国的声音
超兰芳（江苏）

是谁的声音点燃起伏的波涛

让灵魂深处的激荡

一次次接近披荆斩棘的图腾

是谁的睿智点燃沉睡的大地

连同所有金黄色的渴望

在硝烟弥漫中开创出美好的明天

当青鸟飞翔的翅膀

从岁月的地平线上掠过

被镰刀和锄头耕耘的历史

便生长成人们所努力追求的模样

炎黄子孙虔诚守望的情怀

便开始吹动沾满衣襟的思念

那束盛开许久的祝福

在流星的飞逝中成为永恒

走进密密匝匝的线装本

一个几千年不老的美丽神话

沿着世纪的上游踽踽而来

照亮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传说

感恩
黄国清（湖北）

溪水感恩高山

因为有高山

才有溪水的

不息流淌

舟船感恩大海

因为有大海

才有舟船的

扬帆远航

禾苗感恩泥土

因为有泥土

才有禾苗的

茁壮生长

花朵感恩阳光

因为有阳光

才有花朵的

鲜艳开放

我们感恩祖国

因为有祖国

才有我们的

幸福安康

生活中充满了琐碎之事，诸如，柴

米油盐、夫妻吵架、邻里勃谿、朋友失

和，出门应酬，盘桓交往，口舌之争等

等。此等琐碎之事，常常让人烦恼，特

别是对于那些追求淡泊、清静无为的

人来说，更是不堪其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便是如

此。我喜欢读书，喜欢单纯明净的生

活。当我静静读书的时候，妻子有时

会打断我的思绪，不是喊我出去买这

买那，就是嘱咐我干家务活，使我心

生不悦；朋友相约聚会时，看到有人

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大放厥词，我亦

不快，虽口无臧否之言，脸上却每每

露出不屑之情；至于放下脸面去办私

事，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于上青天”，

大有“至死不为”的心态。

可是，生活中的琐碎之事，真的

就如此叫人烦恼吗？年龄渐长，历练

渐深，你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琐碎之事，也有美感存焉。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经说：

“为使人生幸福，就得喜爱日常的琐

事，云之光、竹之摇、群雀之噪鸣、行

人之容颜——从这一切日常的琐事

里，体味出无上的美味。但要喜爱琐

事，便得为琐事而苦恼。我们为了微

妙的享乐，也得微妙的受苦。为使人

生幸福，就得为琐事而苦恼。”

“为使人生幸福，就得为琐事而

苦恼”，此话，真是大得人心。琐事的

存在，本是人生之常态，是难以避免

的事情。为琐事而苦恼，这苦恼的过

程，其实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一个辨

别是非的过程，一个去伪存真的过

程，一个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一个历

练性情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束了，

铅华洗尽，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找到

了真善美，你也就找到了人生的幸

福。此时，再回首一想，从前的苦恼，

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从这一切日常的琐事里，体味

出无上的美味”，是懂得，更是一种

人生的境界。

上好的文章，必得具备精美的

细节。精美的细节，能使一篇文章变

得生动、饱满，具有极强的美感。如

果说生活是一篇大文章，那么，琐

事，就是生活大文章的“细节”，这样

的“细节”，充实在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所以说，能否处理好身边的“琐

事”，关乎“生活”这篇大文章的成功

与否。

有心人，应该懂得“处理”，在

“处理”中体味，在体味中品尝琐事

所存的“无上的美味”。

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把生活

看作是一道风景。大多数人，喜欢在

旅游中欣赏风景，为了赏得最佳的

风景，不辞劳苦，远足而行。他们总

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在“远方”，正

因为这样，他们恰恰忽视了“身边的

风景”。一位作家曾经感慨地说：以

往常出外度假，总觉得那样才能放

松、休息。某次，自己走在纽约的街

头，忽然若有所悟：“假如我能保持

此刻的‘旅人’心情，家乡即是纽约，

天天都可以休息。”何为“旅人”心

情？我想，这种心情大概就是——风

景无处不在，身边即是风景。生活中

的“琐事”，其实就是一种“身边的风

景”，只要你有一颗“旅人”之心，懂

得去欣赏，那么，“琐事就不是烦恼，

就是生命中的大美风景。

琐事之美，存乎人心。若你用心去

细细体味，琐事，亦会有美感存焉。

在乡间，菖蒲是

一种寻常可见的水

生植物，群聚而生，

择水而居。暖暖的春

风吹过，碧水盈盈的

池塘边、汩汩流淌的

小河畔、青草茵茵的

沟渠旁，哪怕仅仅是

在窄如一线的水域，

隐忍执着的菖蒲也

能从黑暗的水底窜

出，恣意勃发，使空

洞寂寥的水面充满生命的气息，涌

起生命的活力，铺展出一片青翠葱

绿的水中丛林。

待到夏至，一丛丛嫩绿的菖蒲

已经长得极为茂盛，修长挺秀的青叶

裹着盎然的绿意，密匝匝地立于苍茫

的水面。一阵风吹起，似剑一般的叶

子纷纷出鞘，它们随风而动，刺向如

洗的天空。

菖蒲是水中的侠客，行走在属

于自己的江湖里，清凉不失热闹，簇

拥却不纠缠。一束束，一丛丛，菖蒲

欢欢喜喜地葳蕤生长，有邻里之间

和睦相处的融洽，也有老朋友久未

谋面的亲热。单株的菖蒲看上去是

纤弱孤独的，似乎禁不住风吹雨打，

但是，菖蒲一旦抱成团聚成堆，便有

了无比坚韧的力量，没有什么事物

能够轻易征服它们。在苍茫的水面

上，菖蒲的绿很特别，那种绿生机盎

然，铺天盖地，绿波翻滚，势不可

挡，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大美，染

绿了盈盈碧水，撩起了缕缕情思。哪

怕是一片再贫瘠的水域，只要有一

丛丛灵性十足的菖蒲摇曳其上，就

如同一潭死水有了一双明眸，表情

立马活泛了许多，甚至连落在菖蒲

上的水鸟都充满了灵气，让你感到

水为菖蒲而生，菖蒲与水相依。

菖蒲的别称很多，譬如香蒲、蒲

苇、蒲柳、水烛、水剑。我一直很喜欢

水烛这个别名，虽不雅致，但乡土气

息浓郁，充满了灵动的诗意。一株株

看似弱不禁风的菖蒲，像极了茫茫

水域中的一盏盏明灯和烛火，点燃

了农耕文明的灿烂和辉煌，照亮了

一个个琐碎庸常的农家日子。人生

一世，草木一秋。秋风一来，菖蒲也

难逃凋萎的命运，在灯火星散中走

向生命的尽头。农人们荷锄而归，路

过池塘时，总要朝一丛丛衰败的菖

蒲瞅上几眼，他们知道，来年菖蒲定

会在水底重新勃发。叶虽枯，但根仍

在，有根在，菖蒲就不会在村庄的水

域里消亡，那一盏盏灯火就不会熄

灭，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农人们过日子讲究实用，对花

草的喜爱亦是如此。菖蒲一身都是

宝，参与了农人们的寻常生活，关联

着衣食住行，浸润着人间烟火，故而

颇受农家喜爱。在民间，菖蒲的蒲棒

是一味止血的良药，家家户户都离不

了。夏日割麦、割草，若被锋利的镰刀

割伤了手指，只需将揉碎的蒲棒按在

伤口处，血不久便可止住。乡间的诸

多物件大都取材于草木，柔韧温润的

菖蒲叶子自然成为农家编织器物的

青睐之材。菖蒲的叶子晒干后，经过

匠人的巧手编织，或成为蒲席走上庄

户人家的简陋床榻，供人栖身养息；

或者成为蒲团，在昏黄的夜晚伴随老

妪纺花、稚子夜读；或者成为蓑衣，披

在庄稼人的身上，遮挡着岁月的凄风

冷雨；或者成为草鞋，踏着庄稼拔节

的韵律，在阡陌田埂上行走穿梭。

15 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外出求

学，远离了亲人，也远离了菖蒲，像

一只孤独的鸟儿飞向异乡的天空。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中，我

总是心生遐想：守候在故乡水域里

的青青菖蒲，又该是一片郁郁葱葱了

吧？夏日的微风拂过，菖蒲那特有的

馨香，裹着浓浓的亲情，掺着人生况

味，越过村庄与房舍，穿过河塘和阡

陌，传递着乡愁的讯息和家的温暖，

让我一次次在梦境里追忆、怀想。

唤声小名送爱来
黎均平（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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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心不染
钱声广（四川）

大漠鸣沙 白英（山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