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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边烂熳插，无处不相宜。”说

的是蔷薇花。南朝刘缓的诗句，诗名

叫《看美人摘蔷薇》。只看这诗名，

就让人觉得美好。人美不算，更美的

是蔷薇花。“鲜红同映水，轻香共逐

吹。绕架寻多处，窥丛见好枝。”那

就摘下一朵，随意戴在发上，却是恰

恰好，花开烂漫，无处不相宜。

明代小品文作家张大复的《梅花

草堂笔谈》中有两则是关于蔷薇花

的，最是写出了蔷薇好看的姿态。一

则是《蔷薇》：“蔷薇花最古，美而

艳。”另一则是《十姊妹》：“十姊妹，

花之小品，而貌特媚，嫣红古白，袅

袅欲笑，如双姝邂逅，娇痴篱落间。

故是蔷薇别种。”

从沈胜衣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说

清末诗僧苏曼殊用文言古诗体把英

国诗人彭斯的名作《一朵红红的蔷

薇》译成中文后，题目是《一朵赤墙

靡》。沈胜衣说“墙靡”应为“墙蘼”，

是蔷薇的古名。李时珍《本草纲目》

云：此草蔓柔靡，依墙援而生，故名

墙蘼。蔷薇的古名，想想蔷薇开时不

管不顾的样子，真是贴切。

最古，特媚，又美，又艳，又靡

丽。又袅袅有态，嫣然欲笑。还无处

不相宜。这就是蔷薇花在古人心中

的美。

当代作家张抗抗描写蔷薇花开

的烂漫时节，如闺阁女子倾城而出，

个个手里旋转着一顶滴水的粉红纸

伞。真是把蔷薇的美写活了，美得有

古意又倾城，美得热烈又有气势。

成都作家洁尘喜欢蔷薇，她写自

己站在满墙满架密密匝匝盛开的蔷

薇前，寂静中，会恍惚觉得那些色彩

会发出叫声来。这是蔷薇给她的震

撼。她这样为蔷薇花叶大红大绿诠

释：“大俗大雅，又端庄又热烈，又俏

丽又雅致，像我所认定的最好的生

活……我从来喜欢艳，然后探究艳后

面的寂。”

认定的最好的生活，像满墙满架

密密匝匝盛开的蔷薇花，雅俗并映，

也端庄也热烈，也俏丽也雅致。如此

这般的日子，真是靡丽，处处蔷薇

开，无处不相宜。

“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

夏开。”“试将诗句相招去，倘有风情

或可来？”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当白

居易向他的朋友刘十九、张大夫、崔

二十四发出邀约的时候，谁会不懂

风情而拒绝呢？

最好的生活是如蔷薇一样美的

日子，古往今来，风情依旧，无时不

相宜。

如蔷薇一样美的日子
耿艳菊（北京）

群山巍峨。放牧、砍柴，都得先

登上那山坳，再一步一步地爬上

山。站在坳上，回头望向幽深的山

谷，只见低矮的房子紧紧地贴在谷

底，走动的人影就像一只只缓缓移

动的蚂蚁。山坳让人内心油然荡起

一股豪气；再望望四周的山，哪里

林木森森，哪里草木葱茏，哪里土

地平整，一目了然。何去何从，站在

坳上细细思考后，才陆续散到深山

里去了。

太阳架到山顶的时候，山坳

渐渐热闹起来，从深山里钻出来

的人们满载而归：砍柴的，扎起了

两捆粗大的柴火；种地的，篓里装

了胖嘟嘟的瓜儿、玉米。大伙都气

喘吁吁、大汗淋漓的。谁都想把那

沉重的担子快快搁下，好好地歇

上一脚，换口气，待力气恢复了，

再 一 步 一 步 地 踩 着 那 羊 肠 路

回家。

山坳上往往长着一棵绿荫如

盖的大榕树或大樟树，把坳口掩

得阴凉凉的，远远望去，像是山

坳向人们举着一只热情的手。即

便是烈日当空的盛夏，这里也如

秋天般清幽凉爽。树下摆着几方

平整的石块，不知经历了多少风

风雨雨，石面被坐得光滑亮洁。

路过或收工归来的人都禁不住

被这清凉的石凳挽留一阵。来来

往往的山岚被大山阻住了，于是

一个劲儿地往山坳里挤，清风便

呼呼地吹着，像是巨大的天然空

调，把人心头的一团团燥热慢慢

地冷却下来。走过坳口，谁都不

想错过这难得的享受。

有了树的阴凉，有了山岚的

清爽，山坳上常常是充满欢声笑

语的，时不时飘出一阵动听的山

歌，回荡在山谷里，尾音啦啦作

响，俨然一座天然的歌台。更意料

不到的是哪一座山头竟跟着和了

起来，风在伴奏，鸟在和鸣，直把

那太阳唱下山去，把月亮星星唱

出来，才过瘾。还有的人在平整的

石块上铺开棋盘，“当当”地敲着

棋子，你杀我搏，助威声、指点声

彼此交织。有的人太累了，对什么

都不感兴趣，便自个儿倚着那坚

实的树干，眯着眼睛打盹。唱够

了，睡醒了，棋技已分高下，人们

的困意被驱散了，大伙又把那沉

甸甸的担子往肩上一搁，精神抖

擞地走下山坳，回到幽幽的谷中。

山坳，是一个生长故事的地

方。有时，山歌响起来了，一唱一

和，一远一近，一高一低，不知不觉

地那歌声越来越近，聚在了一处，

成了一对相依相偎的身影，歌声变

成了窃窃私语，那身影也渐渐遁

远了。

同村的年轻人常常相约上山

砍柴，回到这坳时，都筋疲力尽

了，便坐到石板上歇口气，你一

言我一语地聊着。渐渐地，两个

人无话不谈。后来，村里传出了

消息，某家要办喜事了。只有那

些经常上坳的年轻人毫不意外，

纷纷想起坳上的点点滴滴来。

山 坳
莫景春（广西）

“小满”在二十四节气中并不

像“立春、立夏、立秋”那么响亮，

为人们所熟记，然而，“小满”于

我却有着别样的情思和深深的

记忆。

幼时的记忆中，每年春夏之

交，是农村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家

家人口都多，到了青黄不接的四

月，几乎家家断顿。记得有一年大

旱，春节刚过，不少人家就开始断

炊了，我们家也不例外，天天吃野

菜，仅有的一点粮食还要紧着最

小的弟弟妹妹吃。

好不容易盼过“立夏”，到了

“小满”地里的麦穗就开始灌浆

了。麦芒稍黄时，许多人家就迫不

及待地开镰收割了，然后脱粒上

碾轧成粉熬粥。看着邻家用新麦

熬出的香喷喷的粥，我就眼馋得

不行，就央求父亲也收割了吃顿

饱饭。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娃，忍

忍吧，麦穗还在灌浆呢，这时候收

割可惜了。”

我实在受不了邻家麦香的诱

惑，晚上和弟弟擎着镰刀到地头

割了一捆麦子，回家用火烤了吃。

这事被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一

边用鞋底子打我的屁股，一边呵

斥：“让你嘴馋，糟蹋粮食！”

“小满”过后的四五天，别人

家地里的麦子几乎都收割完了，

只有我们家的麦子还那么倔强地

站在地里。母亲说：“他爹，看孩子

们馋的，要不咱也割了吧，让孩子

们吃顿饱饭。”

父亲依然强硬地说：“你懂什

么，我晚点收割就是为了让孩子

们以后吃上饱饭哩！”

当地里的麦子就剩下我们

家没割的时候，父亲就夜里守

在田间，白天就“哧拉、哧拉”地

使劲磨那几把镰刀。看着父亲

磨镰刀的样子，我们就跟着心

情激动。

终于有一天，父亲兴奋地说：

“今天可以开镰收割了！”

我们一家来到地头，父亲就

蹲下身，揽过一怀麦穗，用麦芒

扎 着 自 己 的 脸 颊 ，动 情 地 说 ：

“这才是成熟了的麦穗啊！”那

表情，是对土地的感恩和对丰收

的喜悦。

“开镰！”在父亲的一声大喝

中，我们一家兴奋地忙碌起来。

那一晚，我们家终于吃上了

一顿饱饭。父亲刚吃第一口，就自

言自语起来：“老话说的一点不假

啊：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的确，后来的事实果真验证

了父亲的做法，别人家的麦子晒

干后都瘪了，而我们家的麦子晒

干后都颗粒饱满。没过几月，不少

人家就又开始断炊了，而我们家

磨出的面粉一直接济到秋天收

获。这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也对

父亲由衷地敬佩。

后来父亲对我说：“农民就要

尊重节令，还要相信农谚，不然怎

么会有‘小满未满，还有危险’、

‘小满不满，芒种开镰’的谚语。”

正是因为那一年，让我深深

记住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

并对这个节气依依眷念，也对父

亲熟稔的农事所深深折服。

每年，我都祈盼“小满”的

到来，祈盼聆听父亲打磨镰刀

的声响，祈盼嗅闻新麦的清香

和农家炊烟的味道，一种浓浓

的情思便随着“小满”节气弥漫

开来……

小
满
情
怀

靳
小
倡
（
河
北
）

曾听人报怨如今人心不古，古

时候的“比”是“比邻而居”，是“在

天愿作比翼鸟”，而今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比较。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觉得，正因为人们有比较之心，

才能树立目标榜样，才有了前进的

方向，未来才不会迷雾缭绕。可以

说，“比”为我们树立了灯塔，在漫

漫长夜中，以一束光驱散黑暗，带

给我们前进的信心与勇气。那句

“彼可取而代之”，那句“大丈夫当

如是也”，不正是在两相对比之下

发出的豪言壮语吗？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立志

报国，选择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可

以说，如今中国的发展腾飞，离不开

因“比”而生的斗志与激情。倘使，我

们彻底丧失了比较之心，安于做个

“无用之材”，恐怕只会成为不思进

取、得过且过的庸碌之辈，这样的人

生缺乏激情、充满遗憾。

然而，“比”需要有广度。在该

比的地方奋力拼搏，在不该比的地

方一笑而过，便如美与丑、高与矮、

胖与瘦这类外在特征，与人的内在

相比，这副皮囊终究只是一具承载

心灵的器皿，无法成为判定我们人

生意义与价值的依据。老子有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最

美的其实是自然，是为自己而活的

那份乐趣。

鲁迅在《狗的驳诘》中借狗的口

吻讥讽了人类只知分辨“铜与银”

“布与绸”“官与民”。若一个人仅因

物质和地位上的对比而抱有奋起的

信念，那往往也没有毫不利己之人

的高尚。

正确的比较催人奋进，对此我

们要有容得下比较的胸襟。一方面，

面对别人的挑战，应怀有宽容之心，

而不是狭隘地予以打压。我们应该

认识到，能够成为别人的比较对象

也是对自己成绩的一种肯定；另一

方面，当我们想要超越他人而不能

时，应学会泰然处之，毕竟人与人之

间会有天赋上的差异，应该清楚地

认识并接受这种差异，才能更好地

接受自己、提升自己。

﹃
比
﹄
中
学
问

尹
浩
宇
（
江
苏
）

美好家园 汤青（安徽）摄

春天已经随着落花的香里渐

渐远去了，立夏飘然而至。夏天

一到，一切都变得绿意盎然了。

我 喜 欢 夏 天 ，在 这 炎 炎 的 夏 日

里，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如果能

吹过了一丝夏季的风，那更是一

件惬意的事。

每当在夏天的夜晚，泡上一壶

清茶，敞开心灵的窗口，让思乡的

月亮照进来，我的乡情就如同茶香

渐渐弥漫。城市的夜晚燥热难当，

我便渴望能有一丝风吹来，我在慢

慢等待夏风的到来。

离开故乡已经很多年了，可

是每到夜晚，我的心便随着一片

月光悄悄出发，乡情随月光向着

故乡洒去，到故乡的夜晚感受一

丝夏风的凉爽。久违了这些故乡

的风，是如此的熟悉而亲切，不管

从什么方向吹来，我都能深深感

受到你的呼吸。我们曾经有一个

约定，每年的夏天你都会陪我回

一次故乡。真想与你紧紧相拥，田

野里的稻谷就是我思乡的句子。

在故乡的土地上，是你为我思乡

的诗句插上了翅膀，吟唱在故乡

的田野间。

我清楚地记得，夏天的夜晚，

我们牵着你的手与伙伴们一起捉

迷藏，夜晚的萤火虫怕我们玩得

太久了，提着一盏盏小灯笼来给

我们照亮回家的路。我清楚地记

得，夏天的夜晚，我们牵着你的手

和那些蝉鸣对着村庄来一首经典

的大合唱。村前的小河弹着曲子，

柔柔的月光拨动思乡的琴弦。我

们是一群追风的少年，自由自在

地飞奔在故乡的田野上，累了，倦

了，就躺在你的怀里做一个香甜

的梦。

我常常在想，夏天的风一定与

故乡有关，就像我们的童年，风是

自由的，我们的童年也是自由的。

放纵自己的思绪，在夜晚中流浪，

伴着那皎洁的月光，伴着从故乡吹

来的夏季的风。思念的湖面，荡起

阵阵涟漪。无眠的夜晚，故乡的影

子，占据了我整个脑海，充满了我

整个心灵。

此时此刻，我只能全身心地感

受从故乡吹来的夏季的风。它充满

着故乡夏天的温柔，也充满着故乡

夏天的激情。夏天的风挥动着希望

的翅膀，抵达我季节的行程，无限

的感慨，亦总是夜深时，感受夏季

的风擦拭心灵，擦拭记忆，然后枕

着乡情入梦。

多少个夜深的晚上，我陷入了

一种沉思，把情感交给月光，寻找

从故乡吹来的夏季的风，在思乡的

情节中，我无法自拔。我是故乡飞

出的一只鸟，沿着月光就能找到回

家的路。我是故乡走失的一缕风，

怀里揣着无悔的情，孤单的身影，

行走在他乡。紧握岁月的锋刃，收

割一串串的乡情。

淡淡的宁静正是深深的清醒，

故乡吹来夏季的风的时候，我的脚

步已经起程，让记忆回归心灵，让

思念回归乡情。

故乡吹来夏季的风
于佳琪（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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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梯
揽
月
绕
奇
声

弹
琴
翠
竹
送
春
暖

一
地
阳
光
满
目
情

太
阳
谷
生
态
园

恬
夷
接
踵
访
雅
园

水
影
青
山
画
淡
然

凝
润
温
泉
游
子
醉

太
阳
朗
照
不
炊
烟

回
龙
天
坑
风
神
洞

舜
赐
崀
山
多
险
境

悬
崖
百
丈
探
天
坑

谁
人
破
得
此
中
谜

洞
中
精
灵
舞
翩
跹

临
江
仙
·
远
足

刘
国
强
（
山
西
）

远
足
相
逢
郊
野
道
，

春
光
和
煦
青
杨
。

欲
抓
黄
蝶
菜
花
香
。

酒
深
微
雨
歇
，

歌
入
秀
川
长
。

牡
丹
开
时
人
何
在
，

雁
归
无
奈
潇
湘
。

残
红
逝
水
涤
愁
肠
。

小
村
烟
火
，

燕
子
筑
新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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