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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

2020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寻常
的一年。

年初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猝不及防，很多
人陷入恐慌之中。还好，我们在短暂的慌乱之
后，迅速调整了状态，全民参与到一场轰轰烈
烈的抗疫斗争中来。那场斗争，对我们来说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无数事
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越是在这种考验下，
越能激发出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族力量。我们全
民一心、同舟共济，一起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普通百姓居家过“宅生活”，而医务人员、警
察、军人等抗疫工作人员勇赴第一线，用血肉之
躯谱写了一首首英雄赞歌。那段时间，全国人民
都被一种精神和力量感动着、鼓舞着。

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放了长假，
生命中因此多出一段沉淀自己的时间。那段日
子，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审视走过的路，
再想想余生，觉得生命多了一种幽微难言的况
味，更加耐人揣摩了。其实生命的每一段历
程，都是充满艰辛的。没有一帆风顺的旅途，
没有永远晴朗的天空，荆棘与阴霾是我们必然

要面对的。有人说，2020 年是多灾多难的一
年。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哪一年不是
充满坎坷和挑战的？只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
今年显得尤为特别。

我们国家的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人们的
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可是，疫情带来的冲击
还在。上半年，表弟的饭店因无力支撑关门大
吉，在外打工多年的表姐也不得不返回家乡。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感慨：今年的钱真不好
挣，日子真不好过。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人类从古至今一直
是最富有智慧的，最善于在无路时开辟出一条
新路。谁没有经历过绝处逢生？我们靠聪明才
智战胜困难，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豪迈的赞歌。
表弟的饭店关门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
农产品运输。这段时间，他还准备搞直播卖货
呢，说要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如今，他
的生活不仅步入了正轨，还更加有声有色了。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表姐又回到了原来打
工的地方。她说，习惯了那里的一切，尤其是
那里的好朋友。大家都能安好重聚，就是最大

的幸福。
后半年，大家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除

了出行戴口罩之外，跟平日完全没区别。有一
段时间，邻省忽然出现确诊病例。但从政府到
百姓，都已经有了底气。大家有条不紊地应
对，疫情很快就控制了。这样一个小波澜，连
人们的脚步都没有打乱。生活照旧、工作照
旧、学习照旧，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我的
日子也过得平稳起来，尤其是后半年，在工作和
写作上收获都不小，小家庭也温馨和美。小幸福
牢牢握在手心里，就组成了人生的大幸福。

年终岁尾，我们都习惯回顾一年走过的
路。这一路，虽然走得不易，但每一步都是踏
实的，也是有意义的。而且所谓时代的尘埃，
根本没有成为落到每个人头上的一座山。我们
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是在岁月的河流中微微荡
漾了一下，便很快恢复了平静。生活被轻轻震
荡了一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岁月微澜，幸福犹在。我们都走在追寻幸
福的路上，所以幸福会在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路
口守候。 （王国梁）

岁月微澜 幸福犹在

盆景是一种艺术品，以植物、山石、土、
水等为材料，在盆中塑造大自然的景色，被
誉为“立体的画”和“无声的诗”。

在春秋季节，选择一个好看的陶盆或
者泥瓦盆，装上优质的土壤，将青枫、铁甲
樱桃、映山红等植物，择己所好栽入盆中，
定期浇水施肥修剪，一盆上好的盆景就制
作成功了。室内、室外、家庭、办公室、公共
场所等都可以放置盆景。

我更喜欢的是树桩盆景。当那些或遒
劲挺拔或小巧精致的树桩长成之后，可以
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而且，它们的形状
是随着你的想象力而不断变换的。在成行
的树桩盆景上，挂一只小小的千纸鹤，或者
一只小星星，便在枯燥之中平添了家和浪
漫的味道，让生活别具情趣。

盆景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
受，更是精神上的享受。定期浇水、施肥、
修剪，不断更新造型，是对一个人审美观的
考验和锻炼。同样一盆盆景，在不同人的
手中，会塑造出不同的形状和寓意。但是，
它们带给人的精神享受却是相同的。或者
愉悦，或者憧憬，或者怀念，或者安然。无
论你的心情好与不好，在盆景前，都会静下
心来，在老树虬枝间，在山石水土间，在花
儿朵朵间，逐渐放慢思绪，逐渐释然情怀，
逐渐步入生活美好、事事可期的佳境。

著名诗人苏东坡也是盆景爱好者，作
过多首咏盆景诗。其中一首“五峰莫愁千
峰处，九华今在一壶中；试观烟云三峰外，
都在灵仙一掌中”，便简单而深刻地勾勒出
了盆景的美妙之处，诠释了千姿百态的盆
中乾坤。一茶一书一笔墨，在这千峰云烟
之间，尽享人生的波澜壮阔与恬淡，该是何
等的胸怀、何等的雅趣、何等的大智大慧。

现在，盆景已经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
独享。家庭、办公室、公共场所，都有盆
景。在办公桌上，摆一盆文竹或者台湾竹
的盆景，这一天的工作状态都会大好，精神
饱满。在超市的门口摆两大盆发财树，树
上再系满红布条，红红火火，寓意生意发
达，经久不衰。在医院的服务台前摆上不
老松或者山石，寓意生命的平安长久与
厚重。

盆景可大可小，可名贵可普通。在仙
人掌上嫁接蟹爪兰，在龙骨上嫁接三角梅，
都是观赏性很强的家庭盆景。营造一间简
单的书屋，案几上笔墨信笺，一盆精巧的假
山盆景，吟诗作赋之余，还可以将手中之笔
横陈在假山上，视野该如何不开阔，下笔该
如何不有神？

炎热的夏天，摆弄几盆青翠欲滴的绿
植在室内，假山葱郁，别具清凉在心头；寒
冷的冬天，在室内放置几盆各种颜色的多
肉盆栽，便体会不到数九隆冬的彻骨之寒。
好心情的时候，在盆景前诗意盎然，如窗外
明媚的阳光；坏心情时，在盆景前沉淀思绪，
心情渐渐舒展开朗，如烟往事俱忘却！

盆景不仅仅可以给烦躁的情绪减压，
更能够剔除毫无意义的思想垃圾，让自己
始终保持明朗、乐观、积极的态度。

（程应来）

盆景雅趣

转眼2021年就要到了，过新年了，喜欢在桌
上放一本台历的人，又要换一本厚厚的新台历了。

台历原本是大众记时备忘的工具，但我却喜
欢常年与台历相伴，喜欢把桌上的台历当书读。
因为在我看来，台历里面的很多小文章，能折射
出人生的很多道理，因此常翻翻、多看看，久而
久之，会从中得到新的感悟和启示。

常年与台历相伴，首先会感到时间的珍贵。
过去人们常说，时间无常态，既看不见也摸不
着。有了台历这本书，无形的时间变得有形了，
抽象的时间变得具体了。小小台历牌，365张，
一张为一天，一本为一年。人生百年不算短，但
与历史的长河相比，实在是白驹过隙。对于时
间，古今中外，许多仁人志士都有过高论。既然
时间如此易逝，像奔腾之水，一去不复返，我们
有何理由不去珍视？当办公桌上台历牌一张张翻
过、一天天减少时，岁月的无情、时光的残酷已
给我们提出了忠告：爱惜时间吧。因为，爱惜时

间，就是爱惜生命。
常年与台历相伴，人生会充满正能量。人生

在世，就要积极进取，要进取，就不能没有志
向，志不强者智不达。同样，没有正能量，就会
无所作为，没有斗志，对一个人来说，就等于没
有灵魂。为希望而努力，既需要“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更需要珍惜光
阴，跑赢时间。翻开历史的长卷，凡为人类作出
过突出贡献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时间的主宰者。
毛泽东同志最喜欢读书，一生中不曾须臾离开过
书。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读
书学习；鲁迅先生也是一位学习“狂人”，他把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了。常翻台
历牌，你便会时时提醒自己：“盛年不再来，一
日难再晨。及时多勉励，岁月不待人”。只有以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去追求、去拼搏、去奋斗，才
能不负大好时光，获得事业的成功。否则，只能
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在这里，台历牌变

成了事业的助推器。其作用可谓大也。
常年与台历相伴，人会变得博学多才。台历

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宝库。它所链接的知识点很
多：有公历记年法、农历记年法、公历的节日、
农历的节日、历史上的今天、闰年、闰月、二十
四节气、十二属相、数九、三伏，等等。如果把
台历上这些知识都掌握了，那就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情。另外，这些年台历上还增添了许多附加
知识。比如，有菜谱台历，每天一种菜肴的做
法；有故事台历，每天一个小故事、小童话；还
有处方台历，每天一个治病的小处方等等。如果
你是个有心人，每天跟着台历学做一种菜肴，学
讲一个故事，或学会一个小处方，那么一年下
来，你将学会365种菜肴的做法，会讲365个故
事或童话，能掌握365个治病的小处方。不算不
知道，一算吓一跳。看来，把台历当作一本书来
读，不仅能开阔视野，还能增长不少知识。

（钱晨）

梅有暗香来

寒冷的日子里
仿佛有母爱一般慈祥的目光
落在我的身上
冬至到了
让我忍不住想起了故乡
和我的母亲

在冬至的日子里
吃母亲包的饺子
不冻耳朵
这一刻
我的心颤抖着
沉浸在深深的感动里

冬至
如期而至
冬至
让我回忆着
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饺子的情景

在冬至的日子里
我默默感知着
曾经的温馨记忆
那一刻
一份柔柔的情愫
悄然拥抱了我
和我一起入梦

冬至
有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
映照着
我的眼睛
温暖着
我的心房
照亮着
我的未来

（王吴军）

冬至

《大粮仓》
墙上绘制了一幅大粮仓的图画，粮食丰收的场

景跃然墙上，画面生动形象。
拍客：王会舜

《平安是福》
家庭幸福平安日，经济繁荣大有年。

拍客：粤梅

《窗里窗外》
花窗内外，一摆一拍，仿古写真就此定格。

拍客：穆平

《绚丽“中国结”》
从高空俯瞰，城市的道路犹如一个巨大的中国

结，让人赏心悦目。
拍客：王慧

一处建筑，我喜欢先看它的窗。刘熙在
《释名》中如是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
聪明也”。窗是建筑的眼，透过窗，我们可以看
到四季变换。

喜欢苏州园林的窗。你总会惊讶，那窗是
否挂着一幅画，而画的名字就是自然。传统的雕
花窗，细致唯美。而窗外，几株竹子，挺拔而翠
绿，那么惹人怜爱，仿佛只等着书画家写下落款，
再盖上红色的印章。有的窗外是一堵白墙，可是
偏偏有几朵花开，花开得那么嫩，花瓣吹弹可破，
让你感觉那墙也不惹人厌。而有的窗外，定是湖
水柔波荡漾，一座假山耸立，一条小船摇曳，还有
几朵花嫩生生地绽放。一切似乎在窗外形成了
最曼妙的画卷，让人暗暗称妙。

坐火车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仿佛
透过那里的窗，我可以一路感知不同的风景。
喜欢看窗外的人间滋味。火车一路从北方开往
南方，窗外的风景也一路花开。火车经过一个
不知名的小镇，有人背着箩筐，似乎兴致勃勃
地去赶集；在农村的小路上，几个淘气的孩子

在一个小水沟里“扑腾扑腾”地打起了水仗。
这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可以如此自
由、快乐，心中竟有了小小的羡慕。我喜欢深
夜里，坐在火车靠窗的位置，感受着火车呼啸
而过，而窗外远远的地方，一盏盏温暖的灯亮
着，那里一定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一扇窗，是一份梦境、一缕诗意。平时居
家的时光，我喜欢在窗台上种各种各样的花花
草草。花草不求名贵，但是在我眼中，它们是
通人性的。亦如汪曾琪先生说：“如果你来访
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细细想来，我们的心也如一扇小小的窗。
能远观，亦能回首。当我们开心时，打开心灵
的窗子，可以看到精彩的世界。而当我们倦怠
时，关上，任自己缓缓沉淀。

即时窗外没有风景，又何妨。画家黄永玉
曾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小屋，心情十分落寞。房
间很小，窗子已经生锈，好像牢房一样。窗
外，只有一堵高墙。人的心，也仿佛也窒息一
般。黄永玉拿起画笔，在自家的墙壁上做画。

他画了扇大大的窗，足足有两米长，涂抹出无
数的繁花绿叶。人只要一进屋，就感觉到了春
光明媚。他还画下了大片的荷塘，荷叶田田，
荷花如出水芙蓉，或粉或白，仿佛让人闻得到
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心灵的窗子打开了，痛苦和磨难似乎都已
经风轻云淡。从此，无论生活如何阴霾密布，
他总能推开自己心灵的那扇窗，让阳光投进
来，自己也变得乐观、豁达。他 50 岁学考驾
照，70岁跑去意大利游学写生，80岁给《时尚
杂志》做封面模特，93岁还开着红色法拉利去
飙车。人说，他是活着的中国近现代史，一个
现实版的周伯通，一个有趣的灵魂。

后来，黄老先生说过：“窗外风景总是变
幻，不论打雷、落雨、刮风、天晴，都非常吸引
我。人的每个阶段都会打开不同的窗子，一扇窗
子，就是一种心境，你可以慢慢体味，决不要悲
观气馁。”听闻他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

如果窗外没有风景，就推开心灵的窗。窗
外，总会精彩无限…… （王南海）

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