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对二十四节气情有独钟，一边感叹着
古人的智慧，一边喜欢着不同的节气。

清明和谷雨是我印象最深的节气，因为我
们那里产茶，最著名的要数明前茶了。清明前
后，在忙着种瓜点豆时，茶事一刻也不能耽
误。清明之前的茶是论芽来采摘的，味道格外
醇厚。清明到谷雨之间的茶叶，品质高，卖相
好，自然抢手，不过得与时间赛跑，几乎是一
天一个价格。谷雨一过，茶叶疯长，茶的味道
就慢慢变差。所以，要喝到好茶，就必须赶时
节，不然错过了节气,再好的手艺也做不出。

我在学校教书时，业余种点蔬菜，由于不
懂时令，收成并不好。有次利用暑假时间开了
荒，种了点茄子。当时已经到了小暑，天气自
然开始炎热起来，不少茄子苗都被阳光灼伤
了，活下来的长势也不太好。到立秋后，总算

生长了，可是要到结茄子时适逢霜降，导致一
只茄子也没吃到。后来听父亲说，茄子要在谷
雨后下种，再等立夏左右移栽，这样保证能结
出大颗大颗的茄子，一直结到霜降。原来是我
不懂时令，总以为播下去就有收获。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佩服二十四节气，也慢慢悟到，
时令是有“密码”的，不懂得她就没有收获。

我比较爱美，不喜欢穿厚重的衣服，哪怕
是冻得牙齿打架，也犟着说不冷。前年冬天，
我到冬至时，还只穿一件毛衣，不肯加衣服。
实在太冷了就用取暖器，心想年轻抗抗就过去
了。后来得了重感冒，浑身发冷，高烧不止。
感冒好了后，关节炎又犯了，医生说是没有保
暖导致的。我终于知道节令的厉害了，从此以
后，我一直牢记着时令，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与时令相违背。

一 年 有 四 季 ， 有 不 同 的 时 令 。 春 季 播
种，夏季耕耘，秋季收获，冬季赏雪。人的
一生，也有四季，童年无忧无虑，不需老
成；青年求知创业有朝气，不需暮气；中年
承上启下，无需轻狂；老年豁达颐养天年，
无需遗憾。我常常想，人生的四季是不是也
有相应的节气呢？

谈到人生的节气，我倒想起毕淑敏的一句
话——“春天的时候就做春天的事，去播种；
秋天就做秋天的事情，去收获。”年轻年老，都
是生命的流程，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到了人生
的哪个季节，就去做那个节气的事，才不违反
时令。

这么说来，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她独特的
时令“密码”，让人敬畏。

（赵自力）

时令“密码”
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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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驿站

抚琴。这两个字总是让我有着别样的心情。
抚，不是漫不经心的接近，不是毫无情意

的把玩，不是不牵不挂的无心，而是一颗灵魂
都眷恋于每一根弦上，每一声的琴音里。

琴弦一动，心就跟着一动。
翻开古老的线装书籍，我看见了抚琴的少

女，白衣飘飘，青丝如墨，纤纤素手在琴弦间
回旋若和风拂柳，整个人犹如是一朵沉浸在春
意里的花蕊，一阙赏心悦目的小令。

让我铭记于心的，不是纤纤素手，不是白
衣飘飘，不是春意里的花蕊，而恰恰是那能被
抚出动人音韵的琴。

声声琴音声声思，诉尽人生喜与悲。
琴的音色，如潺潺流水的清响，如珍珠落

玉盘的清脆，一旦声音飘出，便是引得沉鱼出
水听、明月俯首看。琴的灵魂，想必是女儿
身。心如琴弦，心弦拨动，便会有情思袅袅，
婉丽而细腻。女子的足音也似琴声之美，女子
轻盈而行，总是步步生莲，亭亭玉立。抚摸着

琴身上那些木质的美好，多想在古代里，抚琴
之后，为心仪的女子含笑描眉，为心仪的女子
略施粉黛，然后，我端坐抚琴，我心仪的女子
为我绣着人间山水。

可惜，我没有生活在古代，我来得晚了。
抚琴的人，身上总是洋溢着一股清雅而柔

美的幽兰之气。轻抚慢弹抹复挑，声声含情声
声慢，悦耳的清音飘逸而出。琴是经不住男子
的蛮力的，然而，琴却又能唱出激越大气的曲
子。因此，琴是外柔内刚的，能够如此，琴没
有辜负红尘千年的眷顾。

琴与瑟是心有灵犀的知己。琴瑟和鸣，然
而，琴却永远不抢不争，不骄不躁，心素如
莲，独有一番韵味。琴总是只等着彼此懂得的
人，一起在清风里欣赏出水芙蓉。琴总是只等
着和自己彼此相爱的人，固守一隅也好，一起
走过千山万水也好，在滚滚红尘里谱写一曲春
意融融蝶恋花。

竹子的清幽情怀是琴声，山泉的清爽脆响

是琴声，诗词的平平仄仄亦是琴声。
人悲则琴声悲，人喜则琴声喜，然而，不

论人的情绪如何，琴却声声韵韵都不会失去了
自己的本色与主见，若是有人试图玷污琴的清
雅，琴宁愿断弦，也不随波逐流。

纵然如此作为显得狠心，可是，这样的坚
毅才会是琴。不会是二胡，不会是琵琶，只是
琴，只是风格卓异的琴，是千年传颂的琴。

月光皎洁清风吹，轻抚琴弦有所思。
我知道，在夜阑更深的时刻，总是有人在

温一壶茶，披着月光，坐下来，慢慢地抚着
琴，静静地等着那么一个相知的人，相守一
生，不离不弃。

一个深情抚琴的人，一把在抚琴人的手下
流淌出悦耳清音的琴，彼此相映，彼此生辉，
人与琴之间有着一种互相懂得的相知，有了这
样的相知，抚出的琴声才是真正的无比清越、
沁人心脾，才是真正的动人心弦、美妙无穷。

（王吴军）

抚琴

情感天地

冬天一到，感觉时光的脚步都放缓了许
多。就像是一段漫长的行程，快马加鞭朝着目
的地进发，开始的时候停都停不下来，仿佛时
光在你身后催着赶着。春天播种，夏天耕耘，
秋天收获，一刻也不敢懈怠。等走过冬天的时
候，忽然间觉得完成使命一般，特别轻松。在
缓缓流淌的冬日时光里，适合过一过慢生活。

冬天放慢生活节奏，我们会觉得天经地
义，心安理得。大概因为农耕时代留下的根深
蒂固的习惯，所谓“冬闲”，就是冬天农事较少
的时节，人们习惯在这样的时候过一种休闲的
生活。这种生活方式顺应了天时，顺应了事物
发展的规律。

冬天里万物都开始休养生息，以比较静态
的方式度过漫漫长冬。高天空阔，大地深沉，
田野寂寞，山河封冻，草木凋零，庄稼沉睡，
虫兽冬眠。一切都切换成“入冬模式”之后，
整个世界就仿佛进入了一首慢节奏的轻音乐
中，人们紧绷的神经自然就放松下来，马不停
蹄的脚步也放慢了许多。人们在冬天，心情总

是有些闲适的。另外，冬天白天短，夜晚长。
对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习惯的人们来
说，白天是匆忙和动态的，夜晚是清闲和静态
的。虽然一天二十四小时永远无法改变，但清
闲安静的夜晚时光多了，就会觉得日子慢了下
来。

冬天的早晨，太阳出来晚。日月星辰仿佛
也遵守着大自然的某种约定，不再催促人们，
而是以缓慢轮回的方式提醒人们放慢生活节
奏。我总想起小时候，那时我在祖母家睡觉。
冬天的早晨，暖被窝里真舒服，我赖着不想起
床。慈爱的祖母总是纵容我：“睡吧，再睡会
儿，太阳还没照过来呢，不着急！”勤快的祖母
则早早开始做早饭，饭做好了我再起床。

冬天里小孩子懒散一些，大人不计较。因
为他们也开始享受慢生活了。祖母会用一个上
午的时间准备一顿午饭。她慢条斯理地收拾着
大白菜、胡萝卜，准备包饺子吃。冬天以前祖
母的动作总像是快镜头一样，有祖父催着她播
种、锄地、收麦、收玉米，她做饭神速，切菜

的时候菜刀在案板上发出“当当当”密集的响
声。而到了冬天，我觉得那“当当当”的声响
都慢了，有时还会有几个“休止符”。饺子包好
了，我们慢慢吃，惬意地享受一顿美餐。

祖父经常整整一个下午坐在屋檐下，他晒
着冬日暖阳，有时听听收音机，有时独自哼着
戏词。冬日的阳光暖得让人昏昏欲睡，有时祖
父会坐着打个盹。忙碌了三个季节，终于可以
歇歇了，他尽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时光缓，冬日慢。那样的冬天，慢得那么有味
道。那种味道，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诗和远
方”的味道，就是在艰辛的生活之余，把握住
的那一点点的温柔时光。辛劳的人们，会在冬
天犒赏自己的身心，让心灵变得轻盈而诗意。

如今，我在城里生活。我的生活节奏很
快，压力也不小。但到了冬天，我依旧习惯放
慢生活节奏。虽然不能做到每天享受冬日慢生
活，但我会可以抽出时间来让自己放松和解
压。时光缓，冬日慢。岁月深深，人生有味。

（马亚伟）

时光缓 冬日慢

诗路花语

从金秋飘进初冬

芦花的身姿白了

一朵朵如雪

妆点着初冬的意向

芦花

张扬着不屈与倔强

踮起高高的脚尖

向着一个方向远眺

那是走进冬天的气场

和对秋的深情眷恋

有雁阵

从芦花的世界飞过

芦絮飘飞

雁鸣声声

温暖着故乡的天空

芦花 一个归乡的坐标

系着游子的心头

芦花 一枚洁白的头饰

插在初冬的发梢

（魏益君）

初冬芦花白

人生百味

一直觉得母亲不显老，还是年轻时那
样，做事风风火火，用不完的热情，腿脚
比我还麻利。

带母亲爬长城，她和孩子一直走在前
面，我反而落在他们后面。背包她也要背
着，台阶陡的地方她还要回头关照我。回
来后，我腿疼了好几天，打电话问她，她
说不疼啊，一点没事。

小弟结婚，是父母心中的一件大事。
在老家办，母亲和父亲提前十多天赶回
去，忙忙碌碌准备，没有一刻歇着。我们
回去的时候，家里都准备妥当了。我一到
家，父亲就给我说，你妈自己买了一条红
裙子，很合适。

印象中，母亲从来没穿过裙子。想想
也在情理，她一直忙忙碌碌，哪有机会和
时间穿优雅的裙子呢？她回老家之前，我
给她商量买礼服的事，我还按她的习惯去
思维，说给她买一套红上衣，黑裤子。她
一下否定了，要旗袍。

我有点惊讶。然而想想也还是在情
理，儿子的婚礼上，要庄重讲究。惊讶之
后很是开心，给小妹打电话说这事，你
看，咱妈心中年轻着，还有一颗爱美的
心。

穿上红裙子的母亲喜气洋洋，显得更
年轻了。尤其是婚礼那天，从没有化过妆
的母亲经化妆师一打扮，再穿上典雅的旗
袍，简直年轻了十岁，站在热热闹闹的亲
朋好友中间，她的那些同龄人中，我们都
很自豪母亲是那样的年轻优雅。

如果不是看到了手机相册里的一张照
片，我还是觉得母亲很年轻，时光很缓
慢，我还是在母亲的羽翼下不知风霜雨
雪。

那是我的小孩刚出生那年，我不会照
顾，就住到了家里，母亲帮我照看孩子。
那是一个秋日的上午，母亲抱着孩子坐在
堂屋的沙发上，我拍下了这样一个平常的
情景。母亲穿着湖蓝的毛衣，头发黑油油
的，轻轻笑着。原来母亲那时更年轻！

相册里还存着母亲近来的一些照片，
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才惊觉，母亲一天天
在老去。现在的母亲比过去胖了，脸上的
皱纹多了，头上的白发多了。

时间似乎在眨眼之间就翻开了新的篇
章，看那张照片，我带着幼子住在家里，
仿佛是昨天的事，一转眼，我的孩子比我
都要高了。

和母亲视频，每回都说上很久，东说
说，西聊聊，说说孩子，长得真快，衣服
小了，鞋子小了。絮絮叨叨，话永远说不
完。

前天视频，她问身后的沙发上搁着的
两摞东西是不是书。她不由得感慨起自己
这辈子不认字吃的亏，到现在不认识字依
然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她依然
在追赶着这个时代，努力学会用微信，写
自己的名字。

每个人都有一本时间之书，记录下我
们走过的岁月。母亲的时间之书有长长的
一部分是儿女们见证着的。

（耿艳菊）

时间之书

《近大远小》
小小的蒲公英竟把远处一棵大大的树冠遮住

了，这就是近大远小的视觉效果。 拍客：王会舜

《蝶恋花》
蝴蝶在花间飞舞，构成一幅“蝶恋花”的美丽

画卷。 拍客：洪北燕

《书海畅游》
静静的午后，捧起书本，享受阅读的快乐。

拍客：穆平

《“黄金大道”》
银杏大道华丽转身，变成了一条“黄金大道”。

拍客：罗时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