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欢听风。风吹过大地时，发出的一
阵又一阵的声响，总是让我心动。

风起的时候，尤其是走在外面，静心
倾听，刚才还是一片静默，不经意间，耳
边已经是风声涌起。刚才还是风平浪静，
忽然，就起风了，树枝开始摇曳，头发和
衣衫也被风吹动了。不一会，风渐渐大
了，耳边有了清晰的呼啸声，若是风起云
涌，那么，一场雨就会说来就来。

那风，从小到大，大的时候呼呼作
响，风不停地游走着，吹拂着，不一会，
就会又偃旗息鼓，变成了时光静好。风在
世间万物之间自由地徜徉，演奏出了无拘
无束的乐章，这正是听风的妙处。

我喜欢听风，尤其喜欢一个人站在屋
檐下静静地听风。那一刻，心中的一切烦
恼都会随风远去，天地之间，只有风的吹
拂，在没有人生的纠缠和喧嚣。安静地倾
听着，不说话，就已经格外美好。

听风，是忙忙碌碌的心灵在寻觅一份
安慰。风声里，似乎弥漫着自己内心的呐
喊。快乐也好，伤感也罢，彷徨也好，欣
然也罢。听风的那一刻，只想让一切都随
风化成飘洒的雨，尽情拥抱未来的日子。

听风，是渴望倾诉的心灵在寻觅一个
朋友。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
群中，各种各样的目光，各种各样的表
情，渴望能有一个与自己真诚面对。痛苦
的日子里，哭，也是独自哭，快乐的时光
中，笑，也总是独自笑。听风，可以让全
世界都与自己一起或哭或笑。

听风，是奔波不停的心灵在寻觅一份
愉悦。脚步不停的奔波，时间久了就会感
到非常疲倦和烦躁。听风，让自己的心灵
自由放飞，让思绪在风里尽情撒欢，风声
可以吹走疲倦和烦躁的尘埃，还自己一颗
轻盈的心灵。

听风，是让自己的心灵倾听一首无
比美妙的乐章。宫商角徵羽的清音，都
在随心而发出动人的声响。想听博大
的，风里有天地俱澄澈的清音，也有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辽阔。想听婉
约的，风里有清风明月的清美，也有衣
袂飘飘的柔丽。倾听着风的声响，心灵
为之轻舞飞扬。

听风时的心情决定了风的节奏和风
格。好心情时听风，风是无比欢快而酣
畅的，是深入心灵的一种愉悦。心情不
好的时候听风，风是惆怅而无奈的，有
一份烦躁的思绪会从风里弥漫出来，扑
面而来，从头一直吹到脚。其实，我们
都知道，是我们的心情和思绪赋予了风
的喜怒哀乐。

听风的时候，心灵仿佛走进了一个院
落。人背负了太多东西之后，心灵就需要
找一个地方小憩，需要休息和放松，然后
才能轻松前行。听风的时候，就是在小憩
和放松。走得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远
方的远方还有远方，未来的日子还在前面
等着你，不要那么着急，也不要浮躁，更
不要沮丧和泄气。

宋代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一
词中这样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
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
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
滴到天明。”这首词写的虽然是听雨时的
心境，人生中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在雨中
体现出来，其实，听风也是如此，在不
同的时候听风，风就有着不同的境界和
格调。

听风，也是在倾听人生和光阴。
（王吴军）

听风

图书馆位于我市中心地带，五楼的成人借
阅处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文学、历史、理论、
营养健康等各类图书排放有序。

因为借书次数多了，时不时会翻到别人留下
的痕迹，一张卡片、一张照片、一张贴纸、一张图
画、一张明信片……在剪纸书里遇到剪纸，在折纸
书里遇到折纸，在素描书里遇到素描，这些有趣的
小事，很美好，也是我喜欢去图书馆的理由之一。

目光扫过一排排书架，当我看见那本《人
类群星闪耀时》，毫不犹豫地抽了出来，这是我
非常喜欢、非常想读的书，能遇到非常不容
易，我喜滋滋地捧回了家。

打开书我才发现，书中夹着一张小纸条！
“十四个历史故事，十四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瞬
间。不是每个故事都吸引我，但它也许是你喜
欢的。”几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位读者喜
欢哪几个故事呢？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这些
我都无从知晓，但我能肯定的是，留下这个小

纸条，说明一定是一位有趣的人。
这是一本借阅率非常高的书，这张小纸条

有幸到了我手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之
情，美好的情绪在舒缓延续。

当我看完这本书准备还回去之际，我决定
与“小纸条”做一个隔空交流，于是我在小纸
条下面写了几句话：历史总会不间断地创造出
许许多多崇高而难忘的光辉时刻，我们只需记
住它，今天我与这张小纸条的相遇，也是我人
生中的闪耀时刻！

这个“故事”没有后来。每次去图书馆我
都要寻找这本书，无果，它成了我心心念念的
书，我希望不管书在哪位读者手中，都可以把
这个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

还想说说另一个暖心的小事。有一阵子我
突发奇想学做菜，于是就想借书时顺手带一本
菜谱回来吧。那本 《精美家常菜》 吸引了我，
我随手翻看着，当翻到那道 《锅包肉的做法》

时，忽然看到在这里夹了一张纸，写的是对这
道菜做法的补充。“肉切片后，记得用刀拍一下，
肉质松散是关键”“记住，面糊用一半淀粉一半面
粉调制更酥脆，用量和肉一样多”。后面还用潇
洒的字体告诉我们，她是一位给家人做了三十年
饭的主妇，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那一刻我被感动了，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母
亲，眼角微微湿润。我还记得母亲是怎样制作一
日三餐的，一蔬一食，日复一日，她经年累月照顾
家人，用汗水与时间置换我们的成长，无怨无悔。

这是一张有温度的小纸条，我笃定地认为
这位主妇一定是美丽、温柔、善良的，也一定
是热爱生活的，也一定和母亲一样，所做的食
物不止有热气，更有温情与爱意。

忽然有个想法，我也可以主动在书中留下
“印记”啊，交流读书心得、画一张手绘小画，
这些无声的隔空交流，比网络里直接交谈更有
意思，更让人珍惜。 （夏学军）

书中有“风景”

初三的学生给我送来了毕业纪念册。那是
请专业的摄影公司制作的，厚厚的一本，图文
并茂地记录了师生这段难忘的初中时光。另
外，还分享了毕业纪念册的电子版。我打开电
脑，每个学生、每位老师的风采出现在屏幕
上。我想起了我的毕业纪念册，我的那些同
学，那些曾经共度的日子从我的记忆深处浮了
上来……

1988年，我读初三。临近中考前，班上开
始传递着毕业纪念册。正确地说，只能叫毕业
纪念本。乡村中学，大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一
般，作为毕业纪念本的册子，也就是平时大家
用的普通笔记本。如果有不同之处的，就是有
些细心的同学，会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画上一幅
画或写上几个非常有个性的艺术字，来显示自
己的与众不同。

同学小林，他的父亲是乡村有名的畜牧医
生，备受村民尊敬。从小耳濡目染的他，说起
乡村猪、牛、羊等的疾病症状与治疗方法、用
药要求等，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
地。于是，班上的同学在他的毕业册上大都写

下热情洋溢的类似的祝福语，如“祝你子承父
业，成为一流畜牧专家！”后来，小林真的成
为一名畜牧专家了。我们常常在他的朋友圈里
看到他奔赴各地讲学与农场指导的图片。

我那个毕业纪念本上，大家写的祝福语，
最多的是“妙笔生花的你，一定能够成就美好
未来！”因为我的作文写得还算过得去吧，有
数次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点评。另外，
初三上学期，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关于
唐诗、宋词的书后，莫名地喜欢且学着写了些

“打油诗词”，在同学中显得有点“另类”。不
过，那句祝福语的确美好，我至今难忘。

高三那年，市场上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毕业
纪念册卖。我也买了本，封面如绒布包的荣誉
证书一样，摸起来格外顺滑，内页的设计已模
式化了。相片、祝福语、地址、人生格言等都
有了固定的位置，青春的气息、飘逸的文字、
滚烫的话语、真诚的祝福，大家毫不犹豫地将
属于自己的那页纸填满了。那年，我有几个同
龄的朋友南下打工，书信中描述的生活让我心
之向往。同桌阿辉写下了他的祝福语：“梦在何

方，梦在南方！”
师专毕业那年，我们的毕业纪念册是由班

长负责，找专业公司定做的，如同一本书，简
洁、大气、美观。设计好的版式、格式，我
们手写一段送给自己、送给同学的文字，复
印、装订成册，人手一份。大家来自五湖四
海，同窗三年，有太多的话要说，要太多的
话要讲。直到分手在即、各奔东西的那一
刻，才真正明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
噎”的含义。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彼此铭
记，不长，就这一生。”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在南方工作生活了
二十多年。在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初三毕业生
后，我收获了一本又一本毕业纪念册。当然，
我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了。“春过已，共惜艳
阳年。”看着书柜中的数十本毕业纪念册，我感
慨万端。翻开自己的初中、高中、师专的那三
本毕业纪念册，曾经的人和事从记忆深处走
来，温暖着我的现在与将来：人海茫茫，相逢
不易，珍惜那些曾经一起走路的同学吧，珍惜
每一次难得的邂逅。 （甘武进）

三本毕业纪念册

艺 苑 采莲曲 周文静 摄

诗路花语

七月阳光起伏

这如火的代名词

蝉鸣把热浪一步一步掀高

荷香又把它们一点一点降低

风作为过客

修辞着蒲扇的出场

相比于荷这最美的舞者

交出身孕的玉米

有着慈悲之美

炊烟是坚守者

鸡鸣犬吠也是

萤火虫点亮梦里乳名

蛙语打捞起的是

乡情里最美的章节

（胡巨勇）

七月

情感天地

人生百味

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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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火花

图片内容：1、积极向上；2、吸引读

者；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4、附上图片

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注

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

信息。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hyjtbs@qq.

com 2、加 QQ1084748346 发送离线文

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幸福驿站

毒辣辣的太阳，火球一样扑过来。我站在
站台等车，心急如焚，口干舌燥。旁边的小卖
部门口立着大冰柜，我知道里面藏着炎热夏季
的诱惑。可我就像那个手里拨着佛珠，嘴里念
着“阿弥陀佛”的唐三藏一样，无半点尘心。
望着愁眉苦脸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我想
念一杯莹绿、清透的绿豆汤，就像思念曾经暗
暗喜欢过的那个人。

回到家，东翻西找，终于在米袋的后面发
现了绿豆。它趴在幽暗的角落里，独自寡欢。
是上个月或者更久点，去超市买米，看到一堆
深深的绿，心生怜爱，一并带回了一捧。然后
就随手扔在了角落里，它并非生活的必需品，
不像米。我探头望望米袋，已见了底。伸手向
里，拉出绿豆，拍拍外面塑料袋上的些许灰
尘。封口处的蓝色细胶带还紧紧地缠绕着，我
看见绿豆在里面一副淡然的表情。洗锅，开
火，我想熬那清香、去暑气、平心的绿豆汤。

忽然想起了绿豆的一些旧事。那时的绿豆
不在超市，在田间地头。大块肥田里没它的位
置，农人的心里有花生大豆占着，他们不指望
绿豆。因此，田地头，树下，又贫脊又结实，
就成了它的根据地。种子播下去，锄两遍草，
喷一次药，就完全丢开不理了。倒是它，顽强
得很，无论旱涝，总是长势蓬勃。

转眼，已结满碧绿的豆荚。由绿成黑时就
可以摘了。我喜欢剥豆荚，那绿盈盈的小豆子
从黑色的壳里蹦出来，让人感到欢喜。收获之
后，就搁在仓里自家吃。夏日里，母亲给我们
熬绿豆汤，煮绿豆南瓜粥；冬天，母亲把绿豆
磨成面，做绿豆糕，给我们当点心吃；过年
时，把绿豆打成糊糊，炸绿豆丸子，特香。因
了这小小的绿豆，平淡的生活有了盼望和精
彩。就像一幕戏，有主角，有配角，才算完整。

朋友亦是如此吧。一位多年的朋友，高一
时我们同桌一年，气味相投，相处甚欢。后

来，不同班了，每次见面都觉得特别亲切。再
后来，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再也没见过面，
只是偶尔淡淡地问候一下。然而，上网或翻看
手机时，看到她的头像或号码，总会有一种难
以言说的愉悦。有时情绪低落时也常常会想起
她，就像燥热焦渴时会想到一碗凉沁沁的绿豆
汤。有一次，向她聊起这样的想法，我们竟是
惊人的相似。原来我们都是被彼此藏在角落里
的绿豆呀!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淡，就像一粒微小
的绿豆，盈盈的，散发着清香，给人清凉爽心
的感觉。没有所求，给予的总是美好。这淡淡
的情怀，并非生命的必需，可是缺少它，就像
大海没有波浪一样，平庸乏味。

绿豆有“食中佳品，济世长谷”之称。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若是清淡得如一粒绿豆，那
应是最久最佳的交往方式吧。

（耿艳菊）

清凉往事 《难得一见》
一根玉米竟长在天花柄上，真是难得一见。

拍客：王会舜

《锦绣山河》
锦绣山河，大美中国。

拍客：汤青

《海边消暑》
海边游人如织，人们席地而坐，倾听阵阵涛

声，感受凉爽海风。
拍客：李仲

《夏日田间》
夏日田间，忙着插秧，呈现一派农忙的景

象。
拍客：周荣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