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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首无言的诗篇

诉说着生命的坚韧

与自然的法则

大雁啊

愿你们一路平安

抵达心中的乐园

（魏益君）

大雁南飞

诗路花语

我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小城里。小城生活用
一个词概括，就是“自在”。自在的含义很丰
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逍遥随意，闲适洒
脱。而且小城里的生活，让人感受到的是大自
在。大自在，意为尤其的自在，翻倍的自在。

小城的生活常常让我想到 《庄子·逍遥
游》 里的句子：“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
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
云。”世上最自由的事，就是像大鸟一样自由自
在翱翔，展现灵动轻盈的风姿。身在小城，我
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自由自在的大鸟。

按说广阔天地才会让人觉得更自在，所谓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小城的自在，
主要是因为她的小。因为小，城中的每个角落
我都是熟悉的。几条主路几条街，居民区集中
在哪里、政府机关在何位置，第一医院在哪
里、大型超市在哪里，包括各种各样的小店
铺，我都无比熟悉。闹市的小吃街，街角的书
店，胡同口的中医世家，拐角里面的药店，小

城边缘的青草地，我都去过。小城里的每一棵
树、每一株草、每一朵花，都像是种在自家庭
院里一样，有家常气息和质朴本质。

生活在小城，人特别有归属感。这一点比
较好理解，如同身在豪宅总觉得自己过于渺
小，没有家的那种可依赖可依仗的温暖之感，
而身处蜗居反而更有家的感觉。小城很小，小
得让你觉得整个小城都是你的，小得让你觉得
整个小城你都可以掌控。我的同学老董在北京
生活，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大城市的过客，不属
于那里。大城市太大了，大得你感觉自己像蚂
蚁一样渺小，卑微感因此产生。而小城里每个
人，都以为自己是小城的主人。我们底气十
足，内心笃定——人活着，踏实感才是最自在
的。

有人说，小城的生活节奏慢，人们活得更
从容。这一点我很认同，小城人总是不慌不忙
的样子，仿佛从每个人脸上都能读出淡定从
容。即使遇上急事，小城人的急跟大城市的急

也不一样。小城人的急是表面的，大城市人的
急是骨子里的。大城市的人都在追在赶，心里
每时每刻都有一种恐慌，生怕一不留神被人甩
出18条街。小城人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快慢随
心，张弛自如，是小城的节奏。

小城虽小，却浓缩了大世界。小城故事
多，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不过跟大城
市的“宏大叙事”相比，小城显得小情小调，
连各种情绪都是短暂的，来得快去得快。小城
人不会作茧自缚，不会矫情做作，不会陷入和
沉浸在某种灰色调中无法自拔。小城人是轻盈
的、灵性的，容易抽身而出，喜欢重新出发。
小城古老而有故事，积淀了几千年的历史沧
桑，是厚重深刻的。小城人的自在，源于参透
生活本质后的豁达和乐观。一座小城，无论横
向看还是纵向看，都值得人好好品一番。

世界很大，小城很小。小城人有行走世界
的勇气，也有回归小城的智慧。

（王国梁）

小城里的大自在

那日下班，我在街边从小贩那买了红薯，
晚上烤来吃，发现居然是红心的，又软又甜，
与家人分享后，都欢喜不已。红薯，实在是冬
天最好的食物，当主食、当小吃，或煮或烤，
味道简直“甜过初恋”。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
根”，红薯长在土里，当属“根”无疑了。小时
候家里的小院种了红薯，成熟后，奶奶便喊父
亲和小叔去“起”红薯，这个“起”，便是挖的
意思，从土里挖出来，那可是体力活。那时候
种的是白心红薯，淀粉厚实，口感是“干面”
的，常常吃猛了便噎住，有时还会噎出眼泪水。

从小至今，我都认为红薯最好吃的做法，一
定是烤。小时候烤红薯的方式，真是“又土又
野”，利用烧火做饭后的余恢，埋入红薯烘，效果
不亚于现在的烤箱，甚至更具天然的美味。母亲
用烧火棍将烤熟的红薯扒拉出来，红薯外焦里

嫩，皮肉分离，轻轻一剥便露出白色的瓤，香气就
开始迸发，一口咬下是如蜜般的香甜口感，叫人
欲罢不能。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冬天写作业时小手
冰凉，母亲将剥了一半皮的红薯递给我，嘱咐
我“小心烫哦”。我哪里顾得上烫手，红薯在两
手间来来回回颠倒着，嘴里斯哈着吹气，冰凉
的手渐渐暖了，一口一口吃下这“温暖”，周身
的寒意一扫而空。

前几年去南京旅行，在下榻的酒店里，早
餐居然有红薯稀饭，顿感一股“乡土气息”扑
面而来，深得我心。红薯打成泥状，白米煮得
软烂，二者融合后粥汤浓稠，旁边还贴心地放着
蜂蜜与白砂糖，随喜加入，趁热享用甚是美味。

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粥，不过那时
没有磨碎机，奶奶把红薯切成细碎的小丁，与
大米一起煮，也是一样的软糯，一样的好吃，

搭配奶奶腌制的小酱菜，我能连喝三碗，吃得
我心里“喜洋洋”、身体“暖洋洋”。

入冬以来，街边卖烤红薯的逐渐多起来，走
在路上，远远地看见冒着热气的大铁皮桶，毋庸
置疑，必是一个烤红薯摊。烤熟的红薯放在铁桶
上面，盖着小棉被，顾客来了掀起小棉被，挑一个
中意的。“老板，我要这个大的。”每次我买来吃，
都吃得不够优雅。拨开焦糊的外皮时，总有几片
焦黑的红薯皮粘在指尖，搓搓手再剥；总会有果
肉沾到外皮上，便不顾吃相啃下来；附在衣襟上
的碎屑，也要不时地掸去。可这些与红薯的美味
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不优雅就不优雅吧。

一念风起一念冬，红薯是令人心生温暖的
食物，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它还是用来怀旧
的，晚来天欲雪，红泥煨薯香，拨开红薯外
皮，那熟悉的香气仿佛能让人穿梭回童年，好
似笑着对我说“好久不见”。 （夏学军）

心有所“薯”
情感天地

鲜甜，是一种味道。鲜而甜，或甜而鲜，
是甜中蕴鲜，鲜里藏甜，不大能分辨清楚，口
能尝其味，却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很多滋味
是难以讲清楚的，譬如鲜甜，只是一己的体
验，似有不可言传之妙。

夏天，从荷塘里采到的第一个莲蓬，还没
有完全长好，颜色还是嫩嫩的绿。剥开莲蓬，
有些莲子还是瘪瘪的，瘪的莲子，随手就扔
了，它们漂在水上，悠然荡着。饱满一点的莲
子剥开，剥去翠绿的莲芯，味道鲜甜。嘴里还
在嚼着，又剥开了一个莲子。

六月的花香藕，只有孩子们的小臂粗细，
雪白而嫩，细而长。荷塘里的荷叶长得正好，
荷花开得也艳。顺着长而挺直的荷叶梗，把脚
伸进荷叶下的泥里，慢慢地踩着。脚在淤泥下
踩到硬硬的一截，便是尚未长成的花香藕了。
小心地踩着，踩去藕上的淤泥，用脚能摸清一
条藕的形状了，弯腰用手去拽，就拽出一段新

藕来。嫩白的藕，节间有黑黑的根须，不多，
可入画。在水里洗洗，咬上一口，鲜甜。

入冬，田里的荸荠叶枯了，藏在泥里的荸
荠也长好了。挖田里的荸荠，可以用铁锹，但
一锹下去，容易碰伤泥下藏着的荸荠，挖破了
的荸荠卖不掉，乡亲们舍不得看着那点到手的
收成有所折损，就徒手挖田里的荸荠。用手
挖，很辛苦。秋天，在荸荠田里灌上水，田里
就一直蓄着水。田里有水，田泥便是活的，用
手去挖会轻松点。用手挖荸荠一般在深秋，初
冬时。天气冷了，徒手挖荸荠，很冷，且手指甲和
肉相连的部位，常会被泥土撑裂开、冻伤，很疼。
后来，戴上胶皮手套挖荸荠，要好些了。

新挖上来的荸荠，洗净，颜色如漆器般光洁
好看，那是漆器中传统的荸荠色。新鲜的荸荠，
洗净，削去皮生吃，口感凉凉的，且多汁脆嫩，鲜
甜有味。天冷时，不宜吃过多生冷的食物。荸荠
也可去皮切成薄片或丝，用水煮开。水煮荸荠，

甜味稍淡点，像广东人煮的番薯甜水，鲜而清
甜。荸荠收多了，一时卖不完，表皮上和着一层
泥皮，放在晒场上晒几天，待表皮上的泥干透，放
在家里，可多储存些时间。晒过的荸荠，荸荠皮
有些皱皱的，吃起来比新鲜的荸荠要更甜更粉，
只是没有甜汁溢满口腔的那种满足感了。

初夏，小麦抽穗，村外沟边和土墙上的野
蔷薇也抽薹了，我们称之为小麦薹。掐下野蔷
薇的嫩薹，撕去其表皮，露出里面淡绿的嫩
茎，放在嘴里嚼嚼，清香而鲜甜。

春天时，我们常在山野里，或是路边的草
地上，摘一些野花。很多野花的花蕊是甜，我
们一朵朵地凑近嘴里，用舌尖舔舔，尝到一点
点鲜甜的味道，便开心不已。哪些野花花蕊上
有鲜甜的蜜汁，我们知道，却叫不出它们的名
字。至今，我还记得一种开许多蓝色喇叭状小
花的植物，它的花蕊鲜甜，且有一种好闻的植
物清香。 （章铜胜）

鲜甜
幸福驿站

冬天的旷野，空寂，苍茫，寥落，深
沉。天无边无际地空荡着，地无边无际地
辽远着，旷野上的一切都显得渺小了。其
实，旷野上真没什么了，除了几棵落光叶
子的树散落着。冬天的旷野就像一幅水墨
画，用简单的线条勾勒，用极淡的笔墨点
染，淡泊悠远，寂寞苍凉。长久伫立期
间，几乎让人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然而涕下”的感慨。

冬天是大自然的卸妆时刻，此刻的原
野不施粉黛，素面朝天，袒露本色。天地
悠悠，冬野苍茫，放眼望去，一派岑寂。
冬季苍灰色的天幕低垂着，大地的底色是
土黄色，整体色调显得黯淡了许多。虽然
有越冬的小麦点缀，但掩盖不了季节的底
色。行走在冬野，感觉到双脚与坚硬的土
地撞击的铿锵之音，有种独行天地间的壮
怀激烈之感。脚下的这片原野，曾经繁华
似锦，曾经精彩纷呈，曾经热闹非凡。

仿佛还是昨天，这片原野上还上演着
浓墨重彩的大戏。春天万物萌发，夏天草
木葳蕤，秋天果实琳琅。这里曾是热闹的
舞台，所有的生灵都竭力展示自己，你方
唱罢我登场，橙红橘绿不谢慕。鸟儿的翅
膀似乎还有滑过蓝天的踪迹，蝴蝶的舞姿
似乎还有翩然的影子，虫声的浅唱似乎还
留有断续的尾音，小兽的脚印似乎还未曾
淡去……可是，眼前的风景已经改变了，
一切都成了曾经的梦影，一切都只是深深
的怀想。德国诗人海涅说：“春天的特色
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
出最好的五月诗篇。”季节与季节之间，
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光无声，岁月轮回。冬天一到，大
自然迅速卸妆。偌大的原野以最快的速度
删繁就简，删除曾经的芜杂，以最简洁安
静的姿态展现季节的风骨。草木在一夜之
间枯萎，万物向季节俯首，挥手繁华，告
别辉煌，返璞归真。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展示的都展示
了，终于到了谢幕之时。幕布缓缓拉上，
原野回归本真，重新做回自己。冬野虽然
空旷，却是最舒服的阶段，如同一个人回
到自己的精神世界，独享一份安闲、轻松
和宁静。万物进入冬藏时期，开始休养生
息的过程。

草木以枯萎的姿态宣告妥协，但不知
你发现了没有。每一株枯萎的草木都怀着
春暖花开的梦想。它们选择在冬天枯萎，
为的是调整状态和积蓄力量，以便被春风
唤醒的时候蓬勃而出，再次创造辉煌。蜂
蝶们躲在温暖的原野深处，时刻关注着季
节的消息。它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花开的
芬芳，期待能够在冬天之后重出江湖。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是天道
运行的法则。藏，是大自然教给我们的人
生智慧。藏，是顺势而为；藏，也是为了
更好地露。学会藏，才能赢得长久。我们
也该学学大自然的智慧，懂得适时掩饰自
己的光华和锋芒，懂得默默积蓄力量，懂
得在人生的冬眠期隐忍和承受。只要信念
的种子不灭，藏的终极归宿便是春天时盛
大的展示。

岁月匆匆天地静，冬野苍茫万物藏。
我的心中，豁然明朗。

（马亚伟）

冬野苍茫万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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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阅读》
池塘边，女孩沉浸式阅读，与周围的环境构成

一幅宁静美好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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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扇》
飘逸太极扇，强身又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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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瀑布》
轻纱珠屏挂半帘，飘渺一线卷紫烟。

拍客：王泽民

《枫叶红似火》
高高枫树冲云霄，红红枫叶似火烧。

拍客：王会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