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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在《大雅·生民》里，“禾役穟穟，麻麦幪

幪，瓜瓞唪唪”，让人读到《诗经》中农业生产

的主题和意向。麦，活跃于历代文人的笔下，

它在杨万里的“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在

郑獬的“小麦深如人，澶漫不见地”，在陆游的

“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在韩元

吉 的“ 麦 穗 雨 晴 迷 野 岸 ，桃 花 风 急 满 溪

流”……麦，带着乡村田园的泥土气息，合着

灵韵的微风，扑面而来。

那无边的绿，描摹着的希望和努力。电

动车驶过田埂，我坐在村书记的身后，一路从

《诗经》神游进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

放眼望去，漫无边际的麦田中，赫然立着

一间白色小板房。电动车驶到小板房门前，

下车细细打量了一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是了，小板房的主人，是这片麦田的“守

护者”——外地人，在我所驻点服务的梁垛镇

沈倪村，承包了几百亩地，种植小麦。停下来

细看，我才留意到小板房附近的小麦，有的歪

七扭八地倒成一团，有的身上长满了“黑点”，

更遑论这周边几百亩地的小麦是何真实

状态。

村书记重重叹了一口气。朴实纯粹的

人，总是格外心疼大地的作物。她告诉我，这

位种粮人，特别忧心，人虽然就在兴化，却也

无力及时赶来管理这成片的麦田。

疲累的身躯，沉重的步伐，是走在前面

的村书记投射在我眼帘的执着。刚值完夜

班的她，一刻不歇，接到电话求助就立马前

往省道出口，接回这位在高速口因车遇故

障而滞留的种粮人。想不到到了现场，几

经电话联系，这位种粮人的车，竟停在距离

出口4 公里远的地方！别无他法，村书记只

得步行。

在有些人眼里，4公里，或许只是一段轻

松长跑的距离。然而，于这位村书记，却是一

场考验。七年前，她曾遭遇一起严重的车祸，

全身多部位粉碎性骨折。当年因胯骨未完全

长好，留有不小的后遗症。而走完这4 公里

之后，她的脚步变“瘸”了。我很心疼，她却不

以为意，说人可以“瘸”，责任不能“瘸”。

等到把种粮人接到麦田里的小板房时，

已临近黄昏。许是看到了麦田因疏于管理而

出现的各种“毛病”，种粮人内心焦灼，在倒车

时一着急，错把油门当成刹车，“哐”的一声，

车屁股撞到了小板房上。门歪了，我一时看

傻了眼。

“老唐，你别急，打理麦田也不能急这一

时半会，你先把车上的东西搬进屋，我去找人

来给你抬车。”村书记安抚着种粮人的情绪。

手头刚忙完，她先生和村里的副书记也带着

工具赶到了现场。几经尝试，几人终于在千

斤顶的帮助下，把车从田埂旁的凹陷里“解

救”了出来。

落日已忙不迭地跌入地平线，而这一日

的零碎并未完结。我有点累，但我知道，有人

比我更累。

回村部的路上，目送我们离开的，仍是那

片无边无际的绿色麦田。驻村也有段时间

了，我却不曾有机会见过小麦的花，是哪般模

样。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读到，小麦的花，开

花时间极短，只有一刻钟左右。它开花，不为

漂亮，也不为炫耀，只为授粉结果，实现“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诺言。

念头回转，那踏实肯干的村书记，何尝不

像这小麦花，默默无闻，在村里无声地尽自己

的全力。她和每个基层干部所付出的每一次

努力，或许只是这宏大时代背景下，不起眼的

微小笔画。可这，又怎会妨碍他们成全自我

内心的英雄梦想。

汉代文学家刘劭云：“聪明秀出，谓之英；

胆力过人，谓之雄。”在物华天宝的中华大地

上，英雄如天上星群，数不胜数。正如贝多芬

所言，在全人类之中，凡是坚强、正直、勇敢、

仁慈的人，都是英雄。这场驻村之旅让我明

白，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普通身边人，每一个触

动人心的感人瞬间，都是英雄的诗歌。

眼前似有风，又将麦田的那片绿拂到眼

前，带着湿意在眼里翻滚。我再次沉到《诗

经》中，静静聆听，这人间物语。

最近接待了一位老同学，又被一位老

同学接待，都是二十几年难得一见。不知

道她俩对老同学的定义是什么，我感觉老

同学就是害怕对方不来麻烦自己，又害怕

自己麻烦对方的单向奔赴。没有线下近

在咫尺的守护，没有线上嘘寒问暖的热

络，却有着不期而遇后为对方跑前跑后的

不遗余力。

老同学突然到访的那一天，我没遍的

给她打电话，担心她分不清东南西北问不

清路找不对人办不成事儿，各种碎碎念。

能够抢在她下午返程前带她撸个接地气

的大串儿喝杯假斯文的咖啡我特别知

足。见面后我顾不上理会跟她随行的张

姐，即刻给了她一个二十年首次再见的熊

抱。那短暂的三个小时，我们的兴奋劲儿

不亚于大学时课上课下的相守。

我突然拜访老同学的那几天，她没遍

的给我打电话，担心我订不对酒店买不到

门票看不住孩子甚至吃不够榴莲，各种碎

碎念。能够抢在我返程前带我吃最好的

海鲜自助，给我准备几天都吃不完的新鲜

水果，并包揽了接送站的重任让她特别知

足。见面的几天都是工作日，她为了陪我

显而易见的迟到早退让我对这顶配的地

主之谊受宠若惊。

接站途中，女儿第一次见到老同学，

她偷偷的对我说“汕子阿姨真温暖”，又偷

偷的对老同学说“你要是我妈妈多好”。

我们笑小朋友的天真无邪，把孩子的话当

成了趣事儿，其实孩子的判断往往比大人

准，她想主动靠近的人从来都值得托付。

小朋友的社交能力真的了不得，俩娃娃从

陌生到熟悉只用了几秒钟。看着孩子们

撒花玩耍，我们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莫愁前路无知己”，有了老同学，我

不再担心前路无知己，毕竟老同学们足够

点缀我的来路；“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了老

同学，我不再遗憾酒乡也怕巷子深，毕竟双

向奔赴的同学情谊足够点亮我的前路。

相聚过后，我们又回归了各自的日子，那些

早先少年时的青涩，却愈久弥香，单是一

想，便嘴角上扬。我想在老同学这儿，没有

什么“蚊子血”“饭粘子”，如果有，当为我是

你的“朱砂痣”，你是我的“床前明月光”。

闲暇时逛博物馆，对一个

展馆里的几件器皿文物印象

极深。它们件件制作精良独

特，不论瓶身、把手，还是壶口

都有着流畅的弧形曲度，在灯

光下呈现出婉约的美态，好似

一个柔而有力的女子，在时光

的长河里顾盼生姿。不禁想

起曾在哪看到的四个字：以曲

为美。

清代文人龚自珍曾写道：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他

描写的是梅花。意思是说梅

以枝干弯曲为美，笔直的反而

就没有风姿。是啊，冬日里的

那些梅，即便风雪肆虐，但却

以其虬曲苍劲的枝干在风雪

中傲然独立。它的弯而不折，

不仅让自己顶住了寒风雨雪，

还别有一番别致的娇媚。除

了梅，大自然中不乏这种以曲

为美的景象。那成熟的稻穗，

低着头，弯下腰，在风中摇曳

轻摆，长长的弧线涤荡着数不

尽的风韵；那远方连绵起伏的

山脉，重重叠叠，雄伟壮观，恰似一条飞龙横卧天边；还有那

蜿蜒奔腾的河流，一路曲曲折折，东流到海，用自己“九曲回

肠”的震撼谱写一首生命的赞歌。

除了这些自然景观，在舞蹈中也讲究以曲为美。跳舞

时，手臂、身体和腿需要不断地延展，表现出以圆为中心的弧

线美，而人体则在一个又一个连续的弧线中完成线条的流动

美，这才产生了舞蹈的视觉美态。

相比较直线的有棱有角，曲线呈现出来的美更柔和、更

内敛，也更具有力量，这在人际交往中同样适用。俗话说“以

柔克刚”，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在一件事情上退一步“曲线救

国”，往往会海阔天空，获得圆满的结局。

我的朋友老赵，便是深谙“以曲为美”之道的人。十多年

前，老赵还是一家水泥厂的业务员，在一次合作中，老赵按质

按量给对方工地发运了水泥，但没几日，对方业务员却跑来

大吵大闹，说老赵提供的水泥以次充好，让工程不得不返工，

造成了损失，公司要扣他工资。老赵沉默片刻，随即自掏腰

包将其扣款补给了对方。老赵的同事都很不解，明明他没

错，为何不解释，反而服软。老赵说，现在与其争辩，无非就

是吵架，只有先缓一缓，把事情调查清楚才能真正解决问

题。后来经过走访调查，最终发现是对方的材料保管员私自

更换了水泥。那位业务员自觉有愧，不仅把钱还给了老赵，

还一直介绍同行与老赵合作，渐渐地，老赵积累了足够的业

务资源，没几年就自己开了一家水泥批发部，经营得风生

水起。

有人说：“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弯腰。”生活中，相比那

些动辄因小事就大吵大闹、毫不让步的人而言，成熟的人更

懂得收敛锋芒、适时退让。看似是弯腰躬身，但却是一种以

退为进的大智慧。这样的人胸襟宽广，格局长远，自然更容

易接近成功的目标。

稻田里低头的都是稻穗，昂头的只是秕子；百川之所以

能够东流归海，也是因为它们懂得百转千回，一直曲折前

进。人生路上，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也应具备稻穗与

百川的风姿，学会低头，以曲为美。

麦 语
□王茜

老 同 学
□邰敏娜

初 伏 有 吟
□刘玉库

雨后谁将热浪潜，楼边暑气笼身黏。

纵然初伏压云黯，还觉周围似火奄。

阵阵蛙鸣音未断，声声蛐曲韵犹添。

鸟争树荫频惊梦，水漾荷塘卷绿帘。

偶 感
□聂德祥

望断家山总不休，几多泪眼立楼头。

平生故事皆源此，千里睽离无限愁。

仗剑天涯仰真善，飘萍海角辨恩仇。

可怜衰病难归去，杜宇声声耳畔浮。

小 暑
□孙利

熏风渐热暑天遮，昼夜乘凉摇扇纱。

宇笑霞光频映照，云浮雷电总交加。

绿枝茁壮满园果，野草葳蕤漫岭花。

院落蝉鸣惊片瓦，庭前茶荈品精华。

以

曲

为

美

□
吴
琳

高飞高飞 摄摄

生活太多的难，太多的无能为力，常常让

我们很难拥有真正的快乐。三毛说，“真正的

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

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

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

悦。”大约，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认可自己

的不完美，才会坦然面对各种困苦动荡，拥有

在风雨中微笑的能力，感受生命刹那间喜悦

的快乐吧。

七月的气温，似任性顽童，感觉如同过山

车。月初的高温，灼伤那盆一度意气风发郁

郁葱葱的小叶海棠，实在令人始料不及。待

感觉异常，为时已晚，小叶海棠硕大的叶片猝

然落地，几乎是瞬间的事，顷刻萎靡光秃了的

枝干，触目惊心。

其实，月中入伏就开始了隔二连三的大雨

倾盆，气温亦迅速从月初40多度降至30度左

右，且这样柔和的温情持续到月末。但高温对

小叶海棠的伤害，似乎早已入骨，在日渐舒适

的气候里，那些枝叶终究未能缓过劲来，再也

无法佯装天下太平岁月静好，而选择了这种救

赎般的自杀方式来护根保命，着实令人唏嘘。

上班途中道旁那棵原本茂盛葱郁的枇杷

树，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样，曾经葳蕤浓密

的树冠，竟似“鬼剃头”一般，仅剩了稀稀拉拉

没有生气的零星叶片，与枝端今年新萌发出

的银白短小叶片，恓惶而孤寂地在枝头支愣

着，让人心悸。

一月不过三十天，却不平静，又是暴烈高

温，又是阴雨连绵，七月的老天，以无常的变

化考验着每个生命的耐力，大约，被伤害的不

止于此吧，只不过许多的伤害不可见而已，生

活如故。在貌似安稳祥和下，那更多隐性不

为人知的痛楚，究竟造成多少生命猝然离世

或悄然重生，谁又能知道呢。

我们终须明白，我们想要的岁月静好，生

活不会给到，变化才是常态。所有的生命，永

远都是处于流动状态，人的情绪更是有高有

低，我们要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照顾好自

己的情绪，过简单的日子，尽力让自己开心一

点。唯此，面对各种动荡时，才能处之泰然，

不慌乱，才能于变化中依然保持敏锐扑捉转

瞬即逝欢喜的能力，拥有前行的力量。

尽管，七月有诸多的意想不到以及烦扰，

却依然有令我开心的喜悦充盈于心。譬如读

法布尔的《昆虫记》，几乎重燃了我幼时就有

的对各种昆虫的好奇和认知；譬如，即使小叶

海棠未必能涅槃重生，但与它一起的那盆长

寿花，花期竟持续近十个月，此刻依然在执拗

地坚持盛开；譬如，无眠的夜，思绪驰骋的自

由，足以消除无法远足的遗憾困惑；譬如，每

个清晨，即使窗外的鸟鸣已从画眉鸟婉转动

听的鸣啾，变成了夏蝉高昂亢奋的声嘶力竭，

但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天，依然令

人欢喜和感恩！

曾有人说，我们终竟要一辈接一辈地蹚

过时间的河流、包括各种灾难的险滩。的确，

时间是最好的载体，它会带着我们此刻的感

受向前，就像奔流的水，没有停息。那些历经

风雨伤痛，那些原本以为终生难忘的，刻骨铭

心的人和事，都会慢慢变成心里某处结了痂

的印记，经年累月，印记还在，但触碰起来不

再有撕心裂肺的疼，而被触动的片刻情绪，何

尝不是带着风轻云淡的温馨，以及对自己曾

经用心付出纯真的感动？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点耐心、勇气。无

论生活以何种方式呈现，都能做到不惊不惧，

不怪不怨。顺境珍惜，逆境改变……”挚友的

话，我深以为然。哪怕我们面对的是逆境，我

们依然要踏实做事，把自己的基础夯实，唯有

此，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

让自己时刻保持情绪高昂，不太现实，但

接纳情绪低迷，及时调整，才是真正的成长。

无论面对怎样的动荡变故，都应坦然面对，本

来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进进退退。我们这一代

人，小时候受过苦，亦赶上过高速发展的时

期。现在更多是停滞，即使看上去仿佛一潭

死水，却仍然有生机在的。这，毋庸置疑。

无论七月怎样令人喜或忧，爱或恨，都将

过去，而下一个七月，只能是明年了，这期间

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未来不可预知，充满

更多的不确定，我们只能过好当下，让此刻的

自己，开心快乐一些，不盲目乐观，但，永远保

持希望……

七 月 暇 思
□贾炳梅

七月 阳光火辣

乡村屋顶

成了丰收的晒场

金色的谷子

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时光这道彩虹

以七根奇异的圆木

拼成爱的桥梁

一头接地

一头伸向太阳

田头稻草 揉搓间

成就了坚定信仰

生活这根绳索

拉起一筐筐

沉甸甸的希望

黧黑的皮肤

吮吸着阳光的营养

一甩膀子

便泛起 层层稻浪

就算热汗涔涔

就算遍体灼痒

依然愿意

七月的光焰

为收获的乡村

谱写圆满诗章

七月的光焰
□程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