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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压力偷走了你的快乐，别让琐碎磨灭了你的热情，更别让忧虑困住前行的脚步。哪怕生命渺小、生活庸常，仍愿珍惜
每一个当下，让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每一天都有点意思！

周末回老家，进了家门，我发现老父亲
正在院子里忙活：拿着小镰刀清理院子里
的杂草。前段时间，经过几场雨水的滋润，
杂草长势旺盛，用父亲的话说，如果不及时
清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蔓延到整个院
落。

“听说现在有一种除草剂，灭草效果特
别好，甭说一般的杂草了，就是根深蒂固的
芦苇，也能一次性灭绝。下午我就到镇上
买上一瓶，用喷雾器打上一遍，保准让整个
院子干干净净。”我刚落下话音，老父亲就
连忙摆手：“可别，我还想留一院子杂草养
心呢。”一时间我满是疑惑，咋的，野草还能
养心？

老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说：“野
草生命力特旺盛，纵使冬天再寒冷、再干
旱，到了春天，也会按时破土发芽。就拿咱
这个院子来说，常年种植的花儿也不少，月
季、桂花、牡丹、菊花相对来说是泼辣的主
儿，但每年春天，总是野草最先告诉我春天
到来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才
是咱这个院子里名副其实的报春使者。”

“那你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杂草，不嫌
麻烦吗？”面对我的提问，老父亲没有直接
回答，而是反问我：“你说我们老年人最怕
啥？告诉你吧，最怕寂寞。而清理院子里
的杂草，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之
一。天气晴好，一有空儿，我就坐在小马扎
上用镰刀清理杂草。当然，清理是有针对
性的，像蒲公英、苦菜、车前草、大蓟这些能
够入药的，我都留着，并及时采摘。冬天里
你从家里带走的那些干蒲公英，就是我在
春夏时晾晒的。灰灰菜、野蒿子等一些高
秆野草，则是我及时清理的对象。另外，为
了行动方便，且达到一定的美观效果，在经
常走动的地方，是不留一根杂草的。自己
看着舒心，让别人看了也不堵心，这是我进
行院落野草管理的基本准则。这不，为了
让咱这个小院更加美观，更加实用，前段时
间我还特意请来了两位‘外来客’——薄荷
和艾草，就种在甬路边和墙角。”

还别说，经过老父亲一番解释，再看院
子那些杂草，还真如父亲所说，不光错落有
致，个别地方竟也像模像样。恍惚间，我觉
得整个小院不仅生机勃勃，且添了几分诗
意。

一时间，我颇有几分感触：我们生活中
苦苦追寻的那些诗意，有时候竟来得这般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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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了工作，单位离家很远，需要
穿过整个小城。我每天比原来提前半
个小时出发，一路上经过很多红绿灯，
折转好几条街道，才辗转来到单位。上
班路上，我经常满腹怨气。尤其是等红
绿灯的时候，路怒症一次次升级，以至
于到了单位也没有好心情，影响工作效
率。

每次穿越小城的时候，我都觉得自
己像是这个城市的一只飞鸟，只是飞掠
而过，没有融入感。一次，给我送报刊
的邮递员对我说：“今天真顺，从城西到
城东只用了一个半小时，瞧这些报纸上
的字，肯定还热乎着呢！”邮递员是个年
轻的小伙子，很爱开玩笑，每次见了我
都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我忽然想到，邮

递员的工作跟我有些相似呢，每天都要
穿越整个小城。不过他们比我更辛苦，
一路上要走走停停，把报刊邮件送到千
家万户。我在路上的时间只有半个小
时，而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路上。无
论严寒还是酷暑，不管风来还是雨去，
他们始终是小城里一道风景。

我忍不住对小伙子说：“每天在城
里穿来穿去烦不烦？”他听了哈哈一笑
说：“不烦啊，我还觉得穿城而过是一种
幸福呢！你想啊，我每天能看到多少别
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从城西出发，穿过
街街巷巷，就像一条不可或缺的线一
样，串起了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希望和期
待。我看着人群和车流，想到每天有那
么多跟我一样的人在为生活打拼，就感

觉很踏实。而且，穿城而过有种征服的
快意，仿佛整个小城都是我自己的了，
很是威风呢！”

原来，穿城而过也是一种幸福。
这个城市里，邮递员，还有外卖员、快
递小哥，他们的工作不安全，很辛苦，
但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缺失，反而觉
得在城市里奔走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看来，幸福不在于你所处的境遇，而在
于你的心态。我很熟悉邮递员小伙
子，知道他谈了个女朋友，正准备在小
城里买房子结婚呢。他说：“房子在哪
儿买都无所谓，反正我习惯了满城跑，
就当是每天出门兜风。”

我再上班的时候，也开始像那位邮
递员一样，体验穿城而过的幸福。换了

一种心态，果然不再那么满腹怨气了。
我从城东出发，沿着熟悉的路一路向
前，奔向目的地。路上的行人和车辆，
有跟我顺向的，有跟我逆向的。他们和
我一样，为了心中的目标，奔向这个世
界的南北东西。

有一次，因为时间充裕，我选择了
步行上班。用脚步丈量一座小城，感觉
分外亲切，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看人
群、看车流。小城热闹而井然有序，世
俗而质朴踏实。整个小城，包括小城的
人，都显得那么可亲可爱。

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像一滴水
一样，融入了小城。我好像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觉得自己与它密不可分。

穿城而过的幸福 王国梁

前段时间，读小学的小女儿放学
回来，手里拿着点心，一定要送给我
吃，“你上班的时候带过去，饿的时候
吃啊！”她说话时声音很轻柔，说完了
还不忘拍拍我。又过了几天，我去接
她放学，看到她手里拿着一盒牛奶，
问她为什么不喝，她说：“留给姐姐
喝！”

我的两个女儿相差12岁，不是一
个年龄层次的，大的要学习，小的还
在玩耍的阶段，共同话题不太多。大
女儿感觉她妹妹所说的话和所做的
事很幼稚——本来就是啊，一个六七
岁的孩子，可不幼稚吗？最主要的是
小女儿喜欢拿她姐姐的东西，橡皮、
笔、漂亮的发卡、本子等，她看上了，
缠着向姐姐要。一次两次还行，每一
次都要，甚至不经同意，妹妹看到好

玩的也拿去玩，姐姐为此很生气，看
到妹妹进她的书房，就头疼得要命，
呵斥妹妹出去。

在相处的过程中，姐姐对妹妹的
行为嗤之以鼻，妹妹则养成了“百毒
不侵”的过硬心理素质，哪怕泰山压
顶，依旧不为所动。不过，妹妹也有
感慨的时候。姐姐从高中放学回来，
妹妹迎上去打招呼，姐姐很冷淡，妹
妹突然说：“姐姐不喜欢我！”那语气
里夹杂了些许的伤感，令人动容。

当然姐姐买了好东西，自然不会
少了妹妹一份。此刻的妹妹像只快
乐的小鸟跟在姐姐身后，姐姐长，姐
姐短，尽显谄媚的一面。

这就是两个姐妹的相爱相杀。
这让我的思绪回到从前。以前

家庭条件差，我考取师专要去镇江读

书，报到之前，争分夺秒地凑学费，也
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小叔把他身
上正穿的一件毛衣送给我，弟弟把他
脚上正穿的母亲做的布鞋脱下来给
我。

我是带着家人的温暖踏上人生
征程的。

我还想起堂妹。堂妹是我小叔
的女儿，她妈妈是云南人。在她 8岁
那年，妈妈走了，自此以后再也没回
来，堂妹从此成了没妈的孩子。小学
里开始学写作文，老师布置的作文题
是《我的妈妈》，堂妹回来大哭了一
场，想妈妈了。多亏了我那慈祥祖母
的耐心开导和陪伴，才让堂妹的童年
没被太多的阴霾所覆盖。

我毕业后参加工作，临出发时，
堂妹塞给我一支钢笔和一张纸，因为

走得匆忙，我没来得及看。等到了终
点站，凌晨时分，我坐在略显冷清的
火车站出站大厅里，静等天亮，百无
聊赖之际，从包里拿出堂妹送的笔和
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大哥，我把这支钢笔送给你，不管好
不好用，都要送给你！”她当时还是小
学生，没有学会“祝你工作顺利”之类
的字眼。但这仍让我很感动，它是来
自家人的关心和牵挂。

堂妹读高二的时候，我小叔突然
离世，自此，堂妹成了孤儿。还好，在
亲朋好友的关爱下，她读完高中，念
了大专，现在已经结婚成家，并且有
了两个可爱的大胖小子。这应该可
以宽慰小叔的在天之灵了。

“送给你”，是情感、关爱、关怀的
传递。

送给你 箫笛

单位门口有一段百米长的斜坡，斜坡的人
行道上常有一些流动商贩在售卖蔬菜、水果和
鸡蛋。城管倡导柔性执法，明确了临时区域和
售卖时段。据我了解，这些小商贩基本是城郊
的农民，家里有些多余的果蔬和鸡蛋，拿来换
些零钱补贴家用，也有极个别是靠售卖这些为
生的。

我一般都会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主要是
感觉走太近完全无视他们的热情吆喝和期盼
眼神有点难为情，可家里委实也吃不了多少果
蔬。当然如果确实需要，我也会买一些，比如
新鲜的玉米和山药，可以炖排骨，我也喜欢土
鸡蛋炒辣椒。扫码付钱，挺方便，但有时也会
发生一点小插曲。

有一次，我买了十多个土鸡蛋，下意识要
扫码，却发现摊主没有放置二维码。看着老奶
奶热切的眼神，我赶忙到旁边一家熟悉的文具
店换了一些零钱。

还有一次，我买了两根山药，刚扫完码，就
见阿婆赔着小心给家里人打电话问钱是否收
到了。我心里一阵感慨：听别人说过，有些老
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二维码都是子女的账户。
有些子女收了钱却不愿给老人，有些则嫌老人
卖东西丢人不给他们好脸色。

这天我到单位吃完早餐，走路到附近的一
家单位开会，途中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
卖青菜和茄子。老人穿着一身黑色的粗布衣
裤，袖口和膝盖还打了两个补丁，脚上穿着一
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我赶着开会没有逗留，
待回来时下起了雨，街上的小商贩基本走光
了，个别在屋檐下躲雨，只有老人还缩在一把
折了伞骨的雨伞下，蜷缩着身子，像一只受伤
的鼹鼠。实际上这几天气温变化大，下雨了又
刮点风确实有点冷。

我突然想起已经过世的爷爷，老人家大半
辈子都以卖菜为生。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
那几年春节前，爷爷经常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
拎出来，叫我跑步去离家两公里的菜场外面抢
占有利位置，为随后骑三轮车赶去的他打前
站。

如果不是为生计所困，谁愿意出来挣这点
辛苦钱！

我到文具店兑换了一张百元钞票，把老人
所有的青菜和茄子都买了，整整装了两大袋，
又要了几个小袋子。

回到办公室，我把青菜和茄子分成五份，
私底下给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只说乡下亲戚
拿来的，请大家尝个鲜。

有同事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后面
跟了五个赞，正是我买菜的背影。

我发了一个笑脸，回了四个字：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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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遇到啥困难，有他们在，心里就踏实。］

［我如飞鸟掠过天际，不再是过客，而是风景的编织者。］

把平常日子把平常日子，，过出点滋味过出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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