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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安静，在画院一楼的
展厅。忽然就想到了一个词“环佩叮
当”。一袭长裙，目光明亮。耳环、手
镯、项链、戒指在你面前一起晃荡起
来，让你目眩。真没看出她是个60
后，这个安静打扮一点都不安静。她
只和我说了两个字，“你好。”

安静是画家，她的画在海州城却
没什么市场。她最擅长画侍女。她
笔下的那些古代女子，目测过去都不
漂亮，肥嘟嘟的。按海州方言说，顶
多算个“大世人”（意思是长相非常
普通、一般化）。但评论家们都说安
静的画有独特的魅力，她的人物有忧
郁典雅的气质。我是外行，瞪大眼睛
仔细看，还真没看出来。

是张好成拉着我来画院的。张
好成以前是安静的同事，都在毛巾
厂搞设计。毛巾厂在90年代初期就
倒闭了，一个办公室里的设计师们
都各自闯荡江湖去了。张好成自己
开了个广告公司当小老板，几十年
的摸爬滚打也混得人模狗样了。我
是张好成发小，两人穿开档裤时就
在一起和尿泥玩。

张好成老板椅后面有安静的
画，六尺整张，画的是几个簪花的侍
女，觉得很特别，我也说不出好在哪
里，就是感觉和别的画家画得不一
样。张好成非常啰嗦地介绍了他和
安静以前是如何面对面工作的，现
在她成了著名画家，是省国画院的
特约画家。我说，特约画家不是专
业画家，是业余的。张好成急了，如
果安静是业余画家，那全国也没几
个专业画家，你把画院或者美协的
那些体制内的画家拿出晒晒，哪一
个敢靠卖画养活自己，还不是靠国
家养着，尽他妈的吹牛，一平尺要几
万块钱，离开体制吃屎都赶不上热
的。人家安静这些年就是画画养活
自己，她才是职业画家。

张好成是个啰嗦的人。我曾看
见他为一件小事反复告诉下属该怎

么处理，局外人的我都非常清楚应
该怎么处理了，他还是一遍一遍地
去叮嘱。没办法，私人老板对谁都
不放心。这次他又向我啰嗦了安静
的艺术历程，其实我已经听他说过
几次了，好像安静和我很熟悉一
样。这次多了点国人感兴趣的内
容：安静有三次婚姻，但目前还是单
身。安静从毛巾厂出来去各地寻访
名师，这过程中和第一任的丈夫、毛
巾厂的司机缘分到头了。后来又和
一位指导她的老画家共同生活了五
年。生活其实就是一些老套的故
事，这些老故事不断重复播映着。
最后安静又和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
疯狂的美术爱好者走到了一起，但
时间非常短。九九归一，现在她是
单身。据张好成介绍，她已经习惯
了单身。

第二次遇见安静是在电视台，我
被邀请做一个文化的节目。让我谈
谈读书的话题。关于读书我还是有
话可说的，以前每周都会去买书。
除了买书，还和看店的人聊天，开书
店的往往也都是读书的人，有共同的
话题，从青年聊到有白发的中年，可
惜国学书店最后关门了。那个老板
在清仓的时候和我说，买书的人越来
越少，加上书店的生意都被网店抢走
了，每月连房租都赚不回来。我听
后，心里也非常的没落，不知道为书
店还是为读书人。

多说了几句闲话，就是我非常
迫切的想在这个节目中表达自己的
观点，因为阅读在现在已经成为一
件可有可无的极其边缘化的事情，
学生读的书功利性都很强，不是考
证就是为了工作。我的背熟的那段
台词引起了阵阵掌声，看来效果不
错。

安静也是嘉宾。这次她的装扮
还是非常的古典，就像从民国哪条
小巷不经意间走出的一个女子。气
质这玩意真的和年龄无关。她谈的

话题是美学与品质。她的观点是：
简单生活是一种定力，美学要融入
日常的生活。这个观点不是很新
颖，也很枯燥。画家说话往往不能
打动人。安静说，美在生活随手
处。这句话让我一怔，因为这样的
语言非常有诗意。然后她着重说了
生活的美学，生活要简单但要精
致。把自己弄精致了，人就变得阳
光起来，也会积极起来。她还说，高
品质的生活是建立在快乐的基础
上，在街边吃上一碗小馄饨也能发
现快乐，用有品味的眼睛发现简约
之美。安静最后的话让我感触良
多，甚至是振聋发聩。“生活让我们
变得越来越粗糙，人也逐渐得过且
过，慢慢地就成为生活的奴隶。我
们应该做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中发
现美。对生活美学的追求，是一种
精神上的追求和提炼。”

直播结束后，很多女士围着安
静，除了谈生活之美，更多的问她的
披肩、佩饰在哪里买的，我在一旁落
寞的看着。安静这个女人呀，我忽
然就想到了毛毛虫和蝴蝶来。

新近开放的王阳明纪念馆设在绍兴市
区新河弄西小路不远的吕府永恩堂内，穿
过一条名叫马弄的长弄堂，就到王阳明故
居遗址。故居伯府的三根石门框尚存。民
间有“吕府十三厅，不如伯府一个厅”的传
说，伯府大厅远不如吕府永恩堂大，是因为
传说伯府用高贵的金丝楠木建造有关。

王阳明，字伯安，出生于绍兴府余姚
县，1481年随父王华迁至先祖居住地山阴
后，越城一直是其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曾
筑室于会稽山上的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
学者多称其阳明先生。

作为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的致良知、
知行合一思想，融儒释道于一体，为儒学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上与孔子、孟子、朱
熹并称为孔、孟、朱、王。阳明心学静入于阳
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因此，与
龙场悟道、征宁藩一样，会稽山阳明洞修炼是
阳明思想演化过程中的三大节点之一，绍兴
对于阳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现今的王阳明故居依然古迹可寻，门
前就是碧霞池，俗称王衙池。传说，故居北
侧的观象台就用碧霞池之土堆积而成。修
葺后的碧霞池，池水清澈。初冬时节，残荷
犹存，游鱼可数，四周静谧而清新。

观象台离碧霞池很近，此台是一个用
石条砌成的长形高台，南北宽十余米，东西
长五十米左右。相传，它是王阳明用来占
卜星象、观察天体的地方。因“观象台”的
外形形假山，世称“王假山”。修缮一新的

观象台中央，立有阳明先生提灯前行的塑
像，寓意找到内心的光明，成就每一个人的
心灵。台的南北两侧长廊载有王阳明生平
介绍及其书法。西侧屋寓，是阳明心学传
习之地。站在观象台上眺望，四周黛墙青
瓦的民居，凝重而古色古香。

慢慢地行走在阳明故居的石板小道
上，我的思维也拉回到童年时代。我家的
旧居离王阳明故居近在咫尺，那时邻家小
孩都会结伴到碧霞池边钓鱼，鱼儿很喜欢
啄食，小鱼也极易上钩。我们把钓到的鱼
盛放在腐乳瓶子里，很有收获感。有时我
们这些小顽童也会爬到假山上（观象台）玩
耍；每到夏秋之际，在山上翻断砖瓦砾寻找
蟋蟀， 在草地上捉蚂蚱……

放慢脚步，故在重游，走在既熟悉又陌
生的王阳明故里时，我会从心底由衷地对
自己说：“千年里，绍兴古城的古韵一直在
这里，保存得更加完美。”那一幢幢依河而
建的民居、那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石拱桥、那
一条条小弄堂、那颇具江南特色的古廊棚，
还有那停在河埠边的乌蓬船，都静静地呈
现在人们眼前。这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古
城，如一首怀旧的老歌，使人的心灵顿时泛
起淡淡的甜蜜和忧伤，既然有机会来到这
多姿多彩的世界里，就不应该成为一个匆
匆的过客，更要放慢步履，去欣赏、去体会、
去记取值得珍惜的东西。而这一切，与阳
明故居的遗存一起，成为一笔丰厚的财富，
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来此探古访幽。

曾经，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台名
为《走基层百姓心声》的特别调查节
目。节目主要由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的
记者们分赴全国各地，在大街上随机
拦住路人，进行直击灵魂的发问：“你
幸福吗？”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候，路
人的回答五花八门。这些回答，有的
令人动容，有的令人捧腹。在笑容与
感动之后，也引发了许多人对幸福的
深入思考。

“什么是幸福？” 毫无疑问，是很
难定义的。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对幸
福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幸福总是和
快乐联系在一起，相比于抽象的幸福，
我们更熟悉具体的快乐。《小王子》中
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
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也就是说，等
待某人到来的快乐，其实就是一种幸
福。

美国黑人演员威尔·史密斯曾主
演过一部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的电
影，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个落魄的
业务员经过努力变成一位知名投资人
的故事。主角是一名普通人，经历的
都是我们平常所经历的事情，所以让
观众更有代入感。影片的美好结局，
给每一个生活在阴霾之下的人们投来
了一缕穿透阴霾的阳光。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字眼比“幸福”两个字更令人温暖，也

更令人趋之若鹜了。从咿呀学语的
天真孩童，到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
世人皆是穷其一生，追寻幸福的生
活。然而，生活在节奏愈来愈快的现
实世界中的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
真正停下匆匆的脚步，考虑过幸福的
含义呢。

对于初出茅庐、志在四方的年轻
人而言，幸福是父母“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的牵挂。不管你去向何方，
每个人对幸福最初的感触，大多来自
他们的原生家庭。在人生短暂而漫长
的路途中，给你快乐的也许是你的朋
友，让你美丽的也许是你的追求，令你
充实的也许是你的事业。但是，使你
温暖的必定是你的家庭，是你的父亲
母亲。他们用日渐消瘦的身体为你阻
挡寒气袭人的风霜，用涓涓爱心为你
消除了成长中的烦恼，更用他们的人
生智慧为你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迷
惘。可以说，每个人收获的第一份幸
福，都是来自母亲永远灿烂的笑容、温
柔的叮咛，和来自父亲手掌粗糙的抚
摸、亲切的问候。

对于连续奋斗半生、足以独当一
面的中年人来说，幸福是“春种一粒
粟，秋收千颗子”的收获，这种收获来
自家庭和事业两个方面。正如英国作
家布雷南所说的一样，幸福的婚姻在
于妻子提供好气候，丈夫提供好风

景。组建美好的家庭，享受家庭的温
馨。这时候，幸福是相濡以沫的一块
糕饼，或是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在
职业生涯中，开始投身于某项事业，并
能够为之奋斗半生，永远能将事业继
续下去的人是幸福的，这时候的幸福，
是合作伙伴的赞许的眼神，是同事之
间肯定的目光。

对于已经事业有成、功成身退的
老年人来说，幸福是“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闲适，是“不畏浮云遮望
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追求。在他们
眼中，幸福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掌控
的东西，它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是
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杨澜曾说：“幸
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自己
心里长出来的。”幸福是一个人内心的
一种感受。既然是心态，每个人都有
追求幸福的权力，每个人也都可以幸
福。幸福的根本，在于想清楚自己想
要什么。幸福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对
快乐的感知。幸福不是来自外部，而
是源自于你的内心。

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经
历许多事，认识许多人。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同样是一种幸福。在人
生经历中，我们终究要学会和这个世
界对话，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因此，
幸福是一种很暧昧的概念，根据所处
环境的不同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幸
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不在于急切
地期待拥有，而在于从容地不惧失
去。愿我们的心中，永葆幸福的种子，
用爱一生浇灌。愿我们都能拥抱幸
福，拥有温暖。

这棵六月雪跟着我有20
个年头了。那时候我还在镇
上开门市部。我是从一个摆
地摊人手里买的，一株10公分
高的幼苗，小圆的叶子，叶子
边沿是米色的，小巧的它，一

眼让我爱不释手。卖花人好
像看出我对它的喜爱，连忙解
释给我听。

他说，那花在九月里开，
名叫九月红开得很红艳，卖花
人怕我不要，就隐藏了它本来
花名。那卖花人自以为我知
道了它真名，可能不要，他小
看我了。那天我一共买了两
株花，还有一棵就是小小的山
栀花，去年无缘无辜死掉了，
当时我心里还很心酸的。

就在那两棵花刚买不久，
我邻居的一个开厂老板，他喜
欢喝酒，喝了酒呢，各种脏话，
丑话都能说出来，我从来不和
他搭理，有时碍于面子也和他
说句话。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我们去母亲家吃晚饭回来，我
的心里好象感觉有点不对，当
我把店的后门开着进了走廊
里，伸手摸着刚不久买的那两
株花，心里一惊，那两株花不
在花盆里了。我赶紧叫爱人
把灯打开一看，差点气得笑出
来，那两株花被人拔了出来
了，心里想肯定是那个喝酒的
人，又恶作剧了。爱人一看赶
紧帮我把两株花又载到花盆
里去了。到了第二年的六月
份，那棵叫九月红的枝子上面
开了很多小小的白色小花，花
虽不是太香，也是很可爱的。
我从小有个喜好，不管是穿衣
还是穿鞋都是喜欢白色的，看
那开着白色花的九月红心里
一阵暗喜，白色不是代表浪漫
和爱情纯洁高雅吗？

过了几年，由于生二孩，
只好随爱人搬家来到现居住
的开发区办公区的大楼里，我
的花儿们也随着一道搬下
来。九月红和山栀就在其
中。不过我把九月红已经移

载到花坛里去了，因它已爆
盆。直到有一天，爱人南京的
朋友到我家来办事，看见花坛
里的九月红，他说，这棵六月
雪长得不错，我才知道它叫六
月雪，其实心里己经知道它不
叫九月红了。

爱人的朋友也是一个爱
花的人，他向我提议，让我进
了一个“养花之家”的公众号
里面介绍各种花的名称、技术
裁培和花的习性。我一有时
间就在养花之家里浏览，每天
很开心。只因这几年身体有
点不好，家里的亲人说了，一
天到晚养这么多花，把自已弄
得像林黛玉一样。你也不知
道花吸你的养气的。我无语
地看她们笑笑。她们却不知
道花在我心里占的位置。

这两年身心疲惫，打理厂
里生意也有点力不从心。爱
人和我商议，想把厂里空余的
地腾出来，再建造一座厂房，
租给别的厂家。这又要影响
到了我的花木了，它们都需要
移栽到别处了。我在寻思找
一个合适的爱花人，脑洞里忽
闪朋友圈有一个情景，是一个
爱花人在安徽某处的地方，他
分享着一盆映山红的情景。
他手扶映山红，眼里装着满是
喜悦。心想如果我的六月雪
能给他做盆景该有都好，也不
枉我这么多年对它的不弃。

我打电话约了他来移走
六月雪，他满心高兴。果然，
真到了那天，我还在楼上没下
来，他已经将自己带来修枝的
剪刀，帮我在修那一盆盆长了
杂草的盆景，我心里很吃惊，
他一个身份高贵的人，这么一
点小事情还帮着做呢。窃喜
我的六月雪，找到好处去了。
当他把六月雪放到车上的时
候，我心里一下子放松了。这
几天的紧闭的心情，六月雪终
于找到更好的人护理它了。
不再跟着我有时干有时湿了。

一年四季，秋天是最好的观云时
节。当我登上飞往广州的飞机，在万
米高空透过舷窗看云，眼前展现的是
一幅奇特的景象：云海澄莹，泛着琉
璃的光；云呈五彩，折射着水晶的
亮。那镶着金边的云满天移动，仿佛
千军万马向前奔腾，置身其中犹如梦
幻仙境一般，看着这奇绝壮绝的景
致，让人不由地发自肺腑的赞叹，好
一幅壮美的祥云瑞气的图画！好一
个国泰民安的伟大祖国！

这一刻，我内心里充满着无比的
喜悦，真的算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当飞机在跑道上急速地滑行，

能感觉到机头微微一昂，瞬间就被
拎了起来，一鼓作气冲上蓝天。此
刻，俯瞰窗外，在蓝天白云下，繁华
林立的高楼大厦星罗棋布，一条条
纵横交错的道路蜿蜒曲折，点缀在
青山葱茏间的几方水库，好似一块
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这如此
壮美、如此秀色迷人的靓丽的新时
代“画卷”，正是勤劳勇敢的人民用

他们的智慧和双手，辛勤耕耘，巧夺
天工，把祖国的山河和自己的家园
打扮的如此美轮美奂。

飞机越往前飞，发现天边越远，
更觉宇宙浩瀚深邃，这时不由而然
的敬起崇高雄伟之感。随着飞机渐
渐地攀升，高空的云便显现出奇异
的云海胜景，时而连绵不断的镶着
金边的云层在翻动；时而长空万里

只浮现一朵一层不染的白莲，在瓦
蓝色的天空衬映下，显得素雅而高
贵。广袤的天穹是云的舞台，它们
在碧天上款款而行，像风平浪静的
海面扬起白帆，自信地漂泊，尽情展
现它们最迷人的姿态；它们或如姗
姗来迟的千朵万朵芙蓉花，错落有
致，从容的绽放，宛如一幅以蓝天为
底的大自然油彩画。迎面而来的是
褐色的云，它们簇拥成一整片，像一
块厚铁刚从炼钢炉里流淌出来，浑
身闪烁着金光；而另外一片飘来透
着宜人暖意的云朵，仿佛一只硕大
无朋的天鹅，高高地挺起那雪白的

胸脯。
这时，飞机左舷的翅膀翘了起

来，不经意间回眸一瞥：云卷云舒，千
姿百态，变化无常，让人遐想，让人震
撼，让人期望。同时也在启示着我
们，不要为人生暂时的迷茫而困惑，
乌云遮不住艳阳天，拨云见日方显豪
情，只要认准目标，勇敢地走下去，梦
想会因你的拼搏奋斗而成真。

从广州回来已有20多天了，那
满天云动镶金边的情景仍在脑海里
不曾抹去，而那次旅游给我最大的
感受，大概是天下之美尽在秋天观
云吧。

温暖（外一首）

张雯

非洲大地上八个孩子的母亲
她为孩子们煮晚餐
饥饿总是和黑夜一起来临
饥饿总是比黑夜漫长
一块石头总是煮不熟
抵挡饥饿的只有瞌睡和
石头一样的母爱

孤儿院的孤儿

一座院落坐于陈旧和泥土之间
紧闭的木门
像他们从不提起的父母
即便是斑驳也需要人来修复
一个女人用慈悲垒起墙壁
用爱抚摸每一寸夜色的肌肤
他们从不知道，有比牛毛线更柔软
更温暖的梦缠绕在一起
像这院落，总能得到好心人的眷顾

往昔（外二首）

小引

冬天我来过这里，秋天我再次到来。
仿佛一年之中季节颠倒，
一个看过落雪的人，重新目睹了落叶。
斡难河的流向会不会因此变化，
但也许只是错觉，
晨光中袅袅炊烟安慰着大地，
而大地沉默，安慰着我。

曾冰家的梨花树

山上有一棵梨花树，山下也有一棵
我分不清，哪一棵是你种的
梨花开放的时候
桃花也在开放
去年是这样，想必明年也是这样
你一个人坐在门前抽烟
风顺着树叶往上吹
风吹到的地方是多么幸福啊

乌尔河边的草垛子

为了活着我们割下荒草
我们唱歌，舞蹈
在铁轨旁欢呼
我几乎以为这就是生活
但事实恰好与之相反
夕阳让我确定了方向
一个草垛子
只能养活乌尔河边的一头牛

背影
葛小凤

用高山仰止，表达
重要和意义
但对您，山矮了一截
凝望您的背影
看一阵风，从你的双鬓上
偷走黑色，像偷走黑夜
留下白天
看峻拔和伟岸
看亲切以及坚定

我这样看着，看您的脚步
一次次慢下来
看气度和丰仪，依然从骨头里
溢出
就像眉宇间，眼神中
坚强是稳定的

从您的背影里
亲人们感受到了浓荫

回农村老家
潘国兄

这时节佛手瓜卧在房顶晒太阳
一副长梯子架起来
邻居文生将要摘瓜
送给偶尔到村里的我
桂花很香没有人拍
近树与远树送来高高低低的鸟鸣
也没有人想为它写诗
银杏好看的果子落了就是落了
并不可惜
文生把瓜送给我
并没有多余的话可说

在溪边
钱惠

傍晚，坐在溪边的女孩
光着脚，趾间有流水漫过
年少的烂漫和炙热的阳光一样
奔跑在溪水两岸

冒头的芦花开始摇曳
少女的心
没有秋风欲来的萧瑟
只有远方父亲归来的期盼

狗儿静伴的岁月
孤单被一朵朵野花开谢
溪水无情，喧闹依旧——

秋日风景 张成林/摄

安静
卜伟

阳明故居怀旧
董柏云

六月雪
窦玉萍

幸福是什么
马旭萍

满天云动镶金边
郁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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