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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字画不算贫”“耕读传家远，
诗书济世长”；看日出、览景观，用好奇
的目光打量不曾到过的地方，零距离感
受她的温情，目睹她与众不同的风采；
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来描绘林黛玉放
风筝的情景，大观园里发生的诸多故
事，不仅有趣，也是鲜活人物的本心流
露，毫不牵强，毫不刻意。

就像下雨无须“雨者”，刮风无须
“吹者”，花瓣飘落潇潇洒洒到天涯。

所谓的“鬼斧神工”，都是在自然而
然的状态下，毫不费力成为的。日常生
活中，我们也要找到并保持那种感觉、
那种状态。

这也是道法自然。
这种“无为而为”，不是听之任之，

什么都不做，而是在不刻意、不强求的
频率中，回到内在的安静，拒绝贪恋，拒
绝拧巴，在安静的生命大河中顺流而
行，心流创造，清流输出。

如今人们时常感到烦乱浮躁，工作
之余，不如走向静默。当一个人超越了
头脑藩篱，不再被个体视角的对与错、
是与非裹挟，跨越二元对立的情境，便
可看到一片寂静的田野在眼前铺展
开来。

也可以说，越过“二元”，方能步入
“合一”。

如何进入此种理想状态？习得生
命智慧。读书、践行、沉思默想。

沉思默想，也可以理解为冥想。
在月光里冥想，在星空下冥想，在

空谷里冥想，在阳光中冥想，在雨声中
冥想，在水岸上冥想，在花瓣里冥想。

内 在 的 身 心 安 顿 ，纷 扰 念 头 的
止息……最终，你认识了自己，你读
懂了别人，你爱上了天地。

让心回家，回归自己。找到心中的
桃花源，找到内在的力量中心。

自古以来，境界高者，大都以“静”
为马，世上行，事上练，借假修真，达成
厚重的人生。

视觉预演，未来旅行，无论身处何
时何地，和那个时空在一起，全然、自
信、自得。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接
受其本然的状态，发出自己的光与热，
点亮心灯，温暖自己，照亮他人，造福社
会，增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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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风浩荡，生机盎然。因了外出学习的机
缘，第一次来到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海滨城
市——山东威海市。

紧张的学习之余，邀约几个同伴，看日出览
景观，逛街道察风情，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毗
邻黄海渤海交汇处的海滨城市，零距离感受她
的温情，目睹她与众不同的风采，威海的亮丽令
我难忘。

威海的绿。徜徉在威海市区的柏油马路上，
目之所及，绿树婆娑，满目苍翠。俯仰之间，养
眼之绿肆意闯入眼帘。依山势而立的高楼民居
次第矗立在绿丛中，浓荫蔽日的各类休闲公园、
地毯式草坪、茵茵绿地比比皆是，像绿色的翡翠
恰到好处地点缀在城市建筑设施间，就连路边
沿山墙体都用绿萝藤蔓围上一道“绿裙”，微风
拂过，墨绿闪烁，远远望去，煞是好看。据了解，

威海市政府在绿化方面实行“三三制”，即一亩
地三分之一用来建筑，三分之一用来修路，剩余
三分之一用来绿化，以“见缝插绿、找缝插绿、造
缝插绿”的植绿、增绿意识，使威海市区的绿化
覆盖率高达 46％，在千里海岸线上打造了一座
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海滨旅游城市，置
身其境，犹在画中。凌顶俯视，可谓山在城中，
城在海中，楼在林中，人在绿中。

威海的净。蓝天白云下的海滩，海风送爽，
游人如织。如果留意脚下的沙滩，你不难发
现，人头攒动的海滩上除了人们轻轻留下的脚
印，很难找到游客或市民遗弃的饮料瓶、废塑
料袋什么的。天蓝地净水清。踏着软绵绵的
沙滩，任由浸着花香的海风拂面，心潮如海水
般起起伏伏，令人遐思无限。在如此洁净的环
境里漫步，心旷神怡。洒水除尘作业车不时现

身马路街头，身着黄色马甲拎着塑料袋捡拾垃
圾的环卫工随处可见，顾盼身边左右，城市街
道路面上甚至连一颗烟蒂都难找到，清爽洁净
带给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似乎写在这
个城市每个人的脸上。后来了解到，威海市是
全国第一批创建的卫生城市，洁净卫生是这个
沿海城市对外宣介招商引资的一张亮丽名片，
优良的生态环境成就了这个旅游城市。我不由
暗自思忖，市民较强的环保意识固然重要，一
流的环境氛围对人们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样不可
小觑。

威海的情。刘公岛，这个承载国殇涉足令人
心情沉重的地方，130 年前，作为海防的前沿岛
屿，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
一战，北洋海军拼死御敌，数千将士血洒海疆为
国捐躯，但终因指挥失调增援无力等诸多原因，

致使清军寡不敌众全线溃败，清廷斥资真金白
银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腐败无能的
清政府在倭寇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之梦在晚清朝野
上下一片怨声中灰飞烟灭。自此，无数仁人志
士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加入拯救民族危难于水
火的洪流中。这段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威海
大地上的蒙辱史，如今仍令每个到访参观的国
人如鲠在喉，强烈的民族复兴家国情怀油然
而生。

曾经，为了这个承受海战之殇、人民蒙难的
家园不再遭受外敌蹂躏，威海儿女纷纷揭竿而
起，英勇反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先后
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他们将永驻威海人民内
心深处，为威海市深厚的地域文化增添厚重
底色。

如今，威海市沐浴着党的惠民政策的阳光，
在博大厚重的威海文化滋养中，坚定不移跟党
走，依托沿海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
济，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建设环境友
好型社会，倾力打造宜居宜业海滨城市，我们
有理由相信威海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

威 海 印 象
□ 马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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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下的隆德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民风淳朴，崇文尚德。素有“家有字画
不算贫”“耕读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的优良
传统。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可圈可点，有不
俗的表现。读该县刘向忠组的这组散文稿，
有虎西山的《借居》，邵永杰的《山寺梵音》

《苏州遗韵》，蔡文刚的《夏天，与父亲有关的
日子》，张文瑞的《萧关行吟》《哭泣的糖梨
树》，马晓雁的《这样恶》《剧照》，杨七斤的

《风雨笼竿城》《耕读传家远》《隆德人的文化
情结》，马晓忠的《关于母亲》，刘向忠的《社
火，社火》，我感慨很多，一一写有点评，希望
与大家分享：

虎西山是西海固资历很深的作家、诗人，
诗歌隽永、精致、温婉、优美，他笔下的散文语
言也有着诗一般的美感。长散文《借居》以感
而不伤、朴实厚重的笔触，记述了借来居住的
老屋和围绕着老屋走过的岁月，以及老屋里一
起生活过的几辈人——岁月的风尘、日子的艰
辛、艰辛中人与人之间的包容，那种暖意透过
慨叹渗透出来。

邵永杰的《山寺梵音》《苏州遗韵》都是游
记。难得的是，要比一般常见的游记清新、耐
读。《山寺梵音》，短小、精练、明白、流畅，更多
的是心境的描状，是凡俗之人偶入梵境的所感
所悟。《苏州遗韵》是关于苏州的游记，作为北
人游历南方风景，满眼所见满心所感，自然有
着北人的新奇和赞叹，作者用深情的笔触记述
了这种感受，并且发出真诚的赞美。

蔡文刚的《夏天，与父亲有关的日子》，以
几个细节塑造了西海固老一辈农民的形象。

父亲，一个在泥土里刨食的人，种旱烟、晒旱
烟、吸旱烟是他最突出的喜好，也是一个农民
所能享受的最高级的待遇；而麦黄时节，他不
断在头发上试镰刀刃，以至于最后总是剃掉满
头头发……这些具体生动的情节，栩栩如生，
蕴含着感人至深的力量，像涓涓细流汇聚而
成，勾勒出一位西海固农民父亲的立体形象。

张文瑞的《萧关行吟》以准确的史料考据
和大量优美的古诗词，回望了西海固萧关古道
的辉煌历史，抒发了作者豪迈慷慨又多情善感
的历史情怀。《哭泣的糖梨树》，追忆早年生活
里一棵糖梨树伴随一家骨肉度过的难忘岁月，
岁月馨香，草木有情，透过平凡普通的民间日
子，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人间真情。

马晓雁的《这样恶》，同样是写西海固乡村
童年记忆，但这篇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以成年
后的视角追忆童年故事，反思“我和妹妹”对童
年玩伴残疾孩子万登儿造成的心灵伤害。随
着这个残疾孩子的早逝，曾经的所作所为足够
让我们愧疚一生。《剧照》以犀利的笔触，讽刺
了当下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各种作秀，和人性最
初对世界和他者的美好想象和新鲜情感。但
随着成长和俗世经验的考验，这一切都遭受
了污染，令人喟叹，更有反思。马晓雁的文字
放在西海固作家作品当中，有着迥然的面貌
和气息。

杨七斤的《风雨笼竿城》，饱蘸着历史风雨
的笔触，带读者认识西海固一座小县城的历
史。《耕读传家远》《隆德人的文化情结》以扎实
的史料知识，丰富的文化内涵，介绍了隆德的
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

马晓忠的《关于母亲》，由 4 个小节组成。
《母亲的嫁衣》中母亲珍藏了 40 多年的小黑箱
子里锁着她的秘密，那是一件连襟上衣，母亲
的嫁衣。嫁衣记录了她曾经的美好青春，和一
辈子的勤劳与善良。文字篇幅短小，情感绵
长。《山路上的母亲》，写用扫帚和背篼扫落叶
的母亲，用双手的劳作换来一家人在寒冬的一
坨热炕，和一辈子的温暖记忆。《母亲的习惯》
从细微处入手，刻画母亲身上的品德，一个麦
穗，一个杏核，一粒大米都成为宏大命题的载
体。《母亲的生日》以母亲从来不为她自己过生
日入手，追忆往昔，情肠回转，烘托出母亲艰辛
朴实的人生历程。总体来说，通篇语言朴实，
细节生动，情感真挚，描画了一位西海固乡村
妇女勤苦、艰辛又善良动人的一生，表达了为
人子真挚赞美母亲的情感。

刘向忠的《社火，社火》，以深入浅出的手
法和饱满的激情，介绍了社火这一富有民间智
慧的文化遗产。文章整体像一首赞歌，赞美了
大西北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视觉、精神
盛宴的社火，社火背后的传统文化，进而颂扬
殉道般捍卫传统文化的人。

全部书稿由 8 位作家的 4 万多字作品组
成，他们是西海固散文写作者中的中坚力量，
突出代表，作品整体扎实，朴素，情感淳朴，文
笔细腻，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从一定程度上
有力地展现和丰富了当下西海固作家群的散
文写作面貌和水准。

作者简介：马金莲，中国作协会员。发表
作品近 500万字。获鲁迅文学奖、骏马奖、“五
个一”工程奖等。

隆德散文的硕果
□ 马金莲

葡萄玉液人人爱，
佳酿传迭代。
质朴风韵逗舒怀，
本色本心灵动妙无猜。
贺兰山下黄金带，
魅力独一脉。
味醇丰满誉摘牌，
思念当殊魂系丽人哉！

虞美人·葡萄酒
□ 日辰车

搬到这个小区已经两年了。对门邻居家，
男主人在外地做生意，大多数时间就女主人在
家，一副悠闲的样子。我和丈夫收入低，自己
感觉无论从家境或身份和邻居都不在一个层
面上，因此虽然住着对门，尽量避免接触。

邻家总是静悄悄的。平日里女人出门进
门，声音都极轻，即便是她高跟鞋款款敲打楼
梯的声音，也韵致含蓄。我不得不承认，邻家
女主人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看上去很有修
养。一次，我和她擦身而过，闻到了她身上淡
淡的香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再看看自己
灰头土脸的样子，难免自卑，因此也只是把对
邻居的好感埋在心里，见了面从不说话。

很长的时间，我们就这么敬而远之地相处
着。我家孩子小，时常会在楼梯里蹦跳淘气，
弄出很大的声响。有时恰逢女人出入，我们赶
忙叫回孩子，向女人道歉。女人也不计较，友

好地笑笑说：没关系，小孩嘛。
由于离老家不远，时不时，父母会进城给我

们捎来一些新鲜的蔬菜。我和丈夫商量，是不
是给邻居家送点，可又觉得这些东西不值钱，以
邻家的条件，这样的蔬菜，人家肯定不稀罕。

夏天，父亲送来的蔬菜越来越多，吃不完
放坏了实在可惜，我便鼓足勇气去敲邻家的
门，挑一些好的青菜黄瓜茄子送过去，邻家女
人居然很感动，接下了，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我的一颗心才释然，原来有钱人也不都那么
高傲！

此后，我隔三差五把一些蔬菜送过去，有

时候孩子们也要跟过去凑热闹。回来时，他们
的手里就多了几样零食。弄得我反倒不好意
思了。

一天，邻家女人竟然也来敲我家的门了。
她抱了一大摞衣服，说这些衣服虽不时兴了，
不过都不旧，让我捡合适的挑几件。女人说，
她其实早就收拾好，想给我送来的，可总觉得
穿过的衣服送人不礼貌，便一直没开口。看得
出来，女人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有推辞，收下
了。有的自己穿，有的送给了乡下的亲戚。

此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没有像人
们所说的那样：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
逾越的鸿沟。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
如对门。良好的邻里关系无疑使人心情愉悦，
生活舒畅。尤其当下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
大，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冷漠和设防，构建和谐
的邻里关系更显得弥足珍贵。

家有芳邻
□ 姜海霞

鸟语花香，风力匀畅，正是放风筝的好时
节。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放风筝只是一种文化
娱乐活动；但在古人眼里，放风筝是为了放走
晦气、祈求幸福，民间又叫“放断鹞”。据说，要
先把风筝放得高而远，然后剪断引线，使其自
行随风飘摇，认为这样可以除病消灾，给自己
带来好运。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就有相关
的精彩描写。第七十回“林黛玉重结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里，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不
舍得将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李纨劝道：“放
风筝图的是这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你更该
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当紫
鹃要去捡别人放掉的风筝时，林黛玉笑着劝阻
说：“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掉出去罢。把咱们
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气。”古人放风筝是为了
放走晦气，消灾解难。所以，别人放走的风筝，
是不能拾回的，否则就会沾上晦气，给自己带
来霉运。

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来描绘林黛玉放风
筝的情景。在柳絮飞舞的时节，贾宝玉和林黛
玉、史湘云、李纨、探春和一班丫头在大观园里
赋诗填词，忽然听到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
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吓一跳，原来是一个大
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于是大家也纷纷加入
放风筝的队伍。宝玉最喜欢和姊妹们玩在一
起，只要不叫他背四书、五经，什么多好，现在
要放风筝，他可高兴得不得了。一条细细长长
的丝线缠绕在活动的木栓上，丝线的一头系着
各式各样的风筝，有大蝴蝶、美人、大鱼、大螃
蟹、大红蝙蝠、大凤凰、红喜字等形状的，令人
目不暇接。此刻，众人沉浸在放风筝的乐趣
中，姊妹们比赛谁的风筝飞得高、飞得远，偏偏
宝玉的美人风筝老是放不起来，自个儿生风筝
的气，指着风筝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顿脚
跺个稀烂。”黛玉看在眼里，告诉宝玉说换个风
筝不就得了，干嘛生气。黛玉最快把风筝放
远，紫鹃用西洋小银剪子把丝线咯噔一声剪
断，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儿可都带了去了。”
那风筝飘飘摇摇，只管往后退了去，一时只有
鸡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再展眼便不
见了。众人皆仰面睃眼说：“有趣，有趣。林姑
娘的病根儿都放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放风筝的过程中，
曹雪芹着重表现的是林黛玉的放“晦气”。这
次放风筝之后，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健康状况渐
渐好起来了，因为林黛玉的“病根儿”已经被干
净利落地剪断了。在《红楼梦》第八十回以后
的章节里，曹雪芹反用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
抽丝”的俗语，向我们昭示，很可能是因为贾母
小范围的明确表态，敲定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
婚事，林黛玉的心病根除，神清气爽，睡眠大
好，身体迅速好了起来，变成了“病来如抽丝，
病去如山倒”了。可见，在古代放飞风筝就是
放飞心情，放飞健康。

在我国，放风筝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春
秋时期，鲁班首创“木鸢”，是最早的风筝。后
来以纸代木，称为纸鸢。五代时期，李邺将竹
哨绑在风筝上，放飞时风吹竹哨，声似筝鸣，十
分悦耳，“风筝”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那时
很多人在放风筝时，都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
名称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
筝线，让纸鸢随风而去，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也有人在放风筝时，把所有的不
幸、烦恼写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天，认为一
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因此，在古人眼中，放
风筝是与“放晦气”联系在一起的。

放“晦气”当然是迷信说法，但是，放风筝
确实是一项有着诸多益处的健身运动。古人
对此也有认识，宋朝的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记
载：“春日放鸢，引线而上，令小儿张口而视，可
以泄内热。”走到室外，到空气清新之处放飞风
筝，不仅可以舒展筋骨，活动四肢，也可使体内
气息顺畅，起到解除积热、祛病健身的作用。
清朝的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筝在
天，以能清目。”放风筝能使人的眼睛得到较好
的调节，对保护视力极为有益。

“鸢飞蝶舞喜翩翩，远近随心一线牵。
如此时光如此地，春风送你上青天。”如今，
人们常会通过放风筝放松心情，享受美好
的休闲时光。湛蓝的天空中，一只只在风
中摇曳的风筝如同快乐的精灵，不仅使人
心旷神怡，还会催人奋发向上。当心儿随
着风筝自由翱翔的时候，一切烦恼琐事飘
散于九霄云外。

读红楼话风筝
□ 钟 芳

将花香夹进书行
让书香氤氲以后的时光

希望自己生长成为一树花
既有树的昂扬
又有花的芬芳

如果你恰好是花树下读书的人
飘落的花瓣代表我诚挚的问候

三两盏清茶
一二杯淡酒
何妨穿越时空对饮
共同欣赏岁月的背影

呈现一帧帧美好的诗画
我们彼此坚信

世间美好
终会重逢

阅读时光的维度
□ 朱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