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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劳动的节日

腾点日子去生活
时间都去哪儿了， 此话曾经深深

刺痛了我，包括我们。
更多时候， 我们似乎忙得忘记日

子。但谁能告诉我，你每一天的日子都
忙了些什么？答曰：过日子，谁都会，不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么？ 不就是如朱
自清笔下所描绘的从指缝中悄悄流走
的匆匆吗？具体到时光，不就是忙忙碌
碌是一天，清清闲闲是一天，按部就班
是一天，自由安排是一天，得过且过是
一天，丰富多彩是一天。 是的，日子年
年过， 天天过， 但你过的日子是生活
么？平铺直叙的日子不是生活，家长里
短的日子不是生活。

有人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
容易。 话虽绕，却有深意。

又有人说，把日子过成诗。这就对
了，这日子呀，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活
了。积极地迎接每一天的太阳，积极地
拥抱每一个春天， 积极地去追求和实
现自己的中国梦， 那你的日子就真正

成了生活。
那就请腾出点日子去生活吧！
快节奏是生活 ， 慢节奏也是生

活， 快了， 停一下， 让时光慢下来。
相信有很多人都羡慕木心的慢生活。
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 车， 马， 邮件
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生活，
慢得有些让人心疼。 日子就如钟摆，
走得悄无声息， 走得不着一点痕迹。
把自己置于暖阳下 ， 俯身看蚂蚁搬
家 ， 抬头去临风听蝉 ， 徘徊在小河
边， 看流水舒缓流淌， 任落叶逐浪而
行， 坐在躺椅上， 低头翻一页书， 起
身泡一壶茶， 让一切都慢下来。

腾点日子去生活，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更多时候，还是要用我们喜
欢的形式去生活，因为除了日子，我们
还有远方和诗。背上行囊，来一次说走
就走的远行。美好的生活在路上，让我
们一路去野，任性而为。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 我们绝不要让左右互搏

的日子空耗去我们有限的生活， 走出
去， 把看不过来的山川河流， 风土人
情，统统收进我们生活的底片，让时光
凝固，让时光蕴藏。

腾点日子去生活，生活是金贵的，
我们要过一种精致的生活。 因为，日子
就是一条河流，流了，就走了，走了，就
不再回来了， 遗憾是不可能用生活来
弥补的。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日子都过
足了，那这种生活无疑就珍贵了。 如果
一天无所事事，让时光无畏地流逝，那
这样的日子不就是一粒粒散掉了珍珠
吗，多么可惜。

腾点日子去生活，你会发现，生活
是个大舞台，够你纵情展示，趁身后还
有大把的日子， 那就让我们把生活过
成一首诗，大声地吟诵，把生活过成一
朵花，牡丹一样尽情地绽放，把生活过
成一坛老酒，醇香而又绵长。

腾出日子去生活， 把每一天的生
活都过精彩。

□黑蛮子

□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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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旅行
宅人不辨南北
害怕出外旅行
阿狗领着走走
时常糊涂盲从

书生论
手无缚鸡力
心生杂念多
贪恋山水色
随风唱离歌

寻闲
风过看叶落
雨来听檐滴
人间重要事
得闲守茶余

乐观
人世无涯漫漫
吾生有限转转
多多亲身体验
品品现实忙闲

童年中的 “五一” 劳动节， 我们
叫作是 “农忙假 ”。 学校放假七天 。
这个时节， 南方的老家正是收割油菜
籽、 麦子， 插秧子栽高粱的季节， 按
大人们的话来说， 抢收抢种， 天天忙
得团团转。 农忙假期， 脱离了书本的
束缚， 孩童们就像放笼的鸽子， 欢呼
雀跃。 高兴之余， 帮大人做力所能及
之事也是理所当然。 那时候， 人们的
生活水平刚够解决温饱， 从来就没有
想过趁着假期出去踏春旅游。

那时的我还小， 做不了体力活，
只有奔跑在田间地里， 任父母呼来唤
去： 给累了的父亲递支烟， 为渴了的
母亲送杯水。 他们在麦地里舞动着镰
刀， 尽情挥洒着汗水。 那喜人的麦穗
金黄灿烂， 那种清新久远的麦香味，
久久地萦绕在脑海里， 让人很自然地
就想起了母亲摊在锅里油汪汪的麦
粑， 香味扑鼻， 馋得人直流口水。 此
时 ， 捡拾麦穗就成了我最快乐的事
情。 我提着小篮子， 挽起袖子， 小心
地躲避着麦茬， 将断落在地里的麦穗

拾起放进篮子里。 拾得越多， 心里越
有成就感； 拾得越干净， 内心越加舒
坦。 因为我知道这些散落在地里的麦
穗也是父母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
的， 当倍加珍惜。

等父母割完麦子腾出了地， 就该
栽高粱了。 高粱是用来卖给附近的酒
厂酿酒的， 所以， 那时候的人们都不
种玉米， 认为玉米喂了猪可惜， 不如
高粱卖了钱可以补贴家用。

我也很喜欢跟着父母栽高粱。 父
亲用锄头在麦地里松好土， 打好种高
粱的窝， 我就将那些母亲培育好的高
粱苗子连根拔起来， 挨个散发在高粱
窝里， 每一窝只需栽两棵高粱苗。 母
亲说我念上书了， 识数， 这个任务就
交给我来办， 我也乐意接受。 在我看
来， 那些圆圆的高粱窝很像一只只摆
放整齐的碗， 我只需给那些碗再摆上
一双用高粱苗当成的 “筷子”， 然后
开心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看母亲再
慢慢地将那些 “筷子” 竖立起来， 用
土将 “筷子” 根部压实， 再浇上一瓢

水， 那双 “筷子” 过不了几天就会生
根、 返青啦。 如今想来， 我倒很佩服
自己那时的智慧， 在没有玩具、 没有
玩伴的时候， 在孩子纯净的世界里，
哪怕是劳动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乐趣、
一项游戏来完成， 这个世界， 因此而
变得如童话般美好。

割了麦子栽好高粱， 便开始插秧
了。 这必是大男人才能干的活， 且需
相邻的几家相互帮忙才能完成。 小孩
子玩兴最大 ， 跟随大人们到稻田旁
边， 除了玩会水， 还可以到桑树上摘
桑葚吃。

除此之外， 便盼望着哪个叔叔伯
伯能在稻田里捉住几条泥鳅或者黄
鳝， 运气再好一点， 会有几条鲫鱼一
同出现在晚饭的餐桌上， 那可是童年
中最美味、 最健康的美食， 令至今的
我还回味不绝。

童年中的劳动节， 简单、 纯粹，
在劳动中获得快乐， 并因此懂得劳动
在生命中的真实含义。 祝愿每个人都
劳动着快乐着， 并幸福着。

寻 蜜
□陈闲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