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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天来， 每次从小区东门
进来， 都会被健身器材场地旁那
株高大的柳树吸引住眼光。

初春的蒙蒙细雨中， 枝条还
很稀疏， 矫然翘焉， 柳叶已经从
微绒的鹅黄转为碎玉般的淡绿，
那种崭新， 那种清爽， 仿佛带着
鲜甜的朝露， 让人眼前一亮， 心
脾滋润， 暗生喜悦。

好颜色莫过于此。
便记起故乡的春天。 某一个

早晨， 我在微茫的晨光中睁开眼
睛， 勤劳的母亲早已从田地里归
来， 已经煮好了一大锅粥， 一篮
带露的青菜搁在厨房的水缸边。
春气爽人不觉冷， 我揉着朦胧睡
眼走到后院时 ， 听见母亲轻声
说， “披个褂子呀”。 母亲的声
音很疲倦。

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把小靠背
椅上， 扭头对我说。 院子里柳树
青青， 正当微黄淡绿的好颜色，
不知什么名儿的几只小鸟， 在树
上也不找食， 竞相卖弄着与身材
不称的悠扬婉转的歌喉。 院子反
倒显得更加安静。 我感觉母亲好
像是病了。 果然， 母亲慈祥地一
笑， 对我说： “今天早上试到人
不新鲜， 有点不舒坦。” 那些是
我们当地的方言， 就是感觉人不
舒服， 像是生病了。

我小时候聪明乖巧， 能体贴
人。 我给母亲轻轻捶背。 母子俩
对着一院清甜的杨柳， 没说话 ，
却好温馨。 不知过了多久， 我感

觉手乏了， 背心好像微微地出了
汗 。 母亲忽然一连打了好几个
嗝， 看得出母亲感觉畅快多了。

母亲忽然回头看我， 猛醒般
地大声说， “哎呀我儿， 看你脸
上红扑扑的 ， 一大早还没穿褂
子， 快进屋去穿褂子。” 母亲声
音一变大， 我就知道母亲的 “不
新鲜” 已经好了。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 院子里
自家的那些杨柳就是我家的医
生， 那清新宜人的杨柳色， 就是
治好母亲 “不新鲜” 的药。 我认
真看了看那些杨柳， 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 想判断如果它们像牛

郎织女的牛一样开口和我说话，
它们的嘴巴会是在哪儿。

这时候， 忽然吹过一阵清甜
无比的风， 我从风里看到了村外
大片大片的水田， 田埂上茅针紫
红发亮， 沟渠里一群群小鱼头大
尾小惊慌失措， 一团团乌黑的蝌
蚪常常陷在一个牛蹄印的浅水
里， 野草野花发出着气息浓烈的
土气， 青蛙叫一阵歇一阵， 溅起
浑浊的泥水， 还朝路过的人小腿
上粗野地撒尿……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在城里， 当我看到初春的杨

柳， 青青的、 淡淡黄绿的， 格外
心旷神怡。 就会想起故乡的杨柳
色。 我有时候特别想找一个最贴
切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这种颜
色， 常常想了好几天也找不出，
偏偏想起母亲那次生病的不治自
愈。 这颜色， 可以说是药色么？

药色杨柳。 是的， 看看这清
爽悦目的柳色， 心里一下子豁然
了。 天地之间， 春光之下， 心甘
情愿做一个不竞不争， 无欲无求
的草根小民， 此生无怨。 静静陪
春， 悠闲自生， 感到一种情不自
禁的欢喜与希望。

可能， 这春天稍纵即逝的杨
柳色， 本来就是一碗珍贵的、 疗
身亦能疗心的汤药吧。

药色杨柳很短暂。 等春分过
了， 枝繁叶茂， 长条垂秾， 柳花
如虫， 柳色渐渐就老了。 春天，
也差不多慢慢要过尽了。

□张渤宁 文/图药色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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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是一位哲学家 ，
也是一位诗人 ， 他用散文的
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 ， 他的
文字简练浅白 ， 能把生活的
感触写得很清晰与细致 。 我
手中的这本 《愿生命从容 》，
是周国平写给千万都市青年
的人生修行书 ， 走进周国平
的内心世界 ， 重获心灵的自
在与安宁。

这本 《愿生命从容》， 囊
括了人生观 、 价值观 、 孤独
与安静 、 爱情与婚姻 、 孩子
与教育 、 怀念友人 、 阅读感
想及回归心灵家园八个方面
内容 。 因为周国平有着深厚
的文学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
神 ， 这些文章更体现了他的
人生境界 ， 他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世人 ， 人生真正的美 ，
是静守初心 ， 从容独行 ； 内
心的淡定与从容 ， 是对抗这
残酷世界的良药。

周国平延续了他冷静 、
深沉的 “周式风格”， 告诉每
一位读者 ： 人人都有获得爱
的权利和能力 ， 但如何掌握
爱 、 更好地经营爱 ， 却是一
门学问 。 周国平说得真好 ：
“爱是一种犯傻的能力 。 可
不 ， 犯傻也是一种能力 ， 无
此能力的人至多只犯一次傻，
然后就学聪明了 ， 从此看破
了天下一切男人或女人的真
相 ， 不再受爱蒙蔽 ， 而具备

这种能力的人即使受挫仍不
吸取教训 ， 始终相信世上必
有他所寻求的真爱。”

幸福是什么 ？ 周国平的
指导思想很简单 ， 第一条是
快乐 。 青春是人生中生命力
最旺盛的时期 ， 快乐是天经
地义的。 他最讨厌那种说教，
什么 “少壮不努力 ， 老大徒
伤悲”， 什么 “吃得苦中苦 ，
方为人上人”， 仿佛青春的全
部价值就在于为将来的成功
而苦苦奋斗 。 在所有的人生
模式中 ， 为了未来而牺牲现
在是最坏的一种 ， 它把幸福
永远向后推延 ， 实际上是取
消了幸福 。 但是快乐不应该
是单一的 、 短暂的 、 完全依
赖外部条件的 ， 而应该是丰
富的 、 持久的 、 能够靠自己
创造的 ， 否则结果仍是不快
乐 。 所以 ， 他的第二条指导
思想是可持续的快乐。

周国平可能不是最好的
父亲 ， 但他一定最懂得珍惜
做父亲 。 对于很多人关心的
孩子的性格问题 ， 他说性格
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 ， 既
然是天生的， 就谈不上好坏，
好坏是后天运用的结果 。 想
要植入一种性格是愚蠢的 ，
因为如果改掉缺点 ， 优点也
会打折扣 。 克服缺点的最好
办法是把优点发挥到极致 。
对于优点 ， 拼命鼓励让他发

扬， 对于缺点， 点到为止。
周国平认为 ， 从一个人

教育孩子的方式最能看出这
个人的人生态度 。 那种逼迫
孩子参加各种竞争的家长 ，
自己在生活中往往也急功近
利 。 相反 ， 一个淡泊名利的
人 ， 必定也愿意孩子顺应天
性愉快成长 。 周国平对此得
出的结论是 ： 一个自己无为
却逼迫孩子大有作为的人 ，
他的无为其实是无能和不得
志 ； 一个自己拼命奋斗却让
孩子自由生长的人 ， 他的拼
命多少是出于无奈 。 这两种
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
的未遂愿望 ， 但愿望的性质
恰好相反。

周国平的文字 ， 既有思
想者的睿智和深刻 ， 又不乏
普通人的感觉和体验 ； 既有
达观者的通透和洒脱 ， 又见
性情中人的困惑与迷惘 。 不
管世界多么嘈杂 ， 愿你我都
能保有一颗安静的心 ， 享受
人生而不沉湎 ， 看透人生而
不消极 ， 愿这些经岁月洗涤
的经典文字 ， 能让我们从浮
躁的世界找到内心的平静。

□艾里香

重获心灵的自在与安宁
———读周国平 《愿生命从容》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临近清明节， 我听到冰面在
春风里似玉米拔节时发出的快
感， 那声音雄浑而激越， 回荡在
辽阔的田野之中， 使一个沉睡的
季 节 从 梦 中 苏 醒 ， 精 神 矍 铄
地 走 出冬眠 。 这个时候 ， 我突
然想到了老父亲， 他像一株玉米
一样沉淀在四月的深处， 静静地
端详着我。

人生天地之间 ， 并不是所
有人都可以用玉米来命名自己
的， 那需要一定的素质 、 境界
和 成 就 ， 而父亲是绝对有这个
资格的！

春天刚一踏上北方的土地，
喧腾的垄间就会出现一个佝偻背
影———父亲套上他的耕牛， 扶着
犁铧， 在广袤的辽河平原上耕耘
他的希望。 那黑油油带着新鲜腥
味 的 泥 土 在 他 的 趾 缝 间 吱 吱
地 钻 来钻去 ， 那麻酥酥的春风
从他微白的鬓角边轻轻拂过。 这
时父亲的唇边通常会像花儿一样
绽放一些古老而亲切的村歌， 他
那苍老悠长的嗓音总让我觉得，
在生活的舞台上， 只有父亲和像
父亲一样长年辛勤劳作的农人才
是纯正的歌者， 也只有他们哼出
的歌谣才蕴藏着生活的情趣和生
命的真谛！

炎热的夏季， 整个乡村都快
被蒸熟了！ 父亲给他的孩子们做
好饭菜， 便一个人扛着锄头向他
的工厂走去———田野里， 所有的
青苗都在向父亲这样执著的农民
垂头致敬！ 父亲的锄头在青苗间
游刃有余 。 那是多年历练的结
果。 父亲像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
一样有着娴熟的生存技巧———执
著。 他深深地懂得： 家里， 有着
嗷嗷待哺的 “黄嘴燕崽”， 那渴
望的眼神容不得他有一分钟的偷
懒 。 父 亲 在 青 稞 间 时 现 时 没
的 身 影 ， 以及背上成片的泛白
的汗渍， 像敦煌壁画一样穿越风

雨的剥蚀， 在我的眼中成为永久
的图腾。

秋天到了， 父亲显出了一年
中从未有过的忙碌和紧张。 秋收
那几天父亲总是睡不安稳， 常常
起夜到院中看天， 他的内心深处
很担心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走
了一年的期待与欢乐。 父亲已对
收下来的粮食做了最科学的安
排： 一些交公粮， 一些自用， 一
些卖掉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 父
亲就在这一片辉煌的畅想中开镰
了！ 他割地割得疯快， 透着一股
对农事的娴熟。 玉米的秆棵优雅
地在他的手下逐次倒下， 像完成
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心满意足，
悠然自得。

打场了。 父亲在这一季里是
不允许自己歇息的， 他顶着一头
的碎草屑， 开始把他的孩子统统
赶到场院里排兵布阵： 撕苞米、
搓苞米 、 打栈子 。 托老天爷的
福， 整个秋天没有一滴雨， 玉米
都完好地收进粮仓。 一粒粒金黄
映照着父亲的脸， 父亲抹一把脖
间的汗， 苍老的皱纹笑成了秋天
怒放的菊花……

清明节快要到了。 每年的这
个时候， 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父亲———也很想知道父亲此刻在
另一个世界究竟过得如何。 9年
前的春天， 父亲孤独地去了另一
个世界 。 从那以后 ， 每逢清明
节， 全家人都会倔强地想起我的
父亲， 那个憨厚的老农……风暖
暖地吹着， 郊野一寸寸地绿着。
此刻， 我透过这篇文字， 仿佛看
到衰老的父亲正披着一件黑褂
子， 坐在灿烂的春光里， 眯着眼
睛凝神享受着大自然所赋予的闲
适， 以及朴素的亲情带给他的暖
暖的慰藉。 这让我再一次浮想起
生我养我的乡村： 空旷无垠的田
野上， 有一株成熟的玉米昂首站
立， 看护着脚下的土地———

□钱国宏 文/图

有一株玉米叫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