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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宜尧

幸福是遇见一本书
———读林清平《清平智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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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玩儿了一个有意思的
小测试 ， 在十二种颜色的图片
里， 哪种能代表你的母亲。 我让
15岁的儿子选， 他毫不犹豫地选
了绿色， 理由是 “妈妈总是说不
该吃垃圾食品 ， 要吃绿色的 ”，
我大笑不已。 如果让我选， 我该
选哪个？

母亲今年正好70岁， 身体健
康， 与我同城不同住， 身边是父
亲的贴心陪伴， 才能令我安心地
工作和生活。 我觉得母亲并没有
某一种颜色可以代表， 如果只用
一个颜色形容母亲， 肯定是不够
的 ， 这么多年以来 ， 温柔 、 漂
亮、 善解人意、 能干的母亲， 深
深地影响了我。

小的时候， 母亲有一套淡蓝
色的裙子 ， 比天空的蓝还要好
看， 还要明亮， 上面有同色系的
刺绣小碎花， 像极了母亲温柔的
性格。 每当看母亲穿它的时候，
似水的温柔如春光弥漫， 我的眼
里仿佛有了星光， 周遭的一切都
变得无比顺眼起来。 母亲真是漂
亮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孩子
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最漂亮， 反正
我是。

黄色， 是暖色， 一个充满希
望的色彩。 儿子说我是 “绿色”
的是因为吃 ， 我说母亲是 “黄
色” 的也是因为吃。 小时候一旦
有个头疼脑热， 免不了依偎在母
亲怀里撒娇 ， 母亲把我搂在怀
里， 呢喃着和我说着话， 摸摸我
的头， 握握我的手， 然后问我想
吃什么啊？

食物真的是最好最温暖的慰
藉， 当母亲端出那碗南瓜羹的时
候， 也同时按亮了屋子里的灯，
淡黄色的灯光笼罩着那碗南瓜
羹， 一望之下香浓醇厚的样子，
未等食， 一丝丝香气顺着经络便
已经融解开去。

这缕黄色， 像阳光一样温暖
着我， 只要是母亲在的地方， 才
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角落。

绯红色， 是一种红里带蓝的
色彩， 用它来形容母亲的能干再
合适不过了。 退休前母亲是一个
企业的工会主席， 日常工作细碎
又忙碌， 需要超常的爱心、 耐心
和细心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母亲
的工作常态我很少见到， 但是家
里的那些荣誉证书告诉我： 母亲
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记不清多

少次了， 每当母亲拿回一个荣誉
证书的那天晚上， 工作繁忙的父
亲就会亲自下厨给母亲做几个好
菜， 不过大部分好吃的都进了我
和妹妹的腹中。

我特别羡慕父母相濡以沫的
感情， 互相牵挂， 互相关心、 照
顾与扶持。 有一年父亲被派往外
地工作一年， 时年四十七岁的母
亲， 当听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时，
总会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儿似
的， 飞奔着接听。 “老夏， 你给
我打电话啦！” “你这会儿不忙
啦？” 注意啊 ， 母 亲 的 口 气 是
上扬的 ， 透露出她是多么期待
这个电话。 我特别佩服母亲， 即
使前一秒还心情不好， 接起电话
的一瞬间， 也能做到充满激情地
开场。

我笑母亲这么大年龄怎么还
有颗少女心呢？ 母亲说不能让在
外工作的父亲为家里的事情操
心， 为我们的情绪担心， 她能解
决家里的一切问题。 那一年间，
妹妹顺利考取大学， 奶奶来家里
养病两个月 ， 我的初恋无疾而
终， 母亲照样在年底拿回一张荣
誉证书。 这时候用粉紫色来形容
母亲最恰当， 粉粉嫩嫩的少女心
下， 外柔内刚， 又不失优雅。

其实用来形容母亲的颜色何
止这些， 每种颜色都有可能性，
或热烈， 或神秘。

每个妈妈都不同， 所以会有
不一样的颜色标签， 相同的是每
个妈妈都是天使下凡， 希望岁月
能善待她们， 余生顺遂！

什么是幸福？ 一千个人有
一千个答案。 其中有一种， 幸
福是遇见一本书。

是机缘巧合， 让我结识了
作家林清平的 《清平智慧书》。

什么书能叫 “智慧 ”？ 我
怀着疑惑的心情读了这本书。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人生
的很多困惑竟然在书中找到了
答案。 里面的很多句子看过不
自知， 竟不能忘， 不能忘便把
句子拿来 “反刍 ”， 便有了一
种释然、 超然、 豁然。

“清平” 是作家林清平的
名字 ， 我想他肯定另有意图 ，
把 “清” 与 “平” 作为书名。

清， 就是清清明明 、 清清
透透 、 清清朗朗 、 清清白白 ，
这大概就是人生所追逐的一种
状态和境界吧， 但， 在这个世
界上又有几人能清白通透呢？

平 ， 就是不仰视不仰慕 ，
同时也不俯视不鄙视 ， 是视
觉 的 平 视 ， 是态 度 的 谦 和 ，
是 心 胸 的 豁 达 ， 好像一切都
在眼中心中， 一切又都不在眼
中心中 。 一个人能万事心平 ，
那绝对了不得， 绝对是一种大
智慧。

文字又深入浅出， 白话不
白 ， 每一个标题都是醒世警
言， 每一句看似浅显的文字中
蕴藏的道理又极为深奥。 很多

很多， 都有同感， 却又惊叹作
家的细腻， 明察秋毫。

读他的书， 很多篇章都是
闭着眼睛却是醒着的大脑， 不
能自拔。

中年人有危机感， 林清平
说， 年龄越长， 越是不舍得睡
觉， 夜太短， 经不起熬。 造化
老儿吝啬， 再精打细算， 还是
不够用 ， 用在这里 ， 那里缺 ；
用到此处， 彼处少了， 还要拿
出三层来睡觉， 谁能舍得？ 反
正我小气。

这话真是入心， 看过来看
过去， 没什么辞藻， 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的字 ， 堆积在一起 ，
竟然极具蛊惑人心的魅力。

人生须臾， 做出点儿成绩
很难。 尽管如此作家依然在自
己 的 道 路 两 旁 栽 下 了 文 字
树， 那些路过的人， 在此歇歇
脚， 避暑乘凉的同时倍感润心
润脾。

“让你累的人， 要设法敬
而远之 ” “人有了小草心态 ，
就不怕践踏” “以旅游的心生

活， 脚下就是景区” “人世间
有多少冷漠 ， 就有多少善良 ”
“人生没有草稿 ， 不等于人生
可以潦草 ”， 等等 ， 这些都是
他的智慧， 他都毫不吝啬地呈
现给了读者。

我们很庆幸很幸福， 有生
之年能听到这么一位 “禅” 者
的话语， 好像瞬间烦恼与愁苦
逃之夭夭 ， 心情进入到 “清 ”
与 “平” 的境界中。

他说， 低处是绝好的观察
点， 可以看到最善美最丑恶的
人性， 可以洞若观火地读懂生
命的真相。 低处胜于高处！

我们都是生活在低处的
人， 平凡甚至卑微， 他的这句
话给了我们多大的信心和勇
气 ，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自己 ，
拒绝低处， 相反我们应该感谢
低处， 笃定前行。

生命不易， 能遇到一本好
书， 能遇到有智慧的禅者， 真
是幸福的一件事儿， 也许就是
他所说的 “幸福的另一种诠
释” 吧。

每天， 我都要横穿小城， 经
闹市、 过新城、 到城乡结合部，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城里人、
农人。 他们总让我想起父亲。 黝
黑矍铄， 金黄锃亮， 一大把年纪
了 ， 还爬高走低 ， 使不完的力
气。 而我， 正值壮年， 在太阳下
站一会， 就头晕目眩。

9岁的女儿 ， 瘦削 ， 面白 ，
漂亮， 但中看不 “中用”。 爬到
三楼就气喘吁吁， 大喊腿痛。

到医院检查， 一切正常， 可
能缺乏锻炼。 这也真冤枉女儿！
她玩起来可是乐不思蜀、 无论魏
晋不知有汉， 爹娘都抛诸脑后。
到底因为啥呢？ 父亲说， 每天啃
俩馒头， 放乡下养俩月， 保证活

蹦乱跳。 这偏方， 更像父亲让女
儿回乡下住的借口。

父亲言之凿凿： 你不就是这
样养出来的 ？ 玩儿的成天不着
家， 也没喊过腿痛。

是啊！ 我那时活动量比女儿
大多了 ， 吃得又少营养 、 不科
学， 却生龙活虎。 父亲说： 不吃
馒头， 腿脚乏力……真有那么点
道理！ 女儿对馒头等面食， 苦大
仇深， 就吃一点鸡蛋、 面包和牛
奶等。

我也是， 每天科学饮食， 却
这高那低， 就是跑一二百米， 也
能要我半条命。

难道就因为馒头？ 吃俩就能
接地气、 有底气？ 太扯了吧！ 父

亲却很认真， 在地上写个 “麥”：
这是祖先造的麦字， 上边的十，
寓意保佑； 下面三个人吃饭， 寓
意食物。 麦子就是保佑人安康的
食物。 人吃麦子， 人也就成了大
地上行走的麦子……

我打趣父亲 ： 那要到了南
方， 没麦吃， 只有米， 怎么办？
我触痛他的伤疤。 因为吃不惯南
方的米， 他才 “告老还乡”， 放
弃挣钱的 “前程”， 窝在家受母
亲的气。

作为补偿， 假期里， 我让女
儿回乡住。 父亲的脸色这才多云
转晴。

女儿假期回来， 虽黑了， 精
神劲儿却焕然一新， 也不动辄挑
食、 喊累了。 啃起馒头， 颇有我
当年的风范 。 她说 ， 鸡吃了麦
子， 长成中国的模样， 走哪儿都
雄赳赳气昂昂 ， 我也要吃馒头
……父亲真厉害 ， 仅两个月就
“驯化” 了女儿。

父亲是对的， 麦是住在人体
内的灵魂。 那些农民工， 牙齿像
麦粒子、 言语像麦仁酵子， 蹲在
广场上， 像一片倒伏的麦田， 站
在脚手架上， 像扬花灌浆， 胡子
是麦芒、 汗珠是麦粒……那些城
里人， 喝麦仁粥、 吃面包……连
脸色都面如冠玉。

无论城里人， 还是农人， 都
以麦为食， 受麦的庇佑， 神形间
隐现着麦的影子。

人在大地上行走， 麦在血脉
中行走。 大地上， 人也是行走的
麦子。

□□葛葛亚亚夫夫 文文//图图

母亲的颜色
□□夏夏学学军军 文文//图图

麦是人的精魂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