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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是端阳，家
家户户插艾忙。”端午临
近，这首童谣携着艾草与
菖蒲特有的清香飘然而
至。

菖蒲，又名白菖蒲，是
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根

茎粗壮，叶片光滑修长，如
立在水中的利剑。菖蒲春
天发芽，夏天疯长，它与水
结缘，靠水而居。

端午节插艾草挂菖蒲
是习俗，人们将它作为辟
邪驱毒的信物。犹记儿时

端午节这天，母亲清早背
上背篓，拿把镰刀往山上
走去。途中，碰见三三两两
的人都是趁早上凉快去山
里割艾草的。母亲从山上
回来，径直往村前走去。家
乡村前有一小河，在於泥

冲积而成的河滩上，生长
着一丛丛碧绿的菖蒲。菖
蒲随风摇摆，在对岸与人
相望，似乎在说：“终于想
起我了吧！”早上的河水有
些凉，村人不怕，脱下鞋■
水而过，弯下腰拔菖蒲，菖

蒲的清香顿时从手中往鼻
子里钻。

回到家，母亲选出两
根修长粗壮的菖蒲和艾
草郑重地挂在大门的两
侧上。母亲还用菖蒲的根
制了一碗散发着异香的

雄黄酒，家里人轮流喝一
口。

端午将至，青青的菖
蒲又将挂上门头，散发着
清香的菖蒲永远保存在
我的记忆中，那是家的味
道。 文/黄淑芬

这所园子很幽深，树
木掩映，香径纵横，九曲
回廊。初入其中，简直就
像走迷宫一样。正是这种
迷失方向的感觉，带给人
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迷
离感。一种猎奇的心理促
使我走进去，走下去，不
问来路，不计归程，一直
走，走到园子的最深处。
“曲径通幽处”，不知

折转了几次，弯弯绕绕，
我来到一处幽静清宁的
所在。此处的草呈疯长之
势，不那么整齐，与园子
其他地方的精致和整齐
格格不入，想必园艺工人
也忽略了此处。背阴处的
青苔已经很厚了，摸上去
绒绒的，凉凉的，像是很
旧很老的光阴一样。小径
幽幽，蜿蜒而去，上面似
乎连一个足印也没有。

独自觅得这样一个
清凉幽僻的地方，我心中
颇有些小窃喜，忍不住默
默吟诵起来：“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我
的脚步不急不缓，心中无
怨无尤，一切都被滤净，
就像行走在岁月深处一
样。路过的人，经过的事，
都成为了风景，都可以用
冷眼旁观的姿态来打量
了。时光长长短短，过客
来来往往，当你退到岁月

深处，就会发现，那些经
历时大喜大悲的故事，到
了最后都会变得云淡风
轻。细数过往岁月的悲喜
忧欢，一切都化作了淡淡
一笑。

我静静地走着，独自
徘徊，渐渐感觉身心越来
越轻盈。风声如长笛低低
地吹，好闻的草木气息弥
漫着，午后阳光从繁密的
枝叶中筛下流动的光影，
人是整个风景中一个跳
动的音符，牵一缕风就能
走出高高低低的节奏，采
一片叶便能走出起起伏
伏的韵律。走着走着，整
个人像是从万丈红尘中
逃离到了世外，很有一种
超然之感。

行走在岁月深处，与
往事隔河而望，彼岸风光
遥远又迫近，飘渺又清
晰。

小园里一个被人忽
略的角落，通往了岁月深
深处。我把自己的足迹留
在了这里，仿佛为自己圈
定了一个可以栖息和放
松的安心之所，很满足。
我想起柳宗元，他听到如
佩环相碰的流水之声，于
是披荆斩棘，寻到一个幽
静的小石潭，心中欣喜，
便坐在潭上静静体味那
片刻的清幽与远离尘世
的安宁。《小石潭记》中
说：“四面竹树环合，寂寥
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

邃。”我能够感受柳宗元
的心境，他在一段寂寞的
时光里，感受的是生命的
孤独，只是这份孤独是厚
重深沉的。我在想，能够
写出“千山鸟儿绝，万径
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这样诗句的
人，内心该有过多么凄怆
和孤高的情怀？远离人
群，避开喧嚣，一个人就
是一座孤城，冷静，高傲，
宏大，悲壮。一个人独享
寂寞，就是推开扰攘现
实，退到岁月的深处。回
望岁月，回首来路，心中
不喜不悲，仿佛能把人生
参透一样。

行走在岁月深处，给
自己一段属于心灵的时
光，享受一个人的自由与
寂静，享受一个人的繁华
与清欢。我想每个人都会
有这样的时刻，让自己沉
淀下来，以冷静睿智的姿
态，闲看庭前花开花谢，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很多
故事，都是再回首时重新
回味的，捡拾往事遗落的
花瓣，撷取岁月留下的馨
香，把记忆定格在文字
中，也为自己留一份寂寞
而缤纷的情怀。

小园香径，独自徘
徊，我依旧在用脚步丈量
时光的长度，丈量往事的
重量。行走在岁月深处，
我的脚步踏出了平平仄
仄的韵律…… 文/马亚伟

思露花语
没有理想，没有信念，

生命是苍白的；没有目标，

没有追求，人生是迷茫的；

没有志趣，没有情调，生活

是乏味的。

人生求生就应乐生，

生命乐生则应安生。如此

才会乐天知命，安度一

生。

推开门和窗，既可以

走出去由近及远，又可以

望过去以小见大。人生若

能如此，心中的理想和脚

下的目标才会远大。

有一种成效，是把差

距改写成差异；有一种奇

效，是把逆差改写为顺

差。

守拙，是一种修养。即

做事从不会投机取巧，做

人决不会煞费心机。

并不是所有的闲都无

聊，诸如闲得安然是闲适，

闲得悠然是闲雅，闲得欣

然是闲情，闲得怡然是闲

趣……

无论人，还是事，怀疑

一切无疑是一种幼稚，而

相信一切则必然是一种无

知。

无知而盲动，走得越

远，其遭遇的不幸越惨痛；

幼稚而盲从，跟得越紧，其

付出的代价越惨重。

故弄玄虚与原本无知

相比，更显出其虚荣；弄虚

作假与原本幼稚相比，更

显出其虚伪。

一就是一，故说一不

二，诸如一心不能二用；

一不只是一，故以一当

十，诸如一言九鼎，九九

归一。

谎撒得再巧，一旦撒

多了，其无论深藏玄机还

是贯用邪术，最终必然在

事实面前原形毕现和无地

自容。

以假乱真，是弄虚作

假，故真被亵渎；去伪存

真，是善辨真伪，故真被渴

慕。 文/巴特尔

菖蒲香 端午至

新加坡英语
在新加坡呆的时间长一点，认识的中国人也就多几

个，比如，走马灯般更换的理发师，杂货店小老板———他们
每说到来新加坡的目的，往往直言不讳“出来就为了赚几
个钱。”然而一位山东大学刚毕业的小王姑娘却不然，她说
她来新加坡的初衷是“学习英语”。

嗯？好诧异！果真如此，她可真不一定选对了地方！
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被公司从美国派来新加坡工作。

一天中午，他饥肠辘辘开始点餐了，对面的服务员好歹听
不懂他点的饭，还是排在他后面的一位新加坡人站出来帮
他点了餐。至今他也没弄明白，自己说了40多年的英语在
那一天究竟哪里出了毛病？

同样是他的妻子，中国南方的一位美女，陪伴丈夫在
美国读书，生活了多年，练就了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一天，
在家乡当英语老师的姐姐来看她，姐妹二人去吃饭，各人
点了喜欢的汤，结果服务员端上来两大盆汤。扫兴的一餐
饭后，姐妹俩一个晚上都在讨论美式英语和新加坡英语的
不同，最终也没讨论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记得有一年《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至今记
忆犹新。那是3个台湾人在侃大山。文章说，如果你跟一个
新加坡人讲英语，那你就会想到他一定是华校毕业的。反
之，如果你跟一个新加坡人讲华语，讲不了几句你就会断
定他一定是英校毕业的———讲来讲去都不知道他究竟是
哪里毕业的了。台湾人如此调侃新加坡人，显得有点不够
意思哈！但是能为这哥仨佐证的是，新加坡人到欧美留学，
其英语发音多多少少都会遭来一些诟病。

是啊，遥想100多年前，中国一群来自福建、广东一代年
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打着赤膀，赤着脚，浑身上下只穿一件亲
娘或媳妇纯手工制作的短裤，怀里手里拎着抱着一罐一坛救
命的淡水，或乘着小帆船，或搭乘货轮，头顶炎热似火烈日，千
辛万苦的漂泊到这个陌生的小岛上。上岸后，面对一群洋人
（英国人），开始在他们的指挥下讨生活，种植橡胶，修路，造
屋———要生存就得卖苦力，就得模仿他们说话和他们沟通。然
而这些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年轻人，原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更
不懂英语是何物？有的只是浓重的乡音和使不完的力气。渐渐
地，所懂的一知半解的英语，夹杂着浓重的乡音，支撑着他们
的生计，点亮着他们的未来，也培育了他们的后代。

当年，他们万没想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这个
小岛的语言！当英国人远去，这些带着浓重乡音的英语又
被后来成为同事同学朋友邻居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
印尼人———这些外来人的进一步加工巩固，形成了如今独
具特色的“新加坡英语”。有时候与英美标准的英语对话是
难点，真的就应了那句“乡音难改”啊！

大学老师汪先生谈到新加坡英语时说，我们的英语虽然
带一点马来音，有一点家乡调，但文法还是标准的。汪先生的
话说明新加坡人也清楚自己英语的“独特性”。但他们很聪明，
他们不但没有盲目地否定自己，一部分人反而自嘲式的定义
自己的英语为“商用英语”。是啊，不用去管他的发音准不准，
他能把生意做遍全世界，并以“小而强”“小而壮”稳居发达国
家之列足以。其“以小博大”的精神不仅让大国不小觑，而且让
全世界刮目相看！不简单！台湾人的调侃也不无道理，就连家
庭里也会有这样的“纷争”。新的一代由于各种因素发音已经
更准确了，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偶尔请教她的爸爸时，还会顺便
纠正一下爸爸的“新加坡语音”。有一次她爸爸忍不住反击道
“爸爸的发音是没有你标准，但是，说着这样的新加坡英语，爸
爸不是也在做事，不是也在赚钱养家吗？”

呵呵！可爱又实用的新加坡英语哦！闲来瑕想，我们的
先人儒家一向提倡世界大同，当世界“大同”时，有谁还会
介意这些“小异”呢！ 文/湘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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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深处
行走在
岁月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