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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明

人 本 质 上 是 喜 欢 清 闲 生 活 的 。 所
谓“清闲”，就是在为稻粱奔波的同时，
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喝酒、聊天、旅游、吹
牛 的 时 间 。 适 度 的 清 闲 可 以 使 人 变 得
性情飞扬。

认真想来，一个人要活得惬意，光有
生理上的清闲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有心灵
的清闲。所谓心灵的清闲，就是放下得
失，看轻进退，让心灵处于一种闲适、宁
静、无牵无挂、自由行进的状态中，就像天
上的白云一样飘洒自如。

心灵清闲，意义非凡：一是能让人自
省，使我们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
什么；二是使我们的灵魂放松，不经意间
激发出潜能与创造性。

有人说：一个人要心灵清闲，先要生
活优裕。我看未必。人活在世上，必须有
基本的物质支撑，这是肯定的。但心灵清
闲跟财富多少并不可以画等号。有的人
赚钱不多，工作很忙，但他能够让心灵适
度放松；有的人腰缠万贯，整天闲得数手
指头，却总是绷着一根患得患失的神经。
心灵清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
心灵的调控能力，一种不在乎一时成败的
大大咧咧。

想要心灵清闲，先得控制功利心。功
利心这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住了别墅还想
庄园，坐了名车还希望拥有私人飞机，我

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宁静、平和的时刻。只
有给物质的追逐划一根底线，达到某个程
度立即按停止键，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清闲
下来。

东晋宰相谢安的故事很能给人以启
发。一日，谢安与人对弈，忽接到其子前
方的战报，展读完毕，若无其事继续下
棋。对弈者不解，惊问其故，谢安答：“小
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
安的从容、无所谓绝不是装出来的。他出
身于名门世家，其父谢裒，官至太常，然
而，谢安不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年轻时多
次拒绝官府征召，隐居于会稽郡山阴县之
东山，成天与王羲之、许洵等一帮朋友游
山玩水，中年不得不做官，却对进退不怎
么上心，凭着性情做事，宽厚为人。这样
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对小儿辈打的一个胜
仗喜形于色呢？

心灵清闲还要与内心的乐观精神相
向而行。人一乐观，对世事有个正向的估
价，你的心就不会太累。如果天一下雨，
你就担心发洪灾；别人不小心在你门前丢
张纸条，你就担心强盗在做标志，哪怕空
闲时间再多，你的心也很静下来。

心灵清闲的深处关系着一个人的格
局。

两种清闲

□王诵诗

初春，溧阳天目湖并不热闹，游人
并不多，登上一艘偌大的游船，二百多
个 座 位 ， 只 坐 了 二 三 十 个 人 ， 也 不 嘈
杂，静候开船，我认为这样恰好。

满 湖 的 春 色 ， 在 静 静 的 湖 面 上 铺
开，微风抖动澄碧的湖面，皱起粼粼波
纹。“突突”的游船划过，不像划在水
里，倒像划在绿绸上，游船的后面，绿
绸子飘呀飘，阳光镀上了金边，就像一
首轻音乐，优美的旋律，在人们的心里
泉涌着，一波一波，汪汪的绿，滋润着
全身，无比的舒坦。这就是初春的天目
湖呀，游人如织的夏天，还会有这样的
韵味吗？我不坐在船舱里，信步来到船
后的露台上，扶着栏杆，定定地看着碧
碧的湖水。湖水暗绿，显然很深，到底
有多深，不知道。偶尔有几只水鸟从湖
面上掠过，惊得湖里的游鱼打着几个水
花，沉到水底躲起来。

天 目 湖 的 周 边 ， 是 一 些 矮 小 的 山
丘，据说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因此得
名。游船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在一处码
头停泊，沿着上山的木栈道，一处处景
点，都有卖小商品的，是人为打造的，
掺杂着商业性质，我并不感兴趣。小山
上 都 是 些 不 知 名 的 杂 树 ， 枝 干 粗 糙 黢
黑，在这初春的天气里，还没绽放着绿
意，杂树之间，时而旁逸斜出几根细小
的 枝 条 ， 虽 然 没 有 周 围 杂 树 那 样 的 粗
壮，但开着一朵朵小白花，也不知是什
么花，亮丽一片，给小山增色不少。

走着走着，来到一处都是竹林的小
山，那竹子都有小碗口粗细，一律挺拔

向上，绿的叶，绿的枝，虽不是新的，
经 过 一 年 的 风 风 雨 雨 ， 正 酝 酿 着 新 的
绿，孕育着新的生命。昨日的饭桌上，
吃到清炒竹笋这道菜，味道鲜美。这里
的朋友告诉我，天目湖的竹笋是特产，
挖笋，也是个技术活，完全冒出来的竹
笋不要挖，这样的竹笋品相不好，看准
了，地上的泥土才鼓起一点点，竹笋露
出一个小尖尖，这样的竹笋挖出来，做
菜好吃。我在地上仔细寻着，也没找到
这样的竹笋，有点遗憾。本来想去天目
湖南山看那有名的竹海，穿过这座小山
的竹林，领略了这片竹子的风光，约莫
大同小异，那就算了吧。

钟情这湖水，我尽量沿着湖边的小
路走，岸边的柳树似乎和春天最亲近，
微露新芽的柳丝摇曳着浅绿，也在水里
摇曳着。湖水的清，坐在游船上，快快
驶过，只是走马观花，近距离，才真正
地感受到，岸边水里的砾石历历可见，
不见一星杂草，延伸到深处，渐渐隐没
了，几条小鱼在清水里优哉游哉，怡然
自得。我真想掬着湖水，洗濯我的手，
洗濯我的脸，又怕玷污了没有一点尘渣
的碧水，还是算了吧。

早就听说天目湖的砂锅鱼头味浓汤
鲜，是一道名菜，因为行程的安排，没
有去品尝这道名菜，只能抱憾了。坐在
返程的小车上，离天目湖越来越远，但
早 春 的 天 目 湖 ， 有 一 种 难 以 形 容 的 澄
碧，还在心里荡漾。

春初澄碧天目湖

□艾平

此时，窗外的大雪群鸟般翩
然，亦如钢刃般凛冽。书桌上有
一 杯 热 茶 ， 可 端 茶 的 手 已 经 冻
僵，我就这样在呼伦贝尔久居。

我和好多时刻准备孔雀东南
飞的呼伦贝尔人不一样。我曾经
有过几次离开这片寒冷土地的机
会，但都几经犹豫选择了留下。
究其原因，除了自己心性懦弱，
惧怕名利场中的你争我夺，就是
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种眷
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
风 景 的 辽 阔 ， 不 止 于 空 气 的 洁
净，总之不是用“故乡情”三个
字可以了得的。

呼伦贝尔天地浑然，流水不
腐，大野芳菲，万物亘古。树木
与花草，飞禽与走兽，也包括学
会了使用文字和机器的人们，皆
如吸吮母乳的孩子，无不依偎着
这里原初的生态繁衍生息。这里
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具有很
深刻的启迪价值，让我懂得了人
不 是 高 高 在 上 、 睥 睨 一 切 的 主
人。土地给了人和其他生灵相同
的恩赐，大自然让万类生命以互
补的方式构成生物链，从而庇护
所有物种生生不息。因此，每一
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某个物
种的消亡事实上意味着全部物种
的消亡。在呼伦贝尔人的心中，
大自然就是必须敬畏的长生天。
逐 水 草 而 游 牧 者 ， 岂 能 竭 泽 而
渔？牧民不开垦原初的草地，猎
民不扼杀怀孕的动物，这里良好
的生态告诉了世界，什么是质朴
而又先进的文明。

生我养我的呼伦贝尔是天人
合一的地方。

近年来，我在草原和森林中行
走，寻找那些远去的人，寻找那些
远去了的故事，也寻找那些本该与
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那远去了的
人，能够站在天地之间告诉我们大
自然的秘密；那些远去的故事，是

万类生灵同生死共命运的诗篇；那
些远去的动物需要我用文字为它们
唤回往昔的家园。

我看见，一只高大的驼鹿在
人类的豪情中，瞬间化为刀俎；
我看见，一只戴着红领巾的小袍
子，箭镞一般遁入林丛，回眸之
际是惊恐万状的眼神；我看见，
四 只 黑 嘴 松 鸡 在 林 地 中 引 吭 高
歌 ， 直 到 漫 天 的 星 星 被 朝 霞 淹
没，也没呼唤来应得的爱情；我
看见，一群黄羊从草原荒火里逃
出，却无法越过高高的铁丝网，
于是它们中的男儿，就把自己的
身躯挂在铁丝网上，让怀孕的母
黄羊踏着它们的脊背通过，只为
保留下生命的种子；我看见一匹
骏马，在暴风雨中岔开四蹄，用
身躯保护摔倒的主人；我看见四
只毛皮褴褛的丹顶鹤，绝望地伫
立在大兴安岭的雪中，最终竟然
起死回生，神话一般回到了它们
位于俄罗斯兴安斯基的家园；我
看见，额尔古纳河畔的一只红狐
狸跟在护林人的后面，在雪地上
留下战战兢兢的脚印⋯⋯在这片
土地上，有把最后一枚雁蛋孵化
成雏鸟的母亲，有用马头琴呼唤
喜鹊的阿妈，有用一壶白酒灌入
驼 鹿 耳 洞 使 之 忘 却 恐 惧 的 老 猎
人。有一位阿爸坐在马鞍上挥舞
着手里的套马杆，那样子就像神
仙下凡，八百匹马的马群，立刻
红云一般在草原上飘起；一位老
牧人每当夏天都要到高山上仰望
苍天，为的是看看他年轻时遇到
的那只鹰⋯⋯我也曾一次次问自
己，你所作的表达，可有三五知
音？在钢铁水泥肆虐的年代，还
有多少心灵眷恋诗意的滋养？一
本不肯俯就的小书出版了，是不
是会为自己带来又一轮的孤独？
明知仅仅是巨鸟翅上可有可无的
一根小羽毛，也充溢着直上九霄
的激情，明知不过为茫茫草原的
一株无名草，也满心一碧千里的
梦想，这，或许就是我的文学。

我竟这般乐此不疲，在故乡

的土地上经年累月地游走。我的
日子常常怅然若失，也常常渐入
佳境。但是我很踏实，因为我知
道我不是这片绿色净土的最后一
个 守 望 者 ， 很 多 人 就 在 我 的 身
旁，是那些身上沾满泥土的自然
之子，是那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
有识之士，让我感到希望，我便
不会在世事的跌宕中改变初心。

曾经的训练让我认为，人物理
应是文学的主人公，即使你举万事
于笔端，也还是为塑造人物服务
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动物们来
了，悄然成了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
形象。这是我在写草原人和森林人
时的意外收获，却有力地冲击了我
的文学观念。或许在我们的写作
中，人和自然的位置有点不那么恰
当，人已然成了大千世界的中心。
难道森林、荒野、星空、百草以及
走兽飞禽，只是我们身边的陪衬
吗？难道它们不曾影响乃至改变了
我们吗？难道它们没有自身的领土
诉求和文明习性吗？难道它们没有
温 情 和 诗 意 的 内 心 活 动 吗 ？ 从
1983 年 阅 读 齐 奥 诺 的 《人 世 之
歌》 到现在，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
些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学可能忽
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对
世界的发现还远远不够。然而，由
于草原生灵的奥秘博大精深，我只
能用个人的眼光记录它们的踪影，
并以一个呼伦贝尔人的情怀尊重着
它们。

我觉得一个散文家，面对不
同的素材，要拥有不同的表达技
术，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多种
多 样 的 ， 便 做 了 一 些 小 小 的 试
验，所以我的散文表达方式常常
是大相径庭的。我试图留下那些
草原动物的形象，并记忆游牧民
族和狩猎民族高贵的精神品格，
希望它们既有故事也有诗意⋯⋯

草原生灵笔记

□朱光兴

一半在想你
一半要忘记
这就是我与爱的距离

恨不该是结局
毕竟在深爱里挣扎
争取真心去爱一个人
或许就是在这不近不远的地方 来又去

喧嚣会让你的世界变得热闹
也一定是它会把许多的许多慢慢吞噬掉
想拉住你
你却孤注一掷地跳了下去

写一首诗送予你吧
诗句里有一切
有你想要的
也有你不屑的

可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
都是最美和最真的

一半想你，一半忘记

□白涛

我知道，今夜
云
将从一轮弯月的沙漏中
翩翩而下
化作漫天大雪
靠江屯未及翻身
伸一个懒腰
山岩上的斑斓画卷
与远处绰尔河浑阔的湾流
一一披上了白银
今晚的柴河，气温零下 27℃

我不敢相信。转身时刻
气象竟如此变幻万千
纵横捭阖的山崖
崖上站立着的红枫
绰尔河，蓝天般的流水
被弯月倾泻的层层雪花
深情掩埋

今晚，柴河
大雪，气温零下 27℃
再不会有人去打扰
我千里之外的故乡
正做着一个安宁好梦
我看见，在漫漫飞雪的后面
祖国，北方
壮美的山河
正一片片由绿而黄
由黄而红。我知道
那秋天浓烈的油彩
明年就要到来

此刻，我梦见了最后一句
诗。转过身来
却忘了是在梦里

月亮小镇

白桦树零落的叶子
仿佛落地后又重新飞上枝头
三三两两的影子，如即将
消失在林中的旅人
我在一枝横出的落叶松前
停下，看针叶的茸毛在轻风中
三三两两滑落，林中小径
已是一片浅浅的金黄

两只鹡鸰鸟，灰蓝色的身影
在和我捉迷藏
和它们一比，我立刻变得
愚蠢而笨拙

下山，下山
去月亮小镇
我心兴奋着，偏又遇上了
这秋雨的喋喋不休

在午夜阳台
我看见月亮的边上
落满了红的栎树黄的白桦
靛蓝的绰尔河在闪光
月亮，弯弯的影子
与绰尔河湾与柴河小镇
叠成了一个形状
银子般的柔情
就这样照着山林大地
照着我的科尔沁故乡

柴河之夜云影重重
月亮和我的秘密都留在了小镇上

雪漫柴河
（外一首）

□王晓平

家有家门，国有国门。家门只
需一把锁或安装一个防盗门便可
高枕无忧，而国门则不然，她不仅
需要无数甘于奉献的戍边人铸成
铜墙铁壁，更需要强大的祖国做后
盾。守好国门，国人才能安居乐业，
尽享太平盛世和天伦之乐。

国门，在每一个游人眼里，是
一道新奇而又独特的风景。她没有
名山大川的秀美和俊俏，也没有历
史遗迹的深邃与厚重，她给人带来
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国门情结”，
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笔者
有幸多次置身满洲里、二连国门，
深入边防连队哨所慰问，所见所闻
无不激起心灵的震颤。

国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标志
和象征，也是一道庄严、神圣而
又 神 秘 的 风 景 线 ， 只 有 置 身 其
中，才能真正有所感悟。要说气
派、伟岸，莫过于满洲里国门。
如今的国门已历经五代变迁，彰
显出大国的威严和气派。满洲里
新国门是目前中国陆路口岸最大
的国门，国门高 43.7 米、宽 46.6
米，乳白色的门体上镶嵌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七个鲜红醒目的
大 字 ， 上 方 悬 挂 的 国 徽 耀 眼 闪
光。望着眼前的景象，我蓦然想
起了“国度”“边境”“警戒”等
一连串严肃的字眼儿，真切地感
受到领土的概念。

界碑是国境线上的特有标志
物。记得第一次到二连国门参观
时，驻军首长破例让我们穿越国
门，来到中蒙边境 357 号界碑前
合影。这座建于 1963 年带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界碑，如
今已不多见。出于好奇，我们几
个试图探头将界碑背面图案看个
究竟，却被身边执勤的武警战士
礼貌地阻止了。是啊！这真可谓
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只有半步
都意味着越境、叛国。纵然中国
领土之大，但在这里却实实在在
走到了最边缘。

国门既是凝固的建筑，更是
一幅流动的风景。额尔古纳河是
中俄边境上的一条界河，黑山头
是国家一类口岸。夏日来到黑山
头，徜徉在波平如镜的界河上可

谓 别 有 一 番 情 趣 。 这 里 山 水 相
连，鸡犬之声相闻。对岸绿草如
茵，格外静谧，绿树掩映下的乳
白色欧式建筑充满异国情调。这
里看不到国门前庄严肃穆的紧张
气 氛 ， 甚 至 看 不 到 两 国 的 分 界
线，只有抬头仰望俄方那高高的
瞭望塔，才多少显现出一些边境
的气象。界河的分界线是以河的
主航道中心线为基准的，由于水
流的变化，每年都要重新测量一
次。游船行至一岔道，朋友指着
一个只有一间房大的小岛说，这
个小岛去年还是俄方的，今年流
速一变又归回我方了。真是“寸
土必争”啊！在黑山头口岸，我
们看到了架在额尔古纳河上惟一
的一座桥。这是一座全部用粗壮
的 圆 木 搭 建 的 便 桥 ， 桥 长 80 多
米、宽 5 米，虽然粗糙简陋，但
实现了中俄由过去的季节性过货
变为一年四季都可过货。尽管当
时我们没能看到边境贸易红火热
闹的场面，但漫步桥头，只见桥
的中央横亘着两扇巨大的铁门，
把整个桥面封堵得严严实实。铁
门被一把大锁紧锁着，我想这把
普普通通的铁锁当之无愧地堪称

“天下第一锁”，因为它锁的是国
门。

国门的安危系于无数默默奉
献的戍边人。我国拥有漫长的陆
地边界，仅内蒙古就拥有 8000 里
边防线。纵观祖国北疆绵延不断
的边境长廊，所到之处不是荒漠
便 是 戈 壁 ， 气 候 恶 劣 、 人 迹 罕
至，生存环境十分艰苦。如果说
国门的周围还有一点边境气氛的
话，那么其余地区给人的印象则
多是寂寞与荒凉。记得那是一个
烈日炎炎的日子，高温酷暑下的
戈壁滩有如蒸笼烘烤一般，一望
无际的平川简直让人无处栖身。
两位身着迷彩服的年轻战士正荷
枪站在界桩旁执勤，他们皮肤黝
黑，汗水浸透了衣衫，显然他们
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和气候，
神情是那样执着专注。我情不自
禁 地 走 过 去 同 他 们 一 道 合 影 留
念，不料冲洗出来竟是黑乎乎的
三个人影，足见这里紫外线的辐
射强度是何等得厉害。又是一个高
温难耐的暑期，我们一行来到中蒙
边境的一个哨所慰问。走过半山腰

上一段长长的掩体，最后终于登上
了高高的瞭望塔楼。举目四望，这
哪里是人生存繁衍的地方？满眼荒
山秃岭，边境如死一般沉寂，大有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味
道。塔楼里只有一位赤峰籍小战
士，腼腆、内向，不善言谈。他的面
前摆着一架高倍望远镜和一部军
用电话机，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着
单调的“执勤记录”。排长告诉我
们，守边关吃苦不怕，最怕的是缺
乏与人沟通，由于长期驻守在人烟
稀少的地区，有的战士已近乎失
语。是啊，孤独、单调、寂寞，大好青
春时光就在这里悄无声息地流逝，
我不禁暗自钦佩起这新一代戍边
人来。真是黄金有价，国土无价；边
境有界，忠诚无限。

驻足国门前沉思静想，近代
中国的沧桑历史不由得一幕幕地
浮现在眼前：满清政府的昏庸无
能，丧权辱国，将祖国大好河山
拱手相让。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将中国领土划开一道道血口，偌
大的中国被撕咬得遍体鳞伤，纵
使有边但却无防。近百年来中华
民 族 苦 难 深 重 的 血 泪 史 昭 示 后
人：“弱国无外交”“落后必然挨
打”。历史终于翻过了那屈辱沉重
的一页，积贫积弱的时代从此一
去不复返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
当 今 世 界 的 主 题 之 后 ， 睦 邻 友
好、振兴经济已成为越来越多有
识之士的共识。随着边境贸易和
旅游业的急剧升温，国门也由此
掀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国门游、出
境游已成为新的旅游“亮点”。今
天，庄严的国门早已成为最好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她时常出现在荧
屏中、画册上，向世人展示出巍峨
挺拔的独特雄姿，招引着无数国人
投去敬慕和向往的目光。

哦，小小国门！你承载了过
多的酸辛和期盼。我相信，总有
一天，人类能够彻底摆脱战争的
阴影，到那时，“太平世界，环球
同此凉热”也不再是美好的憧憬
和宿愿。

国门畅想

且听风吟

我的家园我的梦
亮丽风景线·

三言二拍

私语茶舍

云罩下的峻岭 许双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