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男一女，两位“八0”后。
男，西北人，离异带一娃。

女，东北人，单身。种种原因不
详，男对再婚不抱希望，女对结
婚兴趣索然。

二位“南漂”就业定居在同
一城市，原本八竿子打不着，一
次偶然被朋友拉着加了个微信，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月余后某天，男突然发现微
信问早安却发不出，原来是被女
拉黑。虽茫然不得其解，男亦颇
有风度，再次申请加微。女加回
微信，男问何故。女道是曾发微
信询问一事半日方得回复，遂认
为其不太靠谱，出于谨慎删除微
信。男苦笑解释，那日外出垂钓
自动进入勿扰模式，回信迟了实
在不好意思，但绝非常态。男一
度很想辩白自己是很有责任感

的人，最终觉得连面都未见过又
何必多此一举，便硬生生将这个
想法吞回了肚里。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两人
互动仅限于朋友圈点点赞或私
聊早安，礼貌且生疏。

某日清晨，男醒来，抬手看
表才五点多，天色尚早。男循例
向女问个微信早安。片刻女复：

“我感觉快要死了。”
男大惊，赶紧问何出此言。

原来，女自新冠疫情后肺部持续
有炎症未消，昨夜更突发急性肠
胃炎上吐下泻，现整个人已虚脱
散架，呼吸困难，各种不好不适
一股脑袭来。这大清早的，一声

“早安”问候，直接阴差阳错地把
男当成了倾诉对象，手快发出了
那几个字。

男知悉后未及犹豫，拿上车

钥匙跑步下楼，驱车二十多公里
从北到南赶到女住的小区。女
面无血色、蓬头垢面，踉跄着勉
强开了门，又如烂泥瘫在沙发上
动弹不得。甫一进门，呕吐物的
腥臭扑鼻而来。男心里感慨：

“两次加上微信也不识庐山真面
目，原来是要我来为‘老大妈’学
雷锋啊。”内心虽自我调侃，男并
没有停下自己的手脚。他抓起
电话先打了“120”叫救护车，紧
接着拿起扫帚拖把，将一地秽物
清理得干干净净，屋子里的空气
马上清新了不少。

“120”到了，男和医务人员
将女送上救护车，自己再开车
一路跟随到了医院。男跑前跑
后地办手续、拿针药等，告一段
落后才想起自己牙没刷头发没
梳就匆匆出门，形象也和平时

大相径庭吧。不过救人重要哪
顾得上呢？要是重要场合或相
亲什么的就太不合适了。男不
知道的是，他忙前忙后的身影，
竟让女产生了恍如家人般可依
赖的感觉，有一瞬间亦对自己
今 日 邋 遢 不 堪 的 形 象 徒 唤 奈
何。

治疗一段时间后，女康复出
院。女请男吃饭表示感谢。窗
明几净的餐厅，男着装干净整洁
绅士款款，女明艳动人施施然而
来。及至落座，双方均愣了一
下，待从惊艳中回归又有一种昨
日重现隔世相逢的亲切。男惊
讶地发现，“大妈”与那日初见判
若两人，只见她身形窈窕，长发
如瀑，瞳眸剪水，吐气如兰，活脱
脱“女神”再世。

话题从回忆中开始，那个忙

碌的早上的确尴尬，但成年男女
的淡定使双方自然而然进入聊
天舒适区，逐步打开了话匣子，
也找到很多共同点，就好比合并
同类项一样顺利。晚餐的灯光
恰到好处，照得两人的脸亮亮
的、心暖暖的……

日子一天天流逝。不知道
什么时候，两人从打开一扇窗过
渡到打开尘封已久的心门，勇敢
张开双臂接纳彼此的过往。经
历两轮春夏秋冬，故事并没有演
变成事故，男女已正式进入见家
长筹备婚嫁的阶段。

现在，他们总喜欢互相打趣
初次见面的情景，女说男“趁虚
而入”，男自诩“英雄救‘丑’”。

这是生活中的“剧本”吧。
祝福这神奇的姻缘，更感叹

其美好缘于底色是善良。

无西瓜，不夏天，西瓜实在
是夏天的妙物。咿牙学语的儿
子，自上次吃过一次西瓜后，就
记准了西瓜的滋味。随我下楼
散步，路过水果店时，小家伙两
眼放光，举着小手，径直奔向西
瓜，嘴里还喊着：“西瓜，大西瓜
……”

儿时，我常跟随父亲去地
里照看西瓜。西瓜的幼苗比较
娇嫩，拔草要及时。长出小瓜
后，要抓紧定瓜、留瓜，这时候
就要有选择性地“断舍离”，一
般每蔓只留一个瓜，留哪个位
置的瓜有讲究，主蔓的第二或
第三个果，以及侧蔓的第二个
果，瓜型周正，容易生长，是最
好的坐瓜节位。定瓜后，西瓜
进入膨瓜期，需要悉心做好水、
肥管理。西瓜长到一半大小的
时候，就要垫瓜、翻瓜，使西瓜
受热均匀、圆滚翠绿，还能提升
西瓜甜度。

每次走在西瓜地里，望着
父亲忙碌的背影，我总要蹲下
来抚摸一下青翠圆滚的西瓜，
心里默默期盼着夏天的好收
成，这样父亲就会眉开眼笑，我
秋天的学费也有着落。西瓜一
天天长大，小小的心愿也一天
天长大。等到西瓜成熟的时
候，天刚蒙蒙亮，我就和父亲去
地里摘瓜，父亲说清晨摘的瓜
口感更好、更甜。他把又大又
圆的头茬瓜挑出来，用板车拉
着去街上卖。而我坐在车上的
西瓜堆里，跟着父亲上街卖瓜。

我和父亲，一大一小都嘴
笨。父亲很是腼腆，不会叫卖，
压根不懂该怎么夸自家的瓜。
他安静地站在街边的角落，等
着顾客到来。我也很害羞，嘴
巴紧闭着，眼睛则不停地打量
着来往的行人。好在我们的西
瓜给力，圆、大、甜、鲜，刚从地
里摘下来的西瓜，连果皮都带

着夏天的甜味，不需要多余的
话，往街上一摆，就引得乡亲们
疯抢。父亲卖瓜直爽，称瓜干
脆，称好后，再抹个零，没有顾
客不喜欢父亲这样的卖家。每
次卖瓜，我都在心里帮父亲算
钱。在父亲和顾客拿着计算器
计算瓜的价格时，一旁的我总
会抢在他们前面报价，父亲一
看，我报的价格和计算器算出
来的分毫不差，嘴笨的他竟也
当着顾客的面对我夸不绝口。

板车拉的瓜被乡亲们抢完
后，没买上的就会追着我们到
田地里去挑瓜。父亲有他的原
则，瓜必须由他来挑，顾客只能
在田埂上等。父亲这么做，大
概是怕人多踩坏了地里的瓜
苗，影响到晚熟瓜的生长。忙
忙碌碌一早晨，等到太阳一热，
父亲就准备收工了。这时，父
亲从西瓜地旁边的草丛里抱出
几个“王牌”大西瓜，笑眯眯地

对我说：“走吧，上板车，咱们也
回家吃瓜去。最大最甜的瓜，
我给闺女留着呢。”看着父亲黝
黑的脸庞，我心领神会。

西瓜自然是冰镇的好吃，
夏天最好听的声音，莫过于切
西瓜的“咔嚓”声。地里刚抱回
来的西瓜，用竹篮装着，悬掉进
老水井里。待到午睡醒来，搬
几张竹椅子，来到家门前的大
树底下吃瓜。大胖的西瓜，带
着井水的凉意，刀一碰就“咔
嚓”一声，伴随着耳边拂过的凉
风，一口咬下去，整个人都凉爽
了。甜蜜的西瓜汁，在口中流
淌，那是夏天最美的滋味。

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那种吃瓜的喜悦，直到多年以
后，读到汪曾祺的《夏天》，那一
句：“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
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甚合心意。

当故国已是天寒地冻、北风
怒号的寒冬，地处南半球的悉
尼却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如果
雨水充沛，气候湿润，花园中的
红花怒放、绿叶争翠，一片生机
勃勃。夏季的蔬菜瓜果长势喜
人，硕果累累。

家里的花园，成了我生命中
的绿洲。冬日，找个避风向阳
处，放置一张躺椅，音乐在侧，闭
目养神；夏天，屋檐下通风凉快，
放一桌一椅，喝茶读书，悠悠我
心。清晨步入花园，弯腰伸腿，

活动筋骨，采摘瓜菜，露珠沾
衣。空闲时，提个水壶，拿把铲
子，浇水松土，拔草捉虫，瓜菜见
长。以往园里的草坪雇人来割，
而今自己动手，完工之后，一身
大汗，浑身舒爽。

今年夏天瓜菜的品种众
多，尤其是黄瓜，长得真好，清
脆细嫩，口感很爽，一根足有一
斤重。

我种苋菜有“独门绝技”，
不妨和大家分享——在苋菜结
籽之后，把它连根拔起，挂上树

枝，放在地旁，菜籽晒干后纷纷
掉入土中，再把有籽的泥土分
散到各处。第二年春天，在日
月精华雨露滋润下，苋菜籽伴
随着春风遍地发芽，茁壮成长。

再说说可爱的樱桃番茄。
以前每年都要去买秧苗，而今
年它们却不请自来。我在地里
先后发现了十多棵类似樱桃番
茄的秧苗，又不能确认，借助手
机中的“识花君”才得以证实。
然后把它们分别种在四块地
里，现在果满枝头，一处为红色

樱桃番茄，而其他三处均为黄
色小番茄。果实清脆爽口，稍
有甜味。

我在花园里度过了许多快
乐的时光。清晨，鸟语花香，神
清气爽；白天，蜂蝶纷飞，相映
成趣；晚间，月光泻地，凉风习
习。园墙内外，绿树成荫；橘子
橙子，挂满枝头，蔬瓜满园。

风轻云淡看世界，心底无
私天地宽。身处小小花园，觉
得别有洞天，仿佛置身于广阔
无垠的大自然中。

“趁虚而入”的美好 □文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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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并没有演变成事
故，男女已正式进入见家长
筹备婚嫁的阶段

2021年春，我开始做“Meet
域外典藏”文学公众号，希望哈
金推荐他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及
其作品，想当然以为他会推荐小
说家，比如他多次谈及的“偶
像”契柯夫。但他发来一篇《论
读者》，开篇就推荐给读者——
更准确点说，是推荐给文学写作
者们的三位具有共同“读者意
识”的诗人：俄裔美国诗人约瑟
夫·布罗斯基、美国本土诗人罗
伯特·科利里和约翰·贝里曼。

读罢，我立刻理解了以上三
位诗人的创作原则对于哈金努
力于创作“伟大小说”的启示与
鼓舞——这三位诗人共同的创
作原则即写作时“目中无人”。
乍一听，这原则很是“政治不正
确”，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向读
者、特别是面向出版市场的要求
完全背道而驰。有人问哈金怎
样才能抓住美国读者——显然，
这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他的写作
在英文主流社会的成功，自然应
有抓住读者的经验，哈金却回答
在自己的写作中并不曾出现这
个问题，因为他心里根本就没有
特定的读者。

“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
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
的。”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
就以“真空”一词来指读者，即
他写作时面对“零读者”。另一
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科利里
则直白地说：“那首最卓越的诗
对无人的空间说话——这是必
备的勇气。”而约翰·贝里曼更
令人惊诧地回答：“为你所热爱
的、已经死去的人写作。”哈金
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
理想读者，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
于当下。

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
读者，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
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
证了的读者——那些优秀的、久
远的、终极的理想读者。

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太
高远了？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
在践行着这一目标。而于我等
籍籍无名者而言，如此目标至少
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安
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
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
为“经典荐读”的推荐语，回复
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并
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湖台

夜话》全书电子文档。
该书由“重建家园”“纸上生

活”“小说天地”三部分组成，我
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部分。哈金
讲得坦诚，让人感觉到一个写作
者敞开的心扉。这开头就奠定
了一个基调：这并非一部狭义的
谈论创作技法的读物，它探讨了
文学本质的东西，是作者的精
神、眼界等这些统治技巧的形而
上，倘若没有这部分，就像身体
缺了头。哈金说，有出版社要求
他删除第一部分，他曾考虑另写
一些文章把第一部分换下来。
收到我谈及《湖台夜话》的邮
件，哈金回复说：“谢谢你的告
诫。……你说得对，没有第一部
分，会有被‘砍头’的感觉。”

此前，书中的另外不少篇章
我在网上已读到过，此次系统阅
读书稿后深感，哈金的所有文学
写作便是他在异国他乡、在一个
异质文化的土地上“重建家园”
的漫长艰辛的过程。而如此一
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重建”工
程，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

“理想读者”，只是机会主义地
找寻市场读者的话，是很难就既
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而
他对“理想读者”的坚守，正如

“目中无人”的诗人那样，听从
内心读者的召唤，这个内心读者
可能是诗人的亲人、情人，也可
能就是另一个自己。正如贝里
曼说自己的写诗动机，乃是“一
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诉说”。

哈金通过揭示三位诗人“目
中无人”的创作秘径，也同时拨
开了一层读诗的迷雾。一般读
者读诗的难度之一，在于他们不
知道谁是诗人在诗中的倾诉对
象。哈金告诉我们一个读诗的
秘籍：那就是不要把自己直接放
在诗人的倾诉对象的位置上，因
为这些诗人根本就没考虑我们
这些读者，我们只能学会假设自
己是诗人倾诉的对象——“你”，
然后“偷听”诗人对“你”说话，从
而获得诗人与“你”沟通的秘密。

不为市场考量的特定读者
写作，这是诗的特质决定的，是
一个真正诗人写作的基本原则，
也是一个纯粹写作者应有的姿
态，正如哈金在《湖台夜话》自
序的结束语所说：“这是一个在
森林水边的孤寂之声，夜里有多
少人听到并不重要。”

河 流 醒 来 睡
去，睡去醒来，明天
一睁眼，已经换了
一拨人，蜥蜴也有
了下一代

路过河边
□王国华

有人穿着短裤和背心，甩
着胳膊跑步。几个大妈穿着鲜
艳的衣服，手持各色丝巾，抖动
着，排成一队翘起大腿拍合照。

洗手间整洁干净，有取之
不竭的手纸。路边有直饮水
机。摁住按钮，水直直地冲上
来，正好冲到嘴里，喝起来过
瘾，就是经常冲到鼻孔里，顺便
把鼻子也洗了。

一个戴黄色塑料帽的环卫
工，手持水管子给大片的千日红
浇水。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磕
磕绊绊地走来，向环卫工讨要水
管。清洁工笑着递给他。充足
的水流耸动着水管子，在孩子手
中一扭一扭。一位年轻妇女从
后面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河边摆放着一些木质棕色
长条椅子，有老人坐在上面发
呆。他的眼睛朝着远方还是天
空？没有走近，看不清。

温爽的风吹拂着额头，散
步的人神情安详。

这是深圳的一条河，这个
时代的一条河。市井已然铺
开，新兴的城市渐渐扎根。每
一个固定的事物旁边，都开始
流传人的气息。庸常也罢，雅
致也好，它们凝结起来的喜怒
哀乐注定成为新传说。

还有那些动物。在木凳上
稍息，和草木对视几分钟就得
站起来。多坐一会儿，蚊子便
飞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叮你一
个包，那个痒啊！别以为它吃
饱了就算拉倒，还会呼朋唤友
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拿你当
午餐。脚上胳膊上后脖领子
上，逮哪咬哪。最难耐的是咬
手指头，干挠而不解痒。水草
丰茂，孑孓滋生，冬夏之交替，
完全中断不了其繁衍生息。它
们跟随着人的躯体，如影随形，
爱之深则痒之切。

小蜜蜂匆忙地在马利筋上
飞来飞去。一只白色的池鹭在
水面上倏忽掠过，翅膀带出的
空气剐蹭了我一下。未见其渐
行渐远，而是一下子消失了。
到处是绿色的形状各异的影壁
墙。它们总有地方藏身。

草丛里暗流涌动。黑色的
罗非鱼一个挨着一个，在水中
影影绰绰，突然猛甩一下尾巴，
激起一团浪花。过一会又甩一
下。更远处，河中心卧着一条
巨大的红鲤，比人的胳膊还粗，
引来围观者指指点点。它潜伏
于底，先一动不动。水冲来，亦
能保持镇定。待一会儿，很贵
族地摇来摇去。猜测，可能是
某些人的放生品，若于此地自
然长到这么大，该是个奇迹。

一只蜥蜴，半尺长，腰身纤
细而结实，定定趴在路边，背对
着 路 ，面 向 着 近 在 咫 尺 的 草
丛。阳光照耀着它，仿佛带着
光晕。一个玩滑轮的小女孩站
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见我们停下来，小女孩儿用手
往里一指——草丛中还有一只
更小的，和它同样的颜色，黑中
透红。我自语，它们是在谈恋
爱吗？妻子说，它可能是在保
护孩子，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
在它身上，让孩子逃跑。正说
着，路边的大蜥蜴“唰”地一下
冲向草丛，那只小蜥蜴紧随其
后，同样敏捷。两只蜥蜴瞬间
就消失了。水声哗啦啦。

这些行动着的人和动物，
把绿色和彩色的背景搅动起
来，日夜不停。河流醒来睡去，
睡去醒来，明天一睁眼，已经换
了一拨人，蜥蜴也有了下一代。

父亲卖瓜直爽，称瓜干脆，
称好后，再抹个零，没有顾客不
喜欢父亲这样的卖家

身处小小花园，觉得别有洞天，仿
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

正如哈金在《湖台夜话》自序的结束语
所说：“这是一个在森林水边的孤寂之声，
夜里有多少人听到并不重要。”

写作时必须
“目中无人”

父亲渐老，满脸皱纹，笑时
更甚。我喜欢看父亲笑得皱纹
盖 住 眼 睛 的 样 子 ，那 是 真 高
兴，每一道皱纹都松弛了生活
的 重 负 ，令 我 们 子 女 特 别 舒
心。形为外观，意在内涵，皱
纹是生活的符号，有愁苦，更有
喜悦与快乐。

老家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瓶，
瓶子有裂纹，用一根生锈的铁丝
绑着，瓶口有豁口，盖一个老朽
木塞。瓶身绘以大花小叶，大小
疏密协调，一条一线统一，龙凤
成双成对，纹饰图案蓬勃的生命
力溢出瓷外，有别于两宋的婉约
和清代的繁缛，仿佛再活五百年
依旧枝繁叶茂。瓶子不值钱，但
是祖上流传数百年之物，装满了
我们家族的故事，被父亲小心翼
翼收藏起来束之高阁。纹以饰
物，老家年代久远的家什，譬如
竹编的箩筐、架子床、八仙桌、
寿星椅，多有各种装饰的纹样，
装点古朴乡村的况味。

南方人消遣避暑，喜欢躺在
院内竹床上，对着月光轻摇蒲
扇，于半眠半醒状态里神游四
方。竹子性寒，篾片将山野的凉
意一点点沁入肌肤，自是不一般
的舒适惬意。汪曾祺在《夏天》
中说：“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
里，横七竖八倚躺，浑身爽利，
暑气全消。”睡竹床的人，后背
都会留下一道道竹篾的猩红纹
理，那是安逸乡村的真实写照。
孩童趴在竹床上酣然入梦，涎一
摊口水，半边稚脸都是篾纹的印
记，甚至可爱。

彩云之南，山水之黔，山峦
叠翠。登高远望，一层层山，一
圈圈茶园，一条条小道，蜿蜒曲
折，如同大地的指纹，远虚近实，
粗细深浅，一笔一画描绘出清简
水墨画。村烟横，山雾漫，淡淡的
雾霭若有若无，那是青山之纹，
烟火之气装饰东方独特的意境
与美学，是极中国的自然元素。

徽派建筑的砖雕、木雕、石
雕和居家的竹雕，是徽州文化精
彩的纹边素材，是独具特色的中
国人文美学。黑白老房子，轻盈

活泼的马头墙上，刻以神兽、飞
鹤，祥云，门楣，楣上有对称的
花鸟雕刻，精致且有寓意。行走
密林深处的高山古村旧巷，老房
子处处有花纹搭配，栩栩如生。
无需叩门进屋，千秋万物之韵，
中式民居之雅，可见一斑。读懂
徽州建筑的纹饰符号，就读懂了
中国建筑文化的细节。

自然之纹无所不在。云是
天空之纹，云淡风轻 ，一片诗情
到碧霄。云谲波诡，铁马冰河入
梦来。红日落西山，一抹晚霞
飞，金灿灿红彤彤的彩云，苍穹
神奇的花纹，天上人间共一景。
星为宇宙之纹，玲珑精致。虚空
幽远的太空是一匹硕大的亮面
绸缎，明星如炬，小星寂寂，幽
暗与明亮互相衬托，蕴藉平凡的
童话，碎亮的是星空下普通人平
常小日子的万家灯火。

波为水之皮，浪乃水之纹。
雨亭观湖，风吹一池绵密雨花，
波澜微起，款款生动，可与残阳
普照，山光水色相媲美。水中纹
是湖的展陈主题。而海中滔天
巨浪，则是恢宏壮丽的大洋之
纹，浪漫奔放，所以，一定要去
海边，看看海之纹。

野山之美，从春花秋叶开
始。花叶是山之纹，噗噗地开
放，烁烁地明亮，簌簌地飘落，
空山便热闹起来。桃花装饰不
老岁月，山寺诠释另一种人间。
效法自然，自人类诞生以来，各
种器物纹样如影随形，言志趣，
敬神灵，祈安康，这是人们对美
和艺术与生俱来的向往和追求。

生活中，大自然里，处处有
饰纹，处处有惊喜。青山绿树为
眉，河是明亮灵动的眼眸，船则
是河之瞳孔。我所在城市有一
条河，小时候叫率水河，长大了
叫新安江。江里画舫数艘，载
着游客饱览两岸大好河山。宽
阔的水面，古色古香的画舫仿
佛来自历史深处，拉动长长的
一尾水纹，整个城市都生动起
来。我把父亲接来，坐在观光画
舫内，父亲笑了，笑得皱纹快盖
住了眼睛。

父亲笑了，笑得皱纹快盖住了眼睛

纹之美 □谢光明

我家的花园 □顾泽元[澳大利亚]

□宇秀[美国]

读《蒋勋说<红楼梦>》，感
受最深的是他紧扣文本，结合
自己的学识、经历、理解、体会
和视角，逐句逐回、逐人逐事地
讲解。他认为：“不是说考证不
重要，但是我们读小说的时候，
它 就 是 小 说 ，读 起 来 要 很 好
看。我们要读进去，让它跟我
们人生之间有一种对话，不一
定 要 把 它 当 成 研 究 工 作 来
做”。他讲的是曹雪芹八十回
版本，回到作品原貌；讲的是少
男少女的青春王国，回到作者
体验；讲的是以贾府为中心的
政治社会生态和家族没落，回
到作者反思；讲的是小说架构
编织和语言运用，回到文学本
身，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让人
耳目一新。

阅读经典的目的是找到共
鸣、开阔视野、受到启发、汲取
养分。但经典著作大多年代久

远，历经曲折，有专家对原著的
某个人物、事件等，作些研究考
证、解读指引和补充，肯定必
要。只是研究者有研究的自
由，读者应有读者的选择。如
果连原著都没有认真阅读过，
就来读这些洋洋洒洒几万字、
十几万字的解读，难免喧宾夺
主，舍本逐末。

人是有好奇心的，智能手
机为满足好奇心提供了支撑。
我时常这样，刚在手机上读完
一篇文章，看完一个视频，大数
据马上在后面就有相关智能推
荐，甚至在一个时间段内，打开
APP 都是类似的推文和视频。
只 要 好 奇 地 点 开 其 中 一 篇
（个），这篇（个）后面马上又有
新的链接。就这样一点一点，
离初衷越来越远。本来只想读
五分钟的文章和信息，结果花
了十五分钟、半个小时在外围

绕圈，最后游离到哪里去了都
不知晓，让自己直摇头。

没有回到本身的能力，在
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极易被
智能搜索、推送、链接带偏，搞
得整天忙忙碌碌，疲惫不堪，事
实上用在本文、本事、本位、本
职、本来、本身的时间和精力并
不多，外围的浮事很光鲜很热
闹，本座的正事很寂寥很荒废，
怎么可能让心里踏实？

赚钱是为了改善生活，生
活是本，赚钱应该服从服务于
生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
辑。遇到一做金融的成功人
士，他多病缠身，却还在拼命地
赚钱，整天劳累不堪。我说你
赚的钱三辈子也花不完，身体
都这么糟糕了，为什么还不过
一点正常人的生活。他竟然
说，没有钱之前，我知道什么是
生活；现在有钱了，我除了赚钱

之外，不知道自己还会什么。
他这个赚钱，是以消耗生活和
健康本身为代价的。

游离本身，是人最容易犯的
错误之一：得陇望蜀，破罐子破
摔，随波逐流。人感觉累，不是
自己的初衷，更不是生活本来的
样子，而是被欲望和诱惑驱使，
游离了人和事本身太多，恋爱不
谈感情谈条件，读书不谈感悟谈
篇目，履职不谈担责谈宣传，生
活不谈适宜谈攀比，教育不谈解
惑谈分数，专业不谈敬业谈谋
略，品行不谈底线谈利害，运动
不谈健康谈强度，等等。

每作一个决定，从本身出
发，看看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每过一个阶段，审视一下游离
了多少，要怎么回归，就拥有了
万变不离其宗的回到本身的能
力。凡事把握度，不游离，不舍
本，才是获得真幸福的关键。

回到本身 □陈启银

“咔嚓”一声吃西瓜 □雷亚梅

凡事把握度，不游离，不舍本，
才是获得真幸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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