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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向海棠诉衷曲
□ 王东梅

咏 春 词
□ 方建飞

书 房 遐 想
□ 竹剑飞

平湖乐·春日东湖公园纪游

东湖闲步兴悠悠，日暖衣衫瘦。薄棹飞来碧波皱，
绕芳洲。 十杉亭畔南风骤，纸鸢吹远，娇莺啼彻，春
到柳梢头。

平湖乐·春日过缪港桥

南风几日尽余寒，草木吹枝软。缪港新疏绿杨岸，
碧波宽。 寻芳小步多凌畔，薄衫人暖，野田蜂乱，春
陌菜花欢。

减字木兰花·春日过八字桥

野田飞翠，春色融融人欲醉。八字桥边，涨绿吹红
似旧年。 重来燕语，古落烟村何处去。往事随风，
老屋门墙入梦中。

清平乐·春日过河栏闩

千娇百媚，春色熏人醉。一曲河栏闩下水，润得满

村飞翠。 绿杨烟里人家，啼莺声在檐牙。小院风光
正好，桃花又是梨花。

浪淘沙·东湖景区叔同公园纪游

春意满芳洲，图景盈眸。莺穿柳带绿初稠。几
处花开争吐蕊，香溢枝头。 古镜玉莲浮，倩影
悠悠。湖光滟滟碧波柔。一片清凉风正好，吹尽闲
愁。

踏莎行·马家荡美丽乡村行

麦叶清芳，菜花浓满，野田漠漠莺声远。绿杨阴里
舞枝柔，东风陌上行人暖。 朱槛长廊，粉墙小院。
炊烟生处闻鸡犬。凭谁妙笔绘丹青，农家春色新图卷。

浪淘沙·优胜花海

镇日好风连，吹暖花田。群芳处处竞春妍。
蝴蝶双双相约早，飞上秋千。 谁在鹊桥边，情
意绵绵。今朝结个好姻缘。且向花前同许愿，白

首相牵。

鹧鸪天·春日步陆永祥会长韵

岁序重开鹉水滨，四乡游客往来频。大瀛洲上莺
声闹，宝塔圩前柳色新。 听梵乐，看浮云。湖光影
里古今论。家山风物颜容好，每自春来更可亲。

清平乐·钟溪樱花（三首）

樱花开了，三月钟溪好。裁剪云绡模样巧，妆点万
千枝杪。 东君驱尽余寒，春光盛满欣欢。同上长
风宝塔，来看锦绣家山。

樱花开了，小镇颜容俏。百紫千红芳意闹，一路莺
声围绕。 四乡游客喧阗，来寻胜地春妍。乘得东
风正劲，纸鸢飞上云天。

樱花开了，溪畔东风早。几点游蜂身影小，欲觅芳
香袅袅。 绛英灼眼如燃，素英积雪成团。一派春
光正好，寻来不记回还。

总想自己拥有一间书房，像个独立王国，放自己喜
欢看的书和杂志，或者放和读书写作有关的东西。不
放与书房功能无关的任何东西，百分之百纯真，真诚，
像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似的。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也
可以会文朋诗友，谈论一些读书写作的事。但这事很
难，似乎这辈子不可能实现。

2000年装修新房子时，因有三间朝南房，两间做卧
室，就考虑一间做书房，又是朝南光线特别好。心里十分
满意，并且做了一大排书橱，从下面一直到上面。够气
派，也够自己使用，还有电脑桌、写字台。美中不足是到
阳台上去晒衣服晒被子都要经过这间书房，并且书房外
面也是晒台。如此一来，书房就有点像通道，不能关闭，
到阳台上去必须经过书房，功能就十分尴尬。但是，我望
着书橱心里还是有所期待，充满希望，书一定要摆满这些
书橱，并且是自己喜欢看的书，经常看的书，不是用来点
缀自己，麻痹自己。还有，我发表文学作品的杂志和报纸
也要摆在书橱里最显眼的位置，就算自己臭美吧。

久而久之，随着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丰富，书
房里与书房无关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晒好后收进来的
衣服放在书房里的椅子上，方便。其他晒好收进来的
东西也放在书房里，像鞋子、枕头、被套、床单，还有一
些要经常晒的晒好后也放在书房里的地板上、写字台
上，甚至电脑桌上，比方说芝麻、香菇、红豆、黄豆等，尤
其过年要晒的东西特别多，几乎就成了老婆的天下。
好像她特别能想象，有晒不完的东西。阳光是免费的，
不用白不用。反正经常晒的东西都有可能放在书房
里。有些虽然是临时的，一会儿工夫就会拿走，收起来
放好，最多一天时间也会搬走，但感觉这书房变味了，
来了不速之客，更不会带给我灵感。我倒盼望天天下
雨，这样可以稍停一下，安静片刻。为了晒东西方便，
书房里开始存放各种匾，大匾中匾小匾，还有夹子、衣
架等，以及晒东西需要的配套设备。时间长了，没地方
放的东西也会塞到书房里来，这里一堆那里又一堆，这
里几个盒子那里又几个盒子，甚至桌子下面都堆放东
西，有时脚伸过去就会踢到，腿都伸不直了，只能委屈
自己。唉，生活在屋檐下也不容易。书房里的东西太
多，只能叠加起来存放，书橱的门都打不开。要打开橱
门，必须先移动那些堆放的东西，再可以打开橱门，可

以拿书。多不方便。最终，书房变了堆放杂物的地方，
好像我坐在杂物间里看书、写作，与杂物为伴，与杂物
为乐。甚至书橱里也会塞进其他杂物，像几团毛线，还
有衣服、手套，以及新买的毛巾等，当作普通柜子了，好
像书橱降了好几个档次，没有一点文化没有一点修养
了。也好像我和老婆在比赛一样，看谁先塞满这些书
橱，谁就功劳大，谁就占据主动，书橱就归谁使用。似
乎书房越来越小了，好像挤不进一本书了，甚至挤不进
一个要写的字了。

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总想安静，再安静，最好没人
打扰，不受任何干扰。但不行啊，时不时有人走进来，
到阳台上去，或者打开窗户晒东西收东西。一缕阳光
直射到我的电脑上，射到我的脸上。眼睛模糊了，甚至
睁不开，思路就断了，就再也接不下去了。像灵魂被勾
去似的，也在外面的晒架上晾晒，挤出潮湿的水分，却
又似乎再也回不来了。好像我在通道里看书写作，不
断有人走过，还会跟你打招呼聊几句，今晚吃什么？晚
饭后出去散步吗？甚至缺什么东西要求我马上跑出去
买，像十万火急。我只能傻了，愣了，蒙了。所有的思
路都彻底断了，写不下去一个字。

难得一个星期日，应该在书房里度过，一杯茶水滋
润我美好的一天，打开不一样的思路。可是，老婆拖地
板到我脚下，好像有意这样做，做给我看。老婆说：“脚
移开点，再动一下，还有脚下面也动一下。”

脚到底能放哪儿？请明示。存心这样做。老婆怪
我不参与她的劳动，不干家务活。我的脚只好动了，再
动了，甚至身体都动了。一不小心，电脑上的稿子也移
位了，文字都错位了。我哪去找？向谁诉苦？

书房北面是客厅，客厅北面是厨房和餐厅。即使
书房的门关上，也会传来声音，甚至飘过来阵阵炒菜的
香味。得嘞，还看什么书啊写什么字啊，吃饭去。

当时装修房子时，书房应该做在北面的房间，也就
是现在的餐厅。餐厅可以和客厅在一起。虽然阳光照
不到，但安静，没人打扰，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天
地。门一关，闲人免进，包括老婆大人想进来都要打报
告，肯定永远都批不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
受任何人影响，自己可以安静地看书写作，不闻门外
事，拖地板、擦桌子、洗衣服、烧饭炒菜等。我自岿然不

动。书橱里肯定都是书和杂志，没有其他东西，甚至地
板上椅子上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书和杂志。越多越
好，越乱越好，只要我自己找得着就行了，就万岁了。
在这环境中看书写作，心情肯定不一样，也许思路一泻
千里，什么文章都一挥而就。

读褚亚芳、陆扬烈合著的《农家女》，有如品龙井新
茗，初似不甚入味，待茶过三道，细细品味，始觉清香渐
浓，含意隽永。等到掩卷沉思，已是其味芬芳，齿颊留香
了。无论是“十指纤纤育芬芳，缤纷棚内千株秀”的乡村
女花王，还是“大爱无疆 润泽民生”的三八红旗手，也无
论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女强人，还是职场打拼二十
载，过关斩将追梦想的“傻”姑娘，无不散发着新时代农
家女子特有的清新气息，使人仿佛置身江南三月的田

野，沐浴阵阵暖风。她们淳朴善良又坚韧不拔，勇于创
新又大爱无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颗火热滚烫的
美好心灵。“做一行钻一行”，悉心培育花草的女花王，只
为“花香满人间，共走富裕路”；帮困扶贫、无私奉献的女
村官心中有底线，“做人做事，但求心中无愧”；转战职
场、过关斩将的“傻”姑娘，只为寻找心中一个梦；从小爱
美，执着追求的农家小女孩，终成一代设计大师……

读罢《农家女》，感慨良多。故乡的农家女，再也不
是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
统农妇，也不是成天围着锅台转、不闻窗外天下事的家
庭主妇，更不是古代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淑女贵妇。
她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她们不让须眉，不懈努力，她
们闯出了一条条新路子，开辟了一片片新天地，成为了
一个个巾帼英雄。《元宵情》中的农家女方雅放弃大城
市优厚的待遇，回乡创业，发家致富后，不忘桑梓之情，
在厂庆十周年之际，给工人们送元宵，发红包，把自己
的六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给幼儿园小朋友和孤寡老人。
同样具有一颗爱心的是《带着理想和目标努力前行》中
的女村官，热衷于扶贫帮困，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天
涯情》中的阿秀在朋友帮助下，走出丈夫车祸身亡的阴
影，顽强打拼，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风雨过后见彩
虹》中的种植女能手创业增收后，无私传授技术，帮助
姐妹们共同致富。《一碗排骨面》中的阿妈也富于同情
心，向困境中的祖孙俩及时伸出援手，这和当今社会某
些人暴富后恣意挥霍穷奢极欲形成鲜明对比，也更难
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在《农家女》中，作者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故乡
农家女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作者却对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烂熟于心，如数家珍。
只因为作者本人也是农家女中的一员，确切地说，应该
是农家女的优秀代表。从最初的大队报道员、镇托儿
所所长、镇农技站林技员、花草种植大户，直到镇文化
站站长、镇文联常务副主席，长期的村镇基层工作经

历，以及习惯性的走村串户、社会调查，她和各行各业
的人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呼声
和诉求，加上自己的亲力亲为，耳闻目睹，尤其是悉心
感受，使作者对所写人物和内容了然于胸，一旦诉诸笔
端，稍加点缀，便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给人们尤其是远
离家乡的游子以全新的感受。

而读亚芳的《一碗排骨面》，则使人想起日本栗良平
的《一碗阳春面》中母子三人同吃一碗面的故事。二文
内容相似，立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栗良平旨在表现困
境中人们仍充满希望顽强抗争的美好品质，而亚芳则是
通过一碗排骨面表现祖孙之情和阿妈的母爱之心。相
比之下，《阳春面》的时间跨度更大，14年后弟兄俩已修
成正果。只是，《排骨面》内容稍显单薄，但小男孩有如
此之孝心，能在逆境中独当一面，挑起生活重担，相信他
将来也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而文中的爷爷上了年
纪，又是双目失明，倘若改成肉丝面似乎更合理一些。

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材料取舍上，亚芳都
作了大胆探索和刻意营造。和平建设时期，少有战争
年代的风云突变、生离死别、大喜大悲，以及你死我活
的矛盾冲突，要把小说写得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引人
入胜又过目难忘，实非易事。作者另辟蹊径，通过凡人
琐事，家长里短，乃至创业奋斗，造福于民，反映社会生
活中的一个个侧面，以此揭示人们的精神面貌与内心
世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从散文、纪实文学到小
说、影视剧，作者就如当年培植花草、绿化造林一样，大
胆尝试，勇于创新，而且初战告捷，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相比而言，其小说和影视剧的写作，尚在起步阶
段，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元宵情》主要表现女企
业家不忘乡情帮困扶贫，可结尾处季琦的突然出现，有
点游离于主题之外。另外，《老镇长黄亦瑜》后面括号
内的“记叙”可改成“特写”。衷心期望亚芳在文学创作
上一如既往，笔耕不辍，日臻完善，不断有新作问世，给
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故乡的“农家女”
□ 陈年兴

山里的野生海棠开了。它是独立在许多棵大
树之间的一株娇怯小树，枝条应境而生，难免有些
散漫，没有城里人家培养的那样枝繁叶茂，雍容福
泰，但背衬着荒荒的林木，仍是颇令人惊艳。这是
木本的海棠，据说可长到一层楼高，一般称它为西
府海棠，盛产在四川西部，和我小时在书中看到
的，说叶子像一张中国地图的草本秋海棠，迥然不
同。

每次看这株海棠时，就不由得想起，苏东坡谪居
黄州时，在定惠院东的小山上发现一株海棠，不胜欣
喜，这本是属于他家乡的海棠花树。但它也和苏东坡
一样，流落异乡，当地土人不知它的珍贵，于是引起了
苏轼的自伤身世，便作长诗以咏叹，满纸是那种相怜相
惜的感伤：“……只有名花苦幽独……也知造物有深
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
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
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并且，“每岁开时，
必为置酒”。

后来他真的为花置酒，并写成一首咏海棠的
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对海棠爱之看之不足的情感表露无遗。
宋人爱海棠者，大有人在。陆放翁就说得更直

白——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
苏陆两位，一个要高烧银烛，一个要借春阴维

护，可说都是痴心爱花人。
我也喜欢陈与义的《春寒》诗——
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
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
他道出了对海棠的怜爱，并赞美它犹胜过自

己，能耐春寒。比之前面两位诗人的一意呵护，又
说出了海棠经雨的另一种美。

杨万里则因为官在外，说“予去年正月离家之
官，盖两年不见海棠矣”，而有《春晴怀故园海棠》之
诗：“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故园
海棠看不到，只能“寤寐求之”，依依怀念了。

多年前我种过一棵海棠，但可能缺少技术，种
了多年，它一直枝叶稀疏，每季开花也只两三朵。
可是多年来，它那两三朵花、几片叶子的脆弱身影，
却好像拂之不去，每到花季就时时浮上我心头。故
而，也颇能了解上述诗人们对此花的眷恋。

发现这株野生海棠，真有天外飞来之喜，圆了
我要株海棠的愿望。而且，得来全不费工夫，除了
帮它解除一些缠身的藤蔓，砍了两株旁边的小杂
树，给它多一点伸展的空间之外，别的都不必做，它
就年年报我以明眸浅笑。

我虽也远居异乡，但身世不同，没有苏东坡对
海棠那么复杂的心情，也没有“每岁开时，必为置
酒”的雅兴，更写不出像他那样的诗。我只有在
花季时，带瓶水，到花下盘桓，共享春光，诉诉衷
曲。

接纳当下的自己
□ 刘亚华

一个朋友，因为这场疫情，她辞掉了国外的
工作，回老家定居下来。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她尝试在家挣钱，凭借自己的外语专长做起
了网络家教，收入不稳定也没有原来高，但养活
自己和家人没有太大问题。这份工作本来是她
曾经特别向往的，但坚持几个月后她发现，想象
与现实差距太大，对做这个工作越来越缺乏耐心
和热忱。而且，她常常为未来惶恐不安，总感觉
没有幸福，还说这些日子，是她这么多年来从未
有过的低潮期。显然，她进入了自我否定又不喜
欢他人的消极状态。

其实在我看来，这工作又自由收入还不错，虽
然不像在公司上班那样稳定，但是不用风里来雨里
去，也不用看领导脸色，讨同事欢心。我们帮她分
析了一下，她的这个落差感来自于她积极地改变后
却没有得到反馈与成长，在家里上班，社交少了，朋
友自然少了很多，有了更多的孤独感。再加上从一
向忙碌的生活突然转变成悠闲自在的生活，收入明
显减少，一时间无法接受而已。

朋友知道了问题的症结，开始积极寻求心理
上的开悟。她读了一系列的心理知识的书，知道
了她这种心理负担是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
产生的，但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干预，朋友最终
选择了三种方法。一种是每天让自己运动起来，
给自己定下目标，目标达到才会休息；二是多结
交一些朋友，利用空闲一起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三是多看书，阅读能点亮心灵，丰富自己的生
活。一段时间之后，朋友渐渐变得开朗起来，那
个整天关在家里一度过得很颓废的朋友，变成了
一个阳光积极的人。她也开始喜欢她的这个工
作带来的好处，享受生活，不再纠结于原来的收
入多少，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现在的工作中，寻
求新的突破。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换个环境生活，换个新的
环境工作，各个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环境变
好固然可喜，但变坏也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去追
忆过往的“美好”，要对现在的自己有信心，对未来
更要有勇气。接纳现在的自己，接纳现在所处的一
切，用平常心去面对，那么，我们就会敲开幸福的大
门，让自己成为一个奋发而又快乐的人。

门内门外 沈保良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