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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感悟 不妨笑笑自己

直挂云帆济沧海

他独行千里，却有居庙堂之高的
勇气；独往江湖，亦有处江湖之

远的从容。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出
走三年，归来仍是少年。此后，他临
风长啸，饮马江湖，诗心侠骨，绣口一
吐半个盛唐。

短诗 撷萃

秋月如水记忆 长廊

秋天的夜晚属于我们。每当硕
大如盘的月亮挂上天空，我们

便三五成群相约到河堤上，如水的
清辉浸润我们全身，静谧的夜甜美
温馨，偶尔传来秋虫快乐的呢喃，让
这寂静的夜晚充满诗意。

史海 钩沉

客家山歌
●慧心

一片叶子的荣光
●七一爷

遥想东坡当年，风雨中，竹杖芒鞋，
放声吟唱“也无风雨也无晴”，这

是处世的豁达，更是人生的豁达，如
此，堪称笑自己的最高段位。

一座小院 四季春秋柔软 时光

我们 理 想 的 生 活 大 抵 是 这 样
——一座院子，一家人，四季

春秋。有前庭后院，可莳花弄草；有
片刻闲暇，可静坐品茗。我有一方
庭院，盛满人间清欢。

熬过等待的苦
在时光里
萌发生命的梦
沐浴风雨
向着阳光生长

熬过炙热的火
在滚水中
释放自然的真
凝聚精华
带着清雅芬芳

满怀季节的情愫
饱含水火的工艺
滋养了平凡的生活
照进了美丽的诗画
茶
神奇的树叶
以独特的风味
用迷人的风韵
焕发
一片叶子的荣光

六百余年的风情相续
音韵从未失落
没有琴键也没有丝管
如水的清唱
风尘仆仆地流来
漫过山坡 漫过耳际

歌声宽阔辽远
吐着香馥的气息
黄澄澄的麦子
海潮般涌起
歌声明亮而灿烂
藏不住的欣喜
从河面溅起 从峭壁滚落
给秋天以绚烂的光彩
给山涧以清泉
给荒芜以魂魄
连绵在千里松涛之上
旋舞在烟霭山顶

当乡土与乡土相撞
盈耳如故
思绪成了相思鸟
一串串热泪流自肺腑
热烈的情绪
是一个一个神话
传递在山与山之间
在心与心之间
让人们想起从前和今后
都一片深情

●洪琦
他既是才情万丈的谪仙人，也是放

荡不羁的天涯客；既是蒙受圣恩的诗中
仙，也是赐金放还的落魄子。他虽已年
至不惑，但仍英姿勃发，仗剑入长安，挥
金三十万,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
酒中仙。

李白生于盛唐，才华横溢，孤高冷
傲，虽有“做宰相成帝师”之理想，但干
谒无门，愤懑郁结：“宣父犹能畏后生，
丈夫未可轻年少”。二十五岁时，他为
实现抱负只身出蜀辞亲远游，后与老宰
相许圉师的孙女许紫烟成婚，寓居安
陆。开元二十八年，许紫烟病故，四十
岁的李白带儿女伯禽和平阳离开安陆，
前往东鲁安居，结束了“酒隐安陆，蹉跎
十年”的岁月。走过半生，李白诗名远
扬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

天宝元年秋，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
迎来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好友元丹丘不
辱使命，将他推荐给玉真公主并得圣眷
下诏入宫。手捧圣旨，李白受宠忘形：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长途跋涉两千多里，他策马扬鞭仅用十
日，于中秋月圆之夜再入长安，距初见
已时隔一纪。四顾万千繁华扑面而来：

“皇灵帝气瑞弥空，片片祥云处处宫。
朗月寒星披汉瓦，疏风密雨裹唐风”，他
踌躇满志，渴望励精图治以报君恩。

风尘仆仆满心憧憬换来的却是皇
上偕杨贵妃去了骊山华清宫的消息。
在苦等召见的日子里，李白反复修改
《宣唐鸿猷》，整理出革除时政弊端的十
大措施，意图辅佐君王，一展抱负。幸
得新朋贺知章的美言，他提前走进庙
堂，唐玄宗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
更是“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
之”。如此礼遇和敬重惹来李林甫、杨
国忠和高力士等奸臣的不满，因此李白
虽锦袍玉带满身荣耀走出大明宫，却只
得一闲职，出将入相遥遥无期。

天宝二年，李白被授翰林待诏，官
居六品。蒙圣恩初入翰林院，他志得意
满：“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
见。”初春，奉诏作《官中行乐词》得赐宫
锦袍；暮春作《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
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深得君心，名满天
下。一时间，达官贵人争相结识，门庭
若市，李白飘飘然：“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然而，礼遇和敬重不等于重用，不
久后李白发现自己不过是唐玄宗的御
用文人，锦绣之笔只为点缀皇帝日常，
而非护佑百姓苍生，沉迷于温柔乡的唐
玄宗已不复往日英明。回望初入长安，
锦绣繁华清风朗月；而今再入长安，日
暮穷途尘土漫天。江水东去，繁华凋
零。李白虽处庙堂之高却无实权，已沦
落为“以文事人”，他苦闷惆怅，唯有寄
情诗酒，放浪形骸，为自己挣得了“饮中
八仙”之名。

岁月在酒杯中寥落：“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一人一酒一月，饮尽人生
悲喜。除一人独酌浅斟低唱外，他还与
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三分豪
气，七分醉意，绝世风流。从此，他乘风
揽月，纵横古今，“李白一斗诗百篇，长
安市上酒家眠”，寂寞与浊酒相伴，忧伤
与浮云同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白狂放不
羁、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饱受非议与排
挤，倾世之才招人妒忌，“君王虽爱蛾眉
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有史书为证：

“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
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
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帝疏
之”。从意气风发到意兴阑珊，从王侯
追捧到贵人排斥，前后不到三年，他已
被弃如敝屣。

天宝三年，李白心生归隐之念，行
路难，归去难，不如效孔子之“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他上疏请求还山，唐玄
宗赐金放还，成全了彼此的体面。即将
告别长安，朋友为他饯行，回首仕途艰
难的三年，他满怀愤慨写下：“行路难！
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前路渺
茫，他依然无惧无畏，乐观旷达。

琴心剑胆，快意恩仇，两袖清风，一
杯愁绪。李白在离开长安后再不得重
用，他找寻不到为国效力、辅弼君王的
出路，只能寄希望于幻境。是颓废？抑
或是隐逸？天宝四年，李杜相会，这“太
阳与月亮的会面”陪伴他走出客居长安
三年的落寞与感伤。李白终从世俗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振臂高呼：“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空有
凌云之志，却无济世之机，仰天大笑而
来，散发扁舟而去。

“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海前”，他独
行千里，却有居庙堂之高的勇气；独往
江湖，亦有处江湖之远的从容。乘兴而
来，败兴而归，出走三年，归来仍是少
年。此后，他临风长啸，饮马江湖，诗心
侠骨，绣口一吐半个盛唐。

●在水一方
从前的日子过得很慢，一座老宅，几十年

不变的院子，慢悠悠的时光……
院子，陪伴我童年的岁月，记录光阴的影

子。长大后，我们外出求学工作，离开父母离
开家。然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院子都是我
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是故乡的符号。

记忆中的小院是静谧的，静谧中还藏着许
多灵动的声音。院子里，那棵高大的龙眼树依
然枝繁叶茂，风一吹过，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
是大树唱给自己的歌。麻雀是这里的常客，它
们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每天叽叽喳喳的，
飞来又飞去。小猫从来不老实，有时爬上枝头
荡秋千，有时在墙头追逐嬉戏，有时躲在花盆

下乘凉，它们恣意地享受着在小院里的自由时
光。虫子一年四季都有，只是它们不知道躲在
院子的哪个角落，一到夜晚，就此起彼伏地开
起了演唱会，为宁静的夜晚平添了几分生气。

阳光是有灵性的，它毫不吝啬地洒在院落
里，热烈、奔放，让每个久居樊笼的人感受到别
样的温暖。把被褥晾晒在长长的竹竿上，让它
来个痛痛快快的日光浴。阳光把被子晒得暖
暖的，棉花蓬蓬松松的，晚上盖在身上，都能感
受到太阳的温暖。洗好的衣服，晾晒在院子
里，清风亲吻着它，温柔地撩动着衣襟，拂动着
袖子，水分在阳光下渐渐蒸发，慢慢地溜走。
那阳光下随意摇动的衣服，投出长长的影子，
在时光的隧道里悠悠地飘着荡着。

小院里，四季花开。阳光雨露，和风细雨，
院子给植物提供了自然生长的有利条件，不用
刻意打理，花儿们都开得无比灿烂。春日的杜
鹃，夏天的月季，秋季的菊花，冬天的茶花……
在南国，没有一个季节会缺少花朵的美丽身
姿，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院子里，木本
的花有玉兰、桂花、含笑，都是种了很多年的老
树，一到开花时节，整个院子都是香的。它们

像商量好了似的，轮番开放，让整个院子四季
飘香。母亲还喜欢种爬藤的金银花，特意搭了
个棚架，金银花生命力旺盛，很快就爬满了架
子。金银花刚开放的时候是白色的，过了几
天，就慢慢变成黄色的了。金色银色的花儿你
追我赶地爬上了藤架，爬上了围墙，风一吹来，
一朵朵小喇叭就欢快地吹起来了，壮观得很。

要说最惬意的，还是在小院里发呆的时
光。找来一把躺椅，在和煦的阳光中，沐浴花
香，手捧闲书，或品茶，或冥想，给自己的心灵找
一个安静的角落。书读倦了，就眯上眼睛小憩
一会儿，闻着小院花草的幽香，不小心就进入了
梦乡。浮生如梦，为欢几何，在小院里，在躺椅
上，简简单单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朋友来了，就到小院去喝喝茶。一杯清
茶，三五好友，一起品茗，赏庭院美景，畅谈心
事，实在惬意舒适。不用正襟危坐，不怕高声
谈笑，要的就是随心随性，无拘无束。

我们理想的生活大抵也是这样——一座院
子，一家人，四季春秋。有前庭后院，可莳花弄
草；有片刻闲暇，可静坐品茗。我有一方庭院，盛
满人间清欢。我有一座小院，此生足矣……

●跃华
秋风叩响季节的窗棂，转眼间，夏天便成

了故事，秋天则成了风景。小时候，我们最盼
望秋天的到来，绸缎般的秋风一吹，田野就开
始丰富起来，金黄的稻穗虔诚地鞠着躬，雪白
的棉花露出灿烂的笑脸，红红的柿子像圆圆
的灯笼，沉睡的红薯从垄里冒出胖乎乎的脸
蛋。

秋天的夜晚属于我们，白天要上学，星期
天和节假日要干活儿，所有的欢乐都留在夜
晚。每当硕大如盘的月亮挂上天空，我们便三
五成群相约到河堤上，如水的清辉浸润我们全
身，静谧的夜甜美温馨，似一个熟睡的婴儿，偶
尔传来秋虫快乐的呢喃，让这寂静的夜晚充满
诗意。此时，快乐的我们开始捉蟋蟀、掏螃蟹、
拾鸟蛋、看电影。累了就在地上挖个坑，煮螃

蟹、炸蚂蚱、烤玉米。每次，我们都带着小山子
一起玩，我们自小一起长大，但他九岁时生了
一场病，从此双目失明，再也不能上学。

小山子白天一个人在家搓绳，他爸隔十天
半个月挑到城里去卖。每当太阳偏西，小山子
就倚着门框等我们放学。小山子最喜欢吃炸
蚂蚱，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有一
次只顾烤蚂蚱，冬林把裤子烧了两个洞，回去
被父亲打了一顿，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

每当村里放电影，我们都早早带着小山子
去，他看不见，我们便讲给他听，每次看过电影
他都要高兴好几天。一次邻村放《闪闪的红
星》，二癞皮讥讽眼瞎还看电影？我们感到受
了天大的侮辱，与他理论起来。二癞皮仗着人
高马大，扇了冬林一巴掌。我们几个一齐扑上
前，手脚并用又咬又抓，吓得二癞皮屁滚尿流
落荒而逃。

我们高兴极了，回来的路上一起唱着“打
个胜仗笑哈哈”。那晚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
也特别白，夜色像水洗过一样，纯净得没有一
丝杂质。路过三队的红薯地，我们突然想到眼
下正是“啃秋”的好时机，便一起钻进红薯地，
小山子担心被人发现，我们安慰他，“啃秋”是
多年的习俗，几只红薯大人不会管。我们挖了
几只小红薯，洗干净，躺在草地上，边吃边欣赏
天上的月亮。我们告诉小山子，月中仙子正漫

卷衣袖，轻柔地挥舞着玉手，为大地披上轻薄
的纱衣。我们登高远眺，远处升起薄雾，一切
都变得朦胧起来，神秘而美好，河水泛出的银
光似一支舒缓的乐曲在心间轻轻奏起，撩拨着
我们的心弦。

我们正享受着月光的沐浴，却不知看青的
吴二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我们身后，大吼一
声：“细打摆子，敢偷红薯！”我们吓蒙了，但很
快镇定下来，不就几个小红薯吗？给小山子

“啃秋”的，大不了分红薯时扣我们家的。吴二
拍拍小山子的头，咧开大嘴说：“小山子可以，
你们可不行。”我们抿嘴笑，等吴二走远了，一
齐冲着后面喊：“你才是细打摆子！”

雾起了，淡淡的，像一层层薄纱遮住天空，
月光如同银河中泻淌下来的瀑布，静静地洒在
树枝、花草上，纤尘不染，照透人心。我们心里
就像这月亮一样明亮，冬林说：“小山子，将来
我要考大学，学医，帮你看好眼睛。”我说：“将
来我们一定要到城里安家，把你带过去，一起
过好日子。”小山子一脸幸福，高兴地说：“你们
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考上大学，你们好我就
高兴。”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又蹦又跳，浑身都
湿透了。我们指着月亮说：“小山子，月亮一定
听得到我们的誓言。”

小山子仰着脸，看着天上的月亮，他的眼
睛就像月光一样明澈、纯洁……

●向日葵
林语堂先生有一句话：“人生在世，还不是

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我有不同看
法，我不笑人家，人家笑不笑我？我不知道，但
我可以自己笑自己啊。

偶然得知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位“种菜大
师”，种的菜又好又多，吃也吃不完，顿时心生
羡慕，我删除了曾经种菜的失败记忆，决定“拜
师学艺”。然而，虽有师傅远程指导，我的种菜
技艺并无长进。一番折腾，半年后，阳台种出
的青菜寥寥无几，煮碗面条都不够。对师傅笑
笑：“我大概适合种草，自己长的那种草。”又一
日，旅行归来，下了飞机，走出航站楼，久违的
厦门倍感亲切，一个兴奋，没有走那条熟悉的
通往BRT的路，却顺着箭头标识走到了公交
站。东转西转，也没看到BRT，只好打个车回
家。和司机说及，司机很是诧异：“BRT不就

在附近吗？”我笑笑：“不迷个路能算一次完整
的旅行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人生在世，谁没做过错事、蠢事、尴尬
事？谁不曾遭遇失败、挫折、困苦？面对错
误，笑笑自己，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凌波微步，
可以化险为夷，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错上加
错，陷入懊悔的泥沼；面对挫败，笑笑自己，犹
如太极的以柔克刚，可以保全实力，以便蓄势
再发……面对各种人生不如意，笑笑自己，犹
如战无不胜的武功招式，可以一笑抵挡万千。
当然，用武功的段位来说，我的那些自笑，充其
量只能算是笑自己的入门段位——笑自己，需
要不断学习、修炼。

有人万般功夫皆高，却独少了一样功夫
——笑自己。《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三气周
瑜”，周瑜谋略高深，诸葛亮却见招拆招，三次
过招，周瑜均败给诸葛亮。周瑜身受剑伤，加
上满腹愤懑，最终长叹数声“既生瑜，何生亮”，
英年早逝。其实，气周瑜的并非诸葛亮，而是
周瑜自己。周瑜如果能够笑笑自己，来一句

“哎呀！一样有才！是卧龙先生复制了我？还
是我复制了卧龙先生？”或者，如果，周瑜知道
五百年后，有一位名叫李白的人会高声吟唱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切定会如春风化雨——
周瑜定会明白，胜败不过兵家常事，更是人生
小事。如此，定能“留得青山在”，佐以周瑜的

文韬武略，恐怕历史都要改写。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在泰戈

尔写出这句诗句的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就用他
的人生经历完美地演绎了这句话。苏东坡有
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两句诗“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
是苏东坡被流放的三个地方，而且一个比一个
偏远。在这三个地方，苏东坡一度居无定所，
食不果腹。但无论际遇如何，苏东坡都能随遇
而安，并能信手拈来乐子。

在黄州，苏东坡一家穷得看肉下饭——挂
一块咸肉在屋梁，让两个年幼的儿子看一眼
肉，吃一口白饭。在惠州，苏东坡依然能怡然
自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在儋州，有一天苏东坡头顶一个大西瓜，
在田地里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对
他说：“翰林大人，您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
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
为“春梦婆”。无论在哪里，苏东坡都能与民同
苦同乐，并且为民谋福祉，更是成就了非凡的
文学成就。苏东坡似乎有盖世武功，所有的苦
难，都被他化为绝美的诗句，还有动人的佳话。

遥想东坡当年，风雨中，竹杖芒鞋，放声吟
唱“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处世的豁达，更是人生的豁达，如此，堪称
笑自己的最高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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