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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山野

绘图 仁伟

■投稿邮箱：
bxxieshou@163.com
■联系电话：65233687
■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
加入晚报“以文会友”QQ
群：47148867，与志同道合
的朋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
并找到家的感觉。

本期主持：孟令普

同题作文 初夏物语

邂逅快乐

你说我说

□舞了乐了

□霞映澄塘
QQ群：47148867

唱给自己的歌

凡人小记咱爸咱妈

厨房墙壁上的画 □田彩婷

流光碎影 走向成熟 □李林慧

□郭晓玮

漂亮的筱欧姐姐是时尚
圈的资深记者，她在《写给自
己的歌》一文中写道：“我们得
决定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
要，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力求完美。”她说，生活仿佛一
首歌，有时节奏和缓，有时旋
律紧张。每一天，我们自己填
词，自己作曲，努力唱好属于
自己的那首歌。

在电台一期节目中，筱欧
姐姐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在
初为人母时毫无经验，为孩子
的早教、未来的幼儿园、小学
的学区房等问题忧虑，甚至怀
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妈
妈。后来，她想到了父母，学
着向长辈和朋友们学习。现
在，她的事业、生活越来越顺
利，她感恩父母，也感谢她的
孩子。

在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
样的烦恼，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解决问题，不把时间浪费在
纠结和焦虑上，选我所爱、爱
我所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行。

最近，有一句话在网上
很火：“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
鞋……愿你对过往一切情深
义重但从不回头……”愿我的
生活有意义、充满趣味，愿我
遇到挫折时不害怕、面对挑战
时不紧张，愿我悲伤时痛快流
泪、高兴时开怀大笑。

如筱欧姐姐所说，生活，
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困惑
时，懂得选择，放下纠结，抛
弃焦虑，我也会唱好属于自
己的歌。

山野的桃花开过了，城里的牡丹
开过了，芍药怒放过了，缤纷的春天优
雅转身，留给我们一个依依不舍的背
影，春天真的走了。

阵阵微风带着初夏的气息，轻轻
拂过田野，油菜结出饱满的荚儿，麦子
抽出喜人的穗儿，那是田野的光荣与
梦想。树上的樱桃红得好馋人啊！还
有那已经泛黄的杏儿，点缀在树上，真

好看！火红的石榴花好像农舍前燃烧
的火，那些怒放在山岗上的映山红则
是初夏不灭的野火。

瞧，那些小女孩在中午穿上了裙
子和凉鞋，偷偷跑向河边，迫不及待
地把捂了好长时间的双足伸到河
里，禁不住叫一声“好凉”，迅速抬了
起来，然后再放进河里慢悠悠地洗，
不时还会有小鱼儿从脚面游过。夏

天真的来了。
这时候，山野是以绿色为主题

的。麦田、青山、绿树……长在瓦房顶
的草也绿了，井壁上的青苔也绿了，母
亲弯腰拔麦地里的杂草，不一会儿，草
的汁液便染绿了她的双手；河边杨树
林里，几只白色的小羊在专心吃草，羊
儿的嘴也被染绿了……怡人的初夏在
绿意中疯长。

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小弟最孝顺，
走到哪儿都带着父母。前些年，父母不
听小弟的劝阻，从南方某城市回到老
家。小弟和大弟想方设法把父母的旧
房改造了一下。

双亲在老家住下后，把自己的世界
一再缩小，又回到了过去的田园生活，
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我们的牵挂也随
父母回到了故乡。小弟和父母在一起生
活的时间最长，每次千里迢迢从南方回
来探望父母都很不容易，自从父母回到
故乡后，平时对双亲更加牵挂了。

前年春节，小弟回来探亲时，在厨
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画，当时，我以为
他画着玩，就没有在意。

上周末，我回老家，仔细看了那幅
占据大半个厨房墙壁的画。画面上，一
个男人侧身望着远方，那用笔，那表情，
真像专业画家的作品，我忍不住称赞起
来。母亲笑道：“你小弟很有才华，要是
学画画，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画家！”感叹
之余，我突然发现那幅画旁边还有一串
大大的数字：“这不是小弟使用了近20
年的电话号码吗？！”

原来，小弟画的那个望穿双眼的人
正是他自己啊！双亲越来越年迈，记不
住我们的电话号码，小弟用特殊的方
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双亲触目可
及的地方。

看着看着，我泪流满面。

夏意渐浓，校园里满眼青翠，不由
让人想起那句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
了樱桃，绿了芭蕉。”

时间过得真快，我参加工作已经
20多年了。

初来这所学校是在初夏，那时琢玉
楼刚建好，教学区里还有几排平房，一
个大礼堂。平房区是老师们的生活
区。站在教学楼上，我能看到老师们在
小院里进进出出，洗菜、做饭、带孩子。
大礼堂里都是排凳，市里的教研活动常
在这里举行。大礼堂前有一棵法国梧

桐，只有碗口粗，树下还放了一块平整的
石头。如今，平房、大礼堂早已被拆除，
法国梧桐已长得高大挺拔、枝繁叶茂。

刚工作时，我经常带着学生郊游，
他们亲切地叫我姐姐。有个学生来自
嵩县，有一次给我带了一些山楂，晚上
悄悄地放在我宿舍门外，我调查了几
天，他才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上山
摘的，您尝尝吧！”

因为年轻气盛，我发现有些学生不
认真学习，就会发脾气，无意中伤害过
他们的心灵。可是，他们如今在校园贴

吧上留言：“那时我喜欢和班主任对着
干，现在想想，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的
老师，我应该尊敬她。”

时光让一个年轻老师走向睿智、
沉稳，也让曾经叛逆的学生走向成熟、
理性。

花开了又落，树叶黄了又绿。一届
届学生从这里走出去，一批批学生又走
进来。学生如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全
国各地甚至海外，老师是校园里的那棵
树，始终守在那里，虽一年年老去，但看
着学生由稚嫩走向成熟，他们笑了。

快乐，是一种心境，是每
个人所渴求的。可真要找到
快乐，并非那么容易。

我读了《哲学的慰藉》一
书后，邂逅了快乐。

书中有几段话我很认
同：“真正的朋友不以世俗的
标准来衡量我们，他们看重
的是本质。”“如果我们只有
钱而没有朋友，就不可能真
正快乐。”书中详细论述了什
么是快乐，并提到快乐的三
分法（快乐的要素和非要
素）：自然而必要的因素——
朋友、自由、思想、食物、衣服；
自然但不必要的因素——厂
宅、私人浴室、宴饮、仆役、鱼
肉；既不自然也不必要的因
素——名望、权势。

我茅塞顿开，原来快乐
这么简单！简单、自然和必
要，是快乐的基础，过高且非
分的追求，将会带来无尽的
痛苦。即使家徒四壁，如果
孩子能上学、爱读书，家人能
吃饱、很健康，就会快乐；严
重干旱的地区，人们能喝上
水就是快乐；没有手机、电视
和电脑的地方，有个座机能
与亲友通电话，也一定无比
快乐……

快乐的三要素包含了朴
素的哲理：要求低，快乐就
多；要求高，快乐就少。

那天下着小雨，有人在
微信朋友圈里打趣道：“熬过
了冬天，难道会冻死在夏
天？这天忽冷忽热的，明天
我该穿啥？”面对这样的牢骚，
我在想，虽然不能穿戴得那么
靓丽，可小麦正等着灌浆呢，
它们喝饱雨水了，农民就会有
好收成。再说，下雨能净化空
气，减少污染，多好啊！

那天，我看书看到很晚
才睡，尽情享受书中的智慧
之美，感受阅读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