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风去。秋风是熟透的风，一吹，枝头就金灿灿了。
听风是一种心情，看风是一种意境。心中若有

闲，时时处处可赏风。
乡间宁静，风是可以听的。微微的一点风，就会

把窗户吹得嘎吱作响。风稍大一些，像有人在叩门，
有时似乎还伴着隐隐的脚步声，但只是风在吹。篱外
谁家不系船，风一吹，船就漂到别家门口去了。

都市喧嚣，风声常常被淹没，城里的风需要看。
看风其实很容易，风摇动树叶和草叶，风就是树叶和
草叶；风吹动云朵，风就是云朵；风吹过水面，风就是
涟漪，风一刮，涟漪一起，水面就波光粼粼了，因此，波
光也是风的形象。

只有大风，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间，都可以听，
都可以看，它呼呼地叫着，夏天带来哗啦啦的阵雨，冬
日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大风具有破坏力，人们通常
不喜欢。人们喜欢的是和风、清风，是那种吹在身上
让人感到一阵阵凉爽的风，这样的风才配得上“拂”
字。比如，杨柳风拂在身上，只想想就心痒痒的。清
风一拂，一朵莲花就开了。彼时，清风也现出娇羞的
模样，在那一低头的温柔里。

在佛门净地，清风常会把庙宇吹成一粒粒的禅，
把香火吹出禅意；在深山，清风常会和泉水、月光、虫
鸣混在一起，渗透出林子的幽静；在街市的一角，清风
会在一壶清茶中，轻轻漾着，片片茶叶像轻舟，出没在

风波里。
风有很多种颜色。海风是蓝色的，越往海的深处

越蓝，白色的浪花瞬间就被蓝色吞没了，连水鸟的翅
膀和船帆被风一吹，也带着点点的蓝。湖风半蓝半
绿，蓝色代表辽阔，绿色则代表草木的郁郁葱葱。公
园里的风是绿色的，蝴蝶和鸟儿飞着飞着就变成了
绿叶。有的风是彩色的，当风吹动朝霞、晚霞，或者
路过花园时，就披上了斑斓的衣裳。这时候的风，风
姿绰约。

风起，树摇，风是个动词；风止，树静，风是个名词。
风把人家的炊烟，吹成袅娜的姿态，我说不清，此

刻的风是名词还是动词？我最欣慰的是，风因此也有
了炊烟温暖的气质。

人们常去采风，这说明风是可以采的。人们听风
言风语，忙着捕风捉影，把一大堆叫风格、风情、风俗、
风土，甚至叫风尘的风，不加辨别地一一采摘下来，放
入行囊，回来再慢慢梳理，加工成诗词或者艺术。此
时的风，便沉淀在作品中了。

风知冷暖，知农时，也知季节变换。时已入秋，风
吹枝头，满枝的果子是满枝的诱惑。黄叶撒一地，我
不扫，扫落叶的该是秋风。风从心上起，听风便是雨，
雨下一阵，落下一地清爽和湿润。

金秋，风金黄。赏风去。好风在户外，也在字里
行间，风吹落的一片片宁静、一片片淡泊，都在心上。

赏风 □陈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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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

小坐 □张金刚

□王太生

小坐，随便坐坐，稍坐片刻，听来便格外喜欢。
生活中，有些时光，真的就是用来小坐的。
小坐，常因茶而起。寻一间茶社，最好有僻静的小院，

石板铺路，荷舞竹斜；有古朴的门窗，推掩无声；有实木的桌
凳，厚重光润、简洁舒适；有漂亮的茶具，精美、雅致；再配以
书籍装点，古乐萦绕，茶点佐饮……这当是一人、两人、数人
小坐的绝佳一隅。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新茶、陈茶茶香弥漫
间，与自己对语问心，与爱人相看不厌，与知己低语言欢，不
觉怠慢了时光。

常爱一个人爬山。累了，便随意小坐一会儿。爱小坐
于山巅，看眼前群山莽莽，征服之感油然而生。此时，发觉
平日焦灼、芜杂，皆不过如山间浮云，心胸顿时开阔起来。

身处闹市，我愿在周末的午后，小坐于街头棋牌摊前，
看一群中年人因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看一帮老伙计慢
条斯理地将一把扑克牌在手里捏来捻去。我愿在炎炎夏
夜，小坐于老城区戏迷小院的石榴树下，看几位叔叔阿姨伴
着悠悠丝竹，沉浸在戏曲小段的角色里，忘了自己。我愿在
飘雪的黄昏，小坐于有落地玻璃窗的火锅店里，看室内热气
蒸腾、室外雪花纷飞，三五好友推杯换盏，醉意阑珊。

小坐隐于市，体验走心的慢生活，生活便真的慢了
下来。

回到故乡，我愿小坐在村中的老街巷，碰触那斑驳的老
墙、光滑的石碾，仰望那高高的老槐树，风过槐花飘落，抖落
无数童年往事。我愿小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看父母上上下
下，想起我们兄弟几个在台阶上走过的童年，偶有村里的小
弟弟爬上石阶，一如当年的我。我愿小坐在田野的石头上，
听蛙声聒噪，看繁星点点，偶有萤火虫飞舞左右，如置身童
话世界，哼唱起那段优美的《虫儿飞》。

小坐隐于野，让我不忘初心。
在俗事纷扰中，是极需辟出一段时光，用于小坐的。当

疲惫时，何不小坐于楼顶，让倦意随风而去；当无依时，何不
小坐于家中客厅，与亲人对话，家的温暖会让飘忽的心安定
下来；当怨恨时，何不小坐于建筑工地外，看民工师傅在脚
手架上，顶着烈日攀上攀下、高空作业，浮躁的心定会瞬间
落地，踏实前行；当收获时，何不小坐于田间，那颗粒饱满、
低垂的谷穗，会让自己明白越是努力想得到时更应该低调
做人的道理。

小坐，真的能让心静下来，塑造一个睿智、纯粹的自我。
小坐，是生活的必需，也是必需的生活。故而，我突发

奇想，开一家融品茶、读书、听音乐、喝咖啡于一体的小店，
营造一个静谧、素雅、舒适的所在，店名就唤“小坐”。那时，
欢迎有闲情雅致的朋友，抽空到“小坐”小坐小坐。

躺在竹榻上吹风，此时天气新凉，晚风
拂面，皓月当窗，虫声渐远，什么也不想。

不想，就像一幅水墨小品留白，又像
一个人自由地漂浮在水面。

一个人想很多，就会像一条满载的
船，行驶起来反而吃力。

不想，是悠然于卧榻之上，看窗外云
起，天高云淡，写几句闲诗、杂句。不想
时，看风吹衣裳，望着皎洁的月亮，静若
莲花。

人生有许多小雅之境，如饮酒微醉，
不想；老澡堂里，头池烫脚丫，不想；一个
人在早茶店吃面，不想。

饮酒微醉，大脑兴奋，心情愉悦，有
些事就不想，就像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野
喝酒，与一群樵夫勾肩搭背，乐而忘归。

老澡堂泡澡，头池烫脚丫，快乐似神
仙。头池的水滚烫，澡堂里水汽氤氲，烫
脚丫的人龇牙咧嘴，瞬间的疼痛刺激，带
来浑身轻松，消除一天的疲惫。

一个人在早茶店吃面，面条细长，他
搛着面，嘬着嘴，吹去面上滚烫的热气。
此刻腹中饥，口中渴，早茶店里时光缱
绻，没有什么比安静地吃一碗面更重要。

我们平时都想些什么？功名利禄？
利益欲望，把人都想累了，有的人，少年
白头。索性不想。

其实，要找到人生的快乐，还有许多
“不想”。

旅途中看风景，不想。有些时间是
可以用来浪费的。比如，从甲地到乙地，
中间隔着一段距离，我不会像别人那样
带一本书来打发时间，而是用来打瞌睡，
待一觉醒来，那些曾经焦躁等待的目标，
已被远远抛在身后。或者，一边坐车，一
边看窗外的风景。这时候，山是静止的，
成了水中的黛色倒影，夏山如滴，秋山如
妆。有一次，从厦门到南京，我一直盯着
窗外，看沿途沟壑村落，看到一只鹭鸶，
单腿独立，久久地站在水边。

柳树下乘凉，不想。午后柳树荫下，
遥见一古代僧人，曲臂做枕，跷脚支腿，
在如瀑大柳树下袒露着肚皮，仰面朝天，
沉沉而睡。

抱月而眠，不想。人到中年，我的睡
眠时好时差。有月光的夜晚，四周静谧，
要是能抱一轮明月入睡，该多好啊。这
时候，即使白天丢了钱财，也懒得去想。

曲终人散，不想。朋友们刚刚离去，
一弯新月如钩，桌上的茶还未凉，趁心情
好、月色好，一个人沉浸在如薄荷般沁人
心脾的水里。

抱一小儿，不想。小儿四肢胖如藕
节，温软如玉。小儿咿呀学语，逗着你
乐，还有什么烦心事要想？

宣纸上写字，不想。宣纸上写字，直
抒胸臆，羊毫所至，墨色淋漓。

居家喝一碗粥，不想。傍晚回家，能够
喝一碗香喷喷的米粥，咬得菜根香，闲
事、琐事、分外事，不想。布衣质地的生活，
背着手溜达。在乡下，见一农妇坐在门槛
上，捧着碗喝粥，满足得什么也不想。

有个人，在外面受了委屈，郁郁寡
欢。别人问他，此时最大的心愿是什
么？他说，什么都不想，就想回家好好睡
一觉。

不想，方能领略生活之妙。

来稿请投
zhout9461@163.com

听风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