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虐了很久的疫情终于缓解了，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父母

了，想念把心牵拉的生疼生疼。周末，按捺不住那份牵念，滚滚

车轮载着浓浓的乡愁一路飞奔。

到了村头，一阵花香扑鼻而来，牵着我的脚步，竟然步入一

处杏花园。一朵朵纯洁净白的杏花尽情地展露着娇媚灿烂的笑

颜，散发着甜蜜香郁的芬芳，我像个小孩子般欢呼着、雀跃着、

陶醉着。不单是我陶醉在这杏花林中，连可爱的蝶儿也恋着那

妖娆的花瓣，恋着那甜蜜的花香，跳着优美翩跹的舞姿轻盈地

来到这杏花林中，那朵朵嫩蕊吐芳的杏花在蝶儿的亲吻下愈发

地娇羞了，竟像极了热恋中的少女！花儿和蝶儿在窃窃私语着，

诉说着彼此的爱恋，诉说着春天的希望，诉说着无尽的思念，看

得我真的不忍心打扰她们了！

一阵微风吹过，杏花纷纷飘落，那片片飘飞的杏花，仿佛是

纯洁无瑕的雪花朵朵，又好似炫舞烂漫的点点精灵，轻盈地、洒

脱地飞舞着，旋转着，飘飘洒洒，优哉游哉，如梦如幻，如歌如诉。

她们的舞姿是那么婀娜多情，倩影是那么纤巧动人，笑靥是那么

娇美嫣然，气息是那么幽香深远。

花香弥漫蝶飞舞，春风十里回娘家。微青小绿，杏花纷飞，将

春天渲染得清丽深情，让人生出无尽的春情。我一边留恋着洁白

娇嫩的杏花，一边牵挂着父母，恋恋不舍穿过杏花园，已然看到

我家的老房子了。

快步踏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叫声妈，耳边先听到叽叽喳喳的

鸟鸣。抬头一看，两只燕子正在我家屋檐下的一盏灯上筑巢。它

们轻盈地飞舞着，一会儿展开黑紫色的翅膀衔来干树枝，一会儿

露着白白的肚皮啄来春泥，忙得不亦乐乎。

我问：“妈，这是谁家的新燕在啄春泥呀！”妈妈应声从厨房

里一边擦手一边迎出来：“芳啊，你可回来了，快想死妈妈了！我

就说，这几天燕子飞咱家筑巢，肯定有好事，果然，我的宝贝女儿

回来了！这傻孩子，燕子都到咱家了，当然是咱家的呀！”

我笑着问：“燕子把巢盖到灯上了，那以后灯坏了怎么换

呀？”父亲笑着说：“这燕子可是通灵性的，是吉祥鸟，燕子要是在

谁家安家，谁家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灯坏了不要紧，让你哥再

换个地方安。其实，你们就像这燕子，长大了，都飞走了，每年回

不了几次家。爸一看到这些燕子，就像看到了你们，爸高兴啊！”

听着父亲的话，我的眼角湿润了。是啊，小时候，我的老家就

有一窝燕子。每天早上叽叽喳喳叫醒我上学，下学后，做完作业，

我特别喜欢看燕子筑巢，看燕妈妈给小燕子捉虫吃。窝里的小燕

子一听到燕爸爸燕妈妈回来了，一个个从巢里伸出毛茸茸的小

脑袋，张着嫩黄色的小嘴巴，着急地等喂食，燕爸爸燕妈妈把捉

来的虫子用嘴叼着送到它们嘴里，看着孩子们吃饱，才疲惫地休

息一会。等燕宝宝长大了，羽毛丰满了，长出翅膀了，燕爸爸燕妈

妈又带着它们学飞翔，直到燕宝宝长大，飞出燕巢，自己另外筑

起属于燕宝宝的巢。

我们何尝不是父母的“燕宝宝”啊？记得小时候，我身体差，

家里生活条件不好，白面很少，每次蒸馒头妈妈总是蒸三种馒

头，全是红薯面的黑窝窝妈妈吃，一半白面一半红薯面的花卷馍

给父亲吃，妈妈说父亲下田干活需要力气，纯白面的给我和哥哥

吃，说我们要长身体，妈妈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口，还说自己喜

欢吃窝窝头……

父亲每天起早贪黑下田干活，脊背总被晒成紫铜色，却从来

没有说过一声苦和累，总是叮嘱我们兄妹俩好好学习，长大为国

家做贡献。

等我长大了，也像燕窝里的稚燕飞离了父母。

转眼，父母已到了耄耋之年，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女也能

像这燕子一样飞回自己的老屋吧？要不，他们看到燕子归巢怎会

如此欣慰？

我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笑着对爸妈说：“对，以后，就让燕

子在咱家安居乐业，我也会像这燕子一样，经常回来看您的！”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我想对父母说，杏花纷飞中，紫

燕已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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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0年的春月，我在中原小城汝

州那沧桑古朴的中大街溜达，没有刻意和

矫情，只为遇见苏东坡。这一年，他983岁。

对于汝州来说，苏东坡来过。这就够

了。

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

活标本。他柔情又豪放，苦涩也坦荡。顺境

与逆境，儒家与道家，出世与入世，他都经

历。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他都体验。每一个

中国文人，差不多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在

不同的时间里，与苏东坡相遇。

扩而大之，放开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

人，都会在不同境遇里，与他相遇。

在历史的尘埃中，我在汝州五次与他

相遇。他，已根植在汝州人的心里。

他像一颗种子，落到哪里都会发芽。

初来仍是少年

公元1037年1月8日，是苏东坡的诞辰，

983年后的今天，汝州人依然怀念这位旷古

奇才。

第一次与他在汝州相遇，是在1057年

的3月。这是个宋朝的春天，也像今天一样，

春风迎面，花香四溢。

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离开生活了二

十多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弟

弟苏辙在其父苏洵的带领下过成都、去长

安、“骑驴在渑池”，由许洛大道经汝州，赴

汴京参加礼部秋天的考试。这一年，他21

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葱岁月。

离开眉山沿江而下的时候，初出茅庐

的他看着两岸的景色，触发了心中的诗意，

写下了一首《江上看山》的诗：“船上看山如

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

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

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

鸟。”这首诗非常大白话，“槎牙”是参差不

齐的意思，“变态”就是变化的状态，写的景

色流动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他早期的诗歌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境

界不算太高，缺了一些人生况味。后来他去

凤翔开始做官，诗中的人生沉淀才一点点

显现出来。

有时候太喜欢一个人，就无法用语言

表达出来自己的感受。在这浮世之中，我

想，静下心和他聊聊天，总是一次难得的体

验。尽管苏东坡是日后的大师，我是俗人，

但我想他一定不会拒绝，并且会微笑以对。

随后，在1059年的5月和11月、1064年

的12月，苏东坡回四川奔母丧，由汴京赴凤

翔上任，又由凤翔回汴京，三次在汝州与他

匆匆相遇。

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

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

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风格独具。

这就是我遇见的苏东坡。

再来一蓑烟雨

我曾与他彻夜长谈。

他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

范。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创造许多饮食

精品，亦好游于山林。

他太出众、太优秀，所以在官场上得罪

了许多人。他们中有至高无上的神宗皇帝，

有一代名相王安石，有著名的科学家沈括

……“乌台诗案”后，他得到从轻发落，被贬

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本州安置，却受当地

官员监视。说白了，也就是监视居住。然而，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经此一役，

他变得心灰意冷，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

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

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随后，他先后到汝州、杭州任职。在杭

州，他率众疏浚西湖，开除葑田，在湖水最

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并

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

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

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在汝州，我告诉他，如今苏堤在春天的

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已成

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随后，也就是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

62岁的他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

地———海南岛的儋州（今海南儋县）。这在

当时，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倒是随

遇而安，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歇一会儿，硬

是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在这里办起了学堂，介学风，也许是

他名头响亮，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慕名而

来，追至儋州学习。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

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在他北归不久，这里

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他还题诗：“沧海

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在汝州，我又告诉他，如今当地人一直

把他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

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这便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具体

印证。正因为他多次遭贬，才能有机会游历

名山大川，才能发挥他的才智和幽默，即使

在颠沛流离的流放途中，他仍能潇洒面对，

不失本色。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与他相知

的幻觉里，山程水驿，夜露霜晨，每时每

地，都仿佛感觉到他如影随形般伴随在我

的左右前后，而且不时地发出高亢动人的

啸吟。

当我徜徉在林荫花径，面对着月夜画

色，“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的名句油然而生；当我徘徊在

闹市里，“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

行”的诗行便回荡在耳际，使我同他一样跃

动着颤动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

的享受。

他温和、率直、天真、洒脱、成熟等等，

在他的性格中，连他的缺点都让人觉得亲

切，尽管历史的年轮已走过了近千年，但他

的这些特点，依然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归来寂寞沙洲

苏东坡终于回到汝州了，那是因为他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尽管屡遭贬谪，他始终是江山风月永

恒的发现者和拥有者。比起李白、刘禹锡吞

山吐岳式的豪迈，他是达观平实的，是充满

烟火气息的。宋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神

宗亲书手札，授苏轼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

郎汝州团练副使。听说到汝州任职，他非常

高兴。接到任命后，他并不急于北上，相反

却一路游玩，顺江东下，登庐山、逛金陵，游

山玩水，吟诗题字。

尽管他很真诚，但这一次，他失约了。

因为他厌倦了官场生活，申请辞职，乞望归

于田园，终老常州。

真正与他在汝州深交，是在宋哲宗绍

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

那一年，他由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广

东英德市）知州。由定州至岭南数千里，举

家远迁，费用浩大，只好再次到汝州找他的

弟弟苏辙（汝州知州）筹措路费。

在汝州，他住了十多天。弟弟苏辙带他

游了温泉、龙兴寺，最后又领他到汝州郏城

小峨眉山游览。二人站立山巅，北望嵩岳逶

迤，南瞰汝水如带，脚下两道山梁“峰峦绵

亘，状如列眉”，青山绿水，风景如画，酷似

家乡峨眉山。

这时苏轼已届58岁，官场失意，便对弟

弟说，将来致仕后便来此隐居。建中靖国元

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危，因生前未能

如愿来小峨眉享受林泉之乐，苏氏子孙又

多散居在郏县、汝南、颖昌、斜川（许昌苏

桥）一带，为便于祭祀，临终前，他便留下

“即死，葬我嵩山下”的遗嘱。

徽宗即位后，他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

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

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

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

常州（今属江苏）。次年，他的儿子苏过遵嘱

将他的灵柩运至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安葬，享年65岁。宋高宗即位后，他被追赠

为太师，谥为“文忠”。

在汝州遇见苏东坡，“一曲《大江东

去》，成就了千古绝响；一阕《江城子》，让人

梦里也断肠。羁旅匆匆，写下你千年的惆

怅，小峨眉山，成了你梦中的故乡。”

说不完的苏东坡，看不尽的苏东坡，或

许，感慨和领悟已是多余，我只有静静去读

他的文字，超越时空的藩篱，感受人世的沧

桑。或许，等我掩卷沉思，眺望初春三月的

烟雨，蓦然发现，其实，已是无风见风，落雨

无雨。

万花斑澜，我独为紫，心源烈火，凝含血汁。

非有情殇，只为真痴，难俟叶绿，更惜春时。抚弦

蓝天，卿云红雾，抖音锦瑟，丽影郁馥。澄空流丹，

光艳夺目，串串累累，兄弟联珠。风华独冠，缥缈

歌舞，大道霞光，琼林碧树。

岁岁年年，几曾相识？无数过往，谁为踟蹰？

姹嫣倾盖，宁非花廊？鸟鸣莺唱，宁非花坞？惊魂

碎胆，宁非花颜？与日同月，宁非花步？不浊不辛，

宁非花泪？不寒不暖，宁非花目？不谄不戾，宁非

花语？不期不许，宁非花骨？

在汝州遇见苏东坡
●李晓伟

紫荆赋
●龚延民

杏花纷飞燕归来
●孙利芳

创造幸福
●王晓亮

有人抱怨生活艰辛，有人抱怨世道

艰难，有人抱怨人心不古，有人抱怨世态

炎凉。似乎人人都为生活担忧，但纵论古

今，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幸福的呢？

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她悄悄地来，悄

悄地走。如风，如日月光辉，如飘摇的梦

境，靠近自己却不知去体会，远离自己却

不知道去挽留。

毕淑敏的《提醒幸福》里面曾经对

幸福做了近乎完美的阐释：享受幸福是

需要学习的，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

官的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

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

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

辙。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她不喜欢

喧嚣浮华，常常在平凡和平静中降临。贫

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

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

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矢志不渝后实现

了最初的梦想，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

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

步，是一种美好的心灵感觉。幸福像一粒

粒缀在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平凡中愈发

熠熠夺目。

在我看来，生活中并不缺乏幸福，只

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用心灵，智慧和

双手以及平和的心态去创造，众里寻她

千百度，蓦然回首，幸福却在灯火阑珊

处。

幸福，是一种心态

天空没有我的影子，可我已经飞翔

过。

有些事情没必要过分计较得失，“塞

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管怎样，所经历的

这些事情都是收获。有些是经验，有些是

物质，有些是情感，而有些则是一种积极

的生活态度，但最终都会变成财富。比

如，我今天钱包丢了，在我看来这个事情

不是好事。可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的是我平时的疏于防范，或许正是这次

的教训让你避免了在生意场上的失败，

又或许是这次的事情让你开始审视自己

的做事方式，提醒自己，生活中并不是只

有晴天，阴雨天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副拼图。

幸福，是一种付出得到回报后的喜悦

当一个女孩为了学业付出了数十年

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那么她所得到的是

学业上的收获，毕业季来临的时候，那一

沓厚厚的奖状，那绑着红色飘带的获奖

论文，那一顶富丽堂皇的博士帽，证明了

自己梦寐以求的梦想此刻终于如愿以

偿，那一刻幸福的微笑，亦或是幸福的眼

泪对她来说是生活对自己的回报和青

睐。

如果她在十八到二十几岁的妙龄，

选择了一个不错的婚姻，那么她可能更

多拥有的是幸福的家庭。如果她选择毕

业后选择在家乡附近做一名普普通通

的教师，那么生活对她来说更多的是平

凡和平淡，这样的生活是很充实的小幸

福。她避免了商海里面的大风大浪，不

必在官场上载起载沉，不用和太多的人

情世故和世俗打交道。也不必为晋升忧

愁、烦恼。生活对她来说是过好每一

天，有规律的生活如同一个固定的几何

公式一样。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起

床、刷牙、跑步，然后上课。一天的课程

结束后，晚上还要批改作业、备课。看

着自己的学生慢慢成长，走出校门，走

向社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又

有谁不认为这是一种付出后的充实和

欣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能是最

好的诠释。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很惬意的

幸福。

幸福，也是一种感觉

当初恋遇到真爱，午夜遇到流星，这

是一种幸福。

春天来临的时候，万物复苏，草长莺

飞，空气中跳动着快乐的音符。那个时候

给如花的青春插上春意的翅膀，闻着花

儿的芳香，品味着志南大师的诗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轻柔的春风如同母亲那双充满慈爱

的双手，抚摸着你的脸颊。清香的泥土气

息，伴随着阵阵微风。和煦的春风，唤醒

了冬眠的生灵。站在窗前，看见柳树舒展

开了黄绿嫩柔的枝条，在微微的春风中

轻轻地拂动，就像一群身着翡翠色的少

女伴随着悠扬的琴声翩翩起舞。我爱春

风，她在我们心里萌生出柔和而明媚的

春意。因为她的存在，我们理想的鸽子才

能随风而飞，飘在蓝天上的风筝才能飞

得更高更远，借着春风，用我们爱的激情

来歌唱春的美好。

当我看到夏天那涓涓的溪流，树上

那鸣叫的知了，水中悠闲自在的鱼儿，时

而泛起层层涟漪，时而有鸟儿飞快地掠

过水面，远方的水牛悠闲地啃着青草。我

在长满青草的河岸边坐下来，把脚伸进

清凉的河水里，时而悠闲地拍打着水面，

激起层层浪花。蜜蜂在草丛里晃悠，蝶儿

在青草绿水间如隐若现，这也是一种幸

福。

幸福，更是一种智慧

《易经》的智慧里面曾经说过，“七分

饱”永远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保持适度饥

饿是一种人生智慧，凡事都应该有“七分

饱”的分寸。引申开来，我们的人生也是

一样，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对

事业、名利的追求等等，都应该保持适度

“饥饿感”。有些人交朋友，总喜欢完全融

入对方的生活中，两个人都没了属于自

己的空间。“距离产生美”，当两个人亲密

到没有丝毫距离的时候，也是友情破裂

的开始。给彼此留下适当的空间和距离，

“七分饱”的友情是最舒服的状态。

我们的人生追求也是一样。有的人

总在马不停蹄地追逐成功，以为凭借自

己的努力，一定可以登上人生顶峰。为了

这个目的，人们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

段。殊不知，人生根本没有顶峰，世界最

高峰喜马拉雅山的上面还有无垠的天

空。人只要向上走，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不

重要。追逐要适可而止，总让自己处在追

逐的亢奋状态，适当停下脚步，体验一下

“饥饿”的感觉，才有力量走好后面的路。

走走停停，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幸福，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谈起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不由自主

地想起对文学作品的热爱，谈起对文学

作品的热爱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曾经在

《羊城晚报》上读过的一篇刘成章先生的

文章———《安塞腰鼓》。这篇文章是我一

直珍藏的文学经典，因为他除了文学和

艺术气息浓厚之外，更重要的是那种豪

放、激昂、磅礴、雄壮的陕北民族精神让

我对生活有着与生俱来的激情与热情。

生活中不乏美，更不乏幸福，缺乏的是一

双发现美和幸福的眼睛。

幸福，是一种心态、一种感觉，更是

一种智慧，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淡定

从容的那份洒脱。她虽近在咫尺，仿佛一

伸手就能触到。可她却又是那么的遥远，

遥远的似乎远在天涯海角。“春夏秋冬色

无变，无今无古也自然”。创造幸福，需要

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面临怎样的

考验，都应该保持一份淡定、从容和执

着。因为我们坚信，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更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让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让幸福之花

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幸福来敲门

的时候，你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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