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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何以烦忧多，只因未读苏东坡。
因此缘故，但凡与苏东坡有关的文字、影
像，我都不肯错过。

通过阅读《超然台记》《苏东坡传》《作个
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等书，以及观看纪
录片《定风波》，让我对苏东坡的了解更加深
入、全面——苏东坡既是一位大家，在诗词、
书法、绘画方面才高八斗，成就卓越；也是一
位好父母官，在多地任职时，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深受百姓拥戴；更是一位少有的闲人，
浑身充溢着率真、乐观、豁达与豪迈。所有这
些，让他成了2000年7月法国《世界报》评选出
的12位“世界千年英雄”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是苏东坡作为闲人的最好写照；“一张琴，一
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最简单的快乐指
南。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第一篇
原序中，给苏东坡戴上的19顶桂冠，第一顶
便是“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苏东坡创作的众多诗句，记载着他如
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去治愈自己的心路历
程。所有感触，不管用何种方式表达，我觉
得都可以用“此心安处是吾乡”作一个恰如
其分的注解。即不管处于何种境地，只要
心安，便觉踏实；只要坦然，便无遗憾。如
此，“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苏东坡语），于“一蓑
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发现当
下生活的“可观”，并于这“可观”中感受真
实、平凡而醇厚的人生乐趣。

是啊，人生有趣在心安。
何谓心安？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来

说，心安是一种良好的情绪状态，是因努
力工作、遵纪守法、孝老爱亲、花自己辛苦
赚来的钱、不占人便宜、没做对不起他人
的亏心事等行为表现而带来的安全感。
人生一路走来，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像是被
命运推着，其中虽夹杂着波动区间或大或

小的选择，但我们中的多数人面对生活依然
坚守内心，保持节奏，执着追求，努力前行。
多数人之所以如此，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优秀，
而是为了让自己能有把伞，在风雨来临时，不
至于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从而让生活多一点
主动，多一些从容，多一份底气。此种底气，即
谓心安。

如何心安？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来
说，只要做到坦然、无慕、和解，就能心安。

苏东坡曾说：“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
然后理足而无憾。”多数人悔不当初的经历，

让“假如当初……我今天……”这道填空题有
了无限可能、无数答案。其实，人生哪来假
如？因为有了因为，所以有了所以。许多事
情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彼时无数的细小瞬间决
定了当下的朝朝暮暮。但当初的瞬间决定，也
一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值得。它或许不是最
好的，但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我
们能把握的不过尽力而为，顺其自然。正所谓

“桃源至今不可得，自种桃花在堂前”。
要知道，人生多重多样，活在过去，只会

徒增肝肠寸断的烦忧与不甘；羡慕他人，只会

徒增望眼欲穿的郁闷与失衡。人生的路都是
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无论在哪条人生道路上
前行，无论走了多久，走出多远，都要保持一个
好心态。人生失意，沉着应对，不慌张失措；人
生得意，保持低调，不趾高气扬。锐气藏于胸，
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事，义气施于人。庆幸
当下，了无遗憾。如此，能不心安？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原本都是一条
线，因偶然的契机而产生交错。然而，交错是
否真心，是否共情，是否长久，得看缘分深浅。
有缘之人，意气相投，一生相守；无缘之人，走
着走着就远了，就散了，在两条平行线上各自
寒来暑往。生命中能长久陪伴自己的人少之又
少，多数人与自己交集的时间不过几年、几月、
几天……其中也包括了你并不待见的人。如果
我们能把看不顺的人看顺，这是一种修为；如果
我们能把咽不下的气咽下，这是一种胸怀；如果
能把看不起的人看起，这是一种修养。立场不
同，少言为贵；三观不合，不费口舌。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都是动态而随
机的。不纠缠于人事，不沉湎于人情，聚则尽
欢，散则淡然。如此，能不心安？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做
的事很多。少琢磨人，多琢磨事，把主要精力
放在工作上。闲暇时间，多读读书，多锻炼身
体，多陪陪亲近之人。但凡亲友遇到难事，有
能力则出手相帮，人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
帮后即忘。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
于人，止无愧于心。如此，能不心安？

拨开世上尘氛，胸中自无火炎冰兢；消却
心中鄙吝，眼前时有月到风来。生活原本就没
有确切答案，也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回报，有些
事做不了就是做不了。只有经历了诸多困难
与挑战，才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根本没那么强
大。对自己期望越高，可能失望越大。与现实
妥协，与自己和解。如此，能不心安？

“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乡，是纷繁中充满
慰藉、给予力量的港湾。

人生有趣在心安
◆丁 东

盐酸，
流淌在胃部，
如今，
上行到头部。
色林措海蓝，
小姑娘在数星星，
不是模仿和抄袭，
她本真就是海。
循着她纤巧的指，
水天一色处，
璀璨，
颗颗。
最漂亮的星星，
只在海面上，
蔚蓝色的存在，
与酸化泛白的遗忘之间。
梦里，
再牵姥姥的手，
数星星，
桂花落。

纳金的诗作《色林措》（《人民文学》
2023年第12期）构建了三个空间，通过空间
的腾挪，勘探了女性的独特存在，充分倾诉
了她作为一名援藏家属、知识女性对丈夫的
思念和支持，以及她内心的煎熬与坚忍。

第一个空间属于身心。诗歌开篇一句
便是：“盐酸/流淌在胃部,/如今，上行到头
部。”“盐酸”作为一种化学品，有强烈的刺鼻
气味，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很少入诗。诗人
拥有理科教育背景，因而盐酸的新鲜意象就
呈现为身心感受和科学认知的交汇，象征了
此刻诗人的内心犹如被盐酸腐蚀般的灼热
苦楚，给读者带来的感官冲击直接而强烈，无
可逃避。从胃部到头部，从身体到内心，
一个被盐酸侵害的身心空间的构建，更是
写出了痛苦丰富的跨度与厚度。

第二个空间是虚拟的自然空间。诗人
在痛苦中将笔锋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
明亮清爽的色林措的世界。色林措，是西藏
第一大湖泊及中国第二大咸水湖，这深水碧
湖镶嵌在西藏那曲大草原上，犹似祖国高原
上的一片天降大海。诗中反复点染色林措的
蔚蓝色，通过追求强烈的视觉艺术效果，
充分发挥了蓝色的情感和心理功能，赋予
了色林措浪漫美妙的气韵。诗人设置了“一
个数星星的小姑娘”形象，她可以视作抒情主
人公“我”，也是色林措的化身。“星星”是宇
宙中的精灵，自是象征诗人对真理、真情的寄
托和寻求。整个色林措空间呈现出一种浪
漫、唯美、清朗的本体化意境。诗人与爱人
相隔万里，她把自己的万般思念化作了对色
林措的想象：“循着她纤巧的指，/水天一色
处，/璀璨，/颗颗。”

诗人借助小姑娘的形象，在虚拟的色林
措空间中实现了去看望丈夫的心愿。但美好
往往是短暂的，“最漂亮的星星，/只在海面
上，/蔚蓝色的存在，/与酸化泛白的遗忘之
间”，痛苦的主题在这种现实和想象之间的拉
扯中复现。

诗歌的第三个空间同样是虚拟的 ，
不过转为了梦境书写：“梦里/再牵姥姥的
手，/数星星,/桂花落。”诗人是女性，既是刚
强的，也是脆弱的。童年梦境营造出一种既
有淡淡的伤感，又暗暗坚定决心的意绪。

“数星星”是孩童时候对世界求索的象征，
“桂花落”则隐喻了安定平和的失去。即使

是在童年的梦境中，诗人也处于求索和安定的
张力关系中。梦境书写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
统，诗人的生命理想往往会借助曲笔，诉诸
某种梦境来加以实现。通过描写童年的梦境，
诗人表达了她的生命理想和情感世界。

《色林措》对诗人的生命情感世界的表
达轻灵而又真实。借助三个空间的营造，诗人
最终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她实质是在探讨

“存在”，女性的存在。色林措本真就是海，还
有谁更像是能广纳百川的海呢？女性，生活中
大量普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如果说在《色
林措》里，诗人纳金关于女性存在的探讨
仍是含蓄委婉的，那么在她后续的这首《存在》
里则表达得更为清楚。在《存在》里，诗人很残
酷地提问，又很哲学地做了回答：

我，
存在，
还是不存在？
如果，
存在，
如何存在？
已经遗忘了，
那个曾经存在的女孩，
她的路径还在？
蛰伏在白昼，
米醋，酱油，
萝卜和白菜。
享受黑夜，
自由自在，
云端徘徊。

困 在“ 萝 卜 白 菜 ”的 生 活 中 ，作 为 妻
子、作为母亲的女性不再拥有自我，只有“蛰
伏”，只有在深夜，她们才能做自己，才能“自由
自在”“云端徘徊”，这就是现实里大多数普通
女性的日常存在样态。“人一定要想象西西弗
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
一个人的心灵”。

相对于诗歌体裁，在纳金的中篇小说《安
心》和长篇小说《春晓》中，读者可以通过具体
的故事更直观地感受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如
西西弗斯般地默默奉献。她们不如牡丹那般
艳丽，却如淡黄而馨香的桂花颗粒瓣，颗粒渐
渐多起来，开始如天上璀璨的星辰，开始形成
大地上包容万千的海。

在《色林措》里，我们还读到了“天人合一”
共永恒的思想。一般认为，相较于“其生也有
涯”的人类，日月星辰是永恒的；但实质上，人
的物质生命虽然短暂，但一旦上升到“美”的层
次，就可以将“精神生命”延伸到永恒。因为美
和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所以美好的人和
事才会永垂不朽。姥姥已经故去多年，但她的
生命，她于世界的爱，如今都鲜活地存在于诗
人纳金的文字里，“美的人们和她们的美的事
正错综成为一天云锦”。女性的美好存在，将
随着生命的传承而与日月同辉。

——评纳金的诗《色林措》
拉萨 王四四

◎地心一日 地上亿年
◆老 井

拿起乌黑的毛巾揩汗时
忽然在面前的煤壁上
发现一片羊齿草的痕迹
史前的森林 亘古的落叶
此刻 我发现面前坚硬的煤壁
在瞬间变得豆腐般柔软
忙停下挖掘机 拿起钢钎小心翼翼地
将它完整无缺地剜下来
当钢钎在巷底上溅起尖厉的声音时
这地心的一天就过去了

当这片炭化落叶被我捧到地面
重见天日之时
这宇宙中的一亿年也就过去了

◎南湖公园
◆王 琪

已经有三声鸟鸣响过
沿青石铺成的小路拾级而上
也许还会遇到第四声第五声第六声
湖光与山色相映成趣
人群腾空的广场不再喧扰
我在午后滋生的倦意此刻全无
鹅卵石从廊桥下面爬向岸边
芦苇荡招摇着树林虚幻的影子
我并非想写一首虚无之诗
为了再次亲近你我像一枚小小的斑点
从六月缓慢移动到繁花落尽处

彼时我想以慌乱的表情和内心
贴近形同异乡的故乡
以无声的呼唤等待徘徊南塬的风
吹凉曲径通幽处的竹林与池城

◎故乡谣
◆季 川

在江南 老家桑园村 每一片桑叶
都能够叫出蚕的小名
在桑园村 每一粒桑葚都是乌紫的
它们肯定亲吻过我童年的嘴唇
在老家 我最熟悉的就是草帽锄头
它们替父母遮挡过烈日雨水也替他们
锄掉心田里天天疯长的杂草

巴掌大的小山村 我不想作茧自缚
就去异乡流浪了
殊不知我的流浪让父母手里的缆绳
抓得越来越紧了

◎二叔
◆李晓光

二叔去世
所有的侄子侄女都上了祭文
实实在在给二叔当了一次子女挽联
第一次给二叔歌功颂德
所有的白纸黑字都跟二叔有关
都为记住二叔那些生前不懂珍惜的人
第一次哭得凄凉孤独
那些一辈子没见过几次二叔的人
哭声比谁都惨 像是在为自己赎罪
所有的哭声其实都是为了让二叔
成为另一位二叔
在最后一程里有了幸福

◎一只鹰的孤独和悲伤
◆刘功业

塞罕坝连接着红山子的夕阳
白桦林治愈心灵的空旷
一个周而复始的夏天 作为证明
放飞的青春有些嚣张
被余晖浸润的将军泡子
遥远的蹄声 神秘苍凉
其实 还有一场雨
把草原上的日子洗得发亮
天际辽远 白云浩荡
草坡起伏 野花飘香
鸟飞草长羊群欢跑的空中
多少美景可尽情仰望

很多时候 需要翻越这样的沟堑
迂回 攀援 九天之外
才能看到更远更美的风光
就像此刻 那只惟我独行的鹰
黄天厚土 高翔于白云之上
自由的翅膀 多么骄傲
谁又能读懂 它眼里的孤独和悲伤

◎摇月光
◆刘桃德

夜空隐匿所有的色彩
一幅水墨纯粹得原谅了一切
收拢所有星辰 月亮挂在树梢
岿然不动
一动就摔了下来 跌碎梦

月光挤进窗台，洒下明丽的光线
在我眼里 它洒在哪里都是一片深情
脑海被注入更多丰富的想象
一个无法用旧的月亮 照耀过
我的童年和中年 故乡和异乡

我幻想爬上那高高的树梢 捧着
不停地摇晃 让月光洒满故乡的院子
一片又一片

组 诗

●每一个人要有做一代豪杰的雄心斗志！应当做个开创一
代的人。 ——周恩来

●为生活得快乐而想挣钱，一生的全部努力和最好的东西
都 集 中 起 来 去 赚 钱 。 幸 福 被 遗 忘 了 ，手 段 被 当 作 目 的 了 。

——加 缪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

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吉鸿昌
●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

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 ——朱熹

名家
名句

早餐后，我们上了旅游大巴，前往今天的景点。坐在我前面
的团友，是一对老年夫妇，我和妻子称他们刘叔、刘姨。刘姨被车
窗外斑斓秋色感染，轻轻地哼起了歌。她告诉我们，上学时她是
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领唱员，现在记不住歌词了。刘姨显得有点憔
悴，但蓬松的银发，温婉端庄的面容，特别是一双大眼睛，无疑是
资深美女中的主力。

刘姨和我们说着，眼光却停留在了我妻子穿的红色皮衣上，
回头对刘叔说：“老刘，我的红色皮衣好像没见过了。”刘叔刚才还
笑眯眯的眼顿时变呆变大。他急喊导游停了车，瘦高的他快步下
车，打开行李箱翻找，又跑回车上，架上椅下找，仍不见红皮衣。

导游问，能想起在哪丢的？刘叔刘姨四眼相对，无语。导游
说，很难找回了。刘叔平时话不多，但这会，他像自己平头上的头
发，直挺挺的，坚持要返回昨天住的酒店找。最后商定，我陪刘叔
搭车回去找，午饭时间归团。

我知道红色皮衣的分量。记得出游的第一天，在景点里，刘
姨不说不笑不照相，我妻子试着把红围巾和红色风衣给刘姨穿
上，给她抹点口红，她顿时变了个样。人还真靠打扮，我们都说她
像80后，刘姨才开始有说有笑照相了，刘叔在一旁咧着嘴，笑眯
了眼。后来我们来到当地一家皮衣店，里面有各式皮衣，又薄又
软，女士们像蝴蝶见到了花，围了上去。刘姨和我妻子相中同款
红色皮衣，妻子立刻买了，刘姨穿上红色皮衣却犹豫不决，眼睛不时地寻找刘叔，此时的
刘叔好像若无其事一样，在室外抽烟。

刘姨手机响了，女儿在视频里说：“老妈，你穿红衣服太漂亮了，显年轻，买了
吗？ ”刘姨：“你爸来前打了预防针，说人老了，穿得干净舒服就行。”那边，刘叔也接到
了女儿电话，听着听着眉毛紧锁，通完话就发愣了，手里的烟头烫了手才缓过神来， 抬
头吐了口气。一转身，刘姨已走到他身边，刘叔拽着她走向柜台，刘姨嚷道，算了不买
了，三千多元啊。刘叔口气坚定：买！

刘姨穿上红色皮衣，有景必照，这可忙坏了刘叔，他左挎自己的包，右挎刘姨的包，
背个背囊，胸前挂着小相机，围着刘姨转。不单照相，刘姨走累了，刘叔送上小折叠椅；
渴了，送杯温水；过坎了，刘叔扶着；上下坡了，刘叔推着拉着。妻子好羡慕，让我观摩。
那天晚饭后散步，我好奇地问刘叔：“你这出游是看人啊还是看景，不累？”他停住脚步：

“老伴就是景啊！”伸了个懒腰，走了。
在酒店没找到红皮衣，刘叔坐在酒店大堂不走，不甘心啊，好像多等会就会有希望有

奇迹出现。我看着表，催他好几回，他坚持再坐一会就走。过了会，他叹口气对我说：“这
衣服无价啊。退休前，我在外地工作，她在家忙里忙外，人累得像散了黄的蛋。不怕你笑
话，我从未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给她。现在该安享晚年了，可女儿刚告我，刘姨确诊了，
是早期老年痴呆症，所以我现在只想让她天天都高高兴兴的，谁料到，都怪我！”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刘叔，就递个烟给他，他接过闻了闻又递给我：“该戒了，省点
钱。”我说：“有机会再买。衣服是女士的魂，我妻子玩到哪买到哪，光皮衣就有好几件。”
说到这，我和刘叔都好像有什么灵感冒了出来。我俩扭头对视，刘叔张嘴又闭上，欲言
又止。过了会，我先开口：“刘姨和我妻子，身材相当，我们把红皮衣服让给刘姨。”刘叔
一听，瞪大了眼问：“行吗？”我说行！他兴奋地说：“我刚才也想到了，不过，不好意思开
口。”

下午，刘姨又穿上了红色皮衣，在景点和我妻子挽着手，把笑声抛向了天空，刘叔又
笑眯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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