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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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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枕边有书】

盛夏的夜晚，暑气仍
然没有退去的打算。有人
在烧烤摊狂饮啤酒，有人
在广场上休闲跳舞，有人
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而
我则在枕边放上一本书，
通过书来消暑。心静自然
凉，散发着油墨香的书
籍，给我带来一个个清凉
夜晚。 ——邓荣河

【向阳而生】

我家的客厅里有一盆
金边吊兰。绿色的叶片细长
而柔软，好似翡翠。它尽情
地吸收着日光的恩赐，生长
得枝繁叶茂，时而伴着微风
轻轻摇曳，像跳着优美的舞
蹈。我静静地欣赏着这盆吊
兰，被它的生机勃勃所鼓
舞。

——文嘉雪

夏夜里，蛐蛐奏响悦耳
的歌。人们终于可以歇息下
来，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夹
着蒲扇，三五成群地聚在村
头大槐树下。静静的月光洒
下来，斑驳的树影下，孩子
们玩着游戏，看星星、躲猫
猫、老鹰捉小鸡……整个村
庄都充满了快乐。

——高会丽

【夏夜】

童年的大槐树
■李明月

大千世界

夏日的天空碧透如洗，蓝得深邃
而辽远，偶有几缕云絮悠然掠过，恰似
画家信手泼洒的几笔淡墨，给这幅盛
夏图卷平添了几分闲适与逸趣。在这
热情奔放的季节，最令人心生向往的
莫过于寻一处绿荫，躲进那清凉世界，
偷得浮生半日闲。

在这样一个午后，我缓步踱向村头
的那棵老槐树。它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者，静静伫立，年轮一圈圈叠加，记录
着无数个夏日的故事，也藏匿着我童年
无尽的欢愉。槐树枝叶繁茂，如伞如盖、
遮天蔽日，仿佛是大自然特意安置的一
方净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炎热，只
留下一片凉爽与宁静。

阳光透过密集交织的叶片洒落下
来，形成一地斑斓。光影交错，犹如细碎
的金子，铺满了树下的土地。每一片光
斑都像是时光的碎片，隐藏着往昔的记
忆。我静静地站立，任由这些光点在身
上游移，听它们诉说无声的故事。

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时

候，我总爱带着一把小扇和一本泛黄
的连环画，躲进槐树下，度过一个个漫
长的夏日午后。我尝试着用小扇捕捉
那些跃动的光斑，以为这样就能把夏
天的快乐永远留住。那时的快乐如此
简单，一片树荫、一阵凉风，便足以构
筑起整个夏天的童话。

岁月如同那树下不断变幻的光影，
悄无声息地更迭。当我再次站在这里，已
是多年以后。昔日的孩童已长大，而那棵
老槐树依然苍翠，只是它的枝叶间似乎
藏了更多的故事。我试图像小时候一样
去追逐那些光斑，却发现那些简单而纯
粹的乐趣，已悄然改变。

我弯腰拾起一片落叶，轻轻摩挲，
感受着它承载的岁月重量。那每一根
叶脉，都仿佛是时间的刻痕，记录着过
往，也预示着未来。我明白，我们无法
阻止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可以学
会在流转的光阴里，珍惜每一份遇见，
珍藏每一份感动。

此刻，我静静坐于树下，闭目倾听，
耳边是树叶轻轻摩挲的细语，是远处
蝉鸣的交响，是心底深处对过往的温
柔怀想。我懂得了，每个夏天都会过
去，每个人的童年终将远行。但那份关
于夏天的记忆，关于槐树下的旧梦，会
如这树荫下的光影，虽不断变化，却永
远温暖心房。

岁月悠悠，夏影斑驳，让我们在未
来的日子里，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敬
畏，继续前行，在流逝中寻找永恒。槐
树下，不仅拾起了夏日的光影，更拾起
了那些关于成长、关于梦想、关于时间
的领悟。

投稿请发邮件至：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

者”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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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小院
■耿庆鲁

夏夜的风

吹过农家小院儿的墙

带来泥土的味道

还有草木的芳香

在小院的墙角一带

唧唧虫鸣

如潺潺流水的声音

让你着迷

抬头望月遐想中

带走了烦恼与疲劳

凉爽的风

浸入到心里去

恍惚间

屋里灯光明亮

照不进夏夜的梦

远方的游子

梦中坐在小院里乘凉

不要透支你的焦虑
■张天成

到9月份，女儿就该上小学一年级
了。这几天，一向安静的幼儿园微信群
里突然热闹起来，时常会弹出一大串消
息。家长们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
着孩子上小学的相关事宜。透过手机屏
幕，满满的焦虑感扑面而来。

“我家孩子太好动了，一会儿也坐
不住，不知道上了小学能不能坚持一
节课？”

“暑假用不用给孩子报个幼小衔
接班啊，让他们提前适应一下小学生
活？”

“我儿子干啥都慢腾腾的，真担心
他不习惯小学的快节奏，学习落下！”

焦虑像是会传染一样，随着讨论
日益激烈，平时很少“冒泡”的家长，也
开始表达起自己的担忧。

晚上，老师突然在群里发了一句
话：家长们，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不要为还没有
发生的事情焦虑，这没有任何意义。

老师说完，热闹的微信群瞬间安
静下来。是啊，明明事情还没来到，大
家就提前陷入担忧，让自己处于焦虑
的状态，影响了一天的好心情。

前几天看书，看到一个心理名词
叫“透支焦虑”，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
事情，对不确定结果的事情，抱有强烈
的焦虑心态。生活里，很多人或多或少
存在“透支焦虑的情况”。考虑得太多，
焦虑得太早，看似在解决问题，实际是
在给当下的生活平添烦恼。

妻子很爱美，每次出门前都会精
心打扮一番。随着年纪增长，她逐渐有
了“容貌焦虑”。她经常一边化妆，一边
向我抱怨：“我脸上的斑点越来越多
了，粉底都遮不住，再过几年可怎么
办，还能看吗？”

洗澡时，看着地上一撮脱落的头
发，她会焦虑很久。出去游玩，看到照
片里自己眼角的鱼尾纹，她也会焦虑，
不敢在朋友圈晒照片。一段时间内，妻
子很少出门，不愿社交，整个人都有些
抑郁。

我多次劝她，要学会与时间和解，
接受生命过程中的容貌变化，不要过度
焦虑，要享受每个阶段独特的美。慢慢
地，妻子开始调整生活方式，转移注意
力，平时会参加户外晨跑、骑行，练习瑜
伽等。一段时间后，朋友们看到妻子，都

夸她年轻了许多，还纷纷询问保持年轻
的秘诀。她笑着说：“不要透支焦虑，停
止一切内耗，生活随心、随性就好。”

看着妻子的转变，我由衷地开心。
不去透支焦虑，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每
一天，生活才会越来越好。正如杨绛先
生所说：让自己快乐的秘诀，就是停止
胡思乱想，治愈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
忙碌和早睡。

这些天，一位同事整天没精打采，
人也憔悴了许多。我一问才知道，原来
她在为女儿将来的就业发愁。同事的女
儿上大三了，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她
给女儿网购了很多考编的书籍，希望女
儿能提前规划就业方向。可是女儿有自
己的想法，两人经常意见不合，动不动
就大吵一架，母女关系异常紧张。

大家都劝她：“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要过度焦虑孩子的未来。孩子都长
大了，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同事
慢慢解开心结，试着和女儿沟通，母女
关系也逐渐缓和了。

不要透支焦虑，也不要预支烦恼。
生活就是见招拆招，这才是快乐人生
的打开方式。

这个偏僻山村里有一所乡村小学。学校的
操场，一半是水泥一半是泥土，场内也没有多
少运动设施。一到春天，成片的野蒿从泥土里
钻出来，肆意生长。

遍地绿色中，雪白的花瓣层层叠叠，中间
点缀着亮黄色的花心，有点像雏菊，单纯而美
好。邱老师常在此与学生们嬉戏。学生中睿睿
显得比较特别，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还在上
幼儿园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

去年夏天，邱老师上课时，突然瞥见一个
男人在教室门口探头探脑。邱老师走过去问
道：“你找谁？”

男人窘笑着说：“老师，请帮我把这个交给
睿睿，还有一盒是他姐姐的。”将两盒水彩笔交
给老师后，男子慌忙地走下楼。

邱老师立即问睿睿：“他是谁？”睿睿低着
头，不说话。

邱老师又问：“是不是你爸爸？”睿睿点点
头。

邱老师说：“如果你想见爸爸的话，你就下
楼去找他！”

等睿睿冲出去，爸爸已经快走到校门口
了。这是离婚几年后，他第一次见到儿子，神情
有些局促不安。一大一小，站在操场边上四目
相对、默默无言。睿睿随手摘下一朵野蒿花，无
聊地扯着花瓣，最终无声地回到了教室，父亲
也黯然离去。

炎炎盛夏，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蒿花。待到
秋凉时节，它们会再次探出头来望着星空。挨
过冬的冷霜，在某个临春的时节，它们又会露
出笑脸来。

想到此，邱老师忽然感慨万千，她想让睿
睿乐观、健康地长大。于是，她做起了这对离
异夫妻的思想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答应
每个月向睿睿妈妈支付2000元的抚养费，妈
妈也同意睿睿爸爸可以自由地探望孩子。妈
妈对邱老师很是感激，逢人便说：“邱老师是
真的爱孩子，她时刻关注着每个孩子的成
长。”

这天，睿睿的妈妈骑着三轮车给邱老师送
来了几个大西瓜。原来几天前，邱老师为孩子
们准备了西瓜解暑。孩子们高兴坏了，他们回
家就说：“老师给的西瓜真甜，比家里的西瓜还
甜。”

睿睿的妈妈知晓此事后，便从地里摘了几
个顶大的西瓜专程送来。她对邱老师说：“您
辛苦了。家里种的西瓜，给老师们解解渴。”

邱老师微笑着说：“孩子们健康成长、好好
学习，就是对我的最大认可。”

睿睿妈妈说：“我以前很好奇，为什么你的
微信头像是一朵野蒿花，直到见到操场上那片
美丽的野蒿花，我才弄明白。”

每一朵野蒿花都承载着一个希望与梦想，
而这些都被邱老师和她的同事用无私的爱心
滋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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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