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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标

生活手记

人生感悟

童年拍照惹的“祸”
■梁锶榆

花开诗旅

听雪
■常玉国

冬日的舞台，雪是主角
它轻盈地旋转，飘落而下
像一群灵动的蝴蝶
舞动在清冷的天涯

听雪，听那细微的情话
每一片都藏着神奇的密码
落在屋顶，似精灵飞过
给烟囱戴上白色的花

雪花飘进树林，轻抚枝丫
与松针共弹奇妙的琵琶
奏响寂静中最美的琴音
小鹿静静聆听，忘了归家

冰湖上，雪如轻纱
覆盖着曾经的喧哗
听那“簌簌”的声响
是岁月在悄悄说话

冬日里，听雪落下
心也变得澄澈无瑕
在这素白的世界里
等待希望的新芽萌发

微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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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别绪】

祥云为露润物新，
听雨喧嚣且近春。
忽别江南遗情绪，
又醉寒冬梅雪纷！

——赵福永

冬天的落日，让我陷入深
深的思考之中。它让我意识
到，人的生命就如同落日一
样，终将有逝去的一天。但是，
它存在的每一刻都在努力地
绽放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应该
珍惜每一个瞬间，用心去感受
生活的美好与温暖，让自己的
生命之花在有限的时间里，绽
放出最绚烂的色彩。

——郝兴燕

【落日】

人生如旷野，每个人的人
生都不尽相同，其中的酸甜苦
辣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经一
事而长一智，面对生活，是学会
放下，还是继续坚持，都要根据
自己对人生有个清晰判断的基
础上，而做出选择。把握自己的
节奏，有规律地生活，把眼光放
长远一些，看更好的风景，磨炼
出更精彩的自己。

——岳灿

【掌握自己的节奏】

懂得品味
■王吴军

岁月的教诲
■张兴华

“愿以诚挚之心，领岁月之教
诲”，出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
句话表达的是希望以一颗诚恳真挚
的心态，领悟生活岁月当中的经验及
教训。细想，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自然
会以积极的心态坦然面对现实中的
一切，激发内在力量，实现自我突破。

岁月如流，不舍昼夜。时间最无
私，它见证一切美与丑；时间最睿智，
它辨别一切真与假。历史是最优秀的
见证人。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拥
有相同的时间资源，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人生节奏和轨迹。岁月，让我辈读
懂了人生，读懂了生活，更读懂了那
内心深处绵绵不断的感动。

岁月告诉我们：人活到极致，一
定是素与简。风起的时候看落叶；下
雨的时候听雨声；春浓的时候闻花
香；飘雪的季节荡涤心灵。这才是时
光静好，岁月安然。

回不去的是曾经，留不住的是风
景；看繁华落尽，终是过往云烟。我们
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努力，让自己的灵
魂做主，把握自己，活在当下，开心过
好每一天。

人生路漫漫，大道可期期。我们
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爱祖国、
爱人民、爱学习；追梦、筑梦、圆梦，与
时代同行，我们永远在路上。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重温那不
曾走远的年华，总会想起好多酸甜苦
辣。我忘不了，年轻时那些年真切的农
村生活，那缕缕似浮云般冉冉上升的
家家户户房顶上的炊烟，那多少个鸡
鸣犬吠的清晨和晚霞满天的黄昏，那
熟悉的风声、雨声、打铁声和丰收之后
田间地头父老乡亲爽朗的欢笑声。

我知道，自己的根深扎在老家的
厚土之中，乡情、乡音、情感的融合是
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我懂得，父辈
的教诲是一种精神传承，它能警醒心
灵，催人奋进，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向
着人生理想的巅峰攀登；它给人一种
信心与力量，一种坚定和执着。每当
我遇到烦恼困惑时，便会想起当年父
母翻来覆去的叮咛，乡亲们饱含深情
的期望与鼓励。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也积蓄了
那些触动心灵的力量。心灵是一方广
袤的天空，包容着时间的一切。人生
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活得通透，知荣
辱、懂感恩、尽责任，无疑是一剂心灵
的良药。把自身蕴藏的潜能释放出
来，让生命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富有
意义，才是真正的富有。

岁月告诉我们：倾听是一种修
养。倾听，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章节。学会倾听，让别人充分表达，接

纳和尊重别人的不同，是一个人成熟
的开始。只要我们愿意，茶余饭后极
有可能倾听到许多值得一生回味的
声音。

这其中，倾听那些用汗水和智慧
浸泡出的辉煌往事，激动而难忘；倾
听路边闲坐着的老人们过日子的唠
叨，精到而实在；还有那一串串鲜活
真实的故事，一个个真实的声音……

人们会忽然发现，倾听是一个深
刻而丰富的过程，所有的世事沧桑，
只是一片飘逸悠扬的云朵，它能够开
启我们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并促进个
人的成长和发展。这些感人的故事和
真实的声音，使我们感到：人生真的
应该演绎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平
淡中蕴含着那无尽的韵味。

岁月如流，顺势而为。人到老年，
要心存希冀，目有繁星，追光而遇，沐
光而行。学会不断进取，学会从善如
流，珍惜拥有的情缘。以淡然的心境
面对人生，发现挖掘身边的幸福，感
受生活的惬意美好。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作为。让我
们团结奋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
加饱满的热情，共同迎接每一个充满
阳光和希望的明天，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用行动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辉
煌篇章！

1995年的秋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期中的时
候，学校请了一位摄影师傅，来给六年级的哥哥姐
姐们拍毕业照，可把我羡慕坏了。

那时候，村里10多岁的孩子，很多都还没有
拍过照片，包括我。于是，那天放学后，我和几位小
伙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摄影师傅，请他给我
们几个拍照。我们把地点选在了学校附近的大坝
旁。因为大坝处于蓄水期，上游的水溢过坝堤往下
流，像瀑布一样，作为拍照背景肯定好看。

放学后，我们如约前往，在摄影师傅的耐心指
导下，我们摆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拍了不少的合
照、单人照，尽兴了才回家。

那个年代，拍照用的是胶卷相机，拍下的影像
必须送回照相馆，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冲洗处理，
我们才能看到照片。此后几天，我们都是在急切的
期盼中度过的。

终于，照片洗出来了，我们如获至宝，小心翼
翼地把照片拿出来细细看，别提多兴奋了……可
当我再看纸袋背面，赫然写着“某某，10张，共10
元”的字样时，瞬间笑不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在那
个酸梅粉5分钱一包的年代，10元绝对称得上是
一笔大钱！我想，我闯大祸了！我怎么敢开口问父
母要这么多钱呢？

晚饭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小声地跟父母说了
此事。母亲一听便气炸了，碗筷一放，气急地问我：

“多少？10块钱！你都没跟我们商量一下就花了这
么多钱？这又不是学习费用，也不是买文具，是花
了这么一大笔钱去照相……”母亲严厉地批评着
我。我自知错了，叭叭地掉着眼泪，不敢反驳。父亲
在旁没有说话，而是等母亲说完，便叫大家吃饭，
说吃饱了再说。

到了睡觉的时候，我没有像平时那样秒睡，
而是辗转难眠。就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突然听
见隔壁房间里，父母在小声讨论着。母亲的意思
是要跟照相的师傅商量一下，就买两张留作纪
念，家里实在没那么多钱。但父亲却说：“孩子第
一次拍照，都要了吧，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母亲
嘟囔着说：“本来家里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全
靠你没日没夜地干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你
还这么惯着她……”

第二天，父亲跟我说：“我把钱给你，照片全部
拿回来吧，我女儿的照片肯定都好看呀！但下次不
能这么冲动了，花钱的事要跟大人商量。”听着父
亲温和的语气，我的眼泪瞬间盈满眼眶，既愧疚又
开心。

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时候月收入不到
100元的父亲，既要维持生活开销，还要还奶奶生
病时欠下的债，家里过得很拮据。而我拍照多出的
那笔开支，是父亲在那段时间每晚加班去做零工
凑出来的。

如今想起此事，我总觉得很内疚又很幸运。
内疚的是因为自己的不懂事给父母带来了负
担，幸运的是父亲用言行教会了我如何处理问
题。在那些父亲晚归的日子里，他总是边吃饭
边与我聊天。他常说谁都会闯祸、也会犯错，但
只要愿意承担责任，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便
没有过不去的事情。父亲还说，遇到事情只有
积极去面对，人才能成长，也才能避免下次犯
同样的错误。

童年拍照惹的“祸”，因为有了父亲的宽容
和引导，变成了我人生中珍贵的一课，至今铭
记于心。

一直觉得，生活中有了美食，
就像是池塘之中有了荷花，围墙之
上有了青藤，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多
姿多彩。在品味美食中享受人生，
其实就是在尽情拥抱丰富多彩的
生活。

若是留心，你就会知道，其实很
多美食都是寻常之物。比如，豌豆是
寻常之物，蚕豆也是寻常之物，萝卜、
豆腐也是。它们质朴、洁净，如素衣的
女子，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与脂粉
无关的清雅。然而，尽管是寻常之物，
也都可以烹调成让人久久回味的美
食。

作家梁实秋写过一篇散文，说是
某位太太炖的萝卜排骨汤特别好吃，
许多人便去打探秘诀。这位太太支支
吾吾不肯说，倒是旁人开了口，说道：
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其实，这
烹饪的奥妙就是恰到好处。多则腻，
寡则淡，恰到好处才刚刚好。这轻轻
一点拨，用寻常之物做出美食便不再
是独门绝活了。

美食让日子充满丰盈的滋味，
这也正应了周作人的一句话：我们
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还要有一
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
有意思。

然而，要把寻常之物烹调成一道
美食，也绝非易事。从最初的选材到

最后的装盘，都要经过仔细地考虑。
把寻常之物烹调成美食，不能心血来
潮，这样很可能会失败的。美食需要
用心去制作，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能
缺乏耐心。

美食如人生，懂得品味美食的
人，也一定懂得品味人生。一道美食，
自是色香味俱全，人生也是如此。有
了色香味，人生才是丰美的，才是有
滋有味的。

人生苦短，自当好好珍惜。美食
味美，也要悠然品尝，随心、随性、随
缘，让美食的美味入口、入胃、更入
心，在寻常之物中感受丰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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