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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一桶泡面 ◎黄柏

对着座号，坐下，我迅速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

本书，开启我惬意美好的阅读之程。

阅读刚刚开始，就闻到了一股方便面味，接着

是“吐啦、吐啦”的吃面声。我把眼睛往左边一斜，

一位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正在低头吃面。身上穿着

一件黄色衬衣褂子，没系扣，衣服的衬角上打了许

多褶子，看上去这件衣服已经很旧了，也不像是他

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是年轻人的款式，而他已经

五六十岁的样子。想来这位老汉去买这么一件衣

服，有点不可能，这件衣服如果是新的，估计应该也

能值个几百大元。

看着这种情景，我故意改变了看书姿势，把书

放到面板上，低头开始看书。我不想打扰属于他的

时间和空间。我想，他一定是饿极了，才下定决心

买的，买时得是多么的纠结与不舍，一桶面怎么也

要五元钱，这五元钱对他或许不是小数字。

“谁在吃面，味道这么大，不知道火车不可以吃

东西啊！”我抬头望去，斜后方一位穿着时尚的女

子，她眉头紧促，眼中露出不满和轻蔑。看到我回

头看她，她好似得到了支持一样。

“火车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她头发一甩，又

突然冒出了一句。言行装扮中都在有意显示自己

的高贵。

我斜眼看了看吃面的老汉，他听到声音后，立

刻意识到了是在说他，他嘴中刚吃了一口面，头还

低在面桶上，右手拿的筷子还悬在桶上方，匆匆咽

下去，整个人显得那样局促不安。想吃，可是怕发

出声音，不吃吧，浪费了，那怎么舍得。

我不知道该如何缓解这种尴尬的场面，因为我

担心无论怎么做，都会让他尴尬无措，让他觉得自

己是个多余人，就像在这个车上，在许多个城市，他

的感觉一样。

“吃碗面怎么了，你仙女下凡啊，不食人间烟火

是吧。”突然我后面一位小伙子站起来，指责那位白

衣女子。小伙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大，

长相帅气，带着一个黄色小帽，脸上一副果敢不服

的样子。

“你管得好宽啊，他是你爸呀！”那个白衣女子

也毫无示弱，扭头瞪眼说到。

小伙子边撸袖子，边说：“我不认识这位大叔，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矫情的人，没善心的人。

你不是喜欢摆谱吗？升车厢啊，去商务舱。”

白衣女子越说越气，突然站起来，对外面座上

的人说：“让一让，一群土老冒。”她挎着白包，穿着

白裙，扭着腰，摆着胯，走了，一身纯洁的白色。

当她再次像鹅一样扭着走回来时，不知突然谁

的脚绊了她一下，只听“啊”的一声，一个趔趄，她马

失前蹄般扑向地面，鞋子和包全都甩了出去。绊她

的那只脚应该是无意的吧。

车厢里依然安静，没人笑，没人说话，也没人去

扶她。

她狼狈地爬起来，等她把右脚上的白鞋子找

到时，鞋跟竟然从鞋帮上折下来了。此刻的她，脸

上充满了愤怒与局促，嘴中吐出一句：“遇到一群

倒霉星。”

她单脚蹦着想往座位上跳去。突然吃方便面

的那位大叔说：“姑娘，我是修鞋的，你把你的鞋子

给我，我先给你粘上，你好将就着穿回家去。”

“大叔，刚才她还羞辱你，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刚才打抱不平的小伙子激动地说。

“小伙子，谢谢你刚才为我说话。我是修鞋的，

帮她粘一粘很容易做的事。”老人温和地向小伙子

点了一下头，说着站起身来取行李上的工具。

我座位右边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一直在瞪着

眼睛看发生的一切，我以为他是被吓到了，突然，他

从我身边挤出去，轻轻地把他手中的一包小饼干放

在老人的面板上，说：“老爷爷，送给你，你和我漫画

书上的人一样，妈妈说，你是我的榜样。”

车继续飞速前行，车厢里异常安静，只有沉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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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三日的阴雨天，绵绵细雨不辨钟点地落
下来，出去随意走走，灰暗色的天空让人惆怅。乌
云如打翻了的墨水瓶，一层层晕染开，洇湿了天际，
洇染了远山。前方，一条白色的玉带缠绵在山腰，
宛如白色的巨蟒盘绕在群山之间，蠕蠕地从远方运
动而来，蓦然就在那里停下，骤然一个节奏的凝固，
如同按下了快门，将这一特写定格。可惜，正在开
车的我无法拍下这幕美景，只好存在记忆里了。

穿过隧道，空气中的雾气加重，前方景象在
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中从清晰到模糊再到清
晰。右侧山坳里的小村庄依稀可辨，那儿就是我
们今天的目的地。瓦红色屋顶漂浮在白色的雾
气中若隐若现，它们被折射凝结在车窗玻璃的雨
滴上，瞬间又随着水珠地流动被风儿扯成一条
线，继而消失在空气中。驱车驶离滨海大道，转
入绿色掩映的乡村小路，黑色的柏油路面，灰色
的天空，红色的房顶，绿色的菜畦构成了眼前的
田园影像，这一切在雨水的冲洗下犹如一幅美丽
的油画敷了一层亮亮的油，每一寸都透着十分的
绿意，透着十分的精神。

微雨中循着小路径直而入，行至百米处，车辆
在路边泊靠，空气潮湿又新鲜，张开臂膀做个深呼
吸，舒服！大家伙儿七手八脚从车上搬下已备好的
食材，说笑着涌入我在这个安静小山村租下的一所
小宅院。宅院不大，呈口字形围合出一方天地，这
是我与妻子逃离闹市的一所去处。所谓大隐隐于
市，小隐隐于野，作为离不开城市的一介凡人，只能
小隐于野了，毕竟还要谋生活，养父母，供女儿。我
拎着相机，挥挥手：“你们先忙，我去田里转转。”灰
蒙蒙的天空依旧飘着毛毛雨，引用朱先生的一段描
写甚是形象：“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
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
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每次来这儿，心底里最
喜欢的不是租的宅院，却是村口的这片菜地。中国
人对泥土有着深在骨子里的偏爱，一个几千年的农
业民族怎会不钟爱泥土呢，因为泥土里盛载着人类
无限放大的欲望，它孕育着一切欣欣向荣、年复一
年的生命，我们吃的穿的用的甚至我们的梦想都与
泥土密不可分。林语堂先生曾在《我的愿望》中写：

“我要一小块院子，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
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
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
有几颗参天的乔木……”这不仅是林先生的愿望，
它也是每个人的梦想。一所院子，一块空地，一方
泥土，种花种草种菜种梦想，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
山，谁不想呢？

眼下正是地里白菜萝卜成长期，它们铺着宽大
的叶子，一株株一片片。瞧那一道道田埂，横着竖
着斜着，将田地分隔开来。这地里主要种着樱桃树
和崂山茶，蔬菜们只好挤在地头，靠路边的一方芋
头撑着高高的状如荷叶的绿叶沐浴着细雨微风，小
水珠在叶面上凝聚着，晶莹剔透，一颗颗，如断线的
珍珠，滚动着跳跃着；一畦畦的白菜一垄垄的萝卜

长势喜人，俗话说要得苗儿壮，寒露到霜降，现在还
有几天才寒露呢，时间尚早，此时它们正接受着小
雨的洗礼，每片叶子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在雨中
折射着幽幽的绿色……睹物思情，我们的心灵何尝
不需要这样的涤荡呢？身处闹市，呼吸着污浊的空
气，处理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为生活苟且，为生活奔
波，内心的疲惫也需要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洗涤一
下，吐旧纳新，使自己的心灵放松，让紧张的生活变
慢，把紧绷的神经舒缓。杨绛说：“生活，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人生，一半清
醒，一半释然。”日子，太现实了没有趣味；太梦幻
了，难以生存。有情还要有趣，日子才有意思；有梦
想还要有行动，岁月才有生机。

小雨下得断断续续有气无力，院子里已开始热
闹起来，女人们围坐在院中收拾着肉串，南屋顶的
平台上已经架好了烧烤炉，老赵正在厨房里引燃木
炭，液化气蓝色的火苗使黑色的木炭变红，能量的
传递因为介质发生着有趣的变化。孩子们则在屋
子里各自玩着手机，现如今她们的世界都在手机里
了。搬把椅子到平台上，将整个身体歪靠在里面，
老赵家的二小子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嘱咐一句：小
家伙，小心点儿啊，别摔着。毛毛雨变成了小雨淅
沥，身边负责烧烤的老赵坐在马扎上正忙活着，左
手擎着雨伞，右手翻弄着烤炉上的肉串，红色的炭
火正旺，肉串被烤地滋滋冒油，不时地滴炉火中，却
又使木炭烧得更旺，青烟袅袅，烤肉的香气随之弥
漫。老赵不时地拎起地上的啤酒咕噜一口，瞧那自
在的样子，时光不就应该这样么？雨天的小山村阒
静幽然，面前的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宽大的树叶被
雨水滋润着，椭圆形的桔红色柿子挂满枝头，不过，
它们离成熟期还有一段时间呢。我是最爱柿子的，

父亲在老家天井里栽种了一棵，结下的柿子全家人
只有我爱吃。母亲每年总要晾晒一些柿子饼贮存
起来，冬日里回家就会拿出来让我一饱口福，若不
是柿子性凉不能多吃，我定会一扫而光。可惜，前
几年柿子树遭了病，父亲不得不将其砍伐，唉……
再也吃不到那甜蜜多汁皮薄如蝉翼的柿子了。“来，
吃个肉串，尝尝我烤得如何。”老赵的一句话把我的
思绪拉回。

微风渐起，云朵似碎棉花一样随风翻卷，潮湿
的水分被抖得干干净净。我收起雨伞，视野变得开
阔。远处的山峦氤氲在白色的水汽之中，如仙境一
般，当地村民管这座山叫作“麒麟山”。山上树木遍
布，郁郁葱葱，尤以槐树居多，其间点缀着玉兰花
树，春天最美，花儿朵朵，花香四溢。山上的云层压
得很低，它们将山包裹，就像白纱罩面的美女使人
迷离。鸟儿们不知疲倦地在天空追逐嬉闹盘旋，时
而落在树梢，时而钻入山林，时而并排立在高压线
上，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给这天地带来了些许的
灵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麒麟山的仙去哪里找
寻呢？身在闹市的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我们时常
向往走进宁静的深处，寻着一座半掩着的柴门，让
故事出乎意料地发生。

在这纷繁的尘世里，随时随地感知冷暖也需要
勇气。如那些绿意缱绻的白菜，阔叶铺陈，菜心卷
卷，一季又一季，活在唇齿相依的日常里，默默无闻
又惊天动地。我们的生活，就如同一亩亩的田地，
没有什么是随随便便就可收获的。它可以是一个
习惯、一个爱好，或者一份事业、一份情谊，一亩一
亩合在一起便是我们的生活、乃至人生。

我举起相机仰面看向天空，乌云已经散开，久
看，心里的雾霾也散了。

驼山海边观排石 ◎赵典

海风拂面，阵阵清凉，眼前被薄雾笼罩的大海，

宛如仙境。我站在大连市驼山乡排石村伸向海中几

十米高的断崖上，崖壁陡峭，如刀削斧劈般屹立。

沿着蜿蜒的小路下到崖底，眼前约 20 米高、

1000 米长的石崖，如墙似壁，层层叠叠，在眼前展

开。淡淡的薄雾中，那石崖似一摞摞堆积的诗书，

有的规规整整，有的似随意堆落。这千米长的书

林，是仙人无意遗落人间之物，还是有意留给世人

的经典？我正凝神遐想，只见太阳破云而出，薄雾

退去，书林显露出它清晰的面目，土黄色层层叠叠

的崖体在午后灿烂的阳光照射下如同泛黄的古

书。这就是当地有名的“排石”，人称“佛经岩”“千

层壁”或“石书崖”。

奇特的景观、美好的事物总会伴随美丽的传

说，当地百姓说这卷卷“石书”是海神差仙人踏浪送

来于此，每天一次，每次一页，记载百姓幸福安康的

秘笈，日久天长风化成石，矗在岸边。

其实，从地质学上讲，排石是典型的海蚀地

貌。驼山这一带山地的石质海岸面临的海域辽阔，

深水逼岸，海浪潮汐长期对海岸岩石造成强大的撞

击、冲刷、溶蚀，再加上石质的风化及岩石本身的性

质结构，所以形成了石壁向海一侧是陡峭断崖的

“海蚀崖”。

驼山附近，因为海水的侵蚀，不仅形成了排石，

还形成了许多上下贯通的海蚀洞和形态各异的象

形石。行走其中，仿佛走进了一座座天然石景雕塑

博物馆：石猴观潮、渔翁出海、月牙湾、排石烽火台

等景观群，造型奇异，形神兼备，妙不可言。

一边是蔚蓝色的大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

边是崖壁下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出的地貌景观。读

大海漫卷云崖的美妙，悟人生愉悦之所在。

此时，有人提醒大家快走，潮水渐涨。来驼山

看崖石，要问好潮汐时刻。走出排石区，再一次站

在崖边回望大海，海面波光粼粼，似诗书的情思在

涌动，恍惚间，又觉自己就是踏浪而来护送诗书到

此的仙人，不过，天上再美好，我也眷恋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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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响起了《梁祝》

哦，小提琴独奏

清幽脱俗

柔情万千

舒徐急促

她回首

抛吻在浪峰波谷

他正悄悄来到她的身旁

行进间

忽而，流星般地大步

忽而，猫步似的隐蔽

夕阳瞪大了双眼

送来美好的祝福

哦，心心相印的时刻

海鸥叼来夜幕

哦，幽幽木栈道

回响多少青春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