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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沉香

付晓玲

一直想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安
静而不失优雅。犹如莲花，悄无声
息，只在风里短歌微吟，只在雨里轻
柔起舞。冬去春来，余香幽远，安然
无恙。原本以为世事惊扰不了的只
是参禅悟佛的修行僧们的本性，哪
知还有被岁月精心打磨过，隽永动
人心弦而无人知晓的那些泛微光的
沉香。

锦莲浮处水粼粼，风外香生
袜底尘。荷叶荷裙相映色，闻歌不
见采莲人。心有沉香的人，也才敢
这么敞敞亮亮地丢掉喧嚣浮夸，
因时光流动的磨砺而把青春年华
收起埋藏，如消失在万里荷塘的
采莲人，只让人知晓曼妙歌声，自
己却隐蔽在岁月深处静看春花绽
放，山水绿开。

诚然，现实生活会给予我们太
多的不可预知。抑或苦难，抑或欢
喜，心有沉香的人不埋天怨地，纵
然痛到深处，也不哭天抢地，只是
细 细 咀 嚼 这 看 似 承 受 不 起 的 苦
难，然后于滚滚年华里，保持一种
静默的姿态，感恩这些叫人欢喜
叫人疼的真真切切滑过自己生命
里的时光。

没有别人，只有自己。翻山越
岭，漂洋过海，千里迢迢地远足跋
涉也只想遇见那个未知的自己。
然后正视自己，剖析自己，提醒自
己不要被外面纷繁复杂的表象所
迷惑。凌峰有感悟在此：我们反求
诸己，修心，正心，养心，才能有好
的心态。人生旅途看起来繁杂纷
沓，置身其中才知那是独来独往
的终身体验，沿途的浮光掠影，何
尝不是为了成就我们或丰饶或贫
瘠的内在？白岩松说，一个人的战
争注定单枪匹马。那么丰富内在，
调整心态，在劫难中依旧可以乘
风破浪，直挂云帆，横渡沧海。

庄周梦蝶，醒来自问：“不知
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
与？”生命来无影去无踪，无法臆
测也难以捉摸。无论身处力争上
游的快跑阶段，或是看尽千山万
水绚丽归于平淡的踌躇关头，面
临其中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唯有保持关照内心并惜福感恩的
心态，一切的真相才会自动还原
水落石出。

万籁俱寂处，是真的万物寡
言。他们说，从来，越是超越众生
的精神，就会越深藏不露而难以
捉摸。这大抵是心有沉香的奥秘
所在吧。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一
种极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细细
探究，应该有由里而外的细微芳
香吧。不去触碰，不去惊扰，就当
做自然而然就好。世人多半外面
浮躁，内心寂寞。于是大多数人选
择向虚空织一场繁华。在戏里，一
切都是斑斓的，目迷五色，丰盈瑰
丽，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犹
如庄周梦蝶，终日惶惶不安。

尽管韶华易逝，黄昏枯凉，我们
也不要有面向青春末路的仓皇。彼
时境遇里，看叶落，看花败，看云散，
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凡的过客，在生
命的长河里，带上一种心情，然后风
里雨里微微一笑安静地穿行，只愿
岁月静好，现世平和。

征集令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

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今日商
河》特开辟副刊专版，主要包
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

“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
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
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
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商
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
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商河
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
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
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
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
商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
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

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
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
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
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或者稿件内容侵
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
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自负文责。

投 稿 邮 箱 ：j r s h f k @
163 .com qq群：239943220

我我家家就就在在幸幸福福湖湖
我家就在幸福湖，我从小就在幸福湖长大，那里有蔚蓝的天和质朴的笑。
当我再一次站在湖的岸边，眺望湖心的时候，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一点一滴，一

左一右，历历在目。
在经过了春风的洗礼和夏雨的瓢泼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写一

些文字，写一些脑海里沉淀了很久的关于幸福湖的文字。

侯丙文

幸福湖的由来

小时候经常听奶奶讲起关
于幸福湖的往事，一把蒲扇，两
个马扎，奶奶一边摇着蒲扇，一
边讲着往事，我双手托着小腮
便津津有味地听了起来。

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
代末的事情，老爸那年刚好出
生。上级部门为了迎合那个年
代的生产运动，便在我们和周
围几个村子的土地上挖了一个
很大的湖，说是“造湖养鱼”。从
那开始村子里的老百姓便纷纷
搬了出去，有的寄宿在亲戚家
里，有的则另辟境地盖起了简
易房。那年爷爷、奶奶带着大姑
还有老爸便寄宿在了现在钱铺
的陈家村，一待就是两三年的
光景。

听奶奶说，那年为了挖这
个湖来了很多的人，几乎每个
乡里都派人过来了。他们带着
铁锨、背包、棉被，还有小推车
就火速加入到了这场造湖运动
中。其实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
运动，而是犹如一场艰难的持
久战，很多人累死其中，有饿死
的，也有冻死的。那时候正值中
国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一
片狼藉，粮食供应肯定是个问
题，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

时间的车轮赶着人们造湖
的步伐，很快，一个一眼看不着
边际的湖便这样应运而生了。
碧绿，辽阔，心想事成的壮举；
蓄水，放鱼，满怀期望的歌声。
许多慕名的专家纷纷来到这里
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当
问起这个湖的名字时，周围的
人便鸦雀无声了，也不知谁这
时候冒出了一句，“承载着无数
人幸福的湖”，“对对，幸福湖，
幸福湖”。就这样幸福湖的名字
便一辈一辈地流传了下来。

幸福湖的过去

幸福湖的过去，好像并不
是那么的幸福。

那个年代好像注定着这场
“造湖运动”的失败，满怀的期
望就那样被无情的现实给击碎
了。时隔多年，人们又纷纷迁了
回来，开始了从头再来的生活。

打我记事起，幸福湖的人
们就开始了“靠天吃饭”的日
子。由于不切实际的“造湖养
鱼”使得后来的土地呈现不同
程度的盐碱化，对农作物的生
长极为不利，再加上地理位置
的特殊和地势低洼，使得农作
物在生长期的灌溉和排涝成了
一大难题。比如说，在农作物需
要灌溉的时候，这里的沟渠河
道大部分淤积严重，这样黄河
水根本就流不过来，碰上一整
个夏天不下雨，农作物基本上
就渴死了。再比如说，这里的地
势低洼，遇上个连绵的阴雨天，
那这里可又成了真正的“湖”
了，积水一点也排不出去，农作
物也就饱饱的了。

在幸福湖里，最叫人们哭
笑不得的便是幸福湖里的水，
用商普话说就是“齁咸齁咸”
的，好多来我们村里走亲访友
的人都知道，怎一个咸字了得。
记得小时候妈妈给洗的衣服，
等晾干了以后，就能在衣服边
上看到一圈白白的线，俗称“碱
旮旯”。

其实，在幸福湖里生活对
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快乐的，因
为那里有一片大大的草地，放
暑假了，我便会约上三五伙伴

结伴去放牛，牛儿在草地上吃
着，我们便在草丛里捉蚂蚱，高
兴极了。

幸福湖的现在

现在的幸福湖已经褪去了
过去贫瘠的斑白色，换上了生
机盎然的绿衣裳。

在社会主义新政策的支持
和大力帮助下，幸福湖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淤积的河
道早已疏通流畅，旱涝保收已
经根植在人们心中，泥泞的黄
土路也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
人们终于把“靠天吃饭”的破帽
子狠狠地甩在了身后。紧接着，
幸福湖底地热水资源的发现，
又给新发展增加了动力。经过
专家的精密勘测和高端设计，
一个活生生的温泉国际欣然崛

起了。
只是，我小时候放牛的那

片绿草地再也找不着了，变成
了茂密的丛林。

倘若你没事的时候，可以
结伴骑着单车去看看，看看现
在的幸福湖。从南外坏开始，沿
着248线一直往南走，5分钟抑
或10分钟的路程，你便会看到
温泉国际的大牌子和欧式的运
营中心。其实在你一直南行的
这段路程中，马路的最东边，便
是当年幸福湖的最西岸，停下
来，站在岸边，放眼望去，当年
那浩瀚的幸福湖便在你的眼前
绽放了起来。

幸福湖里的人们

幸福湖里的人们过着质朴
和快乐的生活。

当朝阳普照大地的那一
刻，人们脸上洋溢起了幸福的
微笑。新的生活方式给予了他
们新的憧憬和希望。

要不是亲眼见证这一切
的变化，我也很难想象出当
年那斑白的盐碱地，如今能
变成肥沃的新土地。人们纷
纷感叹着这一切的变化，感
叹着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艰
辛。

没事的时候，我就会骑上
单车去幸福湖里转一转，看看
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看看
和爸妈一起劳作过的地方。当
我站在村后的靶台山上，望山
前那此起彼伏的新式建筑时，
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就是成长，
这就是变化。

我家就在幸福湖，这里有
蔚蓝的天和质朴的笑，欢迎你
们来做客。

秋·印象

郭永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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