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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5

昨夜枕上听雨，夜阑久不
成寐，似觉有轻寒侵来。晨起
推窗，天色高远处有云片轻薄
素洁如丝帕，伴有微风入怀，
才忆起日子已过处暑节气。时
令还没有真正入秋，我的思绪
已先然镀上了一层薄薄的秋
意。

送走最后一场夏雨，重新
在窗前坐下，喧嚣潮湿的岁月
终渐行渐远了。这个夏天，窗外
的鸣蝉一直在嘶哑地极力吵
闹，似乎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
证明他生存的价值，我只好放
下百叶帘聊以隔离。八大关里
的相思树开了一个季节的枝繁
叶茂，在车水马龙中穿行着，最
多也只是侧目看一眼便匆匆擦
身而过。这林间有过怎样的热
闹与悲喜，都与我无关。

若我不以繁华喧嚣为喜，
怎可断定花红柳绿必会去我
闲愁？

若我不以清冷寂寥为忧，
又怎知蝶叶飘黄定然能够添

我烦恼？
人人解说悲秋事，不似诗

人彻底知。我不是诗人，却仍
喜欢翻找那一抹沧桑背后的
静敛与恬淡。几点烦闷终去，

随烟飞云敛，都付旧时天气。
天朗气清的日子，且打包收尽
往事种种，静待凉风起天末
吧。

待到凉风起天末，满林子
便混杂起成熟与沉静的味道。
有多少片叶子飘落，便有过多
少美好的梦在青夏里蓬勃生
发，他们经过怎样的日欺雨凌
才换得这一世璀璨蝶舞，已无
须再过问。行年至此，我渐渐
不再习惯重温旧梦。

待到凉风起天末，秋蝉销
匿了声迹，满园沉静的金黄把
秋水染成流金岁月，在冬天来
临前优雅转身，从容收尽最后
苍凉。至于南院的那几株菊花
将怎样抵得住霜华，且不必庸
人自扰为之心忧，我知道一切
自会有定数。

从小就很喜欢树。
记忆里有很多具体的树，有的

接触的时间长些，有的只是一面之
缘。外祖母家门前有高大茂密的槐
树，院子里有柿子树，老家后院有
枣树，因为槐花、柿子和甜枣的缘
故，好感很强；又因为桑叶可以喂
养蚕宝宝，对桑树犹感亲近；上小
学的路上是两排中国槐，夏天时常
有虫儿用细丝将自己悬在空中，可
以提来玩，印象也很深；参加工作
后很喜欢单位楼前几株玉兰，开花
时如一群白色小鸟绕树飞舞……人
是自私的，喜欢，大半是得了某种
好处。

说来好笑，印象最深的一棵树
是画里的。那是一幅风景摄影画，
画面主要是一棵树，高大，叶子的
颜色是枫叶红，树下有很简单的房
舍，背景是青山和蓝天。很长一段
时间我经常看那幅画，羡慕屋舍中
的人能有一棵美丽的树做伴。那树
的色彩热烈，却很安静，甚至有强
烈的孤独感，大约因为那时的我正
是一名孤独的小孩。20多年过去
了，我还是记着那幅画，当然，还
有那份孤独感——— 我相信，树是孤
独的。

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坚持，每棵
树都有自己的风度，每棵树都是一
道风景。无论是高山上荒漠中，还
是房前屋后街道旁，哪怕是生长在
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一棵小树看去
也耐人寻味。

现在经常见到的是夹在高楼中
间的树，它们同样安静地立着，让
人感觉很亲近，楼房是住所，树却
可以是朋友，又很遥远，毕竟是两
种生命。风吹叶声，那不是树的语
言，它们的语言只能是沉默，对一
切的沉默，坚持的沉默，我甚至臆
想那是最澄明的境界了。

虽然沉默，树却是有灵性的。
小时候贪嘴，拿来长长的竹竿想去
打下老家后院枣树上的极甜的小圆
枣，祖母见了赶忙拦下，告诉我那
棵枣树只能摇枣，不能打，打了第
二年就不结果实了，我问为什么，
回答是枣树会生气。从此知道了树
有脾气，其实哪个生命没有脾气
呢。

看到树时，心里总会多一点轻
松，有时突发奇想，不知道树对人
是什么感受，和树相比，人太霸道
太自私了。这个星球上最具美德的
物种却只能是承受者，这是大自然
的智慧，还是其导演的悲剧？

很多年以前登华山，在某一个
峰上看到有几位时髦青年爬上松树
照相，心里极不舒服，很想劝阻，
只是缺少了点付诸行动的勇气，但
那不舒服却一直留存到今天。古人
认为松下喝道已是大煞风景，更何
况爬上西岳顶上的松树照相呢？

最近在路边看到了许多被迁移
的大树，锯得很秃，树干上缠着麻
绳，立在新鲜的泥土中，周围还有
几根支架，很像两排伤兵，却很倔
强地站着，一如既往的沉默，希望
它们能在这个春天里尽快恢复鲜绿
的生命，给生硬的马路带来一点平
和。

于忙碌中常常遐想，漫步于树
林中，有点点阳光撒下，地上有一
层落叶，可以随意想点什么，或什
么都不想，这肯定是生命中最有诗
意的事情之一了。

我喜欢树，很喜欢很喜欢。

待到凉风起天末
文/李帅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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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三事事
文/王飒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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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酒之情
文/辛如杰

老爷子爱酒，远比珍爱
自己的生命。

老爷子今年整整八十岁
了，不算酒痴却天天饮酒，尤
其是对景芝酒情有独钟，每天
中午、晚上两次饮酒，有时候
早上还斟上一壶，对于景芝酒
有解不开的情缘。

父亲穷苦出身，仅上过两
年私塾，一生以地为生，我们
兄弟多，父亲在忙碌的农活之
余，跑到附近的集市上做着贩
菜的小生意，一般早上四五点
钟从炕上爬起来，下午两三点
钟才回家，这时候，父亲赶集
回来，总是让我们兄弟之中的
一人拎着塑料鼓子，到村里的
供销社打回景芝散酒慢慢饮
用，喝到高兴之处他会得意洋
洋，叙述着赶集的乐趣和当天
的收入，逍遥自在，自得其乐。

慢慢的我们兄弟几个长

大了，父亲的压力小了很多。
父亲饮酒的习惯丝毫未改，饮
酒的数量丝毫未减，饮酒的档
次也由“散装”升级到了“瓶装
"，这种贴有商标，压有铁盖，
酒瓶淡绿的景芝白酒，已经
是当时的“吉品”了。有时
候 父 亲 高 兴 之 余 也 会 说 ：
“我们的日子芝麻开花———
节节高了。”一副知足常乐
的样子，让我们感动。

自从我们兄弟几个有了
各自的工作和事业后，每人
回家总会拎上一箱景芝酒列
去送给父亲。就连过年或父
亲生日重要的礼物之一就是
景芝酒了。每当月末我回老
家去看望父母，也会在半路
的超市买上纯正的景芝白乾
酒 ， 一 年 下 来 也 得 二 百 多
斤。有时也会买上好一点的
“景阳春”，父亲总是舍不

得喝，放到北屋面朝客人的
桌子上，开始了细水长流。
亲戚朋友来串门了，父亲总
会乐不可支，向客人宣讲是
儿子买的，有时他也会在村
里的大街小巷叙说着儿子的
孝顺和酒的好处，向乡亲们
炫耀天天有酒喝，弄得村里
的部分老人羡慕不已。

父亲喝酒很少有喝醉的
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更没有
烂醉如泥的时候，最多喝的起
劲了，父亲在院子的天井里，
对人生、对岁月、对我们兄弟
几个讲一些“三碗不过岗”等
老掉牙的故事。每当这时母亲
总是埋怨父亲喝酒没数了，净
等着拾掇碗筷了，这时“老爷
子”总是置之不理，酒喝依旧。

“老爷子”从来不懂酒之
道，但是喝酒有一个习惯，可
以 不 要 酒 肴 ， 每 天 离 酒 不

可，即使就着咸菜或一盘花
生米也会津津有味，轻轻地
端起酒盅，小口小口地抿，
仔细品味，口留余香。嘴唇
发出“咂咂”的声音，似乎
品出的是神奇的琼浆玉液，
有滋有味，痛快淋漓，让我
们 兄 弟 感 叹 不 已 ， 忍 俊 不
禁。

随着老爷子年龄渐渐大
了，我们兄弟对老爷子的身
体有所担心，然而老爷子对
酒的爱好却不改初衷，丝毫
不听做儿女的劝诫，每当此
时我们便不再言语，随他心
愿。现在酒类品牌繁多，各
种假酒和勾兑酒充盈市场，
做儿女的只能去正规的超市
买回真正的景芝酒系列，我
们深深地知道，父亲的酒今
生是戒不了了，因为这是他
一生的“最爱”。

富贵亦读书
文/付秀宏

文人盼望，书与写的空间
与自由。准文人，盼望有自己
爱读的书、企望有一天自己的
文字，别人爱读；这种幸福的
享受，有点像女人对于衣裙的
感觉，他人看湿湿漉漉，自己
内心却红红火火。

字里行间，一种精、神、
气；平凡日子，细品闲、适、味。
有悟性的文人，淡看车与肉，
自然于安步与家蔬。社会人
群，气派地位，豪华享受，那心
理落差岂不令文人酸溜溜；其
实关键在自适。不适，则车与
肉为可虑；适，则安步蔬食为
可羡。

一位朋友，生活清苦，勤
于为文，极盼有一笔钱。他曾
畅谈，如有了钱，要毫不犹豫，
买许多书，到一所喜欢的大学
去进修，然后写自己喜爱的文
字。可当有钱的梦想一夜变成
现实——— 侨居海外的叔父馈
赠了一笔可观的钞票，他购置
上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置
上电话、手机、装上空调，身上
西装、西裤、高档皮鞋，风采照
人。再后，想到汽车，钱已稍嫌
不足，对，旅游！昔日文人墨客
的旅游梦，不由自主地冒上

“水面”。

所有所有都忙完了后，
“一头雾水”地去读书，书已然
失去了往日的诱人光彩；来捉
笔，脑子乱乱糟糟，文思都游
走了。转念一想，文章发表了，
酬劳三十元五十元，不足道
哉，又心安理得了。也有时，觉

得没了魂似的，无奈地笑笑，
自言自语：“庸人自扰之”。

读书，是否与富贵无缘，
爱贫嫌富呢？非然。大作为的
读书人、学问家，即便家值万
贯，也未舍却读书，去追逐物
质，其读书与勤勉，何时不再
呢？香港作家梁凤仪家资可谓

不薄，相信消费起来，今生今
世不会穷尽，可她却把等候商
家、朋友的间隙及坐车乘机时
间，都利用起来，用来读书写
作。爱读书，是真爱还是虚爱？
富贵时，最能检验人。

“书给予生命，生命给予

书”的读书“赤子”，真真让人
感动。深圳首创全国第一个

“ 无 人售报 台 ”的 美术个 体
户——— 巢中立，一介书生，曾
在亚运会捐款中，位列深圳排
名第三。他说起书对于人的作
用，几乎“刻骨铭心”：年轻时，
因失恋，曾试图自杀，使他敛

起自杀念头的，是闯入视野
中——— 在冰雪里瑟瑟发抖、依
然挣扎的一只小狗。他当时脑
际闪过曾经读过的高尔基自
传中一节自杀镜头：高尔基把
冻僵的小动物裹在大衣里，是
高尔基救活了小动物，却也拯
救了巢中立。他回想起来这段
经历，无不感慨：我庆幸读过
这段文字，当时年轻冲动，做
出傻事——— 完全是有可能的。

巢中立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在深
圳这个大都市依然生活得充
实有味。不但自己读书，也为
更 多 人 分 享 读书看 报 的 乐
趣——— 创造条件，他自费办供
市民阅读的全国各地报纸报
廊，捐书给学校，援建希望工
程。

持续不断地读书，能提升
人的境界；不离不弃地读书，
能帮人走出难挨的困境。静静
一本书，看似无生命，实则喷
吐光芒。把书读活，才有领略
这种飘动的心灵底色。读书读
到这种境界，如痴如醉，是任
何风浪冲不垮的。人的一生追
求富贵，千万别扔掉书本。富
贵亦读书，今生结缘，今世不
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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