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常听有人在骂：“你真的不像个人

样！”

每当我听到这句话，都会在沉思默

想，人要有什么样呢？好像都没有一个真

正答案 。也常听人说：“个人有各人的

样，不会全都一样！”

我心想，就是要像个人的样吧！人有

人样、牛有牛样、猪有猪样、狗有狗样，才

是一个人世间！所以有句话说，你猪狗都

不如，做为一个人要有人的样，人要怎么

的样呢？真不是一言两语可道尽！

有一个朋友 ，他对我倾诉：“我做什

么都不成功，去求神算命，我的命还是一

样。”

我快言直语说：“ 你的样子不好，命

运就会不好！”

“什么？样子和命有什么关系。”他睁

大眼睛盯着我。

“你不要不高兴，听我多话，你说话

硬邦邦，面上没有一丝微笑，人见了也会

不欢喜，少了一些人缘，你试试看，改变

一下你的样子，也许是对你有所帮助！”

他低下头不语，茫然望着我。

人，一般上总会是第一眼就看人的

样，样子好看，心就会生起欢喜，不好看心

生不悦。有人说，要以平常心去看人，真

的不那么容易啊！

我就在想，人的样子好看重要吗？这

个也不尽然。我见过有一个女孩子，样子

很好看，大家都说她很漂亮，我也有感

觉。有一天早餐，她就坐在我的旁边桌，

免不了我也会转头看她的样子，见她一直

在讲话，不久拨拨她长发，转睛弄眉，许多

男人都注视着她。

她和朋友同坐一桌，不时就会站起

来，不断摇姿摆式，大声讲话，越讲越起

劲，接着我就听到骂人的广东粗话……

这一句，很尖锐，像针一样刺入我的

耳朵，在我的眼里，她即刻变了个样，不再

先前漂亮的样子了。让我想起有句话说：

“相由心生”。一个的心头存放什么，只要

看他的言行，就呈现一个什么样子。我常

感觉，有的人，样子并不长的漂亮、英俊，

可是，与他相处久了，就会感觉他越来越

好看，越让人喜欢。真是人常说的，日久

见人心。人的心漂亮，才是持久的漂亮；

才是一个好样子，亮丽的人生。

古锦囊里的明月
□ 覃慧瑕

很久很久以前——多久？哦，真的很

久！在九世纪初，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初，所以说，是一千二百年前了——那时

候是唐朝，某天清晨，一个瘦瘦的男孩走

出家门，跨上一匹弱马，他才二十岁。

他的马像识路一般，径自往山中走

去，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小佣人，而他自己，

则背着一只古锦织成的袋子。袋子很轻，

因为里面空空虚虚的什么都没有，如果一

定要说里面有什么的话，那当中的东西叫

“等待”。

他的母亲目送他远去：“不要太晚回

来！”她远远地叫了一句。

男孩往前走，他是去工作的，他的工

作内容如下：他打算去记录，记录云的身

世，记录花的兴亡，记录蝶的见解，以及雨

的投诉以及岩石的隽语……

忽然，默契良好的小佣人递上纸与

笔，他立刻书写起来，他写的是：明月与做

耳边璫。

原来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女子

的耳上有珍珠耳环，在年轻的男孩看来，

那简直是两轮明月啊……

他只写下那一句，那只是一张小纸

条，他把纸条塞入锦囊，锦囊很美丽，斑烂

古艳，像一只有法力的幻术之袋，可以装

下整个乾坤。他慎重地丢下纸条，然后又

从袋口到袋底仔细地看了看，彷彿自己是

酿酒的人，正投下神秘的酒曲。

小马持续前行，他又见到一个美丽的

女子，不，应该说是一个美丽女子的坟

墓。三月，墓草青青，他停下来，哀伤，并

且书写：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

他投下纸条，囊中又多了一重墨香。

看到竹林，他写：苔色拂霜根。

看到断壁颓垣，他写：古壁生凝尘。

五月来了，他写：石榴花发满溪津，溪

女洗花染白云。

看到美少年，他写：骨重神寒天庙器，

一双瞳仁剪秋水。

听到箜篌如裂帛的丝弦音乐，他写：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看到兔走乌飞，时光如矢，他一面举

觞，一面狂歌当哭，写下：飞光飞光，劝尔

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

日暖，来煎人寿。

古锦囊里装了半袋杂乱的笔迹，瘦马

驮着他回家，袋子并不重，因为每张纸都

并不大，但却够他回去工作一整夜了。那

些记录只是一剎灵光，他总试图把一株花

栽成一方花畦。

男孩终于成为连韩愈和李商隐都称

奇的诗人，那背着古锦囊的诗人，他的名

字叫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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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惊蛰

青蛙青蛙，，蜈蚣蜈蚣，，蚂蚁蚂蚁

从地下回到活动的现场从地下回到活动的现场

蚂蚁扛回劳动的工具蚂蚁扛回劳动的工具

又着捎快意又着捎快意，，走亲访友走亲访友

一筐筐草木灰，

被母亲背到春的空格里

然后背回干净的春光

脚印里，一个甲壳虫

翻弄着蚯蚓堆放的一粒粒

泥土的信息 （寒 浪）

与雷锋对视

他们说你是一个偶像

只适合仰望

我却选择与你对视

因为你的所为

是那么平常

你做的每一件好事

别人也有能力做到

它们琐碎它们平常

然而却只有你

像一根笔直的蜡烛

燃尽了1.54米的身长

也许你并不懂得

奉献与牺牲的伟大

但你知道即使一颗螺丝钉

也要做好

钉得够牢擦得够亮

他们说你是一个旧时偶像

只适合遗忘

我却选择与你对视

因为你的所为

是那么不平常 （刘学正）

慢慢走

下雪的夜里

我愿活成家门口那棵杨树

高过土墙，看看窗户里

母亲靠在椅背上打盹的时光

我在出租屋里被冻醒，窗外

雪窸窸窣窣，说着不属于我的方言

我裹紧外衣想去雪地里跑一圈

让僵硬的手脚热起来

错位的门闩

摩擦出金属的喉音

今夜我迟迟没有等来离家时

母亲嘱咐的那句：慢慢走 （陈维一）

热爱种子

从择选开始

从擦拭开始

从呵护开始

热爱种子

请让我早一天把它们投入泥土吧

唤醒惊蛰

至少要唤醒两个节气

种子从被窝里爬出来

还揉着睡眼

又钻进另一个被窝

我扯着塑料薄膜满地里跑

说出我的热爱

仅仅是

掖掖被角

挡挡寒风

叨叨细语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恨不得

种子早一天长了出息

早一天

脱离开土地

让我的热爱

抄一条近路

提早进入

一颗婴孩般的心 （张凡修）

风一吹，梅花就开了

风一吹 梅花就开了

喂养了一个季节的阳光

象报春的喜鹊

穿过天空的雪花和雨水

站在冬至的窗口

发布明天解冻的消息

风一吹 梅花就开了

冬天的脚步在雪地上

走到了尽头

而那个彪悍的唢呐手

此时正使劲地

鼓起腮 或许他是想

把某些残存的冬天

越吹越远…… （许 星）

小时候过完年后上学，课本上都是关于

春天的诗句，我们背着：“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我们读着：“春天来了，春

天来了……”

老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一年之计在

于春，不负春光好读书。我说的这些话，你

背的这些诗，都要会运用啊，作文的开头结

尾，就全靠这个拿分了。”

是的，学完两篇课文，就要自己写了。

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永远是让你写春天。可

是写景的作文，终究会难倒一些词语匮乏的

同学。老师便退而求其次，让写一件事，那

就是去春游。于是一队人浩浩荡荡地开始

春游。记得小时候，家附近有一座山，每次

春游都是爬山，一年爬一次，爬了很多年。

唯独的新意，就是可以摘到很多的映山红，

放在家里的院子里，仿佛把山上的春天，带

回了家中。

等第二天我们去了学校开始写作文，好

像没有去过一样，还在想着如何编啊。我们

在课堂上托着腮，看着校园里的花朵，想着

春天有什么呢？花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喜

鹊是怎样飞来的呢？又有哪些诗句可以给

我借鉴呢？我们想着那场春游，好像记住的

是同学的嬉笑打闹，却没有记住旁边的花。

那个时候，亲身经历，却没有作文书实

用，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还是得打开作文书，

借鉴灵感。他说去看水，我就去爬山，他说

水里有鱼，我说山上有花，他说春江水暖鸭

先知，我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他写一弯游

鱼，我就一树梨花，他写一斜春雨，我就一方

青苔……

可是有些同学，总盯着老师说过的话。

于是，“春雨贵如油”，一定要放在结尾，“二

月春风似剪刀”，也快被用烂了。还有“春江

水暖鸭先知”，总觉得加上之后，才显得有文

采一些。可是谁最先发现了春天呢？我猜

不是燕子，不是花朵，也不是鸭子，而是那些

努力去写作文的少年。

写完一篇作文，长吁一口气，好像完成

了一件大事，此篇必定不朽。

那时的春日游，没有杏花吹满头，而是

零食小吃装满兜；那时的春雨，没有黄昏却

下潇潇雨，而是春雨贵如油。

如今遇春千万遍，却终不似少年游。积

累的句子，已不似曾经那么单薄，而我们却

很难再像一场仪式一样，去发现春天，抒写

春天。

可我记得，那些少年的春天，确实是从

一篇作文开始的。而他们写下的关于春天

的篇章，在青春中，永远不朽！

少年的春天
□ 李柏林

北国的春日一向来的比较迟，冬日眷

恋这片土地，来了就不喜欢走，非得在这里

住上六个多月不可。雪花是他带来的礼

物，可惜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招人喜欢。

总是听人说秋高气爽，可我总是私下

认为，说这话的人应该是没怎么见过北国

的冬天。

冬日是一下子降临的，天也是一下子

高了的，并不是一寸寸的拔高，而是有一个

手掌一下子撑开来，于是天就远了。

说天远，也是有证据的。你看那天空，

并不如夏日一般湛蓝，而是蒙上了一层薄

薄的雾，于是那蓝色也变得悠远而又模糊。

冬日里连日光都惫懒起来，懒懒散散

的，不到六七点钟，是绝对不会露面的，而

晚上也不打个招呼，大概是觉得这冬日实

在是没什么可看的，下午三四点就休息去

了。

临近三月，日光一日早过一日，暮光也

一日迟过一日，于是便知，这冬日也是倦了。

冬天的日头不大，伴随着北风总有一

种沁骨的冷，即使是穿了最厚的衣服，出去

走一圈，却总觉得衣不耐寒。

近日出门，居然觉得有些热了，便知道

这冬日是将去了的。

冬日的风景自是不如夏天的姹紫嫣红，

入目多是洁白居多，看的久了便觉伤怀，有

一种冷清的味道在其中，于是人就容易惫懒

起来，睡上个日上三竿，用热气腾腾的火锅

驱散冬日的寒，冬日就这么可期起来。

同样的日子过久了，便容易倦。此时

该捧一本书卷，泡上一壶热茶，随着书里的

人物经历一次一次的爱恨痴嗔，平淡的日

子就增添了几分波澜，这一日便跟前一日

有区别了。

冬日里连菜色都有限，白菜土豆萝卜

之流，吃一冬总是有些倦，虽然超市可以丰

富菜色，但是吃起来自是和夏秋吃到的不

同，于是懂了，就算是蔬菜也有自己的季节

的。

想来四时轮转大概是为了让人学会珍

惜，若是仅有一季，又该在何时收获休息

呢？想到这里，便觉出这冬日的可爱来，一

想到这冬日将尽，心底也生出几分不舍来。

可惜到底苦寒久矣，在外呼出一口气

尚且带着雾气，少有仙人的飘逸，倒是模糊

了眼镜，一米之内都看不清了，更不论滑溜

溜的街道，走个几步还要担心安全问题，一

想到这里，便觉这冬日还是尽早离开了好。

到底是四季的轮回自有规律，严寒的

日子，艰难的日子终归是要过去的，春暖花

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岁月流转，时光逝去，最怀念的永远在

过去，最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冬日在的时候

永远是不可爱，等过了这段日子，谁还能说

冬日不可亲呢？

冬日将老，想起来便有几分惆怅，正如

不会停留的奔腾岁月，可是想到春日将近，

便觉得未来可期。即便是在这冬日老去的

日子里，仍旧有一种美好值得期待。

冬日将老冬日将老
□□ 张园丽张园丽

很长时间没见过马了。

即便在农村，马这种原本让庄户人家

离不了的大型家畜，也是基本上绝迹了，除

了在经过一些牧区的时候，还能偶尔遇见

一半匹之外，原本那么熟悉的身影，竟然如

此罕见起来。

曾几何时，它和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

紧密。

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马的数量虽然没有耕牛多，但也绝对不在

少数。那个时候，马的用途绝大多数是用

来拉车，还有就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山区驮

运东西。我想，“驮”这个汉字的偏旁就是

马字，这应该是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马的

驮运价值有关？正因为马，也就产生了江

湖中曾经的马帮、马队等。也有人用马来

耕地，但因为马带的犁铧较小，而且由于

它的力气也不是太大，不能深耕，所以人

们不大喜欢，特别是在秋收后翻茬地的时

候，为了明年的丰收，更是不能用马来犁

地，倒是在二月里播种的时候，用马较好，

因为马性子紧，速度较快，耕种效率高。

我之所以喜欢马，总觉得它给人一种

很高雅的飘逸感，洒脱感，不需你用多大

的语调给它施加压力，只需略一扬鞭，即

刻奋蹄向前，所以在农村也有一句俗语：

好马不用快鞭，响鼓不用重锤。所以不论

拉车还是驮运，马都是比较快捷的，所以

马也就成了农村人喜欢的一种牲口。更

现实的喜欢是因为在当时的村庄里，那些

养了马的人家，孩子们在夏天傍晚回家的

时候，总是骑着高头大马，在山路上一路

奔驰，姿势英俊，神态潇洒，就像古人诗词

中写的那样，“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惊”，很是令人羡慕。从那多如牛毛的古

代诗词中，你可以感知到马在古代的地位

是多么重要啊，描写马的诗句浩如烟海，

什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

山”，“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等等，总觉得如果没有马的话，那些诗句

绝对会大打折扣，如果不信，你将马换作

驴或者骡试一下。

偏偏我的命运不济，包产到户，家里

却养了一匹很不听话的黑骡子。论体型，

这匹骡子的身材也是高大威猛的，颜色也

还不错，跳蚤色的毛，在夏天的阳光下像

一匹缎子，只是它的脾气，以及性子，总让

人不大舒服，就像人们熟悉的那样，一个

字——倔，不大听话，也不温顺。记得有

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将它驯服，让我骑上

也过一把驰骋的瘾，满足一下自己驰骋的

虚荣心。可能是它也知道我只是个毛孩

子，根本不是它的对手，所以在我骑上它

后，却驮着我偏往斜路上走，任我怎么拽

缰绳都不行，更别说像马那样张开四蹄狂

奔了。打它一鞭子，竟又尥起了蹶子，以

致将我从背上颠下，将右手的手背整个弄

破了，鲜血直流，回家后还不敢给父亲说

怎么弄破的。

后来，这匹骡子还是因为它的犟脾

气，被父亲换成了牛，那会儿，我多么希望

父亲能换回来一匹马，可以满足一下我纵

马驰骋的愿望。但父亲说，牛好喂养，吃

得少，耕的地好，而马吃的草多，耕的地不

熟。看来，我真的是不能拥有一匹马了，

那个像英雄一样策马奔腾的愿望看来是

无法实现了。

我也骑过几回马，但那个时候，却是已

经染上了不治之症而不能行走了。每次从

县城回家，到滨河镇上的时候，还要走十几

里的山路，这十几里的山路，道路崎岖，要

么坐牛车或者马车从山沟里行走，要么骑

马走山路。马车牛车麻烦，并且顺山沟的

路，布满大小不一的石头，颠簸不已，所以

父亲就经常借了邻居家的枣红马，让我骑

着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回家。

马也是有寿命的，健康强壮的岁月也

就那么几年，一旦老了，拉不动车，驮不了

东西，就会被主人换掉。这也是没办法的

事情。但那个时候，一个大的趋势是，马

的数量已经在开始减少，随着农用三轮车

以及耕作机械在农村的应用，马的数量就

更少了，现在几乎绝迹，即便在山村里，也

已经是没有人养马了。

人类社会地发展就像一台戏剧，在一

段时间内，或者在某几个章节里，马都是

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随着情节

地推进和故事地发展，马就被边缘化了，给

人一种越跑越远，淡出我们视线的感觉。

现在，农村已经基本上没人养马，军队也没

有了骑兵，我们除了能在一些牧区见到马

的身影外，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老朋友，真

的是难得一见了，它飘逸潇洒的神态，聪明

灵敏的大眼睛，奔跑时给人的振奋，只有在

牧区，影视剧，或者像徐悲鸿这样的画家笔

下才能略见身影了。

人的样子
□ 陶诗秀

越跑越远的马越跑越远的马 □□ 高耀庭高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