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 鹤
完美的阅读如同一次心灵检视，对书

观心，以心为镜，细思慢品人生百味投影
在心镜中的种种幻象，于润物无声处开解
烦忧参悟人生哲理。阅读毛姆的小说《人
性的枷锁》，于我就有这种读书乐趣。

《人性的枷锁》 是毛姆的代表作之
一。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菲利普的孩子，自
幼失去双亲，被身为牧师的伯父收养，在
清冷的牧师公馆中成长。大师用如椽巨笔
细微地刻画了菲利普的成长环境和心路变
化，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
人的心灵成长史。作家细腻冷静的笔触让人
如同被“画心”，主人公在面对友情和爱情
时的心理曲折晦暗，在身心俱疲时不断探寻
人生意义的茫然，在面对人性复杂多变时反
复所做的自我剖析。我常常恍惚，仿佛自
己的灵魂被安放在了一个叫菲利普的孩子
身上，身处暗淡冷清的牧师公馆中，心中
陈杂着父母早逝，被伯父收养的孤独和无
助。早慧的孩子想要从伯父那寻求到亲情
的温暖和关爱，就像渴望从伯父吃晚饭的
固定白水煮蛋中得到一个蛋黄，但菲利普
得到的往往只是一个蛋白尖。

孤独的孩子养成了伴随他一生的习惯

——阅读。读书，安慰了孤独的小菲利
普，启迪了他的心智，为他打开了想象之
门，形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不管现实
的世界多么冷漠，风雨如晦还是幽暗苦
绝，不管人与人的感情多么敏感多变，菲
利普都可以用自己的处事法则同现实相
处。他内心敏感善良却又坚强富于韧性，
他会在自尊受到伤害时竖起刻薄讽刺的尖
刺，也会在面对突出其来的友情时暴露令
人窒息的独占欲。看到年幼的他用这种不
成熟的方法处理一段渐行渐远的友情，我
仿佛看到似曾相识的自己，像这种性格天
生有缺陷、又极度自尊却渴盼有人主动给
予友爱之手的人，会把全部热情倾注在一
个人身上，会把这个人看成自己的私有
物，怀着无比的热忱热爱，恨不得把自己
的整颗心交给对方而不管这份炽热和忠贞
会不会给对方造成困扰和束缚。

在菲利普被伤害时，我也自虐地觉得
心没那么难过，像是电影中的某一个场
景，手起刀落，没入胸膛，掏出整颗心：
看啊，我把心拿给你看，它的纹理和伤痕
都正新鲜，看啊，我和你一样痛着。其实
一直都知道，最有效的安慰不是“别伤
心，一切都会过去”，而是“我和你一

样，或者我比你还痛”。
跟着菲利普陷入一场无药可救的爱

情，他爱上粗鄙庸俗的米尔德瑞德，他一
边鄙夷她的品位，质疑她的做作，不齿她
的谎言，但万千个事实不抵看到她时的疯
狂迷醉和自甘沉沦。一边倒的爱情像独自
在刀尖上的行走，自尊被践踏在足底的卑
微，百折千回的努力面对的是一个和自己
完全不同的灵魂，永远不会对自己产生热
度，永远不会有心灵相通的静谧平和，像
是陷在一条永远找不到出路的黑暗迷宫，
绝望和痛苦如附骨之疽，日夜齿噬心灵，
唯一来自地狱之火和天堂的福音就是对那
个人的全心渴望。就像主人公的那句独
白：这世上大概没有什么比同时爱着又鄙
视一个人更加折磨的事情了。

我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也许就是一
场原因未明的发热。唯一的出口是这场病
无药可解，至死方休。作家对无法两情相
悦的爱情有过这种描述：我们永远无法得
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也
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
洞，呼呼的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所
以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
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

我心里的缺口，或许却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
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这和金庸小说《白
马啸西风》中那句“我知道你很好很好，可
我偏偏就是不喜欢”何其相似。

菲利普用了很多年走出了米尔德瑞德
的阴影，他这条漂泊无依的小船，也曾在
遭遇不名一文，困顿窘迫时产生自绝生命
的念头，他也在追问生命意义的过程中，
感悟生命最终并无意义，一切的最终都可
以复归原位。高尚并不值得赞颂，卑劣也
无须多加批驳。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编织
着的毯子，从前和现在织就了毯子的质地
和花纹，而未来的世事，不过是增加了这
条毯子纹路的素材。

心随着阅读，结束了半个世纪前的欧
洲穿越之旅。在这个晴朗的午后，看尘埃
在明亮的光线里起舞，仿佛思绪仍牵系在
主人公身上。十月的风微凉，我把自己的
毯子举在眼前细看，在光线里有晦暗的色
彩浮动，如雨中行走冷暖自知，也有单纯
的明丽，如少年情怀跃跃欲试，我看见我
的过去，现在，还有不确定的未来。看的
时候，窗外阳光渐浓。就像主人公菲利普
在历经千帆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停靠的
港口，此刻，阳光也正好。

镜子里的人生

■刘棋超
小的时候妈妈就常念叨/女儿是妈妈

贴心的小棉袄/直到我长大/我才知道，这
句话儿讲的是多美妙/忧愁时有女儿解烦
恼/孤独时有女儿送欢笑/女儿的情啊女儿
的爱/就像妈妈的小棉袄啊驱寒挡风暴……

邢旭一直强忍着泪水，直到踏门而出
的那一刻。病房里的母亲却一直宽慰她：

“放心吧，就是个小手术，我一个人就能应
付。你心里挂着工作，挂着病号，两头都
顾不好，要不你到我做手术当天再来。”

说是陪着母亲来郑州做手术，可是前
前后后，加上路途中的耽搁，总共不到五
个小时。心细的母亲，看着女儿一会接电
话和患者沟通，一会又打电话给科室安排
事情。她知道科室离不开女儿，患者更需
要他们的守护神。刚办完住院手续，母亲
就一个劲儿地催促她早点回去。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可是
自己呢？自从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自从
踏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对母亲，对家庭
更多的是愧疚。没来郑州之前，自己还在

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陪母亲一次，
一定要在母亲手术期间好好尽下孝心。可
是，现在呢？在母亲需要女儿的时候自己
留下的却是匆匆的背影。

赶回科室的时候，已是黄昏，她换上
白大褂，径直走向了病房。接下来，周
三、周四是满满两天的手术，直到周四下
午五点，忙完手术，交代好科室的工作，
她才匆匆赶往郑州，只为在周五母亲做手
术时能陪在她身边。

小的时候妈妈就常念叨/女儿是妈妈贴

心的小棉袄/直到我长大/我才知道，这句
话儿讲的是多美妙/困惑时有妈妈解烦恼/
成功时有妈妈同我共欢笑/妈妈的情啊妈妈
的爱/永远是女儿心中啊/心中无价宝……

邢旭想，在家庭和工作两难时，在亲
人和患者不能兼顾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工
作和患者。这或许就是医生的天职、医者
的情怀，医护人员被称作天使的缘由吧！
可是，她又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妈妈，虽
然女儿不是你贴心的小棉袄，可是，您永
远是女儿心中的无价宝啊！

小棉袄

■王 剑
在漯河文友圈，孙幸福是公认的

“能人”。他下过乡，从过政，经过商，
吃过大盘荆芥，而且精于茶道，善于收
藏，通于美食，可谓是河上街的大玩
家。近日，他的散文集 《幸福在路上》
出版。煌煌十八万言，记录了他生命旅
途的行行足迹，呈现了他追寻理想幸福
的心路历程，带给我们一个个文字里的
桃花源。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的回答。“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
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

粗 糙 的 抚 摸 ， 女 友 一 个 温 馨 的 字 条
……”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然而，
在孙幸福看来，幸福则是旅途中的艰难
跋涉和结伴旅行的快乐行走。他的心中
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一年爬一座
山”。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孙幸福的
幸福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而是一直在
路上。

以旅行的方式阅读世界、参与世
界，这是孙幸福的生命哲学。跟随他的
步伐，我们发现，他行走的范围很大，
他的胸怀和眼界非常宽广。在他的笔
下，既有文化积淀厚重的洛阳、西安、
开封、曲阜、北京、敦煌，也有佛缘广
阔的风穴寺、少林寺、五台山；既有红
色圣地井冈山、太行山和西柏坡，又有
秀美山川海南、厦门、漓江、西湖、黄
山和神农架。这些文字，彰显着他独到
的眼光和认知，浸透了他生命的体温，
带给我们别样的风俗民情和审美体验。

我很喜欢《漓江水路》这一篇。他
写月光，“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
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他写江边风
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江水绕
过这些山峰，绕过两岸的绿树，曲折地
流向远方。山峰的侧影，躺在明净的江
面上，在淡淡的波纹里轻轻摇曳着，引
人遐想。沿江的金竹、吊竹、凤尾竹、
观音竹，组成一道数十里的绿色屏障，

在江风的吹拂下，频频点头向我们致
意。”这样的描述，很有画面感，让我们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谒太昊陵》，
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万亩龙湖只有败
荷残枝，我知道，水中的莲根已经积聚
好了力量，很快它们就会冲破淤泥，舒
展身姿，挺起美丽的花蕾。花事的生灭
和人类的延续一样，按照自己的周期和
规律进行着。我们应该用平常心去看待
自然界的花开花落，去面对人生的生老
病死。”由龙湖残荷，想到人类的生老病
死，文章的境界顿时不一样了，有了高
度和深度。

好的散文，无疑是作家人生的一束
束折光，是作家心灵的一声声叩击。阅
读它时，读者仿佛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
子，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依此来
看，《幸福在路上》中，就有不少这样的
篇章。《舞阳豆腐》 中，孙幸福这样写

“热豆腐”：“路过舞阳县，总忘不了停下
车来，吃上一碗热豆腐。掀开包布，露
出热乎乎白生生的嫩豆腐，摊主用黄铜
刀子一阵切削，菱形的薄块便堆成岗
尖。浇上鲜红的辣椒汁和碧绿的香椿、
韭花，别说吃了，光是看看就垂涎欲
滴。”这与其说是对舞阳美食的细腻描
绘，不如说是他对第二故乡——舞阳县
吴城公社大王大队过往岁月的深情追
忆。还有一篇《一方水土》，孙幸福这样

写农村乐趣：“秋天来住，下地几天不用
回家也饿不着。在地上挖个坑，扒几块
红薯放进去，拔一捆豆棵盖上面，再放
上几棒嫩玉米，点上火烧一会，焖玉米
烤红薯炒黄豆就都熟了。想吃新鲜的，
地里的花生拔一棵，又脆又甜。再爬上
树摘点黄柿子，放坑里闷住，捂两天就
香甜可口了。”这些原汁原味的描述，是
不是说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
去现场体验一把？对，这就是孙幸福散
文的力量！

孙幸福的散文很朴素，没有华丽的
辞藻，没有煽情的语句，没有酸腐之
气，也没有做作之病，读起来有一种天
然的亲近感。你看看《神奇吐鲁番》的
这个开头，“从哈密出发，继续驱车西
行，一路上，天山雪山为我们伴行，蓝
天白云离我们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触
摸到。跑了 400 公里戈壁滩，终于又看
到一大片青翠的绿洲，胡杨林像高大的
卫队，围护着一块块绿油油的葡萄园，
吐鲁番到了”。这样的叙述，如行云流
水，非常鲜活，有一种生活本真的韵味。

孙幸福是漯河散文界的中坚力量，
他为人低调，厚积薄发，他的创作体现
了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坚持和后劲。
希望他在人生的旅途中，能不断捕取生
活的灵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散文精品
来。

文笺上的足迹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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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心香一瓣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是漯河
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
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
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
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
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
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
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
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
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
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
等。敬请关注。

■薛文君
那年，那晚，风约林梢
月很近，环抱住垂柳的腰
月光很浓，漫过睡莲的眼线
桥睡在水面，你的影子倚在栏杆
温软融化掉一首首清词
散落满天的星光，风吹开我的眼眸
除了你，装不下风月
那晚，我的梦睡在天涯许久
此时，月怀揣成熟的利箭
斩断沉积的云
我看见月光虔诚地捧着桂花
从小桥缓缓走来
比那晚更明、更亮、更浓

琥珀项链
月没来时，风追着星星四处跑
星星从云帐跌落到池塘里
荡起零零碎碎的欢笑
调皮的眼神，闪烁成数不清的灯火
月是娇羞的淑女

裹着轻纱移步到月宫外
弯弯眉梢隐藏多少小小心事
香了桂花，红遍了枫林
酒窝里的秋色染白了芦苇
东篱的菊花拿一根丝线
串一串琥珀项链挂在缤纷九月
怀揣梦想的人们，沿着琥珀的光
寻找属于自己的项链

惦念
惦念是一把越磨越细的镰刀
日子越久，收割得越迟缓
谁的白发长在芦苇上
借黄昏的风向远处张望
城市的灯光，裹着匆匆忙忙的脚步
拉长的影子
模糊了目光与目光的距离
老屋那盏油灯
燃烧从木格窗漏入的月光
豆粒大小的火苗，绕着母亲灵巧的手
此刻是我心头扯呀扯不完的惦念

苏醒的月光（外两首）

■陈猛猛
最令我难忘的，是见到你时

你脸上的微笑，如春风吹过湖
面，泛起阵阵涟漪。

你的微笑是给我的最好的礼
物，所以不需要再送其他东西，
只要朝着我微笑就可以了。

即使命运瞬息万变，在尘世
的汪洋中漂浮着的我们，或许将
被分开，但是这又有什么好担忧
的，活着本无所畏惧。

有人在抱怨，有人在伤悲，
还有人歇斯底里……

可你没有和他们一样陷入沉
沦，而是始终微笑着，面对生活
的坎坎坷坷，弹奏从容的曲调，
不忧亦不惧。

你的双眸如星，闪闪发亮；
你的脸庞绯红，映着日光。

倘使有一天，你永远地离
开，不再回来，留在我记忆中有
关你最刻骨铭心的回忆，一定是
你的微笑，秀美恰似世界上最娇
艳的花朵。

在漫漫的时光里，即使我们
会失掉一切，可这又能怎样，傍
晚落下去的太阳还是会在明天黎
明时分升起，从大海上溅起来的
浪花最终仍要回到海里。

于暗夜里为我点燃一盏心灯
的，是你的微笑，有了它，一切
都变得更加美好，心里面存在着
的爱，令岁月唱出欢乐的歌。

喔，你的微笑！

微笑

■王文杰
夜空晴朗，父亲望着月亮
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又要南飞
月光洒满村落、小院和池塘
这是村庄里最好的月光
这是田地里最美的光芒
你和晚风一起来吧
带着你被岁月磨亮的镰刀
把月光掰碎，撒在霜降后的土地上
父亲
你不会把这月光从我身上移开
如同你会弯腰捡起每一粒食粮
你看，九月的火车再次驶过家乡
玉米熟了，雏鸟在成长
田野上的风又从小河边刮起
你把寒冷留在屋外
在屋里升起温暖

给枝头的喜鹊筑一个暖暖的归巢吧
西边的流霞早就落下了
田间的小径被月光踏碎
把蒲公英吹散在长长的日子里吧
地里的庄稼又长高了
村里的小巷拖着细细的炊烟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你又背起我的童年
把回家的道路踏成月光
当我背起行囊
你的目光和月亮一样的清亮
端坐在家门口的石槛上
这是童年最好的月光
这是人生最好的时光
父亲，当月光移开，悲痛盛满早上
你的目光从一个月亮到另一个月亮
村头的石碾再不会碾碎每一片月光

父亲的月亮

■李达理
现如今，有很多市民喜欢钓

鱼，甚至一些聪明的猫星人钓鱼
的新闻时不时也有报道，江河湖
海沟渠堰塘边不乏钓鱼者的身影。

捕获鱼虾这一活动，大约伴
随人类数万年。三千年前姜太公
渭河之滨垂钓打破常规，用直钩
钓鱼，其意不在鱼，实乃一种高
明的自我营销手段。谋得英主周
文王，发挥了自己的治国智慧，
也为周朝八百年江山打下基础。
因此后人往往把钓鱼称为垂钓，
实际上是名不符实的。恕我孤陋
寡闻，据我所知，后世真正可以
称为垂钓者的，大概应该是我们
河南项城那个近代名人袁世凯，
他在安阳洹河畔身披蓑衣执一根
鱼竿的行为，按照今天的话来
说，完全是一种作秀。他之意根
本不在“鱼”，而在于北京紫禁城
里的政权。或者说，他想垂钓的
是清王朝的皇权。

钓鱼是一种生活方式，垂钓
是一种高雅行为，两者有天壤之
别。那么后人为什么把钓鱼与垂
钓混为一谈呢？窃以为，这可能

是一种期盼，希望钓鱼者不要把
钓鱼行为仅仅放在“鱼”上面，
应该还要有别的深意。比如，提
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改变急躁的
性格脾气，了解鱼类生活的规
律，结交钓鱼者成为朋友而互相
帮助，转移生活中的烦心事情，
消磨时间避免无所事事，锻炼气
定神闲的行为等等吧。

古代人衣食不足，食无常
物。为了生存，森林草地的动物
捕捉困难，有时还威胁人类生
命，河湖的鱼虾就自然成为捕捞
对象。八千年前的漯河舞阳贾湖
人沿湖生活，说明湖里的鱼虾对
他们生活多么重要，在他们的遗
址里也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刺。
今人大都衣食无忧，钓鱼应该与
古人不同，当然要成为垂钓，而
实则不然。祖先造词大都具有精
准的深刻内涵，而后人的理解往
往在表面而浅尝辄止。现在河湖
边的执杆人是完完全全的钓鱼
者，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垂钓人。

所以，每看到沙澧河边一人
执掌十几根钓竿的钓鱼人，心中
就不禁为鱼虾们叫苦哦。

说钓鱼

■孙幸福
路过舞阳县，总忘不了停下车来，

吃上一碗热豆腐。
路边，树下，常见一辆简单的木

车，车上木匣里放着或一方或半方豆
腐，旁立一精明或是憨厚的生意人热情

地招揽着来往的过客。
掀开包布，露出热乎乎白生生的嫩

豆腐，在摊主黄铜刀子的切削下，菱形
的薄块很快堆成岗尖的一碗儿；食客根
据自己的口味浇上鲜红的辣椒汁和碧绿
的香椿叶、韭菜花，再浇点儿芝麻酱，
别说吃了，就是看看也令人垂涎；花上
几毛钱，站着或蹲着吃上一碗儿，会辣
出满脸的汗珠；嘴里吸着凉气，由衷地
说上一句：“真过瘾！”

市里也有卖热豆腐的，似乎更洁白
细腻，也更卫生点儿，但它滑嫩而没有
筋骨，不大合我胃口；我独爱舞阳豆
腐，说起来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

那是在1975年，响应“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的号召，我和同学、伙伴32
人下放到舞阳县吴城公社大王大队，“集
体户”就安置在场边上的仓库屋里；住
房东头，紧挨着村里的豆腐坊，每天清晨
鸡还没叫时，做豆腐的蒙老头就起床开工
了，满屋蒸汽，一炉红火，伴之风箱有节
奏的呼搭呼搭声，就把一个村庄唤醒了。
听惯了风箱声，如果哪天蒙老头因故没有
开锅，我连黎明觉都睡不安稳。

那时的农村是真的贫困，一个大队
五六个自然村，几千口人家，一辆豆腐
车从上午转到下午卖不完几十斤豆腐是

常事儿。我们知识青年还算幸运，下放
第一年，国家按月发给15元生活费，队
里分红分了四十来块钱，而且家长们知
道农村生活苦，隔三岔五总要给几块零
花钱，比起农民来说，我们的日子确实
好过不少，让很多村民们羡慕不已。即
便如此，也是整月不知肉味。我们下放
时大多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胃口又好，一个个小馋猫似的，实在熬
不了这“苦行僧”的日子，难免在月黑
风高时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为肚子
里增添一点油水。

鱼肉不可得，豆腐我所欲也。我们
常常买点豆腐慰劳一下肚子。当地的豆
腐以坚实和耐煮载誉四方，不是吹牛，
称二斤豆腐用不着秤盘，用秤钩挂起来
保证没问题；烧胡辣汤把肉和豆腐一起
下锅，肉煮烂豆腐肯定不碎。就是这么
坚实的豆腐，我和另一个知青曾一气吃
下七斤半，足可证明舞阳豆腐好吃和我
们肚里油水之缺乏。

三年后离开舞阳，先是上学，后是
工作，十几年来，跑遍了大江南北，吃
过各地形形色色的豆腐，都觉得不如舞
阳豆腐好吃、感觉不到当年吃豆腐的那
种香劲；于是，我想起了“豆腐是我
命，见肉不要命”的笑话儿，也理解朱

元璋登基后，时常怀念落魄时曾吃过的
“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心情。

去年秋天，路过吴城，迫不及待地
吃上两碗热豆腐，连价钱都没顾上问。
可能以为我是外地人，又坐着小汽车，
老板很“自然”地每碗收我两元钱，我
笑了笑如数付了。

拐下公路，来到“第二故乡”，发现
真的变了：那一间间低矮草房不见了，
变成一幢幢青砖瓦房和有时代感的平
房；那刮风尘土飞扬、下雨拔不起脚的
土路没有了，变成了直通公路的环村柏
油道。走进当年几个“关系户”家里，
看到大人小孩都穿着质地式样不错的衣
服，厢房中堆满收获的粮食，甚至当时掏
出来带嘴的香烟；言谈话语中，还不自觉
地流露出殷实的满足和富裕的自豪。

转眼日近中午，当我欲起身告辞
时，当年的小伙伴，而今的几个村干部
执意要留住吃饭。不见去人赶集、不见
着意安排，不大功夫，竟也弄出七八个
菜来，鸡鱼肉蛋都有，白酒啤酒齐全，
当然少不了土产热豆腐。

回程路上，满地庄稼在小风中摇头
晃脑、哗哗歌唱，似在歌颂今天富裕的
生活，似在呼唤更加美好的明天。想着
这些，我便陶醉在这份幸福里了。

舞阳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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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贺
你的明眸，照亮了我前进的路
你的胸膛，温暖我冰冷的心灵
荡气回肠，只因你散发着如火的光

你的芳香，唤醒了我的迷惘
你的梦想，左右着我的思想
你的爱恋
拯救了我那病入膏肓的心房

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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