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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将燥热的暑气渐渐沉淀，夏
日的早晨透出些许凉爽。像往常一
样，我带着小狗“优优”到白龟湖湿地
公园散步。

湿地是有生命的。经过一夜休
眠，湿地公园随着泛白的天光醒来。
林间，乳雾轻笼，满眼的绿，处处葳蕤，
欣欣然洋溢着生机。矮的花草，吸足
一夜地气，细碎的露珠挂满叶尖，带着
泥土芳香的气息舒畅整个胸腔。鸟儿
礼貌地招呼着，互道早安，声声甜润，
句句婉转。鸟鸣啾啾，凉风徐徐，惬意
的欢悦，用心旷神怡来形容是远远不够
的。

刚到白龟湖边，就感觉扑面的水汽
和凉爽。目力所及，烟水接天，鸟影轻
掠。湖边的杨柳静静的，恬淡从容，顺
势而为，不急不躁，舒缓自如。我喜爱
这夏日的杨柳，经过白天的暴晒和夜晚
的休养，清晨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随着人们的到来，湿地展开人与自
然的唱和。三三两两的清洁工、园林
工，骑着电瓶车来来往往，开始一天的
辛勤劳作；几个民工穿着背心抡着锤

子，敲打着湖边的石块修补护坡；几位
老汉锄着花圃里的杂草。他们是趁着
凉快，赶早把这些事情做好，让人们在
整洁的环境中游玩。

晨练的人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绝，
或慢跑，或漫步，或做操。一身运动装
的，手拿一瓶矿泉水，快步如飞，一看就
是专为清晨的湿地而来的。手牵手安
步当车的也有，似乎夜话未尽，留在湿
地的清晨絮叨。还有那些常客，脸熟面
善，不在桥上，就在石板路上，碰上就会
心一笑。年轻人的时尚也从这里开始，
苹果的播放器传来流行的音乐，戴耳机
的则自顾自陶醉地游走。

我边走边看边听边想，不自觉也哼
哼起来，“优优”一个劲地撒欢。不晓得
哼的什么曲、唱的什么调，只晓得这时
候有声胜无声，弄出点声音才舒服，图
的就是个过瘾、痛快。

转向人工湖前行，湖岸几棵野草莓
结着鲜红的果，像颗颗红玛瑙抛撒在碧
玉间，在晨光里散发着露润的蓬勃。湖
里水草茂密，野菖蒲密密匝匝。水面的
菱叶儿像块绿油油的毡子，绣着星星点

点的紫菱花。几只水鸟呆呆守候在水
边，遇有惊扰，不舍地飞离，水面上留下
雪白的翅影。

站在栈道上看，湖面浮着几缕淡淡
的薄烟，若有若无，飘来荡去。游动的
小鱼泛起粼粼波光，自在地逡巡着、游
弋着。荷花星星点点，白的胜雪，粉的
如靥，或小荷刚露尖尖角。清风拂来，
花叶摇曳，水珠滚动。在鳞次栉比的楼
宇之外，有这样一池糅合了生态田园滋
味的清韵，让人回归自然，溽暑全消，心
静如雪，一时间感觉耳清目明。

一位穿短裙的少妇款款而来，一男
一女两个小孩蹦蹦跳跳不远不近跟在她
后面。男孩调皮，一会儿问这个叫什么
鸟，那个叫什么树；女孩则要温顺些，指指
点点说月季漂亮，荷花也好看。少妇时不
时回过头，一边叮嘱一些关爱温馨的话
语，一边让孩子摆出不同的姿势拍照。

坐在凉亭，尽情享受着晨风的吹
拂。三四个老人也在这儿乘凉，一笑一
言，一听一和，其乐无穷。“湿地公园真
大，一天也转不完。”“新区环境真好。”

“儿子在青岛工作，要我们去，可我们确

实不想去，咱这儿多漂亮。”
回家的路上，又遇到那对年逾古稀

的老人。头发花白的大伯慢悠悠推着
轮椅上的老伴，一边走一边说着话。到
了桥头斜坡，大伯有些吃力，我急忙过
去帮他。我又走到轮椅前，蹲下身，说：

“大妈，你可真幸福！”大妈茫然地看看
我，又回头看看老伴。这时，大伯看着
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他说你有
福气。”大妈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

夏日，湿地公园的清晨，像一
串唯美的词，似一首温馨的诗，
如一支甜甜的歌，给人一种爽
爽的感受。陶醉其中，看到
的是人们快乐工作、建设
美好家园的豪迈之情；感
受到的是人们家庭和
美、生活舒心安逸的
幸福之情。身处此
境，如点开一帧诗
情画意的画面，
让 人 激 情 澎
湃 ，感 慨 万
千。

盛夏时节，蒸腾的暑气如一团火
在身边缭绕，一出门就汗流浃背。

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只有刺眼
的太阳。一些人不堪暑热，像一朵骄
阳暴晒下缺水的小花，耷拉着脑袋，疲
弱无力。

我却喜欢夏日里那疯长的藤蔓、
绿叶，绿意盎然密密遮住了小楼。夏
天的风轻轻爬过绿藤、拂过蔷薇、吹响
风铃时，小楼变得诗意盎然、婉约幽
静。很喜欢这个彩蝶翩飞、姹紫嫣红、
奔放张扬的丰富世界，也很喜欢它长
长的白天以及午后的宁静，只剩下此
起彼伏的蝉鸣。

夏，一年四季最绚烂的季节。夏
天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真实、
无不充满了热烈的激情。喜悦绽放的
夏花，瓣瓣散发着浓郁的馨香。一切
的生命在夏日里显得格外蓬勃有生
机。

公园的花草树木长势很旺，给人
阴凉清爽之感。几十棵高大昂扬的杨
树，给来这里休闲的人们奉献着清幽
的树荫，风过处，发出阵阵涛声，枝叶
在风中动情地舞蹈，发出欢愉之音，让
人收获了山涧溪流的清爽。

满池碧绿的荷塘里，荷叶高高擎
出水面，亭亭如盖，荷韵悠悠。一朵
朵素莲婉丽优雅地绽放，纤尘不
染。睡莲，正安静地浮在水面，清
清静静柔柔。邂逅了莲，便有
了云心，有了禅意，有了一袖
潺潺如水的韵致。清风吹
来，青绿色的荷叶舞动着
裙裾，凌波水韵，美不胜
收。

此时，有知了叫
着夏天的声音，有

快乐流进心田的声音。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

间？”于闹市中沉淀出一份宁静，于纷
杂中梳理出一份诗意，于燥热的夏日
品味出一份清凉。怀一颗风雅诗
意的心，迎接夏天，拥抱夏天，倾
听夏天玄妙的音符，飞舞起季
节的长袖，与夏天共舞。心有
宁静，则清凉一夏。心有安
逸 ，夏 就 是 一 幅 美 丽 画
卷。只有让心境安然，
才能细品岁月静好。
心若简单，快乐就会
相随；心若感恩，幸
福 就 会 来 临 ；心
若有禅意，人生
就会明朗；心
若 能 超 脱 ，
一 切 便 会
淡然。

自幼喜欢读书，得益
于我曾做过多年大队会计
的父亲和当小学教师的哥
哥。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末，我在大山深处的一
所小学读书。那时的文化
生活极其匮乏，除了课本，可以读到的
书少之又少。不太清晰的记忆里，那
时大队订阅的党报党刊都是由投递员
每隔几天先送到我们家，然后再由父
亲带去大队部的。印象中这些报刊也
只有《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和《红旗》
杂志。尽管如此，我毕竟还是有了接
触新鲜文字的机会。那时，唯一能吸
引我的就是报纸的副刊，虽然有很多
当时还看不太懂，但无论如何，也算是
我的文学启蒙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哥哥成了我
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不仅要求我
把课程学好，还时不时给我找些文学
类的书籍看。让我记忆深刻的有《林
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还
有《创业史》《青松岭》《金光大道》之类
的。这些书让我记住了少剑波、杨子
荣，也记住了江姐、许云峰以及金环、
银环、梁生宝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
物，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一次次为他
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自豪。

哥哥不仅要求我多读书，还要求
我把好的段落和语句记下来，记在一
个专用的笔记本上。每个周六的下午
放学前，必须把这周摘抄的文字背下
来才能回家过星期天。当我慢慢习惯
了这些之后，我也被书中的故事、人
物、情节所吸引，并渐渐喜欢上了文
学，喜欢上了写作。正是这些书籍，还
有这难得的读书时光，让那个曾经懵

懂的少年增长了见识，开
阔了视野，培养了阅读的
兴趣，陶冶了情操，更让那
一个个原本单调枯燥的日
子变得丰富多彩，变得趣
味盎然。孤独时，它是我
温暖的港湾；迷茫时，它是

我指路的明灯、前进的勇气，默默陪伴
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黑夜和白
天。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多了，
但读书对我来说却成了停留在记忆中
的美好事物，一件简单而奢侈的事
情。有时想读，可书在手中，却提不起
情趣，静不下心，读不进去。平时看得
多的也就是手机新闻和微信之类了，
迷失在这喧嚣的信息海洋不能自拔，
忘了阅读的真正乐趣。

不久前，看梁衡先生的《有阅读，
人不老》，一下子又勾起了我读书的欲
望。梁衡先生在文中写道：“只要有阅
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我想，这里
的不会倒、不会老应该是精神上的，心
灵上的。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
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
明。宋代翁森在他的《四时读书乐》中
写道：“木落水尽千岩枯，迥然吾亦见
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
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
书香。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
地心。”这是多么美的意境！

是啊，拥一卷书香，沏一杯香茗，
品古今圣贤之文，与先贤对话，与文字
交流，让身心归于宁静和淡泊，是一种
享受，一种幸福！

让我们养成读书的习惯吧，书香
会温暖我们的生活！

小山峰一座连着一座，屋舍栖在
山脚下。山头含烟，庭院、人家、老
井，点缀在夕阳间。寥稀村居，又连
接一湾碧水，最富有情趣。寒舍虽
简，充溢自然之色，在此居住，颇似闲
居，深感最为相宜。

家中院庭，朴实清新，不大不小
的空间里，自然少不了白鸽和花香。
最令人欣喜的是不知不觉中院中生
出一棵幼苗，渐渐茁壮，竟长出一棵
桃树来。春日一到，阳光欢跳地来到
我家，这棵新树吮吸雨露，伸展清新
的枝条。春光里，桃树新芽初绽，几
天过后，便长出星星点点的嫩叶，开
始迸发生机。临水而居，虽是僻远村
落，又虽是山脚弯道，然生活随遇而
安。

桃树背后还有两棵树，一棵是梧
桐，另一棵还是梧桐。几只白鸡在树
下啄食，梧桐的影子垂在地上。几声
清脆的童音传来，颇似几滴翠色滑
落，小山村愈显空灵。

院墙之外，走不了几步，便是一
块又一块田地。一开春，麦田滚着绿
浪，田畔的野蔷薇，一簇簇吐着绿
芽，惹人的油菜花也选定这个季节开
满田畴，光灿灿一片，似在满足地吟
唱。山村的秋日，也能醉倒你。向山
野望去，阡陌间、高冈上、石缝里，盈
盈秋菊竞放着。那丛丛簇簇的菊，含
着笑脸给山村人家送去花香。最能
留住脚步的是那黄的瓣金的蕊，在乡
野间美如夕阳。

再往远处走，一片水域横在视野
里，沟沟渠渠左右连接着。一个个小
山头直冲过来，小山村像挤在云隙
里。山村的阳光像水晶般明丽，立在
坝上窥望，清波之上，山里人家摇橹
打浆，歌声欸乃。他们在撒网，两只
水鸟在头顶上盘旋。缺月当空时，一
坝水影像一根银线，缝合了天边的夜
幕。小山峰那边，白日高悬，峰峦叠
翠，山色青蒙，松涛一波连着一波。
若走入山林，一抬头就会遇见几只山
鸟兀立枝头，频频鸣叫。山村人家不
多，村舍简明随意，一户一家散落在
水湾山脚，模样倒也清丽。山村虽
小，却自然得体。

这就是我的山村故居，虽远离市
区，却颇感适意。

少年时，口味厚重，不太喜欢饮
茶。年近而立，味寡口涩，才偶尔在喝
水时扔几片茶叶，或几粒霍斛入杯中，
以改口味。

对于茶我并不陌生，故乡有茶园，
每年春到三月，村前山后采茶繁忙。
从茶园摘下茶叶后，需要经过杀青、筛
拣、揉捻、烘焙等工艺，才成茶品。新
茶上火，一般会搁置半月才上市卖。

浮生若茶，杀青让茶叶重生。对
于茶，重生是一刹那；而对人而言，重
生需要消磨漫长的光阴。

品茶头件事为听茶声，后才观色，
再闻其香。在冲泡的那刻，茶叶遇水
复活，这时凑近杯口能听到茶树的春
风谷雨声、茶农的闲聊攀谈声在杯中
流转呢喃。随着茶叶复苏、绽放，茶声
渐渐消失。茶，色翠绿，香如兰。没有
酒的浓郁，不似水的平淡，宁静中归真
生活。一盏好茶，能由内到外散发出
持久的清香。口口与众不同，充满内
涵韵味。

做人亦如此，举手投足间可窥探
出品质气度。高风亮节、坦荡磊落之
人如清茶，愈久弥香。

茶可贵可贱，上能奉君，千金一
两；下可惠民，大碗分文。文人品茶，
各有考究和受益。苏东坡讲究器皿，
注重水火，通过品茶沟通自然，内省性
情。白居易品茶，洗涤苦闷，因茶而日
益超脱。陆游以茶悟道，淡化功名，随
缘自适。

人心如茶，从沸腾到温和，最后冷
却。情绪初始，沸水冲茶，茶叶翻腾旋
转，似一颗浮躁之心。稍待片刻，再观
杯中，茶叶绽放，呷一口入喉，温润不
烫，沁入心扉。搁置一旁不理会，水冷
叶死，此时茶味寡然。

林清玄说：“生命沉苦时要加一点
清凉的菊花，激越时要加一点内蕴的
普洱；在苦中犹有向上的飞扬的心，在
乐里不失去敏锐深刻的态度。这样，
生命的茶才能越陈越醇、越泡越香。”

碌碌尘世，浮生一盏茶，于袅袅茶
烟中梳理生活，净心明智，岂非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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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书温暖我们的生活
●李人庆

山村故居
●董国宾

青绿盛夏
●马艳

《易经》
是成书于

2500 多 年
前的一部中

国 古 老 经 典 ，
它的创作过程历

经伏義、轩辕、周
文王、孔子、朱熹等

先贤们不断地补充完
善，成为中华民族认识

天地人的基本哲学。不
仅指导人类的生产实践，

阐发太极思维、变通思维、道
器思维等，而且还记载着宇宙

信息，重视万物各自内部的和谐
统一，凝结了民族精神的大智慧。

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
以定天下之业，与天地宇宙共存。顺

应自然，天人合一，因此它能从古至今
延续下来，留给子孙万代无穷无尽的思
索和启示。

《易经》在传统的中医学、天文学、
地理、兵法、气功、武术、文学、考古、哲

学、政治、宗教、人伦、历史建筑、园林等
各科中都运用得淋漓尽致。易经中的
阴阳五行，为天地之道，因此我们每个
人都要掌握点儿易经的知识，适合于四
季变化，五行生克，人生就能快乐长
寿。古人云：不学易不可为将相。如诸
葛亮借东风就是从易学中的一阳来复
的道理中推算出来的何时东风起。孙
思邈说过不学易不可为名医、大医。

《易经》首先教人明善恶，辨吉凶，
成人之美，救人危难，舍财作福，敬师
长，惜物命，爱自然和万物，修善事，养
德行，而后趋吉避凶，以达到阴阳平
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阴阳对立统一
的，阴中含阳，阳中含阴，相互对立又相
互依赖，并且相互转化。没有阴阳就没
有人类万物。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代表
了整个宇宙，整个人生。我们的生命运
动就是阴阳的运动。我国古代治病养
生就讲究阴阳平衡，强调调心、调神，保
持心理平衡，适应四季变化。春发、夏
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与万物深浮于生长之门。

人身精气神，与日月星互相作用于
并存，天地人之间与万事万物互根，构
成社会，繁衍千古，离不开阴阳五行。
易理通根天道、雷电风雨、地方、人生。

太极一统天地人和，应天，应地，应人，
应时，应理，应数，应像，应流年转化；天
人之间，世界万千，天人合一，五行对应
合一。

孙思邈说过，治病要以天道为依
据，看天四时变化，五行运转，寒暑交
替，良医治病，懂得易理的医生，知病名
想方位，知八字想疾患与阴阳方位，知
阴阳方位，想人运与疾患，道、易、医、
命、运、地、时互相贯通，用五行生克药
理流通药石疏导，五行调节病即愈。

我们生命活动就是阴阳的运动。
天经即是阴和阳、柔和刚，气血脏腑正
邪，论长生，话经络，道收藏，中医来源
于易，几千年不衰。把古老的五行养生
术应用于现今的社会当中，保持心理平
衡，阴阳平衡，五行流通，适应四季变
化，寒暑交替，才能达到健康长寿。

《易经》探讨天地人，三才称三极之
道，包含宇宙万事万物之理，易学包含
人类生存、生产、生活之中，生生不息，
指导追求天地人统一与整体的和谐发
展，此基本哲学思想为现代农业与社会
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易学的哲理开
启了农业系统思维的先河。

一年二十四节气依天时与地利进
行生产规划。历代农书阐扬易学哲理，

把天象运动、气象变化、物候表征、农事
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这个农业
生产大系统来把握农事活动的规律（即
按节气而收种），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
民族生存智慧的总结。

气候中的风云变换、自然灾害像人
生病一样。天崩地陷，此为天地之疾
病；疾风暴雨，此为天地之喘气；雨泽不
时川源枯竭，此天地之焦枯。因此，任
何事都不能过犹不及。

《易经》的易理其大无外，其小无
内，上可测天，下可测地，中可测人事，
用易经的阴阳五行，可提前预知人生事
业、时运、健康、趋吉避凶，减少人生的
失败和损失。

学习《易经》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平
时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关键，把握好六
个字：进退、存亡、得失。做人做事不
要过头，过头就是易经学中的亢。知
道进退、存亡、得失就是智慧。清华大
学 的 校 训 为 —— 自 强 不 息 厚 德 载
物。来自于易经中的乾坤二卦。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以厚德载
物。以此来勉励学子，树立完整人格，
做真君子，团结协作，严于律己，无私
奉献，博大胸怀，宽以待人，承担起宏伟
的历史任务。

包容是一种境界。
法国作家雨果曾这样感叹：“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

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而在古老的东方，也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宰相肚里能撑船。”

于是，我们发现，包容超越了国家、语言、民族和文明的界限，它是人类共
同拥有的美德，是至今仍然闪光在人性中的神性光辉。

包容是一种深邃的智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是一种坚毅的力量，壁立千
仞，无欲则刚。蓝天包容了雷鸣闪电的狂虐，所以湛蓝深远。大海包容了惊涛骇浪的

猖獗，所以浩渺无垠。世界包容了天地万物，所以精彩纷呈。
自古以来，包容就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大智慧。

《尚书》有云：“有容，德乃大。”《周易》有云：“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有云：“江海
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佛教更是劝诫人们修行忍辱，“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

之事”，达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境界。
包容是一种美好的心性，是一种博大的胸襟，是一种能够放下一切的气度，是一种淡定

从容的洒脱，是一种俯仰自如的风度。
包容不是胆小，不是怯懦，而是胸怀宽广，心有乾坤。包容不是畏惧，不是退缩，而是体谅他

人，体贴对方，凡事为对方着想，不苛责对方，不苛求对方完美，承认对方有缺点，而且能够宽容对
方的不足之处。包容不是软弱可欺，而是心灵强大。

包容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崇高的境界，是精神的成熟和心灵的丰盈。有了这种境界和品质，人就会
变得豁达而坚强。包容是仁爱的具体体现，释怀别人，善待自己。有了包容之心，你就会远离仇恨，避免

灾难。
包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彻悟和超然。有了这种智慧

和艺术，我们面对人生的成败得失，就会从容不迫，淡定处之。包容是一种力量、一种自信，是一种无形的感召
力和凝聚力。有了这种力量和自信，你就会胸有成竹，最终获得人生的成功。

当你真正地学会了包容，有了容人之量，坦荡真诚，你便能领悟生命的真谛，
洞察人性的种种弱点，从而走出思想的误区，成为生活的智者。

《易经》与人生随谈

包容是一种境界
●李素珍

●李桂英

浮生一盏茶
●汪亭

梦幻水岸 阿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