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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来吃饭吧！我做了你们
最爱吃的桂花糕。”电话那头，传来
继母亲切的邀请。我心头一热，忙放
下手中的活，连声应允：“好，好，我
下班接上孩子就去！”

自从搬去化工园上班，整天早出
晚归，晚上还得辅导孩子学习，已经
连着两星期没去看父亲了。今天是
周末，正好去看看二老。

一进门，扑鼻而来的便是一股桂
花的清香，继母正端着一盘圆圆的糕
点从厨房里走出来。“姥姥万岁！姥
姥万岁！”女儿欢叫着冲上去抓起一
个就往嘴里塞。“别烫着！乖乖，慢
点吃，慢点吃！”继母赶紧放下盘子，
笑呵呵地招呼淘气包。

餐桌上摆了好几个菜，糖醋排
骨、酱烧猪蹄、油菜香菇……都是我
和女儿爱吃的。“今天啥好日子，这
么丰盛啊？”我不解地问，我知道老
两口平时吃得挺素的。“你姨生日
哩！”父亲摆放着碗筷，脸上洋溢着
笑容。噢，我猛然想起，继母应该就
在中秋节前过生日。记得她刚来我
家的那些年，我每年都很用心地为她
祝寿来着，可慢慢地，工作忙了，孩
子学业重了，我几乎忽视了她老人
家。“姨，您咋不早说？我忙得也忘
买个……”“一家人还客气啥？快吃
饭吧！”不等我说完，她就一把拉过
我坐在了椅子上。“前两天，你婶儿
给我一些鲜桂花，我寻思着你们爱吃
糕点，今天就试着做做，妮儿，你尝
尝，我用山药拌的馅儿！”

继母亲热地把糕点递到我手里，

我赶紧接过来，咬了一大口，糯糯软
软的，夹杂着一丝桂花独有的香香甜
甜味，在我口中弥漫开来。“好吃、好
吃！”女儿和我几乎异口同声。幸福
满足的笑容一刹那在继母的脸上漾
开。我的心里却五味杂陈，生出几多
怀想……

继母是在母亲去世一年后，走进
这个家的。当时我已怀有身孕，无暇
照顾整日唉声叹气、体弱多病的父
亲。继母的到来，让这个阴云密布的
家有了欢声笑语。也许是上帝赐予
的后福，继母不仅勤劳能干，还性情
温柔，和父亲极其投缘，和我也相处
得特别和谐。记得我分娩住院时，正
值非典时期，在卫生防疫部门工作的
丈夫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根本
顾不上我，继母白天黑夜守在我身
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孩子。后
来，产假期满我要上班，继母就让我
们搬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家老小
都方便照应。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那些温馨的日
子一如昨天，继母帮着我度过了最艰难
的岁月，我怎么会忘记呢？感恩的心始
终不曾泯灭，只是如今，因为世俗的忙
碌而冷落了她，想来满是愧疚……

“一会儿，咱们去小区里转转吧，
这里好几棵桂花树呢，可香啦！”继母
今晚兴致很浓。“ 是吗？怪不得刚才
在楼下闻见一股一股的香味。”我恍
然大悟。

出门时，月色正浓，女儿拉着继
母的手，急急地往前挣着，嘴里嘟囔
着：“桂花呢？桂花在哪呀？”我和父

亲跟在后头，月光把我们的影子叠在
一起，拉得老长。小区里绿化得很
好，楼房之间都栽种着茂密的植物。
空气中浸润着淡淡清甜的幽香，沁入
心脾，袭人心田。我知道，这是桂花
的香味。循着这香味一路走来，只觉
这香味愈来愈浓。继母忽然在一片
高高低低的树丛前驻足。“瞧，那里
就有几棵桂花树！”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仔细望，眼前
这几棵桂树虽不高大，但却给人一种
坚毅之感。如水的月光从树梢一泻
而下，那层层叠叠的绿叶中泛着点点
的嫩黄，宛若空中星辰。那些桂花一
团团，一簇簇，挨挨挤挤，亲密无间，
藏在叶腋下，宛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少女。我不禁深吸一口气，顿觉心旷
神怡，仿佛觉得那股香气要渗进骨子
里去，甚是享受。女儿已经迫不及待
地摘下几串，嚷嚷着要自制桂花香
水。继母笑道：“我年轻时也喜欢这
桂花香水，只可惜那时没钱买。”“姥
姥，我长大了，给你买最好的桂花香
水！”女儿的天真无邪逗得继母笑逐
颜开：“好好好，姥姥等着，姥姥等着
乖乖把俺打扮成老妖婆！”我们都忍
不住笑起来，笑声似乎惊到了枝间的
花朵，忽而有桂花瓣儿轻轻洒落，落
于我的身上，我的肩头，我的发际。

又是一年桂花香，只留清气满乾
坤。今夜，这桂花开得如此灿烂，香
得如此绵长，继母那浓浓的母爱，不
正如这香甜浓郁的桂香吗？我伸出
双手让花瓣儿落于我的掌心，似乎握
住了那一缕缕芬芳……

买书，无非是一种囤积的热情，或
者说“装饰门面”，为的是看起来有文
化；阅读时，无时间、没心情、缺耐心，用

“读书如抽丝”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
了。这是一个难以潜心阅读的时代，更
何况那些社科、哲学等理论书籍，读起
来枯燥无味，与微博、群聊，简直格格不
入。

没有互联网的岁月，政治挂帅的年
代，但凡有点文化的人，读哲学那是一
件非常时髦的事。如果你从罗素的《西
哲史》或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
世界》中背出一段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
句，那你就是“达人”，是要技惊四座的，
是要被别人崇拜的。

其实，现今读点哲学，并不是要当
哲人，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样先
知先觉，而是要品味深藏在理论中的心
灵鸡汤，拿来养养心，让我们感受到书
籍的深度与悦读之趣。

记得一位圣哲说过，“哲学是思想
的源泉，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想。”哲学书籍中，文字虽质朴无华，但
论述严密，逻辑性强，散发出一种充满
理性的智慧。潜心悦读，不仅能提高
思维技巧，还可以沉积一份安然宁静
的心境。书中那些奔放激越的思想浪
花，飞溅人心，直抵灵魂的深处。那种
感觉，犹如甘甜的清泉流进枯涸已久
的心田，明媚的阳光驱散心中忧郁的
乌云，彻底地将沉寂的理性与桎梏的
心灵唤醒。哲学的伟大正是源于它茅
塞顿开的领悟与生生不息的浇灌。于
是，我们恍然大悟：“思想形成人的伟
大。”带着自己的思索去读，或接受、或
批判，你一定会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我不读哲学书
籍，而是思想太掉价”。现今，社会正处
在转型期，许多人抛弃了认为对生活无
关的哲学书籍。人生就这样，你选择了
浮华，注定要失去思想的崇高；你出没
于喧嚣，注定会使你的灵魂陷于焦躁。
人的手脚可以被束缚，但哲学理论却不
受任何制约，美好的心灵需要充满哲理
的文字去滋润，创新的思维需要坚实的
理论作基础。

阅读哲学启心智。法布尔爱读哲
学，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
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哲
学书读多了，以至于法布尔在其科学巨
著《昆虫记》中都写下了一段充溢着理
性的话：“我们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
渊黑洞，但我们应为此而感到心安理
得，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微不
足道的已知领域再扩大一点范围。我
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
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
我们自己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
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
将整体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法
布尔的这段话，不仅对科学研究点亮了
一盏明灯，也给人生以启迪。这么多年
来，我时不时读点哲学，虽没有成圣人，
但却通过一段段哲语，透过喧嚣看到宁
静，透过浮华看到真实，透过繁杂看到
简单……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省察
的人生没有价值。”一个人要活得明白，
就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去观世界、树人
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人都是哲
学家。抽空，读点哲学书，不是修一段
苦行，而是开启心智的一扇门。

为了寻访一个蓝宝石般的水
塘，或者叫海子吧，我开始了美妙
的大漠之旅。大漠沙海，苍凉而雄
浑，起伏的沙丘连绵不绝，曲曲折
折弯弯绕绕的沙石小路就像一段
千古柔情，伴我一路远行。不朽胡
杨、羌笛悠悠、驼铃声声，风萧萧，
路漫漫，看不尽的大漠风情。站在
一处沙岭，回首来路，还能看见那
高高耸立的石油钻井；眺望前方，
却不见大漠孤烟，心里只有一种对
绿洲、对大海的向往。

天空开始风起云涌。失落了任
何辨识大漠方向的标志，使我们的脚
步变得迟滞、踌躇。远处隐约传来的
声响，犹如荒漠中马群的脚步声。不
一会儿，那脚步声仓促起来，像因寻
找不到肥美草料而发狂的嘶吼。

“你们看，那是什么？”我欣喜

若狂地喊叫道。
在大漠的尽头，在天穹与大漠

亲热拥抱的那一处，有一片清亮的
明镜般的海子，水波粼粼，忽闪忽
现，神秘莫测。这莫非就是人们所
说的海市蜃楼？

然而，这确实是海子，大漠美
丽的眼睛。

一汪碧水，大漠在用她那明澈
的眼睛向我们致意！大漠在用她
那 灵 动 的 眼 睛 昭 示 生 命 的 灵 魂 ！
大漠在显现她神奇的魅力，鼓动起
我们欢呼的热情。或许，这空旷浩
瀚的沙海，只因为我们的贸然来访
惊醒了她，梦醒时分才显雄奇与瑰
丽；或许，只因为我们发现了她那
迷人的眼睛，其目光中才那么饱含
真情。

我们使大漠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大漠便给我们以勇气。此时的
我更加兴奋，赤着脚丫，尽情地狂
奔在这沙海波涛之上。大漠好像
在有意考验我们的意志，又一次风
沙俱来。沙借风威，击打着我们的
脸面，然而，大漠那美丽的眼睛，好
像 时 刻 在 注 视 着 我 们 ，吸 引 着 我
们，鼓励着我们。我们只能向前，
沙漠中无处藏身，也不愿意藏身。
步履虽然沉重，但再也没有迟滞，
再也没有踌躇，再也没有犹豫。

终于精疲力竭地躺在大漠的怀
抱中，终于走进大漠美丽的眼睛了。

远处，又轰响起来……忽然，我
感觉到，我们不是冲着这海子而来
的，我们好像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生
也，有涯；路，漫长漫长。趁着年轻，趁
着好奇，趁着自信，多看看这世界的风
景。

又是一年桂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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