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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芒种，黄瓜铺天盖地，挤在乡间的菜园里
——挂着晶莹的露珠、白色的小刺，顶着金黄的小
花，一副清新的模样。

少年时，出门上学前，我一定要窜进母亲的菜
园，摘一条新鲜的青翠黄瓜。瓜蒂有花、身上有刺、
瓜皮有光泽的，就是嫩瓜。一口咬下去，清脆多汁，
清香、清甜瞬间盈满了口腔。傍晚，放学回家后，先
不急着进屋，而是迅疾地挤进菜园。此时劳作了一
天的父母也回到家中。父亲在院子里收拾农具，母
亲和大姐、二姐则在厨房里忙晚饭。我知道，一定
有一道凉拌黄瓜，加了蒜和紫苏，再滴几滴芝麻油，
香着哩。

黄瓜是暑热时的美味，也是少年时极好的能量
补充剂。母亲每年一定会种上二畦黄瓜。春天来
时，父亲早已整理出一块块菜地，每一块土疙瘩都
碾得细细的，撒上一层薄薄的草木灰，又淋了一遍
农家肥。黄瓜的种子都是父亲上一年精挑细选
的。一粒粒种子被有序地播入土地中。接下来，几
片阳光、几夜雨水、再加上几场微风、几声鸟鸣，让
农家菜园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我都要来到菜园，期
待黄瓜的露面。几天后，终于有小小的苗拱出了土
壤，惺惺然地张开了眼。瓜苗一天一个样，终于精
神抖擞地站在菜地上张望。瓜藤长到一人多高时，
瓜叶的腋下会开出一朵朵小小的黄花，慢慢地，长

出一条条小小的黄瓜。
黄瓜曾经是农家餐桌上的主打菜。除了生吃外，腌黄瓜也是我的心

头好。选择个头小、鲜嫩的黄瓜，洗净，沥干水，塞进卤水坛中，一并塞进
的还有嫩豆角、辣椒。坛子放在院子阴凉处，卤水充分浸润着卤菜。阳
光的温暖，星辰的温情，还有晓风的沁凉，连同夜晚的虫鸣，一并浸渍在
坛子里。一个星期后，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坛子，香气一下子涌来，刺激
着我们的味蕾。那段日子，每一个农家院子里都摆放着几个或大或小的
坛子。孩子们在村庄里走动时，手上一定会有一根酸黄瓜或酸豆角，他
们交换着这些腌菜，品评着各家的咸淡、香脆。

春末夏初，我又去了趟农村。那细小的黄瓜，咬上一口，还是那么清
脆、清香、清甜。那是少年时的味道，是夏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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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活得从容与平和，就
要学会自洽，而自洽的基本逻
辑是“知行合一”。

Z小姐上班时觉得干活太
累，辞职。在家睡懒觉、刷手
机、追剧、逛商场，逐渐感到无
聊，能力没得到锻炼，害怕难以
重返职场，于是找工作。新公
司上班一段时间后，感觉太辛
苦，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觉得委
屈，又辞职。Z小姐一直处于上
班—辞职—上班—辞职的怪圈
中，辞职酣畅淋漓，事后忐忑不
安。于 Z 小姐而言，她只想领
到心仪的薪水，获得上班的乐
趣，而不想承受工作必然带来
的忙碌和疲惫。活得自洽的前
提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同时接受它的事与
愿违。

Y女士想拿到法律资格证
书，为此制定详细的法考复习
计划，但真到了执行时，刷一会
手机、追一场剧、逛一会商场、
撮一顿美食，节目五彩缤纷，复
习总打折扣，行动永远落后于
计划，身心长期处于焦虑中。
连续四年备考，都离通过线约
20分，一次次懊悔，却从不改变
现状。于 Y 女士而言，郑重其
事确立的艰难目标，却轻易受
到各种玩乐的诱惑，朝三暮四
的结果必然草草收场。要得到
就必须付出，付出既要全力以
赴，也要坚持不懈，如果觉得难

以承受就慎重放弃，放弃了就不
要抱怨。所以，活得自洽的过程
是自律和坚持，甚至煎熬，当付出
与目标不匹配时，那叫幻想，也叫
自欺欺人。

C先生工作卖力，能力突出，
但性情耿直，不喜溜须拍马，晋升
虽总比别人慢，却也不求飞黄腾
达。闲暇时品茶、读书、练书法、
陪小孩玩耍，存款不多，却也没想
着高消费，房子不大，却也没奢望
换大平层，孩子才艺平平，但身心
健康。于C先生而言，不将心思
花在追求功名利禄上，他收获了
与家人相处的温馨，与自己相处
的充盈，心安理得地接受宁静淡
泊的生活。所以，活得自洽的结
果是坦然，一种得到是水到渠成，
得不到也不怨天尤人的坦然。

不自洽的人，要么行动违背
内心，要么内心不接受现实，导致
身心一直处于相互打架的能量消
耗中。不自洽的时间久了，人就
会找外因、借口来掩饰自身的不
诚实、不自信，从而陷入更深层次
的矛盾心理中。而自洽的人，由
于“知行合一”，结果无论好的还
是坏的，都能安之若素。每个人
都是自身性格与经历的结果，自
洽的人习惯内求，尊重身体和心
灵的真实反应，调节情绪，去遇见
更美好的自己，用《论语·述而》的
话来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是啊，自洽才能自渡，才能自
愈，才能悦己。

自 洽
◆谢锐勤

小暑过后，日头的炎热成为
日常。逢此之时，我常爱在家中
蜗居，择一陋室，取一蒲扇，捧一
书籍，不管春夏与秋冬，于小楼之
中，任时光无声摇曳，而只爱在文
字间，取走一缕芳香。

这个盛夏，此种芬芳来自王
琪兄的诗集《南山下》，这本书是
他最新的著作。读诗当先忆人，
我与王琪兄的交往自然是源于诗
歌，彼时他在《延河》杂志供职，而
我更是投稿常客，有一次因为用
稿加上了微信，慢慢交流频繁。
彼此发觉各有一颗诗心相互碰
撞，继而成了挚友。不觉时光白
马，熟识已有数年。

我爱其诗：王琪兄的诗歌源
头在他的故乡，渭河平原东部。
如他自己所言，他是秦东之子，是
行吟大地的漫游者，更是精神家
园的皈依者。他所暗恋的桃花源
在那里，无论出走多远，诗行依旧
从村庄、河流、瓦砾，甚至一棵青
草中迸发而出。严羽在《沧浪诗
话》中有言：“诗之品有九：曰高、
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
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读王琪
兄的诗歌，更是深以为然，无论是
上一部的《河岳间》，还是这部《南
山下》，因其一颗诗心茂盛而又勠
力生长。此种九品，自然于诗中
结出硕果。

亦爱其人：读一位气场相符
诗人的作品，如大步于一场芳香
之旅上，频频有所收获。作为王
琪兄的忠实读者，读诗久之便想
要了解其人。我与其虽相识数
年，神交已久，但由于各有琐事终
是缘锵一面。可此种间距丝毫不
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微信之
上，我们谈诗、谈书、谈人、谈事、
谈古、谈今。在语言之间，我发觉
他是一位不争而安静的诗人，这
种品格放在如今的浮躁世事，显
得珍贵。作为诗歌届“黄埔军校”
青春诗会出来的诗人，他用高质
量作品其实已经证明了自己，于
世俗意义上，他早已是成名诗
人。但在日常之中，王琪兄又是
如此慢火，平稳地煮熟自己的句
子，其他一切名利均不追逐，以诗
养身，又以身护诗。诗人周所同
曾谈及一个合格诗人应该具备的
九大品质，其中有一点便是人格
力量。“人品之清浊决定作品之高
下，越到最后，这种力量表现得更
为明显；所谓江郎才尽，不是说他

的才华被用尽了，而是指他的人格
缺陷，随时间推移日渐显露，失去了
对作品的支撑所致。”

与王琪兄交往，正是他的人格
力量始终在浸染着我，故而我始终
相信，他之淡然，便是他诗之璀璨；
他之不争，便是他诗之峰顶。

回到本部诗集《南山下》，初读
此名，心中就有陶潜“种豆南山下”
之句。想来诗人这本著作也是他在
南山之下种下的幼苗，一遇风雨注
定要长成大树。而那枚种子，又何
尝不是他的诗苗呢？本部诗集分为
三个小辑：《目之所及》《春秋事》《被
云朵追赶》。让我们一起随着他的
梦笔，来细细领略其中的滋养。

目之所及，心之所愿。
《南山下》的第一辑取名为：目

之所及，所写之诗多是游吟作品。
国人素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古人的佳作更多是在大好河山
之间留下。王琪兄在这一辑中以脚
步丈量阡陌，又以触动留下味道，每
过一处，便如雁留声，久久徘徊。

诗人一边写下夏季的从容，又
同时指出河水的透心凉，两种冲突
交汇应该是诗人此刻的心境。显然
这种此生不再交汇的句子，像极了
诗人对漫游的思索，返乡与出走都
是一瞬之事，但却要终其一生来作
出这个决定——要么做凡胎肉体，
要么做一朵浪花。跳跃或者安静的
意向，都是疼痛与悲悯，对诗人而
言，这种纠结的阵痛使人失眠，却又
能不断产生新意，以此延伸诗行。
以此种带着思索来写的实践的诗
歌，在第一辑中还有《拜杜甫草堂》
《江边辞令》《银南》等，尤其本辑中
诗人还有许多写河的诗作，均是不
可多得的佳作。诗人擅长讲述地方
胎记，又有流水般的深度。

评论家霍俊明曾对行吟诗提出
这样的观点：“需要提醒诗人注意的
是，不要为一时一地应景式地写作，
他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诗人’的要
求是非常之高的，他面对的既是人
心、时代也是天地万物；立言、立德、
立行并不是过时的传统，而是与任
何时代有抱负的诗人有着密切关
联，任何有抱负的诗人都不曾辜负
他的襟怀与歌吟。”

显然，王琪兄的行吟绝非应景，
他是先有感而后写诗，以此必落真
情，必出实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奔涌本就是他心之所愿，而目
之 所 及 只 是 在 恰 好 的 时 间 发 生
而已。

春秋事，万古愁。
我常怀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

诗人如果心中无愁，是无法写出佳
作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
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
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
之所作也。”此中大家，均是传承千
古，而他们的愁，也是万古。读第二
辑《春秋事》，我最大的感受来源于
诗中的愁思。

这是一首明显的怀旧之诗，大
抵世间所有的怀旧，都离不开一个
愁字。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而返乡
往往意味着凌乱、蝶变、痛点、重
提。诸多当时素净的烟火味道，可
能只是梦中所留存的，现实则是老
父已经上墙，呼唤已经含混，哽咽已
经埋进深夜，只剩无尽的惆怅是永
恒的。诗人这种愁思，对于读者而
言，也是一种突袭，故乡的天空一直
明朗而纯净，所变化的是时光的刀，
愈加锋利，割得我们连痛都顾不上
喊了。评论家张清华有一篇文章叫
作《万古愁，或灵敏之作为中国诗歌
的精神》，文章中说：“中国古代的诗
人常常能够把一种个体的、小的愁
绪升华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永恒的
情怀，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了不起
的地方。”其实，现在的诗人也同样
有这样的本领，就像王琪兄本辑中
的《寻常巷陌》《过渭河南岸》《南山
下》《长亭外》等，都有一种连绵的
愁，蔓延其中。他将复杂的“逻辑哲
学问题”，用诗歌的意绪与形象来解
决，如此巧妙的真情，使人沉沦哀
叹，又不免深思几许。

被云朵追赶，在雾中停留。
诗的第三辑《被云朵追赶》，多

了许多呓语。本辑中“我”的个体明
显多了起来。我愿意把本辑看作诗
人的自白书，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
是在不停地解剖自己的。他用思想
的这把手术刀，在某个长夜难眠之
时，对着自己过往的句子做一个漫
长的告别，继而天明，再次将这些旧
物缝合，取出其中的新意，为我所
用。以《下午的信札》为例：

我在整理一堆信札
从旧物里
安静的下午，阳光正暖
有些字体还依稀可辨
有些已发霉或腐烂
如果时间不曾使我们相互遗忘
那含混不清的问候
多年之后，应该变得明晰起来

信封上的空白处
还应该存留着你笑靥如初的神态
和亲切的口吻

当熟悉的称呼变得陌生起来
我知道，至交已成故人
时间的深处，
我还未来得及转身
未来得及重新回味
昨天的一切，
就成为春日幻影
或时光中的一个盲点

王琪兄的诗，素来不晦涩，他常以
简单的词汇来作为絮语。这首诗中信
札是我的往物，或是青春，或是年华，
或是一切稍纵即逝的东西。诗最本质
的东西是生命意志，“我”和“这里”，
不断往对方体内注入某种复杂性。
（陈先发语）。就本诗而言，除却修辞
的复杂，我看见的是诗歌最本质的语
言，他写故人的称谓，陌生的盲点，于
我这种读者而言，却是一种清逸。我
在其中窥见了诗人的羽毛，尽管他承
认自己是天鹅。评论家陈超在《诗野
游牧》一书中提出，写作就是在“提审
另一个自己：‘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
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
设防的东西。你在写诗，一切喧嚣止
息了，你得坐下来面对自己。你发现
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
时，写作就是坐下来提审另一个自
己。”

读罢此辑，我似乎看见了深夜中
抖落一身风雪的诗人，他煮上一壶清
茶，蘸着融化的雪水，写下了“自我”
二字，而周遭诸多杂物，须臾滑落，雾
中人的面貌清晰起来。

《南山下》所集结的作品，全都是
发表在各个公开发行的省级以上纯文
学杂志的诗歌。就这一点而言，这些
作品本就经过了多重审视，无疑是高
质量的存在。抛却个人情感，纯作为
读者而言，读王琪兄的这部诗集是一
种平原走马的享受，不温不火，不急
不躁，他就是在给你讲述一份热爱，
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懂或者不懂，在
这一刻已经不那么重要。当然，这部
诗集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王琪
兄一直所书写的还是自己的舒适区
域，并没有更多破土到异界的想法。
我相信这与他个人不争的性格有关，
可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好兄弟，我
仍旧希望他能向其他边界进发，给我
一种新的观感。

惊喜也许就在下一部诗集中，南
山之下，另一株诗苗，我时刻期待。

南山之下，诗苗茂盛
——读王琪诗集《南山下》

◆陈 赫

■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
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这种事
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
到的。

——马尔克斯

■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
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
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
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海明威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
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
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
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
种意外的喜悦。

——钱钟书

■交友期间，尽量少送礼物、
少花钱：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
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另一方
面也是考验对方。

——傅雷

■我认为年龄，经济，国籍，甚
至于学识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固然
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都是重
要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彼
此的心灵和品格，这才是我们所要
讲求的所谓“门当户对”的东西。

——三毛

■如果没有准备好，请不要撕
下走进家庭的门票，如果没有爱自
己也爱别人的能力，请不要构造家
庭的地基。许多人抱着从家庭掠取
支援的动机，匆匆为自己寻一个可
供汲取能力的后勤仓库。殊不知家
庭 不 是 无 中 生 有 变 出 魔 力 的 黑
斗篷。

——毕淑敏

■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
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
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
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
地方。

——冯骥才

名家名句
忙时，心无旁骛地忙工作；不忙时，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

的事。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
忙，是我们这个社会共有的状态。如果你能理性地看待

“忙”，在事务繁忙之中保持做人做事的坦然自然，那你慢慢
会体悟到，只要心态上保持着本性不乱，再忙碌也只会是身
忙，而非心忙。人在可以停歇下来的时候就要及时休憩，若
是非要等到一个可以完结的时候，那就无休止。得也休，失
也休，及时放下才是一种智慧。以我的经验看来，生活状态
就应该是“闲时要有吃紧”“忙时要有悠闲”，这是一种介于忙
与闲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想在忙碌的工作生
活中找到真正值得自己倾尽全力，并能保持热情去做的事，
就应该学会做个中庸的人：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清闲中带有
忙碌，在忙碌中又抱着轻松的心态。

古人云，“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人生这把琴弦，弦太
松，弹不出优美的乐曲，弦若太紧，就容易断，只有松紧合适，
才能奏出舒缓优雅的乐谱。悠闲与工作并不矛盾。工作时
就全身心投入，高效运转；放松时就全身心放松，去郊外，去
远行，去相聚，哪怕是小醉一场，把工作完全放在一边，不要
总是牵肠挂肚。当然，工作和悠闲也应搭配得当，一如琴弦
的松紧合适，太闲太累，都将感受不到生活与工作的乐趣，亦
不能奏出人生优雅的乐章；适时忙里偷闲，以合适自己的方
式及时摆脱疲惫、烦躁，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安详。

忙碌在左，悠闲在右。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生事都掌握
在可控之中，有时不如顺着自然规律，该忙时忙，该闲就闲，
拿得起、放得下，这种转换是人生轨迹中的调和艺术。

忙
碌
在
左
，
悠
闲
在
右

◆
龙
建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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