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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入石 □ 山东 李旭

泉石上流”，经年累月时间久了，自然水滴石

穿。就像腌鸭蛋，鸭蛋被盐水浸透之后，油

汪汪地变成了美味。泉入石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

石变玉的过程，昆仑山上的石头，在一定的自然条件

下，就会从山上滚落到山脚下，然后被雪山之水形成

的大河源头，一路奔腾从上游经过中游，最后带到河

流的下游，通过河水的冲击、洗刷，跌跌撞撞地翻滚，

由山料到山流水料、最后形成籽料，完成的是一个蜕

变再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活性的有

机元素会浸透并融入石头，而石头的棱棱角角也会被

流水打磨冲刷得日渐圆润，皮色亦是日渐丰富；尤其

石头的内部结构，经过大浪淘沙之后，石性与杂质渐

去，肉质般的晶体现出致密和纯粹，拿在手里把玩儿，

你会觉得它的光泽是那么柔和，既不夺目更不夸张，

而是内敛中透着温润养眼，结实中显得发育成熟。毫

无疑问，这种低调稳重的包浆之感乃是岁月沉淀的结

果，仿佛经历过疼痛、挣扎，流过泪水之后露出的微

笑，虽然平平淡淡，却真实而亲切，带着一种深入浅出

的品质与动人魂魄的魅力。

王维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像“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这类意境的诗句，他还写过许多，苏

轼曾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高度评价过他。我想，王

维是把一怀山水、满目苍翠，这种对诗情画意的审美

境界的追求，当作了泉水，试图用这样的泉水来软化

与湿润现实生活中那些过硬过冷，甚至僵化板结的东

西，或者说是用写意的过程来淡化和稀释过于写实的

目的，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形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包含着泉水和石

头的成分，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梦想的，无论是生理机

能上的，还是心理思维上的，这可能就是黑格尔哲学

中所谓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条

件下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吧。曾经有位老先

生对我感叹过：年轻时牙口儿好却上不来硬菜，等到

上岁数日子好过有硬菜了，但牙口又不行了。由此可

见，人生终究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年轻时精

力旺盛、敢想敢干，但在经验与耐心上怕也时有短板，

何况白手打拼像台机器超负荷运转，难免为零件的磨

损和老化留下伏笔；而中年以后固然阅历丰富，对人

生自有一番风雨之后的见识，却也不免月盈而亏，过

了鼎盛时期精力下降也是自然规律。所以，大到渐渐

退化衰老的身体机能，针插不进、水冲不开的思维模

式，小到一瞬间的纠结与执念等等，都有可能僵化硬

化成石头。而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有益于身体情感，有益于激发生命活力，大到积极的

心态、开放的思维、绿色环保的养生理念，小到步履蹒

跚时的一把扶持，掉入黑夜时的一阵儿无声陪伴……

点点滴滴都是泉水，泉眼多了，就会汇成生命长河的

源头活水，就会让人生的列车动力澎湃、劲头十足。

泉入石，石再演化成莹润欲滴的熟料，也可以看

作是人生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从青涩稚嫩、少不经

事，甚至有些荒唐任性，历经社会实践这条大河的洗

礼，逐步走向坚韧、厚实、成熟，逐渐从懵懂与遮蔽到

达澄明和敞开，使自己拥有一个开放的姿态，让各种

有机元素像泉水一样浸透融入生命的进程。这样才

能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身体气血畅通富有弹性，心灵

柔软而湿润，始终对事物保持着发丝般的感受力：哪

怕是一根火柴的光亮、一滴露水的清澈，依然会觉得

怦然心动，既能从一脸沟壑中看到生活的艰辛，也会

在满头白雪上读懂生命的慈悲。这也许就是佛家说

的内外兼修，道家说的上善若水吧，其实不管是哪一

家的意思，目的都差不多，无非是让泉水进入、唤醒并

激活生命中那些像石头样沉睡的部分，使身体产生新

的动能，不断获得再生之感，从而让心灵的天空阳光

充足、雨水丰沛、星河荡漾，让生命的大地森林茂密、

牛羊成群、万物生长。

“清

范毕业那年的暑假，由于工作还没有落实，我便回了老

家。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跟随同村的人去城里建

筑工地做小工。到了工地，工头安排我用小车运砖，并为我指派

了一个老头儿做搭档。人人都喊我的搭档为“驼爷”，然而，这个

称呼并不是代表他的地位有多高，多么受人尊敬，只是因为他的

背有些驼，年纪又大，久而久之，大家便忘记了他的姓名，给他起

了个外号叫“驼爷”。

虽是外号，且指出他是个驼背，但驼爷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别

人一喊，他总是乐呵呵地应着。他看上去有 60 多岁，精神很矍

铄。整个暑期，他从不叫我的名字，只叫我“小伙子”。一开始，我

并不十分喜欢这个搭档，然而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在他那驼

着的身体内，包含着的其实是一颗温柔而又睿智的心灵。一天上

午，我的额头被脚手架撞了一个大包，接着没过一会儿，大拇指又

在搬砖时被砸伤了。在炎炎烈日下，我挥汗如雨，强忍着痛苦拼

力地推着砖，嘴里不停地抱怨着：“真倒霉！”驼爷在我身边听到了

这些牢骚，他轻声对我说：“小伙子，把眉头舒展开，把心胸打开，

愁也是一天，高兴也是一天。”

听着驼爷的话语，我豁然开朗，不由哑然失笑。读了这么多

年的书，这种简单的道理怎么还要一位老人开导自己呢？还有一

次，有两个小工不知为什么争吵了起来，后来吵着吵着竟然拿着

铁锨要动起武来了。旁边有人上去劝架，谁知越劝，他们劲头越

大，最后工头都出来了，但还是不起作用。这时，驼爷分开众人，

走过去在两人的耳边悄悄说了什么，两人很快地放下了手中的工

具，不久便握了手。干活的时候，我问驼爷施了什么“魔法”这么

神奇，他笑笑说：“也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俩，‘你们万一有个好

歹，你们的老婆孩子难道想要让别人给你们照顾吗？’”我听了，不

得不佩服驼爷的高明。

干活时，午饭在工地上吃。饭食就两样：油茶和馍。油茶随

便喝，馍是一个人两个。对当时的我来说，两个馒头根本不够吃，

只好每次都喝很多的油茶来充饥，但经常不到两个小时肚子又饿

得咕咕叫。每到这时，驼爷会从一个塑料袋子里拿出一个馍来让

我吃。我知道这是他故意省下留给我的，于是不好意思地向他道

谢，他摆摆手，说：“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你还年轻，不经

饿。我晓得，你不属于这里，你会有更有意义的工作去做。”我接

过馒头，默默不语，心里顿时涌出了一种异样的感动。一天中午

休息时，驼爷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份报纸，叫我替他读一读，他咧

着嘴对我笑了笑：“我不识字。”我们坐在树荫下，我仔细地替他读

完了报纸，顺口问他：“您不识字，可怎么能懂得那么多的道理，说

出那么多充满智慧的话呢？”驼爷沉思了一会儿，缓缓说：“小伙

子，其实一些做人的道理不仅仅书本上有，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只

要你本着一颗善良之心，就一定能读懂它。”

不久，我找到了工作，离开了工地，再未见过驼爷。但在流逝

的光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善良的老人。

师

驼爷
□ 蒙城 侯兴锋

生在福中当珍惜
□ 肥西 查鸿林

子把我穿旧的内衣塞进塑料袋，然后放

到垃圾桶旁边，准备扔垃圾时顺便扔

掉。我看见了，边把内衣取出来边对她说：“洗

洗吧，然后放进小区的旧衣桶，说不定还有人

愿意穿呢。”妻子默认，没有说话。

我向来是个很节俭朴素的人，不仅仅是受

长辈们的影响和熏陶，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现

实生活中的很多感悟。有次傍晚，我在菜市场

活禽交易处买鸡，来了两个身穿蓝布衣服、身

材瘦削的民工，他们身上的蓝布衣褪色泛白，

其中一个开口问鸡价格，从老母鸡 20 多元到

三黄鸡 6.5 元一斤都有，他身体靠在窗边的墙

上说：“6 块行不行？”卖鸡的人说：“没有便宜

的，这是晚上，早上还是 7 块呢。”民工买了一

只，一过称，21 块 5 角，民工说：“21 块吧。”卖

鸡的人还是不答应，最后以 21.5 元成交，我看

到那位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民工，从

口袋里掏出 10 元 5 角钱交给正在买鸡的民

工，他接过钱，愣了一下说：“我多付五角钱，算

了吧。”很显然，是他们共同买下这只鸡，晚上

加个餐打个牙祭。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旁边新开了一家大型

超市，早晨和晚上的菜价格差别很大，特别是

晚上，那些一直销售不掉的蔬菜，服务员会把

黄菜叶子去掉，或者变质的地方挖去，集中放

到一个角落，挂上“打折专区”，以五毛或者一

元的低价出售。每次，我总看到三五成群的农

民工，他们戴着安全帽，脸色黝黑，眼睛大而明

亮，身上衣服沾满灰尘和白色的灰渍，蹲在那

里翻拣，他们的手宽大而粗壮，手上长满鼓起

的老茧，显得更加厚实。两三元钱就可以买上

一大袋不同品种的蔬菜，他们拎着购买的蔬菜

脚步匆匆地离去。每当看到这里，心中漾起的

胃酸不知是苦还是痛。

有些人在不花自己钱的时候消费毫不心

疼，甚至大手大脚浪费，我向来很鄙视或者厌

恶这种行为。有次在食堂用餐，一男一女的两

位，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多岁，着装时髦，有说有

笑地端着餐盘向我对面落座，由于笑声特别，

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看，他们端的快餐盘里米

饭堆得像小山似的，足足有我的两三倍，我心

想：饭量真大！突然我又想起，食堂里米饭吃

多吃少只收一元，于是我放慢了吃饭的速度，

偏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否饭量大。几分钟过去，

他们身旁吃饭的一位小伙子用餐完了，离开饭

桌，服务员还没有过来收盘子。就在这个空

隙，那个男的使出速度，飞快地把足足有两小

碗雪白的米饭扒到那位小伙子用完餐的盘子

里，女的见状，也来个神速，也把足足两小碗的

米饭扒到那个盘子里，顿时，盘子里的米饭堆

得像小山，与残余的汤汁和剩菜混在一起。我

见状，停下用餐，一直抬着头，眼睛不眨地看他

们完成这个“壮举”，我没有说话，但我眼光发

出的憎恶，令他们不得不认错：“对不起，不小

心装多了，下次注意。”我还是没有说话，低下

头，把米饭一粒粒吃完。他们见我低头吃饭，

不知吃饱还是没有吃饱，慌忙起身溜走了。

有一段时间，经小区里的人介绍，说离我

住处不远的菜市场旁边一个小超市，蔬菜特

便宜，我去过几次，果然，比市场上的菜便宜

一半，吸引着周边许多市民购买，很是热闹。

可几次下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主妇在购

买菜品时，把蔬菜外面的菜叶一片一片大把

地撕掉，买走的都是菜心，其实超市在上架

时，已经把菜品整理得很干净，没有黄叶没有

菜根，但仍然过不了有些妇女挑三拣四的选

择关，一上午下来，至少丢弃两麻袋绿油油的

菜叶。商家很是心疼，警告过无数次也不奏

效，无奈贴了一张招牌“菜心 5 元一斤”，效果

甚微。我看了实在忍不下去，替商家说了好

几次话也没效果。有次，有位耿直的北方大

妈站了出来说：“我说姐们，买菜不能这样，菜

长心，人也长心，这些撕下来的菜叶都能吃，

冬天了，蔬菜长得慢，长点良心吧。”没想到话

语一落，却遭到不少主妇嘲笑声、谩骂声，那

位北方大妈身强力壮，索性与动手动脚的主

妇们打了起来，这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有良

知的人都站出来，上前拉架并指责那些人，才

平息下来。这次事件后，我便不再去那家超

市买菜，不想再看到那些人。

时常，我在思绪里翻阅余华的著作《活

着》，想想那时人们的生活，再看看现在，真的

体会到什么叫幸福！生活中，令人尊敬的不是

大手大脚的浪费与浮躁，也不是图有外表的华

丽与傲慢，而是潜流在人们心灵中的平静与坦

然和举手投足间的儒雅与涵养。

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