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主编：郝 良

□编辑：郝富成

生生

活活

都
市
慢
生
活

邮箱：
3213456266@qq.com

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杭州以西湖闻名，大竹以东湖为傲。
我领略过三亚海湾的海阔天空，风情万种；
也见识过诗意西湖的淡妆浓抹，千般柔情；
但我仍钟情于东湖的静默如初，安之若
素。大海之阔，于我只是观者；西湖之美，
于我只是过客；东湖之境，于我方是归宿。

东湖原是大竹城郊的一个人工湖，早
年在此修建大竹县城唯一的城市公园，因
此得名“东湖公园”。东湖公园始建于1983
年，当时是以旅游观赏和水上游乐为主的
传统收费公园。如今，政府重视大众健身，
改善人居环境，在旧时东湖公园的基础上
重新打造了竹城之肺的“东湖湿地公园”。
公园沿湖岸周边环绕而建，形成新的绿化
景观和运动步道，成为竹城人民休闲锻炼
的极佳去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动情之下，索
性寻得一农家小院，后靠凤山、前临东湖，依
竹而建、以农为邻。辛丑牛年元月，独自一
人借湖而居，修身养性、尽享孤独，甚欢！

青砖黛瓦、平房三间、一茶一书、一人
一院。晨起，湖畔信步，清新宜人；午后，登
高望远，豁然开朗；闲时，品茶看书，修花种
菜；生活，咸淡相宜，苦乐自知；偶有生人寻
花而过，常与友人结伴而行。时光清浅，岁
月正好，人生如斯！

董卿曾在《中国诗词大会》中说：“人生
自有诗意，诗意美在四季！”初春时节，清晨
的东湖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水雾之中，日头缓
缓从凤山探出，映照着嫩芽初发的垂柳，湖
中的小岛和对岸的楼宇在薄雾中时隐时现，
好似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墨丹青。烟雨东湖、
宛若仙境。我自小院走出，一边赶路，一边
欣赏。此时此景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于是在
湖畔一边锻炼，一边等待，想要拍出不同时
段景色的变化。人在其中、触景生情，给拍
得的东湖美照附诗一首《日出东湖》：“雾锁
东湖泼水墨，日出凤山照新柳。山重水复疑
无路，雾开云散赶春牛。”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中国
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的生活写照。古人
崇尚学而优则仕，又往往是官场失意而隐
退，真正像五柳先生“性本爱丘山”者寥寥无
几。我从勤劳善良的女房东那里找得一小
块菜地，她将地里的杂草除得干干净净，还
将泥土全部翻新一遍，让我得以快捷轻松地
去种菜。专门选择一个阴天，前往西门外的

种苗市场选购菜苗，并将嫩苗种植在松过土
的菜地里；专门向附近的农民请教种菜的时
节和经验，他们非常热情地给予我耐心指
导！隔行如隔山，每一项工作都有它独特的
专业讲究，每一种职业都必须得到应有的尊
重。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我
的菜园也能够有所收获！

其实，当初选择这个地方来居住，主要
是看重大环境有东湖湿地公园，小环境是
独立民居小院，可以实现品茶看书、栽花种
菜的闲适生活。说到栽花，我三姐夫也是
爱好者，而且在他的养花群里小有名气，小
院的花花草草一大半是姐夫的功劳。“黄四
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我的小院
里也种了许多花儿，蔓驼罗、绣球花、佛手
花、二月蓝、吊兰、月季、蔷薇、海棠……房
东原先种植的李子花和玉兰花已渐次开
过，只有海棠花仍然笑在枝头，红艳而精
致，不失为盆栽中的上品。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的男神苏轼从好友惠崇的名画《鸭戏图》
中寻得灵感，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惠崇春
江晚景》。我借住的小院在竹林的环绕之
中，走出小院便是东湖湿地公园，村落与公
园并没有隔开，而是完美地融合为一体。
环湖路旁的桃花、李花正绽放在枝头，一群
鸭子在湖水中觅食、游戏，几只呆鹅也慢慢
吞吞、摇摇晃晃地向湖边走来。我顿时恍
然大悟，这场景不正是东坡居士所见、所
思、所写的画面吗？若是诗人能够身临其
境，又会不会写出如此美好的诗句呢？人
们常说，读书是与先贤神交、与哲人对话、
向伟人学习的一座桥梁，今日看来确实如
此。若是与李白、苏轼身处同一时代，定要
鸿雁传书相邀前来，于东湖岸边接风洗尘，
摆酒设宴豪饮几坛，诗仙太白又会不会写

下类似：“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的佳作名句。

春天有春天的美好，冬季有冬季的温
情。午后的阳光挥洒在竹林下的小院，我
与女儿、侄女悠闲自在地倚坐在院中，或看
书写字、或聊天闲谈、或吃吃喝喝，尽享闲
暇时光和天伦之乐。冬日暖阳，炉火书
香。我尤其喜爱冬夜的寂静与孤独，一人
一书一炉火，尽享独处时光与岁月静好。
冬夜里的静能让人融入书与文字中，瞬间
时光穿越，梦回唐宋的古代中国，与诗人好
友把酒言欢、吟诗唱和，感受那“一日看尽
长安花”的欢畅与痛快，体会那“西出阳关
无故人”的茫然与孤寂，领略那充满了“八
千里路云和月”的壮志与豪情。

诗意阑珊须纵欢，最是人间烟火暖！
心灵和脚步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不错，“人
生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
实，首先应该过好的就是这“眼前的苟且”，
如果连现实中的平凡日子都过不好，又谈
何理想中的诗与远方呢？人生不如意十有
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乐观豁达地面
对生活中的人和事。工作有声有色，生活
有滋有味，做人有情有义，这便是平凡的人
生追求。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白天忙工作，
下班种花草，夜晚看书休闲；周末陪父亲和
家人，或者给女儿当好“后勤部长”；时常与
朋友相约环湖锻炼，或散步、或登高、或骑
行；偶尔邀约三五好友于院内小聚，或喝茶
聊天、或谈天说地、或小酌几杯……人生不
过如此！

借居东湖已三月有余，身心颇为舒畅，
因而触景生情，时常写诗作文，以寄心情。

《增广贤文》曰：“良田万倾，日食一升；广厦
千间，夜眠八尺。”简单快乐，心生欢喜；箪
食瓢饮，诗意栖居；人生在世，得此足亦！

中国汉字的繁体字“間”就像是一个院
子，有大门，有院墙还有好几间房。

如果有一处院子，那么墙外世间一定
是风起云落，院内四季花开成韵，而这个院
子，可以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不一定要打
理得特别精致，但一定要生机勃勃；又或者
像郁达夫笔下清晨的院落，宁静而美好，宛
若一幅静物画；梁实秋的院子，在月夜里则
格外清幽。

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梦中的院子，它
可装四季风月，可盛人间清欢，不必在乎外
界的浮华喧嚣，只为内心的清明爽朗。吾
以为，世间再大，不过一处院子，院子深处，
才是心中的天堂。

元旦后的第二天早上，气温很低，我们
一行五人驾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来到朋友
家的院子，推开不锈钢的格子大门，迎面就
看见一块像假山一样的木头，木头上面的
空隙处放置了一些吊兰，下面几盆白色菊
花开得正好。木头的后面是一块小菜园，
种有蒜苗、葱、芹菜、青菜等时令蔬菜。院
子的围墙四周布满了用竹子做的篱笆，一
些藤蔓已经缠绕在上面。待春天来临，那
藤蔓一定是爬满围墙欣欣向荣的样子；墙
角一堆金黄的银杏叶围在银杏树周围，给
整个菜园带来一点明朗的颜色；右转看见
一大块木质地板，地板左侧有书房、客房、
卫生间三个房间并列组成，房间前面有一
个长方形的水池，水池中间有一座只容一

人通过的拱形木桥。水池里面有一盆一米
多高的水竹正绿意盎然地撑开着小“翅
膀”，还有许多红色、黄色、黑色、红白相间
的金鱼在游弋，充满生机甚是好看。

走过木桥后，有一顶正方形的户外大
伞，伞下面是用半扇木门做的餐桌，上面的
铁质把手质地显示这扇木门的年代并不久
远。餐桌的左边摆放了一些茶具，右边大
部分成了案板。案板的旁边居然还有一口
压水井，太久没见到它了，感觉非常亲切，
情不自禁用手按压了几下，出来的水不是
那种刺骨的冷，比自来水管的水温暖许多。

餐桌后面有一间厨房，从厨房右侧门
进去就是朋友家的客厅及卧室，桌椅和房
间布局里的中国元素比较多，给人一种

“家”的感觉。
朋友拿出了一个带烟囱的炉子和柴

木，准备砍柴生火做饭了。我负责烧火，
这么冷的天，我非常愿意坐在火炉旁从事
这项“工作”，因为关乎到菜的口感和肚子
的温饱问题，必须得根据食材生熟度掌握
火候，所以，“烧火匠”的工作也并非那么
好做。

其他几位“煮夫”开始做主菜了，先把
挂在树杈上的已经拔过毛还滴着血水的公
鸡取下来，放在菜板上切割，需要凉拌的鸡
胸脯部分切好先放在炉子上的铁汤锅里
煮，需要红烧的剁成小块暂时用盐、花椒、
料酒码好静置于盆中待用......

不一会儿，院子里有了袅袅炊烟，火炉
旁的砍柴声、菜板上的剁肉切菜声、菜园地
的挖菜声，声声入耳。这厢，铁汤锅里飘来
了鸡汤的清香味道，随后换了一口厚实的
大铁炒锅放在炉子上准备烧鸡，倒油烧至
八分热放入码好的鸡块，放入郫县豆瓣酱、
酱油等，只见成块的鸡肉在大铲子的不断
翻动下变得越来越有了食欲；那厢，经久不
散的米饭香味也徐徐随风飘来，等这一切
做好，院子里拼起两张桌子，添上碗筷，一
顿美食便开始了......

午饭后，“煮夫”们去客房开始了麻将
娱乐，我则选择了书房。进得书房，心一下
子就安静了不少。书房不大却很精致，上
面是尖顶原木拼制的，白墙上面挂有两幅
字和一幅画，一个大概八尺的书桌上有书、
有生宣、有毛笔和砚台，书桌的对面有一个
小小的茶桌，上面摆放着精致的茶具。茶
桌相邻的那堵墙全是玻璃做的，不用抬头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女眷们喝茶，我
画画，不在意画得好与不好，只觉得这样的
时光，这样的生活就这样安逸地进行着，非
常享受。

院子，虽是一方小小的、四堵看起来冷
冰冰的围墙，但围起来的却是家的温暖。

院子，是中国几千年来老祖宗智慧的
体现与传承，代表中国的建筑发展史，真希
望院子文化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人与人
之间多点温情，不再是形若陌路。

借居东湖
□袁岸松

院子
□张文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