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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读书

读 哲 学 的 时 光 变 得 静 ，变 得 慢 。
书 是 敞 开 的 画 卷 ，拥 书 籍 入 怀 ，时 间
和 空 间 像 融 化 的 蜡 ，慢 慢 地 ，淡 去 了
原本的样子。此时，冷静的思想浮现
出 来 ，永 恒 的 真 理 跨 越 山 海 ，扎 根 灵
魂的深处。

读哲学犹如读自己。“我”在变化的
河流中，源头有活水，哲学常读常新，有
新的感悟、思考、认知和实践。在哲学
中，经验流淌出来，思维塑造自身，成就
了确定的“我”。人的一生或许有不同
的角色和身份，但无须为此迷茫和焦
虑。哲人曾言“认识你自己”，人类仍旧
践行这一古老话语，在本质中把握生
命，在成长中触摸真实，和自己相处，与
自己和解。由是哲学坚定心灵，让心灵
不再迷茫。

自我确立后，便是理性思考的开
始。作为生命的奇迹，在这颗蓝色星
球 上 ，人 类 与 其 他 动 物 如 此 不 同 ，人
类 具 备 理 性 ，而 哲 学 便 是 理 智 的 学

问 。 它 寻 求 着 本 质 、规 律 、一 切 事 物
的 真 相 和 基 石 。 读 哲 学 需 要 清 晰 的
思考，高度的专注，如此也有了忘我之
态。它不热烈，像水，至柔至刚，润物
无声，浸入心灵。理性具怀疑的精神，
它不是要我们怀疑一切，而是宣告“未
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正如《论
语》中要求“吾日三省吾身”一样，不断
反思，追寻源头。心理学有个观点，一
个人怎么看待世界，就拥有了怎样的
情 绪 ，人 的 抑 郁 或 焦 虑 ，就 是 看 待 世
界的方式出错了，而哲学提供了更好
地 看 待 世 界 的 方 式 。 它 不 是 包 治 百
病 的 心 灵 鸡 汤 ，而 是 用 理 性 与 自 己 、
他 人 和 自 然 建 立 联 系 。 理 性 通 过 不
断 追 问 ，找 到 确 定 的 基 础 ，成 为 我 们
的行动指南。由是哲学治愈心灵，让
心灵不再忧郁。

理性是创造的能力，于是我们也
有了自由，自由表现为选择，而人的一
生总在经历选择。选择成为人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说选择成就人
生。这些看似和哲学无关，但这一切
选择，都藏身于哲学之中。

当心灵虚无，哲学总能给出答案。
人类前行总以意义作为动力，当我们知
道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时候，会拥有极
大的热情，人类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
种热情迸发中成就的。或许对于每个
人来说意义不尽相同，不同在于我们
主动创造、定义的自己的本质是千变万
化的，而一切来自于人的行动和实践，
我们即是我们所作所为本身，我们选择
做什么事，就会成为什么人。当我们成
就了我们的本性，我们也成了幸福的
人。由是哲学鼓舞了心灵，让心灵拥有
了热情。

读哲学能如孩子一般快乐，因为
好奇让一切都是新鲜的，富有生命活
力的。哲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
和美，给予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它总
是抚慰心灵。

读哲学的时光
夏昭艺

瓷器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
便有了制陶技术，且只有中国才有用高温
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的真瓷。中古时
期，北方名窑颇多，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
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成了名窑产地。瓷器
的烧制工艺复杂，须有专门作坊，同时受瓷
土及原料来源的制约，瓷窑多集中在具备
条件的特定地区。如果这一地区靠近水
源，便于运输，则更成为建窑的理想之地。
辽阳的冮官窑就符合上述条件。

冮官窑位于辽阳灯塔市冮官屯村，南
靠郁郁葱葱的群山，北临奔流不息的太子
河，东南处与白岩古城遥遥相望，西面一望
无际的平原直通辽阳，是天然的窑址首
选。考古证实，冮官窑兴起于辽代，兴盛于
金代，废于元代。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
使用，历经近300年的时间，是辽金时代中
国南方与北方陶瓷业的交汇点，辽金时代
窑业的中心。如今，冮官窑已成为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村民自豪地称之
为“东北的景德镇”。

站在太子河边的古窑址上，只能用一
个词形容，就是震撼。1000 余年的堆积，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古瓷片随处可见，用
脚一踢或用手一拨，就会有碎瓷片显现，
一地残瓷，令人感慨。我们猜想这是当年
窑址旁的残窑堆积。残片中，以白瓷居
多，多为杯、碗、盘、碟、瓶、罐等的器底及
残边，最多的是碗底，因胎质厚，不易破
碎，易于保存。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
偶有白地黑花或陶片。还有些粘连的瓷
器，有的碗底与瓷片粘连，有的碗底粘成
一摞，残瓷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有的
器片颗粒明显。地面上还散落有各式窑
具，如垫饼、圆柱形耐火挤顶器、耐火砖
等。黑瓷片偶也可见，釉色黑亮，但温润
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釉较光亮。裸露
在田野土地上的瓷片，已严重风化，而土
中埋藏的还保有历史气息。

我小心翼翼拾起残片，挽起裤管来到
太子河边，蹲下来用河水洗刷净残片的泥
土，一睹千年的真容。洗净的瓷片露出了
本真的釉色，釉色烧成变化极为丰富，相同
的釉色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肌理，清水洗澈
了千年的文明，当指纹留在瓷片一刹那，触
碰到了辽金游牧民族的洒脱旷达。

从冮官窑出土的辽瓷看，有明显中
原文明的痕迹。冮官窑的陶瓷是受中原
工匠影响，并结合北方契丹人的特点在
当地烧造的。各类生活用具的造型多宽
而矮，底部为了放置平稳，一般圈足足沿
较高。中原地区文明精华与契丹民族特
点相融合，生产出的瓷器便具有了特定
的文化印记，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
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
特征。

窑址的南面便是冮官屯村。村民介
绍，村民建筑房屋、打井、挖菜窖甚至犁地
时，都能翻出古瓷片。村民说得比较轻松，
但给我的感觉却是震撼。

来到冮官窑博物馆，馆中展品皆是精
品，瓷器自然洒脱，轮廓线飘逸流畅，圆润
而有神韵。辽白大碗、白釉玉壶春瓶、白釉
双系罐纹饰装饰颇有特色。纹样取材多是
身边的野草等物象，有游牧情调的舒适与
和谐，区别于汉族陶瓷，表现了契丹、女真
等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独特的审美理解。

特别吸引人的是黑、白釉人俑，狗、马
小玩具，酱釉猪首埙等，这是冮官屯窑代表
性产品，是辽金时期儿童的玩具。玩具刻
画得惟妙惟肖，有些玩具如“马上封侯”也
有吉祥的寓意。以猪首埙为例，设计为三
孔，其中两个出气孔设计成猪的两只眼睛，
吹气孔留在脑后。正面看，猪嘴夸张地拱
着，鼻子噘噘着，惹人喜爱，也有猪首或牛
首，当地人介绍此件为“三孔笛”，也有称

“兽头口笛”，是游牧民族少年们把玩的乐
器。这些小件瓷器富有生活气息和浓厚的
民间艺术特点，寄托制作匠人无限美好的
精神世界，展现出游牧民族质朴、纯真又蓬
勃进取的生命力。

冮官屯村在辽代时称东京道沈州白岩
县，金代时称东京路辽阳府石城县，后因窑
业兴盛，设立瓷窑务。“务”是金代皇室或中
枢主管部门管理某个行业的衙门。由此可
见，冮官窑具有官窑的属性，金代已派驻官
员管理窑业的工匠、采买、运输等事物了。

拂去岁月的风尘，遥想当年，脚下这片
土地，曾是窑火弥漫、火光冲天的窑场。窑
匠们在这里选土、揉泥、拉坯、整坯、剔纹、
绘底样、上彩、上釉、入匣、进窑、封窑、煨
柴、开窑……账房先生啪啪地打着算珠，南
来北往的商客在小镇上来往不绝，构成东
北特色的“清明上河图”。

太子河与冮官窑相依为伴，窑因水而
兴，水因窑而名。如此大型的窑场临河而
建，很有可能会有配套码头。一艘艘船
只，在此停靠，各色瓷器装箱入船，从太子
河出发，冮官窑的杯碗盘碟顺着河水西
去，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生活中，成为
日常的一部分，伴随着他们寒来暑往，走过
春夏秋冬。

夕阳西下时，依依不舍离开了窑址，
一抹残阳洒向冮官屯的小村子，也洒向了
粼粼碧波的太子河。远处升起阵阵炊烟，
古镇进入了梦乡，我们也沉浸在了历史旧
梦中。

千年冮官窑
东 泽

蔡姐其实不姓蔡，姓什么我还真不
知道。大家都管她叫蔡姐，她是卖菜
的。跟她越来越熟之后，反倒更不好意
思问她姓什么。蔡姐在我家附近的胡
同里开了一家蔬菜店，她老公上菜，她
当掌柜的，两口子一起起早贪黑地维持
生计。日子过得忙碌，倒也安心。

蔡姐是安徽人，来东北20多年了，刚
来的时候没什么技能，就只能摆地摊卖
菜，后来挣了一些钱，就租下了铺面，不
用风吹雨淋，挺知足的；再后来在沈阳给
儿子买了房子，娶了媳妇，在安徽老家也
置了房，安排好了养老的生活，想着趁身
体还可以再挣几年钱，就告老还乡了。

第一次跟蔡姐聊天，是因为我爸住
院，想吃炖芸豆。火辣辣的大夏天，北
方少有的炎热，我去她店里，买得很少，
超不过 20 根芸豆，她也不嫌弃，帮我装
袋子，还跟我说，父母上了年纪，生病住
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用上火，过了
夏天就好了。临了，还拍拍我的肩膀，
跟我说，不要紧，没事的。回家路上，我
有些哽咽，一半是因为爸爸的病，一半
是因为她的宽心话。

那之后，我隔三岔五就去她店里，
她家的菜有些小贵，但非常精致，一想
到她老公凌晨三点就往批发市场赶，我
也就认可了，她家的菜新鲜嘛！蔡姐的
口头语是：没事的，不要紧。谁家的孩
子抓碎了花生米、弄散了菜、碰坏了鸡
蛋，她这样说；买菜的人遇到什么难事，
她也这样说。我习惯了在买菜的时候
跟她唠几句嗑，无非是跟老公怄气、跟
姐妹掰扯啥的，鸡毛蒜皮的，哪有什么
道理。蔡姐不跟着说长道短，哈哈两
下，告诉我，没事的，不要紧。她说话有
浓重的安徽口音，我反而很受用这带着
口音的“没事的，不要紧”，可以疏肝理
气，可以消食化瘀。

最近一次发现她不对，是因为前些
天疫情防控，每家店铺都配备了测温
枪。我去她店里，居然见到她在用测温
枪给自己量体温，一边测一边嘟囔，也不
知哪里出了问题，体温总是低呢？我于
是试探地问她，“你哪里不舒服吗？”她爽
朗地大笑：“没有，我就是试试这测温枪
准不准 ……”我单纯地相信了她，拎着
菜往外走，突然看见她许久都没来过店

里的儿子，拎着两大塑料袋东西，脚步匆
匆地进来。她老公笑容堆在脸上，夸张
地喊，“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还带来
这么多东西！”蔡姐一如既往地忙，站在
电子秤旁边装菜、算账、找钱，还说，回来
好啊，进屋歇歇，我给你留着奶油白菜，
哈哈哈……

然后就是前天，我去她店里，她少
有地没站在电子秤旁边，而是她憨厚敦
实的老公在忙活。她老公不太熟练，动
作有些慢，我捡了点小白菜，转眼间我
身后就站起了排，但我也还是闲扯，有
些紧张地问：“你老婆呢？”他只是看着
菜，跟我说，“她不舒服，出去看看。”我
不便多问，一是买菜的人有点多，二是
我看出了他脸上的惦念。少年夫妻老
来伴，20 多年的相依为命，少了哪一个，
都难哪！

我拎着菜往家走，心里也不太舒
服 ，一 路 上 想 着 蔡 姐 ，千 万 别 有 大 事
啊！低烧有那么多原因，我但愿她打针
吃药就能好，好了他们就可以回家，回
安徽老家喝粥吃咸菜，也挺好！

蔡姐，没事的，不要紧。

蔡姐
刘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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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真快，不经意间，一声悠
长的蝉鸣拖着尾音，穿窗而入，在耳畔
唱响。

几场雷暴雨过后，黄梅天的意味越
发浓厚。闷热，憋气，黏糊糊，仿佛燕语
莺声里也夹带了几分湿浊。一切似乎都
在表明，在繁花盛开之际，夏一身新装亮
相登场了。

这是今夏的第一声蝉鸣，这样的日
子，是可以随手记在记事本上的。它不
仅仅是又一种声音鸣响于你的听觉，而
且是在唤醒你的触觉。或者是有意无
意地在提醒你，留意一下两季转换之间
的痕迹。这痕迹或深或浅，全凭你在不
在意。

很多年，我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随手
一记，记的是时令，也是感触。当有一
天，我翻看这样的记录，或会在一阵冲动
下写几行字，几句小诗；或会梳理一下逝
去的过往：曾经，是在怎样一个风凉的清
晨抑或慵懒的午后，一声不期而至的蝉
鸣隔空传来，在我最平淡的日子里画下
一个印记，荡起一圈涟漪。

“绿槐阴里一声新，雾薄风轻力未
匀。莫道闻时总惆怅，有愁人有不愁
人。”很多人和物，也许就在这一刹那
被串联起来，想故人，想故园，想心中
的切近，想远方之远，想来处与去处，
想幸与哀，乐与苦，想那些牵系与剪不
断，理还乱。

第一声蝉鸣，发出的是夏至的信号，
也是献给夏天热情的唱词。不妨先放下
手头的事情，让心静置几秒。你会发觉，
这短暂的几秒停顿，在季节更替的大气
候环境下，是多么有必要。它多像一尾
拂尘，轻轻拂去你心头的燥气，让你虽囚
于一方斗室，却能身无所累，静处体悟。

农谚有云：知了叫，割早稻。一听到
知了在时令的枝头拉腔开唱，有经验的
农人就晓得，春上栽种的早稻要开镰收
割了，又要开始一轮忙碌。然而，抢收早
稻抢栽晚稻的岁月早已写进历史，那个
叫“双抢”的词，也从农事里走失多年，很
少再有人提起。

无论人忙人闲，季节从来没有停下
脚步等候，也没有加快脚步催促。它有
自己的轨迹、规律，也有自己的淡定、从
容，不着急忙慌。

忙的其实是人，慌的其实是心，季节
按自己的心情，依自己的走势，春复秋
往，从来不揣测人心。这是季节给我们
的回礼，你可以拒绝，怕只怕会乱了方
寸；也可以欣然领受，让自己波澜不惊。

日子过得快也好，慢也罢，都不过是
人的矫情，人一旦给所有事物附加了其
他因素和成分，事物就因之变得微妙，变
得不确切。日子时而风轻云淡，时而狂
风骤雨，整齐而又凌乱，清晰而又模糊，
才是真实的状态。

我每天陷身日子里，走不出，也不能

很好地融入，我与日子保持着那样一种
若即若离，我看日子如流水，日子观我似
顽石。

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身体停下来了，
而我们的心马不停蹄。你可曾在夜深人
静之时扪心自问，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而
为这些忙所做的付出是否值得？是为日
复一日碌碌无为的耗损而叹息，还是沾沾
自喜于不断追逐中偶得的微名薄利？

第一声蝉鸣在初夏给我们起了个头，
随之，一个炎热的夏季将进入它漫长的叙
事。我想再美好的季节都会过去的，就像
我们刚刚未用任何仪式送走了春天。春
天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一丝留恋，如我
们生命里的一些人，来去无挂牵。

接下来，我会在一声又一声的蝉鸣
里，不动声色地将日子一页页地撕去，就
像剔除生活的芜杂，丢掉生活的多余。

每天打开门推开窗，多少市声蜂拥
而至，身陷在这巨大的漩涡里，有时不由
自主，随波逐流；有时也想拼力挣扎，但
大多徒劳。我惊觉于一声初夏的蝉鸣，
反观自身，亦不过是一颗患得患失的心，
在红尘里沉浮。

一声声蝉唱，引我们在季节里穿枝
拂叶。恍惚似是昨日，看看又是一年。

第一声蝉鸣
王福友

夏夜很年轻
一堆人围绕在父亲身旁

萤火点点
仿佛聆听天南海北的事

我困了起身回屋
夏夜就进入我的梦里

这个夜晚不老
月亮永远挂在树梢

抵达

抵达或者静坐一隅
高歌一曲，河水流淌
花儿般绽放，如你我所愿

清风徐来，翠柳摇摆
这里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画中人是你，也是我

摇橹而行，雁声悠扬
风景一望无际
最愿逢花开，沉醉东风

目光凝聚，风景如画
一段时光竟也这般安详

经历

我在经历一种山水
还有一种习惯和信仰
远山晴空，带我跨越

流水的高度，恍惚间
故乡如在目前
我在飞翔，一个山村
也如此多娇

山中小院

山色苍翠
到处都有我梦里的痕迹

鸡犬相闻，炊烟袅袅
沿着山路走的都是
似曾相识的人

酒肆喧嚷
醉卧案头的都是
远离故乡之人

这里可以通往很多地方
我是无意间的闯入者

夏夜
（外三首）

吴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