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朋友推荐了一种音乐，20分钟后她告诉我，甜甜的，越听越欢
乐。我赶紧问，你没有听出仁慈和悲苦吗？她说，当然听到了，但我首
先听出了欢乐。我问，你还听出来什么？她说，技巧，好繁复。

●我有些无语，为了检验她的发现，我又听了几遍，感觉她是对
的。的确，任何音乐都是有技巧的，没有自然天成的音乐，亦没有所谓
的天籁。一个主题的表达，需要很多乐器的伴奏，吹拉弹唱，鼓瑟吹
笙。任何主题的音乐，感伤的也好，优雅的也好，澄净的也好，在技巧层
面和声音层面，都是欢乐的、喜悦的，而且它们都是在表演，以忧伤、优
雅、澄净来取悦于人。如朋友所言，我推荐的音乐确实甜甜的，仔细体
会，还会听出轻飘飘的感觉。

●一首歌好听，首先指的是欢乐。哪怕是最严肃的歌曲，如果你听
出的是只是严肃和沉重，那它绝对算不上好歌，十有八九是失败的。就
像每一部文学经典，都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趣在先，有意义在后。
人呢，也一样，唯有欢乐才感人。所谓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我想就是欢
乐的感染力吧！

唯有欢乐感人

大家V微语

上个周末，好友芸在朋友圈晒了
她家的晚餐：一碗绿白相间的清粥，
一碟香辣爽口的萝卜干，两枚一分为
二的咸鸭蛋，配上自制的水煎包子，
看着清爽又有食欲。

芸说她做的是荷叶粥，先生和小
儿都很爱吃，百吃不厌。这让我不由
得想起母亲的荷叶粥。记得每到炎
夏，暑气袭人，母亲都会给奶奶熬上
一锅绿意生凉的荷叶粥。奶奶有血
压高的毛病，母亲说，荷叶性味甘寒，
有清热解暑、健脾平肝之功，适用于
暑热烦渴、降脂减肥和降压引饮，尤
其是中老年人，喝一碗荷叶粥有助于

“天然降压”。
熬荷叶粥很简单。每天清晨起

床，母亲先将淘好的大米下锅烧开，
再将新鲜的荷叶洗净，撕成细条，与
枸杞放入粥中。不用锅盖，取一张碧
绿的荷叶当锅盖罩上，用小火慢慢煨
熬。经过水的沸腾，不一会儿，荷叶
的香气随着粥香满屋弥漫开来。待
荷叶的色与香融进洁白软糯的粥里，
再将荷叶取出就可以了。

端一碗荷叶粥，那粥晶莹鲜亮，
水米交融，粥色中有浅浅的绿意，再
加上像盛开小花的枸杞点缀着，光那
模样儿就让人垂涎欲滴了。米香中
飘出一丝淡淡的荷叶清香，由鼻入
口，由口入心，慢慢地沁入肺腑，让人
神清气爽。我急不可耐地尝一口，顿
感绵香软滑，质地如绸，涤尽烦热，周
身舒坦。所以，即使不用佐菜，全家
人也都爱喝荷叶粥。

孩提时的我体弱，特别到了苦夏
时节，不是口舌生疮，就是感冒发烧，

失去胃口。彼时，母亲总会给我煮上
一碗可口的荷叶粥，等到粥即将煮好
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让我喝下去，
不仅胃口大开，整个人的身体也倍觉
舒适和通畅，感觉于肺腑间绽开了花
蕾。

记忆中夏日里那股浅浅的荷叶
清香就这样陪伴着我成长。长大后，
我自己也学着母亲做荷叶粥的样子，
去户外采来几张新鲜嫩绿的荷叶，准
备好一些冰糖与枸杞，为家人煮荷叶
粥吃。可说不清为什么，还是总会想
捧上一碗母亲做的荷叶粥，想念那种
芬芳馥郁、温馨滋补的感觉。

近段时间为了减肥，我晚上不吃
米饭。母亲知道后觉得时间长了会
伤身体，就专门赶过来，给我煮了一
碗荷叶粥。待到粥慢慢冷却下来，母
亲劝我说：“粥养人，吃点吧，不仅能
清凉解暑，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养
分。”站在一旁的父亲也连声赞同，我
没有理由拒绝。喝着碗里的荷叶粥，

“稀里哗啦”一阵儿，软糯的粥入口即
化，独特的荷叶香钻入肺腑，清清凉
凉的感觉萦绕着整个身心，再喝一
口，只觉得口齿留香，宛若轻风拂面
而来，让人顿感心静神明。看我一口
气吃了两大碗，父母亲才笑容满面地
离开。

幸福其实很简单，比如炎夏里，
全家围坐在餐桌旁，一碗鲜粥，一桌
笑声，一室香气，其乐融融。不管这
个夏天如何烈日炎炎，我知道，我的
心底早已被一片无法挥去的清凉与
绿意弥漫，将炎热一扫而光，暑意全
消，身心畅快。

清凉荷叶粥

母亲告诉我，海边村的芦苇都叫水芦苇。
难道还有旱芦苇？家乡一百多户人家，河流几十条，宅

前宅后都是水，总不见得长到竹园里去，那不是芦苇的地
盘。但有时也要相信一下的，到河边上走一圈，会看见一部
分芦苇确实长在岸上的，这个岸，海边村的人叫浜滩。

浜滩的芦苇长相有点苦恼：一是明显的矮，跟甘蔗、芦
粟一般长；二是粗，跟收梢的小芦粟差不多粗细。

芦苇是聪明的，到了海边村，想活个命，活个好命，唯一
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这个道理书上说是物竞天择，我们叫
识货，意思是懂得自己、懂得别人。水芦苇明白这个道理，
它用它的艰难抉择与生命事实证明活着比委屈更重要。

家乡的水芦苇就像打仗的战士一样，趴伏在几十条河
流边上。

但我一直感觉，漫天漫地的芦苇，是上天对家乡不经意
的恩赐。

立春的季节，是看不到芦苇的，芦苇还在睡觉。春分来
了，到河边去看，偶
尔会看到河水里竖
着的茎草在随波荡
漾 ，那 是 小 芦 苇 。
夏天来了，芦苇就
从水里冒了出来，
那速度与我们凫水
后突冒河面的架势
一样，都是刹那间

的事情，但芦苇没有声音，我们的声音稀里哗啦。
在水里的芦苇最容易长大，先前是鹅黄般的小头，尖尖

的，匀布于河面两边，像在守护着河流。一夜过去，一周过
去，一月过去，芦苇就会高过我们的人头。家乡的芦苇，家
乡的速度。每年这个时候，所有的芦苇总是以全新的姿态
莅临村庄，而且一定以最朴素、最古老、最文静的姿态，将海
边村打扮成绿色里的小村庄。

其时，我们开始盼端午节。挽一弯芦叶闻粽香。海边
村人历来叫“挽”芦苇的。我们握着长柄弯钩，伸出右手将
河边上的芦苇钩到眼门前，再伸出左手抓住芦苇，然后用右
手将芦叶往下掰下来，最后将芦叶放到花袋里。挽好后，及
时放钩，一放钩，芦苇又全部弹回到原处，站着不动了。

宅前宅后河里的芦苇挽光了，就约别人家孩子一起去
别处挽，挽了一些辰光后，我们就在浜滩边上玩纸牌，玩捉
迷藏，至于芦叶挽了多少、够不够，都不管。分手时，大家从
花袋里倒出芦叶，你一把、我一把，匀好后就回家。

芦苇很快长出了芦花。青蓝色的芦花会马上变成白乎
乎的芦花。芦花一白，芦苇叶白了，从芦梢到芦身，像是无
数的幕布拉在河岸上，水面绿茵茵，水上白茫茫，那样子，真
叫一个少见，也真叫一个好看。

芦花也是不能浪费的。父亲说，我们挽芦花去。也是
用原来的长柄弯钩，把芦苇钩进来，但芦叶是掰断的，芦花
是连芯拔的。芦芯在芦叶的包裹之下，是不愿意走离芦苇
的。走离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芦花不懂，但不离不弃是它的
做派。

大冷天，农事不紧，父亲开始做扫帚了，原材料就是芦
花。将五六根芦花并在一起，扎成姑娘的辫子模样，再挨序
排列，成了蒲扇样子，然后用剪刀修一下，安上一个竹柄，就
成了一把芦花扫帚。这扫帚扫地，特别着地、滑爽。芦花扫
帚扫过的地皮，颗粒状的尘灰是没有的。

芦苇最受欢迎的是芦秸秆。芦苇收割回来，放到仓库
场晒干，再捆成一捆捆，然后由村里分配到每户人家。芦干
是用作盖房的。是将芦秸秆编织成芦席或者芦笆。房子上
好正梁，钉了椽子，椽子上面就放芦苇，然后再盖稻柴，稻柴
要盖半尺厚，盖好后用稻柴绳织成的帘框盖住，大风就吹不
掉房顶，家就多了一份踏实与安稳。

芦苇啊，不需要我们服侍，也能够茁壮成长。长大后，
芦叶可以包粽子，芦花可以做扫帚，芦干可以盖房子，可以
做芦笆。我对芦苇服帖到底，觉得它的奉献惊人，而真正让
我对芦苇产生好感的是芦苇的根，我们那里叫它为芦根。

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河里，荡开芦苇，寻找哪处
芦苇长得最密、最粗、最壮，干什么？我们要顺着芦苇潜水
下去，去挖一根芦根吃。

芦根长在泥土板结、河水清冽的地方。第一个凫水动
作，只能判断芦根的生长的位置；第二个凫水，只能摸到芦
苇的根；第三个凫水，挖掉芦根周围的河泥。要来回好几
次，才能摸起最粗的芦根。我们人小、气短，只好轮流凫水，
谁拔出来不管的，反正都是大家的。

芦根拔到了，首先是分给把芦根挖出水面的人，是以结
果论英雄的，大家都没有意见。然后根据芦根的长短，每人
分到一节或者两节，就齐伏在河边吃芦根。芦根的吃法与
芦粟的吃法一样，就是大口大口地嚼，把芦根的水嚼出来咽
到喉咙里去。芦根的水甜津津的，一点儿也不腻，吃了不会
泻肚。

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芦苇几乎没有了，芦根自然也挖
不到了。那长得白白胖胖的根，那甜甜蜜蜜的根，不知道去
了哪里——想来是这样的：我已走出村庄，芦苇也走出村
庄，我对芦根的眷恋已经在我住的城市里发生。既然这样，
把芦苇藏在心底，应该是最合时宜的想法。

芦苇啊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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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昌

窗是由囱演化而来的。“窗”在《说文解
字》中有这样的解释：“窗”是“囱”的本字，在
墙上的叫牖，在屋顶上的叫囱或天窗。作家
茅盾在散文《天窗》里写道：在屋顶上面开一
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通过
天窗可以看见雨点、闪电、星星、云彩，天窗
是多么神奇啊！

我怀念小时候有木格子窗的老屋。窗子
很古老，暗红的木窗格，有小团镂空的花，一道
道细细的木纹，散发着松木的清香。打开窗
户，山光水色、日月星辰似乎都涌入室内，落于
案几，映于衣衫。站在窗前，放眼望去，山峦叠
翠，花红树绿，到处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作为
房子的眼睛，窗不但给我们带来生机，带来灵
气，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胸襟。

小轩窗，菱形木格，梳妆台前，佳人端
坐，对镜梳妆，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
无？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然而，小轩窗
对苏轼来说，却是浸透着血泪的思念，他在

《江城子》里写道：“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
言，唯有泪千行。”在诗人的梦里，小小的轩
窗里，见到了往昔的美好，那一瞬间的无语、
泪流，让这一扇窗成了思念亲人的经典。

清朝才子李渔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
人，在南京芥子园，他运用“框景”手法，设计
了尺幅窗、无心窗、梅窗等，即在墙上或船舱
上开扇形窗，并装裱四周。窗外的湖光山色
都成为窗内流动的图画，以达到“变昨为今，
化板成活，俾耳目之前，刻刻似有生机飞舞”
的境界。多么可爱又有情趣的文人啊！

喜欢在窗上搞艺术创作的还有郑板
桥。他在自家茅屋的窗前，置一小榻，夏日
新篁初放，甚凉爽；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
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
糊之。”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这些
不仅给郑板桥带来视觉上的乐趣，更使他胸
中有画意，于是，他画出了一个竹的世界，传
之后人，启迪来者。

窗不仅是看风景的门户，也是内心世界
的家园。刘墉《萤窗小语》里的短文都充满
哲理智慧，适合茶余饭后读之、思之。或者
打开诗词这扇窗，读陶渊明的“倚南窗以寄
傲，审容膝之易安”，读杜甫的“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读李白的“檐飞宛
溪水，窗落敬亭云”……诗情画意扑面而来，
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窗既是一种审美符号，又具有陶冶人情
的文化意味。

在生活中，家再小，也要给自己留一扇
窗，可以观景养眼，开阔胸襟。生活再累，也
要给自己留一扇心窗，有时间，就雕刻精美
一点，那窗里有自己的风景和故事。

有窗如画
□王永清

□钟芳

□许道军

谈天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