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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 陈远鸿/摄

闲逸，是一种悠然的心境和情
致。于雨中赏花，于风中听琴，于雪
中赏梅，于月下对影成三人，既陶冶
情操，又涤荡心灵，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如烟似
雾，滋润着花花草草，也滋润着田野
山川。无需打伞，信步于迷迷蒙蒙之
中，所有忧愁烦恼都倏然消散。

春天种下的牵牛花，此刻正绿
意葱茏，紫色、粉色的小喇叭在细雨
的淋漓下，更加娇翠欲滴。信手摘下
一朵，逝去的光阴便仿佛重新回来
了。小时候，男孩子们总是把牵牛花
整棵拔下来，送给女生们，戴在脖子
上，然后你追我赶满山坡奔跑，一串
串笑声响彻整个童年的天空，把一
份份美丽的回忆，留在了浓郁芬芳
的牵牛花上。

童年像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又
像一条弯弯的船，装满了糖果，装满
了鲜花，装满了欢笑，也装满了快
乐，使人无限留恋，无限向往，更给
生活平添一种闲逸之美。

怀揣闲逸之情，一边于迷离细

雨中漫步，一边回忆童年往事，那些
如烟岁月便重新回到脑海，回到眼
前，令人无比舒心愉悦。

闲逸，同样是文人墨客的自由
心境。于早春临摹一份田园风光，于
盛夏临摹一卷绽放的花事，于深秋
临摹一份大地丰收的景象，于寒冬
临摹一场美轮美奂的大雪纷飞。大
自然的美情美景就都留在手中和心
中了。大多文人墨客都是以闲逸之
情将岁月勾勒得无限美好，用娴雅
的文字，描绘人生的美丽篇章。

记得清人张潮在《幽梦影》写过
一句：“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
泉”，一时间倾倒众多读者。花一定
要有蝴蝶蹁跹，才会更芬芳，芬芳到
活灵活现。山一定要有清泉围绕，才
会更生动，更有灵气和仙气。而人生
亦是如此，需要有一种闲逸的心情，
才会把光阴过成美好，过成诗情画
意。而张潮就是用这样清雅而清新
的文字，自持一份闲逸的气质，将光
阴书写得古意横流，诗情悠悠。

大画家齐白石的画作中更多的

都是些鱼鸟花虫，幅幅栩栩如生，幅
幅活灵活现，幅幅都是齐白石心闲
气静时的杰作。沉静，闲逸，是齐白
石的画风，也是齐白石的人生作风，
远离功名浮躁，一颗心在草木山水
间闲逸安适。

文人墨客都懂闲逸，我们也应
该懂得放松自己，活出闲逸之美，从
他们的文章和画卷，看他们是如何
诠释闲逸之美。例如，丰子恺先生的
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便
是将闲逸之美的真正含义诠释得淋
漓尽致了。

闲情逸致，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于山巅看日出日落，于花丛间看蜂
蝶缭绕，于水边品茗，于案边写字，
于月下听琴，于竹帘半掩间吟诗作
赋，举杯啜饮。让灵魂得到自由，让
文字在灵魂中起舞，让灵魂在文字
中飞翔。

惟愿余生能够拥有一份闲逸之
美，做一个闲雅之人，将灵魂放逐成
自由和恬淡，将生活放逐成自然和
美好。

闲逸之美
■程应来

小时候，总觉得夏日漫长，午后时光
尤其显得漫长。午后燥热，大人们忙农活
太累，要趁着这段时间休息一下。而孩子
们是不睡午觉的，这漫长的夏日午后，如
果不做点什么，简直要“发霉”了。

热浪一个劲儿翻滚，没有一丝风，树
叶也懒得动一下，蝉鸣有些声嘶力竭，鸡
犬也都倦怠了。我怕吵醒午睡的父母，蹑
手蹑脚地出了家门，奔向村北的树林。夏
日炎炎，树林俨然避暑山庄，是孩子们的
乐园。

几棵老树高大参天，撑起大片阴凉。
烈日暴晒，但有树的庇护，我们就什么都
不怕了。树林里，有的树矮墩墩的，长得
怪模怪样，大人都说这样的树不成材，但
却是我们的乐园。胆子大的男孩喜欢爬
到树上，颇有“占树为王”的风采。他们像
猴子一样灵巧，稳坐在树杈之间，用树枝
编成帽子，然后对树下的我们发号施令，
让我们捡帽子，拾树叶。我很羡慕那几个
有“王者风范”的人，有一天也跃跃欲试，
想要爬到树上去一展风采。可刚上了一
半，就被吓得直哆嗦，赶紧下来了。尽管
如此，我依旧觉得跟着伙伴们在树林里

玩特别快乐。
午后的时光慢得像是静止了，一切

都好像被高温烤蔫儿了，只有孩子们还
在不停雀跃。我们在树林里最常玩的游
戏是“拍电影”。所谓“拍电影”，就是把看
过的电影片段演一遍。那个年代的露天
电影极受欢迎，战争片多，也是我们的最
爱。《英雄儿女》《小兵张嘎》《铁道游击
队》之类的，我们看过很多遍，情节都能
倒背如流了。照例是一部分人当“好人”，
一部分人当“坏人”，上演敌我战斗的场
面。这样的游戏里，我成了主角，几乎每
次都充当英雄角色。玩得多了，我真觉得
自己身上多了英雄的光环。这可能是农
村孩子爱国情怀的启蒙，从那时起，我们
就知道真正的偶像是什么样子。

有时候，我们还会粘知了。把准备好
的面筋裹在竹竿上，便浩浩荡荡地冲向
树林。知了们叫得欢，我们循声望去，看
到一只硕大肥实的知了正在忘情歌唱。
于是，我们屏住呼吸，把竹竿伸过去。稳，
准，狠，一下就把知了粘住了。知了从忘
情的歌唱中醒悟过来，叫声立即变得嘶
哑。每次我们的战利品都不少，带回家让

母亲用油炸了吃。
我们在树林里追逐狂奔，没有一刻

安静，搅得树林都沸腾了。
玩得满头大汗，我们终于累到不想

动弹。大家就围在老忠爷爷身边，听他
讲故事。老钟爷爷是村里年龄最大的
人，他不再下地干活，夏日午后便静坐
在树林一角，看着我们这群“猴崽子”上
蹿下跳。我们玩累了就聚到他的身边，
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还有的
爬到树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大家不再
聒噪，而是静静地听老忠爷爷讲故事，
他讲哪个姓氏的人是怎么搬来的，还讲
谁的祖上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些故事在
他的讲述中很有神秘色彩，激起了我们
的好奇心。

风吹一阵，停一阵，长长短短。夏日
的午后时光，悠长缓慢。在我看来，木心
所说的“从前慢”，一是指从前的年代，二
是少年时代。小时候盼望长大，所以觉得
时光走得慢，如今长大，却觉得时光过得
飞快。其实时光还是那个时光，何曾改变
什么？我们在时光的流逝中怀恋往昔，也
在一边怀恋一边憧憬中一天天老去。

夏日午后慢时光
■王国梁

感应着大山的呼唤
我们走入大山
聆听草虫吟唱
呼吸落英芬芳

响应着河湖的呼唤
我们走向水畔
触及鱼群雀跃
去看水草婉转

我们迈开步伐
去行走、去丈量 森林、草原、沙漠、海滩……
我们打开五官
行千里、以致远
感受生物多样
让身体和心灵在路上，徜徉
阳台上的冬美人
夏天灿烂，冬天暗淡
却总是向阳，生长
巴山里的小豹猫
雌的“重重”，雄的“庆庆”
迁地保护 兄妹情深跃然纸上

尊重生命，爱护自然
是来自心底里最童真的呼唤
探索自然，发现自然
是源于对大地最本能的亲近
求真求实，敬畏自然 是我们对自然最虔诚的拥抱

梦想课堂，自然笔记
它们就是茶马古道
它们就是巴渝盐道
它们就是丝绸之路
它们就是成长阶梯
逐水而居，汇水而聚
沉积着文化，传承着文明

从根瘤菌到城市生态园
从小豹猫到白颌泛树蛙
从冬美人到故乡的枫杨
我们探寻夜间野性的重庆森林
我们尊重自然与人的共处原则
我们践行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自然笔记、科学影像
生态小品、调查报告
我们用小小的身躯
去追随大大的梦想
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自然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呈递博物的精神
笔记贵在坚持
我们传播信仰的力量
美丽中国 我们是行动者

路旁的紫藤萝花开了，一串串硕大的
花穗垂挂枝头，绚烂如云霞，褐色的枝蔓蜿
蜒曲折地攀附在木制的长廊上。

开满紫藤萝的长廊下，一对恋人甜蜜
地依偎着坐在一起，女孩吃着冰淇淋，嘴角
偶尔会沾上一些，男孩见着，便自然地为她
擦拭，女孩一脸的幸福。

就在这么一个擦嘴的细节里，饱含了
无限的深情。爱情的真心往往藏在许多微
小的细节里。在一个同事的微信朋友圈里，
看到了她老公为她穿袜子的照片，忍不住
多翻了翻，发现了她的许多爱情小甜蜜，甜
甜的，暖暖的，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纯
粹温柔的爱恋，纯纯的，柔柔的。

爱在细水长流中，爱在彼此的陪伴中。
爱，不在山盟海誓里；爱，不在甜言蜜语里；
爱，在他对你的所有细枝末节里。一个拥抱
的温暖、一个牵手的习惯、一个为你擦拭嘴
角的自然……

爷爷奶奶已经85岁高龄了，可不论走到
哪儿，爷爷都会拉着奶奶的手，爷爷在外面
看到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带点回去给奶奶
尝尝。奶奶腰腿不好，一辈子没做过饭的爷
爷便也开始学着做饭烧菜。奶奶生病住院，
爷爷日日夜夜守在奶奶身边，无微不至地照
顾着。其实，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粗心大
意的粗糙男子，随着岁月的沉淀，爷爷对奶
奶的爱越发深沉，人也越发温柔起来。

温柔的爱，弥足珍贵。在琐碎的生活
中，在繁忙的世俗里，有多少人能够温柔地
对待身边的伴侣？生活往往会让人生出戾
气，但愿我们都能保持对爱人的初心，温柔
以待。

女人如水，你轻轻的抚摸水，你会感受
到她的柔软，可你重重地猛击一拳，她也会
迸发出充满力量的水花刺疼你。人与人之
间都是相互的，你疼疼她，她也疼疼你。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从古至
今，爱情总令无数人为之神魂颠倒，多少痴
男怨女，多少爱恨情仇。爱情，往往藏在细
枝末节里，藏在一点一滴的琐碎生活里，藏
在陪伴你的细水长流里。

爱情，藏在细枝末节里
■熊金玲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农村，家家户户做饭菜、煮猪食都是用铁锅。铁锅是生
铁铸造的，加上每天与锅铲碰撞，锅底会越来越薄，时间长了会有沙眼，有时炒菜
做饭都会向锅底渗水。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谁家铁锅或瓷盆有沙眼或者裂缝渗水了（那时都是使用
瓷盆，时间长，陶瓷掉了，铁皮生锈就会有沙眼），通常都是用面糊临时堵一下，将
就着用，等钯盆钯锅人来了再进行修补。有时，一口锅或瓷盆常常是补了又补，疤
上套疤，只要不到实在不能修的地步，都舍不得扔掉。

走村串巷的补锅匠，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补锅匠来村里时，老远就能听到
吆喝声：“钯盆钯锅！钯盆钯锅……”听到这个吆喝声，有需要修补的人家就会走出
家门赶紧招呼，有的人家还会把补锅匠请到自家去。有时，补锅匠会在庄头，大家
会拎着破锅或破瓷盆来排队修补。

补锅匠最为显眼的行头就是肩上的那一副担子，一头装着炉子和风箱，另一
头装着补锅工具的木箱，还有围在腰上的黑色围腰布。木箱里面装着修补工具，如
钳子、铆钉、小锤以及剪成不同形状的铁皮和铝片钯钉等。木箱旁还挂着一个主要
工具，就是木制的“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很原始，木匠手里都有，总长大约一尺半，
直径一寸左右，分上下两截，上手柄有二寸长，下边是钻杆，最下面是一个用铁箍
固定的一个四方形的空槽，留着安装钻头；钻杆上缠有一根牛皮条和一根推拉杆。
左手抓住钻杆上边，右手抓着用牛皮条链接的拉杆，推出去，拉回来，带动钻杆一
反一正转动，便可在各种物器上钻出窟窿。不管钻铁锅还是瓷器，在开钻时都要往
物器的钻点上点滴机油。补锅匠在钻眼时是十分小心的，一旦有损坏是要赔偿的。
常言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些走村串巷的补锅匠，凭手中的一个木制金刚
钻，还真是什么活都敢揽。

那个时候，修补锅盆啥的只有钯钉。钯钉有两种；一种是铜质的，一种是铁质
的。补锅匠在修补时，都会拿起铁锅或瓷盆先看看要补的位置，并将铁锅或瓷盆倒
扣于铁顶杠上，顶在沙眼处，再用铁锤在沙眼处轻轻敲打，打出个绿豆大的小眼，
留着穿钯钉用。补锅钉大多是熟铁锻造，帽顶为伞状，直径不到2厘米，钉脚为两层
软铁片，补锅时，先在钉帽下抹一点石灰腻子，将钉脚从锅内向锅底外穿出，其外
套上一片螺垫，再将钉脚分开，盘扭至紧贴锅底，再用小锤敲打贴实，油蘸石灰一
擦，即补好了一颗钉。无论是破锅破碗，还是烂瓢烂盆，只要经过他们的手，就能变
废为宝，不大功夫，原本的破锅破碗、烂瓢烂盆很快就被修补得严丝合缝滴水不
漏，人们看着被修补好的锅碗瓢盆连连称奇，就连平时爱斤斤计较的人也都会爽
快地掏钱付费并连声称谢。

修补过的锅，在使用时还是要小心为好，被补过的锅有钯钉，会比旁边高出一
点，在使用锅铲时要格外小心，否则会把钯钉铲掉。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时，父母
都在湖里干活，我放学回到家，早晨煮的猪食都在锅里，我把猪食盛到猪桶里，刷
锅时一时大意，忘记大锅是被修补过的，用锅铲把钯钉铲起来了，水漏了一锅底。
害怕被父母发现，我从菜园里挖出淤泥，从锅底再把钯钉堵好。过了好几天，还是
被母亲发现了。

补锅匠一来，孩子们要么跟着他后面，要么围在他身边，看稀奇，看热闹，在欣
赏补锅匠精湛手艺的同时，自己也学一些修补技巧。我自己就学着制作钯钉，给自
家的瓷盆修补过几次，同样能不漏水，只是钯钉粗糙而已。但是锅漏了还是要等补
锅匠来修，自己不敢补，生怕把整个锅都给弄碎了。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轻盈的铝锅代替了铁锅，
“补锅时代”早已远去。随着高压锅、电饭煲、微波炉等高档炊具不断更新换代，补
锅早已成了陈年旧事，如今的人们再不需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补锅不如买锅，锅碗瓢盆坏了，一弃了之，也没有哪一家人会为一口破锅或烂盆发
愁的了。

补锅匠的脚步早已远去，但那一声声“钯盆钯锅”的吆喝声，依然留在我的记
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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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远方
■周丹彤 刘芯如 罗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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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莫四十多岁才有了儿子。中年得子，
让夫妻俩欢天喜地，视若掌上明珠。可开心
的日子没过多久，就遇上企业转制，夫妻俩
先后下岗。

为了他们的心肝宝贝，他们白天打零
工，晚上摆地摊，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干，终
于把儿子扶养大，还给儿子娶上了媳妇。儿
子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给他们添了个大胖孙
子。这时候，老俩口也都到了退休年龄，本该
颐养天年，享享清褔了，可他们又马不停蹄
地带起了孙子。在他们看来，爷爷奶奶带孙
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说，儿子媳妇工作
忙，没时间，他们不带谁带？老俩口带孩子辛
苦不说，还常倒贴微薄的退休金，他们从来
没抱怨过一句，反而乐此不彼。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前，老伴不幸
中风，走路都困难，一家的担子全压在了老
莫身上。老莫又要照顾老伴又要照顾孙子，

忙得连轴转，连剃头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
有时候，他对着镜子自嘲，说：“瞧瞧你这模
样，都成孙猴了。”

这个周未，儿子媳妇回家了。儿子媳妇
在家，老莫终于可以喘口气，也能上街理个
发洗个澡什么的，放松放松。

等忙完了一大家子的午餐，老莫就提着
个网兜出了门。他先到理发店剃了头刮了
脸，接着就去了浴室。

老莫刚走进一家浴室，兜里的手机就开
始响个不停，一看，是儿子打来的。老莫以为
孙子又哭闹了，忙问：“什么事啊？”儿子说：

“爸，您现在在哪儿了？”老莫说：“我刚进浴
室。”儿子说：“也就是说，您还没脱衣洗澡？”
老莫说：“是啊。到底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儿子似乎松了口气，说：“爸，您是不是忘了带
拖鞋？”老莫一翻网兜，还真没带。心想，原来
儿子就为这事？便笑了，说：“忘了忘了，不过

没关系，浴室里有公用拖鞋呢。”电话那头，儿
子一下急了，说：“什么没关系，关系可大啦！
里面的拖鞋不卫生，您千万别用。这样吧，您
在哪个浴室？我这就开车给您送拖鞋来。”老
莫一听，儿子说得在理，还是儿子想得周全
啊。便告诉儿子，自己在某某浴室。

过了一会，儿子赶来了，手里拿着一双拖
鞋。儿子把拖鞋递给父亲，说道：“爸，这是您
的拖鞋。”老莫接过拖鞋，心里一阵温暖，心
想：到底还是儿子好，能这么关心父亲，看来
自己的苦总算没白吃。当着众多人的面，老父
亲感到脸上异常光彩，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时候，儿子却数落起父亲来：“爸，您
真是老糊涂了，到公共浴室洗澡怎么能不带
拖鞋？幸亏我发现得早，要不然，您把病菌带
回家，遭殃的可是您孙子啊！”

老莫听了一愣，渐渐收住了脸上的笑
容。

拖鞋
■王 辉

小 小
说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