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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女儿自己在家温习功
课，用音频放《桃花源记》，一下勾起
了我的诸多记忆，比如初中时期读这
篇文章的感受，又比如现在的心境体
会，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陶渊明是我非常喜欢的田园诗
人，他的田园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所描绘的生活方式，是许多人
的向往。想必，在每个人心中，也都有
一个桃花源式的梦吧。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渔人邂
逅“桃花源”的故事。文中呈现了一幅
山清水秀，田地肥沃，人们友好相处，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一个

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一切都是那么
美好，远离政治，远离叛乱，更没有层
层剥削。陶渊明为什么要描绘出这样
一幅美景呢？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
政治黑暗、战乱不断的年代。公元420
年，宋王刘裕让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
于他，改年号为“永初”，并在第二年
将司马德文杀害。政治的黑暗，让陶
渊明感到心灰意冷，因此，在他为官
期间，曾数次辞官归隐。陶渊明心怀
天下，关心民生疾苦，但黑暗的现实
社会给他的却是无情的打击，既然不
能施展才华，就只得将心中的美好愿
望寄于诗中，造一个美好的桃花源

梦。
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梦想，一种

寄托，但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
片桃花源，都有一个单纯宁静的世
界，当你累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可以
暂时歇一歇。只要你心中有了这份美
好，你就可以再次积蓄力量，继续前
行。

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
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
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
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
之为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像
陶渊明一样，放下当前拥有的一切，

坚持自己的初衷呢？
人生的选择充满种种诱惑，苦乐

自知，没有对错，适合自己当下的就
是最好的。回忆起大慨是2007年的时
候，我曾有机会调到市级部门去，那
时候的我还只是区县报社的一名普
通编辑。但几经考虑，我还是选择了
放弃。那一年我已经36岁，只想安居
于小城，陪伴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及
家人。

不管在怎样的状况下，每个人的
心中都会有一些憧憬，只要这份美好
一直在，就会支撑你走下去，不迷失
心中的方向。

心中常驻桃花源
■冉 烨

背着背篓缓慢地走着，阳光在他身后拉
出长长的影子，破旧的背心上汗渍涟涟，瘦削
的胸膛上下起伏着……见状，我们连忙走过
去，想要搭把手，但他挥挥手说：“不用！我自
己能行。”回到家中，他抹了把额头上滚动的
汗珠，眉开眼笑道：“终于把这些建材弄回来
了！”而后，他点上一根烟，深吸一口，微眯着
眼睛，吐出烟雾，无比幸福的样子。每每劳作
后，他都要抽上一根烟，觉得这是神仙般的享
受。

从那栋破旧的老屋开始翻新，他二话不
说，径直加入到施工队伍中，化身为建筑工
人。这般亲力亲为，让他有些劳累，但无论家

人如何劝，总也劝不动。追求尽善尽美，是他
活了大半辈子的执拗。他就是我年逾七旬的
外公。

日常，外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咱们
要弄，就要尽力弄好！弄得二不跨五（方言，
即半吊子，不好不坏的意思）的，不如不弄。”
他如此在说，也如此在做，势必尽自己所能
做到最好，比如耕种农作物，坚决原生态；比
如养鸡养鸭，绝不投喂饲料；比如为猪羊修
圈，一定要考虑隔热保暖……凡此种种，举
之不尽，并在最开始被周围人诟病后，不约
而同地效仿。当决定翻新老家那栋修建于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破旧老屋时，外公更
是闲不住了。在农村，修房上梁可是了不得
的事情。因此，从安排工期到各种建筑材料
的选择、搬运，以及施工安全等，外公无一不
当成头等大事。

老屋翻新开始,外公像被鞭子抽动的陀
螺，不愿意停下来，固执地参与到每一件事
务中。望着深挖的地基，紧紧相连的钢筋水
泥梁柱，层层垒高的墙砖，他总是念叨：“房
子以后要留给孩子们住,不修牢固点怎么
行？”当年，外公在唐山当基建工程兵，经历

过那场大地震，对建筑物的牢固与否格外在
意。因此，老屋翻新这件事，他的第一考虑就
是结实耐用。邻居们说：“段师傅，两三层楼
的房子，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吧！”外公拍拍
手上厚厚的一层灰，说：“一家人团圆相聚的
地方，可马虎不得。牢固一点，住得才安心，
光面子漂亮不得行。”他的话，让周围几家也
在修房子的村民改变了原本只要把外墙弄
得光鲜漂亮的想法，也首先考虑起房子的牢
固问题来。

看到外公的神奇影响力，我忍不住笑着
说他像个宣传委员,宣传蛮负责蛮到位的。外
公陷入了沉思，良久才神色肃穆地说:“那年
的大地震，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想到有多
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是搞工程的，知道牢固点总不是坏事。乡
里乡亲的，提个醒，就是一两句话的事情。”

老屋翻新期间,我每次回去，都能看见外
公灰头土脸的样子，难免心痛，忍不住又劝
道：“外公，咱们已经修得很好了，不要太辛
苦！”外公看着我，拍拍身上的灰尘，一脸笑
意地道：“不苦不苦，将来一家人住得安逸，
外公再苦也值得。乖孙，咱们做事情可不能
差不多就行了。”就这样，在他一丝不苟的要
求下，老屋慢慢呈现出了新貌。新房的每一
根梁，每一面墙，每一块地板，每一道栏杆，
几乎都有外公身体力行的身影。工人们都
说：“和段师傅一起，做啥子事情都不敢马
虎。这栋房子修下来，还从段师傅手里学到

不少经验呢！”
房子的主体工程彻底完工，该刷墙漆安

灯饰了。墙漆和灯饰的选择，一家子早已经
商定好，届时请人来施工就可以了，但国庆
假期回老家，我发现外公正在安装刚到货的
灯饰。他站在梯子顶端，旁边放着灯。我心里
一紧，急忙说：“外公，买灯的时候不是说商
家来安装吗？”外公看了我一眼，说：“他们要
排期，难得等。算了，还是自己安吧，反正我
也会弄。乖孙，外公可不想咱们家的灯用着
用着就掉下来。”外公说的是之前城里那套
房子的客厅吊灯突然掉落的事儿。说完，外
公继续摆弄那几根红蓝黄绿的电线，满是老
茧的手拿起灯，把接头连好，再费力地往墙
上扭紧螺丝钉。他爬满皱纹的额头下镶嵌着
一双专注的眼睛，浑浊的眼白挡不住那坚毅
的光芒。

到了晚上，所有灯饰都安装好了。看着
被灯光照耀，倏然间明亮无比的房间，我内
心一片豁亮：“要不是外公，恐怕咱们家的老
屋翻新不会这么快吧！”听外公外婆说，周围
几家村民修房子，前前后后用了一年多时
间，都还只是个半拉子工程。倒不是承包商
不负责，而是农村建筑工人少的缘故。

墙壁灯饰弄好后，外公请邻居来家里吃
饭，大家聊得很是高兴。邻居问：“段师傅，听
说这些灯都是你自己安的？”“是啊！咋样？亮
堂不？”“亮得很啰！你做事情就是认真。哎,说
起来还要谢谢你，前几年多亏你劝我家娃儿

别游手好闲，他现在在外面打工，工资不低，
也孝顺，说是要把咱家老屋也像你们家这样
翻新一下呢!”“那敢情好啊！”……听着他们
聊家长里短，我发现，外公笑眯眯的眼神里
蕴藏着幸福的光，屋子里的灯也亮了许多。

我知道，外公所有的执拗、较真，身体力
行做的每件事，都并不是要彰显自己多了不
得，他只是不想懈怠，想尽力多做一点,哪怕
仅有一点点火星，也想把那一点点发挥到极
致，直至燃尽为止。但外公没有想到，他的这
种行事方式，默默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就像
一束光，在暗黑的世界里，给予人全部光芒
和温暖。

看着灯光下的外公，那瘦削脸颊上洋溢
的幸福，我想，我也应该走出藩篱，坚定步
伐，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幸福之光。

（指导老师：何彬瑞）

幸福是一种光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2025届12班 汪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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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桃花开了
一树比一树急切
一朵比一朵热烈
片片粉红
就像那位辫子粗又长的姑娘

我在城市的一角
循着内心的方向
寻找落花的诗行
一个人的行程
孤独又迷茫

未曾想
风中，桃花一眼就认出了我
释放出的热情
仿佛在告诉我
无论我走到哪里
家乡的温暖和美好
都会如影随形

乡村三月

燕子在航拍
燕尾要剪辑最美春景
柳枝在抒情
柳笛要奏响对岁月的憧憬
桃花在嬉闹
花瓣要编织妩媚的梦境
从草地上飞起的风筝
带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誓要打开天空的心门

“啪”的一声响
扶犁人的手轻轻一扬
泥土里就翻滚出
节令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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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春秋

大概有两年了吧，每天拍一张照片记录生
活，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

我之所以频繁地记录，是因为生活值得。有
时候并不是照片需要我们留念，而是我们需要
照片来帮我们留念。当日后某一天翻看这些照
片，就会想起当时拍照的心境，也会欣慰于当时
的随手一拍。

我所记录的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而是
生活中的微小细节。比如每天的晨光、上下班时
路过的街道、与朋友聚会的开心时刻、偶遇的猫
和狗……我拍的照片很生活化，可以说非常随
意。路边的椅子平淡无奇，可是在某个时刻笼罩
了一片光晕，看上去立马就不同了。即使我什么
也不说，你也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下
午。拍照，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截取一个瞬间，
留下一个让你心动的时刻。

《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句话：“能拍就拍，
能照就照，想炫的一定要炫。十年后，再好的相
机和技术，也拍不出如此般模样。大胆地记录生
活，你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值得被收藏的。”说得
真好，想炫就炫出来。大部分照片都储存在我的
电子相册里，不光有高光闪亮的瞬间，也有生活
里不如意的时刻，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记录下了凌晨三点出差赶飞机
时的微雨，三伏天当街搞促销时晒黑的皮肤、汗
水湿透的衣衫，母亲生病住院时那一个个不眠
之夜……这样的记录，让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
有耐心，更加注重细节了。

在某个社交平台，我有一位“特别关注”的好友，他身体不太好，轻
易不出门，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每天通过窗户拍一张楼下的风景：那棵
银杏树的春、夏、秋、冬，云雾、雨雪，甚至还有风的样子——摇摆的柳
枝、飞扬的裙摆、水面的微澜……这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一份属于自
己的记忆。虽然今生也未必能谋面，但我知道，他身体里住着一个绝对
浪漫又炽热的灵魂。

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几乎人
手一部手机的当下，拍照变成一件越来越方便的事情。当我们拍下转瞬
即逝的美好时，最重要的是镜头背后的眼与心，那关乎着我们以怎样的
体验在感受生活，用怎样的视角在看待这个世界。

爱人把我的拍照行为形容为“私摄影”，我击掌叫好：“神比喻！”一
个“私”字，寓意只与自己有关，仿佛是我和大千世界的喃喃自语，凡俗
的日子在影像中慢慢发酵，终会酿成一首悠长的私人生活之诗。

私
人
生
活
之
诗

■
夏
学
军

心灵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