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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老家，村子里永远有
这么几个闲人，一天到晚什么事
都不用做，总是站在自家门前，什
么都不做就是他们的生活。

天热的时候，他们光着上身，
穿一件陈旧潦草的大裤衩，永远洗
不干净的脚，趿拉着一双看不清原
有颜色的人字拖，腆着肚子，叉着
腰，东看看西看看。飞过去的鸟，跑
过去的狗，骑车路过的人，就连从
他们面前刮过去的风都会引起他
们目光的追随。然后搓搓胳肢窝，
抬头看看天气有什么变化，继续以
亘古不变的姿势立着。这是夏秋二
季，到了冬天与春天，闲人们就站
在温暖的阳光下，还是那副笑容那
副表情，只不过叉腰的手有时会缩
进袖筒里，鼻下偶尔还会挂着两串
清涕。我一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生
存的，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不
劳动就意味着没饭吃，可他们显然
营养十足，气色饱满，精神焕发，真
是令人想不通。

后来我开始有点明白，其实村
子里的闲人们，除了闲着这个主
业，还是有副业的，比如他们乐于
帮忙，村中红白事，少不得闲人们
的身影。此外闲人们还是个信息
库。有一次我也闲着，就和闲人闲
聊，外人看来就是两个闲人嘴皮子
的切磋。没想到，很少见面的闲人
能够准确叫出我的小名，还有我在
本宗九族范围内所有的亲属，包括
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这些枝节的
交错。家族的脉络在他的脑子里形
成一部典籍，我这才明白他慵懒与
无为之外的敏捷与清晰。他是村中
资料库，虽然意义不比国家档案
馆，但还是令我钦佩不已。

说起档案馆，突然想起老照
片里看到的一个情形，中国上个

世纪初的北平街道，熙熙攘攘的
两侧，闲人们挨着墙根与世无争
地站着，没有表情，无欲无求。闲
与散，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动力
与需要。这种闲散无形中扩散开，
街上行走的脚夫、贩子，还有骡马
们，都沾染了这种闲散，行色悠
闲。浮生如此繁琐，何必如此仓
促，在泛着岁月陈黄的相片中，一
个世纪之前的惯常思想形态，通
过镜头瞬间的捕捉，就这么闲散
地飘逸出来。

闲人似乎随处都能见着，即
使是以桑巴的快节奏来行走的都
市，闲人也照样理直气壮地存在
着。我家邻居里有个这样的人物，
他最喜欢坐在门口的小街上。不
过他的闲略微精致些，夏天有把
芭蕉扇，冬天怀里揣杯暖茶，最擅
长张家长李家短，自认天文地理
人文国事无不精晓。偏偏他的身
边常会围拢一群同样的饶舌者，
闲扯一处，为街中一大盛景。后来
闲人搬走了，我想，以他闲的恒心
与毅力，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开
拓一处闲散的新疆土。

贾平凹写过一篇《闲人》：为
什么会有闲人？据闻一次高级的
会上，天文学家说，因为天上的太
阳黑子增多才有了这些闲人；地
理学家说，因为地上的草木减少
才有了这些闲人；人类学家却一
口咬定是人太多的缘故，南瓜葫
芦一条蔓上，花开得太多必然是
有荒花的。

而我揣度，如果这世上没有
闲人，怎么衬得非闲人的繁忙？就
像光明与黑暗，丑女与美人，寒冷
与温暖，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对
立者，闲人是文明与进步中无法
抽离的存在，长命无绝衰。

竹肉相发，是个很特殊的词，
倘若对中国修辞或古典知识体会
不深、认知不足，极容易产生误解。
这个词语的起始，可以早到《世说
新语》：庾亮喜欢对孟嘉问东问西，
比方说孟嘉喜欢酣饮，然酒多不
乱，节制功夫甚好，庾亮便问：“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孟嘉答云：“明
公未得酒中趣尔。”庾亮又问：“听
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
嘉答曰：“渐近自然。”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史
上重要的品评观念，但要理解这
个观念之前，得先了解修辞上的
一个重要项目：借代。所谓借代，
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表示的事物，
而借用与这事物特征有密切关系
的东西作替代，如以局部替代整
体，以具体形象替代抽象概念。举
个例子来看，大家朗朗上口的杜
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就是以“朱门”借代富贵之
家，以“死骨”借代尸体。借代说穿
了其实就是避熟就生。回过头来
看庾亮所问：“听伎，丝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这里头便用了许
多借代修辞，“丝”借代丝弦乐器，

“竹”借代竹管乐器，“肉”借代为
人声，整句话翻成白话：“听歌伎
演奏唱歌，丝弦乐器之声比不上

竹管乐器，竹管乐器之音又不比上
人声，这是什么原因？”孟嘉倒是答
得清爽干脆：“渐近自然。”所谓自
然，实是魏晋人物所强调的尽去人
为雕饰，换言之，丝弦乐器人为多，
竹管乐器略少，人声则无假他物，
一派天然，故谓渐近自然也。

高中时，有一回老师补充讲
解晚明小品大家张岱所写的《西
湖七月半》，文章描写七月半杭州
人蜂至西湖赏月的情景。照理说
应该对月景大添笔墨才是，但张
岱开头却出人意表地说“西湖七
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
之人”，于是描绘出当晚湖上五种
人的特殊样貌。有“明为看月而实
不见月”的官员、“身在月下而实
不看月”的名门闺秀、“实无一看”
的醉汉、“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
的好友佳人，除了这四种，还有一
种是“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
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
欲人看其看月者”，这段话大多浅
显易懂，只消解释一下“弱管轻丝”
的“管”和“丝”都是借代乐器。

至于“竹肉相发”这样特殊的
词，学生大概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倒是日后要记住怎样解释才好，
这就不是老师重说了一遍正确答
案就能决定的了。

最近几年，好多朋友在忙碌的工作之
余，特地拨出时间去学一些跟谋生完全无
关的技艺，有的学木工，有的去刻印章，有
的去租一块地种起田来，还有的在自己家
阳台经营一个小小的蔬菜园。

这股“亲手做”的风潮，并不是一窝蜂
地赶流行，或许只是想稍稍摆脱因科技进
步带来的不安，也就是心理学家狄克森所
说的“黑箱忧郁症”。

现代人几乎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电子
产品，它们的确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满足了
我们的欲望，但几乎所有人对这些产品如
何运行完全不知道。就像一个神秘的黑箱
子，我们只知道按下开关它就开始运行，可
万一按下开关它没反应，就会束手无策，没
有人能“修理”它。

而早年的产品构造简单，是机械式的，
每个零件的运行我们都看得到，因此也能
够修补。但是现在的电流与电子信号，我们
看不到也摸不到。

而且，这些复杂又精密的科技产品，不
再是某个天才躲在车库里，自己一个人就
可以发明或创造出来，而是数以千计万计
的研发人员不眠不休努力好几个月好几年
才得以完成，然后通过工厂的自动化生产
流程大量制造出来，变成没有人得以一窥
究竟的“黑箱”。

除了不知它如何运转，万一死机该怎么
办的惶恐外，现代生活还充满太多我们无法
确定的事情。比如，即便老板欣赏我们，我们
表现得也够优秀，但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少数
几个外国人开会决定要撤销某个生产线，我
们的公司可能就倒了，我们就失业了。

这种不确定性在教养孩子上也一样，在
《小孩不坏》这部电影里，那位困惑的家长
说：“以前孩子出去会变坏，现在乖乖待在家
里也会变坏！”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孩子的世
界与新产生的问题，父母亲很难预料。

有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显示，由于不确
定性带来的困惑与精神压力，会把人逼疯。
自保之道或许是建立一个自己可以了解并
掌控的世界，比方亲手去制作一些东西。当
我们可以看着每个步骤发生，可以独立创
造完成，整个过程非常确定。这种确定让我
们安心，找到自己的存在与这个世界明确
的关系，也因为这种笃定，我们的嘴角上
扬，产生小小的幸福感觉。

在我的家乡，山里的湖，其实
是一些大水库。

我对山里的湖望而敬畏。原
来筑水库时把山给淹了，露在外
面的尖尖小岛是原来的山顶，现
在它们变得那么谦卑，想那湖该
有多深。

天地间的浩浩大水在原先的
山谷间荡漾，像风一样在水底蹿
来涌去，水灌石罅发出的嘭嘭声，
如果你是一条鱼，估计会听得见。
四周又有千山万壑，山岚凝露，滴
淌而下的水汇合在一起，便成了
水抱湖、湖抱水。那些水库大湖往
往出产硕大的灰白鲢鱼。一锅砂
锅鱼头汤是这湖边的美味。为什
么砂锅鱼头汤那么鲜美？鱼在水
库里吃山间流淌到水里的微生
物，湖底是岩石与细沙，而没有河
床的淤泥。所以，水库之鱼与河之
鱼不同，水库的鱼没有泥腥味。

到底是河水好喝，还是水库湖
水好喝？有一天，我的邻居周胖子
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现在的水污染
严重，他现在改用矿泉水做饭。周
胖子向我推销一只杯子，只要把水
放到杯子里摇一摇，就硬水变软
水，喝这样的水，不会生病。

我对周胖子的话将信将疑，

就想到从前我在山里见过的大湖，
那些有生命活力的大水。我对周胖
子说，真正的好水应该在山间，我
要到那些大水库里，在湖中心舀
水，把这些水装在一只瓦罐里。

谁在湖中心饮酒烹茶？我想
到三百年前的明代，在一个大冬
天，文人张岱到湖心亭看雪。天那
么冷，别人晚上躲在家里睡觉，他
却一个人去湖心亭。没想到，在张
岱之前，已经有两人坐在那里，悠
闲地喝酒聊天。湖心亭赏雪，就是
看水，那个亭子，在湖之心。

远离岸边的喧嚣和浮华，有
一汪好水。这些年，我在人多的地
方喝酒，口干舌燥，像蹦到岸上的
鱼张大嘴巴，“吧唧、吧唧”要喝
水，无数次想到湖心之水的清冽
与甘甜。到湖心舀水，是件费力又
费时的事情。水途迢迢，孤意清
凉，又要坐船，一般人是不去的。
无奈，我不想喝好酒，却想喝好
水，只有到湖心那个地方，让船停
下来，从湖心舀水。

到湖中心舀一桶干净的水，
从一桶水里，感受天地精华和一
个大湖的微微呼吸。湖中心的水，
有草叶与松子的清香，不单单可
以烹一壶好茶。

中国的耻感文化若按其本义来讲与西
方的罪感文化似乎相差无几，所谓“知耻近
乎勇”，若作“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或者

“勇于承认错误”阐释，并将“耻感”当作善
恶、是非、美丑的辨别标准，那当是不错的。
但国人对“耻感”的阐述毕竟比较笼统，远
不如西人对“原罪”的界定那么具体。

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由春秋而战国，由
封建而集权，这种耻感文化便随着社会价
值取向的变化而逐渐变异了。比如楚汉相
争，项羽兵败之后，不愿听从船夫的劝告渡
过乌江逃生。有学者认为这正是项羽的耻
感所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思”
的是什么？“思”的正是他的“耻感”。然而，
项羽为何感到羞耻呢？是因为他在争霸中
的残忍杀戮，还是因为他暴殄天物，火烧了
阿房宫？显然都不是，他的“无颜见江东父
老”完全是因为他的失败。在这里，本原
的耻感文化已经被“成王败寇”的价值取
向给异化了，并逐渐蜕变成颇具中国特色
的“面子文化”。不过，项羽毕竟还知道
羞耻，倘若换成刘邦呢？他会“不肯过江
东”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想想看，一
个亲爹被对方俘获并声言要烹掉，竟然还
提出可分一杯羹的市井无赖，怎么可能有

羞耻之心呢？
在如此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无耻便比

知耻更得人心，耻感文化便也从此沦为面
子文化——— 整个社会的表面也许还在崇尚
耻感，而内里却早已奉无耻为圭臬。面子文
化若从维护尊严或尊重他人的角度来看，
自然也是不错的；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
史当中，它更多的是以虚荣乃至虚伪的面
具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而成为一种权力游
戏。也许某些具有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还认
同本原意义的耻感文化，可作为皇权专制
社会的主流意识，则要么顾及面子，要么索
性无耻，有时为了面子还会更加无耻。“厚
黑学”之所以热销，盖源于此。为达目的而
不择手段，阴谋也好阳谋也好，任何卑鄙的
伎俩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

如此看来，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似乎
并非不相伯仲各有千秋，否则，“知耻”何至
于蜕变成无耻了呢？答案很简单，西方的罪
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对于个人
来讲，正因为自身来到世上就天然地带有
原罪，所以忏悔意识不可或缺；对于国家来
讲，正因为每一位官员也无不带有原罪，一
旦权力在手，就很可能将这种潜在的罪行
释放出来殃及与祸害广大民众。因此，对权

力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时刻监督和制衡
权力，以防其膨胀和越界；也只有这样，原
罪才不至于生发成罪行。在罪感文化的浸
润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就具有了一种纠
错的功能，就可以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完善
的境地。比如德国，经历了二战之后，全国
上下都认真进行了反省，于心灵深处忏悔
本国在二战时期对整个人类所犯下的罪
行，不止一次地公开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受
害最深的犹太人谢罪。当日本海啸引发福
岛核危机时，德国第一个提出终止本国核
电站的筹建项目。如此磊落的行为，不能不
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这才是真正的
有“面子”。而与我们中国相邻的日本就大
异其趣了，至今也未认真反省他们在侵华
战争和二战当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
也未曾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谢罪。其文
化原因恐怕正是他们把“耻感”定位在战败
上，这也就难怪他们的政府要员时不时地
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了。

耻感文化就其本原意义来讲，注重的
是人的道德伦理，似乎只要“圣人出”，只要

“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天下就“大
同”了。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与
约束，此类道德自律能靠得住吗？前面说

了，如果“耻感”指的确乎是“羞耻之心，义
之端也”，那自然是不错的。可中国汉字的
模糊性和多义性往往会让人各取所需地做
出歧义的理解和诠释。比如，当把失败当作
耻辱时，并不是所有的失败者都像项羽那
样选择自刎，更多的却是企图东山再起卷
土重来。于是，人们对“知耻近乎勇”的阐释
就不再是“勇于承认错误”，而是敢于报仇
雪恨。中国的叙事文学从来就不乏各种各
样血腥的复仇故事，这样的小说、电影和电
视剧更是连篇累牍。这究竟是在传播怎样
的一种文化、怎样的一种价值观？而一旦无
耻盛行，整个社会就会沉沦，就会堕落。竞
相以自己所占有的权力之大、攫取的金钱
和拥有的美女之多为荣，为此什么卑劣的
行径都敢干，“知耻近乎勇”岂不是蜕变成

“无耻近乎勇”了？
东西方在本源上颇有些近似的两种文

化，却因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在传承中“失之
毫厘，谬以千里”。如今是到了回溯本原耻
感文化的时候了，对西方的罪感文化更不
能拒之门外，而是应该虚心认真地加以吸
纳，并让二者相互融合不断提升。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找回失去的灵魂，才能使扭曲
的灵魂得到救赎。

当它到了暮年，回首一生，说不完
的酸楚。奶牛吧，吃的是草，挤出的是
奶，但老了，不仅没有儿孙满堂，颐养
天年，往往是被食肉寝皮。在商场里
面，牛肉干畅销着，也许那就是某头奶
牛的身躯。耕牛呢？劳作了一辈子，没
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既不能像人那
样，可以退休，可以提前离岗，甚至混
个调研员、巡视员什么的，到了动不了
时候，绝对就是等待生命的完结。力牛
呢？拉车，推磨，一生在行走，没有力
气寻觅生活了，既无养老保险，更没有
退休离休一说。没有力气了，谁见谁讨
厌。

我同情牛的境遇，却无力改变它们
的命运。

比如，张七家的这头牛，实实在在
有功劳啊，当年曾经戴过大红花呢。张
七会养牛，尽管集体生产的年代，每年
生产队给牛的粮只有三十斤，其余的就
是谷草。牛在春夏秋三季，主要是吃野
草。到了冬天，草枯了，天冷了，不得
已才吃谷草。牛吃粮的时间，一是
“双抢”，抢收抢种，二是冬天。但很
多人家却抠了牛粮，做了人粮。谁叫集
体分的粮食不够吃呢？

张七家的黑牯牛，一年四季都膘肥
体壮。张七从不抠牛粮，相反，总贴粮
来喂牛。集体生产时，使牛匠们总喜欢
去牵张七家的牛来用。这头黑牯牛，一
天能耕两亩地呢。比其他牛，要多出半
亩或一亩。为此，公社每年表彰，除了
社员，还有出了大力的牛。张七家的这
头牛，戴上大红花，被张七牵回家时，
一路的光彩。可是，不久，这牛得了
病，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就是长了牛
黄。牛献出了生命，人把牛黄当宝。比
起牛来，人真没有良心。

张七家的牛，就在一个晚上，被生
产队的“刽子手”刘五给杀了，每家分
了两三斤牛肉和牛骨头。从此，张七家
不再养牛，张七逢人就说，人咋就这么
没有良心呢？吃牛肉，吃得一点也不内
疚？

那时我太小，不懂得啥叫内疚，好
像除了张七，也没有大人懂啥叫内疚。
大家吃牛肉，喝牛骨汤，香着呢。

胡大脖子家的牛，更是活得冤枉。
胡大脖子家喂的是头沙牛(母牛)，任务
就是生小牛。那时节，牛是集体最宝贵
的财产。从三岁开始，一年产一头牛，
一共生了十四头牛，算得上功勋母亲
了。过度的生育，让它早早地衰老，到
她不能生育的时候，生命就进入了晚
期。这时并不是多子多福，并不是儿孙
绕膝，不仅没有后代来照顾，来嘘寒问
暖，相反是人见人弃，牛见牛躲。

生活就这么无情，牛比人可悲呢。因
为从来没有追究过牛的后代的不孝。人
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牛呢？再有多少
后牛，一点也不管用，甚至它们根本就不
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胡大脖子家的牛，
最终为生产队换来了一百斤良种麦。

那时交通不便，生产队都有牛车。
拉车的牛全是老弱病残不能下地下田耕
作了的。按人的理，早该在敬老院纳福
了，可是牛得生命不息，出力不止。比
如那头叫白头翁的牛，差不多快三十岁

了，还在继续拉架子车，车上装的，要
不是化肥，要不是农药，要不是种子，
要不是上级的救济粮。

路是泥巴石子路，牛走在上面，一
步一个脚印。天晴了，印子浅，白亮亮
的脚印，成串。雨天泥泞，脚印深，每
个牛脚印就是个水凼。大家如果这时在
路上，就边走边骂：“该死的牛，咋踩
这么多凼啊，把路搞得这么难走！”

牛就背着骂，拉着人们的生活生产
需求，重复日子。直到某一天实在拉不
动了，“刽子手”刘五就来大显身手。

乡村永远离不开牛，但人却没把牛
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当成生活的伙
伴！为了让牛多挤出一滴奶，多出一分
力，人常常欺骗牛。比如许诺给它喂精
饲料，那不过是糠皮麦麸；许诺劳动了
会放它休息，不过是把牛丢在山上，让
它自找草吃。人们对牛说假话瞎话时，
居然一点也不脸红不心跳。也许，牛对
人的假话瞎话听了一生，早麻木了，早
不信了。

牛没有抗争过，连唠叨也没有，直
到生命终结，默默走完了这一辈子……

一
时光的手工是极出色的，单单人生姿

态就有很多种。树啊草啊更不用说了，树有
年轮，草叶也有青葱与枯黄。一般很少有人
感叹时间，只懂得消费时光。但我还是坚持
说时间是一个魔术师，每个人都是它的道
具，舍不得自己当道具，也要舍得，时间从
来不管你的穷富或者地位卑微。

当一轮又一轮的光阴开始，我回头一
看，时间飞快。我想，能不能暂停脚步，停一
停，看看人生，看看风景呢？时间像细针，我
们像被拖曳的线，几弯几转。有时，生命旺
盛地生长，我们不觉；等到闲下来时，清梦
才在苏醒中。好在前方的生活对着我笑，我
也望着前方笑，时光的小溪里翻动着美妙
的小碎波。

我柔软的心，是在那一刻变得丰富而
又有内涵的吧。人生还有这样的片刻顿悟，
还有这样的心灵悸动，这该是一种美好的
休憩吧！

有位名人说过，生命是用来挥霍的；但
我也要说，时光也是来悄悄领受的。如
果……如果，就在此时，让你停下手中的活
儿，从办公桌走到窗户旁，伏在阳台上往下

看。你有闲情和耐心吗？
二

“那儿，几间平房，座西朝东，原先是某
家单位做仓库用的。房很旧了，屋顶有几处
破败得很，像一件破棉袄，露出里面的絮。

‘絮’是褐色的木片子，下雨的天，我总担心
它会不会漏雨。

“房子周围长了五棵紫薇。花开时节，我
留意过，一树花白，两树花红，两树花紫。把
几间平房，衬得水粉水粉的。常有一只野鹦
鹉，在花树间跳来跳去，变换着嗓音唱歌。

“房前，码着一堆砖，不知做什么用的。
砖堆上，很少有空落落的时候，上面或晒着
鞋，或晾着衣物什么。最常见的，是两双绒
拖鞋，一双蓝，一双红，它们相偎在砖堆上，
孵太阳。像夫，与妇。

“也真的是一对夫妇住着，男的是一家
公司的门卫，女的是街道清洁工。他们早出
晚归，从未与我照过面，但我听见过他们的
说话声，在夜晚，喁喁的，像虫鸣。我从夜晚
的阳台上望下去，望见屋子里的灯光，和在
灯光里走动的两个人影。世界美好得让人
心里长出水草来。

“某天，我突然发现砖堆上空着，不见

了蓝的拖鞋红的拖鞋，砖堆一下子变得异
常冷清与寂寥。他们外出了？还是生病了？
我有些心神不宁。

“重‘见’他们，是在几天后的午后。我
在阳台上晾衣裳，随意往楼下看了看，看到
砖堆上，赫然躺着一蓝一红两双绒拖鞋，在
太阳下，相偎着，仿佛它们从来不曾离开
过。那一刻，我的心里迸出欢喜来：感谢天！
他们还都好好地在着。”

不必追问引文中的“我”是哪一个，不
必猜度这些算不算“风景”，不必在意“蓝
夫”与“红妇”的寓意内涵；我轻轻地问一
问：你曾经停下来，这样去注视过吗……你
曾经停下来，这样说过心情吗？

你或许会说：喂，那是发闲呆吗？我不
会说，你讲得一定错。可我会说——— 停下
来，静静看的样子，静静想的样子，真的很
迷人、很可爱、很有味道。

高速运转是一种习惯，拼命挣钱是一
种习惯，尽情玩乐是一种习惯；就是停下来
看风景，没有成为一种习惯。

一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美玉般的石
头，是不会自己停下来的。它只会继续滚
动，滚向坡道的终点。我们是有思想的人，

不要做石头。当石头拼了老命滚动，加快滚
动速度；最终石头停止的时候，美玉般的形
体已经毁坏了，遍体鳞伤。

你，是不是那块美玉般的石头呢？
三

“心”是要宁静的，身边的一张张笑脸，
满满地盛着心意的甘露，你可否掬一捧又
一捧地喝下？曾经一瞥而过的山水风情，当
再次驻足流连，你是否会发现新美、本真在
跳动？你坐在父母亲的竹凳上，说着、笑着，
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慢声细语，你是否突然
感觉非常享受？

所以，一个人得学会停下，让心灵跳一
会儿舞。当肢体行走时，心灵跳舞的机会应
该不会太多，甚至很少。那么，就停下来一
会儿，又一会儿……眼睛发现，心灵感受
吧。

川端康成说：“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
朵插花，我心里想道：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
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真的
呀，心灵宁静，是因为停下来了；心吐芬芳，
是因为停下来看见了一朵花。

停一停，让心跟上来吧。就像露珠为一
株小草而降落，乖乖停在它的眼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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