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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审美，许多人就觉得是
阳春白雪、高大上的事物。其实不
然，审美与现实的距离，并不是天
上的云和地上的人那么遥远。通
俗来讲，审美是相对于一叶障目
来说的。只要你看事物分析问题
时，别只看眼前；看得远一些、立
体一些——— 那么，你的眼光就有
了审美的意味。

审美层次不一样，所欣赏和理
解的境界就不同。在相互对接时，
便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前不
久，跟着朋友去乐陵百枣纲目公司
转悠，见会客厅前有个不小的池
塘。但池中水有点浑浊，池塘边也
无半棵水草。后来才知：原来公司
领导让下属给池塘做做卫生。下属
就想当然认为，做卫生讲究干净；

所谓干净，就是寸草不生，只剩一
片明亮耀眼的池水，所以把草都拔
光了。很明显，领导与下属，在对池
塘的审美方面，发生了分歧。该领
导是读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的，他喜欢原生态的美。而下属却
将“原生态”清理得根毛不剩。这让
领导很无奈——— 人家焚琴煮鹤，出
发点是好的。所以他只跟下属说了
句：以前还能吃点野菜水菜，拔了
以后就没得吃了。他没跟下属说：
你去读读《诗经》。什么层次的人，
说什么层次的话。你跟他说生态文

明，跟他讲《诗经·蒹葭》；他会做出
懵懂状——— 我干的活儿跟这玩意
儿有关系吗？所以，“诗向会人吟”，
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说到生态文明，想起一文友。
他说，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其内容是老人猎鱼，其高潮是老
人与鲨鱼搏斗；所以，题目改成

《老人猎鱼》或《老人与大鱼的搏
斗》，不是更贴切吗？乍听似乎很
在理，但过后一想，这样一改，没
有天海茫茫的底色，人之孤独的
意境与勇敢的硬汉精神，便少了

些来自大自然的生气与底蕴。所
以，还是叫《老人与海》好。这样，
让人明白：人是大自然的一员，并
非如孙悟空般，是从石头缝里蹦
出来的。

顾城有首诗《远和近》：“你，一
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
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诗歌
创作于特殊年代，反映了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疏远和淡漠。现在看来，
却仍有几分凛冽的现实意义。现在
的人，都成了网友或路人，不只是
看人时很远；就是“看云”时，也显
得很遥远了。

其实，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
就在于此：只看到眼前的人或事，
看不到身后将来以及远方的大背
景。 据《今晚报》

原原生生态态与与审审美美

伏天过去了，天高云淡，叫了
一个夏天的蝉仍不尽兴，在秋色
渐染的草地上，仍恣意地歌唱。这
些大自然的精灵，从黑暗的洞穴
里钻出来振翅一飞的那一刻开
始，就一直在用生命歌唱，从夏唱
到秋，唱得酣畅淋漓，唱得热火朝
天，唱得生命怒放。

有一天我帮母亲摘花生，一
只蝉儿在枯草丛中唱着慢拍子
的歌谣。我循声找去，发现它伏
在一枚枯叶上，我轻轻地触碰着
枯叶，它扑棱着翅膀竟然没飞多
远，就掉落在花生地里。

我拾起这只蝉，全身灰褐色，

不如夏天时的黑亮。动作也明显
迟缓了，有点老态龙钟之感，全然
没有了夏天灵巧的模样。我轻轻
地把它放在花生叶上，继续去摘
花生了。不会儿，那只秋蝉又兀自
继续歌唱起来。

也许这只蝉，刚刚告别夏天
的树枝，掉落在秋天的田野上，
但它对生命的热爱没有一丝的
停留，趁冬天还未来临，趁还有
一口气，就继续唱下去。虽没有
夏天的高亢，却更多是对生命的
热爱和不舍。

是的，它们经历了黑暗中
的蛰伏，经历了夏天温暖阳光
的普照，经历了风雨和雷电，看
够了夏天迤逦的风光，在醉人
的秋光山色中，能浅吟低唱，这
一生也是值得了。

柳永有一句描写秋蝉的词，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我想那
只是词人个人的心绪。他怎么可
能洞悉秋蝉的真实心境呢？只有
秋蝉自己最知道时光的宝贵，值
得珍惜：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
刻，我仍然要歌唱。我因爱这世
界而放声歌唱，因为，再不疯狂
再不歌唱，就真的老了。秋蝉的
歌声告诉世界，不管结局怎样，
能看到光明就很美好，每时刻都
是宝贵的，哪怕能多停留一秒也
是好的。

生命也许原本就很短暂，远
不如四季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
是生命却可以丰富多彩，远比四
季交替更加精彩。即使是一只秋
蝉，也要拼尽全力去歌唱。

赵自力

处暑西楼听晚蝉

如水之过滤，如蝉
之蜕皮，如刹那间的忘
却——— 忘却了才能记
起，记起那久久被遗忘
了的宝贵的情致。

唯有善良，始有单
纯。唯有自然，始有单
纯。唯有高尚和智慧与
情操，才甘愿做那近乎
荒谬的善良和单纯的文
和事。到头来，于是才知
道真正荒谬的是不单纯
与不善良的丑恶。

有儿童的单纯或也
有老人的单纯。儿童的
单纯是天性，老人的单
纯或是智慧，是更上一
层楼又一层楼的谦虚。

单纯也是无畏。无
畏方能无伪。

单纯是一切事物存
在的最快乐的形式。单
纯就是快乐。单纯就是
不设防。单纯就是秩序。

单纯是一只鸟，你
想捉它，它就飞去。单纯
是一枝花，你折下它，它
就枯萎。于是你才明了，
单纯原来就是你自己。

据《羊城晚报》

单纯

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
小。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
乱世的杂嚣。我见识了中国的翻
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
撞。有时候形势的波谲云诡令人
晕眩，有时候祸福说变就变，叫
人以为是进入了荒诞的梦境、是
在开国际玩笑。见过上层的讨论
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
自得其乐，还有世界的风云激
荡，我毕竟访问过六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我感受了呵护的幸运与

“贵人”的照拂。我也领教了嫉恨
者明枪暗箭的无所不用其极：他
们好累！

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只能
叫命运，只能叫机缘，只能叫赶上
点儿了，这仍然不是活法，不是你
老王某某人的笑声与热泪，不是
你老王的绝门儿与绝活儿。遭遇
是外在的，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
择。“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
是遭遇，而“回也不改其乐”，这是
活法。本来是习惯性满分与第一
名的好学生，一心要飞蛾扑火般
地献身革命。少年得志地当着团
委的小领导，一下子着了文学创
作的迷。骤得大名后紧接着是一
个“倒栽葱”。住进了高等学校的
新房室突然决心全家迁徙新疆。
官至“尚书”了却坚决回到写字台
前。十七岁的时候被人认为是三
十岁，而七十六岁了仍然在大
海一游就是一公里。这是活
法，这是个性，这是屡败屡

胜的不二法门。
我的活法积极而且正面，我

常常充满信心，对自己也对环
境。我常常按捺不住自己的笑
意。我常常想“笑场”。我的挫折
与悲观是我积极与正面的起跑
线。一个经历过如许的挫折与悲
观的人，结果摒弃了的是不切实
际，获得的是且战且进的一步一
个脚印，是干脆没有什么胜负，
而只有缤纷与趣味的经验。能够
不是这样吗？

我参加了那么多，掺和了那
么多，我与闻其盛，有份其荣辱
正误利害。我为此冒了不知多少
次傻气，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
不知我者谓我聪明绝顶，知我者
为我的傻气洋溢而摇头。善哉！

我不仅仅是参与者，我从来
没有停止过观察、欣赏、思考与
反省，也有痛惜、怀念、欣慰与几
滴混浊的泪。

我一辈子不断地更换着我
的活法。对于生活与活法，我贪！

看、听、历、感，并且参与了
那么多事儿以后，你应该记住，
你应该珍惜。你的记忆与思考将
会多少延续着你的活法，直到你
不在场了，不能看、听、历、感
了，但还在记忆着
与反刍着、重温着
与消化着你的活力
与活法。 王蒙

活法
有 一

天 ，教授问
他的学生：“为什么人生气时说话
要喊？”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
中一个学生说：“因为我们丧失了
冷静，所以我们会喊。”教授又问：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身边时，
你还是要喊。难道就不能小声地
说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
舌地说了一遍，但没有一个答案
是让教授满意的。

最后教授解释说：“当两个人
在生气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很远
的，而为了掩盖当中的距离使对

方 能 够 听 见 ，
于是必须要喊

起来，但是在喊的同时人会更生
气，更生气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
就又要喊声更大……”

教授接着说：“当两个人在相
恋时会怎么样呢？情况刚好相反，
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因为他们的
心很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
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
耳语式的说话，心中的爱因而更
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
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
之 间 早 已 经 没 有 所 谓 的 距 离
了……” 据《山东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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