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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个从荒芜
到芳草萋萋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
略也无法忽略的是生命的
摇篮——家。因为有家，因
为有深沉的牵挂，生命才
不会因无根而枯萎；也正
因为有家，因为有如此深
沉的牵挂，生命才会熠熠
生辉。

自从出现家庭以来，
家已成为人们抗御灾难、
承受艰辛的堡垒，成为人
们品味生活、享受人生的
乐园。对家庭的依恋是人
们对祖国、家乡、故园依恋
的凝聚。

（一）

家是什么？什么是家？
社会学家说，家是社

会的最小细胞。
哲学家说，家是个结

构，但不是结构主义。
史学家说，家属于历

史，历史必有开端。
统计学家说，家近乎

数字，但能千变万化。
文学家说，家需要比

较，比较代表文明。
恩格斯说，家庭就像

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
再是一个苹果。

艾默生说，家是父亲
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贫穷时，家是一个窝。
战争中，家是一副箩筐、一根扁

担。
动乱时，家是一汪平静的清泉，又

是一座精神的圣殿。
太平时，家是一座博物馆，又是一

个加油站。
孤独时，家是黑夜里的北斗，沙漠

里的绿洲。
富裕时，家是一帖清醒剂。
平日里，家是人生的城堡、温馨的

腹地、生活的爱窝。
家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梦想远

航的起点、欢乐幸福的归宿。
家是灵魂的广阔海滩、精神的太

阳浴场。
家是不可割断的血脉相连、难以

摧毁的永久记忆。
家是月光下的浓浓倾诉、夕阳里

的轻轻搀扶、远行时的声声叮咛、重逢
时的滚滚泪珠。

家是人性的凝聚力和同心力的所
在、人伦的博爱和道义之本。

我曾以为，家是曹雪芹笔下的“大
观 园 ”，是 福 克 纳 笔 下 的《喧 嚣 与 躁
动》，是易卜生笔下的《玩偶之家》，是
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是巴金直言不
讳的《家》，后来，渐渐才明白，家不仅
仅是文学大师所创作的这些兴盛的
家、昙花一现的家、破败的家，更是中
华民族的诗礼之家、书香世家。

其实，人的故乡不止一个，凡住过
的地方都是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
论身处何地，如果能够心境安然，哪里
都是家。正如白居易所说：“无论海角
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
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
计，种树栽桃拟待花。”

（二）

家的主体是什么？
生命是需要巢穴的，所有的巢穴

都离不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构
筑。能否构筑一个舒适的家、幸福的
家、温馨的家、和谐的家，决定的因素
是家庭主体的夫妻。

从几何原理上看，家是同心圆。如
果把一对男女比作半径不同的两个
圆，两圆相切就会成为异性朋友，两圆
相交就会成为情人，如果永远是同心
圆，就会组成一个家庭。因此可以说，
家是一对男女永不毕业的大学，是夫
妻间的心理诊所，也是以夫妻为主体
的多人世界。

爱是一个圆，夫妇之间，你为我
圆，我为你圆，在成全挚爱的圆中，也
同时成就了事业之圆、家庭之圆，自然
有了圆满的人生。

夫妻就是一副对联。红对绿，雨对
风，大雁对长空；夫对妻，婆对公，才子
对佳人。夫与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妙对。

对联有正对、反对、宽对、严对。夫
与妻呢？亦有许许多多的配对法子。英
雄配美人，才子结佳丽，是人世间的绝
配。赵明诚与李清照，一是金石专家，
一是词中红粉，志同道合，趣味相同，
对杖对得何其工整！司马相如与卓文
君，周郎与小乔，才对貌，武对文，阳刚
对阴柔。世俗中所求的门当户对，即是
才貌相齐、高矮般配，龙凤呈祥、鸳鸯
戏水，莲开并蒂、花好月圆，此谓正对。
而绅士缙绅偏爱小家碧玉，大家闺秀
钟情山野樵夫，虎背熊腰的壮汉娶了
个小巧玲珑的可人儿，莺歌燕舞的多
舌女嫁了个撞扁鼻子不出声的憨汉
子，急惊风配了个慢郎中，丑女孩挽了
个俊相公。一正一反，一刚一柔，一凸
一凹，一富一贫，皇帝与嫫母，俊的俊
得不得了，丑的丑得神奇，俊的忠贞，
丑的贤惠，也同样白头偕老、举案齐
眉，人皆称颂，又何尝不是天作之合、
人敬人羡？夫妻作对儿，也可以做成反
对，取长补短，相辅相成。阴阳之道，贵

于相补而致平衡。
红 红 的 对 联 贴 在 家

门两边，灿烂生光，喜气
洋洋。对联都成对成偶，
成对成偶便是好联。丈夫
要有个好妻子，妻子要有
个好丈夫。独联与单身都
不完美。夫妻要像对联壁
挂 家 门 一 样 ，都 成 双 成
对 ，劳 作 时 对 对 ，休 闲 时
对对。

夫妻这副对联，不能
只写在纸上，而要在行动
中 对 巧 、对 好 、对 对 。因
为 ，家 是 讲 情 的 地 方 ，不
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
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
艺 术 ，是 一 对 一 的 民 主 ，
一加一的自由。

夫妻持家，家庭健康
最 重 要 ，生 活 幸 福 离 不
了 。家 ，可 以 比 喻 成 一 座
花 园 ，精 心 呵 护 ，则 百 花
齐 放 ；失 去 呵 护 ，则 一 片
凋零。家需要慈母般的爱
心、园丁般的精心和织女
般 的 细 心 。男 人 是 土 壤 ，
女 人 是 雨 露 。没 有 责 任
感 ，没 有 至 真 至 纯 的 爱 ，
没 有 家 庭 健 康 的 意 识 和
理 念 ，家 就 不 成 为 家 ，花
园就无法茂盛鲜艳。

（三）

美好的家，应该以人为中心，以爱
为半径。

家是一个温馨而甜蜜的字眼，能
把每个人的心融化。家是心中的支柱
依靠，为我们撑起头顶那一片蓝天。就
算我们走遍海角天涯，总有个家在心
中萦萦牵挂。

只有家才能哺育出一代代生灵。
从原始社会的群居杂居，到封建社会
的一夫多妻，乃至今天的一夫一妻，家
的变迁史就是浓缩了的文明史。

家是童年的一首歌，家是其中的
一幅画。门前的柿子园，屋后的小池
塘，看家的小黄狗，夏夜的萤火虫，还
有高高的桑葚树下，奶奶用蒲扇摇出
的一个个古老的故事，组成一幅家庭
的美景，成为心中永不褪色的底片，成
为萦绕脑际的永久回忆。

家是生产甜蜜的工厂，家是打烊
的客栈。锅碗瓢盆交响曲成为三百六
十五天天天吟唱的歌谣。清晨捣衣的
棒槌声声、午间剁猪草的刀击声声、静
夜里纳鞋底的拽线声声，是母亲清丽
的独唱。

人生是一只漂泊的舢板，家是远
航归来的港口。在辛勤的艰难跋涉之
后，家是修养安歇的暖巢。这里有父母
的深情关爱，有夫妻间的甜蜜温馨，有
儿女的天真童趣，有享不尽的天伦之
乐。在家里敞开心扉，没有隔膜，没有
怨恨；在家里，温情就像一壶美酒，好
香好醇。家带给我们幸福美满，给我们
很多很多，让我们不可舍弃，不可分
离，不可疏远。

家是穿透人生的一缕情丝，当你
一人客居他乡的时候，无论有何等的
荣华富贵，也不论有何等的高官厚禄，
在情感上萦绕不止的，总是家的身影。
当生活凄风苦雨将你折磨得伤痕累累
的时候，抚平你的创伤，给你精神上慰
藉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份情。

人最幸福的时候，想到的是家，最
痛苦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家，家是全家
老小终生的牵挂。把家装在心里，痛苦
忧愁压不垮；把家装在心里，爱会伴你
走天涯。

家的甜美温馨是任何语言无法抒
写的漫漫人生路，再没有比家更温暖
的去处了。家里装的是实实在在的、平
平常常的日子。在家可以撒娇，也可以
打喷嚏；可以舒筋骨，也可以栽培志
趣；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天性，也可以
倒转时钟去寻找岁月的足迹；可以观
鱼赏花自制佳肴，美化休闲的时光，也
可以打点行装、充气加油，准备扬帆远
航。

德国诗人歌德有句名言：“不论是
国王还是农夫，谁在家里找到安乐，谁
就是最幸福的。”人生最难得的是家庭
的温馨、父母的疼爱、亲人的牵挂。从
这个意义上讲，花多少时间去经营这
个家都是值得的。

（四）

家有小家、大家之分，血缘关系组
成的是小家，地缘关系组成的是大家。
家的每一个足迹和国的每一寸土地，
是联系小家和大家的纽带。愿血缘地
缘总相续，小家大家皆欢喜。

办小家的事，要以不损害大家的
利益为前提。把小家装在心里，推广到
大家的范围，就是把祖国装在心里，把
人民装在心里。乱世舍小家为大家，盛
世则要和小家固大家。

不管小家和大家，都离不开事业，
而事业也不能没有家。建立在事业上
的家庭是最稳固的家，建立在家庭上
的事业是最甜蜜的事业。家好比地基，
事业如同大厦，地基越深越牢靠，大厦
便可以越辉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很
小，让每个人日日牵挂；国很大，滋育
代代炎黄子孙。家是我的家，国是我的
国。家是幸福的洋溢，国是荣誉的毅
力。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国家。

把
家
装
在
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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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来到郊外
的乡下，随便寻一方麦田净土，或坐或
立或行走，把自己置身于黄土田园或是
山坡沟壑的麦地间，仰望云卷云舒，平
视风吹麦浪，心情顿然豁朗了很多。

五月是个温暖的季节，小麦已然抽
穗灌浆，无边的麦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
下，绿油油，清爽爽，活脱脱，笑朗朗，株
株相拥，片片相连，似翠绿的屏障，像墨
绿的地毯，舒心地牵动着微风，惬意地
摇曳着身姿，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满满
的正能量，呈现出一派“小麦绕村苗郁
郁，柔桑满陌椹累累”的万千气象。

五月是小麦待丰收的季节。田地
里，到处可见农人们挥汗如雨、弯腰忙
碌的辛勤身影。风起时，舒展的麦苗此
起彼伏，犹如海里的浪花席卷，恰似 3D
播放的壮美乡村之画卷，给人以波澜壮
阔之美感。麦田间，贪食的麻雀飞起又
落下，叽叽喳喳的叫声萦绕空寂，仿佛
于急切中催生希望，在等待中捕食收
获。行走在齐腰深的麦田间，伸手去轻
抚吐穗的麦芒，像是在触摸少年嘴唇上
刚刚冒出的胡须，给人以隐隐约约的刺
痛感。这种触摸，奇妙、自然又撩动人
心，能瞬间深入人的骨髓，融化你的灵

魂，把你带到诗人白居易笔下“田家少
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
陇黄”之遥远过去，亦会使你能深刻体
会到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行中农人之
辛勤和不易。

在麦田间行走，看麦浪在微风里摇
曳翻滚，撩拨起人的万千思绪。举目远
眺，中条山云蒸霞蔚，盐池水碧波荡漾，
满目苍翠碧绿中，美丽乡村、绿色田园
盘坐其间，把大地装扮得恰似油画，把
人间勾勒得宛如仙境。行走在故乡的麦
田，吮吸着麦香的味道，你会闻到太阳
的味道、土地的味道、父母的味道。穗穗
麦子散发出的清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
的感觉，有感伤亦有幸福，有辛劳亦有
满足。记忆里，每年麦子灌浆长穗的时
节，父亲就会整天厮守在麦田，不是辛
勤劳作，就是蹲坐田头，惬意地抽着纸
卷的旱烟，像呵护自己的儿女一样，默
默地守护着自己心爱的麦田。每次我去
地里送饭，他就会把我架到他厚实的肩
上，脸上堆满笑意地说：“三娃，爸让你
看看咱们家的麦田！”那时的我年纪尚
幼，看不懂麦田，更读不懂父亲，坐在他
老人家高高的肩膀上，眼前看到的除了

麦田还是麦田。后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
长，我慢慢读懂了父亲，也读懂了父亲
当年要表达的意思——那一畦畦厚实
的麦田里，不仅栖居着故乡，更寄存着
农民父辈的辛劳和希望。思索着，随手
摘下一棵麦穗，慢慢揉碎放在嘴里咀
嚼，一时之间，那股熟悉且清香的味道，
瞬间便溢满全身，偾张的血脉亦追逐着
时光的脚步，一步步走向了岁月的深
处。

在麦田间行走，你能于温暖的季风
中感受自然界生命磅礴的力量，体会父
辈们劳作的艰辛与麦子生生不息的成
长。有一首诗曾这样赞美麦子：“躺下
来，它是一粒种子；站起来，它是一株麦
子。”作为粮食和种子，麦子一茬茬收
割，养育了一代代生命，延续了村庄的
烟火。我们呼吸着麦子的生命长大，麦
子的精神品质，在我们的血液里汩汩流
淌。

在麦田间行走，涌动的思绪无形中
便会勾起我对儿时的记忆：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那时的农村收麦子全靠人工。
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昨天还看
着青黄的麦子，经过第二天太阳的暴
晒，瞬间就黄干熟透了。一大早，父亲就
起来磨好镰刀，收拾好小平车，带着全
家老小来到地里抢收麦子。割麦子是技
术活，更是辛苦活，父亲在前面打头，哥
哥姐姐在后面紧跟。割倒的麦子一排排
平铺在地里，母亲和我便开始给麦子打
捆。夏日的日头凶狠而毒辣，能把人烤
焦，能把地烤化。即使如此，也挡不住劳
动人民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一块麦田
割完了，父亲和哥哥姐姐赶紧把一捆捆

麦 子 装 上 车 ， 用 人 力 把 麦 子 运 到 麦
场，套上牛，拉上石碾滚子，一圈圈
过碾，一遍遍扬场，一颗颗收籽，一
堆堆装袋，最后把麦秸秆做成垛，待
冬天到来时用其做引火的燃料。打下
的麦子需要在太阳下晾晒。晒麦子是
小孩子们最爱干的事了，一袋袋金黄
的麦子被倒出来，薄薄细细地平摊在
地 上 ， 我 就 会 和 小 伙 伴 们 一 边 看 粮
食、赶麻雀，一边撒欢似的围着一堆
堆的麦秸垛捉迷藏，玩累了，便找个
阴凉地儿铺个装麦子的口袋躺下，仰
望蓝天白云，感受微风清凉……

在麦田间行走，听时光的指针“嘀
嗒嘀嗒”前行，看风下青青麦浪翻滚，心
中禁不住感慨万千：随着我们国家经济
实力的增强和科技力量的提升，曾经农
村那种靠人收割肩扛麦子的艰辛劳动
场面，已伴随科学化种植和机械化收割
的普及，全然从人们生活中淡化、消失。
农业现代化的触角，已然深入农村生活
的每个细节，中国的农村也从刀耕火种
的原始劳作中实现了向现代化农业的
华丽转变。现如今，新一代农村年轻人
出门有车开，回到家就能冲热水澡，种
庄稼全靠机械化操作，收麦、收玉米用
的是联合收割机，他们以知识武装头
脑，以科技富民兴家，以紧跟国家新时
代的发展步伐，一路向前，健步如飞。

在麦田间行走，用勤劳之笔饱蘸汗
水的颜色，用灵动智慧的手涂描出一幅
丰收的画卷，向大地母亲致敬，向劳动
人民鞠躬，向青青的麦田致谢。大地母
亲，您好；劳动人民，辛苦；油油麦田，再
见！

在 麦 田 间 行 走
■■杨永敏杨永敏

公 元 618 年 至 907 年 间 某 月 某
天，河东道河中府的皇家庙宇蒲州普
救寺里梵香袅袅、游人如织。在熙熙
攘攘的游客中，有一位上京赶考、路
经蒲地的英俊书生，姓张，名珙，字君
瑞。他“久闻名河中府普救禅院，今日
里来瞻仰宝相庄严”。

在寺院小和尚的陪同下，张君瑞
穿廊过殿，游兴盎然。他“随喜了法堂
北 上 方 佛 殿 ，又 来 到 钟 楼 南 香 积 橱
前。游洞房登宝塔回廊绕遍，数罗汉
参菩萨拜谒圣贤”，“上上下下、前前
后后都游遍，信步间一抬头，又看见
一弯儿月牙门，粉墙嫣然”。

张生正欲上前，忽见一只彩蝶飞
过 墙 来 。接 着 ，“吱 呀 ”一 声 ，月 门 开
处，红娘手拈团扇，一边追逐着蝶儿，
一边回头唤道：“小姐快来，小姐快来
呀。”

只见貌若天仙的莺莺小姐飘然
而出，宛如一朵芙蓉临清波，又恰似
一枝桃花映山岩。

四目相对中，惊鸿一瞥间，一段
跌宕起伏的凄美爱情、一曲荡气回肠
的千古绝唱，就将这宝相庄严、不惹
尘 埃 的 佛 家 神 圣 地 ，变 成 了 流 芳 千
载、名播四海的爱情伊甸园。

那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崔老夫
人的金口玉言，那出尔反尔兄妹相称

时的晴天霹雳、山崩地陷，那“有美人乎见之不忘，一日不见乎
思之如狂”的瑶琴会意，那“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
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红简传情，那一声“前夜里咫尺天涯蓝桥
偏惹嗔，今日个玉堂人儿一墙之隔难亲近”的千般无奈，那一
片“一钩新月映残霞，人约黄昏柳荫下”的万缕柔情。那一折

“好姻缘本已天配定，你却是以怨报德悔婚誓”的严刑拷打，拷
出了小红娘的伶牙俐齿、智勇无双；那一幕“合欢未已愁相继，
顷刻间拆散鸳鸯两地飞”的长亭相送，道尽了有情人的喋血泣
泪、离恨别伤。

“眼中流尽血和泪，心底还同未烬灰。”
“伯劳东去燕西飞，万水千山何时回？”
这段发生在迢迢唐朝的爱情故事，竟然被元代杂剧大师

王实甫的生花妙笔演绎得淋漓尽致、旷世绝伦。
其实，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大都是两种结尾：或花好月圆

夫妻携手入洞房，或劳燕分飞此恨绵绵无绝期。但在这出《西
厢》里，当那离人怅然而去，渐渐消失在“四围山色中，一鞭残
阳里”，王老先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

张生此一去，是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还是状元及第，被唐
皇慧眼识珠招为东床，贪图了荣华富贵？是莺莺小姐屈服于老
夫人的严酷家法，被迫嫁与了郑恒为妻呢？还是张生只顾着

“月儿才上柳梢头，早已人约黄昏后”，荒废了学业而名落孙
山，无颜再见父老乡亲呢？也或许是，莺莺带着红娘千里寻夫
寻到长安，提前上演了黑脸包公《铡美案》！

而今天，当我们走进春帐犹挽的梨花禅院，当我们走出人
去室空的西厢别院，当我们留恋于千年古寺的旧貌新颜，当我
们驻足在蛙声一片的莺莺塔前，远眺层峦叠嶂、云遮雾断的遥
遥长安，当会禁不住扼腕兴叹、思绪翩跹。

我们会由衷感叹：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自
由自主的新时代，是何其有幸！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如果
莺莺能够穿越千年的时空，走进我们这个时代，那么，一切望
穿秋水的等待都不再是等待。我们或开车，或乘高铁，此去西
安，也不过是三两个小时的工夫，何其方便，何其快捷。

秋去春来今又是，往事越千年。千年的流光岁月，可以斑
驳这座千年古刹的碧瓦红墙，却掩不去海誓山盟、亘古永恒的
美丽爱情。千年的风起云涌，可以星移斗转，可以沧海桑田，却
无法摧毁古老河东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历史虽有它的必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存在无数的
偶然。我们无需说是普救寺因《西厢》而名，也不必说《西厢》缘
普救寺而生。我们只说，六根清净的寺庙，与风花雪月的爱情，
本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山西运城，在古老河东，二者却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曲相思《凤求凰》，知音千古此心同。在普救寺的后花园
里，三生石上的莺莺早已为我们许下了最美好的心愿：

愿世间芸芸众生蝶双飞莲并蒂鹊桥通霄汉，愿天下有情
人心相印爱相守都能结成佳眷。

普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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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郑
淑
平

郑
淑
平

终于挣脱时疫的阻挡
让心在春里缓缓徜徉
紫梅海棠丁香和晚樱
错乱了脚步忙坏目光
阳光逗弄调皮的青杏

撩得叶儿像醉了春风
我抚摸着安详的花魂
轻掬一抔土将她安葬
嗅闻着手心里的残香
张开手放她自由飘荡

什么鸟儿在林里歌唱
调皮地与我捉着迷藏
谁家的孩童在放风筝
蓝天下追着彩云飞翔
喜悦牵着行走的脚步
郁金香惊艳我的目光
笑在她的热情里绽放
心在春光里微醺飞扬
我走在如诗的春光里
将春的画图描摹欣赏
我牵着春风柔柔的手
走进画轴漫展的春光

走在如诗的春光里
■■任巧珍任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