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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良

我又一次回到乡下老家。
大红色的铁门落满灰尘，铁质的

门环锈迹斑斑。门楼屋檐下的两只红
灯笼，一只已经不知了去向，另一只褪
了色的还在空中“吱吱扭扭”晃悠着，
如泣如诉……

父母离世以后，我就很少回老家
了，眼前这个“家”已经没有了家的样
子，目之所及，尽显荒凉。一股酸楚之
感袭上心头，我泪眼蒙胧，顷刻间竟然
犹豫了——不知是走还是留。

清除掉杂草，打扫了院子，家才呈
现出我记忆中的模样。虽然旧了点，
但依然能嗅到父母在时的烟火气。

回老家本想清静，可此时的我却
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时已黄昏，我坐在堂屋的廊檐下，
一边品尝着刚泡开的菊花茶，一边环
视这个承载着我青春记忆的老屋。

南房屋檐下的一把镢头——父亲
生前开荒的那把镢头猛然间映入眼
帘，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村西的那条
荒沟……

那时，我在稷山化峪镇上的一所
学校任教。秋天的一个周末，父亲让
我和他一起去沟地开荒。

别人都不种的荒地我们为什么要
种？当时我心里不太乐意，但还是跟
着父亲一起下了地。

沟底一块狭窄的平地被雨水冲出
了树枝状的、一尺多深的壕沟，挨着三
面相连的坡地陡得几乎站不住人，并
且长满了说不上名字的荒草和野树。

父亲在前面吃力地刨着地，我紧
跟其后一边收拾杂草，一边整地。碰
上大一点的酸枣刺，父亲就刨一个大
坑，把扎在深层的根系一根根都拔掉。

“也就几棵酸枣刺，没必要这么费
劲吧？”我很疑惑。

“酸枣刺耐活，如果不连根除掉，
第二年还会发芽继续生长，和庄稼争
养分。”父亲说。

一天三晌，我们父子俩也没有说

上几句话，在多年无人涉足的荒沟“开
疆拓土”，打造出一亩半松软的新坡地。

父亲坐在坡顶，习惯性地脱下他
那双黑布鞋，口对口拍了几下，然后悠
闲地抽起自制的旱烟，脸上洋溢出满
意的笑容。

第二天早上，父亲刨坑，我点种，
也就半天时间，原来那片荒草丛生的
沟坡地变成点种了麦子的良田，散发
出醉人的泥土芳香。俯视脚下这块陌
生又熟悉的沟坡地，沐浴在阵阵凉爽
的秋风里，老父亲喜笑颜开，满怀丰收
的希望。

“如果年景好的话，这一亩半地
明年能打二三百斤麦子。庄稼户一辈
子以土地为本，粮食就是咱们的命根
子。”

父亲的光头上渗出层层汗珠，被
汗水湿透的白色粗布褂子贴在他结实
的脊背上，这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刻在我的心头。从小在村里长大的
我，似乎这一刻才明白，什么是农民的
本色。

麦子成熟的季节，我和父亲又来
到那块熟悉的沟坡地，火辣辣的太阳
炙烤着金光的麦浪。我们在蒸烫的麦
田里来来回回，割麦、捆麦，一直忙碌

到后半晌，束好的麦梱一行行整齐地
排列在希望的田野上。

由于没有大路，我们只能沿着陡
峭的坡道把麦子背到坡顶的平地。背
负百十来斤的麦梱，艰难地跋涉在崎
岖的坡路，稍有不慎就会“人仰马翻”，
其艰难程度几人能知？麦芒针刺般地
磨着脖子，痒得难忍，汗水顺着眼皮流
进眼睛，疼得难受，可也腾不出手来摸
一摸、擦一擦，就这样上来下去，下去
上来，一趟又一趟……

月亮已在夜空升起，一亩半的麦
子终于背上了坡顶。

父亲坐在土埝上喘了口气说：“庄
稼户为了多打点粮食，不知要多受多
少苦。可当我看到成片的麦子，想到成
堆的粮食，就觉得所有的苦都是甜
的！”

说完这句话，额头上还冒着热气
的老父亲又一次笑了……

后来几十年，每到农忙时节，我都
跟着父亲干些农活，父亲也一如既往
地种着他那一亩半沟坡地……

再次端起那杯菊花茶，浅黄色的
茶水涩中微甜；花园里那棵新生的树
欣欣向荣；厦脊上的一群鸽子腾空而
起，飞向遥远的天际。

和父亲开荒地

【问】都说助人为乐可以促进心理健康，
还有健康延年益寿的作用，是这样吗？

【答】心理咨询实践说明：孤独的生活往
往是种种心理疾患的前奏。没有朋友，没有
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便会感到不适与苦恼，
慢慢地，会对生存的意义感到困惑。因此，我
们需要友情，需要被他人接纳、尊重、关心和
理解。

在获得友情、搞好人际关系的诸多因素
中，“助人为乐”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有
过这样的体验：当你遇到棘手的难题，有人帮
助你，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当你感到苦恼时，
有人安慰你、开导你，你便会茅塞顿开……当
你得到精神、感情方面的安慰、鼓励、支持、帮
助时，一种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甚至产生
知恩图报的意愿。这样一来，你们之间的情
感联系也就加深了。同理，你在别人遇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时，热情地给予关心、爱护、
帮助，别人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效应。

同事、朋友有喜事就去祝贺，有大事时就
去商量，有难事时就去帮忙。这样，心情就会
越来越好，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研究表明，一个人对弱者或陷于困境的
朋友伸出援手，他自身心中会涌出欣慰之感；
一个人坚信自己于他人有助益，将更积极向
上。这“欣慰之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不
只是自我完善的催化剂，同时更是身心健康
的营养素。这就是俗话说的“情舒而病除”。

助人为乐之所以有利于身心健康，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可消除孤独感
心理学家把孤独称为随时都可引爆丧生

的“定时炸弹”。做好事是一种必须与他人发
生联系、接触的活动，做好事后，孤独感自然
就会消失。心情保持愉悦，有助于缓解负性
情绪的影响。

2.有助于增强自信心
人类生活方式是群体性的，既合作又竞

争。施善积德实质上是视他人为朋友，乐于
奉献，急人所难，竭力相助，在帮助他人的过
程中，除了自己获得欣慰感之外，还会坚信自
己于他人有益，会增加许多自信心，使心理处
于积极向上的状态。

3.可促进心理平衡
助人为乐者，一般不存私欲杂念，能宽容

待人，心胸坦荡，不图回报，内心极少有个人
得失的压抑，更不会花心思算计他人，因而有
助于保持良好的平衡心态。

长期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是健康长寿的
保证之一，“养生先养德”“善为福寿之本”，其
蕴含的科学哲理是完全正确的。

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长寿的秘
诀取决于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一个人要想长
寿，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助人为乐，多
做好事，看起来是思想道德领域的事，其实与
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三晋文化研究会健康第一·第一健康专业委员会
运城市营养保健行业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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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王水成：全国食疗养生大会高级顾
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助人为乐有健康（下）

□井玉梅

爸病了。
前一段时间，婆婆回老家，没人接

送孩子，我想起爸，打电话告知他，想
让他来上海帮我照顾孩子，没想到这
次爸却支支吾吾，说自己要动个小手
术。

震惊之余，才开始埋怨起他来，不
早点告诉我。

妈在旁边接话，让我放心，她会好
好照顾爸。

让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照顾另外
一个老人，不放心，但也无法。

假日期间，我带着孩子回娘家。
车晚点，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

点。
冲进里屋，爸正在发烧，颓唐的面

容，无精打采。不是说一个小手术吗，
怎么会这样？爸原先虽不算健壮，但
也健康有力，望着他瘦得脱了形的身
影，我眼里一酸，强忍掉泪的冲动。

端来一盆热水，绞干毛巾，我轻轻
地给爸擦拭额上的汗水，擦脸，再绞
干，热敷额头。

人们都说严父慈母，而爸在我心
目中则是和蔼可亲、温柔慈爱的代名
词，很少能够看到这么心思细腻的父
亲，我小时候，他每次出差总会想着给
我买花裙子、布娃娃；大了点，课外书、
学习机，乃至我们县城里买不到的珍
稀邮票他也会惦记着。

我帮爸把上衣脱去，轻轻为他擦
背，发烧的虚汗，带着股酸味儿，爸本
就瘦削，现在看上去更是肋骨根根分
明。

我想他也许习惯了默默地付出，
也一直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把自
己当成是儿女的坚强后盾，却从未想
过自己也有虚弱的时候，一旦发现自
己也会生病，怎么不让他感到失落和
悲伤呢？

我，结婚生子；爸，却老了。
朦胧中，扎着马尾的小姑娘，和爸

比身高，撒着娇，摇来晃去，那情景，那
高大的背影一去不复返了。

体温，几起几落间，渐渐地回到了
正常的温度。

天色大亮，不知道何时，爸已经不
见了踪影。透过窗望去，院子里，我的
女儿，尖尖的嗓音和外公一唱一和：

“阿公，你病好了？”
“好了，带你去摘阿公屋顶上的葡

萄好不好——”
“妈妈说，你还是得多休息会儿。”
“走动走动，不碍事。”
女儿稚嫩的话语，仿佛勾起了我

对儿时的回忆，也许那时的我，也是如
此缠着爸，喋喋不休。

闲不住的爸，退烧了，就忍不住到
处走走，为我和孩子采摘甘甜的果
实。爸抬起手臂，轻轻地托住那紫水
晶，扬起剪刀，“喀嚓”声起落间，一串
串疏密不均的葡萄就落在了手中、篮
子里。他神情专注，虽然脸色还依然
灰黄。 （《今晚报》）

背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