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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是微笑
冷晓荣

微笑是人世间最美的语言。
威尔科克斯说：“当生活像一首
歌那样轻快流畅时，笑颜常开乃
易事； 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仍
能微笑的人，才活的有价值。 ”

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爱笑

的人， 翻看从小到大的照片几
乎都是笑容灿烂， 嘴角微微上
扬，眼睛透出柔和的光芒，洋溢
着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微笑具有超强的感染力 ，
陌生人之间一个善意的微笑 ，
能消除戒备心理， 打开友善之
门。 急匆匆地骑行难免会发生
碰撞， 及时送上一个歉意的微
笑，顿时化干戈为玉帛；菜场有
位大姐的生意特别好， 每次去
买菜她总是笑盈盈的样子 ，从
来不像别的商贩那样斤斤计

较，反而友好地主动送葱送姜，
因为怀着一份感激， 每次买菜
我总会光顾她的摊位； 有次给
母亲办理药费报销， 唯恐手续
不全被工作人员责难， 焦急地
等候在窗口， 工作人员是位长
相清秀的中年女性， 她一边仔

细查看材料一边轻声询问情况，
话语间带着甜甜的笑意，让人觉
得如沐春风。

还记得到新单位报到那天，
内心忐忑不安， 新同事亲切的
笑容消除了我所有的紧张和顾

虑。 办公室的兰是个年轻的小
姑娘， 每次遇到办事人员来访
或是接听工作电话， 她总是声
音甜美，语气轻柔，谦和的举止
透露着真诚和友善， 也彰显出
自身的修养和品行， 那一刻她
宛如一位美丽的天使， 周身散
发着迷人的光芒。

微笑，一个简简单单的表情，
反映出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 都
说相由心生， 如果心长时间浸泡
在苦海里，脸上又怎能笑靥如花？
有位文友说：“中年人的生活前半
生一地鸡毛， 后半生跟不完美的
自己握手言和。 ”的确如此，中年
人身上责任大，肩头担子重，心里
有苦只能自己咽。 既不能像少年
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能
像老年人那样喋喋不休， 所有的
苦闷只能自己消化，自己排解。

人生如梦， 一切都是浮云，
忧伤也罢 ，快乐也罢 ，都是人生
的调味剂而已。 热爱生活的人，
总会努力让自己活得淡然知足，
有趣而丰富。 爱微笑的人内心平
和 ，眼里所见皆是美好 ，对任何
事情都能豁达面对，拥有一颗向
往美好生活的心灵。 和爱笑的人
在一起，你会觉得每一天都充满
阳光和欢乐。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
会太差 ，乐观的心态 ，积极的情
绪会赶走生活中的阴霾，让所有
的难题迎刃而解。

心灵的愉悦来自精神的富

有 ，来自心态的知足 ，只要心中
充满阳光，眼中就有美景。 清晨
寻一米阳光的暖，黄昏捡拾夕阳
余晖的诗意 ，赏春之明媚 、夏之
繁华、秋之沉淀、冬之丰盈。

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不断地
丰富自己 、充盈自己 ，让心灵强
大柔韧，温润饱满。 人生之旅若
能恬淡地看待所有的尘世悲

欢 ， 在平凡平淡中懂得知足常
乐 ，微笑地过好每一天 ，也是一
种难得的幸福。

开镰有稻
潘新日

水稻的一生一旦离开水 ，
不是早亡，便是成熟。 常年不断
水的秧田，一定是丰收的地块。

合该大嘴家倒霉， 秧苗插
上没几天，田里的水就没了，带
着油泥和肥料的水都漏到了燕

林家的秧田里。
大清早，大嘴“呼哧、呼哧”

地一口气挖了四五个田漏 ，抓
了好几条大黄鳝， 即便收获很
大，却没有了平时的欢乐劲儿，
怅然的心依然充满了仇恨 ，他
咬牙切齿地骂开了， 该死的黄
鳝，偏偏在我家田埂上打洞，肥
水都流走了，庄稼咋长啊！ 咋能
保证丰收啊！

燕林笑嘻嘻地站在大嘴面

前 ，故作惊讶 ，这么大的黄鳝 ，
拿回去给你爹下酒， 你爹肯定
会夸你。 大嘴不想搭理燕林，扛
起铁锹径直走开了， 闪了燕林
一把，燕林一时不知所措，他也
扛起铁锹走了。

大嘴家的田高 ， 村里人
插秧都用水 ，一场秧事过去 ，
池塘里的便见了底 ， 水位太
低 ，池塘里的水已经放不出来
了。大嘴找来潜水泵，接上电，
守着柔软的水 ， 看着那些白
花 花 的 液 体 顺 着 泵 管 瘫倒

在秧田里 。
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 ，水

稻刚栽上怕缺水 ，待秧苗行了
根 ，活了过来 ，变成黑油油一
片时 ，就不怕缺水了 ，丰收就
有望了。直到水稻打苞、抽穗、
扬花 、灌浆 ，就不能缺水了 ，这

期间 ，是最关键的时候 ，一定
要用水养着 ， 等到水稻一穗
穗 、一粒粒饱满时 ，一年的等待
就有了交代。

其实，稻子的丰收，是从秧
苗返青开始的。

乡下人把秧苗返青称作重

生，也是，谁家的秧苗栽上不是
死过一回，之后才会欣然发棵。
大嘴爹不愧是种庄稼的老把

式，秧田抽满水后，大嘴爹就追
加了复合肥， 说来也怪， 不几
天，他家的秧苗就缓过神来，一
天一变， 竟然超过了下面的几
块田。

燕林笑不起来了，他家的田
里没上农家肥， 秧苗没后劲，自
然赶不上大嘴家的。待大嘴家的
秧苗长得密不透风时，燕林家的
秧苗还是稀稀拉拉的，气得燕林
直跺脚。

老人们爱说， 庄稼这东西，
你骗它，它就骗你。果不其然，待
到秋后， 大嘴家的稻穗又饱又
大， 而燕林家的稻子又瘪又小。
但那有啥办法，也只有等明年多
施肥了。

我这人最喜欢看稻浪翻

滚的样子 ，一块一块的稻田连
在一起就是海洋，金灿灿的，大
片大片地涌动，好壮观，又很喜
人。 这时节，我和大嘴便扛着竹
竿， 在竹竿上绑一块薄皮纸，在
自家的田埂上悠来悠去，“噗噗”
的声音吓走了成群的麻雀和野

鸟 。 大嘴的皮纸开了 ，没有了
声音 ，那些小鸟们便落到稻田

中间偷吃 ，气得大嘴干着急 ，没
办法撵走它们。

大清早去放牛的时候 ，我
们把牛牵到草埂上 ，撒了手 ，也
不用担心牛会偷吃水稻， 我和
大嘴 、燕林三个沿着小径 ，在稻
田间穿梭 。 青青的蚂蚱在草叶
间奔跑 、蹦跳 ，细长的触须左右
晃动， 像是在试探， 我们一脚下
去 ，会惊走无数只小蚂蚱 ，它们
逃命的样子十分慌张 。 我们无
心伤害这些小生灵 ， 但也伤不
到它们 ，闻见脚步 ，它们早四散
而去， 根本不用担心踩到它们。
此时的露水很重，鞋子和裤角早
被打湿了，而勾了头的稻穗们还
是故意地把身上的露珠，粘到我
们腿上 ，几块田跑过来 ，裤腿上
全是星星点点的白色的野草花、
野草籽。

稻子说黄就黄了， 大人们在
月光下磨镰刀，“哧啦、 哧啦”直
响，那声音从磨镰石上传来，既轻
灵又闷实，把整个夜晚磨得通透，
光亮里，含着大人的希冀。

终于开镰了， 第一镰当然是
当家人的，大人小孩都出动了，一
人一畦，随着弯镰的飞舞，水稻整
整齐齐地倒在田垄上。 奔跑了一
个夏天，它们也该歇歇了。

又是一个丰收年， 沉甸甸的
稻粒躺在田里，颗粒饱满，笑得大
人们合不拢嘴， 他们似乎闻到了
新米的香味。

开镰有稻，这是大嘴爹讲的，
多少年过去了， 我依然不知道他
们说的是啥意思。

湖头条南南

笔人生妙妙

生生查查子子··论论 诗诗（（八八首首））
晓 阳

其一（雅 正）

三百思无邪，夫子论诗语。 群怨采薇归，更向兴观取。
爱也赋关鸠，恨也题仓鼠。 敦厚见情怀，风雅出机杼。

其二（情 景）

铸景以缘情，蜀道难而阻。 情借景为媒，问水清如许。
花木证春秋，时序关风雨。 荣谢本无心，休戚凭君度。

其三（新 旧）

铸景以缘情，蜀道难而阻。 情借景为媒，问水清如许。
花木证春秋，时序关风雨。 荣谢本无心，休戚凭君度。

其四（风 格）

歌啸大江东，寻觅黄昏后。 怒发拍栏杆，清泪沾衣袖。
豪放岂苏辛，婉约无肥瘦。 心性使之然，一朵分良莠。

其五（用 典）

经典似珍珠，镶嵌凭缝缀。 巧者度金针，拙者偷牙慧。
满纸古斓斑，何可今人味？ 妙手借先贤，须得灵犀会。

其六（立 意）

意在笔之先，辞乃章之备。 意立主呼奴，辞胜奴欺位。
兴逸气拿云，思壮神充沛。 胸臆慨慷无，枉自呕心肺。

其七（声 韵）

风软早莺啼，雨细秋蝉歇。 河汉落惊雷，山涧听呜咽。
天籁采真声，莫念宫商诀。 何处入心弦，自有清音发。

其八（境 界）

好句出天然，岂在呕心血？ 襟抱有苍生，不向权门谒。
尺水起惊波，笔底千堆雪。 秋夜豁明眸，长望关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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