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处时，可以闭上眼睛，任凭思绪纵横驰骋。尽可

以不闻不问，屏蔽所有信息。任心如同一口古井，波

澜不起。过去的尽可以凭吊，让淡淡的忧伤缤纷出美

丽的花雨。未来的，尽可以天马行空，也可狂呼大叫，

也可默默流泪，也可傻傻微笑，也可一觉睡到自然醒。

独处，是纯自然状态下最真实的自己。人一旦进

入独处的境界，可以在千万人当中，如入无人之境。

在喧嚣的闹市里，也如在深山老林里，这已是一种佛

的境界了。身心俱忘，万法皆空，嬉笑怒骂，一任天

然。深夜，可以轻放一曲优美的音乐，舒缓轻柔，将

晶莹剔透的旋律漫过心田，浸入肌肤开满鲜花，血管

里流淌着山涧水流、毛孔里清风荡漾、骨子里透出清

香。躺在高背椅上，静对窗外的喷泉，不言不语，清

风、明月、阳光、鸟语、蝶舞、花香，便会自己来访。此

刻，便由升了一种朴素的优雅、宁静的高贵，寂静的

清宁……

周末，可以一个人去郊外，采一束素净的野花，插

在漂亮的玻璃花瓶里。给自己一个空间，泡一杯清

茗，对着小窗细品。可以自在地翻阅一本书，无所谓

悲喜。可以尽享一个人的孤独，也可以让自己一个人

尽情释放，让思绪独来独往。此刻，心是朴实的，情是

素淡的，生活是简单的。此刻，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此刻，名利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时光静美，心境空灵，一

种淡淡的寂寞，一种浅浅的温馨，一种一触即发在心

底的温柔，如风过草原，月映秋水，日出东山，天空雨

后，轻松、淡然、静美。此刻，是一种自我回归，一种无

与伦比的惬意与静怡。

特别喜欢卞之琳的那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每一个人都是一道风景，每一个

人都是一个美丽的梦。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回

归自己的本心，回归事物的本真，无所谓空与不空，无

所谓色与不色，无所谓美与不美，无所谓丑与不丑。

有一颗美丽的心，看一切都美。有一颗纯净的心，看

一切都纯净。心静了，世界亦静如止水。

独处，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孤独，对我而言却是一

种重塑自己空间的殿堂。可以享受心灵的对话，可以

放空疲惫的杂念，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

告诫自己：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实

事，就改变自身的态度；改变不了过往，就改变现在；

不能控制他人，就掌握自己；不能预期明天，就把握今

天。独处，可以在顺境中反思，逆境中笑看，无需患得

患失，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季临仲秋，远望绵延的一荡芦花，洁似游

云、轻如薄雾，花絮飞扬时，宛若纱帛抖雪，丝

绒漫舞，此时耳畔似隐隐传来久违的歌声：“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芦苇，铺炕

的苇席、装粮的苇囤、挡窗的苇帘、圈院的苇篱

……高大粗壮的芦苇挺实坚韧，可以编成苇笆

铺房顶、搭凉棚，质地软韧的细苇，到了农妇的

巧手里会编出斗笠、蓑衣、坐垫等。

那时，每年芦花白时，村长都要带人进芦

荡，专挑粗壮的芦杆，剪下中间最长的两节，苇

档上下不可剪漏，也不能压扁捏裂，拉回来倒

在苇席上铺匀，晒三五天，直到干黄，才轻拿轻

放地装进尺余的方纸箱，装满百余箱，等待城

里来卡车拉走。我不清楚两支铅笔长短的苇

杆派何用场，长大方知：是乐器厂制作笛膜的

原料。笛膜有两种，一是羊小肠做的“肠衣

膜”，另是芦杆内壁的“苇膜”，肠衣膜振音低

沉，适于吹奏悠扬、委婉的曲谱，苇膜则适合演

奏高亢、嘹亮的乐曲。如今，我每听到清脆的

笛声，眼前就浮现出老家的芦荡，听得心绪激

昂时，真想写一首颂扬芦荡的曲子，却惜自己

对音乐一窍不通。

去年芦花泛白时节，我回到阔别十几年的

故乡，下午刚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芦荡，

到了河畔不由眼前一亮，昔日的芦岸已被蜿蜒

的栅栏围起，芦花掩映的水边，一条木板栈道

通往苇荡深处。踏上栈板信步前行，见得道旁

不时耸起一个垂钓亭，或一座彩钢瓦与木板搭

建的二层小楼，既可餐饮又能住宿，招牌上的

“河鲜食谱”诱人垂涎：爆炒芦根、软炸河鱼、盐

水青虾……

走了一阵，曲曲弯弯的栈道不见尽头，让

我在芦花飞白中晕头转向，弄不清东南西北，

但我确信：沿道向前定有出路。走了近1个小

时，才见出口，细看“游览线路版”方知，“芦花

栈道”已建成数年，2578延长米，游人可休闲垂

钓、餐饮住宿，观赏芦荡美景，体验水岸风情。

傍晚，面迎夕阳、肩披落霞，缓步归途，芦荡

深处传来一串串鸣婉声，那是一种俗称“水溜

子”的鸥鸟，只有仲秋才能听到它的鸣叫，不知

是呼唤同伴汇聚南翔，还是风掠芦花引起躁动，

阵阵清脆的叫声，让我在浓郁的芦花清香中，体

味故园的气息、梦中的回望和不泯的乡情。

《平原的密码》全书分设“平原的四季”“平

原上的兵车”“平原上的白日梦”“平原上的庄

周”“平原上的小麦”“平原上的河流”“平原上

的国家”及“后记”八个部分，并由“平原的四

季”统摄全书。除后记外，各部分都以平原为

主题而相互牵扯、联系紧密，又各有不同的侧

重点而独具特色。许辉先生从寒暑四季、农耕

生活、地理环境、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切入，并

结合个人的想象与现实生活，深入而细腻地展

示了平原的浓墨重彩和深邃内涵，为广大读者

全景式地展现了一幅地理与历史、自然气质与

人文关怀交织的平原画卷。

其中“平原的四季”部分长达8万余字，从

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全面，从外物到内心，从

同质化的视角到个人化的眼界，多层次地展现

了平原属性及生活品质的方方面面。全书洋

溢着悠远深厚的对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生

活的敬畏与挚爱。正如许辉先生在后记中所

言：《平原的密码》各部分之间“相互补充、相互

拓展、相互仰赖、相互支撑、相互说明、相互深

化；也有零星的文字相互重叠，有时是无意的，

多数是有意的”。本书的所有文字都是许辉先

生对同一种审美倾向、同一种生活感受、同一

种思想文化的反复阐述，呈现出有意味的意境

和复沓，别具文体的特色和个性，生动地传递

出了他热爱生活与家园、敬畏自然与历史的有

内涵的生活态度。

许辉先生被评论界誉为“独树一帜的作

家”。他已出版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近

60种，且获多种文学奖项。他的中短篇小说代

表作《碑》《夏天的公事》等曾收入《中国新文学

大系》《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权威选本，评论

界称其作品是“非经典时代的经典”。他释读

中国传统经典的《泗水边的<论语>》《涡河边的

<老子>》《泗水边的<中庸>》《长江边的<孙子

兵法>》等专著，在读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并

且多数出版了繁体本。

著名散文家许辉先生的最新散文集《平原的密码》获好评，近期第2次印刷并投入

市场。该书是许辉先生继散文集《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子在川上

悦》，时隔三年后的又一散文力作，其蕴含有浓厚的文化意味，且意境深远、视野开阔、角

度独到，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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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荡芦花白一荡芦花白

我的乡下老家，有一条河在村前拐了个弯儿，经年累月，水流阻缓，淤积下一片偌大

的湿地，蓄泽出一荡连延绵浩的芦苇。每年初春，冰凌消融，鸥鹭、野鸭和许多不知名的

水鸟聚集，苇茬也拔出株株新绿，空旷的湿地开始羽翼旋腾、喙喉鸣婉、盎然喧沸；盛夏，

苇塘水深盈尺，我和小伙伴们常来洗澡、捉鱼、嬉戏，大家都笑得心花万朵；仲秋，凉露染

丛，尤是一场雨淋过，枯色渐浓，唯芦苇足吸水分尚显青葱，但茎杆举起的穗穗芦花，已

悄悄地白了。

辽宁义县 周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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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纷扰喧嚣的世界。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给自己留一个独处空间，给

生命留一份留白，未尝不是一种美丽。静静地坐在岩

石上，面朝大海，看潮起潮落，沙鸥翱翔与海浪一起飞

舞。此刻，放飞心灵，可以什么都不想，亦可以什么都

想，心无一物，是极乐也。

安徽合肥 张时卫

许辉许辉《《平原的密码平原的密码》》获好评获好评

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