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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石祥民

天下万物，自有境界。一座山、一条
河、一方土、一片林，都得固守自己的疆
域。除了人类尚未认知的宇宙，一切都在
境界之内。物的存在，是建立在境界的存
在之上的。没有水面，湖是不存在的；没有
山脊，山是不存在的。

万物有相。喜马拉雅山之雄伟高耸，
太平洋之波涛汹涌，亚马孙河之浩荡千回，
无不展示出自我的性情，构造出别具一格
的境界。山间的一条小溪，掩映在草木花
丛之下，在石缝间穿来穿去，清澈见底。描
写小溪的诗句不可言尽，但王维的那首《过
青溪水作》则是最好的，“随山将万转，趣途
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
泛菱荇，澄澄映葭苇。”他笔下小溪之境界，
仿佛思想的清流。

同样，我们不能无视动物与虫鸟构造
出的境界。老虎在深山丛林的一条瀑布
下打盹，苍鹰在巅峰的一片巨石上伫立，
忽有剧烈的山风吹来，林木呼啸，老虎睁
开眼警觉地四下张望，苍鹰“啁啁”叫着，
展开双翅冲上云霄，谁能说这不是境界？
那年我去宁夏的鸣翠湖，在湖边的一根树
桩上看到了一只苍鹭，与四周忙碌的鸟儿
相比，它只是伫立，目光忽高忽低地注视
着天空和湖水。是失恋？还是被众鸟抛
弃？那样孤独。在我看来，它长久的伫立
是在孤独中清高，形成唯我独尊的境界，
就如在喧嚣的街头我见到过的那些默默
站立或静坐沉思的人。

如果用心，就会发现小虫儿也有境

界。雨后的清晨，我在院里阅读萨特的《存
在与虚无》。水泥地上的绿苔，在清风的作
用下，散发出一股推波助澜的气息，群群蚂
蚁争先恐后爬出洞穴，攀爬到一棵柿子树
上。它们列队上树，一会儿嘴里衔着星星
点点的东西列队下来。上下两队蚂蚁整齐
有序，为一棵树营造出了风景，也形成它们
自身的风景。那个清晨，因了那些蚂蚁、清
风、绿苔、柿子树，以及萨特的书，在我的意
识里，都有了灵动的境界。

渐渐地，境界这个词用来专指人的修
为，成为人感知主观上的广义词。对此，
冯友兰提炼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
界、天地境界。

万物无一不沉浸在境界中，我们何不
在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然境界映射人
的感官与心灵，必然会有人的境界。盘腿
坐在溪水边，闭目聆听溪水清流，什么都不
用想，只是享受溪水之低吟，这便是所谓的
空相。陶渊明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
间，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飞鸟结伴归来。
于是，他诗兴大发，用树枝在泥土上写出一
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如此幽美的自然物象，
让陶渊明忘却了世俗的烦恼，找到了生命
的理想之境以及灵魂的皈依。

自然万物的境界，只是一种客观存
在，但人类不能忽视它们存在的价值。
当我们在大自然的境界里陶冶生命时，

是不是应当对它们心存感恩呢？自然，
某些境界我们是无法身在其中的，但完
全可以境由心造。肉眼欣赏不到桃花源
和瓦尔登湖，可以在心灵中营造出属于
自己的一片宁静。瓦尔登湖只是一处自
然的风景，如果没有梭罗的心灵折射，它
不会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栖息地。品读他
的《瓦尔登湖》，自然会倾听到一个思者
心灵的呢喃。

庄子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
之外。”这是冯友兰所揭示的天地境界，是
境界的至高之处，凡人难以抵达。大多数
的人，只能被囚在俗世里，如冯友兰所言，
生活在自然的境界里。但我不能指责他
们，当时代背景和自然环境制约他们先要
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时，何谈精神境界？
对此，我的祖父那辈人是深有感悟的。我
的童年与他的晚年纠缠在一起，有机会聆
听他对生命的种种解读。我问他：“人活着
为啥？”他就简单地两个字：“吃饭。”我又
问：“饭一吃呢？”他说：“种庄稼。”

到了父亲的后半生，生活就好了些，全
家人的吃穿不愁后，他就想到了老家的一
些亲友，将省下的钱寄给叔父和姑姑，打电
话询问老家人的生活状况，一条街上的人
谁家里还有困难，他都挂记在心，一旦回老
家就去探望，给他们些零花钱。他常常这
样训示我：“人活着不能光为了自己。”他的
作为，就具备了冯友兰说的道德境界。

这是我亲身感知的人生境界。祖父与
父亲皆为俗人，难以如陶渊明和梭罗那样

去专注地寻求一种精神的境界。如此，陶
渊明和梭罗，才具备了被后人仰视的高度。

闲下来，我会在唐宋诗词中感知境
界。王维曾隐居于秦岭终南山的辋川，其
诗篇将自然境界与心灵境界糅合在一起，
达到了无念无欲的至高境界。读他的《鹿
柴》，感知到的意境是：一座人迹罕至的空
山，一片古木参天的树林，一抹涂洒在苍冷
的青苔上的晚霞。凝神的诗人忽闻隐约的
人语，生命刹那间与古刹、幽山融为一体。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
林，复照青苔上。”全诗四句二十字，却是境
界一词的绝妙注解。

李清照的每首词，无一不是天地人的
境界。诵读她的《渔家傲》，我拥有如是的
境界：天幕四垂、波涛汹涌、云雾弥漫，海
天一色，船摇帆舞，星河欲转，如梦似幻。
那一刻，我的一缕梦魂随女词人步入蓬
莱、方丈、赢洲三座仙山，容身于世所罕有
的传奇境界。

王维隐居的终南山距我近在咫尺，在
溪水旁盘腿坐下，沐浴山风，倾听鸟鸣，捧
读古诗，这样的境界，真好。

境 界 书
赵 丰

不 知 不 觉 间 ，已 是 农 历
冬 月 了 ，天 地 肃 穆 ，万 木 萧
瑟。吃过晚饭，我习惯性换
好运动鞋，锁上门，一个人到
野外走一走。

穿街过巷，离开灯火辉煌
的小镇。拣一条山中小径走
去，这是一条通往蟒岭山里幽
僻的小路，踏上干净的水泥路
面，山路随水转，朦胧的夜色
中，听得见水流声，路上只有
我一个人踽踽而行。扑面而
来的风有些冷了，我竖起衣
领，拉上拉链，一口冷空气呛
得我打了个冷战，猛然想起，
这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雪，想那古时候，今天应该
是大雪纷纷，雪花曼舞，天地
间一派晶莹剔透。如今，气候
变化太大，中午还是艳阳高
照，我们盼望已久的雪花也迟
迟不见飘落下来。

一个人走路，满腹思绪如
潮。不由联想起卢梭的《孤独
散步者的遐思》，想起梭罗的

《瓦尔登湖》，这两个伟大的孤
独者，离群索居，用心灵感受
大自然，感悟人生哲理。一个
在独行散步中遐思茫茫，写下
了震撼人类心魂的文字。一
个在瓦尔登湖，结庐独居，劈
柴、种地、垂钓、赏百花、看飞
鸟，写出了让千百年来读者心
灵澄澈、悠远、宁静的传世佳
作。想起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想起荷塘月色下漫步的朱
自清……

也许是人到了中年，我越发地喜欢清静了。一个人散
步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豪迈纵横，逸兴遄飞。想
起曾经的人和事，多少前尘往事像看电影一样从眼前徐徐
而过。生活是一条泥沙俱下波涛翻滚的大河，大浪淘沙，多
少人在我的生活中走着走着就散了，留下的是那些真挚、纯
洁、坚定的友谊，我们之间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我曾和一
个从基层调进城里的兄弟，一杯茶、一支烟，谈古论今到黎
明时分，比起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比起那些虚浮的、高高
在上、莫名冷漠的，这份友谊何其珍贵。我的生活中更多的
是这些和我彻夜长谈无话不说的挚友，这样的情谊，让我在
芜杂、烦累、一地鸡毛的无奈现实中，感受到一种温暖、高雅
和深沉。生活的河流滤去了多少虚飘的东西，澄碧无尽的
长流里，留下的是真诚、善良和深情。

走着走着，浑身出了汗，头发也是湿湿的，不由人拉开拉
链，敞开衣服，用手抹着头上的汗，顿时觉得浑身舒坦、通透。
水泥路平坦，已走出了五里多路，抬头一看，一轮浑圆金黄的
月亮冉冉升起在蟒岭群峰之上。月光下，连绵起伏的群山苍
茫而静穆，山顶上的树木落尽了叶子，静静地沐浴在冬夜月光
下，这一切宛然一幅套色木刻画。

我喜欢这山中月色，明澈的月光，照耀着这个依山傍水的
小山村。走进村子，一户农家的电视里正传来铿锵豪迈的秦
腔，我分明听见屋里的人也随着戏文哼唱着，莽荡苍凉的大秦
之音飘荡在月夜下。我也受之感染，吼唱起流行歌曲《一壶老
酒》，唱着唱着，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不知不觉脸上流下了热
辣辣的泪水。

悄然抹去泪水往回走，这时候，月在中天，月色撩人，我放
慢脚步，继续欣赏品味着山中月景。我想，今夜散步，有月相
伴，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我想和月亮来一个约定，“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我想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无论春夏秋
冬，无论雪后初霁还是雨后天晴，一定不负月光之约，来赏这
如诗如画的月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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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心里永远装着好奇。在我的记
忆中，我家那片苇园，它是我的乐园，它伴
随着我生活成长的童年，它那一片鲜亮的
枝叶和雪白的花絮，点亮过我童年的双眸。

苇园占地半亩多，坐落在村前。它一
面傍着上学的大路，三面环绕着飘香的稻
田。一条清澈的流渠，呈丁字形穿过，源头
是一眼井泉，泉水从地下浸出，水质甘甜，
严冬不结冰，盛夏不断流，既可饮用，又可
浇园。流渠两边，绿色胜景到处可见。可
食用的有翠绿的水芹菜、红色的野草莓，可
入药的有头状花絮的蒲公英，金黄色舌状
花的千里光。

苇园是那块田园的主角，它占据着视
野中最显著的位置。近视之，芦苇秆壮叶
阔，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没过头顶，芦花开成
了天上的白云。水鸡和鹭鸶藏在苇园与稻
田间，它们喜欢在苇丛中出没，忽地跳进稻
田中，水中的小鱼躲闪不及，被它们吞进嘴
里。而它们则浮到水面上，甩了甩脑袋，悠
然地向苇丛游去。有时，它们单独觅食，有

时成双活动。筑巢时，水鸡也往往选择苇
丛深处隐蔽的角落，那里食物丰富，又能躲
避天敌，是哺育后代的安乐窝。繁殖期一
过，水鸡忽然就出现在苇园旁的稻田里，身
后跟着一群探头探脑的小鸡娃。

不过，在我看来，苇园里最有激情的还
是青蛙。当太阳落入龟山楚岭，田园升腾
起一层薄雾，渐渐地，薄雾就与苍茫的暮色
混合在一起。天黑下来了。青蛙叫了，继
而别的潜鸟也叫了。苇园草丛里发出窸窸
窣窣的声响，夜间里各种声音响起来了。
但没有什么声音能够盖住蛙鸣。夏日的夜
里，蛙鸣声忽强忽弱，忽高忽低，水鸟才能
入眠。如果青蛙突然不叫了，一定是发生
了什么。有蛙鸣的夜晚，才是安全的夜晚。

学校放寒假期间，我跟上爷爷收割芦
苇，卖给编席人。尽管它价值不高，但出于
三方面原因，我们割的不亦乐乎，一是消除
火灾隐患；二是通过人工干预，促进芦苇更
新；三是补贴家庭花费。

读过私塾的父亲，算是村里的文化

人。他爱秦腔，会唱戏，能绘画戏曲人物脸
谱。农忙种地，农闲造手工纸，纸坊就在苇
园东头。他路过苇园时，常哼唱“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曲调有些哀婉。当时听了不知何意。很久
以后，从大学《语文》课本上，才知道出自

《诗经》。父亲幼年丧母，看到芦苇，想起自
己身世之苦，难免触景生情。

芦苇不择地域，不管生存条件好坏，自
生自长。苇秆细细的，高高的，柔柔的，却
很有韧性，即使风吹也只会迎风摇曳，不易
被折断吹倒。冬天里满地的雪，地上落满
了各种形状的树叶，有一些树叶已被冻住
了，细弱无助的芦苇反而在风中摇摆，低
下、倾斜，就是不倒下，不折断，甚至连花絮
都不掉落，风一停，它们又挺立起来，这种
以柔克刚的性格必定影响了父亲。

父亲病逝时，年仅49岁。家中顶梁柱
断倒，爷爷忍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苦。从此少言寡语，拼命地在乳河滩造田，
不久便撒手人寰。哥哥中断学业，挑起了

家庭重担。1953年兄弟分家，我分到了四
亩多旱地和一亩四分水田，父亲治病时欠
下了债，又将那片苇园顶了债务。从此，我
失去了那片苇园。

不足14岁的我，不得不放弃初中学业，
回家务农。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弱躯承重，
历尽苦难。愁闷时我不止一次去苇园，痴
痴地望着芦苇，回忆起父亲。“谁谓河广？
一苇杭之。”在诗经《河广》中，浪漫的诗人
站在一根芦苇上可以渡过宽广的黄河。我
为什么就不能如芦苇那样，坚韧坚强，兀自
昂然挺立？

回首往事，我们每一个独自奋斗，艰难
前行的人，谁不像芦苇一样呢？我自己乃
至每一个自强不息的个体生命甚至我们的
国家……在起伏不定的生命旅途中，我们
一次次被风吹，一次次被雨打雪压，承受着
孤独寂寞、坎坷凄苦，但我们从不抛弃自己
的信仰和尊严，一直激励自己不蹉跎、不堕
落。我们挺起腰杆，向前向上向美，像芦苇
一样，茁壮繁茂，生生不息……

老 家 那 片 苇 园
赵立新

人生总是应该有个目标的，没有目标，一生浑浑噩噩，哪
黑哪歇，就会失去奋斗的方向和动力。

人，要切合实际，不同阶段，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跳起
来摘桃子”，再做一些努力，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了，再设
定下一个目标。小目标容易实现，在实现之后，要学会体验成
功，在一次次成功体验中，增强自信心。这样，自己必然生活
在幸福之中。

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幸福不幸福，心态很重要。幸福
的人和不幸福的人，他们的个人成就不一定有多大差别，但往
往只因一念之差——满足与不满足，他们的人生体验完全不
同，甚至是天壤之别。容易满足的人，常常生活在胜利与收获
的幸福之中。而不满足的人，也许和别人获得同样的成果，但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目的，有缺憾，常因“美中不足”而深陷
自责，总是生活在失败的消极情绪之中，总是被痛苦所折磨，
生活中就没有了幸福感。

古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拿自己的短处来和别人的
长处相比，这样比，就看不到希望。人与人所处的环境不同，
各方面条件不同，所以，做同一件事结果也许会不一样，这是
很正常的。生活中，要看到与别人的差距，更要发挥自身优
势，努力在点滴积累中不断完善，这样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满足不是自满，满足是对实现“小目标”的满意和肯定，以
利于总结经验、积攒力量，向下一个目标迈进，而不是自以为
是，故步自封。若是盲目自大，盲目乐观，取得一点成绩就沾
沾自喜，那样就会停滞不前。路途的小目标要与人生的大目
标相吻合，朝着一个方向前行。这样，航向就不跑偏，人生就
不折腾，少走弯路。自己的小目标要与时代的大目标相一致，
踏着时代的节奏，紧跟时代的步伐，不做“落伍者”。把个人的
奋斗融入历史发展的大潮之中，助力发展，贡献力量，在发展
大势中获力，个人的奋斗才有希望，才更有意义。

“十个指头有长短。”一个人贡献大小，不是衡量人生价值
的标准。“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价值关键看是不是“力所能
及”“尽力而为”。“小人物”往往能感动大世界。只要自己尽心
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问心无愧，人生就没有缺憾，你就是
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发展永不停步，奋斗永无止境。前进、奋斗，是一种姿态，
是一种精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永不停歇的前行中，达到
自己的目标，实现自我价值，享受那份幸福和美好，赢得属于
自己的荣光。

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徐志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