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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整齐地摆放在书房书案上，谢
榛对着一堆诗集看了又看。他想，以后
再往外地游学时，就可以带上一些诗集，
不用再拿着手抄的诗稿了。

谢榛掏出一些碎银子，让元炳去街
上买来一些鸡鸭鱼肉。妻子与大儿媳走
进灶房，忙活起来。

谢榛与李奎，坐在两间大屋里喝茶、
说话，等待儿子们回家。

天快黑的时候，几个儿子回来了。
一一见过李奎，然后便或坐或站，不说什
么了。对他们的老子，也并不说什么。

谢榛感到儿子们对自己没有了昔
日的亲近，不免心里一凉。他为了缓
和气氛，说，咱家里有了喜事，停会都
要喝点。

元灿问，爹爹，家里有了什么喜事？

李奎说，谢先生出了诗集。
噢。元灿只说了这么一个字，脸上

并无多少喜色出现。这让谢榛立即不
快。

三儿子元炜问，诗集在哪呢？
书房里。李奎回答。
元炜走进书房，拿了一本，静静地

看。二儿子元辉说，娘在灶房里，怪不得
我闻着这样香。说完，走了出去。

谢榛见了，叹息一声。
吃饭时，五个儿子如狼似虎，不一会

儿便风扫残云，吃光了桌子上的大鱼大
肉。谢榛看了，兴味索然，一点酒兴也没
有了。

饭后，李奎要回旅馆。谢榛说，我送
送你。

路上，李奎感觉出先生心情沉重，便

说，先生不要想得太多，看开一些。
我的儿子那个样子，让你见笑了。
先生，你不要这么想，我怎么会笑话

兄弟们呢。
都是我不好，为了写诗，四处漂泊，

对他们照顾不多。
他们多半已是成年，应该自立了。
也是。
路过一家酒馆，李奎说，先生晚饭没

有吃好，要不我们进去再喝点？
也好。
师生二人，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慢

慢地喝，轻轻地谈。渐渐地，谢榛心情好
了起来。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也不能
什么事都往身上揽；不然的话，心也太累
了。

第三天，谢榛、李奎，带着二十本诗
集，前去拜见赵王。昨天，谢榛让元灿在
卫河码头上，购买了几样太行山猎户捕
获的野味。长久得到赵王的恩礼，今天
也该多少回报一下了。

赵王抚摸着诗集的正面、反面，翻翻
书页，以挑剔的口气说，刻印水平一般，还
不如我赵王府刻工的刻印水平高呢。不

过这也不错了，毕竟是先生的第一本诗
集。曹嘉这人不俗。

能够得到赵王的肯定，谢榛松了一
口气。

赵王让人把顾圣之、郑若庸找来。
二人见到谢榛的诗集被刻印出来，有点
羡慕，也有点嫉妒，但表面上还得装出大
度的神情，拱手祝贺谢榛。

赵王看出二人的真实心理，说，郑先
生的那部《类隽》，马上就要刻印了。顾先
生嘛，诗的数量太少，不然我会给你刻印
的。对了，谢先生，你的诗除了五言外，还
有多少首呢？

谢榛听了，默默计算：七古、七律、七
绝，总共还有六七百首。于是，他回答赵
王，说，殿下，我刚才大致计算了一下，有
六七百首的样子吧。

很好，这样，从即日起，你便与你学
生搬到王府来，把你的七言诗、五言诗统
一体例、编辑好了，我让我们赵王府的刻
工刻印。

谢榛听了，站起来向赵王躬身施礼，
说，谢榛幸运，得到殿下如此厚爱！

（未完待续）

现在，欢喜少了，苦恼多了，也就更
加怀念“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的
年纪，怀念那躲在记忆深处的快乐。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位邻家哥哥，
是个人见人爱的小机灵鬼，多年后再
见，他竟然变得灰头土脸，木讷寡言，这
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残酷。当时
我既震惊又失望，像极了再见闰土的迅
哥儿。回到家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母

亲叹口气说：“长大了，经历了那么多
事，谁还跟你们似的没心没肺。”于是，
在唏嘘的同时，我第一次对未来心怀恐
惧。

我曾无数次告诫自己千万别被生活
磨砺得无动于衷，一定要保有自己的快
乐。可是，不知不觉中，我还是无奈地看
着曾经的热情和单纯一点点远去，一步
步变成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

是什么让我们改变？是生活吗？
不，是我们的欲望和求而不得产生的焦
虑。

每个人生活在这世间，除了圣人，我
们总被各种各样的欲望裹挟。而欲望太

多，总会有落差，于是便有了焦虑。无论
是爱情、孩子、事业，人们都有那么高的
期许，愿望难免会落空，所以脱发、失眠
的人才会有那么多。

前两天，我看科学频道的纪录片
《我不是笨小孩》时，北师大的李虹教授
对孩子有阅读障碍的家长说了一句话，

“面对焦虑，你要做的是温柔而坚定”。
是啊，暴躁也好，生气也罢，对我们

面临的困境又有什么帮助呢？就如我们
学开车的时候，总走不好直线，教练在耳
边不停叮嘱：“不要只看眼前，往远处看，
自然就走直了。”

万事皆如此，情深不寿，慧极必伤。

过于执着和多虑，只会让人钻进困顿的
网笼，除了自己受伤，于事无补。

面对种种不如意，沮丧和抱怨只会
让我们不舒服。保持温柔坚定的态度，
坦然接受所有现实，才能走得更远。不
沉沦，不哀叹，以一种看开的心态，找到
打破僵局的钥匙，才可能“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温柔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态度，一种
坚韧的力量。古人云：上善若水。温柔
的水里蕴含着穿石的力量。

世事千帆过，前方终会是山河温暖
和如银月光。

小说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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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常的周末，我回了趟老家。
我的老家在一个风景秀美、空气清

新、四周环绕着虫鸣鸟叫的大山深处。
到了现在的年纪，能有时间陪陪父

母，感觉比任何事情都有意义，哪怕只是
陪父母坐在火堆边拉拉家常，听听母亲的
唠叨，都会感觉这样的时光弥足珍贵。

在大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任凭
怎么劝说，也不想离开老家，不习惯是他
们不愿进城的理由。房屋是父亲亲手盖
的青瓦蓝砖三合院，屋檐下被炊烟熏得乌
黑的椽头，见证着老屋的沧桑，也见证着
我和弟弟、妹妹的出生、成长和远行。

院子地面铺的薄石板是父亲从山上
背下来的，略显朴素，但看起来平坦又整
洁。堂屋台阶的三块石板底下，依次埋着
我们三个的脐带。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
把刚出生的孩子的脐带埋在院子的石板
下面，孩子一辈子会平安健康。

在靠近院墙的角落，母亲种了一棵葡
萄，藤蔓爬满了半边院墙。每到暑假，母

亲就一遍遍催着我们把孩子送回去，每次
的理由都是葡萄熟了，她和父亲不喜欢吃
葡萄，孩子们不回来吃就糟蹋了。可是我
们平时从城里买回去的葡萄，母亲却说好
吃。

从前，老家的院墙上只有一丛仙人
掌。有一次我们回家，弟妹尝了一个仙人
果，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句话被父亲
听到了。等再次回家时，墙头上种满了仙
人掌。我问父亲种那么多仙人掌干嘛，父
亲只是笑笑说，开花好看。

老家大门口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
头，母亲经常在那里做针线活。老家门
上贴的“门神”日渐斑白，朱红色的门漆
慢慢褪色，高悬的门檐也有了朽蚀的痕
迹。微风吹动下，门环轻轻摇晃着，守门
的小白狗也在我腿边摇着尾巴，一双圆
溜溜的眼睛望着我。记得小时候，我经
常骑着家里的“大黄”，手里拿着一根小
木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威武的剑客，仗
剑走天涯。

可真到了执梦天涯的时候，我却发
现，内心安处，仍是故乡。

小时候，我一直向往着远方。长大去
了远方，我发现这里跟故乡截然不同，只
有月亮是一样的。直到中秋节我才发现，
这里的月亮和故乡的不一样，故乡的月亮
才是圆的。那一夜，望着夜空，我泪流满
面，也终于明白，回不去的是故乡，那里有
温暖的老屋，有泥泞的小路，有熟悉的乡
音，有母亲在风中挥动的手。从此以后，
我把灵魂安放在故乡。

记忆中，夕阳在山边燃起红霞时，村
庄飘起缕缕炊烟，熟悉的味道在巷子里蔓
延。故乡的炊烟，是千丝万缕的回忆，永
远剪不断，恰似风吹着云，不问所起，也未
曾止息。

年少时我眺望着远方，长大后却怀念
着故乡。从挣扎着松绑到思念的投降，我
清楚地知道，渐行渐远的不是故乡，而是
我的童年、我的回忆，是一生也忘记不了
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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