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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海

夏季山居
（组诗）

■■ 许庭杨

捡到几两干净的风

把自己抛在山中

捡到几两干净的风

不和别人分享

用树叶包好藏在贴身处

加入几声鸟鸣，就可以

医治情感的内伤

也能给情绪消肿

不慎遗失的心，一不留神

就长满山野，快乐苍翠

欣喜郁郁葱葱

有烈度的黄花

本想喝半斤低度的青翠

大地却端给我

二两高度的金黄

目光放开豪情畅饮

醉得厉害的，却是心中

寂寞了很久的怀想

山中真好，五钱清风

就能给情绪清热解毒

更别说青翠的草叶

金黄的小花

有烈度

能醉倒阳光

扯几米芳香安顿岁月

大地，没有刻意空旷

森林连绵着岁月，和我

混乱的目光，白鸽

飞过林梢，留下一串串鸽哨

把大地点亮

我真愿在几尺树荫下

拾捡几声鸟鸣，扯几缕芳香

安顿岁月，让失落去急

任忧愁去忙

我只和过往的蜜蜂、蝴蝶

开些大俗的玩笑

也与不想行走的花朵们

抒发大雅的怀想

驿站
■■ 张瑞安

八百里加急传递烽火狼烟

运载火箭把空间站地球人心连

叮铃的驼铃声夹裹着风沙

茶马古道开拓川滇青与藏主线

老马识途喘息着一路香茗

嘶鸣长啸传颂盛唐越岭翻山

旗幡招呼着酒醇肉香袅袅炊烟

劳顿在狂欢的古道上缥缈消散

捻水成珠，穿过雨帘

那份情缘不再远隔万水千山

沿着不相交的轨道线

一站一站

把焦灼的心放缓

脉搏跳动相同的人

不同方向遥望

乡下老屋下旧式衣衫随风摇曳

兼程风雨

莫笑庄周梦蝶

莫空悲叹时光短暂

步履维艰

藤蔓倚着挺拔耸立的柏杨攀缘

鲲鹏携乌云展翅

翱翔碧蓝

躬身劳作

用另一种方式守望这片净土

赏蝶舞，观树茂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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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

这个冬日里气候温

和、如沐春风的海岛上，寻

觅到了一份独特的温暖与

光明。而且通过我对传统

烹饪技艺的坚守与创新融

合，也让更多的食客，在这

道承载着历史记忆与现代

风味完美交融的柴火鸡中，

品味出了一份难以言喻的

感觉。

□□ 张强强

夏日风暖好骑行
□□ 刘继红

女儿的赚钱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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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家事

我的家乡是个避暑胜地，热天一

过，仿佛连空气都沉寂了下来，连同

那曾热闹非凡的柴火鸡生意，也随着

季节的更迭，悄悄按下了暂停键。那

些围炉而坐、欢声笑语的日子，似乎

成了记忆中的一抹温馨。

正当我沉浸在对往昔繁华的怀

念中时，一个文昌的朋友打来电话，

如同一缕春风，吹散了我心中的阴

霾。他说，海南的冬天，是游客的天

堂，是商机涌动的季节。一个念头在

我心中悄然萌芽——为何不把这份

家乡的味道，带到那片四季如春的土

地上，去探寻另一番天地？

既然闲着无事，何不给自己一个

全新开始呢？于是，我满怀期待地整

理好行囊，怀揣着对海南无尽的好奇

与美好的憧憬，踏上了前往文昌抱罗

镇的旅程。

抵达文昌后，轻柔的海风温柔地

拂过我的面颊，婆娑的椰影在微风中

摇曳生姿，这一切仿佛是大自然精心

为我搭建的舞台，正静静地等待着我

去演绎一场关于追寻美食与实现梦

想的精彩故事。

在抱罗镇的一隅，我开设了一家

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柴火鸡餐馆。

店面虽不起眼，空间也不算宽敞，但

正是这方寸之间，却满载着我对家乡

味道的深情追忆与敬意。每当夜幕

降临，华灯初上，餐馆内的灶台上火

光跳跃，那不仅是柴火鸡烹饪过程中

独有的仪式感，更是我内心深处对美

好未来不灭希望的火种。

烹饪时，我先往锅里缓缓加油，

待油温渐渐升高，便将切好的葱姜

蒜、桂皮、八角、小米辣、香叶、花椒以

及小茴香等调料逐一落入锅中。而

后，我以小火慢慢翻炒，只见各种食

材在锅中欢快地跳跃，香气也随之四

溢开来，弥漫在整个餐馆之中。那是

食材与火候完美交织所演绎出的奇

妙魔法，可以瞬间唤醒食客们沉睡的

味蕾，让他们在这独特的美味中沉醉

不已。

将鸡肉块沥干水分，轻轻滑入锅

中，随着铲子的翻动，鸡肉由粉转白，

水分渐渐蒸发，每一块都裹上了诱人

的色泽。随后，豆瓣酱、辣椒油、蚝

油、生抽的加入，如同点睛之笔，让锅

中的色彩更加鲜明，味道层次更加丰

富。加水，盖盖，焖煮30分钟，那是时

间对食材的温柔抚摸，让鸡肉吸饱了

汤汁的精华，变得酥软而又不失嚼

劲。当鸡肉焖熟，魔芋与土豆的加

入，为这道菜增添了新的口感与营

养。它们与鸡肉在锅中共舞，直至断

生，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极致诱惑。

柴火鸡，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以其

独特的烟熏味和鲜美的口感，不仅征

服了远道而来的游客，也让海南本地

人为之倾倒。

在海南这片充满热带风情与独

特韵味的土地上，每一顿饭都远远超

越了简单果腹的范畴，它化身为一次

深刻的心灵慰藉，一场丰富多彩的文

化交流盛宴。当食客们围炉而坐，彼

此间谈笑风生，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

喜悦与感动，那份从味蕾的极致享受

延伸至内心深处的满足与幸福，构成

了我作为餐饮从业者最大的成就与

无与伦比的快乐。我渐渐领悟到，美

食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与神奇，它能够

跨越地域的界限，打破语言的壁垒，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因味相聚，因

食结缘。在这一场场由美食编织的

聚会中，人心得以相连，情感得以交

融，从而开启了一扇又一扇通往幸福

的大门。这些门后，藏着的是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追求，是对人间真

情的深刻感悟与珍惜。

我静静地站在这家温馨而又小

巧的餐馆前，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人

群，投向远处那片波光粼粼、仿佛洒

满碎银的海面。这一刻，我深深地意

识到，眼前所经历的这一切，远远超

越了一场简单关于柴火鸡美食地理

位置上的迁徙。这实际上是一场充

满深意与内涵的自我实现之旅，是对

内心深处热爱与梦想的执着追寻。

就这样，我在这个气候温和、如

沐春风的海岛上，寻觅到了一份独特

的温暖与光明，仿佛冬日里的一缕和

煦阳光，穿透云层，照进了心房。而

且通过我对传统烹饪技艺的坚守与

创新融合，也让更多的食客，在这道

承载着历史记忆与现代风味完美交

融的柴火鸡中，品味出了一份难以言

喻的感觉。这不光是一种味蕾上的

满足，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人

们在忙碌与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

丝归属与安宁。

那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周

末，女儿放学回家，一进门就一头扎

进她的小房间，直到饭菜上桌，我喊

了好几声仍不见动静。推开房门，

眼前的一幕让我心里的怒火直冒：

只见她倚在床头捧着手机，手指在

屏幕上飞速地点点划划，那叫一个

全神贯注，对我的愤怒毫无察觉。

“在玩游戏吧，这么明目张胆！”

此前我们有约在先，必须完成全部

作业后，才能玩手机。“NO、NO、

NO、您误会了，我在忙着赚钱呢。”

“赚钱，你赚的啥钱？”我问。女

儿说，她正在通过某网上平台接单

画圣诞树，用手机绘图软件手绘，完

成后发给客户，价格则由对方满意

程度随意打赏。

“手绘圣诞树，随意打赏？这

样做有收益了吗？”说实话，这些词

儿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当然！

今儿头天开张，主要客户是学生

党，他们会在圣诞节前互赠祝福

卡，我提供个性定制服务，按他们

的要求绘制，1小时内接到 7单，共

计入账 29.65元。”

看着女儿谈着她的“赚钱体

验”，我这心里忽上忽下，在骄傲与

担忧之间，支持还是反对之间摇摆

不定。“宝贝，咱还是以学业为主吧，

你要钱妈可以给你。”“别介，好不容

易开拓的副业，让我过把瘾，先赚一

百块怎么样？”面对女儿讨好的笑

容，我心想，要不就让她试试哟。

那晚，女儿房间的灯亮到深夜，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如烙饼。一

边欣慰于她信手涂鸦竟能换钱，还

能搞定“客户定位（目标人群）”“商

业沟通（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

服务）”，这财商绝对一流啊，可一边

又害怕她从此沉迷其中荒废学习。

此后的两天，女儿开启了沉浸

式赚钱模式，忙碌之余还不忘向我

得瑟：“哇哦，上 60元了！”“85元了，

棒棒哒！”这期间也有被客户的奇葩

要求整得抓狂过，一边改稿一边气

得跳脚：“我的配色没问题，非要换

成深咖，这是啥土味审美！”“气死

了，发来 1.5元，让我改了 6回，真当

自己是上帝了！”

终于，周日下午，她尖叫着把手

机放到我面前：“妈妈，180元，目标超

额达成！”望着女儿微信零钱上明晃

晃的“180元”，我也有些小激动：“宝

贝，赚钱辛苦了。怎么样，该收手了

吧？”“妈妈，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

副业吗？我已经找到了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圣诞节一过马上是元旦，我

可以画新年贺卡，然后是春节屏保；

还有情人节清明节端午节……”

天哪，我赶紧叫停：“行了行了，

马上期末考试了，先保证学业再

说！”经此一事，我向好友吐槽。她

说：“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首先

得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孩子从小有

这方面的认知，应该鼓励，总比大学

毕业找不到工作时再抓瞎强吧？”

想想也是，在这个扫码支付的

年代，孩子的金钱意识早就像春笋

般破土而出了。或许，真正的教育

不是非此即彼的保护或放纵，而是

在自由探索与社会规则之间，找到

那个平衡支点。

盛夏，暖风徐徐吹来，正是骑行

的好时节。

前几天，我下班回家路过小区

附近的人民广场，被一对父子吸引

了目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骑在

一辆湛蓝色的自行车上，手忙脚乱

地奋力向前蹬行，他的父亲双手扶

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帮助小男孩控

制着车速和方向。

小男孩的父亲早已是满头大

汗，时不时地鼓励：“加油”“别害怕”

“控制好方向”……最开始，小男孩的

骑车状态还是很僵硬，看起来非常紧

张，可在父亲一声声的鼓励下，小男

孩慢慢地找到了窍门，骑得越来越稳

当，状态也越来越松弛。父亲缓缓地

松开了手，等到小男孩意识到他已经

可以骑得相当稳当时，激动地叫出声

来，父亲也在一旁为他鼓掌。看着这

温馨场景，我的心底溢满了感动。

周末休息时，我开车陪同父亲回

乡下老家拿东西。整理库房时，一辆

落满灰尘的自行车映入眼帘，脑海中

的记忆犹如夏风般扑面而来。

记得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重点初中，对于出身农家的

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件光宗耀祖的

大喜事。可伴着开学时间的一天天

临近，随之而来的一件事却令父母

十分烦恼，那就是我家距离学校有

二十几里地，学校不提供住宿，我只

能每天来回奔波，父母为此唉声叹

气了好几天。

一个夏日午后，父亲推着一辆崭

新的天蓝色自行车进来，它的颜色就

像夏日午后瓦蓝色的天空一样好看，

我像只快乐的小鸟飞奔过去，围着自

行车转了好几圈，爱不释手地摸个不

停。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在那个夏天

学会了骑自行车，等到开学时，我骑

着这辆自行车每天飞奔在求学的路

上，追逐着心中的梦想。

年初父亲生病出院后，医生建

议他平日里多注意锻炼。看着这辆

落满灰尘的自行车，我瞬间有了一

个想法。我将自行车推出了库房，

用抹布将它擦拭干净。父亲从屋里

走出来，一脸诧异地问道：“你怎么

把它推出来了？”“老爸，我们把它带

回去吧，正好你可以骑车锻炼身体

啊！”我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

“我都多少年没骑了，这老胳膊

老腿早就不听使唤了。”父亲虽语气

犹疑，可眼睛里却流露出期盼的神

色。“放心吧！老爸，有我呢，我陪着

您一起练啊！”我连声保证。

自从那天以后，伴随着缱绻煦

暖的夏风，我和父亲便开启了独特

的骑行之旅。车轮不停转动，时光

缓缓流淌。父亲的笑声，和那辆老

自行车吱呀的声响，成了这个夏天

美好的旋律。

当汽车的引擎声成为城市昼夜

不息的背景音，当方向盘后的身影从

职业符号蜕变为生活日常，驾驶这件

事，早已超越机械操控的范畴，悄然

成为映照人生百态的镜面。每日穿

行于车水马龙间，目睹过太多因瞬间

疏忽酿成的遗憾，我愈发觉得，握在

手中的方向盘，何尝不是命运的舵

盘？那些公路上的生存法则，恰是人

生与职场的生动隐喻。

人生如驾，方向即心之所向。

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每

条路都通向截然不同的风景。有人

偏爱高速路的平坦高效，将人生调成

“定速巡航”模式；有人钟情盘山道的

蜿蜒曲折，在峰回路转中寻觅惊喜。

但无论选择哪条路，最终都要抵达属

于自己的终点。驾驶技术精湛者，能

在错综复杂的路况中保持从容；而心

存侥幸者，或许贪图捷径误入歧途，

甚至因一时大意酿成不可挽回的悲

剧。就像生活总在不经意间抛出急转

弯，唯有握紧方向盘、提前预判，才能

在突发状况前化险为夷。这让我想起

电影《头文字D》里藤原拓海的漂移哲

学——真正的驾驶艺术，不在于速度，

而在于对方向的精准把控。

规则为尺，丈量方圆之道。

交通信号灯闪烁的红黄绿，是公

路世界的铁律。违反交规者，或许能

侥幸躲过一时的惩罚，却逃不过隐患

累积的“蝴蝶效应”。这让我联想到

职场生态：那些无视行业规范、挑战

制度底线的人，或许能获取短暂利

益，却终将在潮水退去时暴露短板。

就像德国高速公路虽不限速，却因人

人严守规则而秩序井然，职场同样需

要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智慧——

在规则的框架内寻求突破，才能行稳

致远。

保养为翼，续航成长之路。

爱车仪表盘上的警示灯亮起时，

司机总会第一时间检修。人生这辆

“车”又何尝不需要定期保养？我们

既要像给油箱加油般汲取知识养分，

从政策法规到专业技能，保持思想的

“满格电”；也要如检修刹车片般审视

自身短板，在自我反省中校准人生轨

迹。记得一位企业家曾说：“我每天

留出两小时充电，不是为了超越别

人，而是害怕被昨天的自己困住。”

这种持续保养的意识，正是抵御岁月

磨损的最佳防护。

明察秋毫，炼就火眼金睛。

暴雨倾盆时，雨刮器规律摆动的

频率决定视野清晰度；黑夜行车中，

远光灯的照射范围划定安全边界。

驾驶的安全密码，藏在每一个细节的

把控里。职场同样如此，政策解读的

深度、市场趋势的敏感度、人际关系

的洞察力，都是决定事业高度的“驾

驶辅助系统”。正如老船长需要时刻

关注风向与暗礁，优秀的职场人也须

在复杂局面中精准判断、果断决策。

未雨绸缪，规划前行蓝图。

导航软件的实时路况功能，成为

现代人“避堵”的必备技能。出发前

研究路线、预估时间、备选方案，看似

繁琐的准备工作，实则是对未知的敬

畏。生活中，那些被称为“人生赢

家”的人，往往深谙此道——提前规

划职业发展路径，预判行业变革趋

势，储备应对风险的预案，如同围棋

中的“布局”，看似平淡的落子，早已

为后续的激烈博弈埋下伏笔。

《流浪地球》里“道路千万条，安

全第一条”的警示，道出了自由与规

则的辩证关系。公路既是约束行为

的边界，也是承载梦想的载体；交通

规则既是冰冷的条文，也是守护生命

的屏障。当我们在拥堵路段保持耐

心，在变道超车时礼让三分，其实是

在践行“与他人共享道路”的文明契

约。这种契约精神，延伸到社会层

面，便是每个人对家庭、对集体、对世

界的责任担当。

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涌

动。就像看似平坦的柏油路上，随时

可能出现突发状况。唯有将驾驶哲

学内化为人生智慧，在规则中寻求自

由，在挑战中锤炼韧性，我们才能在

命运的道路上，既行得稳，又走得远。

樊迟是孔子的徒

弟，当孔子教大家仁爱

的时候，樊迟却对农学

非常地感兴趣。他弄

了一片地，种上了庄稼

和蔬菜，还整天乐此不

疲在地里观察，同学们

都笑话他。

有一次，孔子考大

家什么是仁爱的时候，

别的同学都是滔滔不

绝，而樊迟却什么也答

不出来，只是一味地叹

气，孔子没有说什么。

下课后当大家拿

着自己不懂的仁爱问

题去问孔子的时候，樊

迟却带着关于农学问

题去问孔子。

樊迟向孔子请教

如何种田，孔子答非所

问：“种庄稼我不如老

农夫。”樊迟请教种蔬

菜，孔子还是答非所

问：“种菜我不如菜

农。”孔子鼓励樊迟多

出去看看，多向有经验

的农夫去请教。

有一天，孔子去

上课，看见大家在羞

辱樊迟，说他是当农

夫的命，根本不是学

习的料。樊迟非常悲

伤，他找到孔子说：

“老师，大家都在学仁

爱 ，只 有 我 研 究 农

学。我和大家想学的

东西都不一样，是不

是我没希望了？”

孔 子 问 ：“ 金 子

和泥土，你认为哪个

好呢？”

樊迟说：“黄金。”

孔子说：“如果你

是一粒种子，我想你就

不会这么说了。”

樊迟理解了孔子

的话，不再关注别人的

嘲笑，一门心思研究农

学，后来成为著名的农

学家，孔子七十二贤弟

子之一。

世间之事，本就没

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适

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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