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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舅舅打电话来，要我们
去摘早熟的无花果。舅舅的大姐，
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些耳背，放下电
话叮嘱我们多准备一些钱物，说不
定舅舅又有困难了。

说起来，舅舅本是一个种菜能
手。早些年，他把土地经营得服服
贴贴，种出的蔬菜还在地里就被外
地涌来的客商抢着收购。舅舅用种
菜的收入娶了媳妇、修了瓦房，小日
子过得让人羡慕。却不料随着物流
的便捷，外地蔬菜大举抢占市场，直
接导致本地蔬菜价格走低产品滞
销，最严重的时候烂在地里也没人
采收。屋漏偏遇连夜雨，舅舅的独
女前两年突然患上肾病，一家人把
攒在银行的钱全都搭进去了，病情
却越来越重。最后还是舅娘不顾年
事已高，把一个肾移植给了女儿，才
把女儿从鬼门关夺了回来。但这一
折腾，伤了舅舅一家的元气，种菜卖
菜再也鼓不起干劲了。

表妹病重那一年，母亲让我开
车带她去乡下探望。舅舅舅娘一脸

愁容，从始至终都在唉声叹气，曾经
种菜能手的荣光早已褪尽，剩下的
全是因病致穷带来的凄风苦雨。看
着田间地头的野草，看着舅舅一家
的落拓不振，母亲特别心疼，她把每
月工资的大部分打给舅舅，只希望
他们的日子能稍微像样一些。有一
次舅舅哽噎了，他在电话里哭，他记
着姐姐的情，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还上；母亲也在电话里哭，因为她看
不到弟弟一家的未来。

去年母亲又给舅舅打钱，却被
舅舅退了回来。舅舅说，他家的
地年初全部种上了无花果，当年
的收成就完全保障了一家人的温
饱 ，今 后 再 也 不 需 要 姐 姐 资 助
了。我母亲当时就嘀咕，几株无
花果就能解决温饱，八成是不想
拖累姐姐吧。

去年因为疫情，姐弟俩说好的
团聚延到了今年。没想到刚到5月，
舅舅的电话就打来了，舅舅的声音
藏着久违的兴奋，他说今年又是个
丰收年，第一批早熟的无花果即将

上市，他想让姐姐带着我们一家人
去尝个鲜。

亲情的召唤让母亲兴奋中又带
着疑惑，而穿行在挂满果实的无花
果树间又让母亲疑惑的眉头舒展。
前来迎接姐姐的弟弟用他习惯于种
菜的双手把树上的无花果掰开，指
着红灿灿的果瓤让姐姐品尝他的劳
动果实。母亲轻抿一口，又吃上一
大口，禁不住喊出一声：“甜！”

舅舅咧开嘴笑了。舅舅说，当
初他都不指望这辈子还有盼头了，
可绝境中还真盼来了希望。当初县
上对口扶贫，派出的技术人员知道
了舅舅一家的处境，决定以他家作
种植无花果的示范点指导。技术人
员说，一亩地的无花果，当年种苗，
当年结果，收入是蔬菜的三到五倍，
待两三年后无花果长势繁盛，收成
会更好。

技术人员还帮舅舅一家算了一
笔账。舅舅家有三亩多地，一亩地
可种无花果苗 110 株，当年春天种
的苗当年夏秋可收两季，每一株产

果约 60至 80斤，每斤市场价是 6到
8元。每育一苗是 5元，三亩地育苗
成本不超过两千元，加上病虫害防
治和肥料，当年净利润不会低于 10
万元。

投入不多，又有技术支持，舅舅
要做的事情就是肥地育苗、防止病
虫害，没有后顾之忧的舅舅又重新
找到了“种菜能手”的自信心。去年
夏天，舅舅的勤劳得到了回报，那些
消失的客商嗅觉敏锐地又涌来抢
购。兜里有了钱的舅舅也没闲着，
他听从技术人员的帮扶建议，动员
全村蔬菜种植户都改种无花果，成
立公司经营、办农家乐、搞乡村旅
游，形成产业经济，既壮大了村的集
体经济，也让村民的腰包进一步鼓
了起来，现在全村的人都走在乡村
振兴的致富路上。

母亲终于释怀。她拉着弟弟的
手，仿佛一下年轻了几岁，一头钻进
了诱人的无花果林。放眼一望，大
地青葱，丰收在望，一派新农村的景
象尽收眼底。

悟 性
□ 杨恩芳

宇宙开天地，只露出冰山一角，更多的
暗物质及其所产生的信息能量却隐匿于无
垠的空间；天地造人类，只让人知其目力所
见、听力所闻、鼻力可嗅的有形物态。

人的智力主要体现为记忆力、理解力、
想象力。记忆知其然，理解知其所以然，想
象知其必然与超然。而悟性则是立于记
忆，搭起理解与想象的桥梁，是人智力的集
中表现。

物质信息能量有明暗之分，人的意识
便有显潜之别。显意识一般是明物质引发
的认知概念，而潜意识有可能是暗物质触
发的先天意念。有人说，实证思维看不见

“无”，界限思维看不见“空”，空无的内在规
律要靠“悟”。人的悟性是吸纳无形能量唤
醒潜在意识，让暗能量与潜意识碰撞契合
的一条通道。打开这条通道便会获得生命
的通透。

凡能成“家”者，都有超凡的悟性。在
这个大量看不见的暗物质宇宙中，大多人
感受不到的暗能量空间里，唯物者研磨现
象后的本质及其规律；宗教诠释看不见的
暗物质暗能量及其生灭；现代科技把暗物
质变成看得见用得着的显物质；先进文化
把暗能量变成影响人精神灵魂的显能量。
觉悟高深的“大家”，可以在形形色色地生
活中找到不同常人的感觉；从透彻骨髓的
体验中找到科学的本质、美好的境界；从远
离红尘的寂寞冥想中，跳出物化空间而大
彻大悟宇宙真谛。

科学家能悟出事物形态之后人们看不
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规制物态造福人

类；作家能悟出红尘中人朦胧意会无法透彻
的生命真谛，并用文字揭示未来启迪懵懂；
音乐家会悟出人们不曾听见的天籁之音，并
用旋律声音表达出来美化听觉；舞蹈家会悟
出世间万类生命最美的姿态，并用肢体光影
展示出来美化感觉；美术家会悟出世间神奇
莫测的千姿百态，并用线条色彩描画出来美
化视觉；政治家能悟出社会人心的内在意向
与能量趋势，并以其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引领
社会进步。尤其今天的网络信息专家，完全
能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觉不到的太空中，构
建一个造福人类的无形世界。

青年的悟性，是对生命价值的认知与
追求。随年龄增长，对自己的人生赋予越
来越多的美好想象，并为这美好的目标竭
力奋斗。合理的且逐步能实现的想象就是
理想。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想象就是妄
想。人在理想和妄想间受尽磨难，到中年
初见分晓，智者会及时调整，落到实地；愚
者会执迷不悟，继续熬煎。

老人的悟性，是对生命规律的领悟与
顺应。随人生阅识逐渐破译生命来龙去脉
的谜底。渐渐悟出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
东西要舍离。慢慢适应生命渐衰的病痛和
亲人离去的孤独。那一日坐山观云豁然悟
到：“云聚云散有无中，日落月出隐人踪；千
物万象只留影，生命来去皆虚空。”最灵气
的才女杨绛，悟到 104岁，知道了死就是回
家与亲人团聚。

出家人的悟性，是对生命苦烦的觉悟
与解脱。他们不为人生添彩，只为生命托
底，能悟出红尘之人悟不到的消愁去痛之

道。坐禅的冥想，自我营建一个与红尘完
全不同的空灵境界；黄昏的暮鼓，以木锤击
打红尘的人欲贪念，让苦烦哀痛砰然断裂，
余灰一浪浪消散于遥远的天外。清灵的晨
钟，像银铃唤醒混沌的俗人，让散落的精气
神激灵一聚，朝阳的光纤便从心底一波波
扩展于辽阔的大地。让生命形态的终结如
轻盈的灵魂，乘着晨钟暮鼓袅袅音韵放飞
于云天。

人之悟性既靠先天基因，也靠后天涵养。
悟性只有在丰富阅识中生根，丰富阅

历、大量阅读、深刻记忆、厚重积累。在信
息集聚和筛选过滤中，人便会产生不同的
兴趣点，这个点便渐渐孕育种子蒙发根须，
从而形成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悟性。

悟性只会在智者点拨时发芽。人生际
遇什么样的人，能得到怎样的指点熏陶，既
靠运气，也靠寻找。当智者点拨恰与内在
关注相呼应时，悟性的种子便破土发芽。

悟性只能在深入实践中成长。总结、
对比，选择、取舍，使眼耳鼻舌身的感觉更
接近真实与本质，觉“醒”而生“悟”，觉“敏”
而悟“锐”，觉“灵”而悟“透”。

悟性只是在独立静思中开花。悟性最
关键的一跃是联想顿悟、灵光闪现。思想
需要安静、干净，无尘世人欲、噪音、乱像的
干扰。叔本华认为人因空洞才须喧嚣，人
要思考当孤独。孤独熬煎思维才奔突，感
觉才灵透，悟得才深邃。

科研发现，人类对大脑神经元利用甚
少，激活神经元的空间十分广阔，提升悟性
的修炼永无止境。

舅舅的“甜”日子
□ 杨 力

炎炎夏日，表叔邀请亲友们去
山间度假。他特别强调让我母亲一
定要去，说山上空气好，适合老年人
居住。岂料母亲却笑着摇摇头说：

“最近有重要的事，去不成哦。”
“您一个退休老婆婆会有啥重

要的事？”一旁的表姨很是不解。“这
周二、周五都要去社区参加党员会，
学党史，感党恩。我还要去代表老
党员发言呢。”母亲自豪地说。

“我当是啥大事呢！你都这么
大年纪了，还三天两头去开会，那地
方那么远，你腿脚不方便，又没直达
车，干脆请个假得了。”表姨一向说
话直截了当。“那怎么行呢，退休不
褪色，参加支部活动是党员对自己
最起码的要求。何况今年建党 100
周年，更应该积极参加活动。”母亲
态度很坚决。

我赶紧冲表姨摆了摆手，以我
对母亲的了解，天大的事也没她参
加党员会的事大。

“大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表
弟在一旁由衷赞叹。

称我母亲是优秀党员，一点也

不夸张。
母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便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算起来也差不多
50年了。

母亲退休前一直从事农村基层
妇女工作。记忆中，她几乎每天都
是早出晚归。母亲从事的很多事
务，其实大多超出她的本职范围：谁
家的小孩上不了学，四处奔波的是
她；谁家夫妻闹矛盾，出面调解的是
她；谁家的子女找不到对象，牵线搭
桥的是她；谁家遇到了困难事，挺身
而出的还是她。上世纪八十年代，
市级报刊还为她做过专访报道《她
是群众的娘家人》

10 多年前，老家老街面临三峡
移民拆迁。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腰
部疾病在市级医院做手术。术后第
二天，她接到镇里移民工作牵头人
的电话，说是街上居民都不愿搬
迁。母亲闻此消息十分着急，瞒着
医生偷偷跑出了病房，坐大巴车回
家带头拆迁了咱家老屋。街坊们被
母亲的精神所震撼，短短几天，老家
老街顺利完成移民拆迁工作。

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带头移民的
故事传开了。面对新闻记者的采
访，她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只是
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自我记事起，家里的客厅就挂满
了母亲的奖状：“优秀共产党员”“三
八红旗手”“优秀妇女工作者”……

母亲退休那年，再次被县组织
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那天，我
看到年过花甲的母亲，微笑着站在
领奖台上，胸前佩戴的大红花仿佛
一团火焰。

母亲退休后就搬进了县城，却
仍然坚持坐车回偏远的小镇，参加
党支部定期组织的各类会议、学习、
参观、座谈等活动。几年前，她在省
级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特
别叮嘱术后要多养一段时间，不要
随意走动。可没多久，母亲从微信
群里获悉党支部要召开组织生活
会。她不顾家人的劝阻，拄着助行
器转了好几趟车，准时参加支部的
会议。

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得知党
员有了“学习强国”这个全新的学习

平台，特意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让
我帮她注册。她每天起床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学习强国”看新闻。
日常生活中，她逢人便称学习强国
平台内容丰富。她说要紧跟党的步
伐，了解国家的政策和经济发展情
况，通过学习，让自己更懂新时代的
进步，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这收
获可大啦。

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至今仍
然闲不下来，左邻右舍遇到难事，她
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就在前些
天，楼上一位独居的婆婆突发急病，
儿女都在外地，母亲连夜陪着她去
医院治疗，每天为她煲各种各样的
营养汤。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
同于往日，我一直劝她要多休息，不
要再像以前一样为别人的事奔波。
可她总说一点不累，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

“我不能忘了当初入党时立下
的誓言。”这是母亲常说的话。母亲
虽年逾古稀，仍时刻不忘自己的党
员本色，发挥余热，为自己的老年生
活，为党旗增添了一抹嫣红的色彩。

母亲这样的党员
□ 周成芳

我喜欢戴上耳机，徜徉晚风，仰望星空，静心思
悟，更喜欢和星子对望。

今夜的晚风有些凉，今夜的天空有点黑，今夜
的星子有点少，今夜的心情有点怅惘。

也总因为怅惘，因为迷惑无解，才特别期待找
寻一些旋律，印证无端的情绪；找寻一些文字，记录
求索的无助；找寻一些关切，驱赶独行的孤独。

当心灵求索的脚步在文字的国度踩出几个模
糊的印痕，当模糊的印痕换来一些真诚的回应，我
的心总会得到一些安慰，一些启示，一些鼓励。

今夜如昔。
平凡的日子，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夜晚，似乎

都只是昨天机械地重复。只有命运之手在生活里
投下一枚或大或小的石子，荡起了阵阵涟漪，或是
溅起了高低的浪花，我们才会惊觉，那样的平凡，未
尝不是一种美好的赐予。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些曾
让我们感觉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在变幻莫测的岁
月流转之间，或许转眼就变成了不可复得的锦绣幸
福。所以我很珍惜平静又平凡的日子，没有担惊受
怕，没有辗转流徙，没有离愁别绪。有时候也会怀
疑自己是不是太没有出息，但随即安慰自己，风平
浪静，代表亲人平安健康，朋友顺利安好，自己也安
然无恙。

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生离死别，有的人
缠绵病榻，有的人正在为明天的一个面包焦心忧
虑，有的人正在黑夜里流浪，看着万千灯火无家可
归，胸无大志的我如何不感激，如何不珍惜这一点
小小的、平凡的幸福？如此，便也释然。也许，在成
长的旅途中，当我不断地向现实妥协，渐渐地忘却
曾经的雄心壮志，从开始痛得铭心刻骨，到现在学
会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进步。
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平静的幸福之

中，也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会感觉一些莫名的失
落？为什么在那些快乐的瞬间，也会隐约觉得，人
生的某些角落，永远也无法被这些幸福填满？

是不是，没有快乐的不幸太沉重，只有幸福的
幸运又太轻？

这是我最近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对生
活已然满意的人，为什么也会在有的时刻感觉空
落？那是因为人的一生，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不
应该只有一种味道。有五彩斑斓，人生才美丽出
彩；有酸甜苦辣，人生才丰富生动；有高低起伏，人
生才曲折跌宕。一个人活着，如果只是享受，那该
多么浪费造物主给人的智慧。我们也应该付出一
些，为他人，为工作，为社会。

作为一个平凡人，我能做什么？我不能惊天动
地，也不能轰轰烈烈。我只愿，我所做的事，我所付出
的努力，能让人看到美好，看到光明，看到力量。我能
让自己真正感到充实，有意义，活得坦荡，无怨无悔。
我希望我能越来越多地具有真善美的正能量。

这天幕上洒落的星子们，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
上，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无论是一颗一闪而逝
的流星，还是一颗光芒璀璨的恒星，都在用光芒照
亮自己，在浩淼的星空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颗
星的光芒虽然微弱，但一颗一颗缀连起来，这夜空
也就不是一团漆黑。对于在黑暗里挣扎的夜行者，
这点光芒不是已经很可贵了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在生活的天幕上找到
自己的位置，发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芒。照亮
自己，照亮他人，这也才算不辜负命运赐予我们的
平凡幸福。

这算是今夜星子给我的启悟。

对望星子
□ 唐安永

致远斋致远斋 巴山语巴山语

花开石碾 □ 谭大松

远远望去，绿盈盈的葱郁分外妖娆，微风乍起，泛着绿海般粲然的微
波。这是大山深处一个村庄秀色可餐的风景，这是一个美丽如画、山笑水
笑人欢笑的村庄，这就是横贯在万州区分水镇西部悦君山南麓的石碾村。

曾经，石碾是一个荒凉、贫瘠的村庄，石碾人忘不掉那些艰难困苦的
岁月。每当问起石碾嬗变的密码，石碾人就会乐呵呵地说，你去山上遛
一圈，自然解密。

走进石碾，登上那条宽敞且直上的水泥步行道蜿蜒攀爬，踏入那条
环形硬化公路悠然漫游，站在山腰间那个观景台举目四望，就会让人释
然顿悟，原来，石碾华丽转身的密码竟是芳香遍野的青脆李。

石碾人钟情青脆李，还要追溯到苦难深重的解放前。身处三重压迫
下的水深火热中，生活的窘境迫使石碾人寻找求生的门道。当地大富人
家撂下的沟沟坎坎、薄田瘦地，却扑入了石碾人深陷的眼睛。他们拖着
瘦骨嶙峋的身子，在这些地方种起了青脆李，再将成熟的果实挑到山外
四处叫卖，换回大升小升的粗粮，又能糊上几顿口。

度过漫漫长夜，黎明曙光终究冲破黑暗，照亮山川大地，翻身作主的
石碾人，仍是用心呵护他们的“心肝宝贝”。一提起青脆李，石碾耄耋老
人皱折的脸上便展露出飞扬的神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就拉着板
板车，把青脆李拖到周边城区沿街售卖，1斤也能卖到 8分钱，青脆李可
是他们那时的“钱袋子”。

南来北往的打工潮如磁铁般吸引石碾人，他们纷纷奔出大山打拼，
腰包渐渐地水涨船高鼓了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们这一赶海热
情，竟荒芜了承包地，冷却了承包地里长势旺盛的青脆李，直到一根根地
枯萎化作泥土。

时光的车轮奔流不息，大江两岸高奏起退耕还林激昂的乐章，石碾
人也是其中的歌咏者。石碾地处阳坡，日光照射时间长，又是石灰石土
壤，适合青脆李生长，结下的果实皮薄肉多，又脆又甜。“退耕，我们一百
个愿意；还林，就还青脆李”，石碾人突然怀想起舌尖上的青脆李。本村
或周边村庄的致富能手瞅见了青脆李蕴藏的商机，资金投进去，不光绿
化了荒坡，种下的还是“摇钱树”，38 户大户你 200 亩、我 150 亩、他 100
亩，不到一年，流转的 4000亩土地栽满了青脆李。收获的那几个月，挂
满枝头的青脆李很快被云集石碾的各路商贩抢购一空。石碾人跃跃欲
试了，自发栽起了希望的“摇钱树”。过了三个春天，石碾散户的8000亩
承包地披上了绿裳。

如雪海般的李花芬芳吐放，染白了一个村庄。这个时节，追捧乡愁的
城乡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石碾悠闲地赏花观景，沐浴在空气清爽的雪海花
香里，放飞着怡然自得的愉悦。石碾人也乘势而上，办起了李花文化节，
用大山般纯朴的劲歌欢舞，喜迎雪花映衬下一浪高过一浪笑逐颜开的八
方游客。16家吃住玩的农家乐也应势而生，又是石碾人的一条生财之道。

一花引来百花香，李花香润石碾人。石碾的 32户贫困户更是尝到
了青脆李的甜头，青脆李把他们带进了小康生活的福窝窝。几间破烂的
土墙屋，没一件像模像样的家当，洪尚伟难以洗掉他一家人穷魔纠缠岁
月的记忆，可贫困的日子已经彻底地储存在他那过往的箱子里。他喜上
眉梢地说：“十年前，我就在 7亩承包地栽上了青脆李，现在一年也有 30
万元纯收入揣进腰包。”还有林先荣，过去穷得连媳妇也讨不回家，如今
建起了小楼房，电器样样齐全，把媳妇迎进了家门。林先荣说：“如果没
有青脆李，我恐怕照常天一锄地一锄地刨那几亩土地，做梦也想不到会
有幸福的今天。”

年仅 36岁的林德权，除了自家的承包地，又流转 50亩土地，一家老
少围着青脆李转，年年捧回一大把红利，地处海拔 700多米山上的土木
屋摇身变成砖瓦房。林德权和妻子秦章虹脑子活络，顺应时代浪潮，先
是靠电商，后又凭直播，不亦乐乎地替乡亲们推销青脆李。秦章虹穿行
在青脆李林里，笑盈盈地采摘鲜果，林德权背着大小齐整的青脆李，行走
在李林掩映的山道上，直播上线当天，这充满原生态的微视频赢得了上
万粉丝。月上中天时，累计快递近两千件盒装青脆李，利润突破 3万元
大关。三四个月下来，直播收入上了百万元。

迷人的李花浓郁地开了，开在地无三亩平的石碾山坡上，开在石碾
人灿若星光的脸上。这是石碾人经久萦回的梦中花，这是溢满石碾人汗
水浇灌的快乐花，这是石碾人挺进新生活的幸福花，这是石碾人饮水思
源的感恩花。

花开石碾，乘着新时代风帆的石碾人，躺在花丛中，饱食着花香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