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绿色的原野里，生命将永远蓬勃



生命的旅途中，客栈小憩，再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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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立新从网上传来的书稿，三百多页，未逐文细

阅。 虽见的是电子稿件，但似乎已闻到书香的味道。

与立新初识至今，已三十年有余了，从懵懂少女及

至如今，已达不惑之年，仍能勤思善思且笔耕不辍，仅此

就让我等敬佩不已。书中记写的，多是近几年成文，但时

间的跨度长达几十年，空间的飞越更是万里之遥，这是

需要用心的。

纷繁世界，过客匆匆。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出发点，

找不到原来的我，从而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亲情的珍

贵。 曾经听到一首《想静静》的歌，感人至深，静以修身，

宁静自觉天宁，静才能让我们找回原点，细数走过的道

路，回味曾经的稚嫩。 有一年清明，随父亲去祭扫祖墓，

家乡早已物非人非，残存的沟壑和点点的坟茔是仅有的

记忆，在父亲久久停留的目光中，我仿佛感到往昔岁月

的坎坷和欢乐，在那一刻才能找回。一个特殊的场景，一

片静谧的天空，就是我们心中的原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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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信佛是要有一颗佛心，追求为别

人着想的善良。立新曾经经历过一段家人不幸的痛苦历

程，好在阴霾已过，倒是练就了她内心的坚强和外在的

成熟。 事物的两面性往往就是这样的，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但真正可贵的是，于施善之中找回善心，存善念于冥

冥之中，行大爱于细微之处，终究会有回报的。

立新是热爱自然的，在大自然中，我们时时能看到

美，更因为是有一颗发现美的心。 立新是有着理想主义

情怀的，这实际上是作为教育者所应有的特质，因为教

育是需要爱的，在理想中，才能执着于爱而不有旁骛，不

见众恶。“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才有望

达到教育的至高境界。

匆草此文，贺其书成！

2015年 9月 10日

2



父亲离开我十多年了，慢慢地，我从思念的痛苦中

走出来，寻找他留下的遗物。 老家的一排红瓦房是他生

前所盖，但房内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父亲的了。 老家的

岗头上有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但现在的房屋也已不再

是学校了。

才十多年，一个人从世上就消失得那么无影无踪。

唯有父亲生前留下的几幅画，还能感受到父亲曾经

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每家都有一

两幅父亲生前所作的国画《虾趣》《红梅》和《竹子》，凝视

画作时，似乎父亲还在人世间，和我们一起生活着。那快

意勇猛的用笔，能感受到父亲的性格；那开阖有度的布

局，能感受到父亲处事的恰到好处；那刚劲有力的字体，

能感受到父亲的刚强和果敢。

这世上，留下来的是笔墨，是文字。

有一次， 我们兄弟姐妹又回到老家的旧宅子里，在

处理旧物品时，发现一个黑色硬纸壳的本子，打开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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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亲 1988年工作时用的备课笔记本。 我们如获至宝，

小心翼翼地将备课笔记本带回合肥珍藏。

那本备课笔记，有的页面已是斑驳，但文字仍然鲜

活。从字里行间里能读出父亲对于语文教学的理解和感

悟，对于语文教学的方法和策略，对于学生的一腔真爱。

文字，有着一种永恒。 文字记录着生命，文字延续着

生命，文字是生命的永恒。

我开始用文字来记录人生，让生命留下痕迹。

我写下《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她们是我人之初时

所读到的慈祥和温暖。 我写下村子里的表婶侉贤兰，会

讲鬼故事的姑奶奶， 她们是我童年时认识世界的一扇

窗。 我写下了秃表叔娶媳妇的艰难，写下了父母亲讲述

的五九年饿死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我写下

了童年时，放鹅的惬意，放猪的无奈，干农活的艰难，这

是那个时代孩子们的痛苦和快乐。 写着写着，觉得拥有

家乡和童年又是多么的美好。

家乡，是三十年不变的原风景，村前村后的水塘，村

里村外的菜地，还有那村头村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

民们。 静谧而单纯，厚重而甘醇。

我还写下了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事， 思和想，这

也是我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一段时间，文字也是我表达思念的一种途径。《哪里

寻见我的父亲》《想念如昨》 都是我在想念父亲时而写，

那时文字是你最好的伙伴，听任你的倾诉，听任你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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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每每思念时，写完了一篇文章，心中便释然了许多。

文字也是我身处困境时的一缕阳光。

那是 2010 年，先生在哥斯达黎加重病，在首都圣何

塞的一家大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整日整日地昏睡。 时不

时地又处于病危，每每此时，医护人员会迅疾聚拢在无

影灯下，进行抢救，上呼吸机。然后先生又再次处于昏睡

状态，医护人员散去，我独自一人在医院里陪护。

哥斯达黎加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由于言语不通，

我无法明了病情和治疗方案，我也无从表达内心的焦虑

和痛苦。望着昏睡的先生，望着窗外的蓝天，望着身旁走

来走去的外国人，此时，我只能用文字了。 于是，我摸出

包里的一只水笔，把护士用过的手套、针管、药品的包装

纸拿来，在空隙处，或是在包装纸反面空白处，开始了我

每天的随笔。

一连二十几天，先生都是在昏睡中，我就用文字度

过了那一个个无望的日子。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哥

斯达黎加的人》《哥国的“慢生活”》《哥国的女人》等一系

列日记。 每篇文章都是写在包装纸的间隙或是反面处，

回国之后再整理打印成文。文字是那段日子里的一缕阳

光，让我走出人生的阴霾。

曾经看到过一本书，书名叫《写作是一种疗伤》，我

似乎也有体会。曾经我有轻微的抑郁倾向，易失眠，易情

绪低落，易自我封闭。 自从 2009年起，开始写随笔之后，

不知不觉中，抑郁倾向悄悄地没了。可能是在写作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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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不解和郁闷倾诉了，如《我也很生气》《车斗》《有

感于我们的素养》等文章，成文之后，郁闷也随之而解

了。也可能是在写作中，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了，遇到生气

的人和事，在行文的思绪中，情绪也就慢慢平息了。

郁闷时，要倾诉，兴奋时，也需表达，让心灵归于平

静。 宁静才是人生最好的一种状态。

于是， 我和朋友外出自驾游后写成了《厚海烧烤》

《和土菜的一场“艳遇”》等。 在外出旅游时，写成了《台湾

掠影》《俄罗斯之行》《泰国印象》《韩国拾穗》《日本之旅》

一系列游记，让我激动兴奋的心情，有了流淌的渠道。也

让我在成文的过程中，再一次感受旅游的美好，每每回

味中，仍能神游一番。

杨绛先生说，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写作何

尝不是呢？

在写作中，丰富自己的心灵。

大自然的万物，都是世界的美好，更是人类的幸福。

黄山松给予我震撼和启迪。 三十岗给予我那么多的美

好，那蒹葭苍苍，那白雪皑皑，那小桥流水，都是永生的

画面。 紫蓬秋色，蜀山四季，有着不尽的丰硕和厚重。 在

和它们相遇中，我懂得了生命的伟大，自然的美好，爱的

轮回。

在写作中，修行自己的灵魂。

常怀一颗感恩的心，眼前会有更多的美好。

茶，积山灵之气，凝宇宙精华，给人以身体之需，更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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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精神涵养。 感恩茶。

香，来自自然，超越自然，静谧幽香，沐浴身心，通灵

向上。 感恩香。

感恩生命中所有的人，甚至是折磨你的人。 于是，我

写了《徽芝堂品茗》《品香》《谢姐姐》等文章。

在写作中，提升自己的品性。

生命中的每一位，都是你生命中的佛缘，都是你生

命中的恩师，都是你生命中的唯一。我感受到了，于是我

写下了《低调》《沉淀》《佛性》《缘起》。

……

人总是在一边行走中，一边回望着，回望那远离的

原风景。《原风景》是我行走的开始，也将是我的继续。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以文字作为我修行的一种方

式。

2015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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