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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走在上班的路上，手机震动了一
下，打开一看，一位微信好友为我最新发的
朋友圈《人生微状态》这篇文章写了一行评
论：“你微微一笔千字来，微微一笑百花
开！”老实说，在美妙的晨光里，这条短评如
树隙中穿过的明媚阳光，给了我一份好心
情，也给我带来了一份小小的满足。

这世上，投桃报李的事总是有的，这
不，抵达办公室刚坐下来，另有一位文友发
来了我在某报刊发的文章《有情怀的人自
带光芒》的截图，这篇文章恰好褒扬了这位
乐于点评的微信好友，说他的点评散发着
人格的光芒，说他是一个真正有情怀的
人。看到截图后，我顺藤摸瓜找到链接，将
之发在了微信朋友圈。我想，他看到这篇
文章后，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份小小的满足，
一份小小的欣慰？

偏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一编辑笑意
盈盈地向我约稿，让我写写“小满”。当时，
我恰在看同版文友崔向珍写的短文《小满
的味道》，其中一句“小满未满，不冷不热，
一切刚刚好。”颇有辩证思维，见地独到。
这句话，如一条悠游的鱼，一下子游进了我
的心坎里，让我若有所悟，若有所获。

在我看来，于人于事所获得的满足，往
往是一种有缘分的满足。农历节气“小
满”，又何尝不是如此？《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有云：“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
盈满。”这是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不懈汲纳
尘世精华获得的一种小满足。毋庸置疑，

“小得盈满”是富有哲学意味的，“小满”的
人生，所寓意的是祥和、安适、幸福、美好。
正如林语堂所描绘的：“宅中有院，园中有
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
阅，不亦快哉！”这是庭院中的小满，在浓郁
的烟火气息中，透出几分闲适、自在、从容、
自得。

小满，实际上是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
已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的一个节点。我
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 二
候靡草死, 三候麦秋至。”是说小满节气
后, 苦菜已经枝叶繁茂，而那些喜阴的枝
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
死。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时虽夏，麦则
秋，麦子臻于成熟。怪不得欧阳修眼中的
《小满》，也飘荡着含笑的麦浪：“夜莺啼绿
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
红。”

在南方，农谚有云，“小满不满，干断田
坎”、“小满无雨，芒种无水”。这里的“满”
说的是雨水的盈缺。的确，江南稻菽之地，
小满时节，如果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
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节无法栽插水稻。

无论南北，农作物一旦进入“小满”状
态，也就丰收有望了。我写过一首短诗，
题为《小满》，实际上说的是小满之后的
事，表现的是农人获得小小满足的一种气
象。这种因农事丰收而带出来的充盈满
足的气象，如诗如歌如曲如律，萦回不散，
缠绕在属于我的蓄满烟火气息的凡俗生
命中。

二十四节气中，小暑之后有大暑，小
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唯独小
满之后无大满，为何？这就是中国文化的
奥妙之所在。小满之后无大满，诠释了

“满招损，谦受益”的生活道理，是我们的
先人通过节气对后人的一种告诫、一种警
示。也许，在众人心中，小满终归只是一
个“小得盈满”的节气，但在我看来，它更
是一份天缘、地缘、人缘，是不凋不谢的人
生哲理。

最近，窗外的鸟叫声似
乎少了一些。莫非它们真
的找到了伴侣？

想来极有可能。鸟儿
们又不需要买房子买车子，
也不需要看职业和收入，只
要谁的歌声响亮就会爱上
谁。比起人类，鸟儿的爱情
更纯粹一些。春天是一个
适合谈恋爱的季节。真希
望那几只被挑剩的鸟儿也
能早日脱单！否则再过几
天，天气一热，谁还有那个
心思谈情说爱？

岂止鸟儿们的歌声远
了，海棠花也谢得差不多
了。斜风细雨中，花瓣一片
一片地从枝头飘落，纵有万
般不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它们无可奈何地落去。
葬花这事，现代人恐怕做不

来。就像现代人再难写出
唐诗和宋词。你顶多触景
生情，哼一句：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或者
再哼两句：侬今葬花人笑
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银杏树当真是一种很
可爱的树。秋天大约是它
的高光时刻，金黄金黄的小
扇子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小
孩，挣脱树枝的怀抱，在风
中又是翻跟头，又是翩翩起
舞。到了冬天，银杏树便只
剩下横七竖八的枝丫，在寒
风中很有一种肃杀的感
觉。都快让人忘记它是一
棵银杏树时，突然有一天，
每一根枝丫抽出一簇一簇
的小嫩芽，绿茸茸的，看着
让人赏心悦目。待凑近一
看，天哪，居然是一把把袖

珍小扇子。有个孩子就很
惊讶地嚷嚷着，老师，老师，
快来看呐，这棵树长出小扇
子了。是的是的！我也很
欣喜地捡起一片不小心被
风吹落的银杏叶，放在手
心，越看越可爱。不由痴
想，这银杏叶长成这样，究
竟是它自己的意愿，还是大
自然为它特意设计的？如
今，这小扇子在雨的滋润
下、在风的轻抚中，一日一
日地长大。相信不久，银杏
树便又可恢复成一棵茂盛
的树。

还有一种树，我和小朋
友们亲切地称它“伞树”。
后来我查百度，发现它和龙
爪槐长得挺像。它的枝条
坚硬弯曲，还真有点像龙的
爪子，张牙舞爪似的向四面

八方伸展。冬天的时候，光
秃秃的伞树像极了没有伞
面的伞骨架。可是当天气
暖和一点时，不知是谁便迫
不及待地将一片片浅绿色
的小树叶绣上它的枝头。
刚开始，小树叶像个害羞的
小姑娘，叶片卷缩，然后渐
渐长大、缓缓舒展。常常是
一夜之间，伞树长出了一大
把树叶。讲真，我还挺羡慕
它的，冬天明明是个大光
头，一到春天，这“青丝”便
一缕一缕地冒出来。没几
天，伞树已是满头绿发，远
看近看，都像一把撑开的绿
色大伞。它，似乎早已为人
们做好了遮阳的准备。

远去的鸟鸣声，绿肥红
瘦的海棠，日渐茂盛的银杏
树和伞树，它们无不在预判，
春终将老去，夏即将登场。

当年，歌手周华健用他
的歌声这样安慰我们：春去
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是

的，万物在春天苏醒，然后
在夏天生长，到秋天丰收。
直至冬天进入蛰伏期，等待
下一个春天的复苏……一年
又一年，年年如此。可是，多
情的人儿还是恋春，舍不得
它的离去。春就像我们悄悄
长大的孩子，他或者她正渐
行渐远。我们目送他们的
背影，嘴里说着应该放手，
心 头 却 写 满 无 数 个“ 不
舍”。春也像我们今日的自
己，随着天色渐晚，一天即
将结束，我们又老了一寸。

我们注定留不住远行
的孩子，注定留不住今日的
自己，也注定留不住春。我
们唯有好好地告别。

这个周末，我还想去山
上找一找杜鹃花，窗前的那
只玻璃瓶专为杜鹃花留
着。百花盛开的春天，我只
钟情自由地生长在山沟沟
里的杜鹃花。我还想去公
园放一回风筝，即使再次放

不起来又如何？我不过想
借放风筝而放飞自我罢
了。我也还想去湖边骑一
次自行车。所有的交通工
具，我最喜欢自行车。尤其
在湖边、在乡间小路上，骑
一辆自行车，慢慢地蹬着，
恍惚自己正行进在一个有
风的地方。

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
的告别。不知道哪个驿站
会邂逅，也不知道哪个路口
要分手。远去的春明年会
重返人间，远行的孩子明天
也许就会回家，有些人有些
事却再也不会回来了。但
是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梁
实秋说：“你走，我不送你。
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
要去接你。”我欣赏梁公的
从容。

那么，就让我们与春轻
轻地道一声“再见”。转身，
不妨与夏热烈拥抱，就像拥
抱一个全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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