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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味道，有浓烈的，有清淡
的，有油腻的，有清爽的。然而，真正
能沁入心扉的滋味，往往是淡淡的。

黄昏时分，街边的灯晕黄而寂静，
我路过一家小餐馆，透过玻璃窗，看见
一张木质方桌，桌边坐着两位老人，面
前两碗热气腾腾的汤面。暖黄的灯光
洒在他们身上，空气中温馨气息和面
条的热气融合在一起，时间仿佛都凝
固了一般。

我站住脚，隔着玻璃窗静静欣赏
这幅动人的画面。眼前这对老夫妻，
让我想起了母亲。每当阖家团圆的时
候，母亲都要张罗一桌好菜，色香味俱
全，我们大快朵颐，吃得尽兴。当吃到
尾声之际，母亲便起身去厨房做一大
碗清汤，简简单单几片菜叶子，连盐都
放得很少，一上桌便被我们瓜分了，直
呼好喝。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一碗清汤
能喝出味道来？往小了说，是消减了
先前大鱼大肉的油腻感，往大了说，便
是大味至淡的人生境界。

大味至淡，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
一种味道的哲学。生活中，我们常常
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却
忽略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常常以为，
只有那些华丽、奢侈的东西才能给我
们带来幸福和满足感。然而，真正的
幸福和满足感，往往来自那些简单而
纯净的事物。

当然了，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才
能慢慢懂得欣赏那些清淡而自然的食
物，开始懂得品味其中的美好。人生
亦如此，经历了风雨，才能明白平淡的
可贵。大味至淡，不是无味，而是历经

繁华后的返璞归真。这便是生活，淡
淡的，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位教
授。他总穿着一件旧旧的灰色中山
装，袖口处的标签早已被洗得泛白，头
发稀疏而灰白，脸庞瘦削，总是提着一
壶茶水来上课。那天在给我们上完最
后一节课后，却意外地说起了题外
话。他讲他的童年，他的求学经历，他
的爱情，他的事业，以及他对人生的理
解和感悟。他说，他曾经为了生活而
奔波劳碌，他曾经为了理想而赴汤蹈
火。如今，他早已看淡了人生的荣辱
得失，只希望我们能从他的经历中得
到启示和教训。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他说的话：
“人生就像一碗热汤面，表面上看似平
淡无奇，但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味道。”

那时我不懂，总觉得他的生活太
过简单和乏味，平淡无奇地活着，人生
还有什么韵致呢？如今已人到中年的
我才渐渐明白，那些表面看起来平凡
无奇的生活往往隐藏着灿烂的过往，
仿佛那淡淡的茶香，是茶叶经历了风
吹雨打、日晒夜露后，沉淀出的最真实
的滋味。

这平淡不是无味，而是至味。
我读张大千的画，常想，只有梅花

才能写其淡泊，菊花才能喻其高洁，八
大之墨荷才能喻其风骨。初读觉得清
淡，仔细再读，则味道十足。就如同弘
一法师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至极
绚烂后的平淡，才是真正的大味至淡。

人生若能达到这种境界，也定是
趋于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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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喜欢养花，花园里繁花似
锦。她也会把一些花儿长出的新芽分
给我一些。每每我急着带走时，母亲
总是说：“别急，要给根一段扎下去的
时间。根养好了，花才能枝繁叶茂。”
我总是笑笑，不置可否。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母
亲所言真的是至理名言。所有的事
情，都要给根一段扎下去的时间。没
有时间的沉淀，很多事情真是欲速则
不达。

人至中年，重拾儿时梦想，开始学
习弹钢琴。我立下豪言壮语：“一年
以后，要弹出美妙的乐曲来。”真正
开始之后，才发现，别人的手指在钢
琴上像是灵活的舞者，而我的手指却
粗粗笨笨的。在学习和弦时，左手与
右手根本不能和谐统一，弹奏和弦就
宛若登天。在上课时，我把“合不上
手”这个问题反复地提出来。老师耐
心地讲了一些方法后，只淡淡地说了
一句：“慢慢来，要给自己一段练习
成长的时间。”是的，老师从五岁学
琴，如今已经练了二十多年。而我
呢，天天说学琴，每天却不愿意去练
上半个小时，合不上手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了。

我时常赞美爱人开车是“无师自
通”。没有经过正规的驾校学习，只是
自己看看摸摸，就考过了考试。在后
来的工作中，因为天天与车相伴，驾驶
技术实在了得。即使是十分狭窄的路
况，爱人只需扫一眼，就知道能不能过
去。看上去很小的停车位，爱人甚至
只需一手打方向盘，车子就稳稳地停
好了。更令我惊叹的是，十余年前，我
们两个人自驾前往西藏，川藏线走起
来还不是十分顺畅，况且我们只是家

用轿车。在经过通麦大桥时，是刚刚
搭建的浮桥，摇晃的桥面上刚刚铺上
木板，且只能单向单车通行。当战士
挥旗让我们上桥时，爱人很小心地把
车子开到桥面上。桥很晃，木板并不
宽，桥下是滔滔的江水。爱人开得很
稳，直到缓缓经过大桥。我们向战士
致敬，也看到了对面司机朝我们竖起
的大拇指。我对爱人说：“你的驾驶技
术简直是出神入化了。”爱人并没有得
意，反而说：“其实都是熟能生巧，想
来，我驾驶汽车几十万公里总有吧。
每一次驾车，都是一种训练和提升。
如果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开车，你一定
比我开得还要好。”

我有一位朋友，从55岁才开始跑
步。起先，他的目的只是想简单地锻
炼身体。那时候，跑一个全程马拉松
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
儿。后来，他风里来，雨里去，当人们
还沉醉在梦乡里时，他就起床去跑步
了。运动场上，他从跑 400 米都累得

“呼呼”直喘，到后来，他慢慢地爱上了
跑步。他开始享受运动带给他的快
乐。在他60岁时，参加了人生第一个
全程马拉松，当他最终奔跑到了终点
时，他流泪了，那个梦，在此刻终于变
成了现实。他戴着沉甸甸的完赛奖
牌，告诉我，无论多少遥不可及的梦
想，只要坚持，就能到达。就像是一朵
花，刚开始时根本不是花，没有经过长
时间的坚持与磨砺，又怎么能绽放得
如此美丽呢。

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一定要给这
个梦想一段“根扎下去的时间”，默默
坚持，默默沉淀。如果根扎稳了，那么
枝叶繁茂、开花不断，就只是时间的问
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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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个急匆匆的旅人，
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在生活
的战场上不断地旋转，不断地自
我加压、奔跑。我奔走在繁华的
街道上，辗转地变换各种角色，
匆匆忙忙地走过每一天，没有时
间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咀嚼
世间的繁华。然而，随着时间的
流逝、年龄的增加，我开始尝试
慢生活，那种让人心旷神怡，充
满温馨与爱的慢生活。

慢生活不是懒散的生活，也
不是消极的生活。它是一种以
放松、享受和体验为核心的生活
方式。慢生活让我有时间去感
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去品味
生活的酸甜苦辣。

回归慢生活，让我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清晨，在鸟鸣声中醒
来，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和一本
好书。午后，和家人朋友一起品
茗闲聊，享受那份宁静与和谐。
晚上，漫步在月光下，任月光撒
满一身，轻轻抖落，便卸下一身
疲惫。

有时候凝神屏息，用心感受
大自然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
便是生命轮回的体验与感观；有
时候，走进电影院，拣拾和重温
别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从中反思
自己的人生路。这些看似微不
足道，其实就是生活的本真与情
趣，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点滴美
好。

回归慢生活，让我学会珍
惜。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刻，
无论喜悦还是悲伤，都是生活的
一部分。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
理解自己的需求，不再盲目追求
物质上的拥有与满足。学会与
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谐相处，珍
惜每个遇见的机会，不怨天尤
人，不匆匆忙忙，知足惜福，顺从
己心，这些都是慢生活带给我的
心灵体验。

慢生活是一种态度，一种生
活方式，更是一种对生活热爱的
行动。与它相对的“快”，不是不
可以，我觉得那属于年轻人，属
于那些期望创造更多梦想的
人。我不羡慕，更不嫉妒，我的
世界我做主。我认为，“快”有快
的妙处，“慢”有慢的收获，各得
其所。

“人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自得其乐，才是上苍最好的安
排，也是挺惬意的“顺其自然”。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体验
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
心灵得到滋养和丰盈，让我们的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回归慢生活，享
受生活的千姿百彩吧。

回归慢生活

杨德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