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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在家乡，我就爱

抓鱼。我的家乡是山村，门
前的小河很浅，没什么大
鱼，只有诸如白条、泥鳅、
秤钩子、红眼、沙葫芦子之
类的小鱼，偶尔发洪水，会
上来一些鲫鱼、鲶鱼，个头
也不大。每到这时候，我就
过足了抓鱼瘾，甚至顾不上
吃饭，也要泡在河里，翻石
头，摸草洞，恐怕全村的人
都没有我抓鱼技术高，抓来
几条鲫鱼就放进水缸里养
着，全然不顾及鱼的排泄物
会吃到肚子里。泥鳅是最
难抓的，我则摸索出抓泥鳅
的独门绝技。泥鳅都是钻
在烂泥里，但你仔细观察就
会发现，河里藏泥鳅的淤泥
上方都有一个出气孔，这就
可以定位泥鳅所在的位置，
你直接伸手去抓，肯定抓不
住，泥鳅太滑，钻来钻去，
几下就从手缝中逃脱了。
我的经验是，照着泥鳅藏身
的污泥，将手慢慢插进去，

动作要轻、要慢，使泥鳅毫
无知觉，从它身下连泥带鱼
一起托起，猛地往河边草丛
里一扔，这样泥鳅就跑不掉
了。那时候抓鱼也不吃，也
不卖，纯属玩。我还钓过
鱼，把缝衣针在火里烧红，
弯成钩状，绑上母亲纺的
线，拿一些饭粒当诱饵，但
这样的装备根本钓不到鱼，
因为水太清了，那些小鱼见
你下钩，马上就逃之夭夭
了。

长大了，种地，当兵，转
业后当编辑，我再也没有机
会抓鱼了。退休后，闲来无
事，突然就学会了钓鱼，而
且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开始是看见城市景观
河边有些老头在钓鱼，就凑
上去看，看多了，就把家里
存放多年的鱼竿拿来试一
试。当时也不懂调漂，不懂
用铅坠，随便挂一条蚯蚓就
钓，这自然是很难钓到鱼
的。经钓友们指点，如何调

漂，如何修剪铅皮，如何打
窝，如何线组搭配……一点
一点摸索，再加上从抖音里
学习实战操作，慢慢地也就
掌握了基本常识，渔获也就
多了。钓到鱼就再放回河
里，无非是过过手瘾，也不
图鱼。

上路了，就不满足自己
的装备了。于是，一路开
挂，不由自主。不同长度的
鱼竿一根一根买回来了，三
米六的、三米九的、四米五
的、四米八的、五米七的、六
米三的、七米二的、八米一
的、十米的、十一米的，一应
俱全。接着，抄网、钓椅、支
架、遮阳伞、鱼护、鱼线、鱼
漂、夜光漂、头灯、各种饵料
（红虫、蚯蚓、酒米、窝料）等
陆续购齐。从诱鱼小药到
饵料搭配，从泡制药酒到寻
求秘方，都下足功夫。通过
钓鱼，还结识了很多钓友，
有空就会在一起交流心得，
对周围各河段的鱼情全面
掌握，对天气预报也格外操
心。夏季，脸和胳膊晒得黢
黑；冬日，穿上厚棉鞋在河
边 冻 得 跺 脚 也 舍 不 得 离
开。平日无事，就把这一套
家伙摆在茶几上，或绑鱼
钩，或整理鱼线。有时鱼线
打结，就要解开疙瘩。若是
炸线了，需要一点一点理
顺，这个活儿还真是挺考验
耐心的，依我以前的脾气，
看见乱作一团的线，一气之
下就会扔进垃圾桶，现在我
竟然可以一坐半天，心平气
和地把线理清头绪，规整
好。

我是个写诗的，在这个
圈里多少也算有一点小小
的知名度，怎么会不知不觉
爱上了钓鱼？大抵是因为
钓鱼与写诗有相似之处，这
就是都在享受孤独。

无疑，诗人都是孤独
的，写诗是一种沉思的过
程，最害怕哪怕是一点点干
扰。构思时会忘掉全世界，
全身心陷于宁静的状态，一
个字、一个句子，反复打磨，
精心推敲，追求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效果。热衷打哄哄、
喜爱热闹的人写不了诗，因
为他们享受不了这分孤独，
也忍受不住独自行走的冷

清。而创作时一意孤行、独
立荒原物我两忘的境界，不
是普通人能达到的。在这
一点上，钓鱼与写诗有相似
之处。

告别尘世的喧嚣，远离
人群的烦躁，安然端坐于水
边一隅，如达摩面壁，似姜
尚临水，形单影只的钓翁独
钓寒江雪，宠辱皆忘，波澜
不惊，该是何等惬意、何等
潇洒，你能不说这是一种孤
独的幸福吗？这样享受孤
独难道不是人生最可艳羡
的状态吗？

宋代高僧释绍昙诗云：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试想，一
竿在手，拒人间万事于千里
之外；一漂牵目，让世上繁
花隐于无形。饿了，啃一口
面包、喝口水；累了，吸一支
烟解解闷，心无旁骛，风过
无痕，那种期待，那种专注，
那种轻松，那种天地间唯我
独尊的坦然，还有什么能与
之媲美？

钓鱼如同坐禅，你坐不
住，那是你红尘的杂念未
净，心底还有烦恼牵挂，为
情所困，为利所扰，为名所
累。而当你抛竿入水的那
一刻，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
散了，唯一能吸引你的，就
是鱼儿顶漂或黑漂的那个
瞬间。

有人说，当今世人生活
压力太大，钓鱼也是减压的
一种方式。我不认同。古
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
种平静的生活压力不大，但
他们不也在钓鱼吗？其实，
钓鱼就是寻找快乐与宁静，
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被四周
的任何因素困扰，让疲惫的
心松弛下来、安静下来，整
个身心融入天地之间、山水
之间，那种体验的快感是无
以言表的。特别是鱼咬钩
的那一刻，手感猛地一沉，
鱼线绷紧，嗖嗖作响，全身
那种兴奋感简直妙极了，直
到把鱼遛翻，抄进网兜，再
抛竿入水，等待下一条鱼上
钩。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
上钩的鱼是什么样的，但这
种不确定的期待就是所有
钓鱼人的兴致所在。

更多的人喜欢野钓，因
为在鱼塘里钓鱼过手瘾容
易，鱼太多，上钩率很高，几
乎是一条条连竿，那就显得
无所谓了。再者，鱼塘里钓
鱼人多，环境嘈杂，体会不
到那种钓鱼应有的清静、安
逸，更享受不到钓鱼的孤独
与散漫。钓鱼的环境如何
直接关系到心情的好坏，假
若你只图钓鱼爆护，那显然
有悖于钓鱼的初衷了。

我尤其喜欢夜钓的感
觉，特别是独自夜钓。远处
车辆稀少，噪声很弱，眼前
一河星辉，闪闪烁烁，漆黑
的夜色中，没有一点声响，
没有一丝动静，只有虫儿在
低吟，只有嘴里的烟头闪动
一点暗红，只有夜光鱼漂在
水中点缀无边寂静。这时
候，没有恐惧感，也没有自
卑感，你的心比夜空更空，
你的孤独会被无限放大，你
享受的孤独也会无限放大，
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河水
的气息、野草的气息、泥土
的气息都在你身边环绕，仿
佛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了，真个是神清气爽、思达
八极。此时的一切都是黑
的，那种凝重，那种浓重，那
种持重，甚至连吞吐的烟缕
都是黑的，这就让你拥有的
孤独覆盖了所有的知觉，如
上帝的深思熟虑。当夜行
的野鸭忽而游过，当大鱼在
水面翻身后河水复归平静，
夜色的神秘会加深几层，微
波层层翻动，像渐次打开自
己的内心。偶尔鱼儿咬钩，
浮漂变红，猛一提竿，鱼儿
拉动鱼线左突右冲，呜呜鸣
响，那种感受太美了，这时
的你就会发现，这条河是属
于你的，这个夜晚是属于你
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
于是便意识到夜才是最伟
大的诗人，自己不过是它的
一个短小的诗句，原来钓鱼
是 世 界 上 最 奢 侈 的 疗 伤
了。头上繁星点点，没有一
颗看见我的存在；人间万籁
俱寂，没有一盏灯火因我明
灭，这种孤独是巨大的，也
是幸运的。

（上）

□
刘
金
忠

近几年，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钓

鱼，一天不去水边坐坐就心里痒痒的，好像缺

了点儿什么。那么，我为什么对钓鱼产生了极

大兴趣？自己也理不清缘由，只是忘情地沉迷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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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
天，朋友因
搬家有一盆
紫罗兰不想
带走，她便
将其送给了

我。起初，我不想要，因看那
花盆是瓦盆，也不大，花也只
有两三枝，半死不活的。她
说：“花不想要了，花盆还可
以种别的。”因此，我就将这
盆紫罗兰带回了家，并浇了
水放在阳台上，没怎么管它。

这中间，隔几天我就去
阳台上浇点水。大约过了20
天，我发现它枝干挺立，叶子
也恢复了生机，枝头还长出
了新叶。

我非常惊奇，惊叹它的
生命力如此顽强。之后，我
也没有换盆，只是浇水，观察
它也勤了一些。又过了一个
多月，我发现它竟然从根部
发出来几个新芽，原来的老
枝竟然开了几朵紫色的小
花。

现在，那盆不起眼的紫
罗兰生发得满满一盆，枝叶

繁茂，枝头的小花次第开放，
凑近闻还有淡淡的花香。我
时常用淘米水浇花，它也好
像为感谢我救了它一样，努
力地展示着自己蓬勃的生机
和活力。我将开过花的老枝
剪下来，插在水瓶里，不几天
就长出了毛根，再将它栽到
土里，它又开始生发起来。
我现在已栽了两盆，和原来
的那盆一起摆放在阳台上。
看着它们盎然地生长，我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本不会养花，可这盆
偶然得来的紫罗兰，让我体
悟到植物生命力的顽强，只
要你稍微管理一下，它就会
以美丽、动人的姿态回报你。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不
同颜色的紫罗兰代表着不同
的寓意。紫罗兰的花语是永
恒的美与爱、质朴、美德、盛
夏的清凉。我们做人同样和
这花草一样，怀揣纯真、质朴
的情感，热爱生活，热爱这世
间一切有生命的万物。具有
了这些美德，这世界何尝不
是处处充满爱与永恒呢？

说起手机，有人夸它是万花
筒，是百宝箱；也有人骂它是杂烩
菜，更是吃人不吐骨的“老虎机”。

四年前，我舍弃老年机，换
用智能机。的确，智能机给我带
来了极大方便——看新闻，再也
不用眼巴巴地等晚上的《新闻联
播》，世界各地几分钟前的新闻
尽收眼前。

“好处多多呢！”朋友开始津
津有味地介绍起来，“现在人们
出门大多不带现金，仅带一部手
机，消费时只需扫一扫便万事大
吉。方便、快捷，更潇洒！”说着，
他教我如何使用。

双休日，一帮老伙计邀我聚
餐小酌。说实话，我们这帮老哥
们绝不学那些佯装掏不出荷包
或佯装上厕所的吝啬鬼样，每次
都是争着结账。这时，我迈着方
步来到收银台前，拨开众弟兄，
自豪地说：“今天你们谁也别抢，
我用微信支付！”瞬间，十几只昏
花老眼射出奇光异彩，聚焦着
我，七嘴八舌地称赞：“呀，老任
太潮啦！”

我打开微信，找到“扫一
扫”，然后扫二维码、输入金额和
密码，便问收银员：“好了吧？”

“没见提示呢！”收银员说。
哦，小试牛刀，手生，我随即

再输一次，几秒钟，收银员说：“好
啦！”接下来，便是老伙计们的赞
美和崇拜。此时此刻，我心里比
喝蜜还甜。

几天后，我又和一帮老友聚
餐，尝到了甜头，我渴望再享受
一下吃饭不付现金，仅点点手机
的美妙仙境。反正手机内还有
钱呢！结账，这次餐费200元，
我仍然打开手机，支付了好几
次，收银员却连连摆手说未到
账。几位老友大眼瞪小眼看着
我，问怎么回事。良久，收银员
拿过我的手机，纤指飞舞一番，
鼓起朱唇嗔怪道：“你手机钱包
里根本没有钱！”

“不可能！”我严重抗议道，
“我存了500元，前两天消费200
多元，还有剩余呢！”

女孩纤手再点，旋即白我一
眼道：“查你账单，上次你同一时
间消费了两次，每次都是 250
元，共500元。”

啊！我如梦惊醒，原来上次
聚餐付账，我输入了两次。

朋友告诫我：智能手机是把
“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砍伤”
自己。

当然，这次失误并非全怪智
能手机，主要是本人人老、心性
太急。可问题是，使用智能手
机，给我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
时，也带来了浮躁。

有了智能手机，它打破了我
多年晨读经典的习惯。因为读
经典，益身心。我常向后辈诚谏
肺腑之言：如果你想营养自己的
心灵，就必须读经典作品，如果
你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用的垃
圾信息和通俗书刊上，是徒劳无
益且有害的。所以，多年来，我
每天5时准时进入书房，用一个
小时读经典。然而，自从用上了
智能手机，我像着了魔一样，早
上一睁眼就把它捧在眼前，看新
闻、刷微信。尤其是双休日的例
行写作，更闹得我多次半途而
废。

说起写作，作家尤其名作家
都有近乎病态的癖好：杜鲁门·卡
波特喜欢躺着写，海明威喜欢站
着写，马克·吐温喜欢泛舟海上
写……是呀，世上最苦的差事莫
过于写作了，他们也正是借由这
些“写作仪式”，在持续反复的枯
燥生活里，使他们的文字生产力
才能得以维持下去。我呢，充其
量不过是半拉子“写字匠”，但也
有自己的小小写作癖好——时
间，须在周日上午；地点，要在自
家书房；环境，门窗紧闭，绝对寂
静。只有这样，我才能以每小时
千字的速度，一气呵成一篇文章
的初稿。然而，自从玩上智能手
机，一个小时连100个字也写不
下去了。原因呢？当我灵感激
起、正要下笔抒情时，突然它“叮
咚”一响，我即刻心猿意马，忙拿
起瞧瞧，思路便被打断。总之，
自从玩上了智能手机，我变得浮
躁、动荡，每天都在各种变幻的
妄想中不停摇摆，想静静不下
来，想思考无法集中精力。

手机呀手机……近来，我经
常扪心自问：说教人你夸夸其谈，
面对自己，一部小小手机的诱惑，
这一关口都迈不过去了吗？

春天是美丽的
春天是绚烂的
春天的花儿是竞相绽放的
春天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的

即便是立春、雨水、惊蛰
大地依旧延续着冬的模样
春寒料峭
春讯迟滞
在人们的期盼中
万物从冬眠中缓缓苏醒
睁开惺忪的眼睛
小草开始萌动
花儿渐渐展露
着装还要春捂一阵子
春分时节
春已过半
这春的氛围方渐浓郁
花儿赶趟
树披绿装
鸟儿欢唱
偶而还有乍暖还寒
春冬“两掺”
即便如此
也挡不住节令与春的脚步
一股脑儿地花开
展现春的风韵与魅力

清明时节雨纷纷
春和景明放纸鸢
这个时候
鲜花怒放，春意盎然
踏青，赏春
草长莺飞，姹紫嫣红
尽享春的艳丽与芬芳
谷雨时节
春天已经成熟
春韵十足
一些花儿“高光”过后
开始坦然谢幕
一地落红化春泥
让位于满枝的绿色
浓浓的绿荫成为春的结局
渐渐走向夏的热烈与奔放

春花在微风中如雨般飘落
不禁让人有几分惋惜
喟叹春的短暂
惜春，甚至伤春
好在有翠绿与浓荫
有自然的生长与成长
有多彩浪漫的服装
有婀娜娇艳的身影
还有对夏的期待
对火辣豪放的畅想

亭
中
缘

王
明
全

摄

源于自然 归于品质——冬虫夏草！
①0.3克~0.4克/根 9.9元，60根起594元

②0.4克~0.5克/根 19.9元，30根起597元

③0.5克~0.6克/根 29.9元，20根起598元

2024 鲜虫草开卖
青海日报社从青海省藏区直采直销 质量保证

市人民路报业国贸大厦一楼北厅欢乐购 13839165077 广告

加8元全国包邮到家（偏远地区除外）

春天的节奏
□秦继利

手机的诱惑
□任怀江

紫罗兰
□陈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