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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旅游资源与管理学院

张艳梅

槛，栊也。 从木，监声。

———《说文解字》

我再次走进这古寺， 迈过高高的门

槛，虔诚地跪下，看着慈眉善目的佛像，

心中那些烦恼也没有了踪影。 寺里空无

他人，偶有鸟鸣，悠然动听，心也慢慢静

了下来。

迈过高高的门槛，出了寺门，回到了

喧闹的城市。 一辆辆汽车夹杂着噪音从

我面前呼啸而过，在燥热的空气里，无数

浮尘快乐地向上翻腾， 悄悄地在我耳旁

轻佻地哼唱。 街灯陆续点亮，无数烦恼再

次从心中升起， 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回

家里，没有吃饭，将自己锁在房间。 我的

路会因此而停止吗？ 躺在床上，抵不过睡

意，身体也渐渐放松。 在梦中，三个我都

想从乡下到城市谋生，我们结伴而行，一

路上风餐露宿，幕天席地，终于来到了一

座繁华热闹的集镇。 这里有三个门，其中

只有一个能够通往城市， 但谁也说不清

究竟哪个门才是。 三人只有无悔、义无反

顾地走过每一个门， 经历前所未有的痛

苦与艰难，且每一次挫折、每一回失败都

没能打到我， 那我才能终将踏上逐梦之

路。

梦境中，痛楚依旧；梦醒后，泪眼婆

娑，我心痛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忆起当时

心境，我抬手覆面，抹去泪水。 旁人进不

来，我也出不去。 也许，故事中的每个门

都能通向城市，走错了也照样是路。 错的

路也许是沟沟坎坎， 但它的前面或许就

是阳光明媚的生活。 现实世界中的我行

走在不同的轨道上,走着自己的路。 偶尔

间我也会做踌躇， 究竟要不要迈出这个

门槛，亦左亦右。

不久前上映的《芳华》里有一句话：

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

也最珍惜善良。 而我，从不善待自己，走

不出心中的那座牢笼，迈不出门槛，谁又

能救赎我？ 成长，是个痛苦的名词，不论

神魔，不管仙凡；成长，不一定能得到什

么，但一定会失去什么；成长，逼着我们

去习惯，让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成长，

让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肮脏。 幸好，

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善良的人。 走出去吗？

那么，走出去吧。

回访古寺， 竹叶稀稀落落， 阳光洒

下，一地斑驳。 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忽然

释然了，这下，是真的走出去了。

每天依然会穿过那条看似喧闹的马

路。 透过窗户却发现路竟在自己的脚下

延伸。 在人生的旅途中，抱着放下走出去

的心态,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心灵

的需要。 毕竟，活着不能没有目标吸引我

往前走,也不能没有为追赶上目标而付出

奔跑的精神。 或许，我奔跑了仍然没有追

上，但人总要学着放下，走出自己心中所

设的牢笼。

岁月残忍，却也温柔；槛内槛外，皆

是人生。

简 单

履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淼

父亲年纪大了些，每日最爱捣鼓些花花草草，前些

日子，又从好友手里买来了几盆牡丹并几株芍药。父亲

爱极了牡丹的雍容， 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将两种花

移植到院中专门开辟的小花园里。

虽从未正式命名，但是自古以来，牡丹就一直担当

着国花的角色。如周敦颐所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

丹”，牡丹在国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也少

有人能抵挡得了牡丹的诱惑。然，我却独独钟爱芍药。

牡丹一直以来就被称为“花后”，芍药则被称为“花

相”，仅一字之差，与同被称为“花中二绝”的牡丹相比，

芍药的名气略显逊色。但少有人知道，“牡丹初无名，依

芍药得名。”在曾经，芍药的名气是大于牡丹的，牡丹也

被称为“木芍药”。按理来说，牡丹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芍

药的附属，本不该拥有如此盛名，或者，本不该名盛于

芍药。但，“木芍药”，一个木字，清晰地区分开了芍药和

牡丹。木本的牡丹傲然挺立，草本的芍药柔弱无骨。品

质高洁之人往往更得喜爱，花，也是一样。仅凭这一点，

被称为“无骨花”的芍药就输给了挺拔傲然的牡丹。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

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从最初到现在，牡丹与芍药一

直并称为“花中二绝”，从没有人否认过芍药的美，只是

如诗中所言，过美的芍药太过妖娆，远没有牡丹来的端

庄。所谓“红颜祸水”向来都不是什么好词。

芍药是一朵执着的花， 它的一生似乎只有开花这

一件事，简单而专一。

我爱芍药，爱它祸水般的容颜，更爱它不争不抢，

淡泊名利的简单纯净。牡丹开处常有芍药，从小便听家

里的老人说，牡丹是小姐，芍药是丫鬟，丫鬟是要伺候

小姐的，所以才种在一起。事实上，这只是个传言而已，

芍药之所以会和牡丹种在一起，一是为了延长观赏期，

作为牡丹的代替，在牡丹花期过后，继续绽放。二是因

为，芍药和牡丹种在一起长出来的花会更好看，若是问

为什么， 可能会有人用半开玩笑语气道:“怕是牡丹看

到芍药开的艳丽，不甘心被比了下去。”

两个原因中，无论是哪个原因，芍药都是默默开着

花的那个，不争不抢，不卑不亢。相比于过于好胜的牡

丹，少了一分倔强也多了一分淡泊。

三月的清晨，还带有几分凉意。因这寒气侵染，牡

丹和芍药也被冻得无精打采。将水轻洒在花叶上，虽未

到花期，却颇有几分美人带露的惊艳感。东边的第一缕

阳光拂在细叶上，一眼望去，仿佛看到了五六月份的芍

药，迎风而动，简单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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