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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觉得我应把它们看作基督之后的，仍存尘世的“上帝之子”。
 羊面对死亡时的不抗争在常人看来只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而苇岸目睹了羊的受难过程后却进行了
如下思考： ⋯⋯在更大的背景下，我看到神沉默不语。
它有自己的公正，它以一种人所不见的大的循环，保持着万物的终极平衡：草食泥土，草被草食者食
；肉食者食草食者，肉食者被泥土食。
在这样的前定秩序面前，任何狭隘的自诩强大与得胜，都将遭到它的蔑视或取笑。
 从海洋来的雨，还要被河流带回海洋。
那吃草的，亦被草吃；那吃羊的，亦进羊的腹里。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怎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思考。
唯有苇岸，才能在一个大的现代化吞噬人的本性和生命的本真之气的时代中投身于自然，倾心于生命
。
也正是因为如此，苇岸才能把我们的灵魂带到沉静的自然面前，聆听生命的声音。
 苇岸往往由自然生命的思考走向人类社会的思考，这一点与他最喜爱的梭罗有着惊人的相似。
《去看白桦林》是苇岸的第一篇散文，写于1988年初，他在落满叶子的林间走动时如此思考：“我一
直崇尚白桦树挺拔的形象，看着眼前的白桦林，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正与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
件，哪棵树在生长中偏离了这个方向，即意味着失去阳光和死亡。
正是由于每棵树都正直向上生长，它们各自占据的空间才不多，它们才能聚成森林，和睦安平地在一
起生活。
我想，林木世界这一永恒公正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适用。
”①在苇岸心中，自然的生存法则是至高的，它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苇岸对劳动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他曾在春天写下了这样的话：看着旷野，我有一种庄稼满地的幻觉。
天空已经变蓝，踩在松动的土地上，我感到肢体在伸张，血液在涌动。
我想大声喊叫或疾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拼命劳动一场。
我常常产生这个愿望：一周中，在土地上至少劳动一天。
爱默生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与这世界上的劳作保持着基本关系。
劳动是上帝的教育，它使我们自己与泥土和大自然发生基本的联系。
 对于苇岸来说，劳动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有趣而轻松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劳动
是人与自然发生紧密关联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苇岸说：“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
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它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看到成果，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最宜养育
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
”③苇岸对麦地和农民的感情是深厚的，他非常喜欢张炜，因为他是“对劳苦农民给予深刻同情和关
爱的”④一位作家，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可贵的。
 苇岸对麦子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认为“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
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
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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