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季

菩萨蛮

从大唐的琵琶上，取下的音符
放到宋朝的胡琴上
不知不觉，就沾满汴梁的口音
异域来的蛮国曲子，可配惊鸿舞
也可配羽衣舞
异域来的蛮国女子，身挂珠宝，发髻高耸
宛如菩萨
在菩萨慈悲的目光里，谁家小姐正花面相映
哪位志士正西望长安
何处的归鸿声断残云碧
哪里的芳莲九蕊开新艳
我在菩萨悲悯的曲子里独坐

多少故人，与我，隔水相望

雨霖铃

爱每一滴雨，爱每一滴雨打湿的铃声
那么多的雨落进心里
那么多的铃声不肯散去
酒樽太大，雨声怎么斟也斟不满
别离太多，泪水怎么拭也拭不尽
那红的樱桃是又酸又涩的思念
绿的芭蕉是又宽又长的寂寞
今宵酒醒何处？醒在，烟波之上
醒在，千里之外
那柳枝上挂满谁的目光，又挂满谁的隐痛
晓风里，有谁解不开的旧梦
有谁还在惦记着谁

执过的手，余温尚存
那场雨，已从宋朝，下到了现在

长相思

当我说到相思，那月光，正从前世慢慢照临
那么多的小星星，摘不下来
尘世辽阔，岁月荒凉
那么多的忧伤，如露珠
那么多的树叶伸出手，接不尽
相依为命的马儿
怎么也不能把我载往，想去的地方
山一程，水一程
落花擦肩，那么多的
心痛，挥不去，那么多的西风凋碧树
相思催人老

漫长的一生，就这样，寂寥地过去了

鹧鸪天

那鹧鸪声是北宋的，也是南宋的
鹧鸪声里，有人，江边送别，有人
频倚阑干，有人，柳外横笛，有人
黛眉慵扫，有人
从今日的酒里，喝出了昔日的醉意
鹧鸪声声，平平仄仄
唤醒别意彷徨
多少书生和小姐，多少侠士和游子
都逐一消失在，岁月深处
那鹧鸪声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
一声“行不得也哥哥”
历经千年时光，依然未被用旧

词牌写意（组诗）

■宋守业
从乡政府南面的那条路往东走没多

远，过一座小桥，就是我家的责任田了。
过去回老家时，只要一过桥，我都会在责
任田里站一站、看一看，找寻自己曾经的
影子和青葱岁月。这次回家，麦收已开
始，远远听到收割机在欢叫，看到一堆
堆、一捆捆麦秸秆散卧在田间，我不由得
想起了那些年的麦秸垛。

过去的麦收季节，一般都要有几个过
程。先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地把麦子割
倒，接着是用草绳把割倒的麦子打成捆，
装上架子车运回打麦场晾晒、碾压、去
糠，等到麦粒一收仓，人们就要把碾碎的
麦秸秆堆成垛的。于是，闲散的麦场或其
他的空地里便立起来一座座麦秸垛。灿黄
灿黄的麦秸垛就像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棉
花糖，伴随着柔柔的、清清的、淡淡的清
香伫立着，成了乡村里的一道风景。

堆麦秸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
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件细心活儿，仅靠一
身蛮力不行，要有足够的眼力和悟性，再
加上娴熟的技艺，才能将麦秸垛堆得不偏
不斜、不倒不歪，方垛棱角分明，圆垛饱

满挺拔。在我很小的时候，俺村的麦秸垛
很少，因为那时候还是大集体时代，一般
一个生产队就一个或者两个，那个时候的
麦秸垛是相当庞大的，就像一座小山似
的。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的
麦秸垛就变得小而多起来，用“星罗棋
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形状各
异，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或
伫立村头，或横卧房前，或默立路边，或
遍布阡陌，宛如一个个浑圆温软的馒头，
让人亲切，给人温暖。

过去，父亲是很在意垛麦秸垛的，因
为那时农村有个不成文的风俗，男孩子即
将成婚找对象时，媒人都会带着女方的人
到男方探访，一是看男方的父母是否实
诚，二是看男方的日子是否殷实，其中一
个很直观的探视方法就是麦秸垛的大小，
麦秸垛大而结实，就说明男方家底厚实、
人能干。当时，哥哥已到了谈婚娶亲的年
龄，所以父亲每年都要把麦秸运回南荒
地，扎扎实实地堆一个麦秸垛。

堆垛前，父亲总是会把地面清理干
净，用一些捋顺过的麦秸，拧出一个个粗
大的草绳子，圈一片很大的地方，然后父

亲和哥哥就抡起大木杈，把拉回的麦秸一
杈一杈地弄到草绳围起的圈里，再用力按
压，这样一来二去，麦秸垛很快就成了
型，而且越来越高。等不能看到高垛上面
的情况时，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我推举上
垛。之后，我就按照他们的提示，把挑到
上面的麦秸，向中间聚拢，再一脚挨着一
脚踩踏实。麦秸松软而富有弹性，走在上
面就像踩弹簧，父亲和哥哥端起一杈杈的
麦秸向上扔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不断
升高，心里很是惬意。

更惬意的是，各家各户的麦秸垛都堆
好后，每到放学时刻，我们这些小孩子们
就会相约到麦秸垛较多的地方玩藏猫猫游
戏。我们一般都是迅速地扒开麦秸垛边上
的麦秸，掏出一个小窝，人躲进去后，再
抓起一些麦秸，把自己埋起来，让对方找
不到自己。有一次我扒开麦秸垛时，竟然
发现了不知谁家的老母鸡遗落在麦秸窝里
的三个鸡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很快就
唤来几个小伙伴把鸡蛋美滋滋地生着喝
掉了，随后就更加兴奋地玩耍起来。捉迷
藏、玩打仗，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玩，
疯耍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直到父母一

遍遍地喊着回家吃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麦秸垛。

站在收割后的麦田里，回想着那些在
麦秸垛边的玩耍日子，我就好似走入了快乐
无比的童话里。每年春天，和煦的春风从麦
秸垛上掠过，麦草香混合着花的芳香弥散在
村庄上空，令人陶醉万分。进入夏季，好多
麦秸垛上都会爬满了豆秧瓜秧或长颈草，把
麦秸垛染得浓绿一片。到了秋天，麦秸垛上
又长出许多缤纷多姿的花儿，把它装扮得一
片灿烂，随便走进一个麦秸垛，都能看到一
个个果实在向你微笑。冬闲时节，麦秸垛成
了老人们晒太阳的好地方。那时，老人们
眯缝着眼睛，慵懒地晒着太阳，扯着天南
海北的话题，回味着日子的甜香。更有那
月朗星稀之夜，一些俊男靓女还会悄悄来
到村外的麦秸垛旁，依偎在一起窃窃私
语，说不尽的柔情蜜意。

当下，随着电饭锅、电磁炉、液化气
灶的广泛使用，麦秸秆烧锅、取暖的岁月
已不再，昔日伫立在村里的麦秸垛也基本
消失。这是时代的变迁和更替，但那充盈
着朴实、自然和淳厚味道的麦秸垛，我永
记心间。

那些年的麦秸垛那些年的麦秸垛

■陈思盈
六月一日，儿童节。
是夜，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麦

香，又一个收获的季节里，沙澧河畔热爱
读书的十几个人，带着对生活的憧憬、对
书香的向往和对浮生的追问，齐聚沙澧书
院，对二百多年前那对布衣蔬食、相依相
扶、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的三白和芸娘抒
发自己的感怀。

茶香在流动。
夏天荷花开放的时候，芸娘将少许茶

叶裹进小纱囊，放在荷花心中，于第二天
清晨取出，烹煮天泉水泡茶，清香幽韵尤
其佳妙。芸娘对茶的这份精致，让人不禁
想到了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赌书消得泼
茶香”的佳话。两人都是著名的学者，情
投意合，恩爱无比，最让人羡慕的不是有

情人能成眷属，而是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中
的浪漫情节：两人都爱看书，书也多，看
得多了两个人就打起赌来，赌什么呢？赌
谁的记忆力好。一个问书籍中一个典故或
是什么内容，另外一个人就要回答这个典
故在哪本书中记载的、具体到这本书在书
架的位置和在多少页。回答错了，就要将
杯中的茶水倒进自己的衣服里。可以想
象，看着对方衣衫湿漉漉的样子，两个人
必定会有笑作一团的时候吧？

一盏香茶，两杯诗情，三升画意，五
分洒脱加十分用心，让芸娘的茶香，穿过
清廷的回廊，一路从苏州的精致园林溢
出，浸润了江南的烟雨，浸润了一代代文
人墨客的玻璃心，浸润了沙澧书院的每一
个角落。自由职业者、水韵沙澧读书会会
员杨晓曦说：“芸娘是《浮生六记》这本
书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芸娘，此书会变得
黯淡无光，湮没无闻。因为芸娘是一个有
趣可爱的女人。跟一个有趣的爱人在一
起，便有了分享的快乐。”

书香在流动。
芸娘最爱书画，尤其是破书残画。家

里有残缺不全的，她便搜集整齐，分门别
类，汇集订制成帙，起名叫“继简残
编”；破损的字画，她必找出旧纸来粘
补，有破缺的地方，会请沈复补全好，然
后卷起，叫作“弃余集赏”。尤其是在破
笥烂卷里头偶尔获得片纸只字值得一看
的，便如得了异宝一般……

芸娘的爱书情结，让我不禁想到了已
故训诂专家顿嵩元教授的爱书故事。有一
段时间，当感觉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时，
他被他死后所藏书的归宿问题所困扰，担
心他用心收藏的书被贱卖或是损坏，最终
将书放心地捐给了市档案馆。看他书的
人，指甲不能留得长，长的要剪掉，免得
损坏了他的书；翻他的书时要轻轻地翻，
免得弄皱了。爱书之人，除了爱惜书中那
一个个灵动的文字外，还更爱惜书的本身
吧？那一本本被我们用心读过、用手细细
翻过的书本身，就像我们怀过的一个个孩

子，那种爱和喜欢，是不爱书之人无法理
解的。

郾城区教科体局的晋悟说，十多年前
她有一本俞平伯先生的译注本 《浮生六
记》，结果不知道被谁借走了，到现在也
不说还，从此之后她的书再不愿外借。我
也有此体验，当一本本衣帽整齐的书经一
番借出而灰头土脸、破衣烂衫地回到自己
手中时，就像看到自己精心养育的女儿在
婆家受到虐待一般难过、愤怒。

墨香在流动。
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朱超分享读

书心得时说：“在通常的阅读体验中，我
们容易被传奇的、戏剧的甚至是哗众取宠
的文字吸引了目光。而书写平实生活点滴
的文字，或优雅，或质朴，或幽默，或深
情，这些文字不争不抢，不喧哗，在芬芳
的角落里，散发着淡淡的君子气，它们是
生活真相的亲历者和再现者。”

是的，当一个个带着墨香的文字跳跃
着定格在洁白的纸张上时，是怎样的一种
交融？原本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经了人
类文明的演变和挥洒，从此缘定终生；也
如茫茫人海中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从
此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定音。

想那沈复，日日与芸娘谈诗论画，即
便是穷困潦倒，依旧甘之若饴，也是因为
心有万千丘壑吧？ 而今日再品《浮生六
记》，依然是因为那书卷里散发出的浓浓
墨香。

暗香在流动。
无论光阴逆旅，还是过客百代，爱情

始终是人生长河里一个极其宝贵的砝码，
仿佛人生所言的圆满中，爱情往往是最重

的那一个。沈复和芸娘的爱情，以决绝独
立的姿态凝结着暗香，看似无意，实则写
满了女性对自由的追逐、对人权的向往。

诗人、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朱红蕾
说，在沈复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男权主
义，对于世事变幻，他也多是选择逆来顺
受。他活得如此情深意长，真诚至性。他
一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娶了芸
娘。沈复的柔情似水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心
思细腻的男子，有着敏感纯真的天性。当
然，美好的爱情也需要棋逢对手。如果芸
娘做不到慧心独具、温柔贤良，她也无
缘承受这样一段让人艳羡的爱情。而芸
娘懂他、知他，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之
中，蕙心兰质，始终和夫君一起共成
长。比如说他们课书论古、品月评花；
比如说他们察眼意、懂眉语，心灵相
通；比如说他们互敬互爱、握手相迎；
比如说他们一拍即合、从无造作；比如
说他们相知相伴，心心相印从未远离；
比如说他们把生活过成了诗，感知美好
的能力非同一般。世人常说婚姻是爱情
的坟墓，甚至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老夫
老妻除了柴米油盐，再活不出新意，从
这一点来说，沈复和芸娘是激发平凡日常
的爱情高手，他们至真至纯、知足常乐、
随遇而安的良好品质，对于当下的爱情诠
释仍具有引人生发的指导意义。

一花一叶现诗意，柴米油盐写传奇。
沈复和芸娘的传奇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志
趣和爱好，今日之分享也是因为我们有共
同的志趣和爱好，这志趣和爱好是一座
桥，让更多有趣的灵魂可以相遇，让柴米
油盐的平凡日子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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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超
最初接触沈复的文字，是在中学课本

里。作者回忆童年时的趣事，如在眼前，
让人莞尔。无论是张目对日、明察秋毫的
眼力，还是以烟喷蚊虫、作青云白鹤观，
都让人忍俊不禁，掩卷后，又不免唏嘘。

文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恒久性。
沈复先生两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到今日
仍能带给我们真切、生动、犹在眼前的强
烈感受，这足以说明《浮生六记》的经典
品质。

在通常的阅读体验中，我们容易被传
奇的、戏剧的甚至是哗众取宠的文字吸引
了目光。而书写平实生活点滴的文字，或
优雅，或质朴，或幽默，或深情，这些文

字不争不抢，不喧哗，在芬芳的角落里，
散发着淡淡的君子气，它们是生活真相的
亲历者和再现者。戏剧冲突和故事张力固
然好，但就如同宴席上的大鱼大肉，为主
人撑足了场面，填饱了食客的肚腹，而当
宴席散去，各自归家，人们要面对的终究
还是一日三餐的茶饭。从这一点来说，生
活感悟类的散文就是家常小炒，虽不至于
惊艳四邻，可没有它，也终归不是一顿称
意的饭菜。

《浮生六记》绝对算得上是家常菜中
的精品了，或者可以说是招牌。以天地为
灶，岁月为柴，人间的悲欢离合皆可烹
调，浮生的喜怒哀乐皆可煲汤；在生活的
烟火中，辅以五味杂陈的心事为佐料，饮

食男女，芸芸众生，都无可遁逃，也无须
遁逃。

又想起了太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
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
梦，为欢几何”，对人世沧桑、往来兴替
的感怀溢于言表。如今千年已过，浮云悠

悠，我们如寄居在水泥森林里的过客，用
我们的眼光和笔触，抒写着属于这个时代
的浮世欢歌。

人生代代无穷已，但愿你我在浮生
中，都能觅得知己，写下属于自己的华
章。

浮生断想■■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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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松逸人
襟怀洒落两仙人，偶赋闲情作率身。苦短红尘伤菊瘦，期同白发守颜贫。
难销坎坷穷途泪，好约风流隔世姻。笔墨平章归六记，千秋绝代尽真淳。

七律·读浮生六记

■李俊瑶
暮春，我和杂文学会的部

分文友赴商丘市睢县采风，下
午报到时，一到居住的睢州国
际酒店，嚯！一座大湖从几百
米外迎面“扑”来，那种壮
观，虽算不上烟波浩渺、横无
际涯，绝对称得上一碧万顷、
气象万千。

这仅仅是惊艳的开始。华
灯初上的那一刻，我伫立窗
前，再次被窗外的景色惊到：
湖光汇着灯光，灯影融着倒
影，轻风戏着微澜，一派灯的
海洋，光的世界。虽看不清岸
芷汀兰，郁郁青青，但绝对能
感受到浮光跃金，静影沉璧。
那一刻，内心分明响起一个声
音：“不下楼欣赏一下吗？”刚
好，几位好友相邀散步，真应
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友人
相聚，游目骋怀之景。于是，
飞一般下楼，一行四人说说笑
笑，开始近距离探游北湖。

走在湖边至湖心的甬道，
处处有灯的陪伴：树干上缠绕
有灯，树冠上点缀有灯，桥拱
上勾勒有灯，湖边大型建筑
上，还有磅礴的轮廓灯，真可
谓光华四射，五彩缤纷。

及至湖心那曲径通幽的回
廊上，干脆陷到“灯阵”里，
每一条小径旁，都有柔和的小
地灯，每一根柱子上，都有向
上的小射灯，走近，能看清小
草摇曳、拱顶精致，及远，又
感到长长灯带之壮观，灿若灯
海之宏大。

因着周围的万籁俱寂，我
们连交谈都少了，淡然地感受
着这份宁静、这份清冷。那种
对黑暗的天然恐惧，也因有灯
的陪伴，多了坦然与勇气。

突然，栏杆外，水面上，
一只白天鹅悄悄游过，如神来
之笔，画在湖面上，让波澜不
惊的水面“活”了，让山岳潜
形的暗处“亮”了，让日星隐
曜的静谧多了一种孤寂、一种
自在、一种旁若无人的悠然。

湖光灯影渐入睡眠模式
时，我们也恋恋不舍往回走。

安静中，夜的情绪蔓延开
来，开始感怀——朦朦胧胧的
夜景，到底是真实的面貌，还
是修饰的幻景？灯光营造出的
明暗对比，到底是掩盖了丑
陋，还是增添了美丽？

我承认，灵魂，会随着夜
深人静，更贴近生命本真，更
直视内心彷徨。当我洗漱后躺
在床上，思考的命题逐渐清晰
——如果说艳阳下的白天，能
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节，那么灯
光下的夜晚，则让我们感到更
多美好。

次日白天，正式采风时，
路线竟有很多与我们昨夜之游
重合。遗憾的是，路线一样、
景致一样，却因白天太亮了，
看得太清了，少了很多味道。

无意间，我的眼神碰到了
昨晚同游的一位同伴的眼神，
那眼神和我一样，藏着一丝无
奈——水至清则无鱼，景至清
则无韵啊！

是的，从巴黎埃菲尔铁塔
到纽约帝国大厦，从悉尼歌剧
院到莫斯科红场，从上海外滩
到布达拉宫，它们都无一不在
印证着夜景与日景的哲学思辨。

其实，文章，摄影，不也
如此吗？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光感，会有不同的
味道。就像“两小儿辩日”，因
人，因时，因心态，结论相反。
是的，面对一处花园，诗人会
为花的鲜艳、树的青翠、水的
碧绿而激情澎湃；杂文家则对
柱子上的“到此一游”，花坛里
的垃圾粪便耿耿于怀；女性游
客会对美丽花朵拍个不停，男
性游客则对一蓬枯枝更感兴趣。

那么，对于鱼龙混杂的社
会而言，见微知著者，会对社
会不公、官场腐败疾恶如仇，撰
文鞭挞；豁达包容者，则会对一
只猫咪、一场邂逅写出感悟。

文章成稿的过程中，恰逢
2018 北京电影节开幕。与往届
相比，本届电影节除了光鲜依
旧外，还多了一个“探寻电影
之美”高峰论坛，旨在探究电
影艺术的美学品格、社会功
能，尤其是观众与电影间的审
美关系。论坛达成共识：视觉
震撼只是手段，心灵震撼才是
目的；艺术可以挖掘人性之
丑，但更应放大人性之美；一
定不要低级趣味，一定不要泥
沙俱下、鱼目混珠、良莠不
齐，那样只会降低观众对电影
艺术的总体评价。

这传递出一种信号，无论
搞艺术，还是写文章，社会责
任要放在第一位。

是的，小时候看完以潘冬
子、李向阳为主人公的电影，
我和小伙伴玩打仗游戏时谁也
不愿演坏人。而如今，看完美
国大片中的罪案电影，潜意识
中会把犯罪高手当英雄，把犯
罪奇招当智慧。这些大片在某
种程度上也在揭露社会阴暗，
但给观众尤其是未成年观众，
带来的更多是破坏秩序的快
感，是挑战社会公权、无视公
民安全的“大侠”情结。

世间本不完美，人性更有
善恶两面。对不可原谅的人类
恶行与社会病态，我们需要

“日景”，让其曝晒在阳光下，
纤毫毕现，无所遁形。但在这
个金无足赤的世间，我们也需
要“夜景”，感受瑕不掩瑜，放
大世间美好，期待人们在美好
的感染中“有样学样”。

乔布斯发明智能手机时有
句名言：“顾客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是的，在电器、汽车、
飞机、智能手机等发明之前，
大多数人不会想要这些产品。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也
曾说过：“如果我问顾客想要什
么，他们可能会说想要一匹快
马。”但乔布斯知道，人们将会
需要什么。所以，他不是适应
消费者，而是引领消费者。

那么，在这里，文学艺术
与科技产品有了一个共同点：

“选题”很重要，引领更重要！

日景·夜景

■张国绍
李老伯的右腿有点跛，上

下楼不太方便，住在楼上的刘
大妈，时常会下来照顾李老伯。
李老伯鳏居，刘大妈守寡，两
个老人年龄相当，互有好感。

快过年了，李老伯在省城
工作的儿子开车回来，准备将
李老伯接进省城去过年。临行
前，李老伯在小区门前的一家
服装店里看中了一件女式羽绒
服，颜色与款式都十分适合刘
大妈。因为到了季末，冬装打
折，原价一千多元的羽绒服，
眼下六百元便可以打包拎走。
李老伯想把这件羽绒服买回
来，当作新年礼物送给刘大
妈，不料一时钱不凑手，差两
百不够。

服装店的老板叫燕子，热
情豪爽，了解情况后连欠条都
没让写，立马吩咐服务员打
包，然后亲自交在李老伯手上。

李老伯在省城住了半个多

月，期间，他不下一百次想张
口向儿子讨要两百块钱，可每
次话到嘴边，又生生被自己咽
了回去。眼看着就要回去了，
李老伯仍觉得难为情，仍无法
向儿子开口。

一天夜里，儿子儿媳及孙
子都参加聚会去了。李老伯便
在儿子的书房里到处翻找。他
运气相当不错，很快便从抽屉
里翻出一沓钞票。李老伯像做
贼似的，一边东张西望，一边
战战兢兢地从那叠钞票中抽出
了两张。

李老伯一瘸一拐地回到自
己的卧室，坐一会儿，站起
来，抽一支烟，喝一杯水；又
坐一会儿，又站起来，又抽一
支烟，再喝一杯水……大冷
天，李伯头上身上却大汗淋漓。

折腾一阵后，李老伯又悄
悄返回儿子的书房，将怀里的
两张钞票掏出来，急匆匆夹在
了那叠钞票中间……

人在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