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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裳

在时光此岸读诗怀屈原

甜蜜劳作甜蜜劳作 宫蒲荣宫蒲荣 摄摄

卧 游
□徐志刚

屐痕处处

在西安踏青很方便，不仅方便，还
有很多选择。先不说城里有诸多的公
园绿地，南边的秦岭和北边的渭河，又
藏有多少个踏青的妙处，让一个土生
土长的老西安，讲上三天三夜也未必
说得完。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
莺。”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就反映
了郊游踏青的热闹场面。西安城里城
外可以踏青的地方固然很多，可到了踏
青时节，西安人不要说是像“游子寻春
半出城”，就是出动个十分之一，西安周
边一定会被挤得像自由市场似的，人满
为患，车满为患，走不动、看不好、吃不
上、玩不成。更别想像诗中的流莺那
样，不用“日暮笙歌收拾去”，而是住在
树上，住在户外，住在春天里。对大多
数西安人来说，即使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也只是空想。

元代，有个叫倪瓒的诗人在出外游
玩时，似乎也遇过此类问题。写诗之
外，倪瓒还是个画家，善笔墨丹青，他曾
在诗中写：“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
入卧游。”倪瓒不满足户外的游山玩水，
还要用画笔把自己喜欢的青山绿水画
到纸上带回家贴在墙上，“满壁江山入
卧游”，想咋看就咋看。

要说“卧游”概念的提出，还真不是
因为游山踏青。最早提出“卧游”的也
并非倪瓒。而是比倪瓒早 1000多年的
南朝宋叫宗炳的画家。宗炳不仅画画，
而且好动脑子，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
一个美术理论家。早在 1500年前他就
在自己《画山水序》里，从山水画作品审
美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卧游”这个概
念。在后世的书画界乃至文人、商贾圈
子里，影响很大。

我国园林艺术之所以发达，不仅和
人们喜欢外出游山踏青有关，一定和宗
炳的“卧游”有关。在古代，无论家世身
份如何，但凡有些家资的，士农工商任
何一个阶层在修建私宅时，都会考虑附
建私家花园。即使不像《红楼梦》里贾
府那样，弄出个大观园来，至少也得像
《浮生六记》里沈复和芸娘那样，有一小
块地，“余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
杂处，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
丛草为林，以虫蚊为兽，以土砾凸者为

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说过：

“世界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窃以为，在罗丹说的那双发
现美欣赏美的眼睛后面，一定有着一
颗爱美的心。

“云中锡，溪头钓，涧边琴。此生著
几两屐，谁识卧游心？”这颗爱美的心，
在纳兰性德这里就是“卧游心”，这颗

“卧游心”就是促使人们回归自然、崇尚
自由的爱美之心。即使像我这般在众
人纷纷走向户外，却驻足宅家看书躲清
静的人。

为了避免和户外踏青的人挤作一
处，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为满足自己的

“卧游心”，来到书院门，请上一幅山水
画，像宗炳和倪瓒那样把画挂在自家墙
上；再到花市去，买上几盆花草绿植，端
上一盆山水盆景，让自己的“卧游”变得
更真实。

此刻，我站在书斋内的假山盆景
和花草绿植旁，静静地看着那苔藓青
青、流水淙淙的假山，闻着绣球和口红
的花香，欣赏着菖蒲、文竹和兰草清绝
高洁的仪态，室内有青山、窗外有鸟
鸣，胸中有丘壑、天上有流云。虽足未
出户，我的心却已融
化到蓝天里。

六月

你，和金灿灿的麦子一起

要将十年的寒窗苦读

铺展出一幅画卷

书山学海的那些记忆

在一张张试卷上

闪烁青春的风采

高考

注定会成为一次破壳

会成为一次飞跃

静静的考场

涌动执着

与冲刺的力量，一行行文字

成为六月饱满的颗粒

沉甸甸的答卷

丰登，青春的质感

多彩，时光的灿烂

葱茏的岁月拔节旺盛的

信念，一字一句

闪烁智慧的光芒与

分量，谱写青春的华章与

诗行，让六月的时光

格外滚烫，让

青春闪烁生命的光芒

夏天的风

吹走了

那只洁白的蝴蝶

从此，这地方

就没了美丽

失去了蝴蝶

心中的花园

就失去了梦想

风吹着太阳的火焰

美丽和梦想都没了踪影

夏
天
的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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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观云
□李永明

居住汉江边，养成看水观云的习
惯，每逢早晨或夜晚徒步锻炼时，总要
从江南走到江北，沿途与汉江相伴，心
里惬意舒坦。江水暴涨时，水由绿变
黄，浊浪翻滚，看水的人都在江边聚集，
我自然是其中之一。在汉江观云也是
一件有趣的事，汉江上空的云，因为有
江面这个底色的收束，看上去更为集
中，更便于观察，更易让人联想。按颜
色，我把汉江上空的云分为四种，一是
乌云，二是灰云，三是白云，四是彩云。

乌云大抵是大雨来临前聚集起来
的，厚重、气势汹汹，整个云层内部仿佛
冒着滚滚黑烟，但又飘不出去，被禁锢
成沉重的一大片压在江面上；而江仿佛
是一个被束缚的勇士，愤怒却又无奈地
瞪着天空。这样天地之间紧张的场景，
让人看着都不敢吱声，心里祈祷着雨快
点落下吧。滂沱雨终于落下了，透彻淋
漓，于是一切又慢慢好起来。

其他的云与地面都是平行的，而灰

云却是垂直的，它仿佛与地面形成一个
直角。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早晨灰云
降临，在江北筑起一堵高大的城墙。多
高大呢？平时也还算是高大的江北，现
在只是这堵城墙的基脚了。这怎么成
呢？太阳出来收拾它了，太阳一点点升
起，一点点地从它的顶部削平它，用不
了一个小时，它就无影无踪了。

白云最是繁复，我将它分为松散型
和完整型。松散型的最是好懂与常见，
像狮子、像棉垛……有时它们也排得整
整齐齐，看上去就像一列从天上驶过的
高铁。完整型的只在夏天出现，像冰山
静静地卧在江边和浮在江面的天空上，
晶莹而冷静，巍然而纯粹。它出现的时
候，一般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彩云出现在凌晨、黄昏和夜晚。太
阳快升起时，红霞和金霞光芒四射、神
采奕奕，它们散落在空中，向着太阳而
去，仿佛太阳是一座学校，它们是去上
学的学生；黄昏也是这样，但那是放学

时间，它们背离太阳而去，依然欢天喜
地。夜晚的彩云当然出现在明月的夜
晚，月光弱一点，都映照不出彩云。月
亮在云中钻来钻去，钻到哪儿，哪儿就
出现一个色彩缤纷的光斑。

彩云其实也分两种，一是内部发出
的彩光，像我以上所说；再一种就是从
外面染上去的。一天黄昏，我看到一朵
奇特的白云，它只有简单的线条，看上
去就像一个人，简洁、修长，在江面的天
空上行走。夕阳打在它身上，散发出淡
粉色的清新光芒。

在汉江观云时间久了，觉得天上天
下一样绚丽无比，瑰丽多姿，五彩缤纷，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汉江观云让我从
云海中发现人世间的美好，云聚云散，
浑然天成。人生俯仰，吐纳有致。天上
飘者与地上行者，皆为律动状态，彼此
交互感应，使人生增添乐趣。心放松
时，望望天，观观云，消磨一段呆萌光
景，是一种别样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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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月分水岭偶遇雪境（两首）

（一）
雪封终南分水岭，

青松竹影翳山径。

冰雕草甸网红树，

唯余莽莽飞玉龙。

（二）
分水岭高矗云空，

草甸铺雪银辉映。

未睹遍山杜鹃红，

但闻竹风流泉声。

□□森林森林

临水人洁，读诗心香。
端午，独坐河畔，展卷而读。像一尾寂静的鱼，

我沿诗歌溯流而上，抵达楚地那方诗性的水域，靠
近那颗孤独而高洁的灵魂。

在时光的彼岸，浪迹草泽的屈原披发行吟，得
知秦军攻破楚国京城郢都，不由悲愤交加，长歌当
哭，纵身投入万里碧涛，以身殉国。一条普通的河
流，因为怀抱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和浩然正气，而
永远被世人铭记。

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离骚》里感慨：“天问复招
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短短
二十字，抵得上一篇战斗檄文，矛头直指那些奸佞
小人。诗歌意境苍凉，悲痛愤懑，读得人怒发冲冠。

北宋梅圣俞才情横绝，对屈原推崇备至，入仕
之后，遂改名尧臣，立心明志，做圣明君王的贤臣。
梅尧臣不登权门，体恤民生，尽己所能而力行惠政
于民之事，但他仕途坎坷，屡屡失意，高远抱负无处

施展。他在《五月五日》里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
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
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字字沉
郁，句句萧瑟，既是追思前贤，亦是感怀身世。

屈原投江激起的浪花，不仅深深浅浅拍打着后
世传统知识分子的心壁，也叩打着帝王的梦。唐玄
宗早年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希求如屈原样刚正不
阿、直言善谏的良臣辅佐。他在《端午三殿宴群臣
探得神字》中礼赞屈原并抒胸臆：“五月符天数，五
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穴枕通灵
气，长丝续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方殿
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彼时，君明臣贤，文治煌
煌，武功烈烈，大唐进入“开元盛世”。

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盛
极而衰的章节一再呈现。唐玄宗晚年亲小人、远贤
臣，杜绝言路，闭目塞听，终致藩镇叛乱，遍地干戈，

堪称明君典范的统治急转直下、风雨飘摇，让人扼
腕叹息。

喜欢李元胜的诗，尤爱《汨罗江边的屈原》：
“乌云密布，一个读懂了万千雷霆的人/还能有什
么别的命运//楚国已到尽头，雷鸣声中/十万伏电
流正经过他//也许不止从天而降的不测/还有十
万山鬼，十万少司命//借过，借过，十万横世之水/
曾经的日月星辰，也要经过他重回九天//汨罗江
就是在那一刻变轻的/它跃起，扑向他，成为他的
一条支流。”尤其最后一小节，本是屈原投江，但在
诗人眼里，变成汨罗江扑向屈原。仿佛汨罗江在
世间的使命，就是等待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的
到来，并义无反顾地成为他的一部分，缓缓流淌进
一个民族的血脉。

站在时光此岸，我泪眼迷蒙，恍惚看见屈原踏着
滔滔江水，穿越千年尘世的风霜，走向龙舟竞发粽子
飘香的端午，走向麦浪涌金榴花照眼的家园。

布谷声声，端午节姗姗而
来。随风翻卷的麦浪，在夏风和
骄阳中渐渐变得金黄，麦香弥
漫。又见端午，绵延的思绪一下
子回到了往昔。

正值小麦夏收，是地道的忙
季，过节反倒成了其次。即便如
此，辛苦劳作的人们也想着过个
好节。鲜猪肉和豆腐一定要有，
节气早的话，头茬豆角也顶着好
看的豆花，在豆架上迎风招摇。
土豆快成熟了，到地上刨一些回
来尝新鲜，当地叫“打青黄”。

端午节，也是一种团圆。外
出者都要赶回来，既为收麦也是
团聚。嫁出的女子被接回娘家
过端午，未过门的女子被接到未
来的夫家过节。返程时，夫家要
准备大红包，是给女孩子购买换
季衣裳的钱，当地人叫做“赶端
阳节”，普遍都很重视。

记得以前端午节，经常跟着
母亲到外婆家去。遍地流金，麦
香氤氲，到处都是弯腰割麦的
人。路上挑的、背篓背的、肩上
扛的，大人小孩，络绎不绝。早
饭是外婆用新麦做的手擀面，筋
道美味。中午，外婆做了一桌美
味的饭菜，主食是香喷喷的馒
头，外公给我们倒雄黄酒喝，用
雄黄酒涂抹在我们的太阳穴、额
头、眼睛、耳朵、鼻子、嘴上，防止
蚊虫叮咬，还能避免蛇类靠近。
外婆用五色花线编织的丝带，戴
在我的脖子上、手腕上，能避邪。

有时候，母亲也会差我去接
外婆外公来我家过端午。外婆
也是客，当然不会下地收麦会下地收麦，，大大
多忙的是厨房杂务多忙的是厨房杂务，，一点不会清一点不会清
闲下来闲下来，，帮着做这做那帮着做这做那。。劳动惯劳动惯
了的外公根本闲不住了的外公根本闲不住，，跟着一起跟着一起
下地割麦下地割麦。。母亲忙着厨房里的母亲忙着厨房里的
事事，，有时也去地里帮一把有时也去地里帮一把。。平时平时
十分寂静的乡村十分寂静的乡村，，顿时变得热顿时变得热

闹。外出打工的汉子们，大都回
家收麦。夫妻之间久别重逢的
喜悦写在脸上，也成为火热劳动
中的笑料和谈资。

端午这天，母亲一大早起来
泡好酵子，和好面。又到梧桐树
上摘下新鲜桐叶，洗干净铺在蒸
笼上。到了中午，面盆起得饱饱
满满的，满是气孔，一股甜甜酥
酥的麦香沁人心脾。母亲在案
板上不停揉面，十分娴熟地团成
一个个生面团，像列队的士兵，
等待一声令下，纷纷进入战斗状
态。母亲做的有白面馍、糖包
子、葱花卷，有时候，还包成糖馅
角儿、素馅角儿，把面团捏成鸡、
鸭、鱼、兔子等形状，点上色彩，
一起蒸熟，活蹦乱跳，栩栩如生。

门窗上悬挂的艾草、菖蒲，
也是一大早采回来的，露水晶
莹。艾草香、菖蒲香、馍馍香，
熏染了朴素的端午，也是对土
地的检阅和感恩地的检阅和感恩。。乡亲们不懂乡亲们不懂
屈原及端午渊源屈原及端午渊源，，却懂得美好却懂得美好
的生活必须靠辛勤的劳动换的生活必须靠辛勤的劳动换
来来。。家乡简单的端午虽然缺少家乡简单的端午虽然缺少
历史文化的积淀历史文化的积淀，，却抒发着乡却抒发着乡
亲们对生活的热情亲们对生活的热情。。

屈原 以他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国
而他的国 却以不可逆转的谬误
终是回不了头
合纵连横 利弊交织
各股势力蓄意较量
成败得失拧成了绳

国大天安 抵不住奸臣乱纲
王土肥沃 经不起凶饥妖孽打洞筑巢
屈原的国啊 已是千疮百孔
皇天后土 却已无堤可防
大命将泛 社稷为墟
称臣俯首 天诛地灭

那一刻
子民和王 抛洒出几串离人的泪珠
碾压在一统天下的车辙下
远去的风和铁蹄的伐踏
敲击出警醒的欢唱
皮已不存 毛将焉附

国之不在 王又何如
可惜 滚滚东流的汨罗江水啊
只能呜咽一曲哀鸣的挽歌
它洗得净人世间的污垢
却洗不掉痛失母国的羞辱
它辨得清黑白曲直奸忠
却掐不住历史命脉的咽喉

那个伟岸的身躯 纵身一跃
被江水淹没
只有投身于江的怀抱
才能触摸到母亲的温度
只有融入清静的世界
才能保全抽不去的赤诚

汨罗江啊 把一个不朽的灵魂拥抱
之后 汩汩流淌的一江春水
打湿了国人的故土
写入时空
一个永久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