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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书法 魏德为魏德为

□杨浏

“摇”出来的家风

国庆节前，我带着对奶奶的思念飞奔回了老家，徜徉
在乡村的小道上，微风里夹杂着花草的清香，寂静草丛里
此起彼伏的虫鸣声，竟如此惬意。遥望坐在灰暗路灯下
闲聊的几位老人，他们手上翩翩起舞的蒲扇，把我的思绪
拉回到了三十年前。

童年的农村，避暑工具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蒲扇。那
时候的风似乎很听话，在奶奶有节奏地左右挥动下，向我
奔跑而来。看着我快速完成作业，奶奶在耳边叨念着那
句话：“考个好大学才不会吃亏，也不会吃苦。”为了省电，
一到傍晚，奶奶就在家门口铺上凉席，一边给我们扇凉一
边讲述着她的“光辉事迹”。

夜幕繁星下，我们坐在奶奶的扇子前，大口吃着
水缸里冰镇过的西瓜，从牙根到胃，一下子就被寒气
侵袭，仿佛这个夏天就没来过。这时，奶奶开始了严
厉的检查模式：“这块没吃干净，再啃一口。”我们就立
即改正。

一到周末，奶奶就把一大堆蔬菜洗净切好腌制成咸
菜或者酸菜放好，储备到冬天吃。之后她又趁着月色，干
起了针线活。她要把哥哥穿过的旧衣服按我的尺码进行
改良，再把剩下的旧布条纳鞋底用。我在一旁给奶奶扇
扇子，小心帮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奶奶说：“还是蒲扇
好，舒服还省钱。”此刻我才明白，奶奶的勤俭节约已经到
了事事都考量的地步。

过了几年，家里吊起了大风扇，每到暑假，我就睡在
吊扇下，开到最大挡位，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西瓜。奶奶闻
声走进来，拿着她缠满布条的蒲扇一声令下：“都来我屋
里，南北窗子同时打开，凉快，现在挣钱不容易，娃们上学
费钱。”我和妈妈点头应允。

是呀，生活不易，为了挣学费，爸爸几个月才回一趟
家，奶奶和妈妈平时靠卖苹果、卖布鞋补贴家用。看着奶
奶和妈妈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我心里暗暗发誓：一
定要考好大学，带着奶奶妈妈去城里生活。

赶上电器下乡补贴的好政策，毕业后，我给奶奶卧室

装上了空调。可奶奶依旧摇着她的蒲扇，空调成了摆
设，只有寒暑假我们回家，奶奶才舍得开空调。几十年
来，无论什么时候，奶奶始终把最好的都留给她最牵挂
的人。我知道奶奶只是俭朴，她并不吝啬。每到秋收，
家里种的蔬菜水果，养的土鸡，收的土鸡蛋，她总是拿
出来一部分给亲戚邻里。在奶奶看来，常施仁爱之
心、和和睦睦能让人健康长寿。妈妈也常说，她很幸
运，遇上奶奶这样的婆婆，没有婆媳之战，也免去了妯
娌之争，遇到大事，全家人齐上手，邻里间都参与，生
活在这里，她很满足也很珍惜。

现如今，我们已有足够条件可以让奶奶搬到城里生
活，但她舍不得身后这个四四方方、南北通透的屋子，也
舍不得陪伴她大半辈子的村子，更舍不得这一罐罐、一袋
袋积攒下来的“家业”。

眼看沟通无果，索性，我们在孩子放寒暑假时，全
家回乡探望奶奶。孩子最喜欢举着她的风车奔跑在乡
间小路上，然后蹲在泥土里、沙子里幸福地搭建着她最
喜欢的城堡。

这几年，奶奶满脸皱纹在白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
沧桑，瘦弱的身躯弯了许多，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但
她眼睛里依然绽放着光芒，因为她知道，有一群人正传
承着她的优良作风。

此时，哥哥陪着奶奶说话，时不时给奶奶揉揉胳膊、
捏捏腿，我和妈妈跑前跑后准备晚饭，孩子拿着蒲扇兴
致高昂地画了起来，当她把涂着五颜六色的蒲扇画拿
给奶奶看时，奶奶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头，津津乐道地
讲起了那些家风故事。孩子兴致勃勃地听着，我感受
到孩子的善良懂事源自这份传承。

透过灯光，我看见妈妈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端
上热腾腾的面条时，我仿佛看见十几年后的我，住着不
大不小的房子，简单、整洁却温馨。那时候，我也会坐
在月光下，摇着彩色蒲扇，给孩子的孩子讲述着我们的
家风。 （单位：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华光耀

青 山 深 柳 读 书 堂

（外一首）秋天的信笺

秋天了，我给你写信

信封上画着的银杏叶子

代表我宁静的心绪

还没有被秋风吹乱

画着枫树叶子的信封里

装着我对你火热的思念

现在秋风已阵阵吹来

裹紧风衣也抵挡不住凉意

鸿雁也开始南飞

我却没有收到你的回音

莫非，我们的感情

也到了秋季

还是你有说不出来的苦衷

疏离了过去

滴滴秋雨
打在黄色的梧桐叶上
串串水珠晶莹剔透
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秋天
我们在细雨中漫步
远处黛青色的终南山
脚下流金的护城河
我们走啊走
湿了鞋袜，忘了时间
而今雨中漫步的伞下
许许多多陌生的面孔中
少了当年的你我
一地的金黄中风卷着落叶
舍不得离去

□同亚莉

□□兰增干兰增干

我与汪曾祺的“往事”

1993年国庆前夕，正读高三的我，干了一件在当
年看来是“破天荒”的事——去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首届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年
会。起初家长是不同意的，怕影响学业，毕竟一来一
去要三四天时间。可当时喜欢文学的我，软磨硬泡，
父亲终还是没有拗过我，允许了。正是这次北京之
旅，有了我和汪曾祺先生一面之交的“往事”。

到北京报到后，才知道当年参加这场会的大多
是基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馆的专业人才及企业
文学爱好者，像我这样以学生身份参加的，全国各
地也就十多位，陕西籍学生文学爱好者有三四人，
其中两人至今我们还联系着，见证着彼此共同成
长。这两人一个成了他们市的作协副主席，另一个
从事了医药工作。还有一位失联多年，听说从事了
教师工作。

当年的大会，在原纺织工业部招待所召开。为
了给家里省钱，我住的三人间，床位费一晚 15.5元，
每天还加收 1元钱的“建设费”。住了两晚，花费 33
元。给家里打长途电话，6分钟花费 8.2元。放现在
看，这电话费也确实够贵的。不过参加会议确实令
我开了眼界，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当年文学艺术
界颇有建树的作家、诗人，像谢冕、牛汉、汪曾祺、从
维熙、唐晓渡等。汪曾祺的课我印象最深，因为他的
讲课接地气，从自己的创作经历讲起，把人生经历和
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谈，给人以启发。课程结束后，和
我同住一间房的甘肃籍文友怂恿我和他上台找汪老
签名，我斗胆上去了，和其他人一样排队。到我时，
汪曾祺和蔼地问我：“多大了，从哪里来？”我便说：

“19了，从陕西来。”他说：“哦，那你还读高中吧，怎么
也来参加会议了？要好好读书哦。”我说我是某学生
刊物的学生记者，他说，那就厉害了！希望你好好完
成学业，考上大学！说完，在我递给他的笔记本上用
钢笔写下“春风化雨”四个字。

从台上下来后，旁边的人都羡慕汪老给我写了

四个字，给他们只是签名。我也如获至宝，非常开
心。后来查了这四个字的出处，是战国·孟轲《孟
子·尽心上》的一段话：“有如时雨化之者。”意思是
适时的雨，像用和煦的春风吹拂人，似及时的雨水
滋润大地一样。也指适宜于植物生长的风和雨，比
喻良好教育的普遍深入，也用来称颂师长的教诲。
如此，我也读懂了汪老的良苦用心，他对于像我这
样的学生的关心爱护，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滋润着
我们的心灵。

我读高中时，只读过贾平凹和梁实秋的作品，对
于汪曾祺的作品并不熟悉。从北京回来后，相继读了
先生的《大淖记事》《受戒》等短篇小说，也知道先生19
岁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难怪他当时问我年龄，他
在那个年龄就考入了名牌大学，他当时的老师就是沈
从文，他尊敬恩师，曾写文回忆沈从文如何帮他和其
他学生提高写作，教育学生如何观察事物等。

读他的作品，感觉他写的就是家乡的人和事。
比如《大淖记事》，其实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他没有
采用小说的常规写法，不急于进入情节的进展。甚
至于前面大段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和故
事，而是着力营造环境氛围和心理氛围。先生不厌
其烦地描绘大淖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轮船公司东
西两边的不同生活习俗，人们特殊的道德观念，描绘
了一幅江南水乡风俗画……而写到一半以后，情节
才逐渐明朗，叙事节奏才开始加快。

如今再读先生作品，尤知先生性格和为文处事
之道，他的一些爱好也影响着我。汪先生爱好花草，
陶醉于美食，能诗能画，他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
康的人性。”其为文为人均力求淡泊，被誉为“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
是和谐。”“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
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事实上，汪先生的精神与现实生活步履，也历经
了许多磨难，但无论在困苦和安逸中都不失赤子之
心，他的文字与生活是精彩的，他的画也是寥寥几笔
的极简，无论是文字抑或画作，都映射出一股生命的
顽强、豁达、乐观……

1997年 5月 16日，汪曾祺先生在北京逝世。我
得知汪老去世的消息后，拿出珍藏的笔记本，把他当
年写给我的四个字不断凝视、抚摸，当年他望着我的
眼神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这是
一个文学大家对后辈的嘱托和期望。

如今，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已 27年，他的作品愈
发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就像一瓶陈年佳酿，历久弥
香。每每想起这一段往事，恍惚间看到汪先生侃侃
而谈的样子……青山不老，精神常在，先生当年所赠

“春风化雨”四个字，一直激励着我前进，当年那个 19
岁的小伙子，如今也年过半百。这么多年，我每每遇
到挫折和困难时，汪先生所嘱，犹在耳畔。

春风化雨，先生不老。

□田冲

充满诗意的季节

秋天，宛如一位从诗画中走出
的女子，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
韵味，悄然降临人间。她迈着轻盈
的步伐，舞动着金色的裙摆，所到
之处，皆留下一抹绚烂的色彩和一
缕动人的情思。

当第一缕秋风轻轻拂过大地，
世界仿佛瞬间换了模样。炎热的
夏日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凉爽
宜人的气息。天空变得更加高远
而湛蓝，如同一幅巨大的蓝宝石画
卷，云朵如洁白的棉花糖，悠然地
飘荡在天际。秋风像一位神奇的
画家，用那灵动的笔触，为大地染
上了斑斓的色彩。树叶由绿转黄、
由黄变红，仿佛是大自然打翻了调
色盘，将世间装点得如诗如画。

走在秋天的田野里，仿佛置身
于一幅美丽的油画之中。金黄的
稻穗低垂着头，好像在向大地诉说
着丰收的喜悦。麦浪在秋风中翻
滚，如同金色的海洋，涌动着无尽
的希望。田边的野菊花开得正艳，
黄的、白的、紫的，五彩斑斓，它们
在秋风中摇曳生姿，散发着阵阵
清香。远处，农民们忙碌的身影
在田野中穿梭，他们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那是对丰收的期
盼，对生活的热爱。

秋天的果园更是一片热闹的
景象。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
像一个个小灯笼，照亮了整个果
园。黄澄澄的梨子你挤我碰，争
着让人们去采摘。葡萄一串串地
挂在架子上，如同紫色玛瑙，晶莹
剔透。果园里弥漫着水果的香
气，让人垂涎欲滴。孩子们在果
园里嬉戏玩耍，他们欢快的笑声
回荡在空气中，为秋天增添了一
份生机与活力。

秋天的森林也别有一番风
景。树叶纷纷飘落，如同一只蝴蝶
在空中翩翩起舞。地上铺满了厚

厚的落叶，像一条柔软的地毯。走
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
大自然在演奏一首美妙的音乐。
森林中的小溪依然潺潺流淌，清澈
见底。溪水在秋天的阳光下闪烁
着银色光芒，如同一条流动的银
河。溪边的树木倒映在水中，构成
一幅美丽的倒影画。偶尔有几只
小鸟飞过，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它
们欢快地歌唱着，为秋天增添了一
份灵动与活力。

秋天的雨，是那么细腻，那么
温柔，如丝如缕，轻轻洒落在大
地上，滋润着万物。秋雨过后，
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弥漫着泥土
的芬芳和青草的香气。树叶上
挂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耀
下闪烁着迷人光芒。秋天的雨，
像是一位诗人，用她那优美的笔
触，书写着秋天的故事，抒发着
秋天的情思。

秋天的夜晚，宁静而美丽。天
空中繁星点点，如同无数颗璀璨的
宝石镶嵌在黑色天幕上。明月高
悬，洒下银白的光辉，照亮了大
地。秋虫在草丛中低鸣，仿佛在
为秋天奏响一曲美妙夜曲。人们
坐在院子里，品尝着秋天的果实，
欣赏着秋天的夜景，感受着秋天
的宁静与美好。秋天的夜晚，让
人心灵得到了片刻宁静，让人忘
却了世间的烦恼与忧愁。

秋天，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
节，是一个让人陶醉的季节。她用
美丽和韵味，征服了每一个人的
心。在秋天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
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可以感受到生
命的轮回与不息。让我们珍惜这
美好的时光，用心去感受秋天的
韵味，用爱去拥抱秋天的美丽。让
秋天的旋律在我们心中奏响，让秋
天的色彩在我们眼前绽放。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谷穗飘香的季节
祖国走进多彩的金秋
丹桂飘香，苞米金黄
七彩的景色漫过神州沃野

我曾经眷恋过秋风的清爽
让盛夏的炎热皆成过往
我不止一次想起大豆高粱
把金秋的北国装点得惠风和畅

想起祖国金色华诞
在白云飘飘的江南

在白山黑水的北国

那张扬飞彩的情怀

俨然一座座耀眼的丰碑

诉说着第七十五个华年

想起了那抹醉人的中国红

犹如呼唤的声音猎猎在空

新时代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不妨就在金秋里迈开步伐

向着理想的方向一路前行

风雨兼程

金 秋
□党萍

初读靖安，如打开一册水墨丹青画卷，泼墨为云，
落笔为水。白云深处，林木茂密，云霞翠轩，雨丝风
片，烟波秀丽。满目的田畴是一款款随季节而变幻的
春绿秋黄，耳旁山泉溪水终日叮咚叮咚欢快跳跃，实
属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与恩赐，令人赏心悦目。

而真正认识靖安山水生态之灵秀、人文和谐之优
美、历史文化之久远，还是夏末早秋时节，走进靖安县
水口乡，从他们举办的“梦回大唐，诗话青山”首届文
化旅游活动周上。

水口乡位于九岭山脉，属国家级生态乡镇，境内
山川瑰丽，草木四季葱茏，森林覆盖率高达85%。而坐
落于此的青山熊家自然村则是水口乡这顶“皇冠”上
的明珠，它是唐朝著名诗人刘眘虚的隐居地。在此，
他写下了“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
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
清辉照衣裳”这首五言阙题《归桃源乡》传世诗作。而
他所创建的“深柳读书堂”也坐落于此，成为一道独特
的人文景观。

步入青山熊家自然村，跳入眼帘的是一派人文和
谐景象，还有尤如珍珠一样散落于村中的村舍景观，
久远的青砖黛瓦老屋和现代的白墙红顶楼房错落有
致，交相辉映。呈现出在时代的发展历程中既保留着
传统民居的古韵，又能感受到古朴的清幽与现代的浓
烈，感受到土木民居建筑的独特和乡土气息的浓郁。
从村口慢步于村中，有一塘池水，上面架起的木桥步
道迂回曲折，桥下波光粼粼，清澈见底。在鹅卵石垒

起的河塘上方书有“灵福泉”三个字。据传在上古时
期，有一年靖安县久旱无雨，土地干裂，农作物频临绝
收，农户们忧心忡忡，于是诚心进到深山请一道士带
着求泉作雨的道具，一同前往白水洞请天神，打泉求
雨。经过道士一番作法，也许是农户求泉作雨的虔
诚，一时间雷声大作，风雨交加，顿时倾盆大雨，雨水
所过之处使农作物得到有效灌溉，极大地缓解了当地
的旱情。此后，在青山熊家一石缝中冒出一股清泉，
终年不息，当地农户都认为是天赐降福，因此取名“灵
福泉”。而今，灵福泉的水依然源源不断，喷涌不息，
滋养着一方百姓。

随着脚步挪移，不远处传来儿童朗朗的读书声，
寻着书声走去，在村落西北一方，看到门前溪水潺潺，
屋后茂林修竹。有一矗立的青砖灰墙，石条门框，屋
内没有贵气的雕梁画栋，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张扬
着主人脱俗避势的清雅和高古……随着岁月更替，
历经风雨剥蚀，它依然稳固地挺立着，而青砖灰墙的
石条门框边上清晰地刻着“深柳读书堂”字样，仿佛
在向人们叙述着唐代大诗人刘眘虚隐居于此，著书
自娱。据考证，深柳读书堂距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
是刘眘虚故里。刘眘虚因父亲在洪州府任刺史，曾
赴洪州省亲之时，游历到此，见山水秀美，民风淳厚，
便定居，构筑了深柳读书堂。据《靖安县志》记载，其
曰：“乐其山清水秀、俗美化淳、道卜居焉。”深柳读书
堂背靠白云山，为刘姓祖先隐读开基之地。在刘眘
虚的代表诗作《归桃源乡》里，可见一斑，全诗句句写

景，诗情画意，佳句盈篇。在诗里，我们可以读到风
景这边独好的清净优雅，白云、青溪、落花、山路等，
读到诗人流连山水的出尘之思，时光虽然相隔千年，
风景却依然如故，同时也印证了水口乡青山熊家水
生态文化示范村的独特魅力。现存遗址是明末清初
在原址上仿古重建，距今有 300多年历史，占地面积
600平方米，坐西北朝东南，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以
徽派建筑风格为主。刘眘虚这位大唐诗人，8岁能诗
文，被封为童子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中进士，官
授洛阳尉及夏县令。他性情高雅质朴，脱落尘俗，啸
傲山林。也许是他看破了官场的尔虞我诈，腐败与
昏庸，故退隐山林。他的诗在《全唐诗》仅承留 15首，
大多数以抒发醉情山水，向往隐逸的人生，与孟浩
然、王昌龄为好友，常有诗作唱酬。大唐诗人中，有
人把他与王昌龄、常建、李白、杜甫等相提并论，可见
其在唐诗中的文学地位。

古意深深的青山熊家，以独有“诗韵山水”“田
园牧歌”的底蕴再现了刘眘虚所写的“道由白云尽，
春与青溪长”的无限意境，也营构了在现代文明进
程中水口乡青山熊家践行美丽乡村建设，保护历史
文化，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
的华彩乐章。

“满坞白云耕不破，一潭明月钓无痕。”在这茂林
修竹，青山秀水的熊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
彰，是身心灵三位一体共同滋养的绝佳之地。我读懂
了靖安，这里有诗境，是归乡。

秋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