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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湾 人 家 □李海荣

写 作 最 佳 状 态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在人类文明

的进程中，只有思

想才能生发思想。

刘小川拢集了三十

余年的读与思，具

备了强悍的思想发

射力，曾经有一年

半的时间，保持着

“强行军”般的写作

态势，“未曾见过的

词汇，几乎是自动

涌到笔下”。

学 诗
有 诀 窍

□李国文

钟 鸣 之 声 □马 军

书籍是灵魂的翅膀，阅读可
使灵魂飞翔。

有一种好书，读起来酣畅淋
漓，可令人废寝忘食，精神得到
极大的愉悦。还有一种好书，打
开就让人放不下，却又舍不得一
下子读完，总想读，却又老是停
下咂摸其中滋味。最近，我读

《苏东坡》 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
一部厚实的大书，资料丰富，内
涵充溢，境界阔大，情智饱满，
文字多姿多彩，时有惊人之语，
精神的力道很足。正好与坡翁的
巨人体量相称，足可构成一门

“苏学”。
此书是刘小川先生“品中国

文人”系列的巅峰之作。我最早
被“刘小川”三个字惊住，是读
他发表在 《小说界》 上的 《司马
迁》《嵇康》《屈原》 与 《李白》
等 “ 品 中 国 文 人 ” 系 列 ， 他

“品”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人物，曾被无数人讲过、评过并
写过，他竟能以精妙的哲思、丰
沛的情感、飞扬的文采，“品”出
新意和深意，读来妙趣横生，又
不失思想的光芒。

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们常津
津乐道那些靠巧劲、凭聪明撞上
了大运的成功者，而像“品中国
文人”系列这样的书，单凭一个

好点子或聪明劲，是绝对写不出
来的。必须要有真才实学，下过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自
此，凡见到刘小川的文字，必买
下来一读为快。同时，也心存一
份强烈的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
人物，在拥挤嘈杂的文坛，竟能
一扫疲软、横空出世？

前不久，我去四川洪雅参加
一个活动，特地绕道眉山拜访刘
小川先生。不想，他的家就在

“三苏纪念馆”旁边。原来，刘小
川和苏东坡这两位相距 900 余年
的人物，不仅是老乡，还是近
邻。他提议陪我再到馆里看一
看。我也很想再进去拜一拜“三
苏”，但又有些心怯。许多年前，
跟几个文友第一次参观此馆后，
馆里叫我留句话，没有仔细斟酌
便把当时的真实感受写了下来：

“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舒
婷站在我旁边，当即问了一句：

“拜过之后，可有豪气了？”
当时，我无言以对，在场的

人似也都在思索这一问，或许，
还在心里想着各自的答案。如
今，我真不敢说文章有了豪气，
却可以肯定地说，因年岁增大，
锐气反倒有些钝了，实在是有些
无颜再见“三苏”。

刘先生见我犹豫，不仅顺口

背出了我当年的“题词”，连落款
也一块念了出来：“小作家蒋子龙
放肆。”话说到这个份上，圆乎脸
一抹变长乎脸，权当再“放肆”
一回，就放胆随刘先生跨进了纪
念馆。

苏家的宅院在改为“三苏纪
念馆”之前是不封闭的。刘小川
边走边讲解，他自小跟苏东坡吃
的是同一个井的水。2000 年，法
国 《世界报》 评选出全球 12 位

“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入选
的中国人。这个井的水，曾是他
的生命之源，同时，也滋养了

“一门三进士”的苏氏父子，算不
算是“圣水”？苏东坡曾在自家院
子里栽过一棵荔枝树，此树现在
还活得颇为健旺，刘小川少年时
代，没少吃这棵树上的荔枝。苏
东坡种的荔枝岂不就是“仙果”？
难怪仅一个眉山先后就出过 900
名进士。

我有一些问题要向他请教，
比如，为什么像火山爆发似的如
此大规模地品评中国文人，只几
年的工夫成书近 200 万字，即便
不好说字字珠玑，也是篇篇精彩，
本本厚重？还有，读他的书，无法
不惊异于作者的渊博学识和博闻
强记，奔涌的哲思随手拈来，又恰
到妙处，极其精当。好像他把古今

中外所有有价值的书，特别是经典
及哲学著作，都能倒背如流，一个
60后，是怎么做到的？

他却说得极其轻巧，“读过就
忘了，忘了就记住了”。写这样的
书要有大识见，而识见需要大量的
阅读，书读到什么境界才能烂熟于
心，然后，化为自己的学识？这正
是“忘了就记住了”的境界。当年，
另一个四川人陈寿，熟读了父亲特
意为他建造的“万卷楼”里的藏书，
然后，才写出了《三国志》。在人类
文明的进程中，只有思想才能生发
思想。刘小川拢集了三十余年的
读与思，具备了强悍的思想发射
力，曾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保持着

“强行军”般的写作态势，“未曾见
过的词汇，几乎是自动涌到笔下”。

这应该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了，
也是一种灵魂飞翔的状态。

他的书中随处可见的妙论、哲
思，是被古今中外的哲学经典激发
出来的。哲学是万树之树，“没有
哲学就没有文学”。古代文人，是
历史的馈赠，三皇五帝没了，唐宋
帝国灰飞烟灭，传统文化的甘露却
始终是甘露。文气通正气，歪风邪
气写不出传世文章，古今人杰没有
一个是浅表性生存。

显然，“小川”已成江河，波澜
壮阔，气势非凡。

一座小院，闲置多年，院里树
木杂草肆意生长，层层落叶自然
发酵，将小院的黄土地，浸染成
了深度不同的墨色。

前年春天，特意将小院清理
过一次，种上了黄瓜、菜豇、西
红柿和冬瓜等蔬菜，还在小院里
显眼的位置，栽上了两棵柿子
树、一株红枣树⋯⋯

那座院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
古老的村庄，穿村而过的滏阳
河，自南而北缓缓流过，像个淘
气的孩子撒欢儿，在村北拐了一
个大大的“几”字，而后，继续
向北。那座小院恰巧就静卧在河
湾的心窝儿里。

附近的城市，伸开双臂将小

村环抱，新鲜的名字安插在小村
巷口，那就是“城中村”吧。曾
以种菜为生的村民，仅剩村北那
片狭小的菜园，各家菜地由几亩
变为几分了。年轻人在外忙着挣
钱，地里忙活的，大都是上年纪
的人。蔬菜丰沛，吃不完了，便
蹬个三轮，跑到就近的市场里，
卖上几个零花钱。或许，这就是
陶 渊 明 用 诗 词 构 筑 的 世 外 桃
源吧。

人都有怀旧情结，哪怕这种
生活很辛苦，甚至还有丝丝短暂
的疼痛。其实，春播秋收、菜蔬
桑麻、街巷邻里、小坐长谈，才
搭建起了“人情味”十足的河湾
人家。酷似巴黎街头的浓咖啡、

雨果窗前的玫瑰花、博尔赫斯的
南美花园，抑或托尔斯泰眼中的
雪里人家⋯⋯

冀 南 的 河 湾 人 家 ， 无 法 包
揽着土地过日子，只能脚踩河
湾余香，远离家门，或
者 做 生 意 ， 或 者 打 工 ，
或者忙活出租车、大货
车，或者穿插在大大小
小的城市里，寻找最适
合自己的幸福生活⋯⋯河湾人
家的日子，的确远离了河湾与
田园，各种品性的岁月，反倒
顺 着 自 己 的 性 子 摸 索 、 延 展
着。就像李太白与李清照，尽管
远 隔 时 空 ，依 然 顺 从 各 自 的 品
性，既可以喜欢“仰天大笑出门

去 ”，也 可 以 留 恋“ 应 是 红 肥 绿
瘦”。

邻居黄奶奶，年近八旬，身体
硬朗，爱说爱唱，是河湾旧宅里最
热心的人。她笃信，别停下，干活

吧，体力用了还长，青春都
长在勤劳的手腕上。她不
厌其烦地教我种菜，鲜活
肥嫩的叶茎上，裹挟着开
心的笑容与泥土芬芳。原

来，一溜儿香菜、半篮萝卜，都哺
育着人生的哲理呀。敢情河湾人
家的智慧，就长在一年四季、追寻
幸福的每个角落里。

有首流行歌曲唱道：“又见炊
烟升起，暮色罩大地。”当年，回旋
萦绕的炊烟，再也拽不住了，即便

如此，那些不肯老去的诗情画意，
依旧生存在街前廊下。那种情
调，等同于陶渊明的桃源长溪、苏
东坡的烟雨千家⋯⋯

入冬后，河湾里的老人大都
被接进了暖洋洋的城里。当然，
也有眷恋故乡，不愿住楼房的角
色，河湾老宅里，也换成天然气壁
挂炉取暖了。杜甫说：“窗含西岭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殊不
知，冀南的河湾人家，早把“千秋
雪”当成别具诗意的风景了。古
老的村庄，的确在落雪季节，孕育
成了浓浓的亲情厚意。归属于中
国人的这种梦想，深藏了几千年
吧。一眨眼，河湾人家就快活地
长在了诗词之外。

清代朝廷要员翁同龢曾写给
故交——星台大人一封短笺，大
意是：昨天承蒙您回复答应，我们
之间一起喝茶碰头一叙之事，改
定于二十日午时初刻，也就是中
午十一点过后，到这天退朝完毕
后，我会提前回家等候，拱手相迎
您的到来。杂乱不堪的资金筹措
问题、繁琐而浅陋的一般事务，我
是不敢随便给您下达文书指令
的，希望您明察我对您的敬重。
这封信语气之恭、敬意之深、感情
之 笃 ，可 见 彼 此 之 间 关 系 非 同
一般。

翁同龢，27岁中状元，同治、光
绪两朝帝师，历任刑部尚书、户部
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位
高权重，炙手可热。这样一个重量
级的朝臣，竟然如此谦恭地给一个
地方官写信，实在令人有些不解。

那么，这个星台大人究竟是何方神
圣，竟然使一个一言九鼎的大人
物，可以屈尊降贵呢？

原来，星台先生姓许，名应
鑅，号星台，广州府番禺县人，咸
丰三年（1851 年）中进士。历任江
西临江府知府、江苏按察使、江苏
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一生“清
介自持”，正大光明，强毅果敢，爱
护百姓，因而深得民心。

江西临江府民风彪悍，斗殴
之风盛行，长期以来民怨颇多。
许应鑅到任后，在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基础上，果断地将最嚣张
的几个大盗全部捕获，并坚决处
置。借着震慑效应，再对其余的
协从者施以耐心劝诫，不法之徒
纷纷弃恶从善，民心渐渐安定下
来。他又将广东种植柑橘的技
术悉数传授给他们。从此，这里

的柑橘越种越多，百姓生活日益
改善，人们感动地将漫山遍野的
柑橘称为“许公柑”。他还在这
里兴办学校、建善堂、革除民间
溺女婴陋习等，一系列的
德政、善政深受当地百姓
的欢迎。光绪四年（1878
年），许应鑅调任江苏按
察 使 。 江 西 父 老 依 依 不
舍 ，扶 老 携 幼 自 发 结 队 前 来 送
行，许多人攀着他的车辕，久久
不肯放手。

许应鑅履新之后，针对民间
反映强烈的案件，排除各种干扰，
调阅卷宗，夜以继日梳理案件线
索，仔细研究推理案情，甄别案件
的真假是非。然后，再对这些案
件进行详细调查和审理。这种一
心为民的勇气和魄力，深深折服
了江苏百姓，人们感激涕零，咸以

“许青天”称之。
鉴于当时江苏兵乱不久，经

济萧条，民生凋敝，朝廷任命敏于
治事的许应鑅转任布政使。这是

个专门负责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官职。许应鑅根
据江苏的地域特点和实际
情 况 ，大 力 推 行“ 垦 荒 政
策”，可耕种的水田面积迅

速扩大，粮食产量年年增加，经济
逐渐恢复，到处呈现安居乐业的
繁荣景象。

机敏干练、政绩卓著的许应
鑅在江苏大展拳脚后，其治事之
才很快被朝廷发现。光绪十二年

（1886 年），许应鑅升任护理浙江
巡抚，执掌一省军政要务，成为统
领一方的封疆大吏。浙江多地河
网纵横，水患频仍，百姓深受其
害，苦不堪言。许应鑅迎难而上，

运筹有方，筹集资金，动员全省人
力，以精卫填海之志，修筑水利设
施，使水患大大减轻。经济随之
复苏，百业也日益繁荣。许应鑅
的上司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他

“廉明强干”。光绪皇帝特下谕旨
予以褒奖，称他“办事认真，才长
心细”。

许应鑅为官三十余年，从不
购置私人产业，他还常常用自己
的俸禄周济需要帮助的人，因而
在亲戚族人、左邻右舍间，可谓有
口皆碑，广受尊敬，“戚里称美”。

鑅者，钟声也。许应鑅用自
己为国为民的一生，高高鸣响激
越 、清 扬 、浑 厚 、绵 长 的 生 命 之
钟。朝臣罕见达成一致，由衷地
向他致敬。钟为八音之首，“黄钟
鸣而八音克谐”，不鸣则已，鸣则
悠扬，传之久远，移风易俗。

诗 意 元 旦 □钟 芳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切
重新开始。元旦，闪烁着光彩，
流淌着诗意。文人雅士视元旦抒
怀为一种雅兴，留下了不少情趣
盎然的名篇佳作。

“ 元 者 ， 始 也 ； 旦 者 ， 晨
也。”元旦一词最早始于三皇五
帝，唐房玄龄等人写的 《晋书》
上载：“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
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即把正月
称为元，初一为旦。南朝梁人萧
子云的 《介雅》 也云：“四气新
元旦，万寿初今朝。”古代以正
月初一为岁首，这一岁首的名字
有元旦、元辰、元正、正旦与正
日等。每到这天，官员、百姓都
很重视，古代宫廷贺岁之礼规模
宏大而隆重。“初岁元祚，吉日
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
古代元旦时，宫廷有贺岁之礼，
在三国曹植的这首 《元会》 诗
中，可见当时元旦的贺岁场面。
钟嵘在 《诗品序》 中说：“气之
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元旦是春气勃发的
节候，诗人也跟着自然的律动，

以诗鸣之。
初唐卢照邻的 《元日述怀》

诗曰：“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
臣。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
长如此，年年物候新。”全诗把
新年到来后风光景致的变化和迎
新的心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
来。在辞旧迎新之际，面对新岁
新景，诗人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唐代孟浩然的 《田家元日》
诗曰：“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
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
占气候，共说此年丰。”诗人用
惜农、悯农、忧农的心情，既表
达了大唐盛世的老百姓迎春的喜
悦心情，也展示出他身为读书
人，却心中惦记百姓疾苦的情
怀。在新的一年里，诗人期盼农
家 的 农 事 能 风 调 雨 顺 ， 五 谷
丰登。

南宋陆游的 《己酉元旦》 诗
曰 ：“ 夜 雨 解 残 雪 ， 朝 阳 开 积
阴 。 桃 符 呵 笔 写 ， 椒 酒 过 花
斜。”诗人惜墨如金地描写了元

旦到来后，一夜细雨融化了残
雪，阳光灿烂，晴空一片，阴郁
一扫而光，在这清新美好的日子
里，把酒写联，辞旧迎新，让人
好不惬意。

北 宋 王 安 石 的 《元 日》 诗
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通过爆
竹、屠苏酒、春联等描写，把古
老节日热闹喜庆的气氛和万象更
新的动人景象，渲染得淋漓尽
致，同时抒发了作者革新变法、
造福国家和人民的志向与决心，
字里行间激荡着一片盎然春意。

明代陈献章的 《元旦试笔》
诗曰：“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
争遗草茅知。邻墙旋打娱宾酒，
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
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
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诗
人用生花妙笔，将当时人们欢天
喜地、歌舞升平庆祝佳节的场景
纤毫毕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宛
如一幅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工
笔画，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清代钱谦益的 《丁卯元日》
诗曰：“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
牵衣慰屏居。奉母犹欣餐有肉，
占年更喜梦维鱼。钩帘欲连新巢
燕，涤砚还疏旧著书。旋了比邻
鸡黍局，并无尘事到吾庐。”清

新自然的诗句，让人读来颇是闲
适和悦心。

元旦又到了，漫步在古典诗
词里，聆听新年的钟声，感受元
旦的别样韵味，品味传统文化的
芬芳，的确别有一番情趣。

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过一段话，语出《论
语》：“（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
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
学诗。”

孔夫子要他儿子读的诗，即《诗经》，中国最
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余篇，分《风》《雅》

《颂》三个部分，当属搜集各地群众创作的民歌，
以及祭祀、朝拜、典礼与庆典所用的赞歌颂词而
成，故通书不署作者名。《诗经》有今古之别，现
在通行的为毛亨（大毛公）和毛苌（小毛公）的辑
本，故又称“毛诗”。尊之为“经”，则是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事了。

文学的肇始，源远流长，其说不一，很难定
论。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谈
到文学的缘起，很具说服力。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
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
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
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
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
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
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
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
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
育派’。”

文学，是人类劳动的结晶。20 世纪中叶，我
曾到基层劳动锻炼，由于极其劳累的体力劳动，
才体会到了文学与劳动的密切关系。

那时，在京广复线汀泗桥横沟桥区段从事
换轨工作，人力抬全长 12.5 米的重轨，至少要
十多人一齐作业，于是，我也不学自会了与工人
师傅一齐喊号子，便成为一个“杭育杭育派”。老
工人告诉我，号子不跟不行，必须跟着喊，且要
喊出声，才觉得肩头轻快。这样，因为杠棒压在
肩膀上的沉重，老工人说的“轻快”，轻是说不上
的，喊一喊号子，快感倒是有一点点，因此，切身
感受到了鲁迅先生这个论断的正确。当然，世间
万物的兴起，并不千篇一律，文学艺术的发生与
人类劳动关系密切，这是很自然的。

因而想到，音乐的初始阶段，也许那第一个
音符，很大程度上来自“杭育杭育派”的号子，也
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劳动创造这个世界时，先
是音乐，再是诗歌，此后才有文学。这些美学产
品，应该是按以上次序逐个形成的。这样，也就
理解诗歌与音乐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

大家都知道，从《诗经》起，一直到唐代，凡
诗，总是能够咏之歌之者，甚至因此出现很多职
业歌手，比如今的歌星还要红。如杜甫诗《江南
逢李龟年》，这个李龟年，就是当时的顶级歌唱
家。很遗憾，宋以后，诗词进入书斋，便只有文人
自己吟啸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白
话诗，不那么风行的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由于
既不能吟，更不能啸，尤其不能唱，而受到传播
的限制，以致数十年来，还不曾出现应声而歌、
有口皆碑的轰动影响。

通读《诗经》的第一所见，几乎每一首诗的
句末，都脱不了“兮”字，这就是音乐留在诗歌中
的残余痕迹。这个相当于现代语“啊”“呀”的文
言助词。其实，类似“杭育杭育派”的“杭育”，是
个虚词。单以文字论，可以说它没有什么意义，
但要是唱出来的话，以音乐形式表达出来的这
个“啊”或者“呀”字，便可能听出来感情的宣泄，
心绪的流露⋯⋯

《诗经》和《左传》是很有文采的两部古籍。
《左传》中引用了很多《诗经》的词句，大概有二
百多处。因此，根据《左传》，大约可判断出这部
最古老的诗集，产生在西周，盛行于东周，春秋
时期的《诗经》，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从孔子与儿子的谈话中，便可了解，《诗
经》和礼、乐、射、御、书等，同属于当时贵族的功
课。“不学诗，无以言”，强调到此等程度，《诗经》
在历史上承载的使命，似乎还不仅仅是文学。

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有一段对唱的
场面，全部引用《诗经》，这种“以诗言志”的赋
唱，可能是当时大排场中的必有节目：“他日，公
享之。”公，即秦穆公，设宴款待出亡在此的晋公
子重耳。晋公子重耳离开他的国家，流落在外，
至今已经十九年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秦穆公
是待他最友善的，他当然期望能得到秦穆公的
帮助回到故国。于是，“公子赋《河水》，公赋《六
月》”。《河水》一诗，毛诗不载，有研究者认为，这
是《诗经》旧本上的诗，随着旧本亡佚而失传了。
也有研究者认为，《河水》一诗，其实就是毛诗中

《小雅》的《沔水》，起首两句“沔彼流水，朝宗于
海”，就表明重耳的宗旨了，他唱这两句，就是专
门让秦穆公听的。即使今后回到晋国，也会像百
川归海般忠诚追随秦国，无非是向秦穆公效忠
的正式表态。

秦穆公的《六月》，则是一首赞美周宣王时
代尹吉甫北征玁狁，大获全胜的诗歌。秦穆公之
所以唱这一首，除了情不自禁地炫耀自己，也透
露出很想像尹吉甫那样打上一仗，帮一帮重耳
的意思。多年来，一直追随着重耳逃亡的赵衰，
听出秦穆公的诗外之意，连忙让“重耳拜赐”。看
来，通过这两首诗，各自表达了心意，要是用直
白的语言说出来，得费多少口舌呢。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的说法，稍有不
同：“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缪
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

赵衰唱的这首《黍苗》，也在《小雅》中，开首
两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即“百谷之望时雨”
之意，寄期望于秦，而其中一节“我任我辇，我车
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直接将其归国之
心，通过这首《诗经》上的《黍苗》，公开地表露
出来。

由此看来，文学的出现固然与劳动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但文学更是时代的呼声，必须与
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
犹如孔夫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与时代
同声共气，文学家就没有发言权了。事事如意（国画） 赵玉芝/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