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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回归到田

野山林，奔赴大

自然中去，与土

地更牢固地联系

在一起，历来是

中国文人最向往

的事情。

回 归 田 野 □李国文

阴 影 留 白 □滕树海

唐诗盼新春
□张培胜

一趟街，一部书 □刘 贤鲜饺唇齿香
□谭国伦

眼下，很多村里人进城，早已算不上
新鲜事儿了；不过，城里人下乡，近几年
却越来越热闹起来。

我认识的几位作家、记者，一到双休
日，在城里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一打听，
才知道在近郊乡镇，甚至远郊县的山村，
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虽然是农家
小院，田舍风味，但却具备在喧嚣京城里
找不到的清静与新鲜空气，令人羡慕。头
顶蓝天，脚踩大地，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
绿，徜徉于大自然中，连文思也大有长
进，显然，是下乡以后土地赐予的灵感
了。毛泽东同志早说过，作家要走出城市
里的亭子间。这话很有道理，总是不接地
气，总是闭门造车，好作品是创作不出
来的。

这些或长期或短期寓居乡间小院的
文化人，让人刮目相看。并不是他们物质
的富足，而是他们那种追求本真、回归自
然的生活方式，被土地的感召，或是田野
的呼唤，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
得注意。其实，那是很普通的老乡房子，
由于村里人到县城工作，搬了去住，村里

的小院便闲置了起来。于是，这些朋友便
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了居住的权利。
说实在的，水电、商场、交通与卫生等条
件，都远不如城里方便。一旦步入乡野，
那融合天地于一院之中的乐趣，抬头能
望得见青山如障，出门能看得到碧水涟
漪，这情景，就不是狭窄拥挤的居民区、
单元房所能比拟的了。

见他们打乡下回来，无不精神愉快、
表情欢畅，脸上的笑容和手里的柿子、核
桃、大枣与毛栗子，都吐露着田野里泥土
的芬芳，这些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远较城
里的忙忙碌碌要生动得多。因为在古老
的农业国度里，大概，每个人都与土地有
着或深或浅的缘分。正如早些年读过的
一部小说，书名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但书中的主人公说过一句话，至今留下
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都是土地的儿
子，不是父亲，就是祖父，或者是祖父以
前的长辈，都是从农村里那条泥泞的小
道走出来的。”因此，这种对于土地的感
情属于一种本能；渴望接近自然更属一
种天性。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不怕奔

波之累，其乐融融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吧。
到他们那种将陋就简的家里做过

客。我很喜欢那村后有山，山色葱茏；路
边有溪，溪水湍急；院旁有树，树上挂果；
窗前有畦，畦里植菜的环境。通红的柿
子，挂在树梢；碧绿的蔬菜，随手可摘；串
串的花椒，喷香扑鼻；庭院的花朵，招蜂
惹蝶。这种在城里得不到的自然韵味，很
让人生出怡悦之感。

回归到田野山林，奔赴大自然中去，
与土地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历来是中
国文人最向往的事情。“田园将芜胡不
归。”陶渊明早就在《归去来兮辞》里写出
了这种渴望的心声。但到了新世纪初期，
除了一些作家、记者们，有更多的城里人
乐意更靠近大地，与古老的远离尘嚣的
想法已毫无共同之处，不再是消极地逃
遁，而是更积极地进取，已经具有了很浓
厚的时代新意。

从新闻报道、电视画面里曾看到，一
位女士，本是城市白领，却在郊区自建的
温室里，为种植经济作物津津有味地忙
碌着；几个下岗职工，攒钱承包土地，搞

经营开发，土地给他们的回报，并不亚于
城市的收入；一些大的企业，也开始开发
荒芜的土地山林，为分流人员开辟新的
出路。最令人动容的是，在远郊贫困山区
之中，有一位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埋头苦
干，立志一寸一寸地开垦，一棵一棵地植
树，要使濯濯童山披上绿装。他住的是窝
棚，吃的是干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任
凭山高路远、生活艰难，也不退缩。这精
神竟感动了许多城里人，也来到深山里，
与他一起战天斗地。

这些把目光从都市转向广阔天地的
城里人，要比我认识的作家、记者下乡，
更具有探求者的意义。他们像大地春回
时先期飞归的燕子，标志着更多城里人
对土地更加关怀的季节也将来临。因为，
土地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每
一个人都有义务好好珍惜。人们开始回
归田野，懂得从大地汲取力量，实在是很
有意义的行为。

茫茫沃土，需要珍爱，人类多给它一
份情，它就会潜心回报，那的确属于“全
身心”吧。

冬至一过，年味渐浓，
烟火气里就有饺子飘香
了。无论解决温饱，还是情
感凝聚，非饺子莫属。

除夕夜里，窗外雪落无声，屋内灯光暖
人，锅里热气腾腾。所有的思念与祝福，都包
进那薄薄的饺皮里。红红的火苗滚开的水，越
煮越有滋味，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盛上饺
子，也盛上对来年美好的期望。夏至，头伏饺
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立秋长秋膘，丰
收饺子乐陶陶；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冬
至入九天气寒，一碗饺子当棉袄。女儿大，把
人嫁，离娘饺子去夫家；新娘美，新郎俏，和睦
饺子全家笑，婆媳齐心好日子，幸福生活已来
到。出门饺子进门面，期盼亲人平安归来，饺
子就像元宝一样，有出门发财的寓意。

聚会，可以没有下酒菜，一盘饺子足以小
酌。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日子会越过越好。“春
前腊后物华催，时伴儿曹把酒杯。蒸饼犹能十
字裂，馄饨那得五般来。”宋代陆游的饺子就
酒，喝出了人生好滋味。

最美好的祝愿都在饺子的皮和馅里。饺皮
也可用烫面、油酥面、米粉制作，馅儿可荤可
素、可甜可咸，制熟方法也可用蒸、烙、煎、炸
等。荤馅有三鲜、虾仁、蟹黄、鸡肉、鱼丸等，素
馅又分为什锦与普通素馅，皮薄馅嫩，味道鲜
美。其中，芹菜意为勤财，韭菜意为久财，白菜
意为百财，香菇意为鼓财，酸菜意为算财，油菜
意为有财，鱼肉意为余财，牛肉意为牛财，羊肉
意为洋财，大枣意为招财，野菜意为野财，甜馅
意为添财。如今，人们物质生活丰富，想吃饺子
马上可解馋虫。大街小巷饺子馆随处可见，家
家户户随手拈来，即刻包上一碗。

饺子由馄饨演变而来。一说是为了纪念
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沌状态，二是取其
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古时有

“牢丸”“扁食”“饺饵”“粉角”等名称。东汉时
期，医圣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材
用来治病，避免病人耳朵上生冻疮。三国时魏
人张揖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的
食品，称作“月牙馄饨”，和如今的饺子形状类
似。南北朝时期称“馄饨”，唐代称为“偃月形
馄饨”，宋代称为“角儿”，是后世“饺子”一词
的词源。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忆北宋汴
京的繁盛，专门提到“水晶角儿”“煎角子”，此
外，还有“驼峰角子”，等等。宋末周密的《武林
旧事》提到，临安的市场上有“市罗角儿”“诸
色角儿”，这种提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
时期仍可见到。

春节吃饺子的习俗，最迟在明代出现。
据《酌中志》载，明代宫廷，“正月初一五更
起……饮柏椒酒，吃水点心（即饺子）。或暗
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是日
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也”。

正月初一，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
“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
圆”之意。清朝有关史料记载：“元旦子时，盛
馔同离，如食扁食，名角子，取其更岁交子之
义。”又说：“每年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
面做饺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
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藏之饽饽中，以
卜顺利，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俗话说：“小寒大寒，吃饺子过年。”为过
好年，农家一进腊月的门槛，就开始忙着过
年。从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就进入了过
年的倒计时，张彩灯、贴对联、打扫庭院，迎接
远方的亲人，过个团圆年。在北方，除夕，更重
要的是全家老少一起包饺子。

饺子不仅果腹香，它还是一首流传久远
的诗：庖手馄饨匪一朝，馔素多品此为高。薄
施豆腻佐皮软，省著椒香防乳消。汤饼粗堪相
伯仲，肉包那敢奏功劳。还方谨勿传方去，要
使安贫无妄饕。

饺子是烟火里最丰盈的部分，它引领着
烟火的脉脉流向。回家吃一碗饺子，是很多人
的奢华乡愁。

即便身在异乡，年味儿也是越
来越浓了。办年货的人越来越多，
零零散散的鞭炮声也日益稠密。这
时，故乡也该到蒸馒头、蒸花糕的
时候了，特别想起故乡冀南一带的
花糕来。

花糕，是一种用白面和大枣做
成、专事供奉神佛的面食。通常在过
年和其他节日时，潜心热蒸，有时，
还得临时蒸。虽说是乡间面食，却也
是一种艺术与实用并进的美食工艺
品，当属精工巧作的精细活儿了。

腊月二十三，故乡人便要开始
相帮着蒸过年的馒头了。旧时，便
有“年年腊月二十三，老灶爷奔上
天”一说。老家情深，总把春节看作
最闲散、最享福的重大时日，因此，
馒头也是一蒸就是好多笼，一直能
吃到过完大年。显然，过年蒸馒头
可不是小活儿，需要乡邻互助才能

顺利完工。
蒸馒头时，男人们握着杠子压

面，劈片柴与烧火；女人们则用灵
巧的手来揉馒头、捏包子以及做花
糕。孩子们更是闲不住，通常是搬
搬东西、借借物件……就这样，在
越来越浓的年味当中，在飘着麦面
香的屋子里，大家一边揉馒头，一
边快活地说笑，半晌，就揉好了满
满当当的馒头。若是蒸到了晌午，
主人家就会做上可口的菜肴，让大
家就着刚出笼的菜包、豆馅包等，
吃饱了再走。蒸馒头，简直就是享
受年味的特殊过程。

揉馒头是充满趣味的，蒸花糕
则更是奇妙无穷。一团面和一些枣
子，经过一双充满灵性的巧手加工
制作，居然能变成一件红红火火的
艺术品。不过，这种过程在很多巧
妇们看来，也无非如此罢了。

做花糕时，先擀出一张厚厚的
圆饼来，然后，安上一些装饰面皮
的大红枣，接着，再盖上一层圆饼，
最后，用一个垫了面花的枣子摁在
正中央，一个最简单的花糕便做成
了。若只能做出这样的花糕来，恐
怕巧妇们便不能称其为心灵手巧
了。冀南花糕的样式，的确繁多，随
便哪位巧妇，都能以精美绝伦的花
糕，博得众人的惊奇和称赞。花糕
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上面或龙或
鱼，或花或鸟，千姿百态，巧夺天
工，美食艺术就活跃在细微、投入
的制作过程当中。

这灵秀、火红的花糕，是人们在
黄土地里的艺术创造，是他们对未来
生活的希望，也是上天给予公众一点
点的安慰与温暖。花糕融进了他们的
技艺，更承载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花糕在他们的手下有了生命，随

后，又陪着故乡人，走过了一代又一
代的勤奋劳作与不懈探索。

烹美食、调美味，其实，都寄托
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比如，花糕总
得用手捏，用剪子剪，用梳子摁，最
后，按上黑豆或高粱籽作为一双意
趣横生的眼睛。胖胖的“刺猬”等于
财神爷，背上顶着一只大斗子，里
面装满了金银财宝，须放在门楣上
用以招财进宝。“蛇”是财神奶奶，
将它放在粮仓里，据说，吃多少粮
食也不会显少。“燕子”放在灶台
上，女孩子吃了，就会像燕子一样
心灵手巧。“鱼”是“余”的谐音，吃
完以后，家里会余粮多多……这些
老物件，都有入情入理的说法。小
时候，还常常踊跃地参与进去。这
么多年过去，很多人已将它们忘得
差不多了。反倒是故乡的花糕，常
年热气腾腾、麦香萦绕。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带着喜悦的温度，带着浓浓的
乡愁，人们贴对联，挂灯笼，贴年
画，剪窗花……把家里家外装扮得
喜气洋洋。冀中平原一带的街道
上，和红红的灯笼一起宣告春节来
临的，还有吊挂。

在素有“诗洋画海金束鹿”之
誉的辛集市，有着源远流长的绘画
传统，农民画更是享誉海内外，早
年间这里的吊挂非常出名。吊挂，
是两尺多长、一尺多宽的竖幅长方
形彩旗，下面贴有燕尾状的牙旗布
边，分为布制和纸制两种。布制的
吊挂相传是由军队的旌旗演变而
来，所以又叫旗子，两面绘有故事
画，大多取材于人们所熟悉的历史
故事和民间传说，形式类似连环
画，每一套完整的旗子都有上百幅
之多。

辛集有一条古老的皮店街，那
里珍藏着一套早年间春节才会郑
重挂出来的吊挂，出自清末民初当
地非常有名的民间艺人冯老智之
手，虽经百年岁月洗礼，仍颜色艳
丽，细致生动。

“辛集吊挂”传承人、80岁的冯
更起收藏的冯老智画稿，有“水浒”

“三国”“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东

西汉演义”“古今奇观”等，可惜很
多卷本都不全了，只有一套“封神
榜”是完整的，一共有140幅。一条
街上每隔30米左右就会悬挂一绳
旗子。之所以说是“一绳”，是因为
通常每四幅旗子一组，系于长绳，
横挂于街。两绳旗子之间是一绳两
个灯笼，上面装饰着武强年画的图
案，晚上灯一亮就更漂亮了。白天
看旗子，晚上看灯笼，这个热闹！

四百多米长的皮店街照这样
装点，一条街走下来，真真是读了
一部大书。出生成长在皮店街的石
永拴老人回忆，从五六岁记事起，
每年过年这条街都会挂上鲜艳的
吊挂，整条街挤满了人，小孩子被
父亲架在脖子上边看边讲，从街东
头儿走到西头儿，半部书看完了，
再折返回去，一部历史的大书便在
幼小的心里悄悄扎下根，伴随着咚
咚的辛集战鼓，家乡的年味便是最
美的乡愁。

来到冯更起家时，正赶上他在
给“三国演义”中的一幅“采草药张
角遇天士”上色。先用熟宣纸勾勒
好白描图案，给白布上浆，把白描
好的宣纸装裱在白布上，就可以上
色了。每一幅旗子的顶端正中间都
会写上名称并编写序号，以介绍这

幅画的内容和按正确顺序悬挂。谈
起老爷爷冯老智，冯更起很是敬佩
仰慕。这位老爷爷从小跟着新城镇
一位从清宫里回乡的老画师学画，
以工笔重彩的壁画闻名乡里。冯更
起的爷爷冯修德、父亲冯玠琨都得
到冯老智的艺术真传，尤其是冯玠
琨在辛集一带画庙、画吊挂小有名
气。冯更起后来没有专职画画，但
是家庭的绘画情怀总也抹不掉，工
作之余，便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
究和绘画吊挂上。为了不让这门手
艺失传，近年来冯更起的小女儿也
跟着他学起了吊挂画。

吊挂除了布制的，还有纸制的。
纸制的又分为两种：吊挂和花帘。纸
制吊挂由柔韧绵软的毛边纸经过反
复折叠后，巧妙蘸取染料形成数对
漂亮的圆形花而制成，颜色艳丽，很
有过年的喜庆气儿。过去的皮店街
不仅皮货店林立，还是过往商贩打
尖住宿之地，自然资产雄厚，商家便
集资请像冯老智这样的当地顶尖高
手来绘制旗子，而一般的街巷胡同
为了烘托过年气氛，便会挂物美价
廉的纸制吊挂。

花帘幅面较小，一般贴在自家
正房屋门的门楣和佛龛上。门上多
贴四幅，佛龛则贴三幅。花帘是先

把毛边纸裁好再浸蘸染色，将晾晒
好的毛边纸紧紧捆扎在一块厚木
板上，然后就可以用各种形状的铁
凿，凿刻不同图案的花纹了。有三
阳开泰、连年有余、岁岁大吉、喜鹊
登梅等吉祥图案，精美程度堪比
剪纸。

吊挂不独辛集过年挂，周边的
晋州、深州、安平、饶阳早年间也都
盛行。著名作家孙犁先生就专门写
过一篇小文《吊挂》，来回忆故乡安
平过年的情景。石家庄、邢台、保定
等冀中平原一带也都广泛挂吊挂。
近年来吊挂的样式不断翻新，手工
的吊挂越来越少，更多机器印刷的
吊挂更精细，装饰效果更强，图案
也更丰富，电脑里有的图案一喷一
印就做成了。只是老人们还是会在
集市上寻找手工蘸的纸吊挂，觉得
这样才能找回小时候过年的感觉，
至于布制的旗子就更稀少了。

画旗子，蘸吊挂，刻花帘，都在
除夕这天准备就绪，悬挂妥帖，大
街小巷装扮一新，红红火火的年韵
弥漫在街头巷尾、屋院宅庭。贵重
的旗子在正月十五后被小心摘下，
收藏好以备来年再挂。佳期珍重，
四时长安，又是一岁辛勤，又是一
年祈盼。

虎年新春就要来了，节日
气氛越来越浓重。古时，多情的
唐朝诗人留下了涓涓诗篇，使
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诗情画

意、多姿多彩。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

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
束，烂醉是生涯。”面对新年，诗圣杜甫的心情复
杂，有悲有喜。春节热闹的场景，定然令人心醉，
但热闹是他们的，杜甫心里却生长出落寞的情绪
来：人到中年，人生的路还有多长？唯有以酒解忧
了。读完此诗，让人禁不住心生怜惜，对窗凝思生
命的来去。

春节这天，元稹的心情更坏。他的《岁日》一
诗，透露出一种消极厌世之感。诗云：“一日今年
始，一年前事空。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诗人
凄凉的心绪，低沉的情怀，可见一斑。每个人的心
境，的确要自我消化，反倒与喜气洋洋的春节挂不
上钩。

对于春节，白居易可就快乐多了，既没有杜甫
的“忧”，也没有元稹的“惨”，他心中充盈着及时行
乐的人生快乐。他曾写诗道：“众老忧添岁，余衰喜
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在辞旧迎新之
际，别的老人都忧伤于时日不多，而诗人却不惧衰
老，开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这种从容淡定的豁达
胸怀，确实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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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诗，非常接地气。从
这几句诗中，可以读出大唐农家人在春节到来时的
欢喜心情，看看天象，又是丰收年，怎么能不高兴
呢。孟浩然离开了农人生活，心中却惦记着百姓疾
苦，诗人的高尚情怀，随即跃然纸上。

春节团聚，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对于身在他
乡的游子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诗人
刘长卿仕途坎坷，被贬南巴尉，面对新年，对家乡
的思念之情溢上心头，于是，他在《新年作》中，把
乡愁倾泻得淋漓尽致。诗中写道：“乡心新岁切，
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
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新年
思乡的心情很急切，一人在天涯海角潸然落泪。
全诗情感哀切多情，首尾感叹往复，堪称新年思
乡的佳作。

在古人眼里，水酒永远是传情达意的道具。
“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
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这是诗人成彦雄写的《元
日》诗。诗中有春节饮酒的习俗。觞，即酒杯，可作
饮酒解；屠苏，是专为春节那天喝的多味药酒。在
古人眼里，这天喝的多味药酒，可不是一般的饮
品，而是防病消灾酒。既然这酒特别，喝的日子特
别，那么，喝此酒得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
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因为按古人理解，每逢新
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
年长者却失了一岁，因此，大家劝年少者先饮，以
示祝贺；请长者后饮，以避忌讳。

迎着春节第一缕阳光，在唐诗里欢度新春。苍
山易老，人生易变，好好地活在当下，当是对传统
佳节，对生命的最好尊重吧。

那年深秋，我来到承德这座有着
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小城
沿河而建，依山傍水。

日渐拥挤的城里人，把河边当成
稀罕的休闲场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
的男子，在河边专心垂钓。别人钓鱼都
是身前放几把钓竿，什么海竿、手竿都
有。而他，只有一把小手竿。那年的雨
比往年多，河道的水流很快，比较浑
浊。只见他不慌不忙，挂饵、甩竿、提竿
……十提九有。上来的不是小鲫鱼，就
是一种叫作“马口”的当地野鱼。他的
脚下没有水桶，每每钓上鱼，他都会小
心翼翼地把鱼摘下来，然后扔进水里。
我问他，别人都留着卖钱或是自己炸
鱼干吃，你怎么都放了？他淡然一笑：
我就是图个乐趣，喜欢这个过程，小鱼

帮我实现了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
这种快乐，我怎么还能吃它呢？水里才
是它的家，它有权利快乐地生活。

河对岸不远处，就是半壁山，上面有
修复后的魁星楼。据记载，公元1828年，
时任承德知府海忠，为祈求当地文化昌
盛，兴建了这一供奉道教神仙“魁星”的
道观。魁星楼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道教建
筑之一，占地面积6.6万多平方米，主体
建筑依山势而建，自上而下依次为楼、
廊、殿、阁、苑，呈现独特的道教建筑风
格。主楼修建在山顶上，气势宏伟，里面
供奉着魁星神；山腰处有碑廊，保存着
大量古代碑刻以及木雕情景画等艺术
品；再下面是荣仕和乐真两座大殿，供
奉着一系列道教神仙；最下面的门殿还
有大型道教护法神张天师等系列壁画，

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是灿
烂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历史的足迹渐行渐远，承德避暑山
庄却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园林
建筑上的丰厚遗产。每次逛避暑山庄都
是闲庭信步，踏寻懵懂时期留下的青春
足迹。那时，我们四十个稚气未脱的小
家伙，经常以活动为名蹿入园中，春看
嫩柳萌芽，夏游碧湖如画，秋赏枫红明
月，冬耍雪地冰花……偶尔还借实习之
名，坐着学校的大巴车进园扑蝴蝶、捉
蚂蚱。那段日子，至今深深印在我和山
庄的共同记忆里。虽然后期景观修复了
很多，山庄带给我的快乐，却怎么也无
法超越从前。就像小时候吃不够的酸菜
丝炒瘦肉，如今，无论到哪个饭店，再也
吃不到那个味道。其实，变的不是味道，

而是感觉。母亲在世时常说：饿时吃什
么都香，饱了吃蜜也不甜。

天津的三哥来了，带着94岁高龄
的老娘。老人家三年前曾来过一次承
德，当时她非要步行看看避暑山庄。沿
着湖区，我陪她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
上，她不停地跟我讲：三十多年前来过
一次，忘记山庄什么样了，趁自己还能
走，再好好看看。与其说看，不如说陪她
说话，讲她从小当地下党交通员，讲她
如何拉扯三哥他们过日子……其实，每
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戏、一部史料，不
管身处何种境地，都一样丰富多彩。

老人家第三次来承德，很是高兴。
看时间还早，我陪她来到万树园，看新
推出的沉浸式皇家园林实景演出《梦
入避暑山庄》。演出以土尔扈特部东归

的艰辛历程为主题，讲述了 1771 年，
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压迫，在首领
渥巴锡的带领下，历经千辛万苦，胜利
返回祖国，谱写了一曲不畏强暴、奋勇
抗争、万里东归的赞歌。年事已高的老
娘，不一定能记住这段史实，却对这种
新颖的演出方式和演员们的出色表演
大加赞赏，不停地鼓掌拍照。见老娘高
兴，三哥不住向我致谢。

三哥是个孝子，从小生长在天津，
我俩也是偶然相识、相交，直至后来成
了忘年交。最终拉近我俩心与心距离
的，还是“孝”字。纵观历史也好，自身感
受也罢，想来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
事与事之间，都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
子。要想真正融入另一个圈子，只有求
同存异，就好比数学老师出的考题——
求两个圆相交重叠部分面积一样，而这
部分面积，又常常用阴影标注。我的数
学一直不好，最怕做这类题。

如果人与人相交的部分有阴影，
我想，还是留白为好……

冀 南 品 花 糕 □郑永涛

奔虎啸春
（篆刻）
冯勋昌/作

皆大欢喜
（篆刻）
艾树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