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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冷明权先生的诗集《行纪而已·
续集》，我忽然想起这句话：“生活不止是
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已
经成为时人常说的名言。人生不易，为
稻粱谋而奔波劳碌。

以儒家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守
“一个世界”，不是三生三世，而是专注于
这一生一世的生活经营，却也过得有滋有
味，乐在其中，所谓“乐感文化”是也。陶
渊明道：“心远地自偏。”可见带来美感的
远方并不一定只是空间的距离，心理距离
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努力
把诗和远方带到眼前的生活中吧，中人谓
之道在伦常日用，西人谓之艺术化生存。

也就是说，我们一边在生活，一边能
够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反观、欣赏、玩味这

东方市板桥镇的中沙瀑布居于山林
中，仿佛藏在深闺的美少女，总有一种神
奇的力量，吸引着八方游客前往游览。
一天上午，我禁不住它的诱惑，从中沙村
出发，一路爬山岭、穿密林、涉溪谷去遇
见它。

与事先约好的中沙村友人会面后，
我们驱车直朝仙居谷旅游区方向驶去。
透过车前玻璃望去，与尖峰岭毗邻的后
山岭山脉连绵起伏，郁郁葱葱，中沙瀑布
就藏在山脉中一座海拔数百米的射猴岭
上。车行至溪谷旁一开阔处，前方坡陡
路窄，我们只好弃车步行进入茂密的热
带雨林中。这当中，树林里飞出一队蝴
蝶在我们身边翩翩起舞，仿佛在欢迎我
们的到来。一路上，虫鸟的鸣叫声不时
传来，树林里多处可见野猪刨地觅食的
痕迹。随行的友人介绍，我们所处的后
山岭山脉已纳入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保
护范围。经过多年的封山育林，山林中
除了多种野生植物外，还经常可见猕猴、
野猪、小鸟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这里
是一处远离尘嚣的雨林秘境。

走了一段山路后，我们拐入流水潺
潺的溪谷。谷中怪石嶙峋，从中沙瀑布
顺流而下的溪水清澈见底，它们自由自
在地在怪石之间流转，时而温柔地滑过
石壁，轻轻而去；时而急匆匆地来，有力
地撞击在石壁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时而
从石缝中羞答答地淌出，样子妩媚可爱；
时而作秀般在怪石间回转，炫出一个个
旋涡，溅起水花朵朵，宛如在轻盈地舞
蹈，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万般姿态。

个生活世界，就像追一部很多集的电视
连续剧，沉浸其中，却又不会无法自拔。
于是，人生如戏，生命似诗，边走边唱，无
限风光。

冷明权先生就是在努力这样做的一
个人。不论是居家、工作，还是游历四
方，他都始终怀着一颗诗者的心。看他
的形式，或诗或词，或新体或旧体，不拘
一格，自然生发，运用自如，拿他自己的
诗句来说，正是“敢把性情任挥洒”。看
他的内容，更是咏物，记事，言志，抒怀，
随感而发，无一不写。

读此诗集我们看到，他不仅是旅游
赏景的时候才写诗，闲暇散步他写诗，坐
车之时他写诗，听音乐会他写诗，开完会
后他写诗，运动打球他写诗，爱子大婚他
写诗，甚而至于，在台风肆虐之时，他竟
也在心平气和地写诗！就这样，生活中
的诸多点滴细节在他笔下化成一首首诗
篇，诗作不断，收获满满，生命也因此充
实丰满。而作为读者，他的诗读来也令
人感动不已，因为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
看到他的情感，他的性格，他的心怀，他
的境界，一句话，诗就是他生命的烙印。

我们读冷明权先生的诗的时候会发
现，他的诗里有唯美静谧、壮丽崇高，有
瑰丽意象、宏远境界，有深情厚谊、慷慨
意气，却唯独没有悲苦绝望。是他的人
生非常幸运完满，与你我大多数人都不
一样吗？我想不是。世事多艰，人生多
舛，苦辣酸甜，概莫能外。他的诗，更确
切地说，他的生活方式，其实正在告诉我
们自由与快乐的秘诀，那就是诗性地生
活，让生活绽放诗意！

诗本就属于生活，让我们一起把诗
带回生活吧。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歌行板 卞王玉珏

我们在溪谷中，小心翼翼地踩着被
溪水环抱的石头跨越前行，遇到陡峭之
处，还得手脚并用，甚至在同伴的拉拽下
才能攀爬上去。这样的行进非常消耗体
力，不一会儿，我就累得气喘吁吁的。溪
流间的石头成为了我此时最舒服的歇息
座椅，靠在石头上，看林木葱郁、云卷云
舒，心旷神怡。俯下身子，捧一把溪水洗
脸，顿时全身清凉舒爽，体力瞬间恢复了
不少。溪谷中还散落着桃金娘等野生果
实，采摘几颗品尝，我找到了小时候的味
道，内心温暖甜蜜。就这样走走歇歇，终
于在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爬到了射猴岭
一处悬崖峭壁前。抬头仰望，它直插云
霄，大小不一的气根顽强地攀附在岩壁
上，亮出了热带雨林的独特景观。循着
水声望去，不远处，两条玉带般的瀑布从
林间的悬崖上飞流直下，砸落在水潭中，
飞溅起银白色的水花，经风一吹，水雾缥
缈，宛若仙境。震耳的瀑布声在山谷中
久久回响，它与溪流的水声以及虫鸟的
鸣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荡气回肠的交
响音乐会正在这热带雨林中反复上演。
因该瀑布邻近中沙村，故而得名“中沙瀑
布”。我迫不及待地跨过几块石头，来到
水潭边，近距离欣赏瀑布奇观。

这里流传着一个仙女爱上牛郎的爱
情神话。相传白发老人托梦给年轻人阿
牛，说顺着家门前的溪流到深山老林的
悬崖峭壁上，可以找到一种神奇的草药，
把它放在心爱的女子床头，她就会爱上
你，愿意跟你过一辈子。阿牛按照白发
老人指引的路线寻找，果真找到了神
草。不料，为了照顾自己的奶奶，他把辛
苦寻来的草药弄丢了，他伤心地来到瀑
布边恸哭。天神被他的孝心感动了，重
新赐予他一种百年一遇的奇药，让他如
愿与下凡的仙女喜结良缘，相亲相爱。

眼前清澈见底的潭水波光潋滟，柔
美动人，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仙女沐浴
的地方吧。看着它，我真想纵身一跃，跳
入水中畅游一番，洗去一路的疲惫，无奈
自己不识水性，只好望而兴叹。不过坐
在石头上，与瀑布深情对视，聆听它悦耳
的声音，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也是一种享
受。

当地人喜欢把中沙瀑布美景称为
“天水奇观”，除了因为水流从悬崖高处
飞流而下外，另一个原因是瀑布的水从
高高的尖峰岭奔流而来。友人说，瀑布
的水系从尖峰岭发射塔附近的高山上分
流而来，其中一条水系向东流入尖峰天
池，另外一条水系向西南流至中沙瀑布。

中沙瀑布的水顺流而下，从不中断，
经过亿万年的洗礼，孕育出了一条景色
迷人的热带溪谷，美其名曰“仙居谷”。
如今，一家民营企业正在谋划开发仙居
谷旅游区，计划把它打造成一个旅游休
闲度假胜地。我期待久藏深闺的中沙瀑
布，能有一日大大方方地呈现在众人面
前，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黄心菜和雪天有一场秘而不宣的双
向奔赴。北风一呼叫，雪花迫不及待落
下来。只需一夜雪花飘，第二天早上出
门一看，漫天遍野白茫茫一片。远望去，
除了雪，原野里没有了其他动植物，再细
看，雪地里露出一片两片蛋黄色或翠绿
色。扒拉开表层的雪，黄心菜或者安静
地蜷曲而眠，或者在欢快地生长，一脸的
甜蜜和满足。

黄心菜，乡村唤其乳名“卷窝菜”，又
给它美称“雪里金花”，是豫南信阳的一
种特色蔬菜。黄心菜的叶片是不规则的
圆形，如同年轻的娃娃脸，圆圆的，嫩嫩
的，可爱得想伸手摸一下。但它又是麻
窝的形状，像谁家的姑娘，点痣后没忍
住，动手抠，留下了疤，多少有点显出老
相，又年轻又老相，这让它成为一个自相
矛盾的物体。

三四片绿色叶子包裹在外面，塌着
地，似乎想证明和大地一直没有分离；菜
心是蛋黄的颜色，偏淡，是那种楚楚动人
惹人心动的黄。叶尖向外翻卷，肥厚细
嫩，远看，像一朵朵盛大开放的花。寒冬
天气，树上有腊梅，地里有黄心菜。一个
是艺术，一个是烟火，这两个方面，大自
然似乎从不缺失任何一个。

黄心菜纤维少，营养丰富，富含多种
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又色彩亮丽，引人
耳目。这是一种有爱的蔬菜。它这么好，
就是为了让人吃掉它。牺牲精神？利他
精神？或是无私奉献精神？就如女性，造
物主让她们化身天使来造福人间，无需任
何刻意的赞美和褒扬，美好，是女人的天
性，她们的隐忍、包容、热情、无私和母性
的光辉，让这个世界良性恒行。

一万种蔬菜因为惧怕寒冷，宁愿在
寒冬来临之前死掉，也不愿进入冬天模
式。而黄心菜却冒严寒，冒风雪，义无反
顾。它能够在寒冬里让自己活得更好。
黄心菜可以在零下5摄氏度新鲜存活一
个月。它是如此喜爱冬天，难道仅仅就
是为了等待一场大雪？也许是。每一个
热爱大雪的灵魂都是孤独的，孤独不是
人类独有，植物也可以有一颗高贵的灵
魂。茫茫雪野，万籁俱静，孤寂永生。人
或植物，皆需要学会与孤独相伴，所谓的
和解也无非是习惯于终生孤独。“绿蚁新
醅酒，红泥小火炉”，你看到的是友情，我
看到的是孤怨。

某年，银装素裹，粉妆玉砌，在信阳，
虽无红泥小火炉，但也品尝了黄心菜式
信阳炖菜。信阳被誉为中原的小江南，
鱼米之乡，自然是山清水秀，眉目妖娆。
信阳菜里最为著名的品类是信阳炖菜。
我一直怀疑信阳人之所以选择炖的方式
来满足口欲，最重要的原因是食材太过
鲜嫩，其他烹饪方式会有意无意掩盖其
光彩。一个猪腿，鸡鸭鹅块，或一块新鲜
的羊肉，亦或是凿开冰块取出的冰呆了
的鲫鱼，都可以拿来做锅底儿。各种肉

类经过一定程序的处理，兑上高汤，放进
砂锅里炖得软烂，当锅底。餐桌上摆炭
火盆，炖好的砂锅放在炭火上烤，既可让
美食保温，又可以让围坐四周的人们保
暖。想吃什么，夹出来吃就是。屋子外
雪花漫天飞舞，屋子内暖意融融。一轮
肉饕餮过后，砂锅多了些空隙，砂锅周围
摆放的各类蔬菜此时惹亮人的眼睛。黄
心菜就这样衣锦而入，水珠还在卷卷的
叶尖上晃动，鲜灵灵地惹人馋虫。往砂
锅里丢几片叶子进去，三五秒钟捞出，脆
生生的无比爽口，而且从荤味里走过一
遭，亦然多了肉香。

如此，冻得伸不出手的天也变得温
柔生动，美丽无比起来。

二十余年前，郑州市金水区都市村
庄“关虎屯”，在它的某个街头，街两边占
满摊贩，摊位上摆满菜蔬水果调味料，一
眼望去，烟火染遍。小菜贩推着三轮车，
用左手扶车把，右手拉车闸，把车子固定
下来。大概站累了，屈左腿抬起穿布鞋
的脚踩车帮上，左胳膊肘压在膝盖上。
天寒地冻，左右手相互袖在对方的袖子
里取暖。车斗里摆黄心菜，一个大蛇皮
袋盛了，袋子口卷了几卷，黄心菜剩下不
多，勉强盖住袋子底儿，被菜贩洗了，水
淋淋的，寒冷的街头，水遇寒成冰，冰和
菜黏合在一起，不能动手掰，一掰菜就
断。黄心菜看起来依然新鲜，但没有了
平时的舒展，整个蜷缩起来，一副受了委
屈的模样。从乡村到城市，它们一定走
了很多乡路，犯了很多难，现在它们在街
头迷路了，等着我收留。星盘秤上一称，
秤杆尾巴高高翘起，五斤，菜贩说。搜罗
一下口袋里的硬币，全买了下来。那一
年天奇冷，最低温度零下12摄氏度。我
着了薄棉袄，为谋稻粱在郑州街头奔忙，
一出门就冻得抖抖索索。

黄心菜可炒、可烧、可煨汤。在信阳
还吃过“腐乳黄心菜”。菜洗净，切成小
条，茎叶相连，锅中翻炒，变软后倒入泄
开的腐乳汁，翻炒均匀装盘。色彩美艳，
味道鲜甜，加腐乳辅之，鲜嫩与腐旧相
击，口感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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