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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三月的风
■ 徐永清

我看到海浪的眼睛
那是黑夜里的渔火
对应三月的春风
岸上
永远有不平静的守候
一如发芽前的鸟鸣

古老的叙述
可能来自老渔翁嘴里的烟斗
故事里的主角
在谋生的岁月里
磨成了故事的讲述者
倾听者坐在沙滩上
在三月的春风里畅想
或者犹豫

梦想
在寄居蟹的壳子里警惕地爬出来
一脸羞涩
一身风尘
恍如半个世纪的相逢
与这浩瀚的大海对视
渺小的青春
感到巨浪中的不由自主
我们渴望
抓住明确结果的答案
一如牵着父母的衣角
不问西东
安然等着雾霭散尽
然后跟着风奔向这个可爱的季节

迎春花
■ 黄辛力

所有遭受严寒的人
都像我一样
渴望看到你的笑脸
犹如在阴湿角落里
那只白头翁
渴望一束温暖身心的阳光
众生相信
严冬终将过去
春天会如期而至

隐喻已隐
象征逃离
你就这么迈着几千年不变的步履
自然而坦荡地告白于大地
这比什么仪式都盛大
比什么言语都实在
这比任何装饰词都美丽

你的出现
就是一束光
温暖一个季节
那些被冻结的坚冰
开始解封
开始流动
万物如我该醒都醒了不再迷离

此刻
我站在向阳的高坡
轻抚你楚楚动人的红颜
与你一起迎春接福

■ 程应峰

人生月牙白

海天片羽

伸开手指，指甲上清晰地呈现的月牙白，每天
都会在眼前闪现的月牙白，熟悉的月牙白，一不经
意，就教人陷入了对生命和人生的沉思。

月牙白，也称为半月痕。在指甲下方五分之
一处，一条月白色弧形痕，就是半月痕。半月痕又
称健康圈，是人体精气的表征。半月痕的发育深
受营养、环境、身体素质的影响，当消化吸收功能
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减少，甚至消失。十个
手指都有月牙白，表示精气充足，精力充沛，机体
免疫力强盛。

人体新陈代谢，手指上没有血管通过的部分
就会形成白白的月牙。小孩是没有月牙白的，老
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月牙白会不易觉察地变大
直到消失。中医学认为，爪为筋之华，血之余，气
不耗归于肝为血，血不耗归于肾为精，精不耗归于
骨为髓，所以指甲上的月牙白，是人体健康的“晴
雨表”。半月痕显示的信息是精血气的状况。

月牙白的盈亏和光泽度，昭示着一个人健康
状况的变化。月牙白，最易让人想到天上冷寂的
月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弯
胖胖瘦瘦的月牙，贯穿古今，由过去而现在而将
来，它往往是一个人寄情念旧的最佳载体。在日
子的更迭交替里，面对一弯月牙，人类的情感总会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有牵绊，有维系，也有取舍。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身体上固有
的月牙和天上的月牙，以它们的形态和光亮，默然
述说着人生和自然的法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月的圆缺，源于深奥莫测的天体运行，那是源于自
然的谜一样的规律。人生月牙白的消涨，何尝不
是在昭示着生命的得失进退？

在故事里晒出五谷杂粮
■ 陈才锋

用雨虚构一个情节
我愿在故事里晒出五谷杂粮
那是村庄的一部分
田野长满思绪
让翻滚的内心漫上枝头
忽然的赞美，村庄开始萎缩起来
离不开的根
是一辈子的乡愁。田间地头的芳香
是遗漏了的微笑
切换许多年漂泊的思念
孤独总是好奇般地重复着记忆
一遍一遍赶在炊烟升起的时候
点亮族谱上
被忽略的标点符号

嘉祐六年（1061）七月，苏洵（苏轼的父
亲）经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举荐为秘书
省试校书郎刚近一年，又被任命为河北霸州
文安县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修纂《礼书》。八
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再次亲御崇政殿，制策取
士，考官为胡宿、沈迈、范镇、司马光、蔡襄五
人，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苏轼的弟弟）入四
等。大宋自赵匡胤开国百年以来，能以制策
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欧阳修难
抑兴奋之情，给时为殿丞的焦千之去信写道，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
事！”

朝廷诏令下达，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
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
官。

这是苏轼漫长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当
他于十一月辞别父亲，与送己赴任的弟弟苏
辙离开开封城门，才算真正结束了自己的京
师之旅。兄弟长途并辔，虽时入深冬，却是名
副其实的青春做伴。在当时的二人心头，除
时不时被将临的离愁别绪侵扰外，更多的是
面对毕生梦想的召唤。但即便诗书饱读，历
史横胸，身前身后，落叶飘飞，苏轼还不可能
料到，此时此刻，与其说自己正投入前程，不
如说正投入广阔无边的命运。要到许多年
后，他才能亲身体会，命运的最大特征，就像
他走过的浩荡长江，处处布满激流暗礁，明天
的漩涡究竟会在何处，没有人能提前获知。
从古至今，活在人间的每个人，无不在这样的
命运笼罩之下。

十一月十九日。寒风萧瑟，冬雨连绵。
这一天对苏轼来说，是心头弥漫感伤之日。
赴任凤翔，是自己第一次远赴他乡，也是第一
次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虽在相送，但二人走
到距京师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后，也就
应了古人那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老
话。苏轼携眷继续西行，苏辙则返回开封侍
父。

在此前二十六年的人生中，苏轼与苏辙
从未分开过一天。历史上也有以文学声名并
驾齐驱的兄弟，如曹丕和曹植，却似乎找不到
如苏轼和苏辙这样既以诗文同垂不朽，同时
情感也深厚至极的兄弟了。去年二月从四川
入京后，兄弟二人同寓于丽景门汴河南岸的
怀远驿，形影不离。苏辙自幼随兄长读书，父
亲苏洵还曾直接“命辙以轼为师”，这些都使
苏辙在情感上对苏轼极为依恋。某个雨夜，

当苏辙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
眠”的诗句后，大起感伤，遂与苏轼约定，日后
早退官场，以求兄弟一起团聚闲居，便是最大
的人生快意之事了。

兄弟俩洒泪而别。感伤难抑的苏轼转过
马头，登上一高坡回望苏辙背影，见弟弟正策
马远去，最后能见到的，是他忽隐忽现的帽
子。“郑西分马涕垂膺”的苏轼忍不住取纸笔
写下一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
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诗歌，
其中既有“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
寞”的惆怅，又有“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
高官职”的诺言提醒。

当苏辙离开视野，苏轼终于在“童仆怪
我苦凄恻”的目光中转马向西，取道凤翔而
去。

数日后，苏轼到达距郑州三百四十里外
的渑池（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这是令苏轼
百感交集之地。不仅渑池是战国时秦、赵会
盟，蔺相如逼迫秦王击缶的著名历史之地，
还因嘉祐元年（1056年）闰三月底时，苏轼兄
弟随父亲苏洵首次前往京师赴考途中，曾宿
于该地。转眼已是六年过去。六年时间说
长不长，说短不短，人事的改变已足够令人
心生感慨。当年父子三人出成都，过剑门，
经凤翔、扶风、长安，出关中后到达渑池，在
一寺庙投宿，当日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法号
叫奉闲的老僧。此时旧地重临，想起当年父

子三人结伴，今日却是自己独行西行，苏轼
心有所动，遂寻到当日寺庙。进去后方知，
奉闲早已圆寂，在寺庙破损不堪的墙壁上，
当年父子所题的诗句还依稀可见。苏轼不
由再次展读路上收到苏辙写下的《怀渑池寄
子瞻兄》一诗，倍觉感伤，也写下一首《和子
由渑池怀旧》的七律。这是苏轼青年时期写
下的一首不朽之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即便在今天来读，也很难想象它出自
一位二十六岁的青年手笔，但诗中的感慨
又只有具有苏轼这样的才华和经历之人才
能写出。字里行间足以令人体会，写下这
首诗时的苏轼，内心涌动的情感波澜和对
人生变幻莫测的感叹，也难怪清代大学士
纪晓岚对该诗极尽盛赞“意境恣逸，则东坡
之本色”，可见当时苏轼的天才已然成熟和
爆发。

从渑池到凤翔还有八百里路程。沿途
较顺，事情不多，史书载录的，只有他到长安
（今陕西省西安市）拜见京兆府刘敞一事。
去年在京时，苏氏父子与刘敞均有交往，苏
辙还在仁宗亲策于廷的制科考试前上书后
者，称其“高亮刚果，士之进于前，莫不振栗
而自失……辙愿执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乐
进于前而无恐……”可惜，上书不久，刘敞就
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人至长安了。身为庆
历六年（1046年）进士、廷试第一的刘敞博
学正常，意外的是他还特别好古，长安原为
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唐故都，时不
时有古器出土，都被刘敞悉数购藏。绝非附
庸风雅的证明是，刘敞不仅从古物中考出与
先儒所说不同的三代制度，还提笔撰有《先
秦古器记》一书。苏轼登门拜见后，刘敞与
其颇为投缘，留苏轼“剧饮数日”，游石林亭
时，二人一写一和，各撰二十四行诗歌一首，
年近半百的刘敞对苏轼的评价是“有可敬之
处”。

告辞刘敞后，孤独之情更甚的苏轼携妻
子及童仆继续西行三百一十里路，终于在大
雪纷飞的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凤翔，距他和苏
辙分手，刚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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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木棉花下，等待风来。
风是一列火车，风是一段美好。火车穿过木

棉花，会带来风，也带来美好。
我翘首看着远方，有点煎熬，又充满向往。此

前，在网上反复播放一段短视频：一列火车远远地
驶来，拐一个弯，驶进木棉花中，驶进怒放的美
丽。那是驶进春天的列车，深深地打动了我。

于是，我来到这小山村，站到木棉花下，等待
列车的到来，等待那一声长鸣，等待那一阵长风。

铁轨上，铺满了落花。这是迎宾的红地毯。
铁路旁，站立着几位游客，就像卫兵列队。他们高
举手机，对准拐弯处。木棉花就开在拐弯处。火
车只有开到拐弯处，才能露出头，而一露出头，就
会一阵风般一卷而过。

我翘首看着远方。这时，群山皆屏气，花开似
有声。

我想，火车司机一定是最幸福的司机吧？他
每天从花丛中穿过，还有这么多人在列队欢迎他。

火车还不来，我耐心等待。
火车也许会来，也许不来。它什么时候来，没

有人能说得清楚。它没有对外公开的班次，有时
会半小时一班，有时会一两个小时才来一次，有时
隔很久它都不来。

我也不急。它若不来，我就看花开。
观景台上游客很多。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位老

兄，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铁轨旁的石头上。我走过
去，坐在那位老兄身边。

他说他是个无聊的人，已经来这里好多次了，
还到过别的地段拍摄木棉火车。我说，正好，我是
个无用的闲人。

我把名利丢在了长安，算计也让风吹走了，剩
下的是如火的木棉花，以及热切的等待。

他说，在这个角度拍火车，效果会更好些。他
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他前段时间拍的照片。照片
上，木棉花开得特别火红，火车头的绿和花的红两
相映照，更显出花的浓烈。

我来时，花已经没那么繁盛了。我的心里掠
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释然了，我觉得现在的花也
十分美好。

火车拉的是矿，有时是化肥，也可能是水泥。
当忙碌的火车遇见闲开的花，以及闲观的我们。
那是一种怎样强烈的对比，以及说不出的美好。

也许，我们是它眼中的风景呢。
我希望火车能看见我，也希望花能看见我。
站在木棉花下，等待也是一种美好吧？况且，

山路上走走停停，我已经收集了很多美好，有蛙
声，有稻香，还有风清与月白。稻田边，我捡起落
在泥里的木棉花，扔进小水涡里。它漂在水上，打
个漩儿，沉入水底，又冒起头，顺着水流飘走。我
觉得它运动的弧线特别美，便捡起好几朵花，一一
扔进水流中。

再往前走，有一条水渠从铁轨下面穿过。S
形的铁轨，S形的水渠，有一种动人的美。

一声长鸣传来。“火车来了！火车来了！”人们
喊叫着，各自找好位置，举起手机，摆好拍摄姿
势。铁轨在轻轻震动，预告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
到来。又一声长鸣，拐弯处，绿色的火车头冲出来
了，“唰”的一声就袭向我的摄像头。这最美的瞬
间一闪而过。当我转动摄像头，只能拍到远去的
车厢。很快，火车就消失在另一个拐弯处，留下静
静的木棉树，以及铁轨上的落花，以及呆立的我。

人们陆续离开。半轮月升起在东边，而西边
的落日还在天边透出一片红。日和月同时注视着
铁轨上的木棉，无言，又似乎充满深情。

早就没有人群的喧嚣了，但我并不急着走。
在寂静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好。

■ 李科洲

蹲守美好

风物写意

人们常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但
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出自著名数学家华罗
庚之口。也许，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
位侠客，就连以理性著称的数学家也抵不住
武侠的诱惑。生活中多有不如意，也会遇到形
形色色的不平事，人人都希望身边能出现一位
侠客，人人也都期待着有机会能够做别人的侠
客。“侠”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童话。

侠的精神在中国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有
人将侠的源头追溯到墨子，在墨家“兼爱”“非
攻”的背后，是对公义的敬畏，墨子说：“仁人
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
害”，看似简单的一番话，却成为多少人一生
为之努力的目标。即便有人指责“侠以武犯
禁”，司马迁也要在《史记》中为侠单开一章。
在《游侠列传》中，他盛赞侠客的品格，“其言
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也成为
后世侠客的经典做派。

侠客的行迹令人钦羡，文人墨客多有吟
诗盛赞其形象。三国时期的曹植爱写侠客，
在他笔下，侠客不仅平人间事，还心系苍生万
物，当看到有黄雀误触捕鸟网时，便“拔剑捎
罗网，黄雀得飞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雄姿
英发尽在这一剑当中；侠客不仅要管不平事，
还要担负起家国大义，曹植在《白马篇》中曾
塑造过一位“幽并游侠儿”，身骑白马，装配华
丽，年纪轻轻便扬名塞上，这位少年侠客形象

俊美，精神世界更令人敬佩：“弃身锋刃端，性
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
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李白也喜欢写侠客，他也有一首《白马
篇》，笔下侠客是“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
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为大义，舍小家，
方为侠之本色。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更有琴心剑胆之士
为国为民奔走操劳，在他们身上，汇聚了华夏
的千载侠气。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使万千中华儿女热血澎湃，鉴
湖女侠秋瑾对酒啸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
裘换酒也堪豪”。也激动了一代仁人志士的
心。鲁迅也对侠义精神颇为向往，他盛赞那
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
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称他们为“中国的
脊梁”，这些人当然也是“侠”，是开创我们现
在幸福生活的今世之侠。

侠客们聚在一起，自然会发生说不完的
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传来传去，至于是真是
假已经不再重要，在虚虚实实间，侠义的精神
也便回荡在天地之间。

看唐代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虬髯客、李
靖、红拂女号称“风尘三侠”，三人之间皆是一
见如故，谈笑间便结为莫逆，托付终身，这是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际关系，而三人聚首后，
谈笑间便是风云际会，这种场面又出现在多
少人的梦中。

若论规模，没有第二个侠义故事能出《水

浒传》之右，正应了这部古典小说的英文译名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单八名好汉聚义水

泊梁山，何其壮观。虽然梁山好汉中的很多

人都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侠客”，但是侠

义的精神却在那幅“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上

随风飘扬。况且，《水浒传》中那些经典的故

事大多都与侠义相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

二郎酒后打猛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些故

事都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

中国古代有“公案小说”的传统，多写清
官名流在江湖义士的帮助下为民排忧解难、
除暴安良，其中又塑造了不少侠客的形象，在
民间广为流传。《三侠五义》便是其中的代表，
包拯是人尽皆知的清官，在古代，清官断案自
然少不了重重阻挠，这时候，江湖义士便纷纷
登场，助“青天”匡扶正义。有意思的是，也许
是读《三侠五义》意犹未尽，人们还在“五义”
的基础上塑造出了“小五义”的形象，他们大
多是“五义”的后人，“小五义”中的徐良演绎
出了一段“白眉大侠”的故事。这也许正预示
着侠义精神在民间的根深叶茂——为了匡扶
正义，侠客们代代相传，延绵不绝。

经过千年的流传，侠义精神在中国早已
深入人心，它与每一个时代相结合，以不同的
方式为人们带来希望与温暖。今天，我们似
乎已经不太需要那种仗剑走天涯的“侠”，但
其实，今世之侠在我们身边却比比皆是。

在自然灾害面前，那些冲在一线的军人
和警察是侠；在突发事件面前，那些挺身而出
的志愿者和好心人是侠；在节假日，那些孤身
值守，舍弃与家人团聚的工作者是侠；在偏远
地区，那些清苦一生，为更多人执灯传火的基
层教师也是侠。正如金庸所言：“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侠，
只要我们胸怀天下，只要我们愿意为更多人
的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侠的精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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