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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蝉鸣（外一首）

■ 龚凯健

一声蝉鸣，回应另一声蝉鸣的呼唤
犹如回响，在树梢之间
此起彼伏。绿叶叠着绿叶
风让它们一会儿摇曳
一会儿静默
阳光在盛夏里热烈照耀
每穿越一片叶子都有光影闪烁

我在炎热中找寻清凉
夏天已经占满了视野
眼睛能捕捉的
都是我能感受到的
包括你在远方凝望繁星
在夜色中轻启双唇
先感受夏夜，再沉醉
面对闪烁的夜空吹奏夏夜之歌

◎爬山虎

贴着一片石壁攀爬
一路斑驳的影子里
生命向上延伸。蔓延的爬山虎
用坚韧的绿意
把日光照成流动的画卷
风拂叶舞。这是生命的赞歌
来自不息的根，墙角边
白色连衣裙的少女静望远方
茎须缠绕指尖
她感受到了秋天渐近的呼吸

暑日素简
■ 西杨庄

鸟语扶住了烂漫的花香
一群蝴蝶，是暑天撰写的散文诗笺
在七月高昂的章节里
雨燕穿梭，柳叶弯眉剪瀑雨

蜂儿倾巢出动，嬉闹花丛
惹火的爱情，给湛蓝的天空平反
让片片叶叶的绿啊，覆万紫
盖千红，压制聒噪的蝉鸣
高歌七月的红

夏风压不住酷暑的集结号
蛙鼓用啼唱为农事护驾
绿油油稻秧田里，一抹抹葱郁
在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
那一簇一簇的拔节声
正是响彻故乡田野的天籁之音

荷花结了籽，那日渐丰满的莲子
正接受暑天熟稔的修行与洗礼
袅袅炊烟也豪放地用巨笔勾描着乡音
乡土，乡情，为一畦畦稻田
翻阅青翠的诗行，添二分国画古风

芒果树（外一首）

■ 唐鸿南

那个人
告诉我一个秘密
吃下一个芒果
就可以吃下
一个夏天的海岛
芒果的色香
如同果肉的颜值
品种繁多
品味异同
然而
这些美满的意蕴
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只要你
吃过了一个芒果之后
心里还能长出
一棵棵高大的芒果树

◎三月三大道

三月三大道的樟树
长出的姿态
真像早晨的样子
我想啊
它的根底
需要埋藏多少
经年干枯的骨头
别看它的枝丫
什么时候
都是挂满鸟语花香
它的免疫力，和走过
这座翡翠城的空气一样
总是没有时间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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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民间普遍有斗茶、斗
草游戏，其实还多有蹴鞠之娱。

“鞠”，最早为外包皮革、内实米
糠的球。“蹴鞠”，又名“蹴球”“筑球”

“蹴圆”“踢圆”，是指古人以脚蹴、
踏、踢皮球的娱乐活动。说起来，古
代蹴鞠，类似现在的足球运动，其实
是我国最早的足球起源。相传，古
代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防止寒食
冷餐伤身，古人便以蹴鞠热身健体，
这一体育项目在民间广为流行，成
为很有趣味的古代体育娱乐形式。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民间就流
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到了汉代，
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又出现
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代开始
流行冰上蹙（通蹴）鞠。可见，蹴鞠
在我国影响广泛，流传久远。

两汉三国时期，蹴鞠发展较
快，不仅娱乐性蹴鞠得以继承和相
传，还出现了表演性蹴鞠和竞赛性
蹴鞠。表演性蹴鞠，即在鼓乐伴奏
下以脚、膝、肩、头等部位控球技能
的表演，有足踢、膝顶、双腿齐飞、
单足停鞠、跃起后勾等技术动作。
竞赛性蹴鞠设有鞠场，鞠场呈长方
形，大都东西向。设有坐南面北供
观赏的大殿，四周有围墙，称为“鞠
城”。西汉桓宽《盐铁论·国疾》载：

“康庄驰逐，穷巷踏鞠。”此记载，说

明庶民百姓对蹴鞠活动的喜好，其
娱乐形式也深入民心。晋代《会稽
典录》载：“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
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意指
三国时期战乱不断，有事就上马打
仗，没事回家踢球训练。由此可见，
蹴鞠活动在当时的发展和普及。

魏晋时，蹴鞠活动之广虽不及
汉时，但以此作为娱乐或习武者亦
不在少数。《三国志·魏明帝纪》引
《魏略》曰：“桂子叔林，天水人也
……晓博弈、蹋鞠，故太祖爱之，每
在左右，出入随从。”这说明，当时
的统治者对善蹴鞠之技者甚是喜
欢，蹴鞠仍是那时人们常见的娱乐
活动。南朝梁刘孝威《结客少年场
行》载：“勇馀聊蹴鞠，战罢暂投
壶。”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
边境士兵冬天战事之余，便以蹴鞠
和投壶作为娱乐活动的形式。

唐宋时期，蹴鞠文化的发展又
达到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出现了
充气球和球门，用球门的蹴鞠比赛
叫作“筑球”，一般是单球门，大多
在宫廷宴会时进行。筑球时在球
场中央竖立两根高三丈的球杆，上
部的球门直径约一尺，叫“风流
眼”。比赛时衣色不同的左右军（即
两队）分站两边，每队12或16人，分
别称为球头、骁球、正挟、头挟、左竿
网、右竿网、散立等。比赛时鸣笛击
鼓为号，左军队员先开球，互相颠球
数次，然后传给副队长。副队长颠
数次，待球端正稳当，再传给队长，
由队长将球踢向风流眼，过者为胜，
右军得球亦如此。结束时，按过球
多少决定胜负，胜者有赏，负方受
罚，队长要吃鞭子，脸上涂白粉。同
时，不用球门的踢法逐渐规范。这
种踢法叫作白打，属个人表演性活
动，对球员控球能力有更高要求。
除手外，头、肩、臀、胸、腹、膝各部位
均可触球，变换各种花样，先落地或
违规者输。

辽金元时，蹴鞠是朝廷节庆的
节目之一，在民间同样十分普及。
有不少文献记载，男女对踢在宋元
时也屡见不鲜。这个时期，蹴鞠发
展势头仍然不减。

明清时期，蹴鞠活动由于受到
朝廷的限制，逐渐失去往日的发展
态势而走到低谷，清代虽有冰上蹙
鞠，但已寥寥鲜稀，最后被踢毽子
所取代。

■ 方泳霖

土地的诗性

风物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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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一生涉猎广泛，其影响力
超越了文学领域。他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总是“一步
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他好书，读书买书成
痴成瘾。

他曾说：“买书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他在家乡
中学的时候，家里每月给一元零用钱，都被他在一家广
益书局花销了，为的是取回些杂志及新书。

朱自清大学就读的最后一年，一次到琉璃厂逛书
店，在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
价要14元。这价格对于这部大书来说并不算太贵，但对
于一个学生而言，不是个小数目。手头没这么多钱，可
书又实在舍不得，思来想去，就身上穿的皮大衣还值点
钱。这件大衣，是朱自清结婚时，父亲为他做的，水獭
领，紫貂皮。大氅虽是布面，样式有点土气，且领子还是
用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可毕竟是皮衣，在制作的
时候，父亲很是费了些心力。

朱自清当时实在舍不得那本“大字典”，又想到将来
准能将大氅赎出，便在踌躇许久后，毅然将它拿到了当
铺。

朱自清没有过多考虑，想着将来赎回来，便以书价
作当价：14块。大氅当然不止这个价，所以当铺柜上的
人一点不为难，即刻付款。 拿上钱，朱自清马上把那本
《韦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来。不料那件费了父亲许多
心力的大氅，终归没有赎回来。朱自清每次翻看那本字
典时，总不免心生遗憾。

朱自清为人为文，追求一个“真”字。他的散文作品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著称，他能够巧
妙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生
动画面。他的散文风格平实而蕴藉温情，细腻又不失率
真，被公认为“白话美文典范”。其中，《背影》《荷塘月
色》《春》《匆匆》等作品广为人知，深受读者喜爱。

朱自清买书，也追求一个“真”字。在《买书》一文
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令他念念
不忘的，依然是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厂逛
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
一本《伦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后，恰好《论
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
加上一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自清说：“买
书赚了钱，这是仅有的一次。”

朱自清爱在逼仄甚至简陋的环境中淘书，在一堆堆
略带着霉味的旧书中，若是找到了自己搜寻已久的书，
或者找到一本被别人忽视的好书，他便欣喜若狂。在他
看来，捧读一本自己淘回来的好书，便会神清气爽，天宽
地广，真真是一大享受了。

站在自家阳台的落地窗前，我就能看到一块很大的
庄稼地，足足有三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这是我所处的
城市森林中为数不多的一块农耕用地。

这些年读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都写到了
土地的重要性，没有这些文学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很
难体会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很难理解农民劳作的意
义。时至今日，每当我问及父母对于自留地的看法
时，他们嘴里重复着的始终是那一句：“自留地是我们
的根……”

从这话里，就能听出父辈们对于土地独特的情感。
这种情感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
往，也是深埋心底割舍不了的爱意。如若再往前问到祖
父一辈，我坚信他们理解的土地将会更加地刻骨铭心。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随父母远离了故乡，摆
脱了田间劳作的命运。对于土地的理解自然十分的肤
浅，但是在童年的记忆中，还是留下了珍贵的印记。可
以说，自家留用的农耕地是一个家庭最富有诗意的希
望，人们可以将自己最喜爱的瓜果蔬菜，播种在田野里，
随着时间的发酵从而获得丰收。

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家的自留地上就种着我喜爱吃
的各种蔬菜，正如我眼前的庄稼地一样，上面种满了各
种果蔬。我虽然站在高处，但还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青
菜、茄子、黄瓜、胡萝卜、辣椒、黄花菜等不同的蔬菜。眼
前的人们按其节令，适时耕种，勤于施肥，才换得这片农
耕地里遍地芬芳，生机盎然。

事实证明，任何一种收获都不是轻易得来的，都需
要辛勤地付出。这些收获的背后是人们迎着晨曦劳作，
用汗水浇灌土地，默默耕种换来的成果。只有这样的付
出才能迎来无比壮丽的晚霞，才能在黑夜里收获点点星
光。

即便现在人们只需拿起手机就能订购到蔬菜，但还
是有很多人希望能享用自己种出来的绿色蔬菜。他们
甚至将整个劳作视为一种锻炼。也正因为如此，这片农
耕地上散发出来的生活气息才会如此生动。

于是，我总能在他们脸上看到舒心的微笑，总能看
到这笑容背后的活力和热情。他们在地里悠然自得，边
劳作边和邻里聊着天，累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一会，抽
上一支烟闲话些家长里短。除去清晨的时间，他们也会
在傍晚来到田野摘些瓜豆，掐点葱韭带回家。他们的身
影融入这城市的暮色中，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别样的风
景。

从高处往下看这一大块农耕地就好像是一幅唯美
的画卷，农户们以锄为笔自由地修整着、耕耘着这幅画
卷，哪里需要撒下密集的种子，哪里需要留白了然于
胸。最终使得这画卷里的田野阡陌纵横，瓜果蔬菜整整
齐齐，井然有序。

有时候又觉得农户们像是诗人，在一行行的田间撰
写纯粹的诗句，让绿色的青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辣椒
和黄色的南瓜点缀这些诗行，融诗入画达到妙不可言的
意境。

我突然发现自己深深眷恋着故乡的那片土地。

■ 程应峰

朱自清买书

名家剪影
1059年年底，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一起进入夷陵。对于夷陵，苏氏父子三人都
感慨有之，感激更有之。感慨是因秦朝白起
和三国陆逊，都曾在此火攻破敌，立下不朽功
名。此时面对四处遗迹，心中百味；感激是因
夷陵乃欧阳修于景祐三年（1036年）被贬为夷
陵令时的谪居之地。欧阳修对苏氏父子不遗
余力的举荐，确是无日或忘。

翻开《古文观止》，能见欧阳修名垂不朽的
《醉翁亭记》，未收其内的《至喜堂记》并不逊色
于前者。至喜堂是欧阳修二十三年前在此的
居所。当时为夷陵长官的是尚书虞部郎中朱
再治，与欧阳修有旧，心里不忿欧阳修无辜被
贬，将县舍厅东面的堂屋修为欧阳修住宅，等
堂屋落成，又邀集宾客为贺，使欧阳修感慨夷
陵的贬谪生涯委实“既至而后喜也”，索性将其
命名为“至喜堂”。住下之后，欧阳修发现，地
属僻远的夷陵绝少有官员愿意前来，即便委任
于此，也很难住满一年。但恰恰如此，无官吏
横行之地才保存了淳朴民风，只觉此处“江山
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

苏氏父子三人在缓步游堂时自然不能预
料，苏轼日后的仕途生涯将一次次重复欧阳
修的命运，甚至连欧阳修被贬后的心境也一
并继承。但苏轼当时所想，还只是三年前在
开封见到的欧阳修音容。对帮助过自己的
人，君子会饮水思源。苏轼对欧阳修的感激
之情，在《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一诗中流
露得淋漓尽致：

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
形胜今无用，英雄久已无。
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
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
追思犹咎吕，感叹亦怜朱。
旧种孤楠老，新霜一橘枯。
清篇留峡洞，醉墨写邦图。
故老问行客，长官今白须。
著书多念虑，许国减欢娱。
寄语公知否，还须数倒壶。
这首诗无论何时来读，都能见出诗中纵

横交织的历史感叹和苏轼对欧阳修的真挚感
怀。苏氏父子得欧阳修大力举荐——不仅在
当时，还将在日后——今日父子恰能经过欧
阳修昔日住堂，令人觉得似有一种冥冥中的
命运安排。补充一句，这首诗也是苏轼自故
乡行舟至此，经一千六百八十余里水路，再至
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舍舟登陆前写下的最
后一首诗。苏轼用它结束了一段非凡之旅，
这也就表明，苏轼自己的另一段人生，将随着
它的完成而自然而然地展开。

当苏氏父子三人携着家眷到达江陵时，
这趟整整六十日的水路旅程终结了。此时，
已是十二月深冬。

一行人终是疲倦，尤其王弗，临盆在即，
苏氏父子遂决定在江陵暂歇，待年后启程。

当地知州王璋对苏氏父子来此，颇为兴
奋，为其安排食宿。

终于得闲了。父子仨遂将沿途诗文进行
整理，打算结个集子刊行。在后人眼里，这部
被命名为《南行集》的诗集包含苏轼初试锋芒
的第一批作品。内收苏轼诗文四十六首，收苏
辙诗二十六首，苏洵为整数，刚刚十首，共计八
十二首。将沿途诗歌总结，也是对一段人生旅
途的总结，同时还是一次对语言的总结。苏轼
为诗集撰序时落笔便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
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
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
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
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
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段话虽
出自苏轼青年手笔，却委实能对应暮年欧阳修
为梅尧臣诗集撰序时所确认的“非诗之能穷
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之言，令人赞叹。

除了整理诗集，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到江
陵后不久，苏轼的身份不再只是儿子、兄长和
丈夫，还成为了父亲。王弗生下一子，取名为
苏迈。

休息将近一月，到翌年正月五日，一行人
再次登程，先取陆路过荆门军，又发浰阳、渡
汉水，至襄阳后越岘山和万山，特意去隆中拜
访诸葛亮故居，然后入河南境内，过唐州（今
河南省唐河县）和昆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
至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结识了时任签判
许州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在苏轼心里，此
生的最大遗憾之一，是未能在范仲淹生前亲
聆教诲，此时能与其子结交，也算是完成一桩
心愿。

终于，陆行一个多月后，众人于嘉祐五年

（1060年）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师开封。
虽是第二次进入，若与第一次相比，差别

不小。嘉祐元年（1056年）入京时，苏轼、苏辙
是无人知晓的考生，这一次入京，已为名满京
华的进士，前程将展，心情自是更为开阔，可
以好整以暇地看看这座金碧辉煌的都城了。

作为北宋京师，晚至苏轼身后才诞生的
两件作品对其进行过精美绝伦的描画，第一
件是张择端画笔下的《清明上河图》，第二部
是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张择端的画
卷读来直观，孟元老的回忆笔触则令人更为
感慨万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
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
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
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
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
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
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北宋京城令后人向往，不仅是使人“莫知
厌足”，更令人在盛世繁华中感受到生活的安
定与随性而行。生在如此时代，苏轼如何会
无激情？尤其自己的人生将从这座京城得到
真正的展开，哪怕进京两个月不到，有恩于己
的梅尧臣于四月八日仙逝，一时感伤仍让位
给了海阔天空的明日期待。欧阳修和杨畋等
人都分别再次举荐苏轼兄弟，开封知府、书法
大家蔡襄也与苏轼窗前论书。到嘉祐六年
（1061年）七月，苏洵经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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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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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其实的青春作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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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语》（国画） 段炼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