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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嘎嘎地笑，说二哥你从小说
把别墅读成别野，到今天也不改。我
告诉你们说，嫁大款，就像抢银行，钱
来得快，可是后患无穷。我现在这样
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女儿由国家培
养，我每年存点钱就出去旅行一下，
看山看水比成天看着一个男人强得
多了。

笑倒了一屋子的人，乔一成想，
料不到乔四美有一天成了乔家几个
儿女中最为豁达的人，可见人傻不要
紧，只要不傻一辈子就行。

三丽与王一丁住的那片老房子
被政府征了地，他们拿到了一笔房
贴，加上积蓄，两人买了新房子，现在
正在装修，夫妻俩带着孩子，在老屋
里临时过渡，跟四美做伴。叫乔一成
奇怪的是，三丽他们挑的房子，竟然
与南方新买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里，
隔了三幢楼。

这一天是周日，乔一成午后去了
南方的新房子。

装修已做好了，
大方舒服的风格，一切
崭新却又带一分尘世
的亲切，倒像是人离家
了一段日子，拎了行李
重又回来了。

南方看过，很是
满意。

乔一成一个屋子
一个屋子地走过，快乐
里头有一种深切的疲
惫。

大约还是宿醉的
缘故。

乔一成到卫生间里方便。
有点头晕，他把头抵在墙上。下

身忽地一阵尖锐地刺痛。
接着，他看见抽水马桶里一片血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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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一成用了一周的时间，处理了
一些事情。

事情办好了之后，他在中国银行
里租了一个保险柜，把所有的文件收
进去，那只小小的银色的钥匙，乔一
成把它在手心里捂了好一阵子。

最终，乔一成把小钥匙装进一个
信封，封了口，信封上写了项南方的
名字。

乔一成这些天在这个城市的大
街小巷里转了个遍，他走过他曾经生
活过的每一个地方，最初与叶小朗租
住的小区，坐落在安静的浓荫蔽日的
西康路上的项家小院，电视台的周
围，母亲原先工作过的厂子所在的街
道，小时候常玩的地方。完全地步
行，一寸一寸地丈量他前半生生命的
痕迹，这才真正切切地明白什么叫沧
海桑田。

最后，乔一成回到乔家老屋。

家人与邻居都上班去了，小院冷
清幽静。

乔一成在老屋门前站了许久。
在乔一成的记事本上，记下了如

下一行：
二月六日 办妥银行所有事宜
二月七日 所有文件存入保险

箱，钥匙将来交南方
二月十日 约宋青谷吃饭，品尝

包谷推崇之东北酱骨头
二月十二日 入院
乔一成得了肾病。
确诊之后，病情发展得很快。
医生建议透析。医生说，越早越

好，特别是早期开始腹膜透析，可以
充分发挥原有肾功能的作用，效果会
更理想一些。

三月初，乔一成第一次透析。
过程漫长痛苦，乔一成觉得好像

过了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才结束。
医生说，怎么可以没有个家人在身
边？怎么可以？

透析过后，效果
似乎还不错。只是
日复一日地吃着医
院配给的食物让乔
一成有生不如死的
感觉。

乔一成提出出
院回家去疗养。医
生也同意了。

乔一成在病床
上迷糊地睡去，蒙眬
梦里，他端了杯热茶
站在窗前慢慢地喝，
茶杯晃了一下，洒了
他一手茶水，湿漉漉

的。
醒来发现，手心果然湿润而温

暖。
有人伏首在他手上，在哭。
乔一成动一动手，那人抬起头

来，一张泪渍渍、眉目间皱起无限哀
伤的面孔。

是三丽。
随后有人进病房来，身架宽大，

鞋声拓拓。
是宋青谷。朗朗的声音，说，跟

这里的主任打了招呼，即刻就搬一个
单人病房，并斥乔一成这么不声不响
地自己一个人来住院十分愚蠢。

你当你在演八点档？宋青谷说。
从这一天起，陆续有亲戚同事来

看一成，来的人无不轻言细语，所以
虽是人多，倒也不吵，多半站一小会
儿便走了，不想妨碍病人休息。

二强夫妻两个也不知从哪里弄
来个肾病病人的食谱，郑重地请医生
看了，天天做了送过来。

三丽拿了一张大白纸，细细地排
了个时间表，兄弟姐妹几个
轮流来陪着，保证病房一刻
也不会空着无人。 23

杜甫慨然返回长安，途经曲
江，望着万物萧条，菱荷枯折，白
石素沙，耳闻孤鸿哀鸣，不由发出
孤独不遇之慨！再望着曲江池边达
官贵人奢华宅邸，将人之富贵豪华
与己之心灰意冷对比，不由长歌当
哭。杜甫一时感慨，真想归隐山
林，以度余生。回至家中，借着如
豆灯火，写下《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
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
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
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
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
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
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见杜甫空手而归，妻子杨氏亦
无奈向隅而泣。夫妻一夜难眠，筹
划生计。百般无奈，只好决定离开
长安，投奔妻舅奉先令处。幸得妻
舅尚不见嫌，将杜甫一家安置于县
廨暂居，并给予多方照顾。杜甫心
中记挂“参列选序”
之事，于奉先稍事安
顿，便再入长安，等
待朝廷吏部消息。

春 天 终 于 来
临，长安四处飞花。
正值踏青丽日，杜甫
虽是愁闷塞胸，却无
法拒绝满城飞花，如
同无法拒绝葵花的太
阳，菊花的月亮。随
着大唐春天如期而至
的脚步，杜甫与赞公
相携，游览曲江池
畔。

忽听远处传来鼓乐喧阗之声。
闻声望去，就见曲江堤上，彩旗招
摇，乐声四起。数队内侍、宫女身
着五彩衣裳，于前面引领，数百马
军盔甲明亮，枪戟如林，殿后簇
拥。宝车之前，簇着一人：骑着汗
血宝马，神情顾盼自雄。正是奸相
杨国忠！

赞公见杜甫望得痴呆，不由长
叹一声：“此乃杨府游春。”

杜甫无奈叹道：“长安饥荒未
去，却有如此奢华之举，焉不天沸
人怨？”

“何谓奢华？长安皆知杨家九宅
巍峨壮观，富丽堂皇，堪比皇宫。
宅邸之中，绣工数百，杂役千人。
杨家主人日常器用，皆为金镶玉
嵌，用食皆为凤髓龙肝，一餐用度
竟抵去百户产业。如此奢华无度，
暴殄天物，大唐盛世焉能永寿昌
期？”赞公身为出家人，亦止不住满
腔愤慨。

杜甫闻言，心绪难平，欲哭无
泪，仰天长叹！望着若烟花彩虹般
之迤逦车队，悲伤惆怅，低吟《丽
人行》。

诗言曲江池边游春美人，以
“浓、远、淑、真”四字写出美人之
风姿神韵，又以工笔重彩描出佳丽
之艳装丽服。由其体貌服饰转写到
绝佳美食与仪仗车马；再由杨氏三
夫人转写丞相杨国忠之荒淫无耻、
挥霍无度。全诗语义诙谐，暗含讽
意。

数月过去，杜甫十年等待终于
有了消息。那是秋天的早晨，衣衫
单薄的杜甫蹚过长安浓雾，再次来
到位于大明宫西侧哥舒翰府上。哥
舒翰于帅榻之上，手持杜甫所作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拈须笑
道：“子美抬爱老夫！若老夫不
朽，盖因此诗也！”

“大帅开边乃圣上旨意。然老帅
虽负文武之能，却抱病数年不征，
足见大帅仁爱之心。” 杜甫俯身大礼
毕，起身又道：“于高达夫处曾偶
读大帅所作《破阵乐》六言诗，有

‘一唱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之
语，以为大帅忠心赤胆，乃当今大
唐柱石。”

闻听此言，哥
舒翰一声长叹，目中
隐有泪花。“不想普
天之下竟有一人懂我
爱惜将士及忠君之
心，老夫之幸也！”
哥舒翰不由手持杜
甫，再叹道，“子美
可知老夫之病何来？”

不 待 杜 甫 接
话 ， 哥 舒 翰 接 道 ：

“数年前，我领旨率
十万大军千里西征石
堡城，与吐蕃大军苦
战月余，将士死伤数

万，方夺回险要。凯旋京师之后，
老夫虽得厚赐，却夜不成寐。闭上
眼睛，脑海里就浮现将士血流成
河、白骨成山之状。朝廷知老夫熟
知兵法韬略，屡屡委派老夫为帅，
征讨四夷。老夫却私下以为：治国
以德，绝非武力。故而托病不出。”

杜甫闻言，忧心不已，“若
此，大帅不出，奈苍生何？”

二人正在话中，杜甫见有人禀
报军情，只好向哥舒翰辞别。哥舒
翰恍然道：“老夫已得吏部消息，
子美将为朝廷所用，何不前去集贤
院领旨？”杜甫施礼，谢恩而退。

走出哥舒翰府，来到集贤院，
见内廊张着一张红榜，榜上人名济
济，杜甫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名字，
竟是任职九品河西尉！

杜甫顿时惊呆！
献纳使田澄见杜甫呆立之相，

拱手安慰道：“河西乃京畿之县，
优于它处，往常非进士及第不得受
命。老天念及汝文动人主，并有宰
相试文之容，年逾不惑而无
俸禄，方授汝河西县尉之要
职。”

连连 载载

汪淏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
他原本是文艺学硕士出身，从事
创作以来，除发表了很是可观的
短、中、长篇小说之外，还出版有
数部涉及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
方面的学术著作。现在他又推出
了新作《我和他们——贾宝玉自
白书》，给喜欢他的读者带来了又
一次惊喜。

汪淏的这部长篇小说“贾
宝玉自白书”，最大的追求是延续
了曹雪芹原著的氛围，把后续的
故事叙述完整，在曹雪芹写的简
略或忽略的地方加以补充，浓墨
重彩，精雕细刻，凸显主题，保持
作品的“神似”，以成全璧之功。
这部“贾宝玉自白书”共分九章，
分别叙述了贾宝玉与秦可卿、袭
人、晴雯、黛玉、宝钗的情感故事，
还有贾宝玉离家出走遁入空门后
星夜偷回查抄后的大观园等故
事。最见作者功力的是该书第六
章“我与黛玉的爱情故事”，约占
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众所周知，
宝黛爱情是曹雪芹八十回本最为
重视的重头戏，在贾宝玉接触的
女子中，他最喜欢、最看重的也是
黛玉。在汪淏笔下的宝黛故事
里，他细心而又大胆地演绎了他
们的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说
他细心，是因为他在演绎时严格
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而没有自以
为是的改动。譬如写宝黛的初次
见面，他进行了更加细腻地描写，
以一段长长的对话烘托、渲染、凸
显了宝黛如前世相识般的一见钟
情。读之荡气回肠，催人泪下，让
我们再次见识了他的才情。

说他大胆，是他又没有完全
被原著所桎梏，而在若干处进行

了再创作,甚至见缝插针地对曹
雪芹本人来了些微妙而合理的批
评，对《红楼梦》这部巨著实施了
某些勇敢而有趣的解构。譬如，
对宝黛爱情的结局、黛玉之死、宝
玉与宝钗的婚姻，就进行了大胆
而合理的改写。汪淏以大量的笔
墨铺叙了宝黛精神上的惺惺相
惜：共读《西厢记》，心有灵犀；见
落花而惜生，不约而同，黛玉葬
花，宝玉垂泪；宝玉因对仕途经济
厌烦遭到父亲的毒打，只有黛玉
最理解他肉体的痛与心灵的苦。
即使在得知宝玉即将与宝钗结婚
的消息后，素以善妒著称的黛玉
还说出了让宝玉和读者深为感动
的一番话：“你宝钗姐姐，她很好
的，她很会做人，也很会做事，她
对你很好，宝玉，哥哥，我走了，你
和她在一起，我觉得会很好的，这
是我的心里话，还记得我们说过
的话么？你好，我就好。我好，你
就好。现在是，我不能好了，但我
想让你好。”所谓“人之将死，其言
也善”，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
之打动。对于黛玉之死，汪淏没
有像高鹗续本那样让黛玉病死榻
上，而改为赴水而死。赴水而死，
比起病死榻上更悲壮，更有诗意，
也更符合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的性格，具有更
加浓烈的悲剧气氛。

对于宝玉和宝钗的结合，汪
淏对高鹗续本“瞒消息凤姐设奇
谋”的处理极为不满，他借贾宝玉
之口写道：“我觉得，他高鹗这个
鸟人实在是侮辱了我们贾家，太
低估了我们贾家人的智力和才能
了吧？我们贾家毕竟是诗礼簪缨
之族，焉能弄出掉包计那么下作，

那么无聊，甚至近乎无耻的勾当
来？再者，我一向所敬重的宝钗
姐姐，她那样一个大家闺秀，那么
尊贵，那么高洁，那么自重，哪会
默认并去配合那种鬼鬼祟祟的，
冒名顶替的事情？还有我贾宝
玉，即使死到临头了，也不会接受
什么掉包计呀!”汪淏在“我与宝
钗的婚姻故事”一章中写了“金玉
良缘”首先是元妃定的调，贾政、
王夫人力主，薛姨妈促成的，贾母
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眼看黛玉病
势日重，也就只好同意了。宝玉
虽然坚决抗拒，但万般无奈之下，只
能屈从。但黛玉一死，宝玉已心如
死灰，婚姻仪式虽举行如仪，但他
和宝钗终无夫妻之实，家庭生活毫
无乐趣，最后只好离家出走，去山
上当和尚了。很值得一提，也令人
玩味的是，这部“贾宝玉自白
书”也正是贾宝玉在山庙里当和尚
多年之后做了一个梦开始的。

在叙述了贾宝玉与大观园
中主要女性的故事后，汪淏又通
过“别了，我们的大观园，我的家”
一章，依次叙述了宝玉与李纨、迎
春、探春、惜春、湘云、妙玉等的情
感联系，再次呼应了副题“我与她
们”，使这部贾宝玉自白书成为一
个浑然一体的艺术品。

自《红楼梦》这一民族文化瑰
宝问世以来，续作与研究著作都
已经汗牛充栋。汪淏敢于迎难而
上，他的胆量让我佩服。而他把
贾宝玉与黛、钗等女子的故事写
得这样缠绵悱恻，细腻灵动，感
人至深，格调高雅，具有极强的
可读性，毫无媚俗之感，他的才
华让我心折，因而我愿意把该书推
荐给喜欢《红楼梦》的朋友们。

有个成语叫“豪气干云”，
形容豪气高到触碰到云的地步。
倘举例说明，那就是荆轲吧，他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大家都知道，其实后边
还有两句“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
嘘气成白虹”更有气势，简而言之
就是“气贯长虹”。

做人贵在有豪气，有了豪
气，襟怀、志向、胆识就有了立足
之地。西汉人陈汤，素有大志，他
给皇帝的战报中，汇报了消灭入
侵匈奴人数和缴获后，加了一句
千古名言：“有犯强汉者，虽远必
诛。”这句话，啥时候想起来都叫
人热血沸腾，有了这样豪迈、雄
壮、凛然的气势，“虽千万人吾往
矣”，国家就不可战胜，民族就不
会受辱，秦时明月的皎洁，汉时雄
关的巍峨，就会代代相传，永保中
华子民的安康和平。

豪气常与担待、牺牲精神相
伴，有了豪气，就不畏艰险，不避
斧钺，人格魅力便凸显出来。宋
人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
第一，上疏请昭雪岳飞。其时，秦
桧正一手遮天，权倾朝野，好友劝
其不该锋芒太露，担心秦桧报
复。张回答得十分痛快：“无锋无
芒我举进士干什么？有锋有芒却
要藏起来我举进士干什么？知秦
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

这三问酣畅淋漓，回肠荡气，足以
告慰古今一切豪放之士，当为此
浮一大白。

鲁迅先生，文弱书生，身不
足五尺，然读其文，观其行，审其
志，总觉豪气扑面，激情难遏。他
以笔为枪，横扫文坛，摧枯拉朽，
所向无敌，让那些魑魅魍魉或望
风而逃，或原形毕露。听听他在

《忽然想到》文中宣言：“我们目下
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
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
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

《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
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
都踏倒他。”何其雄壮、英武。

有了豪气，就有了齐顷公“灭
此朝食”的决心与信心，就有了霍
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襟
怀与壮志，就有了李太白“天生我
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潇
洒与自信，就有了李清照“生当作
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悲壮与不
朽，就有了左宗棠抬棺行军收复
新疆的壮举与奇迹，就有了谭嗣
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从容与决
绝……

豪气与大话有时很难分清，
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即是豪气，说了做不
到，则为大话。1958 年，毛泽东
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

十年工夫完全可能。”6 年后，蘑
菇云就升起在罗布泊，这便是豪
气。而“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之类，则是典型大话。钱
钟书在清华放出豪言：“要横扫清
华图书馆。”他基本做到了，那些
他认为有价值的值得看的书，扫
荡了不止一遍，后来熟悉到哪本
书放在哪一架，哪一格都清清楚
楚。他这就是豪气。而作家王朔曾
放言：“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红楼
梦》，至少也是中国一《飘》。”到目前
为止，还没见他拿出过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大话，被视为笑谈。

个人要有豪气，才能活得有
声有色；团体要有豪气，才会办得风
生水起；国家民族有豪气，才不被人
欺负，不仰人鼻息，领土、领海不被人
蚕食。豪气要以实力为后盾，没有实
力的豪气，如同纸上画饼，装腔作势，
只能自欺欺人。读南宋晚年那些主
战派诗人的豪言壮语，常觉心酸和无
奈，因为国家积弱，朝廷昏聩，根本没
有实力与女真人的虎狼之师相抗衡，
所以，曾经“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
轩，也只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
得东家种树书”。以史为鉴，我们
唯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发奋拼
搏，做强自己，做强国家，如果有
了足够实力，无须“可以说不”的
喧嚣，自然会不怒自威，不言自
雄，堂堂正正，顶天立地。

我和家乡虽阔别了二十多年，但最耐人回味
的仍是红薯。

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的贫困，我没
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吃的就更为艰难。生产
队里分的小麦是很有限的，仅在逢年过节，才能吃
顿饺子或者手工捞面改善一下生活。每年家里能
吃上足够的红薯，简直也算一次高档“享受”了。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暑假的一天中午，我和同
班同学石头到村里的岭上玩，看到岭上的红薯地，
心里不由地馋瘾大发。我和石头溜进红薯地，三
下五除二偷扒了五只红薯，准备美美地吃一顿野
火烤红薯。刚捡到柴火，被邻村的队长发现，他边
喊边跑向我们冲来，石头机灵地钻进玉米地，而我
却傻乎乎地沿着岭脊跑，不料鞋子跑丢了队长还
在后面追，岭上的石子和野草荆棘把脚都扎出了
鲜血……晚上，大队召开群众大会，生产队长惦着
我跑丢的鞋子在大会上说，谁家的孩子偷了红薯
还跑丢了鞋子，请家长认领，同时，大队的广播站
还一直不停地广播。

经受过艰难的父母更懂得节俭的含义，在生
活方面一点也不浪费。冬天，父母把蒸好的热红
薯一块一块包好，给我们放在书包里；夏天，父
母把蒸好的“窝窝头”，放在我们的床头上，就
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每天到学校上学，总觉
得肚子没“填饱”，有时肚子还“咕噜”、“ 咕
噜”地作响，贫困的概念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
了深深地烙印。

包产到户后，家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
化，乡亲们的腰板硬了，干劲足了，粮食产量增加
了，乡亲们个个喜上眉梢，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
了。那时，我们家还有村里很多人家都种了红
薯。每到秋天收红薯时节，从未见过的丰收与喜
悦、开心与幸福，洋溢在每个乡亲们的脸上。秋收
后，家家户户都盘算着把红薯运进城里卖个好价
钱，把红薯加工成粉芡、粉条、粉丝……

我父亲还在家乡的集镇上开了一家小餐馆，
父亲拿手的凉菜调凉粉、凉拌红薯叶、凉拌红薯
梗，热菜拔丝红薯、猪肉炖粉条、萝卜白菜炖粉条，
主食红薯卤面条、清蒸红薯窝窝头，让人吃着有
味，看着眼馋。开餐馆不足三年，我们家不仅买了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等，而且还盖了三间新瓦
房，考上了两名大学生，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农
家户”。记得我上大学走的那一天，父亲做的红薯
宴，清炒热凉粉、清蒸窝窝头、清蒸红薯面条、清炖
白菜粉条……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开开心
心。父亲还风趣地说：“红薯红薯，越吃越富；粉条
粉条，越吃日子越红火。”那吃饭的热闹情景和全
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至今还觉得特别幸福、特别
向往、特别难忘。

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断转换着自
己的人生角色，然而红薯却一直让我不能忘记。
随着岗位的变化，职业的改变，生活的变迁，无
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企业还是在机关，可每
到一个地方，每交一个朋友，一日三餐总少不
了。然而每吃一顿饭，每点一道菜，每喝一盅
酒，我总会想起家乡的红薯，想起和红薯一样朴实
厚道的父老乡亲。

红薯，虽然土生土长，但它接地气，聚人气，有
着乡土和农民的气息；红薯，虽然它的根茎叶全被
人类食用，牺牲了自己，但它关联着地球上多少人
的温饱，多少人的健康？虽然现在人世间各种食
物食品千千万万，琳琅满目，但倒是红薯成了我一
生的最爱，一生的钟爱，一生的回味。

本书为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林行止先
生的散文自选集。

作者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
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
任职。1973 年创办《信报》，1975 年创办《信报财
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的笔政，已结集发行
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有《身外物语》等七十余册。
其知识渊博，文字幽默从容而不乏智性，被誉为

“香江第一健笔”。他说：内容要充实，态度要老
实，这样的文字方来得有力。诚恳并实事求是，才
有不遭人家轻看的基础。

全书共分四辑：旧游忆趣 英国书店大学阶
级皇室趣闻，旧游之忆趣。美国风趣 从富兰克林
到马克·吐温，美国之往事风趣。众生妙趣 从烟
民诉讼到裙短股高，众生之横生妙趣。殿堂真趣
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殿堂之求真逸趣。

《拈来趣味》
龙 门

回味红薯
赵云洲

人贵有豪气
齐 人

李世琦

雨濛濛的，把山和绿往
深处藏着掖着。一团团的
雾，在山腰里犹豫着，拿不定
主意，往高处飞，还是飘落到
树丛里。钢蓝色的鸟，又在
我的眼前出现了。我的目光
被聚拢在一副翅膀上，细弱
的光，在一小块黯黑里闪了
闪又停了一会儿，背负的天
空不能再低了。倏忽，它钻
进了路边的林子。

这回它没有沿着沟转，
没有用身体描画沟的深度和
形状。比起三年前来，它要
老练和镇静多了。仿佛告诉
我：有些过程或活动是不需

要飞的，这不，羽翅上的梦也
能融入林间夜色。石头和泉
水，都是大块的。它们一起
鼓突着时间。双击的轰响在
沟里不舍昼夜，打开了山水、
宁静、洁白涌动的情怀。小
树从石隙里飘舞出鹅黄的春
天，最新的速度在评估山的
节律和心态。山边的梯田次
第错落，它们够平的，沟里的
活力和美色给装得盆满钵
满，妙不可言的梳妆打扮，一
字儿摆开并且沿着坡面转折
着。山的嵯峨和深绿的底色
里，它们平静白亮，像银子一
样耀眼。它们是空的，不久

就会装满金子一样的谷穗。
树叶上踩动起细碎的鼓

点，千差万别的等待里，流出
的韵律却异常和美。举目大
山处处闪发着亮色，那是潇
潇的春雨燃点的。浓浓的绿
意伴着山势翻卷蜿蜒，一条
山沟就像精彩的美文在起伏
跌宕。石级将旅程严密地镶
进青山绿水，真的是目不暇
接啊，春雨删改不了游兴，却
给大山添加了朦胧的意味。

我好想成为一棵树，立在
三溪里，迎接湿漉漉的春天。
让一只鸟停在肩头，或从我的
边上，进入更深的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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