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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走出后舱，不一会儿端进
一只锦盘，姜山伸手轻轻把绒布揭
开，只见绒布下盖着的却是一本线
装的书籍。姜山看着那本书，目光
中充满爱惜之意。他一边用手指在
书面上缓缓拂过，一边道：“这是
我姜家世代相传的大内满汉全席菜
谱足本，这一周内，如果扬州城有
人能够在厨艺上赢了我，我就把这
本菜谱赠给扬州厨届。”

“满汉全席足谱？”在场的人全
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众所周知，
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
的盛大筵席，规模盛大高贵，程式
复杂，总计要吃上三天六席。席中
的菜点计又三百多种，无不极尽美
味精细，既有宫廷肴馔之特色，又
有地方风味之精华，可谓集天下菜
肴之大成，乃古今中外第一名筵！

天下第一名筵的足本菜谱，自
然也就是天下第一菜谱。满汉全席
享誉天下，席中的不少菜品均是平
常难得一见的奇妙
之作。也只有姜山
以大内总领御厨后
人的身份，才有可
能拥有这样一本菜
谱。而现在，这本
菜谱居然会有可能
留在扬州！在座的
几位扬州名厨心中
禁 不 住 都 “ 怦 怦 ”
地跳了起来。

马云不动声色
地问道：“如果扬
州城中没人能够赢
得了你，姜先生又
想得到些什么呢？”

姜山的目光绕着餐桌边的众人
扫了一圈，最后停在徐叔身上，他
冲徐叔拱了拱手，说：“徐老板，
请恕姜某无礼，如果这场打赌我赢
了，我就要带走悬挂在‘一笑天’
酒楼的‘烟花三月’牌匾。”

众人心中都是一沉，徐叔更是
变了脸色，两百多年来，这块匾虽
然一直悬挂在“一笑天”酒楼的大
堂中，但它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早
已超出了酒楼之外。这块匾背后的
故事是整个扬州厨届的一个传奇，
它向人们讲述着扬州刀客曾经达到
过的成就和辉煌，也是淮扬菜在中
华烹饪界中地位的象征。

一时间，船舱内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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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很深了。
“一笑天”酒楼的大堂内，“烟

花三月”牌匾高高悬挂，掌握它命
运的，看来便是下面圆桌前围坐着
的那几个人。

然而，徐叔、马云、陈春生、
凌永生、孙友峰、彭辉，这几个昔
日在扬州厨届叱咤风云的人物，现

在却全都紧锁着眉头，脸上写满了
忧虑。

大堂里的空气仿佛就要凝固了！
“ 除 非 当 年 的 ‘ 一 刀 鲜 ’ 出

山！”说话的人是马云。
“可是‘一刀鲜’已经销声匿迹

三十多年了，现在上哪里去找他？”
徐叔叹着气道。

陈春生忽然冒出一句：“不是
三十多年，是八年。”

“什么？”众人立刻都把疑惑的
目光投到他的身上。

“我最近在北京认识了一些厨界
朋友。据他们说，‘一刀鲜’曾在
八年前在北京出现过，而且他当时
在北京所做的事情，比现在姜山在
扬州还要风光十倍。”

“那他都做了些什么？”凌永生
满脸神往，迫不及待地追问。

“八年前，‘一刀鲜’独身一人
来到京城，浑身上下，除了一柄厨
刀，别无他物。他就凭着这柄厨

刀，一个月内足迹
踏遍京城所有知名
酒楼的后厨，在与
近百名成名刀客的
较 量 中 ， 无 一 败
绩。据说，当时所
有的比试都是一边
倒的局势，偌大的
北京城，竟无人可
与他真正一战。最
多的时候，他一天
就横扫了十一家酒
楼；而最快的一场
比试，他只挥动了
一下厨刀，便让对

方主动认输。”陈春生说这些话的时
候，满脸发着红光，似乎这些辉煌
的业绩都是他自己的。

在场的众人想象着“一刀鲜”横
扫京城的那种豪气，无不如醉如痴。
马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解地问
道：“可他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
会没有传开呢？”

“那是因为他在大获全胜之后，
忽然间音讯全无。”

“那后来他去了哪里？”徐叔倒是
对现实的问题最为关心。

“据说是回到了扬州，但具体行
踪没人知道。”

“只要他还在扬州就好办。”马云
思索着道，“只要多派人手，把今天打
赌的事情在市井闲人中广为传播。他
听说后，应该会自己出来的。”

有了寻找“一刀鲜”的希望，徐叔
脸上的愁云立刻去了很多，他想了一
会儿，又说：“如果能找到姜山的弱
点，就不怕没有对付他的方法。”

马云听了徐叔的这番话，捋着胡
须，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笑
着说：“徐老板这么一说，我
倒忽然想起一个好办法。” 11

用心果然达到了，儿子震撼
了。“震撼”一词是大舅告诉我们
的，大舅说儿子“看木了”。那几
日，考生和考生家长们把几条胡同
巷子挤得水泄不通，俊男靓女如云。

晏紫接到大舅的短信：在中戏
见了不少报考生，自身条件很好，修
远开了眼界，心里也大吸了一口凉
气，人多不说，条件还这样好。各方
面的原因，他昨夜失眠了，我今天给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现在好点了。

大舅以他的机智和韧劲，硬是
让儿子“偷”看了几场考试，6天后
返回武汉。

3月7日至10日，儿子为头发与
向老师僵持。儿子说这是专业需
要，向老师说艺考还有一年，这不
是理由。儿子再次显出了他的满拧
浑不懔，情绪一坏马上就不上学
了。我们这时只能和向老师保持一
致。儿子先把我们摆平，再去摆平
向老师。

又是一轮谈判。双赢。双方都
妥协了，又都是有限
妥协：儿子长发不
剪，烫平。

3 月 11 日 早
上，儿子打电话让我
往附近一家美发厅送
200 块钱，他要烫头
发。此后几天，头发
烫了，觉着不行，拉
直。不行，再烫。不
行，再拉直，拉直再
烫 …… 烫 一 次 200
块 ， 拉 直 一 次 200
块，烫一次我心疼一
次，拉一次我又心疼
一次，往返 5 次我心
疼了 5 次！我是真心疼那 1000 块钱。
我这辈子理发最贵的一次是8块钱。

7.7惊 变

从 2008 年 4 月 7 日至 7 月 7 日，
整整三个月，儿子和我们家如同又
一次掉进了深渊。

4月7日，儿子终于自己去剪了
头发，不高兴，和家中所有人不说
话，爱理不理。随后的几天，儿子
仍然不上学，每天睡到下午三四
点，吃完饭上电脑，直到凌晨三四
点睡觉，再睡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

这样的局面继续延续。眼看着
学业不济了，5 月 9 日这天，儿子突
然提出不考中戏了。转头儿子又对
晏紫提出复读高二。5月14日儿子又
不上学，我和向老师通了电话，向
老师说儿子数学已经跟不上了，语
文课不想上，政史地觉得无聊，这
样下去，就是中戏的文化课也不行
了，复读也难有指望。向老师最后
说，电脑消磨了徐修远的意志。

离高二期末考试还有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儿子已经坚持不到那个
时候了。6月12日晚，儿子去学校拿

回了所有的书本。
此后 25天的日子里，儿子彻底

颠覆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沉默，
压抑，郁闷，焦虑。白天睡觉，可
以不看见现实的世界，晚上上电
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这是一
种自闭的、病态的生活。我已经意
识到儿子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接受心
理咨询和治疗。但此时若让儿子去
医院，他会强烈地否定自己有病并
斥责我们把他当病人。“抑郁”一
词进入了我的脑子。我最担心的

“世纪病”会找上儿子吗？我和晏紫
再次束手无策了。这次似乎只能听
天由命了。

对儿子内心的洞察，我比晏紫
敏锐。如果我能看到儿子的内心，我
看到的会是满目疮痍。儿子没有自我
疗救的能力，却又排斥他救。上电脑
已不是想象中的孩子的快乐时光，虚
拟的世界不能安抚虚空的内心，试图
逃避苦痛反而陷入更大的苦痛。

电脑根本不能解脱儿子，现实
与虚拟的世界都不能
救儿子于水火。冥冥
中，我似乎又在等待
某个时刻，或者是毁
灭，或者是涅槃。

儿 子 开 始 失
眠。有天半夜三点晏
紫叫醒我，说儿子要
安眠药。我从床上惊
起，冷静想了想，这
药要给。我失眠，知
道它的厉害，如果睡
不着又不吃药，时间
稍长就会进入恶性循
环，发生比失眠更加
严重的后果，许多悲

剧都是因为不能忍受失眠之苦才发
生，有时只在一闪念，一瞬间。吃
药睡觉比睡不着要好。我给了晏紫
一板30粒的舒乐安定。

儿子还没崩溃，晏紫却要崩溃
了。她说她快要疯了。

生活在考验我们三个人的神经。
7月6日这天，晏紫与儿子正面

交火了，她已忍无可忍，任由事情
是个什么结果。她说“这是命”。儿
子为脸上又出现的两个黑点开始焦
躁，他对晏紫说，这就是你们把我
送到三峡三个月的结果！晏紫转头
对我大呼：“翻案了！完全翻案了!”

7月7日中午的饭桌上，晏紫告
诉我，凌晨三四点钟时，她听见儿
子不停地蹬踢座椅的声音，后来，
她听见一阵阵咚咚的闷响，她断定
那是儿子拼命用拳头捶桌子的声
音。她赶紧起来去看，儿子这时歪
倒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凭着本能丢下筷子跑进儿子
的房间，但潜意识中，我知道那个时
刻来临了，我知道我应该毫
不犹豫地做什么，怎么做，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 21

连连 载载

小说小小

诗坛现代现代

一
问一条鱼海有多深
问一只船路有多长
鱼是水的心跳
船是路的脉搏

离祖国有多远
回家的路还有多长
你就是我的鱼
我的船

鱼背上的浪花

船舷上的鲜花

二
我看到一张孤独的脸
被风雨咬得伤痕累累
看到你柔弱的身躯
被波涛啃噬得
斑驳褴褛

仿佛命中注定
你是母亲众多儿女中
那个，最不幸的孩子

在大海里飘摇、愤怒
和大海一起悲伤
哭泣

你看到那些渔船了吗
他们载着家当而来
不能把你接回家
就把这里当成家

三
孤岛 总是最敏感
对天气 对海啸
对远方的遥望
孤岛 总是最先看到天
空的脸色
它昂起头 是因为好消
息传来

是因为风暴不让它低头

孤岛啊 它孤独地挥舞
着闪电
它想切割出一块领地
属于一个爱它的渔群
属于一群爱它的白帆
属于一只船
对它的韧性

这些船
为它带来问候
这些船
划破了它的皮肤
它的血
染红这些船明亮的眼睛

岛屿
韩少君

漫步书林书林

漫忆往事往事

4 月，快要高考了，一个双休
日，儿子在读书。母亲进了屋，开
门关门时，那扇破旧的门，发出吱
吱的声音。有点刺耳。

有些吵到儿子了。儿子皱了
眉，说，妈，你干吗呢？母亲做错
了事一般，说，没事，你看书吧。

家里穷。儿子的父亲，常年
都在外地干活，给儿子赚学费，回
来的次数极少。母亲在家里，干
些零活。儿子的成绩不错。

儿子看了会儿书，饿了，喊，
妈，我饿了，有吃的吗？母亲在屋
子外呢，听到儿子的喊声，忙跑了
进来，说，有，儿子，你等等啊。一
会儿，母亲端来一碗玉米，几根玉
米晶莹剔透地放在碗里。儿子摇
摇头，有些嗔怪地说，妈，你不是
不知道，我不喜欢吃玉米。母亲
说，这玉米可好吃了，是……看着
儿子阴沉着的脸，母亲噤了声，
说，儿子，那你想吃什么，妈给你
去买。儿子想了想说，我要吃蛋
糕，那种提拉米苏的。

母亲愣了愣，有些犹豫。这
个叫提拉米苏的蛋糕，母亲见过，
也给儿子买过。那是在儿子生日
的时候，是儿子硬拉着她去买
的。特别贵。儿子看母亲犹豫的
神情，说，妈，你到底买不买啊？
母亲说，行，行，我去买。母亲手
里攥着几张钱，匆匆地出了门。

提拉米苏买回来了，儿子高

兴地从母亲手中抢过。儿子没有
注意到母亲脸上的表情，母亲心
里在想着，这么贵，这么贵的蛋
糕，孩子他爸可得干一天的钱才
能赚回来啊。

临下午时，儿子看着书，又有
了其他的想法。儿子说，妈，回头
等考完试，我想到外面去走走。
母亲说，行，你走吧，现在不也没
把你关住吗？儿子苦笑，说，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等我考试考完了，我想到外地去
旅游，旅游知道吗？母亲摇摇头，
她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叫旅游，到
外地去就算是旅游吗？那儿子他
爸，也算旅游吗？儿子只好给母
亲解释，说，妈，旅游呢就是去玩，
不是去打工，坐火车，坐飞机去
玩，到了那里，还住宾馆，上饭店
吃大餐……母亲有些懂又有些不
懂，母亲又想，那这可是要多少钱
啊？母亲想着，心莫名地沉了。

晚上，父亲的电话来了。母
亲喊儿子，说，你爸来电话了，让
你听。儿子说，妈，我正忙着呢，
还是不听了吧。母亲说，你这孩
子，你爸是想和你说两句啊。折
腾了半天，儿子还是不肯接，母亲
只好解释说，儿子正看书呢。父
亲笑了，说，没事，没事，让儿子好
好学习吧。父亲还说，也就这个
把月了，儿子想吃什么，想干什
么，你就尽量满足他。母亲就说

了买提拉米苏的事。母亲还说了
儿子想去旅游的事，这要好多钱
呢。父亲听着，说，没事，没事，我
多加几个班，争取把钱赚出来
吧。母亲说，别，你一个人在外
面，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父亲
说，我没问题的，身体可棒着呢。

后来一段日子，儿子还是从
早到晚地抓紧读书，周一至周五
是在学校，周六周日是在家里。
有一天儿子回家，看到母亲的眼
圈有点红，看到自己回来，母亲又
似乎在极力掩饰着什么。儿子
说，妈，出什么事了吗？母亲摇摇
头，说，没，没什么事儿。儿子哦
了一声，就没再问了，儿子又钻进
了房间，随手摊开了书。

6 月初。结束高考。儿子一
脸轻松地从考场走出来时，很意
外地在校门口看到了母亲。母亲
说过的，这几天因为忙，就没送
儿子进考场，更别说来接儿子
了。

儿子还没开口呢。母亲说，儿
子，妈带你去一个地方。第一次，母
亲的口气是那么的不容置疑，儿子的
心头莫名地闪过一丝不安。

在那块墓碑前，儿子站定
了。儿子看到了墓碑上的照片，
竟是父亲。儿子顿时就愣住了，
母亲似乎看出了儿子心头的疑
惑，说，你爸其实半个月前就离开了
我们，你爸是加班加点赚钱累的，才
不慎从20多层的楼上跌落的，你爸
临走前交代，他不想影响你的高考，
嘱我等你考完再告诉你……

儿子一时哽咽，重重地跪倒
在父亲墓前。

起风了！

河南诗人群崛起，给我印象
深刻。高旭旺是其中一员。他从
郑州来，把他的短诗选书稿放在
我面前。我虽然已到 90岁衰龄，
但我依然被他的诗篇吸引了。

高旭旺是个热情奔放、胸无
城府的诗人。只要看到了他在诗
中把关怀、同情、敬意、热忱倾注
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认识到他有
着何等的亲和力。他的诗《不长
翅膀的飞鸟》是写给桥梁工的；

《脚手架》、《铁锹》是写给农民工
的；《小镜子》是写给青年工的；

《矿工》写煤矿工；《鸟鸣》写城市
女清洁工；《一辆飞鸽》写送水工
……他的歌咏对象还有：卖爆米
花的人、河南烩面师傅、卖水果的
女人、收废品的老人等等。他把
桥梁工说成是“翱翔在时间上的
风流”、“超越时间的雨后彩虹”；
他描述煤矿工说：“就是这一群／
黑色的流动，在磨砺中／共同祈
祷一个方向——光的存在／从
此。天地人间／温暖如春。”他阐
释烩面师傅：“生命的密码／他手
艺的娴熟／是一碗烩面注解不了
的……”这些诗句显示出旭旺对劳
动人民所抱的坦忱与亲和的胸襟。

旭旺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
人的个体的命运。他关注到一些
重大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关
注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处境。这里
有一个例子。人们知道，黄河下
游经常变道，其出海口有如“摆
尾”的龙。由于泥沙的淤积，开封
的城基步步升高，而黄河河床更
高于开封城。开封是靠一代一代

的人筑起一层一层的防护堤坝而
维持这座城不被淹没的。旭旺有
一首诗《悬河》，就是从黄河开封
段得到的启示而写成。

诗人的目光射向现代，也射
向古代，但他关注的是古代的诗
歌大师。旭旺歌赞白居易：“他，
倒下／是盛唐的一条河流／他，
站立／是中国诗歌的一座山峰。”
旭旺崇奉杜甫：“‘三吏’的重量／

‘三别’的不朽／跨越诗的空间／
从此，这座山／成了中国诗歌之
父／华夏诗圣。”为什么选择杜甫
和白居易？又为什么突出“三吏”
和“三别”？从上述旭旺的那些倾
注热情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劳动
者的诗篇中，可以找到端倪。

旭旺又是一个聪明灵慧、思
维活跃的人。他有一首短诗，题
为《写诗》。读这首诗，感觉仿佛
旭旺写诗就是从晨曦中的鸟鸣获
得灵感，他的诗句就像是浸满了
鸟鸣的雨珠，是那样的透明，有如
滴翠。鸟儿轻轻地推开诗人书房
的窗棂，在雨声中探视正在写诗
的他。这是一幅清丽简洁的素
描，写的正是灵感对他的光顾。
从这里可以获得旭旺爱写什么诗
的信息。

旭旺的诗，除了上面提到的
以外，还有对宇宙和人生奥妙的
探索。他的小诗，常常有某种哲理的
内蕴。如《眼睛》、《挂历》等诗。

挂历是一种极平常的事物，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年年岁岁都
有。但是谁能从这个极普通的事
物中发现哲思？而旭旺的这首诗

里，挂历的“脸”是一种象征，“一
张一张撕下来”是一种象征，“日
子”和“过日子”也是一种象征。
挂历，原本是挂在墙上的日历。
日历，正是“日子”的标致。这首
诗涉及时间和人的关系。我国自古
就有关于人如何使用时间的箴言，例
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或者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如此等等。旭旺的这首诗，却摆
脱前人的窠臼，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阐述了人和时间的关系。这
似乎是诗人“顿悟”的结果。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旭旺有
一首诗，题目叫《高脚杯》，诗中所
有的想象都有物质基础：高脚杯
的形状、结构、特点、气质。“脚
尖”、“路”都有具体的所指，又都
有另外的含义。“不在脚下”的

“脚”与“高脚杯”的“脚”，不是一
回事，又不一定不是一回事。“高
高在上”、“空空荡荡”都是这杯子
真实的属性，但诗句却赋予这杯子
以另外的象征。文字明白如话，但诗
给予读者的启示是深长的。这是又
一个“顿悟”的诗例。

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
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
窗棂上的雨珠？是。然而还有一
种感觉：这些诗句更像阳光下的
金子。

诗人高旭旺写诗的步履，或
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历程，
我感到，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
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
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收获！
（文为《高旭旺短诗选》序，略有删节）

周巘南（1786- ？）
字幽堂，名万枝，河南洛
阳 人 。 清 嘉 庆 庚 午
（1810）年。科举中副贡，
直接入京国子监读书。
官至宜阳县教论，淹博
嗜古，颖悟通圣，以书画

闻名于世。指墨画尤
佳。山水人物皆精，追
宗宋元遗韵，步尘沈石
田、黄慎之风，用笔沉着
冷静，熟中求生。画面
气厚苍润，魄力破地，人
皆为叹服。时任京师礼
部侍郎的著名画家郭尚
先 ，赞 赏 周 巘 南 的 画
作，对其重而敬之，并
结为友善，交往甚密。
曾约周巘南为京师某一
侍郎画巨作《古北口阅
兵图》，名噪京师及海
内。郭尚先与周巘南交
往中所寄周巘南手迹诗
稿至成卷惜失，一大憾
事也。周巘南曾为钱新
梧 作 画 《 浮 山 欲 雨
圆》，钱新梧赠诗“醇
醒乍未知公谨，泼墨如
神跨阿章”之句。咸丰
岁贡文豪名流曹肃孙著

《交游录》中载“洛中百余
年来，画家著声海内，亦
无逾巘南者。巘南则山
水人物、花卉、翎毛无
不精工”，余藏古今名
画，巘南所作绝重之。
光绪进士杨佩璋得周巘
南画之后，在京重金揭
裱，并题跋珍藏。民国
时期，国民党主席林森
到洛阳曾让部下为之找
寻周巘南画作。在洛阳
上至官吏、下至百姓平
民，时人曾以收藏巘南
画为荣，作礼巘南画为
厚之说。

王顺喜 供稿

我爱书，珍惜书，因为那里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光
芒。小时候，小伙伴说我翻书的动作和别人不一
样。我先用食指触到一页书的边缘，再轻轻地将书
翻到下一页。如果看到有人用拇指和食指把书页捏
起来翻到下一页，纸上留下褶皱的痕迹，那真像捏
住我的皮肉一样，令我心惊肉跳。更不要说上高中
的舅舅把精装本《三国演义》丢在厕所里，那简直
是焚琴煮鹤般不可饶恕。因为爱书，我喜欢将破损
的图书修补起来，就像我喜欢买书藏书一样，修补
图书也是我的人生乐事。

学生时代，因为没有经济独立，买书还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到手一本书，对我便是如获至宝。那
种兴奋，夸张点说，正如饥饿的人扑到牛排上。

上中学后，我偶然得到一本旧书：《中国历代
散文选》。朴素的封面，泛黄的纸张，古色古香的
味道“跃然纸上”。为了延长这本旧书的生命，我
决定为它穿上一件得体的外衣。剪刀、胶水、纸笔
准备妥当。我的修补工作便开始了，我先在书的封
面上粘了一张牛皮纸。我小心翼翼地剪裁，使这件
外衣格外合身。为了在朴素之外加一点感情色调，
我又拿起钢笔，在封面上勾勒了一幅线描图：高低起
伏的线条是影影绰绰给人遐想的远山，接下来，大
树、小桥、流水、木屋、柴扉。对于没有绘画功底
的我，这幅画一直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杰作。

而今，我的藏书虽没有汗牛充栋，区区一个书
架也早已不等摆完。有的屈身卧于床底，有的暂且
栖身纸箱。上班族的我不缺买书的银子，缺的是读
书的时间和雅致。有时，翻开那本《中国历代散文
选》，一篇篇古文映入眼帘，从先秦到明清。我忍
不住感叹，书有这样的魔力，它能带我穿越时间的
隧道，让我感受到千百年前的人们，那千回百转的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有时候我会想到，书上的文
字是先人留下的。三十多年前，不知经过哪些工人
之手，这本书得以印刷，又被哪位读者购买，几经
周折才流传到我这个少年的手上，让我在 17 岁的
某一天，有缘触摸到它粗糙的皮肤，感慨它沧桑的
容颜。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
里也。化而为鸟，其名而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
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
将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
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於南冥也，水击三
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
则已矣……”那种汪洋肆意的想象和气势磅礴的张
扬，带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巨大的心灵震颤。我
喜欢的庄子，就这样大鹏展翅般从天而降，潇潇洒洒
地从书里走来。

战争与和平，家国与亲情，闲情与哀思……古
代散文的魅力是长久而热烈的，从中我感受到的是
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时间首
先是与人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修补图书，虽
然不能逆时光而上，却是我热爱生命的另一种方
式。

中原收藏

周巘南山水四屏（之一）

书荒岁月
步文芳

紫竹茗茶（书法） 崔向前

平凡生活中筛出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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