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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陵虽然盛产蜡梅，却没有
现成的野生质源，这里所有的梅
花都是从外地采种后嫁接的，只
有嫁接后的蜡梅，才有可能生长
出极品梅花。当地人都知道，凡
是没有经过嫁接长出来的本地
梅，只能叫“狗芽梅”，或者叫
臭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
像本地女人生的孩子一样，一般
都是土头土脑，脸相扁平。而那
些从西南大山里买回来的女人所
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聪明，
一双大眼忽灵灵的。这也许就是
杂交优势吧 （这是芽口一个小学
教师，在村口谝闲话时，指着刘
金鼎做比喻时说的话）。

种子采回来后，先要晒干，
晾放。尔后，播种前还要“沙
藏”三日。“沙藏”是为了催芽
儿，让种壳在沙土里慢慢变软，
发芽后才能移栽进田里。尔后，
头一年是育苗，第二年是“定
植”，这一等就是三年，到了三
年头上才可以嫁接。这三年刘全
有就像侍候孩子一样，每天都要
到地里去查看苗情。连上鸡粪都
要先支上大锅，烧火炒一炒，怕
生了腻虫。

嫁接更是一大关口。苗要千
挑万选，优中选优。最早嫁接还
是用的传统方法，叫“接炮捻
儿”。在“老桩”上插一芽苗
儿，麻布缠上，再用胶泥土糊住
切口，尔后用土封上，待新芽儿
长出后，小心翼翼地把封土一点
点扒开，三个月后就可以“定
活”了。这活儿大多是趴在地上
干的，弯腰的时候多，抬头的时
候少，所以这里的种花人被称为

“弓背家”。
待嫁接成活后，再往下就是

“留头”“定干”“造型”这三步
了。这三步是最见心思的，也就
是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这棵古桩蜡梅最紧要的妙处
是 ： 桩 枯 梅 艳 、 悬 枝 凌 空 。

“桩”有近三百年造化撑着，正
面看，桩身有两个朽枯了的大
洞，就像是“山门”一样，或者
说是“别有洞天”，上有两株悬
枝迎风飞舞，梅花开了的时候，
就像是环绕在山门上的蝴蝶在翩
翩起舞，那花儿黄灿灿的，像要
飞起来似的，一朵朵鲜艳欲滴，
清香无比。侧面看，桩根遒劲，
一面桩身上刚好破了一块老皮，

上有一老虫眼；另一侧桩身则鼓
出一块手形疙瘩；远远望去，就
像是一边裸露着肚脐眼、一边拈
花在手的“双面卧佛”。佛上的
朵朵梅花如一道道四射的金光。

“悬枝”造型是最难的。需要
多年人工拿捏，一点点地弯造、拉
伸、环绕，让它逐步成型。最后一
步，当他焚香净手，把这棵古桩梅
花“请”进紫砂海盆的时候，他的
心也仿佛跟着栽进去了。花匠刘全
有十八年的心血，有相当一部分都
用在这棵起名为“化蝶”的古桩梅
花上了。

在一年一度的花展上，“化
蝶”第一次亮相，就轰动了整个
梅陵。此后，不断地有外地客商
上门议价。当年，有开口就给五
万的，也有给八万的。有一天，
一个日本人居然也找上门来。这
个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的日本
人，除了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
停地念叨：“阿里哥多，阿里哥
多，估大姨妈死……”可这些日
本话刘全有根本听不懂。后来，
经翻译，他的意思是要用一辆丰
田汽车来换这盆梅花。可刘全有
摇了摇头，不换。

再后，广东那边，有一家画
院校庆，曾提出要用画家的二十
幅画来换这盆梅花，刘全有还是
摇摇头，不换。

可是，在花匠刘全有的内心
深处，有很矛盾的地方。一方
面，他舍不得这株古桩梅花。另
一方面，他心里又有些害怕。那
藏在心里的“怕”是说不出来

的，那个梦境一直在他脑海里盘
旋着，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
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
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
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这
株梅花将会给他带来什么。

四
在副市长刘金鼎的人生道路

上，曾经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大
贵人，一个是小贵人。按刘金鼎的
说法，这个小贵人，就是谢之长。

这个谢之长，绰号“谢大
嘴”，是个“花客”。在平原，

“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
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
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
门统称为“客”。但这里所说的

“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
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但
这里的“花客”，是受人尊重
的，不含贬义。多年后，“谢大
嘴”成了“花世界”集团公司名
副其实的谢总，“花客”那一章
就翻过去了。

谢之长第一次登门，正是花
匠老刘犯愁的时候。他的儿子刘
金鼎，刚上初中二年级，被学校

开除了。
刘金鼎抱怨说，这事儿不怪

他。他的同桌，一个名叫冯二保
的学生，父亲是镇上工商所的所
长，家里不断地有人送烟。冯二
保常把父亲的烟偷出来，带到学
校，偷偷地吸。那是冬天，刘金
鼎和他的同桌冯二保坐在教室的
最后一排，紧挨着教室门口，门
板早就烂了，小风溜溜儿的，刺
骨。冯二保流着两筒清水鼻涕，
缩着脖儿，在课桌下悄悄地用火
柴点了一支烟，用两手捂着，他
暖手呢。暖了一会儿，他忍不住
了，勾下头偷偷地吸了一口，对
着门缝儿，一丝一丝慢慢地把烟
吐出去。接着，他用胳膊肘碰了
碰刘金鼎，悄声说：“尝一口。
你尝一口。”刘金鼎也勾下头，
脑门贴着桌沿儿，看着他。他把
烟递到刘金鼎手里，再次压低声
音说：“尝尝。”

就在这时，班主任崔国祥
——崔老师从讲台上冲下来。他
旋风一般冲到教室的最后一排，
一把抓住刘金鼎拿烟的手，高高
地举起来，大声说：“同学们，
看看，这是什么——痛心哪！”

在镇上的天堡中学，崔老师
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当年，崔老
师说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醒醒
吧！同学们，改革开放，百废待
兴，人才呀，国家正是需要人才
的时候，你们怎么能睡得着呢？！
全班七十二个同学，哪位想成为
臭狗屎的，请举手，我一定把你
铲出去！”

讲台上放着一个纸盒子，盒
子里放着崔老师没收学生的玻璃
弹蛋儿。每每见哪个学生不注意
听讲，崔老师就从盒里拿出一个
弹蛋儿，捏在手里，像子弹一样
射向四面八方。崔老师弹无虚
发，凡在课堂上打瞌睡或走神的
学生，常被崔老师从讲台上“发
射”的弹蛋儿射中！若是被射中
三次，崔老师就大步走来，当着
全班同学大声发出一个庄严的

“请”字，把你“请”到教室最
后，靠墙而立，谓之“面壁”。

在别的班级里，座位都是
按个头高低排列。崔老师则不
然，他是按考试成绩排座位的。
一学期大小测验十数次，每次测
验后，都有一次重新排
列座位的过程。 4

连连 载载

小时候，并不知它叫合欢，村
里人只唤它作“绒树”。在乡下，除
了桐花和槐花，会开花的树少，偶
有一棵，便格外珍贵。

这棵珍贵的绒树，就长在芒奶
奶家门口。芒奶奶是个孤老太太，
穿黑大襟子，发如雪，扎个小髻。
一拃长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戳一戳
的，挺利落。没事时，她常坐在门
前的绒树下做猫鞋。她无儿无女，
谁家添丁了，她就拿一双猫鞋送过
去，欢喜得像自己得了孙子。

有时候，家里偶尔做点好吃的，
母亲总先盛上一大碗，吩咐我：去，给
你芒奶奶送去！我端着大青花碗，穿
街走巷，来到她家的绒花树下。

在我有限的见识中，这是最美
丽的一棵树。夏日里，开一树粉嫩
的花，绒绒的，风一吹，蒲公英似地
乱飞，转眼间，地上、瓦缝里、屋檐
下，都铺上一层薄薄的浅粉。

喜欢它，还有另一种原因，它
的香气，那是种很柔软的香，甜，绵
长，细滑。听大人们说，这棵绒花
树，是芒奶奶嫁过来那年，从四川
带来的，栽种那年，高不过膝。

芒奶奶嫁过来时，才18岁，穿
着细缎的粉袄粉裤，梳大辫子，绒
花似地细嫩。她是被芒子爷“骗”
来的。芒子爷挑着担子，到四川贩
药材，便认识了。她问芒子爷：你
们那儿，日子好吗？芒子爷说：好
得很，树上都能结出油条。芒奶奶
欢喜道：我跟你走！

芒奶奶来时，带了棵绒花树
苗，说这一去，再难回了。她走到
芒子爷家，只看到一排泥巴墙，问
结油条的树呢？芒子爷随手一指
挂满皂角荚的树，看，那上面挂的，
不像油条？芒奶奶大哭。

但异地他乡，哭给谁听？日子
一天天过，即使一团麻，也能理得
顺溜。芒奶奶也像绒花树一样扎
了根。芒子爷仍旧挑起药材担子。

一年秋天，芒子爷最后一次挑
起担子，竟一去不回，有知情人跑
回来说，他被抓去打仗了。芒奶奶
站在绒花树下等呀等盼呀盼，绒花
树胳膊粗了，还不见男人的影。

日子清苦，却又不肯嫁人：“我
要嫁了，他回来咋办？”

麦子黄了，玉黍收了，乡邻们
总趁着黑天，三碗五碗地往她门口
送粮。大清早，她吱呀一声拉开
门，常看到三四碗粮。

一次，她开箱给我取核桃吃，我
发现箱子里有张男人的画像：“这
谁？”她说，是你芒子爷爷。我不信，
骗人，哪有恁年轻的爷爷！她轻叹
一声，“啪嗒”合了箱，拿袖子揉揉眼。

物换星移，早忘却了许多旧
事。那天，在喧闹的街头，忽闻甜
香，似曾相识，如隔着纱笼的毛月
光。心里“吱呀”一声，一路寻去
——一棵绒花树，粉粉的花儿，千
朵万朵地开。问母亲，村西的那棵
绒花树还在吗？母亲说，你芒奶奶
走的前三年就没了，她让人砍倒做
了棺木，随她去了。

后来查植物图册，才知道绒花
树正式的名字，其实叫“合欢”。《本
草经》上说：“安五脏，和心志，令人
欢乐无忧。”李渔说：“萱草解忧，合
欢蠲忿，皆益人情性之物，无地不
宜种之……凡见此花者，无不解愠
成欢，破涕为笑，是萱草可以不树，
而合欢则不可不栽。”

合欢，听名字就是喜气的树，
它的羽状叶昼开夜合，让人联想到
金风玉露，花好月圆。据说古代夫
妻争吵后，有共饮合欢茶，并将合
欢花置于枕下的风俗，意即“我们
讲和吧”。所以，纵使人间有苦痛，
有合欢，不忧伤。

年初搬了一次家，朋友们每次见我都摇头，我
大约是他们认识的最不懂“性价比”的奇葩了。我
闲置了郊区敞亮的房，搬进城里一个学位房扎堆
的地段，一间租金不菲的酒店式公寓。我宣称自
己看上的是公寓周遭的环境，工作之余附近几所
大学可供散步，朋友们住得都不远，约个酒约个饭
招之即来，距市中心和我经常爱去的咖啡馆，高德
地图显示顶多也就半小时步程，而晚上想要嗨皮
的话，两公里外城墙根底下有一溜的酒吧和餐馆
可供选择。

公寓里的日常生活我也规划得特别到位。平
时我在房间工作，朋友来了，楼下公共区域的咖啡
卡座提供免费茶水，饭点了就去负一层的食堂吃
饭，食堂经理也会按时在群里吆喝，告诉大家伙今
天都有什么好吃的。每周四次在健身房跑步，每
个周五晚上楼里组织活动，有时看电影，有时手
工，有时各种趴，可以趁此结交新朋友……此种前
景下，貌似我随时都能结束自己动不动就宅得发
霉的单身生活。

然而，当我搬进公寓，就像一滴热油掉进了水
里，咻一声就不见了，与朋友见面的次数，并不比
从前隔着一个小时车程的时候多，说好的一起嗨，
常常只是在群里吼两嗓子就没下文了。我没好意
思告诉他们，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沙发和巨大的
落地窗前度过。我看书刷手机追剧，在窗前喝酒
听我的古董收音机，看傍晚将黑天空的云，看夜里
城市的霓虹，看下雨时空中迷离的水雾。我的行
踪更加神出鬼没，白天几乎足不出户，只偶尔在晚
上八点后拎着驱蚊水到附近学校遛个弯。于是整
个夏天，我一直冬眠着。

你那有什么好呢？一位朋友颇为不解我的选
择。他新近租了一个三居室，准备作为工作室，写字
画画喝茶或者葛优躺。他离我仅三个街区，打出租
车只需一个起步价，在一个特别安静的小区，树木葱
郁，环境清幽，连电梯间遇见的狗都特别懂事，不咻
咻不哼哼，见惯世面的样子。而我用了与他的工作
室同等价位的租金，只租到了一间十来平的房，借用
一下洗手间都不敢放肆，唯恐门外听得分明。

我这有什么呢？我想了想，有热闹啊。楼下
白天有幼儿园的欢快有商场促销活动的广播，晚
上有广场舞的热辣，我时常在屠洪刚、凤凰传奇和
《大王派我来巡山》中切换，早高峰时段还得忍受
有些气急败坏的司机长达五分钟摁着车喇叭……
我好像做了件顶傻的事，租个死贵的吵死人的房
间，然后一天到晚宅着。但这对我很重要，当我想
到热闹触手可及，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宅着了。

《世说新语·识鉴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张季
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
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大意是说，某一年秋风起
了，我们这位在东都洛阳干秘书机要工作的季鹰先
生张大爷想起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不由得流了
许多口水，到最后索性连官也懒得做了，挂印而归，
给时人留下一个潇洒绝伦的背影，更为后人留下了

“莼鲈之思”的传说。
从西晋到东晋再到唐宋元明清诸代，人们每每

翻到这一段历史，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游走的思
绪，向这位洒脱的张季鹰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而
关于他的这段掌故也被当作佳话在后人的笔下和
口中反反复复地被提起，其中尤以唐人的崇拜最为
疯狂。无论是贺知章的《答朝士》、崔颢的《维扬送
友还苏州》，还是白居易的《偶吟》、刘长卿的《早春
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抑或是欧阳修、苏轼、辛弃疾、
朱敦儒的多阕词作，纷纷化用典故，一者表达对张
翰的仰慕之情，二者也借他的故事抒发自己心中的
归隐志向和思乡情怀。到了清代，惯会附庸风雅的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行至杭州时，有一件事是必做
的，就是以莼菜调羹进食。由此足见张翰此人此举
对于后世的深重影响。

若是细细品鉴这 1700年来文人墨客与“莼鲈
之思”的唱酬之作，写得最好的还属李白：“君不见
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
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寥寥数语，把“什么是旷达”

的命题解析得十分明白。是啊，那些标榜自己如何
不在乎功名利禄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旷达之士，反
之，像张翰这种未发一言，“已办扁舟松江去，与鲈
鱼、莼菜论交旧”的人方才不愧“达生”之名。

我素来是个粗人，亦从不讳言自己的粗鄙。上
班之余，闲时读书吃茶种地，对饮食并无过多的要
求，但因着季鹰先生的这段典故，数日之前和妻子
去杭州游玩时，我在一家叫“新白鹿”的餐厅特意点
了一个“西湖莼菜汤”——当然，点这个汤，与其说
是为了品尝，倒不如说是为了向那位卓尔不群的季
鹰先生致意。

话虽如此说，但当这个菜被端上餐桌，与石锅
牛蛙、蛋黄鸡翅等菜肴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
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甚至可以说土得掉渣，与古人诗句里的形容堪称天
差地别。所谓的汤，就是一堆莼菜与些许鸡丝、菌
菇拼凑而成，借着幽微的灯光，我甚至能清晰地看

到菜汤上浮着的层层油水，至于那些莼菜，我都不
知道用什么样的量词修饰来得合适一些——一朵？
一片？一颗？似乎都可以，但又似乎都不太好。

我用筷子将莼菜自汤中夹出，意外地发现在叶
片的根部有一层白色的胶膜，酷似珍珠，放入口中
咀嚼再三，初时舌尖上微微有辣意，待到三五筷莼
菜吃落肚去，发现其味甚佳，余味更是无穷。于是，
短短几分钟，我便经历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吃第一口，觉得前人言过其实；吃第二口，觉得味道
不过尔尔；吃第三口，觉得有点儿意思了；到第四第
五筷落将下去，舌尖上只剩爽滑之感、鲜美之味，方
觉“古人诚不我欺”。此时再去看那些莼菜，它们像
一朵朵花开在碗中央，像一枚枚茶叶半舒卷，充满
了人间天堂的闲适。这样一味汤，若是用来下饭、
开胃，无疑是绝佳的。

此汤之所以叫“西湖莼菜汤”，有人说是因为
用来放汤的莼菜种于西湖边上，也有人说是因为
菜汤烧好出锅后，状似西湖水的模样。因这一番
解释，稀稀的汤，忽然变得多情起来。如果在熬制
的时候放一点淀粉和蛋清，西湖莼菜汤瞬间换装，
成了西湖莼菜羹。味道则是一样的鲜美。这味道
源于西晋，一路穿越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却始终
不失故乡的味道。

如今又是秋季。“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
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虽然人
在江南，但又何妨假装在洛阳，见到秋风起了，想起
故乡的鱼肥了、汤美了，便又可以启程了。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一转眼，20多
年过去了。痖弦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那是
1992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台湾著名诗人
痖弦在阔别家乡 40多年后，第一次回故里南阳探
亲，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面对面交流。记得当时和
我一起参加与痖弦先生聚会聊天的南阳文友有周
熠、孙幼才、廖华歌、张克峰、熊鹰、马萧萧等。

在我的记忆里，身材适中的痖弦先生面庞红
润，谈话时总带着春风荡漾的笑容，已是年逾花甲
的人了，但精神矍铄，让人看上去只像四五十岁的
年龄。他的谈话风趣幽默，热情亲切。他的长相
的确与孙中山有几分神似。我猜想，这很有可能
是话剧《国父传》挑选演员时，让他饰演孙中山的
缘故吧。

众所周知，痖弦是台湾现代派诗歌大家之一，
本名王庆麟，出生于 1932年河南省南阳市，17岁
时去台湾，后就读于台湾政工干校影剧系。青年
时期的痖弦就热衷于文学和艺术，当过8年的电台
播音员，曾在话剧《国父传》中饰演过孙中山。由
此，他于 1958 年，获得台湾艺术界最高奖之一的
话剧“金鼎奖”最佳男主角。他早在 1951 年就发
表了第一首诗，从此步入文坛。由于他的文学与
艺术成就，继而被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1966年，痖弦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
两年，1977年以后主编台湾《联合报》的副刊，时任
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部主任，后

担任副总编。他退休后，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痖弦又是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一

直同时主编着诗刊《创世纪》。1959年，他出版了处
女作诗集《痖弦诗抄》，之前他已经在台湾诗歌界崭
露头角，其诗歌作品五次获奖。《深渊》是痖弦的代表
作。痖弦先生的早期作品受何其芳的影响较深，后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轻柔抒情渐趋深沉厚
实，挥洒自由，为许多人学习模仿。许多人对痖弦
先生诗歌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红玉米》。

痖弦向我介绍了随他一起回故里的夫人张女
士以及随行的大女儿。痖弦的夫人张女士是湖南
人，身材苗条，容颜秀丽。他们的大女儿青春活
泼，那一年23岁，在法国巴黎念书。他们还有一个
小女儿，当时13岁。大女儿取乳名“豆”，小女儿取
乳名“米”。是因为，在他的老家盛产豆和米，可见
痖弦先生思念家乡的情意深重。

那一年，痖弦先生回到故乡后，就说着一口纯
熟的南阳方言，给人以亲切感。他愉快地回忆说：

“回到农村老家，人们见我打招呼——上屋坐吧。
我答——不坐了，还得回家喝汤哩。回家就端一
碗红薯苞谷糁儿，圪蹴到末子堆上拍话。”中午，招
待他的是家乡饭——芝麻叶绿豆面条。他吃完一
碗后，又自己盛了第二碗。由此可见，痖弦先生是
一位非常注重乡情的人。

痖弦先生也很喜欢曲艺。而他的故乡南阳是
全国著名的“曲艺之乡”。他讲起小时候的事情津

津有味。他小时候走在上学的路上都一直哼着曲
词。那一年，在台湾迪斯科已经流行过去了，青年
人开始喜欢本土文化。他带回台湾的河南戏剧磁
带，在那里很流行，很吃香，人们争相传听。对于
家乡的曲词，他仍记忆犹新。稍思片刻，便流畅地
背诵出一段来：“天做棋盘，星为子；地做琵琶，路
为弦。天做棋盘，星为子；你要能摆，俺就敢下！
地做琵琶，路为弦；你要定弦，俺就敢弹！”看来，南
阳的曲艺对痖弦先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在谈到诗人时，痖弦先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
周梦蝶。他滔滔不绝地说道：“周梦蝶是咱南阳
老乡，是淅川人。他在中国诗坛可是响当当的人
物。周梦蝶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在街边摆摊儿
卖书维持生计。可是，他的诗歌非常棒，有很大
的成就。”

在我的印象中，痖弦先生思维非常敏捷。我
认为，他可以与“机智歌王”台湾歌星张帝媲美，应
该叫“机智诗人”。他具有出口成章的才华。在见
到《南阳日报》副刊部主任周熠时，痖弦先生在纸
上写道：“你是副刊部主任，我也是副刊部主任，咱
俩相看两不厌。”这是他对周熠的留念。

接下来，痖弦先生对在座的每个人都写下了赠
言。他为南阳作家协会秘书长孙幼才的题词是：

“你是手摇大蒲扇的人，为南阳文坛煽风点火。”在
给我的赠言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道：“你们窦
家很苦，很冤，你要做当代文学的关汉卿。”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漫
画家，散文家，教育家。他的漫
画，其中一大类以儿童为题材，
童心童趣，令观者惊讶于童真世
界的美好；另一大类则以古典诗
词为题材，托古寓今，寄托了他
淡泊高远、不与世争的情怀。

丰子恺虽以散文和漫画著
称 于 世 ，气 质 却 是 一 位 诗 人 。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诗化的一
生。正是因为用诗人的眼光观
察世界，丰子恺的文和画都流
露出雅淡恬静的气质。特别是
他的绘画，是用线条色彩表述
的 诗 ，对 他 来 说 ，如 果 没 有 诗
意，就没有情志，也就没有美好

境界的追求。
丰子恺的诗意从何而来？

《丰子恺漫画古诗词》或可揭开
谜底。我们不知道丰子恺究竟
画过多少首古诗词，但可以猜想
这些古诗词他都早已烂熟于心、
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脉，所以才
可以这样信手拈来、妙用于今，
使人读了对古诗、对当下的生活
能有一番新的领悟和发现。

该书以古诗的年代为序，辑
录精选 150 多幅丰先生的古典
诗词漫画，并对他画过的这些古
诗词进行了简要评注，使读者在
欣赏丰子恺画作的同时，能够了
解其背后完整的古典诗词样貌。

百姓记事

♣ 梁 凌

有合欢 不忧伤

人生况味

♣ 寇 研

在热闹的地方宅着

文化漫笔

♣ 窦跃生

我与痖弦面对面

丰子恺的诗意人生
♣ 王 宁

新书架

西湖莼菜汤
♣ 潘玉毅

知味

秋韵（国画） 房 巍

丰收的果实（国画） 袁汝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