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夫·托尔斯泰曾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
通过使用诸如色彩、声音和行动手段，向其观众传达
一种艺术家曾经历的感受和情绪。毫无疑问，作家
张鲜明最近出版的这套包含《幻游记》《暗风景》《信
使的咒语》的“鲜明之幻”系列丛书，无论是《幻游记》
中的亦真亦幻的摄影作品，《暗风景》中向神明叩问
的诗行，还是《信使的咒语》中的梦幻叙事，都是根植
于作家张鲜明的人生阅历。他从人生经历中的一草
一木、一泉一水中发现这些物体内部的力量，这力量
庞杂、强大、无所不包而又无所不在，它映射着现实
生活中的种种怪诞和正常、美好和丑陋。阅读这套
丛书有点吃力，书中充满了色彩斑斓的隐喻、人性的
反思和梦境的奇幻。

鞭子抽着/陀螺转着/鞭子/从上头来/从下头来/
从左边来/从右边来/鞭子，像网一样/撒过来/谁看见
鞭子/谁就是陀螺。这是《暗风景》中的一首诗《陀螺与
鞭子》。这首诗简单、直白，却又意味深远。它隐喻着
不规律、无休止的工作文化折磨着生活中的大多数
人。人们被一种所谓的网状宿命支配着，经济、金融、
家庭交织而成的网状鞭子正如噩梦一样入侵当代人
的精神生活，进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暗风景》中的还
有很多这样的诗，《猫头鹰的举报》《找脸》《游戏中的游
戏》《不能让人知道我在梦里》等。作家展现出深刻的
洞察力，这些诗尖锐，直击要害，深入人性的阴暗，捕获
人性的喜悦，充满着批判主义的光芒。

弗洛伊德艺术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梦

中，歪曲、伪装等手段，会使这种在清醒状态下受到压
抑的想法浮现出来，从而令做梦者感到满足。这套鲜
明之幻丛书就像梦一样，在一个独特的统一体中融进
了时间的三种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家以人
生阅历为材料，深刻洞察人性的阴影和光明，融合过
去现在和将来，烹饪出一桌精神盛宴，这些作品值得
深读、细品，从而观照自身，反思现在，筹谋将来。

艺术经常被当作对盛行的社会标准的挑战
——艺术家是社会的叛逆者，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谴责
社会。从这一点来看，艺术注重人类潜能的发挥，它
谴责社会是因为社会压制了这种潜能发挥。借用当
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一个术语，那就是
艺术满足人们的“解放兴趣”——即从不必要的、压迫
性的社会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愿望。

这套丛书中所表现出的系统性、批判性十分清

晰，它不同于卡夫卡所塑造的困境，它在向读者传递
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感受和反思。这些感受并非赞美
生活、赞美人性，而是借“梦”这样一种工具窥探人性的

“暗风景”，那里潜伏着人类的欲望、残忍和不堪。作家
通过《信使的咒语》这本书，做梦，记梦，述梦，由梦入
幻，由幻潜入现实，表现现实，批判现实。作家将批判
寓于记梦、做梦之中，从不站出来发表长篇大论，将反
思的权利交给读者。从某一方面来看，作家继承了
《聊斋志异》的优秀品质。《聊斋志异》之所以称得上是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集大成者，不仅因其能将志怪、
传奇之法融为一体，还在于蒲松龄在写作手法上受益
于《左传》《史记》，乃至于先秦诸子处甚多，因此在文体
上才会那样的成熟，语言饱满自然，结构布局精妙，且
无传统志怪的过简、唐传奇的过于华丽等问题。《信使
的咒语》篇幅短小精悍，耐读耐品，其中的隐喻更是不

胜其数，在文体上是一种决然的创新。
作家张鲜明首先是一位诗人，因此他的这套丛书

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语言的诗意，到处都是隐喻、停
顿和象征。弗洛伊德曾将诗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像创
作史诗或者悲剧的那一类诗人，它们从现成的材料中
取材；一类是自编、自创素材的诗人；还有一类是介入
二者之间的诗人，他的作品不是自编自创，而是对现
成素材的再加工。这方面的作家具有某种程度的独
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改编上。作
家的选材一般来自各个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神话、传说
和童话故事，这些材料具有整个民族幻想中的愿望：
即早期人类长期的梦想——被歪曲后的遗留物。

显然，作家张鲜明处于后两者，在《信使的咒语》
中，《羽毛花》《鼻孔上的飞扬》《菜籽女孩》等篇目中，
读者似乎能够找到隐藏在中国传统与文本那若隐若
现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非常微弱，作家正在重塑他
的幻想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
己，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的自私、残忍和不堪。正如
尼采所说，艺术拯救生活。当读完整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似乎又能如释重负，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

三部作品组成了作家张鲜明的幻想王国，正如
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
等作品构成了一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它们
的共同点在于艺术的独立性建立在生活的土地之上
和永恒人性之中，《幻游记》《暗风景》《信使的咒语》
也不例外，它们根植于每一个你我之中。

♣ 牛冲

色彩斑斓的隐喻溱水赋
♣ 王国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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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然

故乡的老井

故乡的村庄有一口老井，老井有多老，我们
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楚。

老井位于村子正中隆起的一座小山岗的脚
下，下濒一条如线之细的小河。老井深约十米，
井壁由厚墩墩的青砖砌成，井口呈圆形，直径约
一米。井台是用褚红色的大块条石铺就，高出地
面二尺有余。井台与地面间有三级台阶，台阶也
是用褚红色的条石垒砌。

村庄正中那座隆起的小山岗把我们村庄分为
东、西两个村落。东边村落较之西边村落的户数
要多一些，村里人们把东边村落称为“大塆”，把西
边村落称为“小塆”，大塆小塆的人共吃老井的水。

老井水源充足，井眼出水旺盛。老井奇异之
处不仅在遇到干旱年份它仍能出水不绝，保障全
村三百多人的饮用；更在暴雨连降旬日，井里的
水也不外溢，最高水线升到距井口一米处左右就
不会再向上升，这保证了井水的品质。究其原
因，极可能是因老井背山临河的缘故。

老井上面没有安装辘轳，村民打水时需各自
带上井绳。打水的时间多集中在中午和傍晚收工
后，因为凭双手用井绳从井里一口气提取一大木
桶水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所以到井边来挑水的多
为精壮劳力。家里缺少精壮劳力，需要少年或老
者挑水吃的人家，会备上小点的木桶以挑水。小
木桶装水小，多挑两趟也就是了。我们村庄人口
多，打水的时间段又相对集中，十来人聚在井边等
待打水的情形是很常见的事，但从没有发生过因
打水而发生争执的事。有不少人到井边打水时，
并不急着挑水回家，而是把桶放在井台边，站在那
里点燃一支纸烟，随性地找人聊天，南京的皇帝，
北京的土地，前村的奇闻，后村的怪事，一聊能聊
半天，才不紧不慢地从井里打取一担水挑回家。
夏秋季节的傍晚时分，井台边常常热闹非凡，劳累
了一天的男男女女，似乎把挑水视为一种小憩。

井台边最热闹的一段日子在一年的岁尾年
末。我小时候家乡的冬季要比现在的冬季寒冷
许多，鹅毛大雪一下就是三五天，池塘水面结的
冰层有一拃厚。小河的河面也常常会在一夜间
就封冻了。但老井里的水从不上冻，天气愈寒，
从井里升起的腾腾雾气就愈浓，缭绕在井口上
方，上层的白雾散去，下层的白雾又升起，把井台
四周衬得如神话里的仙境一般。从井里打一桶
水，桶面也会蒸腾着一波波的雾气。冬季的井水
是温暖的，岁尾年末时，勤劳讲究的家庭主妇、姑
娘们会带上水桶，把需要清洗的青菜、衣服、家什
拿到井台旁边的平地上，然后从井里打水清洗。
小山岗脚下卧风，井水又温暖，这些主妇、姑娘常
常一洗就是小半天。这小半天里，她们的手不
闲，嘴也不闲，说笑声能把憩息在小河堤老树上
的各色鸟儿都惊吓得飞进村庄里了。

冬天的井水是温暖的，夏天的井水却是清凉
的。我们把夏季时的井水称为“井冰凉”。酷热难
当、口干舌燥、头晕眼胀时，喝上几口“井冰凉”，人
立马就神清气爽了，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是舒
坦的。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吃过冰淇淋，甚至连

冰淇淋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井冰凉”就是夏季最
好的饮料。如果能在“井冰凉”里加上一勺白糖，
或是一粒、两粒糖精，那喝起来就美翻了。家庭好
点的人家，偶尔买了西瓜、甜瓜，常先用井水浸上
一段时间后再吃。井水浸过的西瓜、甜瓜，吃起来
不仅多了一份甘甜，还多了一份凉爽。

记忆中家乡的老井，一年四季从不寂寞，村
庄里的人，谁也离不开井水的滋养。老井无私地
哺育着村民，村民也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着老井，
不仅不让家禽家畜靠近井台，也不允许孩子们靠
近井台。不管谁家的小孩，只要大人看到他靠近
井台就会大声喊：“不要在井台边玩，离远点。”这样
做，有安全方面的原因，怕孩子失足掉进井里；也
有为了保持井水清洁的原因，担心孩子不懂事把
不卫生的东西扔进井里。可越是这样，孩子们就
越觉得神秘，常会趁大人们上工的机会，三五个人
结伴跑到井台上把头伸向井口往下看，看到的不
过是清凌凌的井水，还有光滑长有青苔的井壁，除
此之外，看不出任何神秘之处。如此看过两三回，
便不再去看了。在孩子的眼里，老井唯一的神秘
之处是每年正月十五的夜晚，总有人在井台旁焚
烧纸钱，并送上一盏盏罩子灯。有的年份，罩子灯
能围满井台一周。孩子们虽然不懂大人们为什么
这样做，但受大人言行的影响，孩子们自觉或不自
觉地就对老井怀上了敬畏之心。

为了让老井永葆青春，每隔一年，队长会组
织人手“洗井”，即对井底的淤泥进行一次清理。
清理淤泥，既为疏浚水眼，也为净化水质。洗井
的时间多在天高气爽少雨的初秋，洗井时先在井
台上搭上一架“人”字横木，用一台抽水机从井里
向外抽水，待水抽干，几个人合力拉扯着半绕在
横木上的绳索，把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送到井
底，然后把一把雪亮的铁锨、两只水桶分别送进
井底。那汉子在井底把淤泥一锨一锨地铲到水
桶里，上面的人一桶一桶地提上来，两只水桶交
替进行，要不了一会儿，井底的淤泥便被清挖一
空。然后，井底的汉子上来，待井水升到一定水
位后，再排水。如是者三，直到井水清冽了，“洗
井”的一群人才收工回家。

老井，在我们村庄是一块圣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村民们渐渐富起来。

为了方便，许多人家在庭院里先后打了压水井，
后来更升级打了深水井，用小抽水泵抽水用。随
着时间的推移，到老井挑水吃的人家越来越少，
老井渐渐被人冷落了；新世纪之后，极少有人到
老井挑水吃了，老井越发寂寥，十天半月，也难得
等来一个挑水人。

前几年，在政府的主导下，村庄家家用上了自来
水，老井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村民们对老井怀有
很深的情感，不忍填平它，任它静静地守望着村庄。

故乡的老井，同无数村庄的老井一样，都已
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它们在不久的将来，终会湮
没于时光里，可水井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
圣洁符号，永远会留在诗词歌赋里，也会永远地
融进村庄的根系里。

书人书话

百姓记事

诗风赋韵

1934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了
举世闻名的长征，经过两年、八省、两万里行程的
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
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在长征史诗广为人知的史实
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传奇，以“破译三杰”曾希圣、
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是

“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们利用早期无线
通信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
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
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
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
弱胜强的情报战例。《乌江引》以这段历史为背景，
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
资料为基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想象。
全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 1935 年 1月初突破
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会议、娄山
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

为关键、最富戏剧性的辉煌篇章。
这部小说分“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者是

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是今人对这段
秘史的艰难寻访。小说用这种虚实相间的复调笔
法再现历史，巧妙地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等整个二十世纪革命史。于此时代背景
中，于二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于后
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打捞中，逐渐显现出一个无
名者的“侧影”。基于匠心独运的结构形式和故
事、语言、节奏诸方面所呈现的质感，这部作品实
现了非虚构史实和虚构性描写的完美融合，亦史
亦文，虚实相生，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原
创性的叙事文本。全书既有秘密战的惊心动魄，
也有正面战场的恢宏壮阔。这是热血和勇气的展
现，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时间深处，在记忆
深处，依然有这一代人不灭的身影，那是他们的信
念、智慧和初心。

荐书架

♣ 付如初

《乌江引》：书写长征史诗里的无名英雄

溱水早行歌，歌泣魂牵洧水；
密州美如画，画屏卷压中州。夫
溱水者，乃源发之鸡络坞、融汇于
双洎河、滋养乎轩辕丘也。其溱
洧穿境而过，若两臂之温情环抱、
襟袂之俊逸双飘、儒雅之合韵并
流也。诗云：“遗爱依依古渡头，
天光倒影入波流。渔人笑指斜阳
客，一幅赤城画里收。”知否《山海
经》之荣谈、《水经注》之胪列、古
密州之八景、徐霞客之曾游？或
闻“我家溱洧间”，对曰“春水色如
酒”。至其昆弟于河而往归于颍
者，溱洧乃黄淮二水之情感绊纽
也。

溱洧韵流风，风采丛生文化；
环密山影翠，翠峰霞耸春秋。云
章秀映，光影斑驳，自西而东一路
踪尘仆仆；诸国屡兴，图腾更替，
从古至今沿岸凤语啾啾。北仰山
高乎伏羲，一画开天成八卦；南望
峰遥之大隗，林湖密布走豪酋。
忆黄帝垒高壕深，史考古城之寨；
与岐伯谈医论道，圣迹目不暇
收。城阙三重，新砦肇启家天下；
遗址几许，雀梁已遁古帝幽。跨
嵩岳华邑来巡，黄台犹记命簋、穆
天子；觅史前文化堆积，石器过渡
莪沟、李家沟。祠祷华源，从仰韶
回望裴李岗；桑栽嫘祖，自龙山逶
迤二里头。破曙寻根，旗飘宸历
宋唐汉；探源断代，文明延续夏商
周。赏溱洧而懂华夏，走世界而
念故乡，新密乃中华古都之都也。

溱洧滋天地，地灵证因人杰；
密都多名宿，宿贤自贯斗牛。茹
毛饮血迄农耕文明，父系传由太
昊始；华胥之渚徙中皇之山，成亲
磨滚洪荒沟。神农尝百草，史载
伐补承衣钵；黄帝立中原，华夏文
明誉环球。火正经营，功莫大焉，
疆土拓边凭八子；大隗问计，鸿寨
铭功，而今迹遗摘星楼。成仙复
养生，修德观中谁问道？大禹兼
夏启，如堂郡里祀珍馐。卓茂乃
百官之首，古今县称第一令；君房
为理政名臣，子嗣八代尽封侯。
夫新密之英才荟萃、栋梁辈出者，
得溱洧之濡泽弘远、使文化之辉
耀九州也。

溱水自泱泱，泱莽情归将仲
子；洧水方涣涣，涣扬烟笼乞巧
楼。浏其清矣，秉蕑往观，士女如
云歌上巳；殷其盈兮，芍药以赠，
褰裳而涉嬉芳洲。闻琴瑟在御人
偕老，夜半星光灿烂；知子衿园里
两情深，一日如隔三秋。有女同
车，山有扶苏，野有美人有蔓草；
其室则迩，出其东门，城其佻达其
未休。丹青画卷手同携，青春浪
漫；水墨春图双信步，爱恋自由。
夫溱水之潺潺盈耳、郑风之习习
入怀，若感情之纯朴自然、两情之
偏恣奔放者，不亦“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乎？

溱水又更生，生望鼎新时代；
名片再闪亮，亮相群匹无俦。传
歌梦入蓝城，康养宜居，伊谁承续
桃源记？慨叹韵赓绿水，凭栏把
酒，趁景先登溱洧楼。放眼乡村
振兴，经营化走廊，故地拓开轩辕
圣境；疏通开发河道，溱水环萦小
镇，服装扮靓魅力之都。看新密
崛起两岸新城，湿地公园彰显诗
经特色；嗟旧闾了无一脉旧貌，制
造基地引吭铁板歌喉。蝶城新格
局，溱水碧波逶迤过；梓乡富强
美，春光绚丽缠绵留。噫吁嚱，沐
溱水治理之风，呈文化复兴之雅，
称文明体验之颂，凝流盼钟情之
眸。后花园以辉煌宏图，规划时
尚新天地；都市圈呈蓬勃威势，融
入雄美大郑州。呜呼，夫润物无
声、惠泽天下、敢于弄潮者，其溱
洧精神必将再传千秋也。

“连瑞那小子色胆包天……
竟然勾搭去演出的胡衣一……
夜晚两个人开车跑到宝月湖大
坝上去鬼混……倒车时从大坝
翻 了 下 去 ……”李 北 亚 语 无 伦
次，“你快点来啊，事故正在救
援，我在去的路上……”

郁洋听得心怦怦跳，脱口问
道：“在哪儿？”

“宝月湖大坝，水文观测站
旁边。”李北亚像在空荡的山谷
回荡，“快点儿……”

郁洋翻身下床，穿好衣服，
脸都没顾得洗，抓起车钥匙就跑
下了楼。从自己的小区到宝月
湖大坝有一条近路，大约 20分钟
就可以开到。中途经过隐山寺，
一条弯曲的林荫大道，平时人迹
罕至，因此前方的宝月湖大坝也
就成了一个年轻人约会的好去
处。郁洋摇下车窗，开启远照
灯，急速朝大坝急驰。

午夜的风凉爽宜人，郁洋的

脑海里忽然跳出一道闪念，这件
事情与自己多大关系？连瑞是淮
城市统计局下派的扶贫干部，自
己与他是业务指导关系，况且他
自视是大市领导，也并不太买自
己的账。淮城影剧院的副经理胡
衣一，她是李北亚组建的文化演
出队的演员。他俩出问题不是在
扶贫一线，是深夜的宝月湖大
坝。他俩可能以前并无交集，大
约就是胡衣一下乡演出后才认识
的。一切太疯狂，太过诡异，简直
难以理喻。

郁洋猛地踩了个急刹车，前
方道路隐藏于密林，两旁的梧桐
树叶在灯光下闪耀着魔幻的色
彩，他仿佛迷路了。

七
第二天上午，郁洋走进区直

单位办公楼，虽然看起来和往常
没什么不同，可他总觉得有点异
样。那些敞开的办公室，里面的
人表情都怪怪的，不知道他们在

怎样议论胡衣一。就算没议论，
他们也一定都知道了胡衣一出
事的消息。这种消息的传播速
度总是比流感还快。胡衣一是
隐山区的一尊女神，天生丽质，
爱憎分明，经历曲折，这些都赋
予她独特的个性，神秘、率性、敢
爱敢恨，乃至让众多男人产生无
限崇拜和遐想。现在女神形象
一夜崩塌，再谈论起来全无禁
忌。可以想见，震惊、同情、兴
奋、悲伤、嘲笑、幸灾乐祸什么样
想法的人都不在少数，隐山最美
的女人的传奇故事就此落幕。

连瑞脑干损伤，昏迷不醒。
胡衣一腰椎骨折，身体多处擦伤。

连瑞的北京现代轿车跌进
宝月湖大坝的泄洪槽，摔得面目
狰狞，基本报废。

如果不是胡衣一勉强支撑
着给她的领导李北亚打电话求
救，两人说不定都无法活命。

令郁洋气愤的是李北亚，猝

然变脸成咬人的狗，狠狠咬了自
己一口。

早晨六点钟，将连瑞和胡衣

一送到淮城中心医院抢救以后，
郭逸凡副书记组织区公安、医
疗、应急办、文化局和扶贫办人
员一块召开了个碰头会，商讨解
决办法。当大家分析追踪事情
始末缘由的时候，发现最初的起
因是区委书记方以智以“大漠孤
烟”的微信名往脱贫攻坚群发送
了一个小品《扶贫记》的视频。

至于为什么连瑞和胡衣一会
搞在一起，马鞍村村干部的说法
是连瑞的脱贫攻坚作战室的墙壁
上有一面大镜子，胡衣一演出前
对着那面镜子排练舞蹈动作……

郭逸凡副书记听罢汇报，坐
在那里沉默良久，一语皆无。

像遇到了一个极其抽象、难
以概括的大命题，参会人员全都
面面相觑。过了好半天，郭逸凡
副书记喝了口水，轻声咳嗽一
下，慢条斯理地说：“北亚局长，
都是你导演的好戏啊……”

李北亚晃着秃脑袋笑着说：

“郭书记，说是我导演的，也真冤
枉。我们演出队排演小品《扶贫
记》，是经过扶贫办郁主任的微
信提醒才做的。让胡衣一出演
女主角，也是郁主任亲自选定
的。事情发展至此，并不是我们
想要的结局……”

郁洋顿时失态，一巴掌拍在
桌子上，大吼一声：“李局长，你
真能碰瓷！”

郭逸凡副书记眉头一皱，不
耐烦地摆摆手：“先不要吵，有账
不怕算，是谁的责任，事情处理
完了，再作理论！”

李 北 亚 面 带 微 笑 地 点 头 。
郁洋感觉到从自己鼻腔和胸腔
发出的共鸣音，使空气都微微颤
抖，真是肺都要气炸了。

会议形成三点意见：一是做
好舆情控制，不要让该事件产生
负面影响；二是积极做好受伤人
员救治；三是做好伤员家属的思
想稳定工作。

郁洋心情不痛快，一散会就
起身离开了，单位还有一大摊子
事情火燎眉毛。这种男女苟且
之事，他发现参与进去只能粘惹
晦气，不如敬而远之。况且和李
北亚打交道，稍不留神就碰上暗
礁，掉进埋伏圈。

傍晚时分，郁洋在手机上看
到一则新闻，是一个叫“文化隐
山”的微信公众号发出的，标题
叫《扶贫干部帮扶饮水困难群众
深夜返程身受重伤》，内容说隐
山区文化局扶贫干部胡某某看
到马鞍村独居老人张根财饮水
困难，出资捐赠一套供水设备，
该村第一书记连某某深夜帮助
安装到位，两人同车返程时发生
车祸致重伤……

郁洋知道这是李北亚炮制的大
作，他将该新闻看了两遍，心里不由
感叹，李秃子的确是个人
才。不，他应当算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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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鲜明的幻想王国

在夜色里
寄一尾活蹦乱跳的鱼
印上星光的邮戳
看它穿过风 穿过大街 穿过灯河
穿过你走过的树林和小径
游向你

它从不扣门，也不敲窗
只默默浮在如水的月光里
对着睡梦中的你顽皮吐泡泡
如我，于晨昏于春夜
远远地眺望
能足够看到你
却从不走近你
更不打扰你
甚至，你的梦里也不去

落花满襟
炊烟，扭着细腰
慢慢笼罩屋顶
那株桃静静站在三月里
远处，背阴山石下
仍残留着冬的体温
就如她想一直留住雪

跟在她身后的那群野鸭
眨着萌萌的大眼睛
对着一潭春水照镜子
暮色渐渐围拢
风赶来替她掩上柴门
而她，站在院子里
正呆呆想山外那个人
如雨的落花簌簌而下
落了她满头满襟

寄一尾鱼给你
(外一首)

♣ 李鸿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