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讲义

孔子曾提出“益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即
正直的，或宽容的，或有见识的
朋友，为益友。明代名士苏竣把
朋友分为四类：能批评规劝的，
叫“畏友”；可福患与共的，称

“ 密 友 ”；吃 喝 玩 乐 的 ，谓“ 昵
友”；自私自利的，是“贼友”。
这里的“密友”自不用说，“畏
友”当然也是益友，陈毅元帅便
有言：“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
评。”交人以义，交人以德，当然
没问题。孔子的“友多闻”，实
际上是提倡还要交人以智，爱因
斯坦便说过：“要和有头脑且心
地纯正的人做朋友。”有人还主
张交人以趣，即和有志趣、情
趣、才趣的人做朋友，冰心有

“花要有色香味，人要有才情
趣”之说。孔子还提出“损友”
概念，即歪门邪道，或谄媚奉
迎，或花言巧语的朋友，是有害
的。苏竣之所谓“贼友”，自然
归在此类。交益友，远损友，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

《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即事物相谐才
能相生，重复雷同便难以为继。
处朋友也一样，也要讲求和而不
同，即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以
期互有补益、互相学习、共同提
高；而不是同而不和，或盲目求
同，搞成合并同类项，以至朋友
再多也形同一人，乏味无趣。所
以交友之道，在于尊重和包容，
既不强加于人，如孔子所言“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迷失
自我，像孟子所称“与之偕而不
自失”，唯其如此，方能达成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和谐美好的朋友或人际关系。
事实上，“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格局
大，善于包容，会拥有更多的良
朋益友。

谚语说“损友敬而远，益友
敬而亲”。远离损友，道理都
懂。对益友敬而亲，或亲而敬，
则是有些讲究。孔子曾称赞晏
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晏
子交友，越是多年的好友，越是
加以尊敬，虽然他不轻易交友，
朋友却很多，且都情谊深厚，能
够至始至终，有的还甘愿为他付
出生命，譬如《吕氏春秋》载，有
个叫北郭骚的人，便杀身以明晏
子之贤。都说距离产生美，“敬
而亲”便是一种距离美。相反，
近则亵，近则狎，则是自古的经
验或教训。打个不太恰当的比
方，朋友相处如同书写要留空、
如同画画要留白，这样才舒服，
才有美感，才有魅力。

诸葛亮在其“四论”之《论
交》中说：“势利之交，难以经
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
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
而益固。”这段话讲得很明白，
建立在权势和利益基础上的交
情，是难以持久的，只有真正相
知相惜、以情谊相处的朋友，才
能经得起考验，才能走得远。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是名
将廉颇的由衷感叹；而张耳陈馀
则直接被《汉书》贴上了“势利
之交”的标签。与之相反，伯牙
子期之交、管鲍之谊、鸡黍之约
则成为千古美谈。诗云：“皎皎
素心，抱冰霜之洁白。”交友贵
在怀有一颗素心，不随流俗，朴
守其贞，心灵契合，芝兰馨香。
常言说得好，朋友多了路好走，
与益友为伴，一路芬芳！

♣ 周振国

与益友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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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的吃法，人们在长期的食用
过程中总结了不少。最简单的是生
吃，当饥止渴，但有点“艮”，多吃一点
胃还不舒服，不到饿得受不了，成年
人是不吃生红薯的。半大孩们胃硬，
倒是经常吃，放学回到家，啃一块生红
薯，也挺过瘾的；秋天去地里割草，红
薯刚结块，偷偷抠几块小红薯，现场在
衣服上蹭蹭土就吃了。最普遍的吃
法是煮熟，家家户户平时都会有一大
筐熟红薯存着，这就是一日三餐（或两
餐）的主食。丢锅也是做主食，水洗一
下，切成轱辘，丢在“糊涂”或清水里。
还有做副食的吃法：切成丝稍加一点
油炒熟了当菜吃；春节、中秋节时候把
煮熟的红薯与白面和在一起用油炸，
做成红薯果；把熟红薯加水、加糖再以
油炒做成红薯泥；等等。

红薯食品也是孩子们的零食。
半大孩经常在烧锅的时候，把生红薯
填进灶中，等做好饭了，红薯也烧熟
了。烧红薯比作为主食的煮红薯等
都要好吃。有心的孩子每年还会挑
一些小的红薯块，煮熟后切成薄片晒
干，用塑料袋装起来保存，作为冬季的
零食。熟红薯片晒干以后筋道甜润，
跟现代超市里卖的地瓜干、红薯脯差
不多，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原乡村孩子

最普遍最靠得住的零食。
如今，红薯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

的健康长寿食品，因其保健作用老少
皆宜，颇受人们喜爱。科学研究证明，
红薯含有糖、钙、磷、胡萝卜素、多种维
生素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粮食和蔬
菜中的佼佼者；红薯中含有一种具有
特殊功能的黏蛋白，能阻止动脉硬化，
减少皮下脂肪，对关节腔和浆膜腔有
很好的润滑作用；红薯还含有较多的
淀粉和纤维素，能预防便秘和血液中
胆固醇的形成；等等。一句话，吃红薯
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但红薯也有缺点：因为红薯含糖
量较高，加之含有氧化酶和粗纤维，
摄入后会在体内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气体，容易导致胃泛酸，引起腹胀、烧
心等不适。最关键的是，红薯不宜多
吃，更不能做主食。

红薯曾经主宰农村饭碗数十年，
吃到很多人恶心，他们提起红薯胃就
泛酸。农村老百姓老少皆以红薯为
主食，天天吃、顿顿吃、变着法子吃，一
日三餐全是红薯食品，生红薯、熟红
薯、红薯干、红薯干面制品。

吃了红薯及红薯制品的大人小孩，
都有放不完的屁，经常有人在公共场所
发生“意外放屁”，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红薯干及红薯干面的本性，与红
薯却是大相径庭。从红薯到红薯干，
要说只是物理变化：把红薯切成薄片、
晒干，再磨成面，也就是脱水，形态发
生了变化，但其口感、性质却发生很大
变化。红薯干水煮后，还基本保留着
红薯的甜味，而红薯干面制品，真是既
难吃，又不好消化，尤其对肠胃不利，
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等胃病。

红薯干的吃法，不外乎三种：一
是直接吃，把红薯干丢到“糊涂”（玉米
糁熬的粥）里或水煮。二是红薯干面
窝窝头。三是做饸饹。

水煮红薯干或是丢锅，口感、甜
度都大打折扣，尤其容易引起胃泛
酸。如果连续吃上三顿水煮红薯干，
胃肯定受不了。

红薯干面是白的，做出来的窝头
却是黑漆漆的，油光发亮。大概是纯
红薯干面无法发酵，家家户户的红薯
干面窝头都是“死面”的，很瓷实，豫
北乡村把它叫作“塑料馍”。刚出锅时
候，吃起来稍发黏，又有点筋道，甜腻
腻的，不算特别难吃。“塑料馍”一旦凉
下来，就变得坚硬无比，再加热也恢
复不到原样，口感更差。

做饸饹，应该是红薯干面窝头的
“延伸”，乡亲们称为压饸饹，工具是饸

饹床。乡下人实在，饸饹床做得很笨
重，底座是二三十厘米见方、一米五长
的方木，靠一端凿一个比茶杯口稍粗
的圆槽，圆槽底部固定着有很多细眼
儿的钢板。压杆的一端固定在底座圆
槽的一端，上边有一个与圆槽契合的
木塞。把刚出锅的红薯干面窝头塞进
饸饹床的圆槽，然后把压杆上的木塞
对准圆槽，用力下压，八号钢丝粗细的

黑饸饹便从钢板的细眼中挤出来。饸
饹冒着热气，整个厨屋弥漫着甜腻的
味道。饸饹的吃法也简单，可以凉拌，
用蒜、辣椒调（如果能放点醋、小磨香油
就非常奢侈了），也可以热炒。其功能
也多样，既能做主食，也能就饭当菜。

借饸饹床有点麻烦。冢后村当
间儿只有一个饸饹床，要先打听清在
谁家，再过去扛回来。因为借一次饸
饹床不容易，所以一次会做好多，存着
吃好几顿。

因为红薯干没有红薯好吃，所以
人们尽可能地多储藏红薯。但红薯
不能长久保存，把新鲜的红薯下到地
窨里，最多能保存到次年麦收前后。
而制成红薯干，只要不受潮生虫，则可
以保存很长时间。

往地窨里“下”红薯，又苦又累。
五六口人的家庭，会分两三千斤的红
薯，甚至更多。把红薯直接堆在屋里，
很快就会坏掉。气温高了，几天就会
失水、变质，一旦染上黑斑菌，红薯很
快就没法吃了。数九寒天，天寒地
冻，屋内结冰，红薯一冻，就全完了。
坏的红薯很苦，给猪都不吃。坏得稍
微轻点的，猪吃了还会闹出猪命。但
有的人不懂，或是觉得扔掉可惜，就把
一些没完全坏掉的红薯除掉坏的部

分，剩下的让猪吃。平日里猪哪见过
这么多美食，以为主人大方，一顿猛吃
之后，腹痛不堪，开始大声疾呼，横冲
直撞，直至倒地毙命。那个年代，不少
人家都有过半大猪因吃了坏红薯而

“英年早逝”的事情。猪一死，一家人
春节的肉、新衣裳、鞭炮以及孩子上学
的花费等就泡汤了，后悔得恨不得抽
自己几个耳刮子。死掉的半大猪，是
舍不得扔掉的，当然也舍不得全部吃
掉，大部分的肉被拿到集上卖——虽
然小猪肉质量不高，价钱便宜，但能卖
多少是多少吧，也算弥补一点损失。

祁青芹曾经因为把一篮子坏红
薯倒进猪圈，导致一头长到八十多斤
的猪不幸身亡，气得哭了一场。猪肉
让孩子们过了把瘾，她自己却没吃一
口。从此，尚本礼老师家的猪圈再也
不乱扔东西了，喂食也格外小心，他
家的猪都能健康成长到出栏。

类似的事情还在尚本礼老师家
里的羊身上发生过一次：大概是
1980 年春节，尚本礼老师变废为宝，
把家里的一大筐杏核一颗一颗砸开，
费了半天工夫，得到一大碗干杏仁。
这是苦杏仁，味道苦得很不说，民间还
传说一个成年人吃七颗苦杏仁就能
被毒死。即使这样，也有人吃完杏子，

再吃三四颗苦杏仁。吃苦杏仁的时
候大人孩子都知道掐掉杏仁的尖儿
部，他们认为杏仁尖儿部毒性最大。
苦杏仁的毒性，大家都在说，不过那些
年还真没见过哪个人中毒。尚本礼
老师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苦杏仁的毒
性，在大年三十晚上，很少干家务的他
把饺子汤和已经泡了第四遍的苦杏
仁水掺到一起，端给了山羊。三只山
羊喝完饺子汤，很快躺在地上失声尖
叫，随后口吐白沫死掉。他这才意识
到苦杏仁真的是能毒死人的。因为
这个意外的“事故”，那年的春节一下
子多出了几十斤羊肉。小心起见，为
防止这些羊肉中的毒素再毒到人，尚
本礼老师采取了与苦杏仁一样的除
毒方法：反复用水泡。这次吸取教训，
泡羊肉的水都挑到堰岗外倒进了沙
坑。因为赶在春节期间，加上家里生
活状况好转，羊肉一点也没卖。吃羊
肉的时候大家很小心，尚本礼老师专
门给孩子们交代，不能多吃，以防中
毒。很多年之后，尚本礼老师与儿子
尚学民谈到这件事，还后悔没有把死
羊埋掉，而是不顾中毒的风险把羊肉
吃了。尚学民当然能理解
父亲，那时候稀罕肉，谁家会
舍得把三只羊白白扔掉？ 25

连连 载载

“四合如意”原为曲牌名，意为包
含多首曲牌连缀而成的大型套曲。十
二篇小说，十二首曲牌，旧曲新意，每
一个故事都在辨析当代青年的情感生
活。《四合如意》聚焦于当下青年一代
——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财富神话
的年代，在表情包、弹幕、播客、直播构
建的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分享经验、
传递情感，在不安、怀疑、欲望的纠缠
中寻踪、辨析生活的真相，权衡得失。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亲情、爱情、友
谊，又如何写下自我的宣言？每一篇故
事都是真实世界的生计与虚拟世界的

历险。成长，在故事中得以曲折地落
成。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
张怡微长期与青年学生交流，她试图从
自己的角度书写“社交媒体一代”的处
境与困难、爱与痛。张怡微在对“机器
与世情”的构思中进一步确定，机器诚
然不会带领人类开拓神性的边界，但
它是一种强势媒介，会照亮人性的冲
突、世情的复杂。由“机器”所生发的
伦理问题，理应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呈
现其更为丰富的面向，并且可以辐射
的话题，不只是呼吸机、鼻胃管，还可
以是手机、朋友圈、人造娃娃等。

荐书架

《四合如意》：社交媒体一代的爱与痛
♣ 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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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知府陈星聚
台北府城的建造，与一位河南人

有关。
光绪四年（1878 年），清政府正

式设立台北府。设归设，但条件差，
“居民无几，一片荒凉”。为了修筑一
座新城，这位河南人一到任便开始筹
措资金。他命人贴出告示：每座房屋
一次性缴纳土地占用费十五圆，每年
缴纳租金二圆，就可以获得开发权。
当地居民看到了商机，纷纷租地买
地，“建屋建店肆，街衢渐成”。接着，
他又从当地士绅手里筹募银两二十
万，用于修筑外城。外城城垣以条状
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
细石。壁垛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二
尺。设城门五座，均以条石作弧形拱
券，确保坚固。门楼所需砖瓦全部从
厦门运来，黏石的“红毛土”，是用糯
米成熟后加上红糖、石灰合舂而成
的，其坚固耐久不亚于水泥。建成后
的 台 北 府 城 略 呈 长 方 形 ，南 北 长
1236 米，东西宽 1020 米，“碧瓦连
云，朱檐栉比，俨然巨邑矣”。这座行
政上隶属于福建省的州邑，是当时中
国最具崭新气象的海疆城市。

这位具有台北府城首建之功的河
南人，就是陈星聚，临颍县人。他32岁
中举，因有军功被清廷提拔使用，先后
在福建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等

地任知县。陈星聚所到之处，“洁己爱
民，实心任事”，屡获“卓异”，被称为

“纯儒循吏”。
同治三年（1864年），陈星聚刚到

福建顺昌县任职，就遇到了江右之
乱。陈星聚力主先用劝导之法，并不
顾个人安危，轻车简从，深入九龙山匪
巢面见匪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感
化匪首，化解了“二十余年间远近不得
安宁，百姓以此为患，官府对此束手无
策”的匪乱。事后，匪首为陈星聚建造
了生祠，表示悦服。清廷重臣左宗棠
对陈星聚大加赞赏，以“听断绢捕，矢
慎矢勤，宽猛协宜，舆情悦服”为由，报
请军机处留名升用。

同治十年（1871年），陈星聚调任
古田知县。古田县大东乡地处僻远，
乡风蛮悍，抗税习以为常。陈星聚惩
恶除霸，审结词讼，乡俗大变。水口乡
面水背山，土地贫瘠，百姓生活非常艰
难。居民平常靠接上游木植为生，却
被邻邑乡绅强夺。陈星聚不避嫌怨，
力为争复。百姓感激他、拥戴他，把他
视作亲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听闻
其事，会荐陈星聚为“卓异”。并以“守
洁才优，实心任事，在闽年久，熟悉海
疆”为由，奏荐陈星聚为台湾府淡水厅
同知。此为正五品，负责北台湾地区
的政务与军事。

陈星聚到台湾后，外出巡视时，发
现了当地有收“埋葬税”的陋规。很多
人由于交不起“埋葬税”，只好让尸体
在家中存放多年，腐烂发臭；有些穷苦
人家，甚至存放几具尸体都无法埋
葬。陈星聚查明原因后，下令废除“埋
葬税”，并规定：凡家中存放尸骨者，限
三天之内一律运出埋葬，不交“埋葬
税”。过期不埋者，加重罚款。台湾百
姓奔走相告，如逢甘霖。

淡水厅辖区绵延七百里，溪流交
错，山险林深，是古代投放罪人的地
方。南有铜锣湾，北有三角涌、大嵙
嵌，皆为盗贼渊薮，劫杀案件频繁发
生。面对棘手的治安问题，陈星聚知
难而进。他先是增固营垒，严加防御；
然后亲率精锐入山，直捣匪巢鸡笼
山。当时恰逢雨季，士兵叫苦不迭，都
恳求陈星聚暂时退兵，等雨季过后再
行进剿。陈星聚不为所动。攻打到第
七天，官兵终于“擒获盗首吴阿来，械
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
平”。淡水百姓对陈星聚称赞有加：

“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
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

陈星聚在台湾的高光时刻，当属
台北保卫战。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
远东舰队从越南北部海域气势汹汹地
打到中国东南沿海。清政府不顾法军

的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
之。当时已是台北知府的陈星聚忧心
如焚。他下令筹集款项，购置武器弹
药，招募青壮年，扩充军队，准备坚守
台北。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军主力
舰队进犯台湾，占领基隆炮台，攻打台
北门户淡水。当时陈星聚已是67岁高
龄，并且身患疾病，但面对来犯之敌，
他毫不畏惧。在他的鼓动下，台北军
民士气高昂，誓与城池共存亡。陈星
聚的妻女也团坐在府衙后院的一口水
井边，随时准备殉葬。经过几天的激
战，台湾军民最终击退了来犯的敌军，
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由于
劳累过度，陈星聚背部毒痈发作，不幸
病逝，终年68岁。台北民众闻讯大恸；
清廷为彰其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

“御赐祭葬如例”。
陈星聚的遗体运回临颍后，安葬

在故里台陈镇。2009年，重修后的陈
星聚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国内学者、
台湾知名人士以及陈星聚在台后人参
加了祭拜。“御外侮固金瓯兴教化治桑
麻功成台岛，归桑梓荣故里举斯文延
恩泽德誉中原”。陈星聚纪念馆前，矗
立着一尊高大的雕像：赭红色的基座
上，身披战袍、银发苍苍的陈星聚，表
情肃穆、目光深邃，似乎仍牵挂着风云
变幻的万里海疆。

不需要翘望
也知道操场上的阳光
一声声呐喊 热烈又张狂
如一件天蓝色的校服短袖
奔跑在 来不及记录的万里霞光
由此可以畅想
流云怎样地白 红旗怎样地飘
树梢的嫩芽怎样努力地生长

如果遇上春天
长廊倾洒紫藤萝的花海
转角听见瀑布流水的潺潺
在这里 学习和生活丰盈着我
如同大地 从心底发出的潮汐
琅琅书声 谆谆师语
笔尖流转 纸页蹁跹
那时候 少年适时地苍翠一次

如果与欢乐撞个满怀
体育馆漾起元旦的笑颜
舞动的衣袖飘扬在脑海
欢快的节拍跳荡在心间
飘在胸前的红领巾 经时间淬炼
凝聚成团徽上一颗颗红星耀眼 在这里
成长的幼芽在一轮红日间悄然生花

在那个叫经五路七号的地方
蓦然回首 已走过初中三年
多想能再见 主任们严肃地站在校门前
发现你偷偷扎起的发辫与彩色发圈
奖励你再欣赏一遍容止格言
多想能再见 老师们睿智博学的眼
是教育你不要在课堂上聊天
或是耐心地指导功课 答疑解难
多想能再见 被汗水浸湿衣衫的风华少年
即使伴着的是炽热的夏天
多想能再见
永远来不及记录的晚霞与大雪翩翩
笔尖飞扬的晚自习 静默无言

我们一路跋山涉川 执锐披坚
曾经跃马扬鞭的壮志豪情
今夕变为了拳拳在念
都说时光匆匆流逝
都说一瞬星移斗转
充盈着青春 美好 欢笑的画面
我们多想还能再拥抱一次
在下一个落日到来之前

诗路放歌

♣ 司雨桐

那个叫经五路七号的地方

灯下漫笔

♣ 董全云

待月西厢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一个

寺院亦是如此。比如，蒲州的普救寺。
当我站在这所寺庙前时，橘红色的

夕阳斑驳地投射在这个寺院的红色院
墙上。寺前空旷的广场上正在施工，破
碎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在弥漫的灰尘
中，我撩起裙角，小心地躲开脚下的碎
石，来到门口，一位身着制服的管理人
员拦住了我的脚步，告诉我已经下班，
想游玩明天过来。这时，门口朱红色的
栅栏后面一个黄色袈裟的身影惊鸿般
掠过，我怅然隔着栏杆，遥望重门深处
108层青色石阶上的莺莺塔。

傍晚，在蒲州找了个民宿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寺门口，原
想着我们会是第一个，没想到已经来
了几名游客。

一对年轻的情侣站在门前的全景
图前，用指头点着，按章索图找何处是
西厢，何处是崔莺莺的住处。当年，张
生赴京赶考，途中遇雨受阻，到普救寺
游玩，结果遇见扶送父亲灵柩回乡而
滞留寺内的崔莺莺。张生借住在普救
寺的小西轩，和不远处梨花深院的崔
莺莺一见钟情，一出凄婉动人的爱情
故事《西厢记》，让位于蒲州的普救寺
成了驰名中外的“爱情圣地”。

拾阶而上，温暖的阳光透过寺内
的绿树缝隙，愈发显得祥和与幽静，钟

磬悠扬。殿宇楼阁，廊榭佛塔，依塬托
势，殿宇庄严雄浑，加之和《西厢记》故
事密切关联的，从张生借读的“西轩”，
与之相睇的崔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
院，以及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
斋院”，美女导游小高温柔静美的讲解
让人对这座古寺有了更深的了解。

青色香烟缭绕的大雄宝殿前，一
位身着灰色僧袍的小沙弥在堂前做功
课，见我拍照，忙一缩头躲入门后，让
我不禁哑然失笑，瞬间又觉唐突，打扰
了出家人的清静。

大雄宝殿的西侧，就是张生当年
借读的西厢。宝殿的东侧有一个独
院，那是莺莺和她的母亲、侍女红娘和
弟弟欢郎住的梨花深院。推开木色院
门，迎面是一块原木雕花屏风，屏风上
有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
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待
月”是西厢记故事的“卖点”。崔莺莺
托红娘给张生的回信，张生去信时赋
诗云：“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在

故事中，才子佳人定好暗号。夜半，月
华如水，张生越墙偷会莺莺，才引出一
出《西厢记》千年绝唱。

跳墙之处，果真生有一株可攀缘
上墙的杏树。导游道，原来的那棵杏
树很大，可惜已经死了，后来人们又依
样在原处栽了一棵，黑色皴裂的树枝
探到墙内，有心之人试了试，果然可以
缘墙而入。

唉，又是一场月亮惹的祸！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故事却远非

传说中的传说。“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
眷属”的主题虽然美好，真实的事实更
令人疼惜。《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
婚前的恋爱生活，他始乱终弃遗弃了
莺莺。数年后，他经过莺莺住地时，求
以外兄见。莺莺终不为出，潜赋：“自
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
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元
稹数日将行再求，莺莺又赋一章以谢
绝：“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
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事实远非

故事中写得那样浪漫和幸福，最终张
生还是辜负了佳人。

不管故事的结局如何，那轮西厢
的明月，在漫漫岁月中莲步轻移。

百年前的蒲州府永济县是洛阳通
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兵家必争之
地。唐代称为中都，可惜今已萧索，当
时为繁盛所在。那时的寺院相当于有
宾馆有食宿的接待所，才子佳人在寺
院里结识相爱，在这样的地方发生点
浪漫故事并不奇怪。也不知是《西厢
记》成全了普救寺，还是普救寺成就了
《西厢记》。而小丫鬟红娘成就了一项
职业，说媒拉线的月老，不管男女老
少，都改名成了“红娘”。

夕阳西下。锈迹斑驳的大钟被来
来去去的游人一声声撞响，悠扬的钟
声回荡在古老的寺院。灰黄色的莺莺
砖塔下，有人用石块敲击，“呱呱！呱
呱！”回音壁传来几声响亮的蛙鸣。

1300 多年来，普救寺几经沧桑，
起而复灭，灭而又起，人和故事都已成
了黑白的旧日时光。

远处，鹳雀楼下黄河水静静地流
淌，金黄的河岸滩涂冲刷出一道道凝
固的波痕，似乎依旧在无声地吟唱着
俗套的人间情男怨女。

不论到什么年代，爱情依然是人
们生活和追求的主题。

诗思禅心共竹生（国画） 连俊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