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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去表舅家做客，还是在两年前的
“五一”。

当时，表舅在邀请的电话中一再强
调，他家的小院获得了市级“美丽庭院”的
光荣称号，那时春景正好，让我无论如何
也要抽空回乡下走走，并且要陪我好好干
一杯。
表舅家的小院可不小，放在城里绝对

是一个超级大院子。乔迁新居的时候，我
去表舅家贺喜，虽然当时院子里只修通了
一条院门到堂屋的主路，路两侧还都是散
放着瓦砾的泥巴地，但我当时就对他家院
子占地面积的奢侈发出了一番惊叹。时间
过去了好几年，平时我们都各忙各的生
活，电话联系都是有事讲事，偶尔见面也
总是匆匆忙忙，我也确实想去和表舅好好
聊一聊，尽情喝一杯，顺便再看看那个印
象中大而空旷的院子到底被修整成了一
个什么样的“美丽庭院”。

一路畅通，车子平稳地停在了表舅家
的院门前。走下车的那一瞬间，我就被院
门两侧的蔷薇花震惊住了。准确地说，那
是两堵蔷薇花墙，本是栅栏的院墙被蔷薇
花攀得严严实实，成了两堵彩色的花墙。
那时，正赶上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密
密匝匝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小的拳头，铆足
了劲向上举着，似乎在为春天呐喊助威；
就像是幼儿园中的孩子，挤在一起仰着
脸，对着春风咧开嘴笑。“朵朵精神叶叶
柔，雨晴香拂醉人头。”那一刻，我真的陶
醉了，连忙拿出手机拍照，并以花墙为背
景，来了一通自拍。
然而，这只是表舅家院子的一个封

面，院内的景致更精彩。进到院中，便恍然
走进了一座精巧的园林，院中有佳木有繁
花，错落有致；有秀草有奇石，相互点缀；
有山茶与海棠共语，有金桂与银杏伴舞。
海棠和樱花已过了花期，有了一点夏木阴
阴的意味，而月季开得正艳，花朵硕大，显
得热情奔放，精神饱满。院墙边的几株紫
叶李已开始挂果，绅士般默立着，风一过，
隐藏在深紫色叶丛中的嫩果便探头探脑
地四处张望……东南角，有一小片水池，
水面上几片睡莲静卧，睡莲下几尾锦鲤游
弋。水池的边角处有几弯小巧的折桥，上
面是一座飞檐的亭榭。因为院子面积很
大，所以还开出了几畦菜地，葱蒜与韭菜
长得精神抖擞，生机勃勃。真是一座不错
的小院，我觉得不光是春天，夏天、秋天、

冬天，这里都会有不错的景致；不仅是平
日，风来、雨来、雪来，这里都能找到最佳
的观赏点，真的无愧于“美丽庭院”的称
号。表舅说，这些都是大军子在网上找人
设计的，花费了不少心思。大军子是我的
小表弟，上学读书时不太上心，但闯荡社
会后就显得特别精明和能干。表舅没有忘
了向我展示那块红绸覆盖下的“美丽庭
院”的牌匾，那是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明
办、市妇联等几家单位联合颁发的，表舅
抚着牌匾自豪地说，看看这档次，多棒！那
语气，那神情，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镇宅
之宝，不由得把我逗笑了。
当晚，清风习习，花香阵阵，表舅把酒

宴设在了小院的正中，立刻便有了“花间
一壶酒”的意蕴，只是绝没有李白当年的
孤寂与冷落。表舅虽是长辈，可只大我一
岁，我们俩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玩伴，所
以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表舅初中毕业没
能升上学，后来便加入了外出打工的队
伍，前些年和儿子一起回乡创业，承包了
几乎全村的土地和好几方池塘，很快便成
了远近闻名的种植和养殖大户。我和表舅
的话题很多，有对童年时光的追忆，有对
贫穷岁月的品味，但更多的是对现今生活
的感慨，对美好乡村的赞美。仅门前的这
条路，我们就感慨过多次，那时在镇上的
中学上学，每个来回，我和表舅都结伴而
行，但每走一趟，我俩都会被累得唉声叹
气，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不堪，真是走
一次怕一次。而现在，这条路早已是车行
平稳，转瞬即达了。那晚，我和表舅唠了很
多话，喝了不少酒。酒至酣处，突然想起李
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的句子“开琼
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
雅怀？”于是便附庸风雅，在手机上写下了
一首小诗：
陈家小院门敞开，四季景致拥入怀。
一畦春韭迎阶碧，几树夏花向阳开。
池中红莲娇又嫩，枝上黄杏摇且摆。

欣逢盛世人安乐，和美乡村逐梦来。
其实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却依然历

历在目。前段时间，表舅又好几次打电话
邀请我一定要再回去一趟，并神秘兮兮地
告诉我：小院有了新变化。倒不是表舅卖
关子吊起了我的胃口，而是我真的想念表
舅家的那个小院了。我知道，这是我内心
最真实的呼唤。我是在乡野中长大的，对
乡村有着深深的依恋，现在的我，虽然不
能像陶渊明那样做到“田园将芜胡不归”，
但却一直“性本爱丘山”。所以，每当我感
觉到生活的劳累值将要拉满时，我就想回
到乡村，我觉得乡村具有任何地方都无法
比拟的净化功能，在其间走一走，静一静，
就如同给心灵洗了个澡，能涤去生活中的
诸多积垢，涤去心中诸多的纷乱与尘杂、
焦灼与苦闷。于是在接电话时，我仿佛就
沉浸在了表舅家的小院中，并马上拟定了
归期。然而人算还得有天算，前段时间，囿
于琐事缠身和案牍劳形，回乡的计划也就
只能一拖再拖，直至从春天拖到了夏天。

终于，我又一次走进了表舅家的小
院。
院中赫然多出了一间平房！以前的菜

畦处，连接到主屋，加盖了一间平房，这显
然破坏了小院原有的布局！面对我满眼的
疑问，表舅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以前
翻盖住宅时，没有想到设置书房，后来感
觉改用哪一间都不太合适，就索性在院中
加盖了一间。我明白了，上次回来时，我就
开玩笑似的给表舅提了一条意见：房屋装
修很上档次，小院环境也绝佳，就是少了
一点文化气息。我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表舅当真了。走进书房，整面墙的
书橱中，摆放的大多都是适合孩子阅读的
儿童读物，也有一些名著和农业科技方面
的书籍。宽大的书桌上，摆放着《安徒生童
话》《伊索寓言》，还有翻开书页的小学课
本，这是表舅的两个孙子的。另一侧，居然
是一本翻开的《平凡的世界》，上面压着一

块放大镜，旁边还架着一副老花镜。哇，表
舅也在读书！
晚宴仍设在小院中。一开始很热闹，

大军子两口子一个劲地劝酒，两个孩子跑
前跑后。之后，他们都撤了，只剩下我和表
舅时，烧完最后一个菜的妗子才有空闲坐
到餐桌边。这两年，表舅家又发展了稻田
养殖小龙虾的技术，收益更好了。妗子对
这些很满足，对能干的儿子和媳妇，还有
两个可爱的孙子都很满意。聊起书房，妗
子插话说，你舅现在想做个文化人呢，前
段时间，镇里成立文联，开代表大会，前庄
老张是代表，你舅不是，你不知道他跟死
了表大爷一样蔫了好多天。妗子的话把我
们逗乐了。表舅端起酒杯深深地喝了一
口，然后很真诚地说，在外打拼也好，回来
承包土地也好，我都办过一些蠢事，现在
读点书，心里亮堂多了，只是眼睛不太好
使了，有的字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不过，
两个孙子都上学了，我给他们做了榜样，
让他们也都喜欢上了读书，这是我最高兴
的事。停顿了一下，表舅又说，我小时候上
学不太行，却非常喜欢读书，但那时没有
书读，现在不同了，网上啥书都能买到，另
外，村里还有“农家书屋”，这么好的条
件，不用可惜了。

一整晚，书，成了我和表舅的主要话
题，这也让我从心底对表舅生出了又一层
敬意。如果说，两年前，小院用美景震撼了
我，让我感受到了乡村的和谐与美好，而
这一次，是小院中的书房感动了我，让我
看到了乡村的未来和希望。我觉得，景美，
只能让我想对这个小院多看一眼，而有了
书房，我一定会对这个小院高看一眼。于
是，我拿起手机，又给表舅发去了一首诗：

半生奔波未惆怅，院中把酒话家长。
喜看花木吐芬芳，乐享农家稻米香。
春秋耕种影匆忙，早晚诵读声悠扬。
待到晚辈英名成，含笑不语对斜阳。
写诗之际，我的脑海中反复闪现着两

个画面：一是我们聊天到夜深时，书房里
的灯还一直在亮
着；二是表舅家的
院角处当时正盛开
着一丛花，那是一
丛攀墙而上、对空
怒放的凌霄花！

表舅家的小院
刘家宝

散散
文文

夏日
阳光炽热渐逝，
如昔日笑语隐入云层。
拨云欲寻旧影，
却只见金黄光辉闪烁。
然而这光辉呀，
随云飘散，难觅踪迹，
只留下心底的炽热余温。

人们亦如光影般离散，
树荫下各自独行，
渐行渐远成陌路。
曾并肩笑语，今伸手难及，
即使努力探寻，
也触不到对方的衣角。

寂静
黑夜穿过夏夜的树林时
一切事物都陷入黑暗
那些喧嚣的蝉鸣悄然沉寂

或许是星子的轻语
悄然取代了它们的喧嚣
夜色如墨，万物轮廓被无形的手
轻轻勾勒

一辆卡车轰鸣着
划破夜的宁静
瞬间照亮了幽暗的树林

在这片刻的喧嚣之后
寂静再次笼罩，仿佛更深沉的思
索
在夜的深处缓缓铺开

隧洞
隧洞连绵不绝
光线仿佛穿透了山的内心
用长长的希望
引领我们走向远方
在隧洞尽头的曙光中
希望如同露珠般轻盈地落在心田
这是我们终将面对的虚无与未
知———
回头看时，世界却在虚无中孕育
出了新生的芽
那是生命最纯粹的惊喜
在空无中绽放光芒

缝隙里的光
于喧嚣的都市一隅
我与自由的小麻雀
共觅心灵的静谧

规律如织的每一天
平凡中藏着最深的敬意
在生活的缝隙中
我以心为炬
把前行的路照亮
每到夜深人静时
远方灯火闪烁
穿越夜色，温暖地抚摸我柔软的
理想

从窗外收回目光
转身之间
书桌上，笔迹斑驳
每一行字的背后藏着无数深情的
目光
我们虽身处不同角落
但心中的牵挂，却如此准时而热
烈

风吹过黄昏
夏日黄昏，风轻轻掠过
携着尘埃起舞

光芒温柔地填补着这片宁静的天
空

南方的雨轻扣心弦
仿佛编织着温柔的词汇
雨丝细腻地轻抚时间的轮廓
绘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雨景

夜色温柔地拥抱了喧嚣的尘世
而我，在这宁静之中
虽无法让万花一夜盛开
但爱却如种子般
在我心中悄然萌芽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黑夜曾无数次掩埋了我们的足迹
但七月的风
带着夏日的热烈与勇气
悄然吹散了心头的阴霾
那些曾经沉默的哀鸣
如今已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无声却异常坚定

好天气
晨曦轻抚，好天气悄然降临，
与心情轻轻交织。
愿有一桩桩顺心的小事，
随风轻舞，悠然自得。
绿意盎然，层层波浪般涌来，
轻轻摇曳，醉了眼眸。

忽而，一声清脆的鸟鸣划破宁
静，
如同天籁之音。

窗台上，坚韧的仙人球旁，
静待那昙花一现的温柔。
我静候那瞬间的辉煌，
恍若生命中最美的奇迹。
此刻，心灵深处似有暗香浮动，
指引前行。

一个黎明的到来
星子投喂河里后
清晨在我凌空的想象里初醒
万物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
轻轻摇曳
步伐轻盈于虚幻的天际线
大地化作倒影是对河的寄语

踩着碎碎的晨光
走到晨光刚刚升起的地方
我渴望最光滑的记忆里
热切期盼一个黎明的到来
树影婆娑的词语就在河边
乘着水面安静下来

我投喂几粒光的碎片
你寂静依偎在我身旁
看一只水鸟追逐另一只水鸟
在涟漪上行走
走着走着，像我们交织的影子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低处
如果铺不开雪原，做一片雪花也
好
同样会被大地拥吻或呵护
不经意间，寒风会把季节绘成凄
美
月光从云后洒下，冷到心扉
静静地伫立时倾听雪落的声音
也让冰霜将自己凝成一个坚韧的
人
在冷寂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温暖
挥动几下寒鸦的翅膀
将雪原引向更低处

一一个个黎黎明明的的到到来来((组组诗诗))
刘国莉

诗诗 歌歌

以我有限的认知，认为在书法界的
星空，夏杰是一颗独特的星星。

他虽年轻，但以艺术才情名动遐
迩，却沉浸于古今书道，其隶书如一首
律动的诗行，侧耳，有“飞流直下三千
尺”的感觉，掩目，有“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感悟；而楷书尽现其才华，如雨打芭
蕉，风起竹叶，无不触动心扉，直指人情
感的神秘处。

故，他的书法作品，绝非寻常墨迹
的搬运，那是他心灵在红尘之外留下的
跋山涉水的印记——— 每一笔都似在诉
说生命深意，每一划都通向那超然物外
的澄澈境界，这或许就是他书法作品的
人文性。
我尝试用心赏阅他的作品，头一分

钟或许汗流浃背，后一分钟却“透心
凉”，导致这种状态，绝对是其作品的内
核：性情！
凡艺术的本质在于抒写心志，而心

志的本质在于感发。以自我感怀为本
体，以感染他人为功用。若论及书法的
感发之力，可追溯至两个维度：一是社
会之维，二是心性之维。社会是得失兴
衰的显迹，是感发产生的土壤；心性是
心灵情志的根本，是感发得以纯正的根
源。擅长社会叙述者未必通晓心性，精
研心性者未必博通社会，唯有二者兼备
者，堪称“自我”。所以书画名家凡涉及
现实境遇的书写泼墨，皆属社会范
畴——— 山川草木、风土气候的呼应，若
能隐喻时事而不拘泥表象，方为善写善
画者。凡触及内心境界的思考，皆属心
性范畴——— 生死变迁、哀乐悲欢的形
态，若能融通有无而不堕虚诞，方为善

“言”心性者。
以我与夏杰的谈心对话，以我揣摩

他的书法作品，以我搜集他的直言片
语：“雨夜最适合写字”“写到没墨方尽
兴”“以字养心”……可以直率地说：他
是善“言”心性者。

夏杰的书法是他人生境界的无声外
化。早些年他的书法，曾透着魏晋之风
与六朝碑版的刚健，如笔墨若春潮滚
动，笔锋若暴雨疾走。然而在遁入“三十
而立”的门槛后，他的笔迹却悄然发生
了蜕变。笔画中那些张扬的锋芒悄然收
敛了，代之以一种圆融内敛的朴素气
质。结构疏朗，墨色恬淡，宛如褪尽火气
的月光，这并非技巧的标新立异，而是
精神蜕变在纸上的自然流露。

马一浮六训弟子曰：“如果不在一
真法界下功夫，不管哪派学问都是空
谈。”他还苦口婆心言道：求学的人只要
做到“敬义立而德不孤”，就不会对自己
的行为产生怀疑，所以说“不习，无不
利”，这才是真实的受用。人们自己不肯
遵循这个道理，白白承受一切身心大
苦，我真是无可奈何。
我们在夏杰的书法作品中，不难看

出，他已“遵循这个道理”了，也就少走“弯
道”和“幽径”，循着书法的大道款款而行。
他于高等院校的书法授课，或是公

益书法讲课，或是为青少年示范书法，
都潜移默化了这一法则，所以，他不仅
送你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还授你一套捕
鱼之法，凡有幸成为他的登堂入室弟子
或是旁听生，都是“不虚”了。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
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文字风格朴
实明净，气象万千，字里行间流露出浓
厚的市井气息和生活情趣，在读者中拥
有广泛的影响力。

我所要说的，夏杰在书法作品“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际，要恪守以
见性忘己之法“破壁”，或许，会在书法
界和普罗大众的世界，都可以“拥有广
泛的影响力”，我们有信心期待，也有心
情等待……

这，也是对未来一代书法创作者的
激励。

从从11992211年年77月月的的烟烟雨雨里里驶驶来来
这这艘艘红红船船载载着着湿湿漉漉漉漉的的黎黎明明
每每一一道道波波纹纹都都藏藏着着火火种种
在在暗暗夜夜里里悄悄然然蔓蔓延延

那那些些溅溅起起的的浪浪花花
是是觉觉醒醒者者滚滚烫烫的的誓誓言言
在在五五千千年年沉沉睡睡的的土土地地上上
点点燃燃了了第第一一簇簇燎燎原原的的星星火火

党党旗旗红红
用用朝朝霞霞浸浸染染的的信信仰仰
织织就就这这面面永永不不褪褪色色的的旗旗帜帜

铁铁锤锤与与镰镰刀刀的的金金色色光光芒芒
在在历历史史的的经经纬纬里里
锻锻打打出出一一个个民民族族的的脊脊梁梁

如如今今，，这这抹抹红红漫漫过过山山河河
荒荒原原长长出出春春天天的的故故事事
每每道道褶褶皱皱里里都都藏藏着着
一一百百多多年年来来的的风风雷雷与与晴晴光光

当当新新生生的的阳阳光光穿穿过过旗旗面面
我我们们听听见见无无数数英英魂魂
在在经经纬纬交交织织处处轻轻轻轻诉诉说说
那那关关于于永永恒恒 关关于于复复兴兴的的
赤赤子子心心声声

南湖红船(外一首)
杨定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
海之一粟”……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
历经岁月淘洗而历久弥新。“北宋中后期文
坛领袖”的名号，苏轼实至名归。《左传》有
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身后近千年，其诗文仍广为传诵，东坡
先生“立言”之实可见一斑。知人论世，拜读
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先生传记小说《有一
种境界叫苏东坡》，我进一步领悟其“立德”

“立功”成就亦不在“立言”之下。
该传记小说还原了一个立体的苏东

坡——— 不仅展现其诗文天赋，更再现他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卓越政绩。在杭
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设病坊；在
密州，他抗击蝗灾，收养弃婴，智取悍匪；
在儋州，他开馆讲学，教化黎民，药材治
病；在徐州，黄河决口，他“庐于城上，过
家不入”。这些政绩也不是简单的“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而是体现了他“民胞物
与”的博大胸怀。冷成金在书中特别叙述
苏轼发明“秧马”助农的故事——— 这位文
豪俯身田畴，改良农具，将文学才情转化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种脚踏实地的
实干精神，与那些只会空谈的文人形成鲜
明对比。他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一样，
都是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

“立功”如是，“立德”亦然。新旧党争
中，苏轼本可凭借文坛声望与王安石的旧
谊平步青云，却因反对新政“一刀切”而自
请外放；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本可凭借

当年反对变法获得司马光的青睐，却又挺
身驳斥全盘否定之弊，再次自请外放。这
种拒绝站队的独立思考，使他成为政治漩
涡中的异类，受到排挤、打击，似乎情理之
中。更令人动容的是，当昔日政敌章惇失
势，其子章援担心遇赦返回的苏轼一旦得
势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父亲，忐忑致书老
师，卧病的苏轼回信宽慰：“某与丞相定交
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
损也。”(《与章致平书》)这种以德报怨的
胸襟，恰是《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的鲜活诠释。众所周知，苏轼书画作
品在当时被视作珍品，可谓价值连城，有
意出高价求字求画的更是比比皆是，可即
便穷困潦倒、忍饥挨饿，苏轼除了在惠州
为当地百姓修桥募捐，从来没有出卖过自
己的字画……孔丘之“仁”，阳明“良知”，
亦不过此！君子大德，熠熠生辉！

“三立”当中，我认为立德是关键，正
因为苏轼绝伦的君子品格，才没有阿附王
安石、司马光，包括后来的同年、曾经的好
友章惇，甚至坚守原则，与他们针锋相对；
也正因为此，他外放地方，为当地百姓做

了很多实事、好事；“没有流过血的手指，
弹不出世间的绝唱。”如果没有经历匪夷
所思的大起大落，又怎会产生刻骨铭心的
人生感悟，创作出传唱千年、摄人心魄的
锦绣华章？有人说：“如果没有曾国藩，清
王朝的命运会提早结束五十年。”而从苏
轼早年在凤翔抵抗西夏侵扰以及后来挫
败西夏太后亲征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变
法之争，没有群小倾轧，没有拒绝、打击苏
轼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我斗胆肯定，北宋
王朝不至于在苏轼逝世后26年就走向覆
灭，而且是以“靖康之变”这样的耻辱告
终。有人说，中国古代出现过两个半圣
人——— 孔子、王阳明、曾国藩。我想说，如
果曾国藩能被称为半个圣人，那么，东坡
先生圣人品质至少介于半个到一个之间。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最珍贵的启
示在于：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天
赋，更在于他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超越。从

“乌台诗案”到黄州贬谪，从惠州流放到儋
州蛮荒，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摧毁常人意
志。但苏东坡却在绝境中完成了精神的涅
槃。于是，在瘴疠之地惠州，他“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蛮荒儋州他
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的诗句。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能
力，正是中国文人最高贵的精神传统。他
用生命实践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的哲学境界。

当代人读苏东坡，不应止步于欣赏其
文学才华，更应学习其处世智慧。在这个浮
躁功利的时代，苏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
的生活态度尤为珍贵；在这个容易陷入极
端对立的社会，他“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辩
证思维颇具启发；在这个普遍焦虑的环境
里，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境界更显
难得。冷成金先生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
苏东坡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一
个可以对话的精神向导。他的诗词文章是
药，能医治现代人的心灵困顿；他的人生实
践是灯，能照亮当代社会的精神迷途。

读《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仰望东坡
大境界，我深切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巨人，
必然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体。
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
一种生命范式——— 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
逆境中坚持创造，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
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大境界，正如他笔
下的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唯有跳出功利得失的局限，才能领
悟 生 命 的 真
谛。东坡境界，
永不过时；东
坡精神 ，历久
弥新。

诗诗与与画画

仰望东坡大境界
——— 感悟《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

汪邦君

夏杰书法探幽
王贤友

摄影/张成林 配诗/张勇

延安，红军自己的家
一个高个子的湖南人
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
开天辟地，指点江山
拨开层层迷雾
迎出黎明的曙色

我们在此歌唱
歌唱灯塔，歌唱信仰
我们在此舞蹈
舞出红光，舞出镰刀铁锤的
光芒万丈

随随 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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