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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春日时节， 如果无法去
到远方，是否可以欣赏身边或者近处
的春色呢。 每个人都有心中属于自己
的“春”。

昨晚住进这间“云桢”民宿，没期然
遇见春天庞大的百鸟唱鸣。

开始是几声零星的鸟鸣，叽叽喳
喳，叽叽咕咕的，有如微风拂过房顶，间
或几枚树叶飘落在瓦片上的声音，又或
如竹林里笋壳剥落坠地的细小
的摩挲声。

这样的早晨，仿佛一切都若
清新的嫩叶在舒，在卷，也若小
溪在滴答，在叮咚，或若泥土在
一呼，一吸。一切顺理成章，一切
都慢，是炊烟腾起的那种慢。

我知道，这绝不是在城里，
因为城里太密实了，风吹不进，
雨泼不进，气跑不畅，每个房间
都有严严实实的窗帘罩着，每条街道都
有高高的楼房挡着，每条大道都有唰唰
的汽车声充塞着，即便偶尔在行道树上
能听到几声散乱惊慌的鸟叫，也不真
切，晃晃悠悠的。只有在乡村，在这样纯
净的清晨，才能听到如此纯粹、透明的
鸟鸣声。

继而鸟鸣声略有杂乱，间或有主人
家饲养的小金毛的呜呜声，还有几声粗
喉大嗓的公鸡打鸣。这些似乎都无法挤
走和谐的鸟鸣声，它们只是在大合唱中
添进了小过门儿，一滑而过。

我披衣下床，靠近窗前，有微风吹，
有树叶吹落到木楼梯上。楼梯通向楼上
会客室，会客室摆有一个简单的布沙发
和一张木根大茶具。阁楼上开有一扇
窗，不大，人去的少，家燕倒是经常光
顾，飞进飞出的，搭窝，喂崽。这是一处
纯民房改建的民宿，保持了原汁原味的
民房风味。昨夜，与几位文友在阁楼上
喝大叶子茶，浓，香，醇。四周静极，说话
声从篾壁缝中漏出，落到屋后树叶上，
风吹树叶飘，叶落青瓦响。唉，如此安静
的日子太少了，大家都觉怅然。

推开阁楼小窗，探身望出去，这是
一条撮箕形的小山沟，民居在山腰，鸟
鸣声从房前屋后四围而合过来，我仿佛
处于大海的漩涡之中，鸟鸣声一波一波
地来，又一叠一叠地去，再一浪一浪地
涌，满山满坡都是，东边过去，西边又
来，我已然把持不住自己了。

我从楼梯上下来，正房左边一内小
天井，有印花布窗帘垂落地上，没拉严，

春光无孔不入，鸟鸣无孔不入，从
天井四周玻璃外围的一圈栅栏上
钻进来，从栅栏上的藤蔓植物间
钻进来，与花草纠结在一起。
突然，鸟鸣声再次激越，似

一粒粒豆子，在铁锅中用柴火爆
炒，哔哔剥剥响个不停。但凡在
乡村待过，都能从这些繁复的和
声中，准确地听出哪些是画眉儿
在叫，哪些是麻雀在叫，哪些是

斑鸠在叫，哪些是绿豆雀儿在叫。麻雀
儿叫声细碎，黄豆子雀儿尖锐，画眉儿
啁啾，斑鸠叫声咕咕，与鸽子叫声类似。
那么多的鸟叫声一齐混响，就如一台大
型舞会的混合音响一般，在田野的大舞
台上浩大无边地演出，我相信这世上应
该还没任何一部交响乐会有如此大的
声势和魅力，会有如此完美的演奏与激
荡，会有如此的震撼人心。
乡村醒得早，醒得快。拨木门闩的

声音，水桶的声音，咳嗽的声音，狗叫的
声音，还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赤脚踏
上青石板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在沟里
很响，渐渐响过那刚歇下来的鸟鸣。其
实鸟鸣声还在，只是被这些嘈杂的声音
压下来，就如大海退潮后，只留一望无
际的沙滩，还有沙滩上到处放置的巨大
阳光。
复归宁静和安详后的村庄，并未影

响春天的春意盎然。
若将二十四史翻

得仔细些， 那类故事
还能寻得许多， 明请
看本栏。

十日谈
赏春记

责编：殷健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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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弱点之一，
是会放大自己的长处和
悲苦。

所以不要在深夜痛
哭，而是想办法睡觉，打

坐、喝酒或者直接吃药，反正要想办法睡
着，因为第二天还有事情要完成，没有人
可以分担。

年轻的时候觉得深夜痛哭不算矫
情，现在的感觉还是太过文艺。

还是经的事太少，所以疼惜自己。
有一次，我在医院排队等拍片子，很

久很久排不上。我旁边坐着一个面色苍
白的中年男人，跟我等了一样久，我小声
问他陪的人，答是膀胱癌。在医院就是等

待这一件事，足以摧毁人的所谓钢铁意志，所有的人无
论男女老少也无论得了多重的病，都必须无尽地等待。
还有一次是在手术室外面等待，看见推进去的病

人一个接一个无眠无休，不知道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换
班的，只觉得是一条流水线没有片刻的停歇。
终于等到病人出来，各自的陪人各自忙碌。但是那

条无声的流水线就像永动器一样无头无尾。
下班的时间已过，我还在医院的收费窗口排队等

待。收费小哥非常年轻，感觉他在斗室里坐了一整天已
经扛不住了，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面色泛红直冒虚汗，
可是态度很好还是轻声细语。
谁不知道熬夜有损健康，可是有太多的工作岗位

本身就是通宵达旦的。尤其是记者，任何事件的新闻性
都来自赶稿，所以熬夜是常态，如果再碰上洪水、地震
等重大事件发生，有谁会提睡觉的事。
人生必须经历的考验是：担过责。求过人。被深深

地辜负过。还有就是经历过漫长到看不见希望的等待。
所以不要在深夜里痛哭，人生就是一个扛事的

过程。
永井荷风说，“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每个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不哭不闹，不谈人生。

폝쏀죋·쾷듰폑죋훊틉뛠뗘붨짨택쿐힡햬쟸
张尧忠

    碧溪润地云山莽，野外春潮涨。 百千公里建平台，

汝言钢柱水泥堆，梦招财。

莫嘲浪费良田巨，总有资源贮。 竞来温饱再寻求，

可探天外去神游，啃星球。

防 周伟民

    防，最早的古义，是防水的堤坝，左
边是个“阜”字，原义为土坡，右边一个
“方”字，不仅取音，还缘于土坝多为方
形，比较稳定，扎实之故。后来，古人为了
抵御敌人的侵犯，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
用土垒成城墙，为了抵御东南西北四方

来敌，城郭一般都是四方形的，防的
含义有了拓展，城市的防卫，又称为
“城防”。对敌人的抵抗，又称为“防
御”。预先做好防御的准备，就叫做

“预防”。四面高墙，城门紧闭，应该是“固
若金汤”吧！但是，守城的
人，斗志垮了，人心散了，
城池就难免被攻破！难怪
人们经常感叹：“防不胜
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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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词《玉蜻蜓》脍炙人
口，早在清乾隆年间就风
行民间。如今五十岁以上
的人，即使不听苏州评弹，
不知道《玉蜻蜓》，至少也
听说过“庵堂认母”
四个字。《玉蜻蜓》
的故事情节曲折离
奇，委婉动人，富有
人情味，你不由得认
为它跟其他话本小
说一样，是虚构出来
的。其实它描述的
是真人真事，人物，
情节及地点都有根
有据。

故事开头是苏
州首富金贵升与妻
子金大娘娘发生口
角，负气出走，信步
走到虎丘山背后，在
山塘街席场弄的法
华庵，邂逅年轻美貌
的尼姑三师太。两
人“一见倾心，开了并蒂
花”（评弹唱词）。金贵升在
庵里滞留数月，沉湎于爱
情之中。后来三师太腹中
有孕，不料金贵升却一病
不起。临终前留下玉蜻蜓
一枚及贴身汗衫，并在汗
衫上题诗一首，作为证物，
拜托庵里老佛婆在三师太
分娩后把婴儿送到金家。
金贵升死讯对外不能声
张，只得将其尸体置于荷
花缸里，在庵堂后院埋了。
三师太分娩当天午夜，老
佛婆遵照金贵升嘱托，怀
抱婴儿乘着夜色出门。她
走到山塘，却在桐桥堍遇
到看夜戏回家的豆腐店老
板朱小溪，而偏偏此时婴
儿开始啼哭。老佛婆慌忙
之中在桥旁丢下婴儿。婴
儿被朱小溪捡走，从此改
变了婴儿的命运，直到十
六年后考中解元，庵堂认
母，才得回归金家。
那么，历史上真实情

况如何呢？故事发生在明
朝，情节一如弹词里叙述
的那样，只是金贵升与尼
姑三师太志贞的儿子元宰
考取解元，认祖归宗后，不

但得中状元，当上宰相，还
是万历皇帝的蒙师，传为
佳话。另外，金贵升本姓
申，那状元名申时行。评弹
前辈周玉泉的话本《玉蜻

蜓》提到，1963 年
苏州木渎香雪大队
在平整土地时，发
掘出三师太的墓
穴，棺材里头就有
一枚玉蜻蜓。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语音学教授申葆
青，正主持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星
期日英语》节目。她
在一篇文章里提
到，她祖上有个“风
流尼姑”，即《玉蜻
蜓》里的三师太。

至于弹词脚
本，民间说书艺人
在传唱《玉蜻蜓》过

程中，势必进行一定的艺
术加工，使之充满悬念，故
事更加丰满，但人物地点
等俱存其真。那么，故事主
人公明明姓申，弹词里怎
么让申贵升改姓金呢？根
据评弹前辈周月泉的话本
开头所说，民国初年南京
有个警察厅长申春江是申
家后人。一天进书场听书，
当时正好在说“云房产子”
那回书，得知自己祖上宰
相是尼姑的私生子，觉得
说书艺人在传播他祖先的
绯闻，丢了脸面，勒令禁止
演唱《玉蜻蜓》。评弹艺人
只得把申贵升改姓金，继
续传唱不衰至今日。
近代书坛最早传唱全

本《玉蜻蜓》的，当推苏州
评弹前辈周玉泉，他在上
世纪二十年代即以弹唱
《玉蜻蜓》驰名。后来评弹
一代宗师“蒋调”创始人蒋
月泉拜周玉泉为师，也以
传唱《玉蜻蜓》蜚声书坛。
1996 年蒋月泉带领弟子
秦建国等人专程到苏州，
寻访《玉蜻蜓》故事遗迹，
此举由苏州电视台跟踪录
像，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
料。他们来到虎丘山虎丘
塔背后，找到山塘街，跟当
地年长居民一聊，才知道
那里原先的河已经
填平，上面盖了民
房，桐桥也不复存
在，更无论席场弄
和法华庵了。有个
长者给他们指点哪里原先
是桐桥堍，哪里是朱小溪
的豆腐店，当年庵堂老佛
婆把婴儿随手放在哪个位
置，等等。蒋月泉说，其实
当初老佛婆根本不必在惊
慌之中把婴儿弃在桥旁，
结果被豆腐店老板朱小溪
抱走。再后来豆腐店毁于
火灾，朱小溪发疯，他妹妹
朱三姐把婴儿以一百两纹

银卖给微服出访的苏州知
府徐上徵，婴儿取名徐元
宰，致使婴儿命运一波三
折，要等十六年后考中解
元，详明诗句，庵堂认母，
才得认祖归宗。不过，说到
这里蒋月泉话锋一转，风
趣地说，如果老佛婆直接
把婴儿送到金家的话，那
咱们评弹艺人就没有书可
说了。
由此可见，人生无常，

尘网牵缠，世缘环环相扣，
不可思议。当年多亏金大
娘娘跟金贵升拌嘴，致使

金贵升离家出走，
多亏金贵升信步踏
入法华庵，与尼姑
三师太一见钟情，
也多亏老佛婆惊慌

失措把婴儿弃在桐桥堍，
被朱小溪捡走，才成就了
《玉蜻蜓》那样凄婉曲折的
故事，不但被评弹艺人传
唱，还被越剧京剧等地方
剧种吸收改编。不夸张地
说，就是这样一段风流韵
事，大大地丰富了各种地
方戏曲，赢得几代人赞赏
叹息，这是金大娘娘和金
贵升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春雨树阴 （中国画） 沈舜安

金灿灿的迎春花
万伯翱

    2月 14日情
人节，也是北京
去年入冬以来第
七场大雪天气，
在这个典型“风
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
早春二月, 清晨是大朵的
雪花飘扬，不久又变成细
雨霏霏，转眼又降成雨雪
混夹了，到下午四五点钟
竟还露出太阳微弱的脸。
电视台还报道半夜最低气
温为零下九摄氏度呢！但
就在这雨雪天里，我仔细
观察了中国体育报大楼高
大杨树下一排排顽强生长
着的迎春花，她们枝条变
柔软些了，大米粒般大小
在枝条上成对的红色花芽
竟然开始变大，呈八字形
开始往外膨胀了，前些日
子还紧贴长枝缩小为小米
粒而自保过严冬呢。她应
该感知立春后天天变化着
的春的气息，过去文人墨
客都说高大的柳树、玉兰

和不显眼的小草先报春，
难道我眼前这一排排迎
春花的枝条不是报春的信
息吗？
宋诗中有一首描绘迎

春花：
覆阑纤弱绿条长，带

雪冲寒折嫩黄。迎得春来
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
看来迎春花，别看花

小色单，枝株长不成大树，
没有明显的主干，她只是
属多年生木犀科落叶灌木
植物，但这位宋朝诗人却
如此盛赞她：迎风击雪中
迎来春色满人间；她不是
满足自己有多少花容月
貌，而是为了迎候百花姹
紫嫣红开遍大地时她在丛
中笑呢！有文章称她和梅、
山菊花并称“雪中三友”，

有的把水仙也并
入称为“四友”，
但并未见过野生
水仙还能经风
雪，在下只见过

不少国画家画过山下石旁
的水仙花而已。

一周后迎春花暗红色
的鳞片就晕成淡红泛绿
色，花芽明显开始萌动了，
此时依仗植物顶端生长的
优势，叶芽冲破鳞片束缚，
冒出两片嫩叶为迎春第一
尖兵。到二月底三月初，她
吸取天地精华，金黄的蓓
蕾形成了花瓣，伸展出眉
眼和腰身，绿叶伴随着花
前花后冒出, 金黄的花瓣
为四瓣、五瓣、六瓣居多，
大片金花迎风招
展, 迎着寒风和春
光笑迎大好春天
了。三月中旬开始
进入盛花期，此时
她已是翠条千百黄花万
朵，点点闪闪金光中春光
无限明媚，花期竟然也有
四五十天呢！别看她长不
成树，也成不了林，她的寿
命可到八九十年甚至百岁
之长呢。冀、鲁、豫、甘、陕、
川、滇及世界屋脊西藏等
地都开遍迎春花。

谁能指出春风下金线
般的千万柳条和迎春花谁
占先呢？我难分伯仲。

迎春花在生长环境良

好的中州鹤壁被首先命名
为市花，在阳光和沃土中
那里每一丛可达好几平方
米，百亩千亩的种植园区
中，放眼盛花期已成为满
眼黄金甲的汪洋大海了。

她不仅仅是百花
园中的佼佼者，也
是李时珍“本草纲
目”中治疗人类清
热解毒和活血止

血的良药。
山东烟台乳山人氏著

名老作家冯德英，他的成
名作是《苦菜花》，大获成
功后，在周总理亲切鼓励
下，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
年又奋笔疾书完成了大作
《迎春花》。迎春花芳名雅
称“黄素馨”，在故里胶东
人俗称她为“金腰带”，迎
春花因此远播九州。当然
作家是借家乡山区的山山
水水一草一木和让作者长

泪不止的亲眼所见的英雄
儿女，美喻迎春花之不畏
风雪严寒，是坚不可灭的
花种；而借此芳名写照了
有血性的热土故乡齐鲁大
地英雄人民不畏环境险
恶，不畏日伪强敌淫威，最
终迎接全国人民伟大胜利
的烽火故事。这正是中国群
英谱中一些英雄儿女谱写
的《迎春花》的真实写照！

粉碎“四人帮”后，这
位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重
新点燃了创作激情，打开
了尘封的稿件和素材，再
次深入山区的生活，前后
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终
于完成了心血之作迎来了
傲霜迎冰的《山菊花》。冯
德英这三花文学创作，中
外出版发行近千万册。迎
春花让我感受如斯，做小
文以记之。

青山入座烟雨山前

缪贞谊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