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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异地终团圆
邢 舟

    双十一的傍晚，香港起风
了。我坐在前往香港机场的巴
士上，心情格外复杂。机场上空
原本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起
降，如今减少大半。往昔熙熙攘
攘的接送机大厅静得听得到电
话铃声。原本一年不知道要来
多少次的机场，疫情之下，我竟
然已经两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不远处的这个熟悉的身
影，让我内心激动起来，我小跑
着迎上去，紧紧抱住了他。和最
近常出现在新闻中因为不能通
关而被迫相隔两地的故事一
样，我们家也经历了这样艰难
的日子。白驹过隙，两年过去，
再见面时，人到中年的先生两
鬓明显多了白发；而年幼的儿
子们，个头高了许多，脸上的稚
气也渐渐退了，先生感慨，孩子
们用词说话都要听不懂了。唯
一不变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那见到父亲时的灿烂笑容，足
以扛下所有的苦与累。

先生上一次在香港长住，
已经是六年多前的事了，而那
一次也只是几个月的停留。那
时我们刚刚喜得一对可爱的双
胞胎。对于习惯异地恋的我们
来说，这似乎才是婚姻挑战
的开始。记得还在孕期，因
为先生有工作在身，只能靠
家人轮流在香港照顾我。而
因为早产，孩子的黄疸指数
一直偏高，月子里几乎隔三差
五就要往医院跑，人手奇缺根
本照顾不过来。这时候才开始
有所感悟，为什么老人家常说：
无论多难，一家人一定要在一
起啊。

我和先生从十年前谈恋爱
开始便是异地，我独爱香港，
先生也舍不得杭州的工作。刚
开始我们都不觉得是问题，倒

是我们身边朋友常开玩笑说我
们这叫“上演韩剧”，被美好的
理想和爱情所迷惑，假装没见
到现实的骨感。我们不以为然，
毕竟距离产生美。然而孩子的
出现，大家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团圆便成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孩子一天天长大，上学前，
我又带他们回到了香港。原本
是先生每月飞来团聚，然而随
着疫情的出现，这样的探望成
了奢望。一个月、半年、一年，情
况都没有好转。香港一直不通
关，相信有很多两地家庭都面
对我们这样的难题。两年说起
来很漫长，但是看看孩子们成
长的照片，也就是眨眼的事。谁

能想到连拍一张全家福都能成
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如果
父母不得不错过子女成长的这
个阶段，当中的得失根本不是
金钱可以计算。

记得前些日子看过一篇文
章，是讲一对年轻情侣，一个在
香港、一个在深圳，因为各
自都有工作，封关两年都见
不到面。终于费尽心思，争
取了一次隔着中英街相见
的机会。你在这头，我在那

头，虽然只能相望、站着聊天甚
至连手都牵不到，但他们还是
很珍惜这样见面的机会。那时
候很多网友留言，说不理解他
们为什么不能见面呢？可以请
假或者索性辞职去另一个城市
相聚就好了。我们倒是非常能
理解，人生有多少无可奈何啊，
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未必能
得偿所愿。

挣扎之下，先生还是决定
放下杭州的工作，来香港团聚。
懂事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激
动地在沙发上手舞足蹈，大叫
“今天是我六年来最开心的一
天！”我们听得忍不住落泪，孩
子们一天天长大，虽然平日里
他们从来不说，但对于团圆这
件事也有了自己的理解。谢谢
先生的付出，人离开自己熟悉
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并不容易，
一切要重新开始。疫情下，大家
失去的太多了，这难得的团聚，
成了我们全家人最好的慰藉。

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
成全。终于，我们可以把全家福
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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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是从天上派到人
间的快乐使者。这样讲的
依据只有一个，即古今中
外、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
地拥有酒、饮用酒。从某
种角度上来讲，酒可以给
忧愁以化解，给苦难以解
脱，给幸福以增进，给自
在以欢欣，给生命以升华。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
中华美酒，最早的传说是
始于上古，由黄帝发明了
“酒泉之法”。方法是以曲
米加丹药，造成了“汤液
酒醪”。后传仪狄
造旨酒，杜康造秫
酒，世代传承发展
乃成。从典籍记载
看，黄帝是中华人
文初祖，仪狄是帝
舜之女，杜康是夏
国之君。仁怀茅台
酒博物馆有文字
载：“酒始于智者，
后世循之，以之成
礼，以之养老，以之
成欢”。
《诗经 ·大雅》

载：“清酒既载，骍
牡既备。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
《小雅 ·鹿鸣》载：“我有旨
酒，嘉宾式燕以敖……我
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
心”。所以，自古以来，酒
就具有诸多妙用，可以祭
祀，可以享用，可以宴乐，
可以成欢。饮酒可以给人
带来奇妙的欢乐。

酒为文化，就小的方
面说，可以给人快乐；就
大的方面说，可以观照人
生。在人生这篇大文章
中，生、老、病、死；成、住、
坏、空，不离须臾。所以，
常常需要美酒给予抚慰

关照。曹孟德在《短歌行》
中慨曰：“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
多。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日常生活中不如意
事常十之八九，有美酒佳
肴作伴，可以释放压力，
超越解脱。唐人王维在
《酌酒与裴迪》中吟道：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
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
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
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
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

不如高卧且加餐”。
说透了人情冷暖，
世事艰难，好在有
美酒可慰藉，不如
酌酒以自宽。尤其
是陶渊明作的《饮
酒》二十首诗与苏
东坡和其韵的《饮
酒》二十首诗，时显
时微、时深时浅地
将人生的况味，饮
酒对人生的安顿，
表达得谐通佛道之
境。如陶公《饮酒》
诗曰：“宇宙一何
悠，人生少至百（其
十五）”“衰荣无定

在，彼此更共之……寒暑
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
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
一觞酒，日夕欢相
持。（其一）”这就将
宇宙天道、寒暑荣
衰与人道人生、诗
酒相娱都串联在一
起，以酒达成心会与欢持。
苏公在《饮酒》诗里更将人
生超脱与饮酒解脱打成了
一片。如“醉中有归路，了
了初不迷。（其一）”这些诗
句都体现了借美酒引人入
道，醉中参生灭、去欲身、

明空洞、了不迷的关照，是
至性至情的解脱升华之
道。
在人生诸美中，美酒

与诗歌，各擅其长，本应各
美其美。但诗与酒的关系
尤为特殊，堪堪如孪生兄
弟。诗自诞生起，就与酒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美美与
共、相携同生。酒不期然注
入诗里去，诗不自觉吟入
酒中来。正是“一曲新词酒
一杯”（晏殊《浣溪沙》）“还
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
（李白）中展开的妙趣了。

在古代，祭祀必用酒，
必颂词；宴会必用酒，必兴
歌。而诗的前身是歌，是用
来颂唱的。诗酒在这种长
期凑泊应合中，酒的兴奋
灵感优势发挥出来，与诗
歌的自由浪漫相互促进。
在酒精荡漾、身心放松、精
神愉悦的状态中，演绎出

了诗酒鸣谐、超达
旷逸的幸福人生。

我们以诗为
证。其一，“取兴或
寄酒，放情不过诗”

（白居易《移家入新宅》）表
达了一旦从酒精的兴奋中
提取到诗的兴味，激情的
诗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其二，“俯仰各有态，得酒
诗自成”（苏轼《和陶饮酒
二十首其一》）描述了要从
俯仰有态的万物中寻找诗
情，若得美酒相助，诗句就
浩浩汤汤、豪情万丈地涌
现出来了。如杜甫所言，李
白是真正可以“斗酒诗百
篇”的诗人。“一瓮醍醐待
我归”（白居易《将归一
绝》），醍醐，也是美酒的爱
称。以醍醐冠酒名，隐喻了
灌顶开悟的含义。所以，酒
还可以提升人生的维度，
不仅可以“与尔同销万古
愁。”（李白《将进酒》）还可
以达到醍醐开悟，自由自
在、了了分明的状态。诗人
杨乘曰：“酒肠堆曲糵，诗
思绕乾坤。”

诗酒二美共美，由酒
曲从内在发酵，让诗情诗意
从内而外勃发，最终充满了
天地乾坤。难怪白居易说：
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

今昔施家桥
刘湘如

    在苏北行走，顺淮河
浏览，目睹京杭大运河的
气势，领略河流纵横的水
域风光，面对白浪翻腾、鸥
鸟翱翔的淮河流动的场
面，我都曾心神激荡，赞叹
不已。
到了苏北大地的另一

个地方，面对一块普通的
凹地，浅浅的芦荡，我又一
次被迷醉了。
严格地说，这片芦荡

没有多少
特色，它
不像孙犁
笔下的白
洋淀，那
儿是一个芦苇的世界，白
茫茫的水面上一个苇塘接
一个苇塘，摇着船儿进入
芦苇深处，便可以看见大
小不同的淀子，还有那纵
横交错的壕沟、港汊，淹没
在苇草的“海洋”里……这
里，有的只是一个浅浅的
荡子，飘泊的芦花。然而，
我的感情却被这不起眼的
芦荡牵制着，不是迷恋荡
中芦苇潇洒淡雅的清姿，
也非怜惜那脆弱无力的细
长的一片苇秆，而是因为
这片荡中曾经生活过一位
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这片芦花荡，实实在

在，原本的名字叫施家桥，
又叫施家三桥，它徜徉在
苏北兴化县，可谓大名鼎
鼎，它是《水浒传》的作者
施耐庵长期生活的地方。
当地乡民告诉我：当年，施
家桥的芦荡比现在要大出
几十倍，一望莽莽苍苍，秋
日芦花无际，四野茫茫，施
耐庵就住在这芦荡深处的
一个墩子上。
如今，墩子早已变成

一块滩地了，但我站在芦
荡前，仿佛依然看见那位
文学巨子，隐匿在墩上的
一间草屋里，把笔倾泻不
朽作品《水浒传》的情景
……传说有一个深夜，施
耐庵写作困倦不堪，走出
墩子，脱下鞋袜，在荡子里
走了一圈，忽然灵感来了，
想到这秋风瑟瑟的芦花
荡，正应该是水泊梁山英
雄们出没的好地方，于是
回到家里，提笔写了《吴用
智取生辰纲》一段。那“芦
花滩上一扁舟”“深巷水
汊，芦苇草荡”的荒疏景
象，也就在施耐庵的笔下

生 起 花 来
了……

我 在
芦 荡 四 周
的村庄，寻

找施耐庵生活的足迹，渐
渐地，那菱藕成片、稻香鱼
跃的水乡景致，便把我愈
引愈深。在昔日以贫穷著
称的施家柳桥，如今已是
楼房林立，也号称鱼米之
乡，加上这里的河网发达，
水电畅通，现代化的乡村
生活条件优越，号称新农
村标范。

历史上，这里每年只
收一季作物，因水涝旱灾，

农民每年
汗 流 浃
背，收获
无几。那
情景正像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所写
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
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
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如今，这里“农夫心内”再
也不会“如汤煮”了，而是
一年三熟，家家丰衣足食，
村村马路纵横。施耐庵当
年在书中憧憬过的“霎时
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
古路”的情景，已变成了神
话般的现实了……
在施家三桥的板桥新

村，我见到了施耐庵的第
二十三世孙施恂金老人，
他已经八十高龄了，依然
结结实实，腰板硬朗，谈起
话来有条不紊。他领我参
观了自己的新居，一幢两
层楼别墅般建筑，装潢精
致，摆满了各色时髦家具。
他的儿子、孙子都能独当
一面，重孙子也都上大学
了。回忆往事，他感慨地
告诉我说：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带住着施公的后代百
十户，除一两户人家不愁
衣食，其余的都像施公当
年在世一样，穷得叮当响。
施耐庵的十八世孙、十九
世孙、二十世孙，都是在下
江南逃荒要饭的途中饿死
的……

听着老人的介绍，我
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感慨，
想起当年施耐庵以一介清
贫的寒士潦倒村中，一生
幻求“人乐太平无事日，莺
花无限日高眠”的时光，而
他的美好愿望居然在以后
的二十多代都未能实现。
只是在今天，在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那
写在《水浒传》中的愿望才
慢慢变成了现实。我想，如
果施公在九泉有灵，他一
定会高兴得赞不绝口！
傍晚时分，我来到施

耐庵当年设馆教书的白驹
镇，这是一个小巧而美丽
的集镇，坐落在一衣带水

的范公堤上，串场河像一
条碧色的玉带，环绕在小
镇的身边。不消说，如今的
小镇也已是商品林立，百
业繁兴的新景了。全镇上
百家商场和企业，在搞活
开放的政策下，办得红红
火火，这里生产的许多产
品畅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和
乡村，其中有的工艺品甚
至远销到世界许多国家。
作为水陆交通的要道，它
的经济活跃和欣欣向荣的
万千景象，远非施公当年
在世时所能幻想出来的。
尤其是遍布于全镇的中小

学教育阵地，那终日溢荡
着的琅琅的读书声……如
果今日施公重归博物馆，
他一定会捋须畅笑、喜不
自胜吧？

告别了施家桥，放眼
浏视那一片浅浅的芦花
荡，我不禁想起当年施耐
庵最为欣赏的那首友人顾
逖的赠诗：此间不是桃源
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啊，耐庵公，你在九泉
之下应该高兴：你栖身的
那片荒凉的芦荡，此刻正
向你深情地述说历史的巨
变呢！

责编：杨晓晖

    明天起
请 看 一 组
《顺应天道
话冬藏》，责
编龚建星。

秋
色
尽
染

（中
国
画
）
沈
舜
安

二
十
一
节
“生
命
教
育
课
”

汪

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
自 2020年 2月 7日出征武汉，在医院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医疗队临时党支部按
照“支部建在前线，党员攻坚在一线”的
工作部署，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广
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带领
医疗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心理恐
惧，很快适应了武汉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顺利开展各项临床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向党和国家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这场疫情大考触发的关于人生、
信仰、责任等主题的终极拷问，引向知
识、肉体与精神等无尽的对话。这本书，
可谓是上海整建制出征的第一支医疗队
成员在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后，沉静积
淀的 21节“生命教育课”。在这里，我们
能感受信仰和坚持的力量，思考责任和
情怀的内涵，体悟远行和志向的担当，读
懂信任和榜样的意义，明晰专业和执着
的重要。这 21节课还蕴含着青春的活
力，亲情的浓厚，艺术的气息……翻开书
卷，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感同身受后，寻找到心中
的“诗与远方”。

医者，不负医学初心、肩负医学使命，坚守本职岗
位，在临床工作中，建立制度，优化流程，将“安全、细
致、规范”的救治原则贯穿于医护整体工作当中，用行
动捍卫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最后，感谢所有参与这场抗“疫”斗争的每一个平
凡而伟大的你！（本文为《人间值得———来自上海中山
医院的二十一堂生命教育课》序一，标题为编者拟。 上
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出版）

漫步时光
陈志艳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漫步
的好去处。在这附近住了好
些年，想不到在车水马龙的
大道旁，有这么一个僻静的
所在。其实就是在那座车来

车往的大桥桥栏边，有一个不起眼的豁口，匆匆赶路的
人是留意不到的，沿着台阶走下去，却是一条安静的河
流。顺着河道进入，顿觉时间在这里慢了几拍。
河面宽阔，两侧都用泡沫浮格种植着洋水仙、芦苇

等水生花草。我沿着岸边的人行步道前行，夜晚的河流
像一面墨玉镜子，把两岸高楼的灯光、走动的人影、天
上的星光全部搜罗其内。“嗖”的一声，一只水鸭子披着
夜色，从低空掠过，静悄悄地钻入芦苇丛中，想必那里
有它温暖的窝巢。过了一小会儿，又有一只水鸭子飞来
会合，却在半空急转方向，警惕地飞向河道另一侧，直
待我走远了些才放心飞回。
漫步河边，抬头看白色的月亮悬于深蓝的夜空，又

用它银色的脚走到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在这蒙着水汽
的夜色中，我仿佛看到瓦尔泽在对岸走来，漫步贯彻了
他的一生，对他而言可谓是一种诗意的驻足。他有一双
能倾听万物吟唱的耳朵，尽管遭遇了命运的流放，他仍
然说，“能置身人间烟火是何等的快乐！”瓦尔泽在月光
下，迈着平静的步伐远去了……
喜欢漫步的，还有亚里士多德，他的哲学学派有个

名字叫逍遥学派（Peripatetic Philosophy，字面意思为
“漫步哲学”），“漫步”一词源于动词 Peripateo，在希腊

语里是“我去散步”之意。
在漫步式的探寻中，亚里
士多德促成了智性的进
步，哲思如同深泉之水汩
汩涌出。他说，多数人认为
幸运是天生的，但是一个
幸运的人不论在道德和智
力上有多大的缺陷，都仍
旧是神的宠儿。生命本身
就包括拥有主动理智，幸
福是可以筹划的，幸福要
求实现人的各种潜能。我
从他学到了实践的智慧。
思想就是灵魂的一场

漫步，是一段从现实出走
的短暂旅行。在这里天穹
有一种无声的语言，半轮
明月向大地洒下银色的光
辉。夜晚蓝色的羽翼拂过
大地，在香樟树的阴影里，
在绿树枝头，可有遗忘之
物，召唤那些远离故乡的
人？此刻万物静默如谜，在
漫步中如花慢慢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