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上波点
安 安

    服装是有灵魂的，传递着你
的内心，散发着你的气息。喜欢波
点，不管何时都是潮流，今年尤
盛。女性的衣橱总要有一件波点
单品，比如衬衫、半裙、连衣裙，或
者丝巾、袜子、帽子、发带乃至鞋。
波点风靡于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时尚是轮回的，今年刮起复
古风，高腰线、迷你裙、蓬蓬袖等
时尚造型比比皆是，而波点元素
更增添复古韵味。上海街头，身着
波点衣饰的女子不时进入视线，
赏心悦目。女人不喜欢撞衫，波点

心头好，选择
各不同。先说

颜色，黑白波点是永恒经典，自带
优雅，不过同为黑白，却有黑底白
点和白底黑点之分，白点、黑点也
有大小之分，不同
组合穿在身上视觉
效果不同，大气，小
巧，活泼，文静，看
你喜欢什么，想要
烘托哪种气质。
今年，波点服饰明显大规模

突破黑白配。以白色波点为例，就
有主色为珊瑚红、橘色、蓝色、橙
色、红色、牛油果绿、咖啡色等，春
的鲜嫩、夏的热烈、秋的浓郁、冬
的深沉，各色波点映衬你的情感

基调。而一系列大小分布不同的
圆形组合，因为色彩变幻的魅力
和自如间距的搭配，有了艺术感，

成为吸引眼球的
景致。

不论是大面
积的波点单品，还
是局部的细节点

缀，只要有波点，整体感觉立刻变
得微妙，波点的灵魂丰富，想要什
么性情就看你怎么发挥，轻盈，优
雅，悠闲，动感，浪漫⋯⋯今年流
行波点衬衫，结合宫廷袖、飘带、
蝴蝶结、褶皱，或者圆领、收腰等
时尚元素，搭配高腰裤、A字裙、

直筒裤等
单品都可
以，下装简洁为宜。波点连衣裙优
雅飘逸，免去搭配的心思，省时省
力，尤其适合职业女性，自带成熟
干练气场，又不乏柔美。
黑白波点半身裙，搭配简洁

优雅的鞋款，更显高贵魅力。波点
长裙尽显文秀，波点短裙活泼灵
动。不想尝试大面积波点，一身单
色系一条波点丝巾也很别致。
此外，头上戴波点发卡、波点

发带，或者足蹬波点皮鞋，抑或挎
着带波点元素的手袋，则会为你
带来别样风情。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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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喜欢辛甘厚味的食物，滋味
越浓烈，心情越舒畅；喜欢张扬独特的服
饰，颜色越鲜艳，青春越飞扬；喜欢宽敞
明亮的屋子，空间越大越欢腾；喜欢高速
快捷的代步工具，速度越快觉得
越“嗨”。
年轻时，喜欢轰轰烈烈，张扬

不羁，烈火烹油，鲜衣怒马，驰骋
人生，唯求人生不负我，爱情不负
我，青春不负我。看到年长的人追
求饮食清淡，衣着朴素，居住一屋
足矣，出行以步代车，觉得人生如
此安简实在索然无味。年少的我
不能理解，也无法相信他们是快
乐的。那时，我常想，我的人生即
使不是精彩华章，也不会过得如
此平淡无味，柴米油盐，终日被琐
事袭扰，却一脸满足。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渐渐地，我

不再追求饭菜之中豆瓣酱香的点缀和刺
激，理解了那些追求安简从容、不与人
争、不与己争的人。人到中年之后，渐渐

能理解顺其自然与刻意追求之别，虽不
是大彻大悟，但说是半醒人生，也不为
过。经历了青春的飞扬，经历了爱情的大
起大落，经历了事业的峰回路转，经历了

人生滩险弯急，渐渐回归本位或
者说是原点。食，喜欢原汁原味；
衣，喜欢舒适熨帖；住，喜欢安静
温暖；行，喜欢从容安好。
让一个二十岁的人去理解四

十岁的生活，不只是有难度，简直
是不切实际。那天跟朋友讨论这
件事情，他说：“若以两年一个代
沟计算，我们之间有十个代沟。我
故作骇然，十个代沟？说得这么吓
人，其实我并不真的害怕，因为看
到他，依稀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我
不也曾经持这种调调吗？
人生的好多事情都需要去经历，有

切肤之痛，方能了悟。人生转了几个弯，
方能体悟白水煮菜的那种滋味。菜味虽
淡，却真实，还原了食物之本味，还原了
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被调料熏染出的活

色生香。
弘一法师晚年过着清

苦的修行生活，清粥，咸
菜，白水，看得人心酸，他
留下一句名言：“咸有咸的
味道，淡也有淡的味道”，
经历过歌舞繁华的喧嚣，
退回到随遇而安的抱朴，
回归到生命的本质，一切
仿佛都是水到渠成，但想
一想，又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件事情。有的人，终其一
生，也不曾悟透。

一碗白粥，一碟白水
煮菜，你若吃得津津有味，
那么恭喜你，体会出人生
的真正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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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放下”
江曾培

    天热，孵在家里“随便翻翻”。鲁
迅写过一篇名叫《随便翻翻》的文
章，称之为“消闲的读书”，虽属“消
闲“，但也颇能广见闻，增知识。

我“翻”了《星云大师人生修炼
丛书》，发觉他一再强调人生要学会
“放下”。他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
婆罗门带了两个花瓶去见佛陀，佛
陀一见面就叫他“放下”，婆罗门依
言放下左手中的花瓶，佛陀又叫他
“放下”，他遂将右手中的花瓶也放
下。然而，佛陀还是说：“放下！”婆罗
门不解：“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
我放下什么？”佛陀说：“我不是叫你
放下花瓶，我是要你将六根烦恼放
下。”
什么是“六根烦恼”呢？我又

“翻”了一下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
问》，知道是指贪（贪欲）、嗔（嗔恨）、
痴（不知无常无我之理等）、慢（傲
慢）、疑（犹疑）、恶见等不善的念头
与不好的情绪。佛教认为，在无常的
法上贪爱追求，在无我的法上执着
为“我”，或为“我所有”，这叫做惑，
必然引发六根烦恼，给人生添苦。这
表明，佛学所说的“放下”，主要是要
抹去心中的种种尘埃，逐去贪嗔恨
嫉、追名逐利等枷锁，让心灵轻快起
来，让人生在穷通得失之间都能豁
达自在。
应当说，这样的“放下”，对加强

人生修养具有广泛的意义。不过，我

想，较之佛界，人世并非“四大皆
空”，在重视放得下的同时，也要重
视提得起。蝇营狗苟，患得患失，该
放下的就放下；公理正义，责任义
务，该提起的就提起。
有句话形容得好：人，要像一只

皮箱，当提起时，你要提得起；当放
下时，你也要能放得下。

既要“放得下”，又要“提得起”，
两个得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我想起了曾经多次读过的一篇

文章《学习与时局》，这是毛泽东
1944 年 4 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
上的讲演，内中谈到要“放下
包袱”。于是，翻阅了《毛泽东
选集》第三卷，文中谈到“所
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
神上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
除。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陷
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
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文章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
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让自己
的精神获得解放。”这就表明，放下
那些妨碍我们前行的“包袱”，不仅
不与我们应有的“提得起”的担当
精神相悖，而且，两者正是相辅相

成的。
自然，这里该

“放下”的，是那些名
缰利锁式的绳索，那
些“六根”式的精神
包袱 。放下它们，正可以去掉盲目
性，增加自觉性，减少负重，轻装上
阵，显出敢于担当、勇于奋进的风
采。俗话说，无私则无畏。那些不避
事、不怕事、敢碰硬、敢担当的干部，
正是那些勇于“放下包袱”、胸怀天
下的人。

由此可见，“提起”与“放下”，是
辩证的统一。人生既要“提得起”，肩
负应有的责任；也要勇于“放下”，不
让个人欲求成为负重的“包袱”。

不过，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
的重点。中青年正处于发光发热的

大好年华，生活以工作为中
心，应更多地重视担当，“放
下包袱”是为更好地为人民
作贡献。而对于颐养天年的
老年人来说，人生已由绚烂

归于平淡，要如孔子所说“戒之在
得”，就更需要懂得“放下”，不为功
利所役，放下一切不恰当的贪求之
欲。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妨肚量大
一些，多点“聪明的糊涂”，以洒脱随
和的态度处之。如此自觉地放下一
切可以成为老年人精神负担的包
袱，有助于老年生活风轻云淡而又
风和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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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杭大运河从杭州流至桐乡市的石
门镇，形成了一个 120度的大湾，折向东
北，转弯处有一小桥，一下桥就见桥头有
一栋坐北朝南，白墙黑瓦的小院落，这就
是缘缘堂，丰子恺先生位于桐乡的故居。

相较位于桐乡乌镇游人如织的茅盾
故居，这儿极为安静，即便是节假日。游
客来桐乡，大多直奔乌镇而去，对于同乡
的文化名人丰子恺，却似乎所知者甚少，
更难得有人特意寻访过来。但这样的清
静，却实在是真正喜欢丰子恺的人的福
音，在这个清雅散淡的小院里静静徘徊，
时光回转，恍惚间，似看到先生那清癯的
身影，正从堂前缓缓踱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缘缘堂其实是
30多年前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的。1938年 1月，缘缘堂
被侵华日军焚毁，只有进门院墙处镶在玻璃框内的两
扇布满弹孔、乌漆墨黑的焦门，才是原缘缘堂唯一的遗
存，如今沉默地立在墙角，看尽世间近百年沧桑变化。
所幸丰家孩子对这座小院印象深刻，手绘了小院

的复原图，旧址复建的缘缘堂颇具老宅神韵，高大轩
敞，却又沉静素朴。一进院门，就和一墙绿意盎然的爬
山虎撞个满怀，我去缘缘堂多在初夏时节，正是绿肥红
瘦之时，爬山虎的叶子碧绿浓郁，生机勃发，鼓胀得如
一张张小帆。院墙角落则栽了几棵芭蕉树，高大粗壮，
中间那棵弯出一枝肥硕的芭蕉花来，那弯出的弧度恰
到好处，花瓣已凋落了大半，活脱似一盏古铜质地的旧
式样路灯。
厅堂据说是按照原来的摆设复原的，八仙桌、太师

椅，齐整有序，典型江南老宅的样式，穿过厅堂上得楼
梯，那楼梯虽比明清时期的徽式宅院要宽阔多了，但仍
显陡窄。上去后却是豁然开朗，以楼梯为界，南北各是
三个房间，朝南方向从左至右分别是丰子恺夫妇的卧
房、先生的书房、女儿的卧房。

进得门内，顿时吃了一惊，满目的青翠扑面而来，
把原本朴素黯淡的房间映衬得明媚生动，那猝不及防
的美丽，让人惊喜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与一般江南旧宅
的逼仄昏暗不同的是，缘缘堂里每个房间的采光都极
好，轩朗明亮。一面墙的上半部，全做成了窗，且不是以
前常见的中式木格纹的窗子，而是镶着大块玻璃的简
洁木窗，这应该是画家特别注意采光的原因。记得参观
林风眠先生位于杭州玉泉附近的故居，二楼画室的窗
子，也是特别宽大，林先生的故居是西式小楼，缘缘堂
则是纯中式风格，但画家对于光线的追求，是一致的。
先生书房的陈设极为简朴，窗前放着一张斑驳的

大书桌，一张捆扎修补过的旧藤椅，我想先生应该就是
在这张桌子上读书、画画、写作的。试着在书桌前小心
坐下，窗子正对着院墙，触目之处，皆是风景，密密匝匝
的爬山虎、疏朗高大的芭蕉树，还有缠绕着芭蕉树攀援
而上的牵牛花，这些景致
镶嵌在一块块窗格中，构
成了一幅幅绝美的画作。

看着空无字画的四
壁，忍不住感叹，室内无需
挂画，窗外的风景就是最
好的画作！孩子目不转睛
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忽然
对我说：“妈妈，怪不得丰
子恺先生能画出这么有趣
的画来，他直接对着窗外
写生就好了。”
是啊，缘缘堂的窗，春

尽夏至，秋去冬来，季节交
替，风景变幻，一树一鸟，
一叶一花⋯⋯
落笔，皆是美好。

贵州瀑布多奇观
潘与庆

    说起贵州，各人有各
人眼中的贵州。有人想到
遵义，有人想起茅台，有人
想到“天眼”或“老干妈”，
有人提到蜡染、苗绣⋯⋯
我想到最多的是瀑布。

二十多年前我曾到过
贵州，游览过亚洲第一、世
界第三的黄果树瀑布和龙
宫，瀑布那飞流直下气势
恢宏的轰鸣声，给我留下
了极其难忘的回忆。

前些天我又去了贵
州，黄果树瀑布必在旅程
中。感觉中景区比过去大
多了，绿树、景观石、道路、

台阶多了不少，
修建了自动扶
梯。走着走着，听
见了记忆深处的
轰鸣声，黄果树
瀑布越来越近了。就像多
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张开
双臂，任凭扑面而来的水
珠溅湿自己的上衣和脸。
黄果树瀑布是个瀑布

群，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
瀑布群，由姿态各异的十
几个地面瀑布和地下瀑布
组成。瀑布高为 77.8米，
宽 101米，瀑布后还有一
个长达 130 多米的水帘
洞，横穿瀑布而过。从水帘
洞内往外看大瀑布，别有
一种孙大圣的感觉。

我们来到陡坡塘瀑
布。这里离黄果树瀑布不
远。瀑布落差只有 20 多
米，但是瀑顶比黄果树瀑
布还宽。每当洪峰到来之
前，瀑布都会发出“轰隆、
轰隆”的吼声，因此又被大
家叫作“吼瀑”。导游介绍，
电视剧《西游记》片头唐僧
师徒四人牵马挑担的镜头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荔波小七孔风景区瀑

布也不少。从有 180多年
的小七孔古桥逆水而上，
美丽的响水河及两岸，拉
雅瀑布仿佛天河自天而
降，吼声似雷，气势不凡。
响水河纵向奔腾在高高低
低的河床上，错落有致形
成的 68级瀑布和跌水，各

具神态，密集又罕见。而翠
谷瀑布犹如一条白色的蛟
龙，在苍翠的山峰上跳跃
而下，又往翠谷下游奔腾而
去。因拦河坝形成，
又因传说得名的卧
龙潭瀑布跃下悠蓝
深邃的卧龙潭和来
自地下的卧龙河汇
合，瀑潭交错龙翻水腾，构
成一幅绝妙的立体交叉瀑
布景观。
在黄果树瀑布景点休

息处，我偶遇了一位贵州

老人，聊起贵州的
瀑布如数家珍：在
喀斯特地貌最集中
的龙宫景区内，有
一个高 30多米、宽

20多米的龙门飞瀑。它是
黄果树瀑布群中唯一的洞
中瀑布，也是全国最大的
喀斯特洞穴瀑布。老人接

着说，赤水那边有
个十丈洞瀑布群。
群中套群，还有蟠
龙瀑布群、鸡飞岩
瀑布群，仁友溪瀑

布群等。十丈洞瀑布又叫
赤水大瀑布，是中国第二
大瀑布。老人说临近瀑布
可闻瀑声如雷，雨雾弥漫，
百米以外水珠扑面而来，

令人惊叹。老人兴致未减，
又介绍了滴水滩瀑布，是
总高 400多米、由三个大
瀑布组成的梯级瀑布，气
势磅礴。我忍不住问，贵州
一共有多少瀑布？老人笑
答：“要说确切数字，我也
答不上。但我可以告诉你，
赤水只是贵州的一个县级
市，它境内的瀑布就有
4000多个。你说贵州有多
少瀑布呢？”

回程路上，我脑海中
跳出了当代诗人于连胜
《瀑》中的几句诗句 ：
“水，往低处流，却飞出瀑
的奇观⋯⋯ 飞流直下的
水，走向大地，才有真正的
不凡！”

梦中
孙 颙

    轻轻翻动纸页
是窗外风
还是胸间云

缓缓流向纸面
是笔端墨
还是心底情

忽而翻山越岭
是人间行者
还是天外流星

偶尔泪花盈盈
是笔者伤感
还是人物迷情

如何分得清
真实与虚构
好似半睡半醒

如何分得清
恰在梦幻中
勾画我的作品

自言自语
千里生

    为着写不出文字来，
他心里焦急着，怔怔地望
着窗外。
“还是积累不够吧?”

他自忖，“心灵的文字是需
要时间积累的。等积累够
了，自会有文字找上门
来。”
“会吗？会的。耐心，

沉住气，积累，文字一定
会找上门来的。”他安慰
着自己。

清 秋 (插 画) 慢 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