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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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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的美好，已然成为江南的经典
注释，诗词歌赋的日常表达。它一半靠造
化，一半靠雕琢。正因如此，山水幽深有
桃花人家，小巷静谧有咫尺天涯，日月霓
虹，烟雨紫霞，四时花卉，十步芳草，弥漫
着有甜有苦的人间烟火。它不以苍凉或
雄浑来震慑人心，也不以富丽或规整来
束缚想象，从大江大河来的朋友可能以
为它就是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小荷才露
尖尖角，小山重叠金明灭，小楼一夜听春
雨，小轩新沐喜神清，小亭西畔画
楼东，小池风雨故人逢……它小
心翼翼地迎送各色人等，经受最
严苛的挑剔。结果呢，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每年清明我都要与妻子去南

山陵园祭拜父母，然后去龙井问
茶。龙井村的山坡上有一口直径
超过一米的古井，其貌不扬，但我
知道如何激活它。捡一根三尺长树枝去
搅动井水，水面归复平静时就会出现一
条细若游丝的分水线。用龙井泉水泡明
前新茶，那是江南茶客打开春天的礼
仪。至于围起来的“十八棵御茶”，我懒
得理它。

在西湖边喝茶还有两个好去处：虎
跑和玉泉，水质比龙井更胜一筹。
如果去虎跑，不妨先做个小游戏，
汲满一杯泉水，掏出口袋里的硬
币，一枚枚投进杯里，“水平线”一
点点升高，高出杯沿五六毫米而
不溢。虎跑泉龙井茶天下绝配，沁人心
脾，回甘无穷。在藤椅上小坐片刻，说几
句闲话，诸般烦恼烟消云散。蕙风从山脊
奔下，轻摇新篁，刷刷有声，不远处有山
茶花恣意绽放，令人心旷神怡。
每天一早，杭州人从四面八方提着

塑料桶来汲取虎跑甘泉，回家煮茶煲汤
养兰花，那真是大自然的恩赐啊！

苏堤应该是中外游客的首选打卡
地。小时候听大人说“西湖风景六条桥，
一株杨柳一株桃”（明王瀛《苏公堤》，杭
州人将“六条桥”读作“六吊桥”———作者
注），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关于中国园林的
美学启蒙。而立之后，我更喜欢上孤山喝
茶。孤山高不过 40米，却是“西湖第一大
岛”，景观与“梅妻鹤子”的林逋有关，还

有鉴湖女侠秋瑾的墓、诗僧苏曼殊的墓
以及浙江博物馆和中国美院遗址。近来
有闲我常常披览《山家清供》，作者林洪
自称是林逋的七世孙，倘若属实，一直传
为“不仕不妻”的和靖先生应该是有过家
室的。当然，后人欣赏林先生的高冷，是
因为他确立了中华民族的花神———“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孤山南麓的西泠印社也是我品茗发
呆的好去处。一百多年来，江南数代书画

艺术家在此觞咏雅集，经营水木
清华，为我们留下了石交亭、题襟
馆、四照阁、观乐楼、仰贤亭、宝印
山房、还朴精庐、遁庵等人文积
淀，更有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爱国情怀的三老石室，“竞传炎
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丁
上左撰印社石柱联）。

在印社拜观了先贤墨迹、石
刻碑廊，转到楼外楼用午餐，西湖醋鱼、
莼菜羹、东坡肉、油焖笋一定要尝尝的，
最后再来一碗片儿川，与妻子分而食之。

秋天的西湖也是很美的，天高云淡，
金风飒飒，我们去满觉陇。进得村里，环
顾四周，恰如高濂在《满家弄看桂花》一
文中所言：“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

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
农家乐老板娘出来相迎，在桂树
下坐定，泡茶，剥橘子，再来两碗
桂花栗子羹。心里许个愿：有风
来，有风来……风果然来了，落英

如雨，头上，肩上都着了金花，有几朵直
接扑入杯中，赶快呷一口，满口雅香！

前年夏天，我们兄弟姐妹六对夫妻
去杭州与表哥表姐们团聚，二十多人浩
浩荡荡开进刘庄吃了团聚饭，然后去曲
院风荷喝茶，居然座无虚席，最后只得转
去玉泉。清茶喝到味浓情深时，我们在池
畔分列两排拍张“沪杭一家亲”的合影，
其中居然有八九位教师，要是放在古代，
也算诗礼人家了吧。

宋人在玉泉留下一副楹联，现刻在
池畔亭柱上：鱼乐人亦乐，泉清心共清。
仿佛是早早地为我们题写并等我们来吟
诵的。

西湖是心灵的加油站，永不干涸的
许愿池。

香远益清
宣家鑫

    陆俨少是公认的现
代山水画大师，饮誉海
内外。当代另一位山水
画大师李可染称他“画
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

陆俨少（1909-1993），又名砥，字宛若，上海嘉
定县南翔镇人。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家，
以“推陈创异，化古为新”的艺术主张以及独创的“勾
云”“划水”和“墨块”的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登
上了山水画艺术创作的又一巅峰。“做人事事可让，
唯独笔下当仁不让”，这是他的信条，虽然一生作画
无数，皆是呕心沥血。除了山水画外，他还兼作人物、
花鸟、梅花等，他通过各种技法之探讨，在自己的作
品中突破地进入了新的表现层次。

此幅名为《香远益清》的荷花图（见右图），就是
陆俨少作品题材中比较少见的，尺寸：96cm×46cm，
款识：香远益清。佩珍同志属画，一九七八年二月宛
翁。钤印：陆俨少、宛若、穆如馆。
荷花自古以来以它高尚的品质成为众多画家的

绘画题材。此幅墨荷画，水面荷花几枝，亭亭玉立。作
者先用淡墨一染，然后用墨线勾成，有的昂首长天，
迎风怒放；有的盛开在荷叶底下，给人一种“欲抱琵琶
半遮面”的感觉。舒展的荷叶，浓淡墨乘兴挥洒，使叶面
墨清韵足；叶背用浓墨勾筋，生动地展示出荷叶因风翻
转之势；另外几枝未开的呈燕尾形的新荷，耸立水面，
像插入空中的箭戟，挺拔而俊俏。在荷丛中的水面上，
画家使用苔点，画出水面飘浮的菱叶和蒿草，将荷叶衬
托得更令人可爱。画面上荷叶荷花，相互衬托，向背、欹
正、迎风、艳露，姿态各异，风神洒落，布局空灵，虚实相
间，层次分明。画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固
然和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自身的气质有关，当然也和
他多方面借鉴与大胆创作分不开。此画构图善于变化，
笔墨态肆，意境新奇、苍茫。
陆俨少先生曾说：如果学画全部精力是十分的话，

三分写字，四分读书，作画只占三分。此即他认为如想
提高个人的绘画艺术层次，除了有精湛技法外，还必须
在修养及对事物有宏观性的领悟。实际占三分的写字
亦无非是为了增强控制毛笔的能力，令作画时更加得
心应手。陆先生因注重读书与写字，他的艺术自然就鬼

斧神工，气象万千。纵观陆俨少的画
作，不难发现，他不但是一位诗、书、画
俱佳的文人画家，而且创造了一个诗
化的画风，不愧“当今最后一位文人画
大家”的称号。

好声音
袁建章

    手机难离手，看电视倒成
了偶尔的事。然而只要有时间，
周末的《中国好声音》还是要看
的。这期的好声音进八强环节，
一位几乎无悬念晋级的男选手
却被淘汰了。我为之感到遗憾，
因为他有很强的高音和爆发
力，曾参加《中国好声音》并取
得不俗的成绩，这次信心满满，
冲着冠军而来。
不擅长唱歌的我对音乐只

是粗浅的聆听与欣赏，只能以
“门外汉”的眼光，凭自身的感
悟来“打分”。印象很深，那位男
选手一开口，就飙高音，接下来
就是一句连着一句撕心裂肺地
吼唱。那一刻，我的心脏“怦怦”
乱跳，烦躁得希望他尽快唱完。
而实情是：演唱突然结束，给人
没有头尾的感觉。我猜想，观众
和评委们的感受可能跟我差不

多，评价不
会高。因为

整个过程，没有起伏，没有美感，
怎能胜出？
“音乐无他，张弛而已”。这

是音乐家欣德米特说的。何为好
声音？我认为一定要入耳，好听，
让人爱听，旋律与歌声应抑扬顿
挫，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转眼到了好声音半决赛（八
强进五强）的夜晚。
排名末尾的王靖雯
第四顺位出场，我
感觉她晋级有点
悬：在台上不够自
信，上一场唱到后面还忘词。
“你在哪啊……我好想你，我

没有办法……我们也曾是对方唯
一的希望，现在谁又代替我出
场……”王靖雯的原创《说说话》
就像倾诉，简单的词，普通的句，
配上她独特的声音，一种淡淡的
忧伤、深深的思念入心入肺，我忍
不出鼓掌叫好。她唱哭了吉克隽
逸，导师们的评价也很高：歌词写

得好，掏心掏肺；戳人心窝，越听
越好听。最终她在本场比赛中排
名第二，一个漂亮的大反转。

由此得出：唱歌关键不在于
用了什么样的声音，而在于如何
运用某种声音恰当地表达音乐的
内在情感。事实上，人们还是对和
谐、安宁（或者叫“给人以安全

感”）的声音情有独
钟，特别是一些深
情的歌更容易打动
人心，引起听众的
共鸣。所以，好声

音，除了入耳，更要深入人心。
这次国庆期间，我参加了朋

友儿子的喜宴。婚礼中，新郎有一
段发言，主题是“感谢”。“……爸
爸、妈妈，你们的无私、你们的宽
容、你们的恩情、你们的爱，我们
永远都无法回报。爸爸、妈妈，你
们辛苦了！”听到“妈妈”这称呼和
“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的时候，
我和好多亲朋好友不由得湿了眼

眶。平时，
我们喊一
声“妈妈”是件轻松、幸福的事儿，
但新郎的妈妈两年前突然大脑出
血离世，来不及说一句话，来不及
再看一眼丈夫和儿子。今天，他在
婚礼上隐忍着热泪再喊一声妈
妈，道一声感谢，需要多大的勇气
和克制？尤其是那句“我们永远都
无法回报”，感恩之情、遗憾之
念———直抵人心。
那一瞬，千言万语凝成一句

深情的呼唤，触动心中的那处柔
软，令人深深感动又张弛有度、适
可而止，不至于影响喜庆的主旋
律。这，也是一种好声音。
一滴雨落一声鸟鸣，一个琴

音一句诗诵……一声真诚的感谢
或道歉，还有父母的喋喋唠叨，甚
至那些逆耳的劝说，都可能是生
活中的好声音。关键是要有一双
捕捉好声音的灵耳；然后，复制、
创新，传递新的好声音！

行不了大善做小善
吴锦祥

    我萌生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念头
由来已久，但真正付诸实施是在退
休之后。这原本是平常之举，但电视
台拍片播出后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熟
人的关注。许多人投来了敬佩和鼓
励的目光，但也有一些人含蓄地笑
笑，不以为然。女儿就直截了当
了，口吻中不无揶揄：“爸，现在贫
困山区很缺中小学教师，你为什
么不去支教呢？”我知道她是在刺
激我，但我仍然认真想了下，老老
实实地回告：“我做不到。”我说了做
不到的理由，并且强调“我只能做自
己能做的、做得到的事”。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心向往

之”却未必能做到的事。比如，有个
陌生的外地人落水，我会去拉一把，
也会拨打救护电话，但将那个遇难
的人送到自己家里照顾和养护，就
难以做到了。
前不久看到一个短片。一个老

人手持无座票寻找空位，却发现座
位上都坐满了人。他从这头走到那
头，座位上的乘客均视而不见。正

在愁眉难堪之时，一个姑娘站了起
来，招呼老人说，这里有一个无座空
位。老人谢过姑娘，舒心安然地坐了
下去。须臾，列车员查票，到姑娘这
里时发现她的票是有座的，而座位
上坐的正是老人。列车员刚要发问，

姑娘用手在嘴上作了一个制止的动
作。列车员非常感动，说：后面有一
个列车员专用休息座位，您到后面
去吧！姑娘顺手拿起边上的
残疾人拐杖，一瘸一瘸地走
向列车后面。周围乘客的眼
里满是诧异、惊愕和羞愧。
我想，在那个场合，我能

做到姑娘那样吗？结论是否定的。自
己是一个肢残人，本身需要照顾，倘
若边上有老人，我会挪出一点空间
让老人挤一下，或者让列车员为老
人找一个歇脚的地方。但我不会将

自己的座位让出去。尤其令我动容
的是，姑娘制止列车员声张的动
作———做了好事还不愿意让受助
方造成心理负担。这就是大善。

这个世界，能行大善的人不多，
但我想，行不了大善就做小善吧。古
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善本质
上是一致的，大善是从小善起的。

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从善的愿望、热情和动力，
只不过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
罢了。有的人帮助孤寡老人，有的
人收养流浪猫狗，有的人多次义务
献血，有的人上街维护交通……即

便是举手之劳带走垃圾，或
公共场所之门扶一把方便后
面人，都是人内心深处善良
之光的体现。
不能因为行不了大善就

不愿意做小善，或不屑于做小善，甚
至不相信有大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只要心中向善，不妨
先从身边能做的小善做起。

“姚
大
厨
”小
传

胡
根
喜

    早年间，但凡提起虹
镇老街一带的酒肆菜馆，
“亚轩酒楼”真可谓“脚杆绑
大锣，走到哪，响到哪”。老
辈人有话：“亚轩”的淮扬
菜，半个“老半斋”！之所以
这么说，那是有位叫姚胖子
的“大司务（大厨）”掌勺。
姚胖子，淮安人。少年

时，拜名师学艺。二十岁不
到，就烧得一手精
致美味的淮扬菜。
淮扬菜，始于春秋，
兴于隋唐，盛于明
清，素有“东南第一
佳味，天下之至美”
的美誉；汇淮安、扬
州、镇江、盐阜四地
风味菜总称的淮扬
菜系，自古有名，
《尚书》就录有“自夏代，有
‘淮夷贡鱼’”之说。就连文
章太守、食中老饕的欧阳
修都时常携友于平山堂宴
飨。姚胖子虽年少，但深知
淮扬菜博大精深，就潜心
学习、参悟，终成淮安城的
名厨。那年，遭遇水灾，弄
得商贾重镇的淮安一地，
平野茫茫，人畜不宁。身怀
绝技的姚胖子挑起厨具家
什，孤身一人，登上祥茂轮
船公司的铁壳船，“卟卟”
一路地来了上海滩。
初来乍到的姚胖子一

眼就相中了虹口地界物华
路、天宝路转角上一楼一
底、高轩敞亮、气派不凡的
淮扬菜馆“亚轩酒楼”。是
咯！此间乡音浓郁、亲友众
多，市口繁华，吃客自当盈
门。他放下挑子，进了“亚

轩”自报家门，直取主厨大
位。一众厨伙不服，当即要
“搨搨眼药（目睹见实）”。
二话不说，系围裙、扎袖
套；眼一搭，从水池里拎出
一只巴掌大、乌青盖的野
生甲鱼，配选了辅料；开水
烫皮、洗净、剖腹、去内脏、
入汤锅、拆骨、切块，下锅
滚油炒，配海参片、鱿鱼

丝，拌以姜葱、酱
醋；放入备用之高
汤，煮沸后，勾芡；
出锅后装碗，放入
皮蛋、胡椒托味；至
此，一道“色、香、
味、形”俱佳的“朱
桥烩甲鱼”便上了
桌。众人服！俗话
说：外行看热闹，内

行看门道。老板一过眼，就
掂出了分量，立时就聘了。

姚胖子出手不凡：无
论刀工、配菜，还是“炖、
焖、煨、焐、蒸、烧、炒”，无
不精到利索；主打菜，更是
烹饪得地道纯正。至于菜
式肴品，更是花样翻新。大
煮干丝、三套鸭、水晶肴
肉、松鼠鳜鱼，等等；尽显
淮扬菜“香脆不腻、清香醇
厚、咸甜适口、口味平和”
之特色。喏！羹汤香浓透鲜
的“淮山鸭羹”，肥而不腻；
“清炖狮子头”，托汤的菜
裙碧绿生青、酥烂清口；脊
背乌光烁亮，软嫩异常、清
鲜爽口，蒜香浓郁的“软兜
长鱼”,更是一绝；其中，曾
得乾隆爷下江南时赐封的
“平桥豆腐”，洁白细嫩，辅
以鸡汁，味美汤浓，入口清

滑。乖乖！真叫人眼热口
涎。饕餮客当是食指大动，
朵颐大快。
自从姚胖子掌勺，“亚

轩”就名声雀起。食客近悦
远来，闻着味儿就往“亚
轩”拱！加之“翔舞台”“明
德戏院”“江北大世界”，俱
近在咫尺，餐饮、休闲，一
事两便，岂不食客盈门？掌
灯之后，宾朋满座、杯觥交
筹、猜拳行令，热闹非凡。
加之醇酒逸香、菜味扑鼻，
“亚轩”撑起了虹镇老街食
文化的一杆大旗。
俗话说：好汉没好妻，

癞汉子配花枝。姚胖子相
貌虽平平，却娶了天宝路
上“同山绍酒馆”的独生
女、绰号“同山西施”的美
人儿做了婆娘。匪夷所思
哎！那女子非但长得好看，

且识文断字。自打进了门，
相夫教子，颇得口碑。姚胖
子则另有嗜好，闲时，就往
牌桌上拱。婆娘呢，得空就
一书在捧。姚胖子免不了
嘲：你一个女人家，不学女
工，偏爱看书，难不成要去
京城考状元？“西施”酒窝
一旋：状元不状元的，我不
想。你打牌，至多是消遣。
虽小赌怡情，但不免玩物
丧志。我看书，能识人知
物，明大理，谙时事。两相
比较，拿芦席比天哩！姚胖
子疼老婆，听话，离了牌
桌。就此，一心钻妍，厨艺
果然更上层楼。

画 画（外一章）

魏鸣放

    就想，人是应该画画
的。就画速写。
一个人出门。在一个

长长的下午，一个本子，一
支硬笔，铅笔，或钢笔。
这样的漫走，人会身体轻灵。
就画些乡村，城市，铁路，河流；画些树、草和高塔。
这样的漫看，人会目光沉重。
等到哪一天，不想画画了。
还可以将笔折断，有声；还可以将纸烧灭，有火。

水 泥
水泥，开始是白的。
大多的水泥，灰的。比如江边，水泥柱子，一个个，

接连了铁链。又比如，老火车站里，水泥工房，小如童话
中。原来的职工大楼，四楼。高高的外墙，一大片青苔如
墨，一年四季里，黑着，湿了。
手掌，手心，抚摸，都是颗粒。
最老的水泥，黑的。遗址的碉堡，硬过了石头。
岁月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