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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名家看冬奥

大片的纯白晶莹，高低错落且横且
竖，还有中国城墙式悬山式屋檐的障碍
物，但见那人脚踏滑板跌宕起伏，冲高
伏低，空中回旋，来不及眨眼滑板已秒
着陆，蓝天映照缤纷冬装，女子和男子
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酣畅寒冬。第一
次看这项运动，帅酷。偶见有失误的，
条道上重心不稳，差点摔下，莫名想起
幼时老公房二楼那条扶梯把手，调皮男
孩可没少顺着它滑下去，我也壮胆滑
过，大概人天然地喜欢尝试除了走路之
外的非常态化动作吧。
伴着王濛激情横溢把桌子震碎的

解说，中国队短道混合速滑首金诞生。
回放视频紧张刺激快乐，大舒肝气。跳
台滑雪，让我想起去年东京夏奥获女子
十米跳台冠军的全红婵，三个动作，三
个满分，空中翻腾转体，入池，水花无
声。那姿态，纤细有力，紧张舒展，绷紧
的脚背线条都那么好看。冬奥项目中
以前看得较多的算是花样滑冰，这会儿

刚刚开始团体赛，无论哪国队员，名次
排序，于观者满屏健与美的享受，比之
芭蕾更风采独特，脚踩冰刀的速度和力
度，人体好比冰上的风，在约束中获得
轻盈飞翔。漂亮和惊险经过电视转播
过滤，有时反而会获得某种静美感。看
深邃夜空，灯光下滑雪赛道飘然一个个
飞速而过的身影，如
此激烈，却如此宁静。

却是晓得这样的
明净赛道，这样的冰
雪天地，并非天然偶
成，当然非老天爷下点雪的事情。看相
关报道，2016年前中国造不出一条合格
的“冰状雪”赛道，国内赛道雪务技术几
乎空白，国际上对中国实施技术数据封
锁，2017年中科院正式组建研究攻关，
2019年到2021年科研人员在高寒地区
制作试验，厚度几何，注水含量，多少硬
度，如何保雪，反反复复，冰状雪技术终
被攻克，才有现在如此帅酷美的冬奥赛

场。冰雪上蓝天下腾挪飞转的矫健，当
然来自日常艰辛训练，而所有这些的基
础，又是一次国力与科研和人力的综合
涵泳。
见我感叹当今国内运动员个个英

挺青春，家人说这和生长发育时肉蛋奶
这些主要蛋白质摄入有关。改革开放

以来，国人普遍吃上
足够的肉蛋奶大体在
1995年之后（地区间
当有差异），所以95后
在体格和精神面貌上

较之以前代际有明显变化。哦，60后的
我们彼此感慨一下几乎没见过牛奶、鸡
蛋是奢品、久盼红烧肉的少年时代。所
以我也不那么以为然如今年味乏缺的
叹息，曾经因日常的匮乏，期待的丰富
聚焦过年，年味当然浓郁了。如今大多
数地区并不需要如此猛火急攻了，平常
态也蛮好，年味不必像原来一样固定。
若当下，春节看冬奥，别有气象。

汉字“冰雪”意象韵长。晚明张岱
尝云：“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
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他认为文
章也要有冰雪之气，“文之冰雪，在骨在
神”。“冰雪之气”同样是经历了明清朝
代鼎革的张岱之美学观念和人生态度
以及价值操守。遭遇时局变故后，他宁
愿潦倒，不出仕，不与异族时局合作，以
编纂书写坚持他的“冰雪”理想。冰雪
不仅为冰雪，窃以为乃坚烈与潇洒的浑
然、并践行的勇气。
冬奥联想张岱之谓“冰雪之气”，似

乎意识流了，却也自然而然，人之精气
神，和运动器械彼此相合相托，和人工
精心制作冰雪的合一，所有团聚成气，
方有眼前之风神跌宕，之激烈潇洒。

龚 静

气之于冰雪

在老家一个景区游玩，傍晚散场，步
行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停车场建在一个
矮山坡上。在城市的地下车库停车，需
要用手机拍一下照，记录一下车位号，以
防找不到。车停山坡时，习惯性地拿出
手机，才发现地上没有车位号。为防尴
尬，还是习惯性地拍了一下。一棵歪脖
子树，就这样出现在手机画面里。那就
把这棵歪脖子树，当成我的车位号吧。
一直弄不明白，歪脖子树

是什么树。梨树？杏树？槐
树？……我不知道。但看见歪
脖子树的季节，大体是冬季。
夏季，枝叶繁盛，树被叶子簇拥
着，脖子也显得不那么歪了，所
以容易被忽略。冬季寒风凛冽，
歪脖子树的出现，更容易让人感
到萧瑟，忍不住打一个寒战。
在我的潜意识里，对歪脖

子树没什么好印象。盆景不但
歪脖子，还扭曲，但因为有美学
的参与，并不觉得它畸形。而
歪脖子树不一样，它仿佛是与
残酷自然环境对抗的结果，像
是遭受到了某种惩罚，注定会
在人的眼睛里，以扎眼的形象出现。童
年时，歪脖子树上常蛛网丛生，偶尔站上
只乌鸦，“哇哇”叫上几声，更是倍显凄
凉。每每遇到，都是绕着走，绕不开的时
候，就上前去踹一脚，把乌鸦踹走。
我看到的这棵歪脖子树太正宗了，

它具备一棵经典歪脖子树的形、气、神、
韵，再落上一只鸟，就能与童年记忆百分
之百地吻合了。一辆来自于千里之外城
市的铁皮汽车，停在这样的一棵树下，回
头看过去，是一副差异性很强的景象。
要是一匹马或是一头驴子拴在树下，就
显得合理多了，像国画。可一辆汽车停
在这里算什么？算时空穿越，算2022年
的人走进蒲松龄创造的《聊斋》世界吗？
转过一条狭窄的山道，眼前的视野

豁然开朗。夕阳正在西下，暮色四合的
时刻，不该是一片朦胧吗，可我的眼睛，
却被暮色洗得清亮，就像是新换的近视
眼镜那样，一切清晰得不可思议。我巡
视着，寻找自己停车的位置，那棵歪脖子
树，一下子从它众多的树木邻居中跳跃

出来，非常显眼地标示出自己的形象，像
一位弯腰驼背但又面目慈祥的老人，用
它的肢体语言远远地冲我喊，“我在这里
呢，替你看着车，别着急，慢慢来。”
既然它告诉我要“慢慢来”了，那不

妨停下脚步，拍摄一下这大美的黄昏。
歪脖子树后的黄昏，只有“大美”一词才
能与之匹配。夕阳的余晖给无边无际的
山脊披上了一层金红色的衣裳，一阵风

吹来，霞光像海浪一样安静地翻
滚。我第一次知道，山区傍晚的
景色也是有层次的，有远景、中
景、近景。光线的变暗并没有阻
止这个世界努力展示它的美。相
比于黄昏的澄亮、多彩与丰富，白昼
一下子显得太单调了。
月牙已经升空，它的银白色

像一包撒开的糖，落在山坳里积
聚的霞光中，这么看来，还真像是
往一杯焦糖咖啡里再放一袋白色
砂糖呐。这样的景色，真想让人
凑近一些，啜饮几小口。一饮而
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提供
的美，足够每个人都饱览一顿。
可惜的是，这么值得沉浸其中的

场景，就这么白白地流淌着，浪费着，城
里的人们现在又该推杯换盏了，他们要
是能在这景色中畅饮，该是多么幸福。
我站在了歪脖子树下，它挡在我的

视野前面，却没有任何阻碍感，歪脖子树
后的黄昏，依然如此庞大，如此自在，如
此震撼。古语说“一叶障目”，但作为一
棵树，歪脖子树却丝毫没有占有欲，它知
道自己是细节，是点缀，是花边，即便你
用主角的眼神去看它，它仍然会保持疏
离，让你的视线穿过它，贪婪地去捕捉那
些转瞬即逝的画面。
驾车离开的时候，后视镜里的歪脖

子树站在山坡上，有些孤零零的，心里忽
然有些不好受起来。我曾那么长时间对
歪脖子树抱有莫名其妙的偏见，而通过
一场视觉与心灵上的洗礼，它以新的形
象在我心里站立起来了，比枝叶繁盛时
要美，比果实累累时要美。在车子转向
公路就要疾驰起来的时候，我按了一下
喇叭，它会听到，也应该会理解吧：这是
属于朋友告别时发出的一声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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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种境界，“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信仰是一种行动，要有“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为
选定的信仰奋斗终身。
前不久，我又一次参

观了国家安全教育馆，进
一步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有
的深入虎穴，牢记党的嘱
托，多次智送秘密情报；有
的身居国民党高位，丹心
素裹，成功起
义，促成战役
胜利；有的拼
命工作，就
义于新中国成立前夕。
为了信仰，他用鲜血

和生命保卫党的秘密。他
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郑文
道。当女朋友暗中看到他
出入敌特魔窟76号时，和
他断绝了关系。1941年
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
破了“佐尔格案”，牵连到
打进“满铁”的郑文道。他
对联系人中西功说：“为了
保卫组织，我将以死了
之。”1942年7月21日清
晨，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
了郑文道，车行到江西路
汉口路口时，郑文道蓦地
跃起，飞纵车外，头重重砸
在车轮旁。刺耳的急刹车
声引来众多行人驻足打
探，有人见郑文道头破血
流，奄奄一息……在郑文
道治伤期间，敌特多次对
他进行刑讯逼供。他利用
上厕所的机会，低声对战
友倪之璞说道：“我不行
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
推在我身上。共产主义的
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
业一定会胜利！”被押往四
楼病房时，他看到三楼窗
户是敞开的，趁敌特不注

意，拖着病体拼力从窗口
纵身跳下，壮烈牺牲，用他
28岁的生命保卫了情报
组织、保护了战友。
信仰给了他力量，“千

金一诺终不悔，一生只做
一件事”。陈为人在饥寒
交迫中用生命保护中央文
库，保卫党的“一号机
密”。1932年，陈为人奉
命担任中央文库（也称一
号机密）的保管工作。按

照党组织的
布置，他以
一个湘绣店
作掩护，白

天以富商的身份出现；晚
上把三楼窗子关死，密不
透光，通宵达旦地工作。
他把文件中纸厚的改抄在
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
把文件的宽边空白剪掉，
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
文件抄下来，按地
区、时间、问题加以
清理，重新装箱，放
在安全的地方。经
他清理好的文件资
料共有6箱、2万多件。文
件的运进调出，都由韩慧
英与代号“张老太爷”的张
唯一联系。一段时间，张
唯一、韩慧英被捕，陈为人
与组织中断联系，除了一
个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
的重任外，还要照顾三个
孩子，有时一天只能吃两
顿红薯，不能让房东知道，
又不能借线。在党组织和
他联系上时，陈为人的身
体特别瘦弱，正在吐血。
战友从他的手中接过文件
时，他微微地笑了，但就是
讲不出话来。1937年3月
12日晚，陈为人与世长
辞，年仅38岁。
信仰是可以传递的，

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褪色。许建国曾是上海公
安局局长，因为历史原因，
他从事情报工作的事迹一
度不为外界知晓。他曾随
周恩来赴西安，担任过张
学良警卫团秘书长，后从
事保卫工作，一生有不少
传奇故事。他曾将担任自
己秘书长的甘陵秘密派到
北平潜伏下来。临行前，
他拿了本《啼笑因缘》对甘
说：“你带一部电台去，以
后直接和我联系，电报密
码利用这本书。”随手翻了
一下书，指着74页说：“比
如说‘蒋’字，是在第74页
第18行第7字，你便以代
码741807代替。”“好的！”
甘陵立即行动。不久，他
打入国民党“保定绥靖公
署”作战部门。1947年10

月一天深夜，许建国收到
甘陵加急电报，大意：蒋介
石已令第三军军长罗成
戍、副军长杨光钰率领第
三军两个师，途经正定、新
乐、空县、望都，到保定集

结。看到如此重要
电报，许建国亲自
骑马将情报送到聂
荣臻手里。因为情
报准确，晋察冀解

放军在清风店设下埋伏，
与敌展开激战，全歼国民
党第三军第七师。许建国
和战友传递着密码，传递
着情报，也传递着信仰。

1983年3月，中西功

的夫人中西方子专程来上
海。她说：当年上海情报
科许多人的姓名，她已经
熟知了，只见过郑文道一
人，那位弟弟的容貌体态，
永远活在她的心中。她
说：这次是遵从丈夫的遗
愿，特此前来拜祭英雄。
在郑文道墓前，中西方子
用日语念着中西功生前为
战友郑文道写的悼词：
“……你为了掩护别人而
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
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
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
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
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员！”

姚华飞信仰

“谁把相
思包入心，唯
有真情，何必
追寻。团圆美
满庆今宵，对对浮元，慢慢
同斟。 好向人间难抚琴，
一夜鱼龙，谁是知音？不
如此地热汤圆，馅里乾坤，
似品甘霖。”这阙《一剪梅》
说的是汤圆，更是对元宵
的描写。相思入心，是甜
蜜的回忆，也是团聚的欢
庆。经历了春节的热闹，
元宵节将以火树银花的姿
态登上节日的舞台。
春节是节日的极致，

万般欢欣聚于此，杯盘之
间，亲人之乐鼎沸。可要
说到过节的气氛，非元宵
节莫属。电视剧《长安十
二时辰》里，盛世长安恢弘
的宫城，精妙的一百零八
坊，环绕其间的水渠，尤其
是上元节的夜晚，让人情
不自禁“梦回大唐”。这里
说的上元节就是元宵节。
为什么在上元节人们如此
狂欢，这要从宵禁制度开
始说起。唐朝时期，全国
施行宵禁制度。唐朝法律
规定，日落之后，不让人们
随意在大街上行走，但会
在上元节这一天开禁。是
夜，长安城逍遥自在，皇宫
里坊灯火通明，人人赏灯
赏月、嬉戏游乐。“谁家见
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
来？”元宵佳节，融和天气，
千门开锁万灯明，一时天
上著词声。“白鹭转花，黄
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
洞，攒星阁，皆灯也”，这样
的元宵节，可谓是琉璃世
界，天上人间。

我们现在说到汤圆，
其实唐朝时是没有的，是
从宋代开始流行一种元宵
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
品，最早叫“浮元子”，后称
“元宵”，那时候“元宵”属
于高档食品，“贵客钩帘看
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路行，不得金
钱不得回。”现在，我们统
一说元宵节吃汤圆，其实
是比较模糊的说法，确切
地说，北方“滚”元宵，南方
“包”汤圆，北方的元宵多
用箩滚手摇的方法，南方
的汤圆则多用手心揉团。
虽然手法不一，但对美好

的祝福是一致
的，元宵节延
续的古老传统
风俗依然没

变，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
始终是人们心中割舍不断
的情愫。当我们离家越
久，走得越远，就越想念故
乡那碗汤圆，更会时常回
望生命伊始的那最初的味
道，甘香醇厚，无非最忆是
故土。
今年的元宵节，不需

要给步履设定方向，随心
所至，品一品花灯中隐藏
的民俗文化，尝一尝麦芽
糖黏着的童年甜蜜，将这
一份欢欢喜喜的参与感，
随着春的气息都融进这热
闹的滋味里，那么这个年
才有了圆满的句号。

王丽娜良辰元宵分外美

谁念西风亦多情，
留恋晚潮生。
掠莺孤影，扁舟归

棹，倦客徐行。

凭栏独处心思静，
看浪去流迎。
水波似旧，沉浮往

事，说与江听。

李 川

眼儿媚

岁末看浦江

责编：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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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
的严格教导
下，我自幼
便熟读古诗
词，唐诗宋

词对我长大之后喜欢读诗写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
响；而诗歌的音乐性又使我渐渐迷上古典民乐，其中，
《阳关三叠》常听不厌，该曲代表了隋唐时期我国杰出
的音乐水平，至今仍深受人们喜爱。
歌词为诗人王维为送友人去关外所作，原名《送元

二使安西》，因诗中有“阳关”“渭城”两个地名，故又名
《阳关曲》《渭城曲》。王维以清新真切的手法描写“柳
色”“客舍”，借景抒情，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朋友惜别的
画面：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
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送别歌，我们仿佛看到古时

一对老友相视无语，品竹弄丝。全诗情真意切，情谊绵
长，节奏韵律富于变化，且适合筵席抒发情感，是以琴
歌流传。后不知何故，到了宋代几近失传，随后载有
《阳关三叠》琴歌的是明代《浙音释字琴谱》（1491年），
明代谢琳编的《太古遗音》（1511年）中亦有记载，曲谱
则载于明代《发明琴谱》（1530年），后几经改编，载录
于清代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
乐曲分为三大段，采用“三叠”结构，基本上用一个

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三叠”。从音乐角度
说，这首琴歌的音调纯朴而富于激情，曲式反复，意境
深远，与诗媲美，《阳关三叠》因此闻名于世。全曲曲调
优美，舒缓缠绵，款款深情，把诗里那种依依惜别之情
升华到一个更加深邃、纯净的境界，那反反复复的一调
一式，非但不给人单调重复之感，反而把人带入错落有
致、弦外有音的深远意境中，离别是苦涩的，当人们在
慢慢品味、咀嚼之际，那平缓如歌的行板，时而低沉时
而激越的旋律，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弦音，丝丝入
耳，声声扣击人心。

崖丽娟

《阳关三叠》的诗与曲

《中国人的应
时而动》。明日请
看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