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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居家抗疫，先须把散空的心入定。
晨起铺开宣纸写字，抄诗词，找出

自己喜欢的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的
诗词，一张一张认认真真地抄写，调整
心态。
宅家也是抗疫。把毎天的生活必

需品作合理的调配，然后开始在网上
购买蔬菜、油盐酱醋等。妻子诙谑，说
大家称这为“抢”，我说不是，那是排队
在网上等候。所有的菜都是从网上购
买，也成了一道风景。妻子把手机闹
钟设好定时提醒，寻找各个平台，每次
买不到哭丧着脸，买到后欢天喜地。
居委小区送来了政府发放的蔬菜、鸡
蛋、肉等礼包，摊开那些菜蔬，感到一
种关怀和温暖。或许，疫情生活是一种

历练，让我们珍惜
幸福。

核酸检测几乎是日课，一个一个排
队做，春天来了，细雨纷纷，打着伞，伞
不相碰，间隔距离自然而然就留了出
来。新闻里无人的街，排队的场面，在
我这个画家的眼中看来，那是一幅值得

纪念的画，核酸检测是抗疫的必需，没
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核酸检测进行中，
给我的视觉感受不断，瞧这医务人员拿
着棉签一伸手，动作娴熟，那种蓝色、白
色的色调真是特别。
检测完毕回家，忽有灵感涌出，急

忙拿出纸、颜料。在核酸检测中看到的
医务人员的标准动作，还有那种种色调

画面，在脑中隐隐出现。于是画了一张
张速写，表现各种场面，没想到一发不
可收。我画了医务人员认真工作；画在
空旷街上、小区门口守护的志愿者，画
雨中排队核酸检测的场景……这些画

有我独到的视角，有自己擅长的风格。
网络世界，所有的信息都是从手机

上获取的。封控的公告一发布，网络上
出现许多调侃、自嘲的段子，让人忍俊
不禁。充分展现了上海人的幽默、诙
谐，还有坚强，适时排遣了因为宅家而
生出的烦恼、抑郁。
在“朋友圈”里看到不少上海空城

的 视 频 和 照
片，我十分痛
心，但是，我忽然又看到坚守的信念和
希望。上海以它的空城，来表明坚守的
姿态；上海默默地忍住眼泪，正在集聚
静寂背后巨大的力量，等待新的繁荣。
我想到了外滩、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
我想到了曾经的打卡地武康大楼，想到
了普通的一条街、一幢房子。我要用画
记录这一刻的寂静，我要用画展示城市
无声的力量。
医务人员在默默地坚守，志愿者在

不停地奔跑，网上授课、开会，居家还在
不断地工作……抗疫是对党员、干部和
全体人民的一次考验，生活还在继续，
万般生活都是一种经历。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终

有极。

黄阿忠

用画记录城市无声的力量

小区不算小，几乎占
满一个街区，小区中有家
仓集生鲜超市，是的，带时
下让人眼睛一亮的“生鲜”
两字。店主是年轻的小华

小芳夫妇，干活利索、男管潇洒女管美貌
那种。三百平方米的店铺，油米果蔬肉
蛋禽，着实方便了大家。
逢年过节，仓集的问候总是最早

的，提前几周吧，提醒爷叔阿姨订购老
家皖南的走地鸡、老鸭、黑毛猪，以便
在农家提价前多置备一些。我因此常
常尝到乡间美味，包括鲜笋、野生山
药，还有当地老人也难得采集淘洗的
葛根粉。
这次由于疫情，周边菜场关闭，那天

我问华老板，明天开不开——“开。我们
是保供企业。”
于是有这样一幕，在居委、物业、业

委会支持下，凌晨四五点钟，几十上百箱的新鲜蔬果送
到北门外，小区内的保安爷叔推小车送到超市，老板赶
紧打标签、上架，忙得汗流浃背。开市时人有点多，以
后就有志愿者在门廊维持距离排队，先进15人，以后
陆续。还有几位志愿者小二，帮忙理货（包括切冬瓜），
随时清扫地面。
那天下午人少些，小芳知我早上来过，抱歉说：“今

天只顾看扫描器，头都没有抬起过，都不知道谁来过。”
我拱手一笑。我对华老板说，几天下来你像是瘦了。
他拱手一笑，是吗？那谢天谢地了。
封闭前一天，老板抢到20箱草鸡蛋，结果没上柜

卖，对接居委会后都捐赠给了抗疫志愿者。说法很简
单，“鸡蛋在我超市卖只是商品，捐出去就是防疫物
资。值得！”
再后来，就只有接龙了。大家都是现学，跟团的菜

鸟（包括我）多多，好几次搞得小芳老板头昏眼花，要
配眼药水了。好在，居委会支持，志愿者积极，老板
有货源，跟团者“有实力”（数量达标才成团），好主意
频出（一律号+室+昵称+数量，方便汇总）。米面油
奶、蔬菜水果纷纷组团成功。记得唯一退款的就是
山林熟食，那天是卖家出不来货，结果是有人备了啤
酒没啃到咸鸡。
每宗物品进小区前、发货前两次消杀，都有视频为

凭，当夜发不完的有超市冰柜伺候，都让大家定得放
心，喜闻门铃响。
春天到了，篱笆上的木香花如期盛开。真希望一

切如常——清早，见老板娘在门廊频率飞快地挥汗跳
绳；下午，见华老板去幼
儿园接女儿，站在下风口
十几步远，悄悄吸一口电
子烟。
我还想，等这波疫情

过去，按老一辈的规矩，是
该送面锦旗的。写什么，
也不用斟酌，来自心里：
“有你在身边，真好！”当
然，接龙群里数以百计的
鲜花、作揖早就表达了由
衷的感谢，老板只能频频
回答“应该的”“不用谢
了”，毕竟龙门阵是要留着
订货用的。
彻底解封、店门大开，

是每个人的期待；还有人
“扬言”，到时候要去店里
大买特买，警告店主：多多
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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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第六个节
气，春天的最后一个
节气。“谷”，《说文解
字》解释为“百谷之总
名也”，就是粮食作物
的总称。谷雨，通常解释为“雨生
百谷”。《月令七十二候解》则解释
为播种谷物的意思：“盖谷以此时
播种，自上而下也”，都是合理的解
释，谷雨节气是农耕文化的体现。
中原气候雨热同期，就是雨水和气
温同步上升，这特别有利于农耕，
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催生了发达
的农耕文明。关于谷雨，还有一个
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
哭”，因为文字，人类走出鸿蒙，踏
上了一个全新的但也前途莫测的
征途，上苍下起粟雨来庆祝，鬼神
悲伤地哭泣。这个传说，有着深刻
的含义，体现了中国人对文明、对知
识本身的辩证思考。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谷雨第一

候，“萍始生”，浮萍开始生长。唐代
诗人王勃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
之客”；宋代诗人文天祥说，“山河
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萍”常有漂泊无根之意。第二候，
“鸣鸠拂其羽”。鸠，指布谷鸟，谷
雨节气的“发言人”。“寻花人隔绿
帘语，布谷鸟忙深树啼。”我小时

候，爸爸说布谷声声，提醒人们抓
紧播种。爸爸还说，人生也一样，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
季节。春的努力，决定了夏的成
长、秋的收获、冬的平安。第三候，
“戴胜降于桑”，桑树上的戴胜鸟，
也是“声声催我急种谷，人家向田不
归宿。”其实哪里是鸟会催人，是勤
奋的人自己要努力。
谷雨一到，春天谢幕了。所谓

花开四季，最集中的是在小寒
到谷雨八个节气里。谷雨节气
的花信风，依次为牡丹、荼 和
楝花。牡丹富丽、硕大、色彩鲜
艳，人称“花中之王”。唐朝诗
人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开时节动京城。”只有牡丹才有万人
空巷的魅力，人们去看牡丹，“每春
暮，车马若狂”。相比之下，荼 和
楝花要冷清许多。荼 开白色的
花，南宋诗人王淇说：“开到荼 花
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苦楝树是
高大乔木，但所开的楝花细小、淡
紫。明代诗人杨基这样描写他的故
乡苏州天平山：“细雨茸茸湿楝花，

南风树树熟枇杷。”
好美！楝花之后，二
十四番花信风归于
圆满。
“落花流水春去

也”，春去总是让人伤感的事情。但
老天爷总不亏待人。这不，谷雨节
气，河豚是春天美食的代表。“蒌蒿
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
豚鲜格格地从海里爬到江河里，爬到
餐桌上，舍生取义，慰藉人们惜春伤
春的灵魂。好东西常常是成双成对
出现的。慰藉人们的还有谷雨茶。
宋代诗人黄庭坚说：“未知东郭清明
酒，何似西窗谷雨茶。”清明以前的茶

叫“明前茶”，稀罕，尝鲜而
已。谷雨茶醇厚、入味，产
量也高，是春茶的代表。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
春”，是文人生活的象征。

时光易老，岁月不居。春天，不
是布谷鸟送走的，宋代诗人陆游说
“无端催取流年去，最恨溪头布谷
儿”，真是冤枉了鸟儿。春天，也不
是荼 和楝花送走的，还是宋代诗
人曹豳说真话：“门外无人问落花，
绿阴冉冉遍天涯。”春天，不会因为
我们的无限留恋而停下离开的脚
步。好在岁月各有美好，让我们张
开双臂拥抱夏天吧。

韩可胜

谷雨，门外无人问落花
秦可卿的弟弟秦钟，

跟贾宝玉是一对少年密
友。《红楼梦》第十五、十六
两回，交杂着其他内容，写
了秦钟的爱与死——一段
令人悲伤和沉思的故事。
起头是王熙凤帮着贾

珍操持秦可卿的丧
仪，在大出殡那一日
借住在水月庵。晚上
净虚老尼姑过来跟凤
姐拉扯一笔三千两银
子的交易，随凤姐一起来
的宝玉和秦钟二人就在佛
殿上玩耍。
一会儿小尼姑智能儿

过来了，宝玉笑起来，说
道：“能儿来了。”秦钟说：
“理那东西作什么？”

听起来，两个人的语
气不一样。宝玉叫小尼姑
“能儿”，口气很亲切；秦钟
称她是“那东西”，好像跟
自己毫不相关、而且有点
鄙视的样子。但他这是做

贼心虚，自我掩饰。宝玉
看着他假装没事人，就嘲
笑他：“你别弄鬼儿！那一
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
没有，你搂着他作什么呢
这会子还哄我！”
这里用对话补上了以

前发生的故事情节。那智
能儿自幼随着师父在荣
府走动，无人不识，也常
与宝玉、秦钟顽笑。她渐
渐长大了，所谓情窦初
开，见秦钟俊秀文雅，就
喜欢上了；智能虽是个小
尼姑，却长得美丽而妩
媚，秦钟也非常爱她。二
人虽然还没怎么样，却已
经情投意合了，心里很明
白。所以，宝玉和秦钟在
佛殿上玩，智能儿跑过来，

也不是无意的事情。
宝玉揭穿了真相，跟

着就敲诈起来：“有没有也
不管你，你只叫他倒碗茶
来我喝，就撂过手。”倒一
碗茶的事情，为什么非要
秦钟去说呢？宝玉也解释
了：“我叫他倒的是无
情意的，不及你叫他
倒的是有情意的。”没
情意的茶随处都有，
有情意的茶人间难

得。喝的不是茶，是情意；
小尼姑对我没情意，我就
跟你沾光，借一点。
智能倒了茶来。秦钟

笑说：“给我。”宝玉又叫：
“给我。”智能儿抿着嘴儿
笑道：“一碗茶也争，难道
我手上有蜜！”这是一个女
孩被两个男孩争着献殷
勤，一种开心的回应，说话
之间，是一种少女特有的
天真与骄傲。少男少女之
间，有些情感若有若无、似
是而非，它很柔软，它很美
好，它也很迷人。
宝玉喝到那碗茶也

就满意了，秦钟想要的却
多得多。趁黑晚无人，他
就到后头房里寻智能儿，
死皮赖脸地求着她，叫
“好妹妹”，想跟智能儿
要好。
智能儿道：“你要怎

么样，除非我出了这牢坑，
离了这些人，才好呢。”这
是说，她也愿意两个人在
一起。可是她得逃出这
个牢坑啊，要离开这些
人，才能找个归宿啊！难
不成永远做个尼姑跟你
偷偷摸摸？
小说里没有交

代智能儿的家世。
但我们从故事情节
中可以知道：她在
京城这一带没有
家，没有可以投靠的地
方。她也许是个孤儿，也
许是穷人家养不活，送给
老尼姑做徒弟兼小佣人
的。反正，做尼姑并不是
她的心愿。但她把水月庵
这地方叫作“牢坑”，那么
除了向往世俗生活之外，
她的师父，那个老奸巨猾
的净虚老尼姑，给她的感
受也是非常恶劣的，这可
想而知。
想要我，你就带我走，

这是智能的心愿。
秦钟怎么回答？他

说：“这也容易，只是‘远水
解不得近渴’。”他不愿意
等了，说着一口吹了灯，满
屋里漆黑，将智能儿抱到
炕上。这时宝玉不知怎么
闯进来，把一对野鸳鸯给
冲散了。智能儿还小，也
许是宝玉觉得这么做不妥
当吧。

当时秦钟大概十三岁
光景，智能更小一些。他
们互相喜爱，是一种少年
人天然的感情，懵里懵懂，
慌里慌张，没有牢靠的根
基，也没有确切的计划；而
在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他
们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力
量。秦钟是个官宦子弟，
父亲怎么能够允许他和一
个小尼姑相好呢？他要把
智能救出牢坑，几乎是难

于上青天。可是他
却说“这也容易”。
这显然是为了贪图
眼前的快乐，随口
说出一句话。虽然

不是存心欺骗，但确实没
有严肃的思考。
少年人相爱的时候，

不仅缺乏克制和盘算，对
于危险的认识也很模
糊。小尼姑智能儿是个
痴情而又大胆的女孩，在
秦钟离开水月庵回京城
以后，她日思夜想，终于
不顾一切，偷偷跑出来，
到城里找秦钟相会，结果
被秦业发现了。
这还得了！在老人看

来，这简直是荒唐透顶、
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怒
之下，他不仅赶走了智
能，还把秦钟痛打了一
顿。这些都还罢了。秦
业是晚年得子，这时已七
十多岁，年老体弱，又气又
急，旧病复发，三五天下
来，竟然一命呜呼。
秦钟身体弱，带着病

挨了一顿痛打，身体更差

了；他的性格也弱，看到父
亲为了自己的过失活活气
死了，心中痛悔自责，十分
难过。病情一天天加重，
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一天宝玉闻讯赶

到秦府，秦钟已经昏死过
去好几次。秦可卿、秦业
先已去世，秦家只有几个
疏远的亲属在照料他，他
们已经把秦钟从炕上抬
下来放在一架板床上，给
他收拾后事了。没想到
秦钟只剩一口气，听到宝
玉的哭喊声，居然又醒了
过来。
小说中写秦钟临死前

还有几桩记挂，读起来令
人感到辛酸。
一是智能儿没有下

落。这个美丽大胆的小尼
姑，为了追求人间的快乐，
自己逃出了她说的“牢
坑”。天地茫茫，她年幼无
知，又有什么样的牢坑在
等着她呢？这让秦钟想起
来有死不瞑目之感。
二是父亲留下的三四

千两银子。白先勇一本书
里认为秦钟快要死了，还
记挂那些银子，是不合道
理的事情。白先生说《红
楼梦》处处与张爱玲相反，
他的许多看法很奇特。秦
业是个穷官，三四千两银
子是这个家庭的全部财
产，平时不知怎么减省才
攒下来。可是秦家的人全
死了，这笔钱只能留给其
实没有什么关系的远房亲
属，这让秦钟想起来如何

不难受呢？
三是对一生的追悔。

当时宝玉问他：“有什么话
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
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
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
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
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
完便离开了人世。
怎么理解秦钟这段

话，这个临终嘱托呢？他
和宝玉是好朋友；他们都
有一种叛逆精神，看不起
追求功名利禄的俗人；并
且，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见
识高过世人。
但是，他们的叛逆是

盲目的，没有真实的社会
基础，在叛逆的道路上，
他们甚至没有基本的生

存能力。
秦钟和智能之间那种

少年人的爱情，本来是美
好的，但它不能见容于社
会，因此也不能见容于家
长。结果害了智能，害了
自己，还害死了老父亲！
他临死之前以自身的悲剧
告诫宝玉：在叛逆的道路
上，我们没有力量。
秦钟的命运，也是宝

玉命运的缩影。他的故事
和他的追悔，在《红楼梦》
里是有深意的。

骆玉明

无根的爱

春天的战斗 （剪纸）奚小琴

红楼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