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自然为师

我家是坐北朝南公寓五楼，装
设开放式铁窗的阳台上栽种了十
来盆花木，西晒日照强烈，早晚都
要浇水。
有一次，我用洗涤饭锅的水浇

灌，残余的米粒招来三四只小麻雀
啄食，自在快乐的模样煞是可爱。
隔天我留下更多饭粒，期待小客人
再度来访，结果飞来七八只，阖家光
临，一家人吱吱喳喳吃得不亦乐乎。
既然这么赏光，第二天，我特

别盛了一盘饭准备让它们饱餐一
顿，这回来了十几只，大概原先的
一家人跟邻居聊天之余不忘“好康
逗相报”。既然来了，我也不是小
气之人，悄悄地再多放一盘饭，让
大伙吃个痛快。
好事传千里，接下来几天，准

时参加“早餐会”的麻雀有愈来愈
多的趋势，剩饭渐渐不够喂食，于
是我特别到鸟店买了一大包鸟饲
料，准备好好待客。新菜色果然比
单调的饭粒更有吸引力，盘子才刚
放好，在一旁等候多时的麻雀便飞
扑而上，没多久便抢食一空，阵仗

吓人。
更惊人的是，隔天清晨，一推

开客厅玻璃门便被眼前的景象震
慑住：从我家屋顶通过巷子延伸到
对面顶楼一条长约十几米的第四
根电线上，密密麻麻站着一两百只
麻雀，没有喧闹，只只安静地引颈
望着我家阳台。看样子，它们的

“里长伯”肯定敲锣打鼓四处放送
这天大的好消息，望着这么多不请
自来的食客，情绪亢奋的我忙不迭
地准备饲料，深恐慢待了贵客。
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传来一阵

急促的门铃声。原来是四楼邻居
太太，抱怨她家阳台都是鸟粪，我
连忙道歉并且保证下不为例。没
错，到处是“黄金”，是饲养鸟儿的
后遗症。麻雀小小身躯，吃得快新
陈代谢也快，每回大快朵颐后毫不
客气地留下遍地斑斑点点的“纪念

品”，总要花费不少时间处理善后，
如今连邻居也受到池鱼之殃。
虽然才短短十来天，对这群被

我当作宠物饲养的鸟儿已经有了
感情，然而，为了顾及邻居感受及
环境卫生，只好硬下心肠，对它们
吱吱喳喳的讨食声与殷殷期盼的
眼神，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后曲
终“鸟”散，一切归于原点，仅偶尔
有三两只小鸟在盆栽间嬉戏。
家人见我闷闷不乐，建议不如

买笼鸟回来养，我断然拒绝。天地
之间所有生物无不向往自由自在
的生活，绝对不愿意被禁锢在冷酷
孤寂的牢笼里。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要再养鸟，我还是会选择同样
的自由放养方式。只是在水泥丛
林中有诸多不便与限制，期待有朝
一日能迁移至适当居所，与带给我
无数欢乐喜悦的鸟儿们再续前缘。

王 淼

麻雀客人

独享一河灯光，将旅
愁揉碎，安放在波影里。
悄然藏身，踏浪在舞阳。
看远山银星，牵动风

语，用夜色抚慰，缓缓驿
动的疲惫。闲步在舞阳。
桥影摇晃，青涩的梦

想。打捞湿漉漉的倒影，
和夜歌一起放飞，浅醉在
舞阳。
青石泛着月光，足音

轻轻，安顿了浮尘。放下
熙攘的奔忙，清静在舞阳。

邓 名

淡游舞阳河

清早，打开手机，一
段深情的歌曲，如晨曦一
般轻轻漾动，心也随之明
朗而又柔波微漾起来。
这是我在援疆期间创作
的《倾情喀什》，作为援疆
好声音中的一首佳作，在
叶尔羌河畔和黄浦江畔
等地传唱。
援疆一

直是祖国昂
扬 的 主 旋
律。新一轮
援疆启动至
今，有十二个年头了。全国
各地的援疆干部在推进
新疆长治久安、社会经济
发展中，积极作为，在文化
润疆过程中也倾注了激情
和才华，援疆好声音便是
其中一朵绚丽的花朵。
在援疆期间写词作

曲的人并不少见。但新
一轮援疆过程中，援疆歌
曲被冠以“援疆好声音”，
第六批、第七批援疆干部
功不可没。背后都有精
彩动人的故事，仔细挖掘
并感受，都会捕捉到一种
时代的节拍和岁月燃烧
的激情。
有一位援疆干部告

诉我，他到阿克苏支教当
天，就碰上两次停电。当
晚，周围漆黑，他也一时
陷入了怅惘。仰望着天
空明净的月亮，思绪万
千。终于，他站在这片紧
挨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的苍茫大地上，感悟到了
一种自然的神秘和人不
可替代的创造的力量。
他在朗照的月亮中，似乎

窥见到了一位伟大的女
性，维吾尔族杰出的代表
阿曼尼沙汗的形象。阿
曼尼沙汗整理出了艺术
瑰宝《十二木卡姆》。她
面容娇美而又圣洁，她的
十二木卡姆的乐声悄然
响起，那里涌动着一种大
爱和执着。他被深深地

感染了，他有了吟诗写诗
的热望。以后这样的形
象和乐声，无数次再现在
他的脑海。面对纯朴而
努力的维吾尔族女学生，
他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地
教授她们读汉字，矫正口
音，理解含义。他从她们
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阿
曼尼沙汗……
那天，他写了《阿曼

尼沙汗》的歌词。歌词在
微博上流传，令不少音乐
人感悟。有一位广东音
乐人，在南疆采风时有感
而发，也创作了一首《阿
曼尼沙汗》，谱曲后，由年
轻的维吾尔族歌手吐洪
江深情演绎后，走入了人
们的心里。

1965年出生的田百
春，于2011年从求是杂志
社来到新疆兵团援疆。
四个多月里，他深入兵团
一线调研采访，撰写了2

万多字的新闻作品。他
还写了一首歌，歌中写了
他援疆出发时的经历。
他写道，当他收拾简单的

行囊，即将奔赴远方时，
妻子默默地坐在他身旁，
为他整理着行装。当她
再次抬起头时，已是满脸
泪痕。当他向还在上幼
儿园的女儿告别时，她忽
闪着大眼睛疑惑地问，不
去不行吗？妻子也握住
他的手，说，要不，你再想

想？他说，
没 有 人 要
求我们别妻
离子，我是
主动申请，

甚至是竞争而来的，要去
奉献。这是自己的使命。
他见到的新疆，是祖

国美好的天地：“天山的
云，玛纳斯的雪／一尘不
染，圣洁得如同到了天堂
／塔里木河山，伊犁河水
／蜿蜒流淌，滋润着绿
洲，也滋润我们的心房／
更有千年不死，不倒，不
朽的大漠胡杨／让你一
见就不由得挺起了胸膛
／我们走进了兵团／才
发现这是一座多么伟大
的精神殿堂”歌词质朴而
流畅，是从滚烫的心自然
而然地流露。
一年多后，他因病与世

长辞。留下了他的文字，在
人间芬芳。
明平兄是第六

批中央单位援疆的
总领队。温文尔雅
的他，在援疆的艰
苦环境中，既致力于各项
工作，又创作了好多歌
曲。其中就有深受好评
的《我最美的新疆》《爱的
收获》《江布拉克》等歌
曲。
来自全国各地的援

疆干部，在激情燃烧的援
疆期间，以真情实感和诗
意，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
歌词。来自上海的援友
李静平、张行之，央企援
友陈锐军、闫水茂、申牧、
郭艺文，广东援友曾励、
易春雷，山东援友刘晓
鹏、赵延龙、湖北援友余
军，湖南援友李晓跃，河
南援友付剑伟等，从第一
批到第十批，近百名援疆
干部参与了创作。
名单注定挂一漏万，

但他们的援疆之情和援
疆好声音，已在全国各地
开出了别样的花朵。为
这些歌词作曲和歌唱的
人，做策划的音乐人，都
对这片土地具有深挚情

感，使援疆好声音锦上添
花。这些歌曲在诸多媒
体传唱。星外星传播公
司已推出七辑《援疆好声
音》。由李肇星先生作序
的《援疆好声音——歌词
背后的故事》一书，荟萃
了30多名援疆干部撰写
的48首歌曲及其故事。
书中有对大好河山的赞
颂，对民族情谊的深爱，
对援疆生活的依恋，寄托
了对祖国美好明天的期
待与祝福，无不展露着援
疆干部的那份激情和家
国情怀。
我在新疆喀什三年

多，也创作了数百万字的
文学作品。其中数十首

诗歌，如《他乡的
雪》《鹰笛嘹亮》
《灵光》等，都被不
同民族的音乐人谱
成了曲，把我把对

第二故乡新疆的情感和眷
恋，艺术地表达出来了。
《倾情喀什》是我应芮

文斌先生之邀而写。每一
个字，都凝聚着我炽热的
爱，凝聚着我的心声。许
多人听了都说，来自黄浦
江畔的我，把上海援疆干
部对叶尔羌河畔的情和
意，深情地唱吟：“请让我
带着黄浦江的情意／走进
这片美丽的土地／请让
我伸出最真诚的臂膀／
拥抱我们可爱的兄弟／
喀什的天空是何等澄澈
／喀什的山水是如此纯
净／这里就是我们自己
的家乡／这里奔放着我
们奉献的激情／祖国的
神奇的疆域呀／我们为
你骄傲为你歌唱／祖国
的辽阔的天地呀／我们
为你坚守为你倾情……”
数年援疆路，一生援

疆情。一曲曲动情的民
族大团结大融合的歌声，
在祖国大地久久回荡。

雨 霖

激情燃烧的援疆好声音

如今每天早上醒来都要躺在床
上发三五分钟的呆，因为从很多载
体上都读到过，老人家早醒后是不
可以立马翻身下床的，要在床上静
默一会儿，伸伸懒腰，这样才能避免
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躺在床上突然间想起幼时父亲

曾教过我，当睡觉的“觉”字读“较”
音时，表示它是从清醒中入梦去；而
把它读成觉悟的“决”音时，它则是
从迷糊中醒过来。一个“觉”字，两
个不同的语音，两种截然相反的词
意。

类似这样的汉字有很多，比如
“尽”，用在尽力、尽量上，表示没完；
而用在竭尽、完尽上，则表示完了。
还有一字多义的“打”字，打仗

打架用的打，很血腥；而打球打酱油
则很轻松，且快乐。
还有，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过，

说男人必须要读懂三个字，读懂了，
就会心生感恩。一是“好”字，一个

女人为你生了孩子，这就是好日
子。二是“娱”字，一个女人与你结
婚后，天天张口对你唠唠叨叨，你千
万别烦，就把这当成一种娱乐（这种
说法有点损，但似乎又是话糙理不
糙）。三是妈字，一个女人当了妈
妈，就是给家作牛作马了。
生活中一体两面的事情实在是

太多了。是迷是悟，是梦是醒，依旧
是全凭自己。
“世事黑白皆学问，人情冷暖即

文章”，这是我少年时代，看见我父
亲写过的一幅毛笔字。

郁钧剑读字

由我翻译的武田百合子《日日杂记》
于年初出版，获得了一些好评。从春天
起，我开始翻译她的《富士日记》。武田
百合子生于1925年，她的丈夫是小说家
武田泰淳，夫妻俩均已过世。从1964年
到1976年，武田一家人（泰淳、百合子和
女儿武田花）往返于东京赤坂和山梨县
富士山麓的“武田山庄”，过着城市和山
野的双重生活。百合子被丈夫催着写的
山居日记，在泰淳去世后出版，便是《富
士日记》。从此，她不再是作家身后的妻
子，成了一名作家。
作为译者，跟着百合子的日记一路

走来，仿佛呼吸着20世纪60年代
的空气。武田家和山下当地人的
交往频繁又亲切，日记中不乏吃
喝细节，加油站大叔、石材店老
板、管理处的人，常在武田家无拘
无束地聊天。有一年冬天，百合
子不慎将后备箱钥匙落在地上，
下雪后没法找，加油站大叔在大
年夜（12月31日）上山帮忙开锁，
忙完便喝了起来，还念了自己写
的俳句，不知不觉待到很晚，他的
家人急坏了。
近来结识的另一位百合子“粉丝”告

诉我，加油站还在，你可以去拜访。在红
叶季，我们找了个晴日，打算坐火车前往
下吉田，再去河口湖。没想到恰好是“文
化日”，富士回游特急的票售罄，只好到
大月再转车。下吉田的新仓山据说是登
高看富士山的好位置，这时秋色正佳，一
丛丛一株株的红叶高悬在398级台阶
上，阳光一照，璀璨如玛瑙。登高的过程
中，不断有人驻足举起手机拍摄红叶。
到了展望台，人更多了。富士山的蓝色
圆锥仅有顶上一抹白，让人想起浮世
绘。一位大叔边用三脚架拍照，边对旁
人说，我拍了十五年的富士山，在这个季
节这么晴朗，很少见。
河口湖的旅游气息远比下吉田浓

厚。从车站出来，站前的大巴直通新宿
以及东京站，跟着闯入眼帘的是寄存箱、

混杂着英文的店铺招牌、
宛如新潮咖啡馆的寿司
店。到处是人。
加油站不在游客们的

区域，乍看有些萧瑟。穿
过停车场走进玻璃门，在沙发上半躺着
休息的大妈以为我们是客人，起身招
呼。我报上介绍我们来的朋友的名字，
说明来意，她热情地倒上茶，又拿出吐司
和饼干，问，你们去了山庄吗？我说太远
啦，我们坐火车来的，不开车上不去，上
午去了新仓山。大妈说，以前武田家可
不去那里，那地方也就是这几年才变得

热门。从前只有冈崎朋美，那个奥
运速滑选手，爬台阶当作训练。我
说，我还去了下吉田的商店街，可
能因为放假，店都关着。大妈说，
那里已经变成卷帘门街啦。
卷帘门街指的是店铺纷纷倒

闭的萧条地段。从前的下吉田很
热闹，武田百合子常开车去购
物。这一刻，我恍然意识到，毕竟
书中鲜活的街道和人，和现在隔
了将近六十年。不变的是人的和
善。大妈最后硬是让我们把吐司

带上，说可以火车上吃，又说，我们今天
太忙了，没有人手带你们去山庄。
加油站的生意比我最初以为的要

好，和我们交谈的十几分钟里，不断有人
来加油，又有邻居来观赏昙花。邻居离
开时，大妈剪了几枝海棠花让人带走。
“这回没有关东煮，摆着带有‘双叶

的肉包’广告的蒸笼，在卖肉包和豆沙
包。店里的人都让我们吃包子。看来学
校放假，两个女儿在干活。大叔出来了，
不好意思地说：‘大年夜我太得意了。我
在反省。’他的脸是刚去过理发店的模
样。”（《富士日记》1966.1.3）
直到道别，我也不好意思问，大妈究

竟是两个女儿中的哪一个。文中的“大
叔”是她的父亲，想来早已过世。写下这
些文字的人也走了，留下从前的世界的
光影，给后来者注视。

默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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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街头，偶遇画
展，五彩的画儿占据了长
长的街道，我边走边看，
被美给包围了。每一幅
画都有着不同的美，我不
禁惊叹于人的创造力。
在众多的作品中，有三幅
画最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幅是油画，画中

天空被涂成了绚丽的玫
红色，其间还混杂着橙

色、粉色、白色，色彩丰富
绚烂。我被那绚烂的云
霞所吸引，美对于我永远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我曾在厦门见过绝

美的日落。当时天空的
色彩变化万千，丰富细
腻，那种美语言无法表
达，绘画也难以描述。面
对真正的美，所有的艺术
形式似乎都失去了力量，
我想，这样的时刻更适合
好好享受，然后将其记在
心中。
在第二幅画中，一个

小孩站在溪流旁，背对着
画面，伸出双手抱住一个
大大的月亮。夜空深邃，
远方是一排排的绿树，溪
水中有小小的碧绿荷叶，
红色的小鱼在空中游荡，
与明亮的星星相映成趣。
这是一幅很有想象

力的画，神秘深邃，仿佛
一首来自远古的歌谣。
这幅画让我想到几米的
作品，它们都是那么神秘
莫测，迷离梦幻。画家用
画笔勾勒出一个神奇的

国度，通过画面的魔法触
摸人类的心灵。
我一直觉得绘画是

一件神奇的事情，是与心
灵的对话，非灵气不可
得。
第三幅画是一幅水

彩作品，几只肥美的红色
鱼儿悠游于水中，水的部
分作者运用了晕染手法，
将淡蓝、浅紫、鹅黄三种
颜色融合，形成了一种唯
美又浪漫的基调。水面
上，粉色落花点点，几许
落叶漂浮。看着这个画
面，耳边仿佛响起了张志
和那首优美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
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
蓑 衣 ，斜 风 细 雨 不 须
归”。画中鱼儿仿佛是诗
中的鱼游到了画里，诗画
相映，趣味盎然。
面对精彩的画作，我

也想化身为一尾快乐的
鱼，在美的海洋中遨游。
很高兴能在街头偶

遇这样的美好，我们真是
遇见了一个好时代，丰衣
足食，于是有了更高的精
神追求。绘画、音乐、电
影等美好的艺术形式滋养
着大众的生活，在未来，我
期待遇见更多的美好。

幽兰小姐

遇美记

江
南
·

秋
（

油
画
）

朱

蕊

四年一届的
世界杯是球迷们
的盛宴，明起刊
登一组《我的世
界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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