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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我又参赛了。这一次，是在无
锡。67岁的我，以4小时28分01秒
的成绩，顺利冲过了人们欢呼雀跃
着的终点。一排排摄影师，“咔嚓咔
嚓”记录下了我们冲刺的瞬间。拿
到奖牌，我在疲劳又欣喜之余，把它
在心里深深地献给了我获得终身医
疗成就奖且始终喜爱锻炼并示范熏
陶我一辈子的老父亲。
青年时代的父亲，喜欢骑马习

拳练器械。到安徽部队医院从医
后，父亲每每回沪都会去徐汇、卢湾
的几个区体育馆锻炼、看比赛。我
们兄弟几个也在他的引导、教诲下，
从小重视体育锻炼。初中时，我还
是班上的体育委员。之后，我以健
壮的体格光荣入伍。
当时，我在海军航空兵团部工

作。十七岁的我，与战斗机飞行员
们有许多朝夕相处的机会。由此，
祖国海空雄鹰的空中骄子们身上的
精气神，不断地熏陶着我，我逐步悟

出了军人气质与众不同的内涵。尤
其是他们每日的一练，始终保持的
强健体魄和旺盛精力让人羡慕不
已。我因此逐步加入了他们训练的
队伍，融入了他们打球长跑爬山的
行列。当我聆听到曾击落美国航母

舰载机的战斗英雄陈武录、王顺义
的亲口故事和谆谆教诲，更是汲取
到英勇向前、敢于拼搏的力量。我
到军部工作后，又因集邮的共同爱
好，与击落美制F-104C战斗机的大
英雄高翔成为忘年交，从他身上，我
悟知了“为人诚、做事实、不畏难、专
业精、身体强”的人生哲理。二十年
航空兵战斗部队的锻造滋养，塑造
了我人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我
也渐渐地成为了部队里的尖子生。
1985年，我打破了空军学院运动会

1500米跑纪录；1986年，我代表空军
学员参加全空军冬季长跑大赛，获
3000米冠军，荣获王海上将司令员
的颁奖。

20世纪90年代，我转业至地方
政府机关工作，有段时间，因工作太

忙，我懈怠了锻炼，体检报告敲响了
警钟。从此，我重新树立生活理念：
坚持锻炼身体是终身任务，是每一
个现代人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必须要
做的第八件要事。之后的十多年，
我几乎每天游泳一千米。
有一次，我陪一位年轻的同事

拉练“铁人三项”。当我陪他一口气
游完了7000米后，通过其介绍又热
爱上了马拉松。但马拉松毕竟是长
距离极限运动，时年57岁的我，心里
并没有底。这时，曾经作为军人的

勇气再次激励了我。2013年底我在
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果断踏上了
众所向往的上海马拉松赛道，并以
良好的成绩完成了赛事。从此，马
拉松的赛场就是我奋勇前行的战
场。从那至今，我已参加了46场马
拉松比赛，半马成绩达到过1小时
46分，全马3小时47分。
十年参加马拉松的经历，让我

深深感悟到，跑马拉松是敬学强者、
完善自己、带动他人、享受快乐的过
程。参赛过程就如人生一样，我会
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刻。每当这时，
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中国海军航
空军人的英雄群像，他们始终大无
畏的气概，是令我不能停步的力
量。这些力量将伴随我一路向前。

支保平海空雄鹰策我跃马扬鞭

“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是一场路
跑赛事组织者必须
遵循的原则。请看
明日本栏。

繁华、大气、
绚丽、灵动，这是
唐朝留下的审美
格调，表现于唐
朝文化的各个方
面，诗歌、绘画、书法、散文，不一而足。
《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选
取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话题——服饰，
探讨围绕服饰所构成的充满活力的唐代
时尚体系，延伸至唐代政治、经济、社会
活动的诸多方面，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
社会文化史。
全书用太平公主的武官打扮以及这

一事件引起的反应，作为切入点，接着对
书名“时尚”一词予以解释。该书所指的
时尚，“首先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实践，它
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与物质
世界的接触在社会群体中构建出一种存
在感和个性”。可见，这个“时尚”不同于
我们通常理解的对服饰风格变化的偏
爱，它强调的是太平公主事例中所呈现
的那种形象化和自我塑造的方式。
这个“时尚”在中国唐朝这片沃土中

生根发芽。通过解读“时尚”，可以掌握
古代礼仪制度和官方服饰规范的密码，
从而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把穿着衣物
的身体当作展现社会地位的载体。此
外，作者还指出，时尚与唐代宫廷文化、
国家财政、视觉文化、纺织技术以及文学
体裁都有密切的联系。除了典籍记录的
文字资料外，全书还有很多世界各大博
物馆的珍贵图像资料，包括织物、陶俑、
绘画、雕塑、饰品等，采用120克东方雅
韵艺术纸全彩印刷，具有艺术鉴赏魅力。
关于唐朝织物的史料叙述，必不可

少，书中还有附录“纺织品基础知识”。
作者确定并详细阐述了驱动时尚发展的
两个“马达”。一是纺织业的发展，它为
服饰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图案、染色、印花
和刺绣织物。正文谈及了机械发明、图
案设计和美丽的蜀锦。二是“审美游
戏”。简言之，即唐人与他们的视觉和物
质世界之间持续的互动，唐人的感官欲
望促使社会结构的变化。张彦远的《历
代名画记》注意品鉴人物的着装细节，白
居易、元稹等诗文细摹长安丽人，唐代的
时尚体系是通过工匠、穿着者和评论家
的努力而构建的。
“审美游戏”涉及服装的物质性和精

神性，透过物质层面，作者更关注的是后
者。比如，穿衣，穿什么样的衣？颁布禁
奢令的用意何在？丝绸与色彩的等级制
度是怎样的？着装行为如何成为国家生
活经验的中心？国家政治与时尚政治为

什么具有共生
关系……服装
是一种治理工
具，它使社会差
异显而易见，并

确保了政治秩序。当我们把关于服饰的
矛盾与冲突置于唐代经济、政治、审美的
宏观背景来审视，就会看到时尚如何成
为涉及自我、社会、历史的更大范围讨论
的一部分。
文献和考古资料还证明了一个不争

的事实，即纺织品在唐王朝国家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纺织品在日常生活各个方
面都有基础性作用，它既被作为实物税
由政府征收，又充当了重要的货币。作
者运用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以税务文
件、经济论文和法律文书的记录为依据，
证明唐朝早期军事行动的成功，一定程
度上是通过大量素色与杂彩的织物实现
的，这些织物被用于支付军队开销、与地
方敌对势力的谈判，以及发放派遣至新
占领地区上任官员的俸禄。由此一来，
纺织品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也随之扩散
到边疆地区，或沿着丝绸之路成为国际
化的、被追捧的“审美游戏”，织物成为大
唐文化向外输出的重要工具。
全书最后一句，作者为时尚作了定

义：“总体而言，时尚是一种创造意义的
实践，它成为隐喻思维的关键形式，关乎
社会结构、欲望、性别和时间的流逝。”

林 颐

织就一部大唐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
浓”，春天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我见汉服
多妩媚，汉服见我应如是，一袭深衣，成
为了国潮的最新风尚。
汉服中的“汉”其实也有演变史，在

《马王堆三号墓遣册》中有关于“汉服”最
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
服，二人汉服’”，这里的“汉服”是
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
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而时代在发展，“汉服”则有了泛
指，唐朝的《蛮书》中记载：“初袭
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
霞缠头，其余无异”，这里的“汉
服”则是指“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汉服

“始于黄帝，备于尧舜”，“二十四
史”中的《舆服志》对衣裳有了系
统的规定，甚至孔子对君子的衣
裳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当然
对于现代的汉服爱好者来说，喜
爱汉服大多是恋上华美的服饰开
始。“丝衣其紑，载弁俅俅。”是庄
严威重之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
还。”又是何等飘逸婉约之美。魏晋的素
淡自然，唐朝的雍容华贵，宋明的纯朴淡
雅，总有一款适合你。由慕故生爱，由爱
故生专业。君不见，豫园灯会的汉服少
女衣带若仙，洛阳牡丹花会的沉浸式旅
游，汉服都是关键词。当春风吹遍华夏，
美景如图，鲜花灿灿，更吸引了数不清的
或明艳或飒爽的汉服爱好者。曹衣出

水、吴带当风，这些美术
上的名词，也成为了春天
中的一抹亮色。
“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汉服爱好者喜欢把
同道中人称呼为“同袍”。“同袍”是个很
有意思的词语，最早出于《诗经》，后面跟

着“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
仇。”也许是寂寞得太久，起初的
汉服爱好者属于小众范围，他们
会把对汉服的爱好认同为并肩
的战斗。曾经，我们要在庆典上
才能看到汉服的装束，在电视剧
中考证汉服的装扮。即使是现
在，身边还会有朋友认为汉服出
行是拍古装剧。其实古装并不
等于汉服，除了正剧之外，一些
古装剧无论哪个朝代都是大袍
仙袖，无论魏晋，更莫说唐宋，清
朝宫廷戏的服装更不属于汉服
了。
不知何时开始，仪式典礼、日

常出行，女生的浅绿色长衫，米白
色长比甲搭配砖墙红色下裙，男生的盘领
袍也不再是个例。年少不识子都之美，当
汉服从“小众”到“出圈”，“交领右衽”体现
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方位词“左”和
“右”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绳结系带
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中和之美”。
朱影簪花，将这个春日戴在头上，汉

服不仅是生活的装扮，更是我们生活姿
态的体现。

王
丽
娜

云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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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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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樱 （插画） 郑丽萍

蠡湖烟淼水，
林古绿亭幽。
意寄鸟声远，
神游白鹭洲。
三清随雾化，
五蕴慧明悠。
淡泊淌清韵，
江天一点鸥。

邓 名

蠡湖站桩

暮春初夏时令，正是
百花齐放，令人目不暇
接。有花的日子，令人神
往；有花的场景，顿时就有
了诗情画意：
山中与幽人对酌
唐 李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
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

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斗酒诗百篇，但

是，李白绝非狂饮滥饮之
徒。他对喝酒场景和对象
的要求都很高。如果没有
合适的酒伴，他宁愿与明
月、孤影相伴。而在一个
山花烂漫的日子里，在幽
静的山谷之中，他与一位
境界幽深的高人对饮。对
酌之际，山里山外的山花
们，悄无声息地绽放，或浓
或淡的香气，氤氲在山谷

里。“一杯一杯复一杯”，从
容地饮，开怀地笑。不知
几个时辰过去，醉眼蒙眬，
睡意袭来，可以毫不见外
地对友人说：“今天差不多
啦！慢走不送，明天记得
把你的绿绮琴带来……”
这个“我醉欲眠卿且去”的
典故，其实源自李白的偶
像——陶渊明。

这样的场景，我以为，
大概率就发生在暮春初夏
之际。而陪伴李白和友人
的山花，大概率，应该是它
们吧：

秋浦歌（其十）
唐 李白

千千石楠树，万万女
贞林。
山山白鹭满，涧涧白

猿吟。
君莫向秋浦，猿声碎

客心。
千千万万棵石楠树、

女贞树，形成了绿意如墨
的山林，在暮春初夏的惠
风中摇曳，蔚为壮观。石
楠和女贞，是江南一带尤
为多见的常绿树木。暮春
之际，石楠花盛放，饱满的
树冠上，满是密密匝匝的
白色花朵，散发着浓烈的

气息。据说，有的人不太
习惯石楠花的气息；而植
物学家考证，这种气息易
于吸引一些蝇类来为石楠
授粉。万物都有它的生存
法则，这是大自然的安
排。石楠是蔷薇科石楠属
植物，女贞则是木犀科女
贞属植物。木犀就是桂
花。所以，你仔细观察女
贞，其树其叶跟桂树都很
相似。女贞，冬夏
常青，不曾凋谢，若
有节操，故称女贞。
秋浦，位于长

江南岸，在今安徽
省池州市境内。
其境风景优美，民风淳朴，
李白在这里看了很多风
景，交了很多朋友，写了很
多诗。别的不论，仅这一
组《秋浦歌》，就有十七
首。我们熟知的“白发三
千丈，缘愁似个长”，就来
自其中一首。遍读《秋浦
歌》，你会有一个强烈的感
觉：这真是一个充满了生
物多样性的所在！你看，
此地有石楠，有女贞，还有
“山山白鹭满，涧涧白猿
吟”，首句写植物，此句写
动物，万物都充满着灵气

与精神。而在《秋浦歌》的
其他篇章里，我们还可以
看到，“秋浦锦驼鸟，人间
天上稀”“秋浦多白猿，超
腾若飞雪”“渌水净素月，
月明白鹭飞”“妻子张白
鹇，结罝映深竹”……
这首《秋浦歌》，首四

句的每句都有叠词，如同
民谣清新而朗朗上口，令
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中
的“青青河畔草”，“迢迢牵
牛星”。这，就是李白从乐
府、从民歌学到的精髓。
暮春初夏，是一个紫

色的季节。我们看到，紫
荆、紫藤、紫桐，还
有蚕豆、野豌豆，从
草本到藤本，从灌
木到乔木，把紫色
演绎到了极致。这

个时候，李白的眼睛看到：
紫藤树
唐 李白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
阳春。
密叶隐歌鸟，香风留

美人。
紫藤，是一种大型藤

本植物，藤蔓可长达30

米。跟爬山虎等藤本植物
不同，它的藤粗壮遒劲，毫
无纤弱之感。
暮春初夏，紫藤绽放，

覆盖住长长的廊道，几乎
不留一丝缝隙。放眼望
去，如同一片紫色的瀑布，
一片紫色的祥云。“紫藤挂
云木，花蔓宜阳春”，春日
暖阳下，繁花似乎散发着
紫色的光泽，令人眩目。
繁密的花朵，繁茂的枝叶，
密密匝匝的树叶里，黄鹂鸟
在歌唱；如瀑的花海之下，
赏花的美人沐浴在香风之
中，这正是“密叶隐歌鸟，香
风留美人”。短短二十个
字，清新自然，营造出一个
香花与美人的紫色之梦。
紫藤是豆科植物。豆

科植物，大多有成串的、蝶
形的花，散发出沁人的香

气，譬如槐花、蚕豆
花。豆科植物的果
实，特征也很显著，
大多有长条形的果
荚。紫藤也是如
此，花谢后很快会
结出一个个粗硬的
长果果，覆盖细密
的绒毛。宋朝沈括
在《梦溪笔谈》中记
载：“黄环，即今之
朱藤也，天下皆
有。叶如槐，其花
穗悬，紫色，如葛
花。可作菜食，火
不熟亦有小毒。京
师人家园圃中作大
架种之，谓之紫藤
花者是也。实如皂荚……”
看来，早在唐宋之时，种植
和观赏紫藤的风气已经很
兴盛啦。
这个时节，还有一种

花，盛放之时漫山遍野，令
人倾心、令人动容，这就是
杜鹃：

宣城见杜鹃花
唐 李白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
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

春三月忆三巴。
在中国文字里，有一

个词十分特别，这就是“杜
鹃”。它既可以指一种鸟

类，还可以指一种花卉。
据说，古蜀国有一位国王
名杜宇、号望帝，死后化作
鸟，啼叫声凄惨，催人泪
下。此鸟名子规，又名杜
鹃。李白是蜀人，自然熟
知子规鸟的故事。而在青
年出蜀之后，他竟再也没
有回去过。“三巴”，指唐蜀
地的巴郡、巴东郡和巴西
郡。巴山蜀水，处处奇绝，
这也是他一生的挂念。
宣城，即今皖南宣城，

地处长江下游南岸，距离
秋浦不远。李白成年后游
历各地，在宣城待过很长
时间。宣城谢朓楼、敬亭
山，都是他的心头爱。宣

城山清水秀，草木丰茂，是
否又会让他想起万里之外
的故乡巴蜀？特别是仲春
晚春之际，城里城外草木
葱茏，敬亭山杜鹃怒放，红
遍山野。在这个阳春三月
里，看着映入眼帘的杜鹃，
听着子规的声声啼叫，教
我如何不想她——我的故
乡。

大诗兄

李白与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