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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
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
感谢诗词，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文

学形式存在，今人才得知古人的生活存
在和切身感受。感谢晏殊，正因为他的
诗词特殊，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生感受的
多样性。
同是悲慨人生世事，冯正中“日日花

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是悲观的
体感；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一江
春水向东流”，是自然主义的锐感；而晏殊的“无可奈何
花落去”，接的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就是晏殊的
特殊，他把感性传导变成了哲学的思考和理性的传感，
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生哲理在诗词中的表达。
读晏殊这首小词，或许会有人生大悟。人生苦短，

人生苦难，人生苦己，因为“一向年光有限身”，“有限”：
时限、局限、距离限、物质限、思想意识限。财富自由
了，但许多事情想不通，还是“有限”。人是有限身，公
司是有限责任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短暂的历程中都
有设限，知年达生，在大限未至的时候，如何有意义地
生存，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突破。
晏殊是神童且身居高位，悟透人生，他提供的方法

是“只等闲”，“莫辞频”，“不必空念远”，“怜取眼前人”。
平常心就是“等闲”。人生既然有限，何必执念太

重，一切归静归常、若有若无，无论舍离、别离、分离皆
以等闲心处之，这是修养也是态度，更是灵魂的宁静升
华。“等闲”，不是刻意，而是圆融、不经意。“等闲”能够
突破“有限”，是因为不经意，不执念，是对宇宙方生方
死周而复始的规律的通透认知。“等闲”，决不自我设
限，正因此，“酒筵歌席莫辞频”。“一曲新词酒一杯”是
以“等闲”为取向的社交释放，“莫辞频”是允许参与，鼓
励参与，但不耽溺，一个社交封闭的人是不完善的人。
人生之所以感叹“有限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

就是“空念远”。正视有限身这个客观定律，不要操古
人的心也不要想未来人的太空梦，有念远的胸襟，更要
有脚踏实地正视现实的能力。梦想太远，实现不了；担
当太多，实行不了；伤感太多，消停不了；落花风雨，人
伤春一年，年误人一生。
既然“念远”是白白的、虚无的空想，“伤春”又是幽

幽的、劳神的悲哀，那么解决方案呢？晏殊告诉我们，
“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的亮点和看点就在于此，
其余都是知识点：年光有限是常理，等闲离别是常情，
莫辞筵歌是常态，山河空念与落花伤春也都是常识，唯

独“不如怜取眼前人”，是
人生至理。
晏殊所说的“眼前

人”，有几个层次的内涵：
首先是相对于眼前物而
言，人与物、人与财，人第
一可贵。家财万贯最终还
不是忽喇喇如大厦将倾。
爱人惜物，不可重物轻人、
逐利损人。其二，眼前人
是相对于身后事而言。人
在世间，一向年光有限身，
但却有无限的心事，参不
透悟不明，牵挂着永永远
远的事，国事、家事、民间
事、身后事，包括树碑立传

的事，财产分配的事，家业传承的事。晏殊痛彻地告诉
自己，怜取眼前人，不论身后事。其三，眼前人正是自
己。珍惜生命、热爱生活，酒筵歌席莫辞频，过好常态
人生，不要使自己太孤苦。不合群其实是拒绝认同。
眼前人除了自己之外，当然是家人、亲人、知己。人生
得一知己足矣，这不是享受，是互相认同，互相尽责。
人在江湖，会有多次挫败感，躺平逃离的做法都不

可取。因为，“眼前人”身影相随，没有地方逃。人既在
这个世上，就要“爱人”“惜物”。“怜”，就是仁爱、珍惜；
“取”，就是取向、责任，取悦人生。眼前人就是自己、知
己，小到家人、友人，大到企业人、社会人。爱护生命，
珍惜物力，是人性的信守，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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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喜欢盛夏，是因为有个长长
的暑假。和弄堂小伙伴们喜欢玩井旁桶
里的井水。我们专挑下午2-3时，各自拿
上瓢，舀水对泼，追逐嬉戏，弄得浑身湿湿
的、脏兮兮的。回去免不了一顿“生活”
和呵斥，但第二天继续活蹦乱跳地玩。
一起去买断棒冰也是开心的事儿。

提着保暖桶，小心翼翼地走在软绵绵的
柏油路上，生怕塑料凉鞋被融化的黑色
柏油粘住。到了烟
纸店的冷饮柜前，
等营业员掀开上面
的蓝色棉垫子，我
们争先恐后地把脸
贴近冰柜门，享受打开瞬间那冒出的白
色冰凉的雾气。
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

般的难耐与难熬。
成长中，喜欢盛夏，因为可以在书海

里畅游。书籍的来源有家里的藏书，有
与同学交换的，也有区图书馆借
的。搬离了儿时的弄堂后，住进
了石库门的前楼。白天里，房门
敞开着通风，过道正对房门，成了
最好的纳凉宝地。安一竹床，时
倚时坐，静下心来，看环环紧扣的武侠小
说。盛夏的燥热就这样被行走如风、无
拘无束的江湖英雄赶跑了。加上小扇引
微凉，惬意至极。
成年后，喜欢盛夏，是因为满怀热

情。我成为了一个自立自强的青年人，
以饱满的激情奔赴我生命的盛夏，在工
作岗位上奋斗；而作为一个主妇，喜欢盛
夏，则是因为到了家中大扫除的好时机。
窗帘比石库门的多了。选择数个晴

天洗，一个人大汗淋漓，独立完成拆、洗、
挂。玻璃窗就选择一个雨天来擦，方法

得当，可不用清洁剂就能有效地去除窗
外的污垢。“窗明几净”是主妇的快乐。
忙定后，坐下点开朋友圈的视频，两

位小娘子溪畔相谈甚欢。镜头一转，她
们准备把院子里的木篱笆换成竹篱笆。
活干到一半，取了杯陈达叟《本心斋疏食
谱》里甘冽的“琼珠”解暑，听着舒缓的背
景乐，我闭上眼睛，仿佛莲步姗姗于笼烟
映月，竹梢立幽鸟；琴声隐隐，空潭浮萍

绕……意境甚美，
还有了些许的凉
意，原来是空调已
被远程打开了。
盛夏也甜蜜。

高温环境为乳酸菌提供了较理想的生长
条件，做一罐子不加防腐剂的九分酸一
分甜的益生菌酸奶，口感润滑；与水果搭
配做成沙拉，美味且营养，停不下来的节
奏。妈妈做的绿豆百合汤永远是最好喝
的，她说这是盛夏最好的饮料。绿豆的

绵柔、百合的细腻，甜中带点微微
的苦，回味中苦中又带着甘甜，
如夏日的清流，如情感的安抚。
待到退休时，我想还是会喜

爱盛夏，那将是因为它的潇洒。
陪妈妈择一远离喧嚣的乡村，迎晨风莲
池赏荷，披晚霞柳堤徜徉，享受生活之
简；年增岁长，清茶和诗书为伴，茶味不
浓不淡，时光不急不缓，把生活所有的悲
喜，化作对人生阅历的尊重。
盛夏是季节的更迭，它的热烈，反衬

春天的秀美清净；它的壮美，收获秋天的
五谷丰登。一如我喜欢的维瓦尔第《四
季》“夏”乐章，兼具强烈与宁静、柔和与
力量。
夜幕马上降临，远方的天边，晚霞红

彤彤，依然那么昂扬。

一 箫

喜欢盛夏的理由

首次知道陆桥这个地名，还是
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从港口出
发到离岸数十海里外的大堡礁，途
中靠上一小岛码头时，我好奇地问
游船上的水手：“这是哪儿？”答：
“您不知道？此乃鼎鼎大名的陆桥
岛。就是低潮时岛与大陆有路相
连，从岛上能直接步行至彼岸；起
潮后路被淹没，两地之间只好靠船
摆渡啦！”这是个有趣的地理景观，
可惜当时正是涨潮，不然有机会上
陆桥体验一下该多好。
之后得知韩国也有这么

一座陆桥，我想，中国如此漫
长的海岸线上，应该也有这
种奇观。果然，网上一查，渤
海湾中的大笔架山就是。
该山三峰并列相峙，中高二

低，状似笔架，其东部又有一形如
笔架的小山与之遥相对应，所以称
之为大笔架山；但因位于海中，故
又是个距海岸1.62公里的小岛。
岛和陆之间有一条潮汐冲击而成
的天然卵石通道，当地人称之为
“神路”或“天桥”。因神路天然呈
“S”形，故实际步行长度约1.75公
里。山上有吕祖亭、五母宫、三清
阁等建筑。三清阁供奉儒、释、道

三教汉白玉
石像多尊。

“笔架插海”现为锦州八景之一。
为此，赴长白山途中，与游伴特意
在锦州下车，以亲身体验漫步天桥
仙界的意境。
一出火车站，右手100多米就

有去大笔架山的专线大巴，票价单
程8元，间隔10分钟一趟，车程一
小时，方便极了。不过且慢，登车
前一定要问清当天的海水潮汐变
化，搞清最低潮位的准确时间，然
后或先过桥上山后乘船返回，或反

之亦可。因海水一天两潮，一次在
昼，另一在夜。如当地阴历初一至
初八和十六至廿三的干潮（即海平
面最低，每天不同，间隔38—58分
钟不等）时段，分别为11时35分到
17时11分和23时59分到次日5时
35分。大巴发车去锦州第一班时
间是上午8点，返程末班车则在下
午6点，如果没算好时间错过了，
就只能在海滨旅店多待一夜了。
摸清情况，次日是阴历初六，

干潮点在15时35分，提早午餐，13
时顺利抵达海边。按计划先摆渡
至笔架山下登顶观景，再悠悠地下

山 等 干
潮。及至
走了一段
干路后发现，此陆桥确系天然，不
像人工桥那么平坦，而自己对干潮
的理解完全属想当然，以为穿着鞋
便可轻松惬意地通过。实际的桥
分成若干段即干—湿—干—湿—
干。有些地方即使在最低潮位
时，仍在水面之下，必须涉水而
过。该湿区布满大小不等的卵

石，有些长有青苔，卵石之
间还有各种贝壳碎片，那是
令人可怕的“地雷”。过第
一个湿区时，由于没有经
验，脱鞋赤脚，几十米后被

“雷”击中，虽没挂彩，但已感疼
痛，后悔没听卖拖鞋人的劝告。
好不容易在同伴的扶持下坚持到
干区，马上穿鞋，果然在第二湿区
内行走速度加快不少。但此时潮
位上涨，水也大了，逐渐从踝及腿
肚，只好又慢下来。幸亏一小伙
子见两位老爷爷走得艰难，过来
帮助。过完第二湿区时水已没
膝，但也终于通过了“仙桥”。
没有浪漫，只有紧张，不过最

后的胜利却是此生难忘。哪怕年
逾古稀，“没有过不去的坎”的豪情
依然油然升起。

金国范

走过渤海上的陆桥

昨天下午，我从医院
吊完针回来。
我太太轻轻道：“阿

兰 ·德龙走了。”
“什么？！”（我其实听

清楚了，也听懂了。）
“阿兰 ·德龙走了。”
我缓缓地却是木然地

颓坐在沙发上……
是啊，说到底，我和大

家一样，也就是一名翻译
片配音的忠实爱好者，一
名普通影迷。那些年，明
知他身体日趋衰
弱，家里又不顺心
事不断，时闻他寻
求安乐死恐怕也非
杜撰，然还是希望
我们心目中的男神
——阿兰 ·德龙先
生能长久长久地活
下去，甚至冒出能
否让他试试中医调
理的念头。我们感
谢阿兰 ·德龙先生
通过他的经典作
品，给我们乏味的
生活带来那么多的
快乐和那么多的艺
术享受！尤其是那
部《佐罗》，至今都
具有迷倒众生的魅
力，真是百看不
厌。不必刻意去
想，阿兰 ·德龙先生用激
情、松弛和潇洒塑造的“佐
罗”，同样也是我心中的英
雄。他为老百姓伸张正
义，而不惜冒生命的代
价。生活中，我们老百姓
不也在崇敬这样可敬可亲
的英雄吗？这是最为可贵
的。难忘，从前在台上朗
诵，观众会力邀我先朗诵
《佐罗》的台词片段。我总
是不推辞，因为大家喜欢，
高兴。我坚信，经典作品
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佐
罗”将永远年轻，为民除害
将永远得人心。
不止一个同事说我配

到“佐罗”是福气，我认为

说对了。这还要感谢老厂
长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给了我，而当初我还完全
想不到会把这个角色安排
给我。看了原片的人，都
会赞叹老厂长出了个奇
招。我也不讳言，随着上
世纪80年代《佐罗》在全
国的公映，阿兰 ·德龙一夜
之间红遍整个中国，而我
的名字也随之名扬全国。
我当然知道搞幕后配音也
会出名，但居然会发生在

我的身上，这又是
一个没想到。
想想往事，挺

暖心的。在“夜光
杯”上，我提到过，
1989年阿兰 ·德龙
带着微笑在我们上
译厂放映厅里观看
《佐罗》（当时并无
任何评语）；接着又
邀我们上译厂有关
人员去北京马克西
姆餐厅参加他的五
十四岁生日宴，每
人还收到一份礼品
——阿兰 ·德龙牌
香水。隔天晚上，
又在体育场举办了
一个热热闹闹的中
法友好联欢会。我
粉墨登场，煞有介

事地冒充“佐罗”。我这个
“佐罗”在广场伸张正义台
词的尾音刚一结束，这位
真“佐罗”恰到好处地大步
流星跑上舞台，在做他的
法语诗朗诵之前，不忘给
我一个真诚热情的拥抱
……阿兰 ·德龙这条汉子
对我们艺人同行还是很友
好的。我之后还提到，他
希望我保持住自己的嗓
音，就是在第二次来沪，上
海影艺界为他举行晚宴上
说的。他如同大哥哥对小
弟弟的叮嘱，着实对我起
到了极大的鞭策作用。
记得前些年，北京卫

视顺应中国影迷的心愿，
策划组织通过电视与“佐
罗”再见面的活动，也是为
了体现中法友好的主旋
律。邀请电发过去，阿兰 ·

德龙很兴奋，痛快答应。
电话打到我家里，我当然
也是一口答应。可惜，正
当飞机票都给落实好之

时，突然因阿兰 ·德龙心脏
严重不适，被迫取消。北
京卫视很执着，几年后，又
第二次张罗着想把这个特
别有意义的活动搞成功。
可惜，这一回是因阿兰 ·德
龙家里出了事，抱歉不能
前来了。
转眼到了2024年，我

的两个孩子突发奇想：为
何不能排除万难，我们自
己组织起来，漂洋过海去
看望他？整个过程还可以
记录下来，将来与广大影
迷朋友们分享。开了家庭
会议，下定了决心，明确了
目的，一切都变得简单
了。深秋说到就到的，那
是我们启程的日子。最近
我们一家老老小小都处在
亢奋之中……谁会想到，如
今，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

斯人已逝，留下的是
无尽的思念。
我是永远不会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阿兰 ·德龙
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共同
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我们
的家庭会议所作的决定不

会改变。到了今年深秋，
我们依然要漂洋过海，就
为拜见一下我们心中的男
神——阿兰 ·德龙先生。
德龙先生——你静静地在
墓园中等候着我们，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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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时
喜欢说笑，经常
逗得我们哈哈
大笑。哪怕再
困难，欢声笑语
也常充满着客堂间。
当年吃肉凭票，一周最多只有一顿

解解馋。记得一个周日，晚饭吃得差不
多时，菜碗里还剩下最后一块肉，油光光
的吸引我和弟妹眼球。大家都想吃，可
又不好意思再动筷子，因为我们都吃过
一两块了，而父母只夹了点碎肉。平日
里有啥好吃的父母亲总是省给我们
吃，让长身体的我们多吃点。可这次我

们都想让父母
吃这最后一块
肉。场面有点
僵。这时，父亲
一反常态，乐呵

呵地笑了：“常言道，‘第一句话难说，最
后一块肉难吃’喔。”话毕，把最后一块肉
送进嘴里，动作干净利落，略带夸张。
当时，我们以为只是父亲酒后露憨

态，为吃这最后一块肉，找点理由好下台
罢了，兄弟姊妹四个笑过一阵了事。如
今自己已退休十多年，仔细回想，父亲的
话和举动，其实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
有很多层意思。每每忆起，都回味无穷。

俞鸿虎

“最后一块肉难吃”

流
光
溢
彩

王
照
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