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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江飞竞渡日，草见蹋春心”，
春天总能激发出人对自然的向
往。在云南施甸，春天是与自然亲
近的节日，人们耍龙，祭龙，吃喝，
买卖，会友，恋爱，玩耍，踏春……
人间闹腾的世相都在这个时节得
以彻底展现。而登山踏春也成了
大家放飞自我的一种方式。
今年，我选择从县城徒步到四

大山，这座位于县城东面的山峦，
高约2800米，距县城18公里。这
条路我曾走过无数次，都是驾车前
往，路上的风景在窗外掠过，一帧
帧像影片一样，却少了质感和温
度。迅速让我与山水的距离变远
了，这种与自然的疏离是现代人的
日常。比起古人，我们的出行便捷
而快速，汽车、飞机、动车，任何一
种交通工具都可以把远方变为轻
易抵达的近邻。窗外变换着色彩，
我们却无法感知到它们蓬勃的生
命力与馨香，挡风玻璃像一个冰冷
的屏障，隔着温度、风力、气息与大
地的一腔热情。古人虽然艰辛，却
是幸福的，他们是与自然为友的亲
密接触者，他们用脚丈量着每一寸
土地，熟知每一座山的植被、每一
条河的流速、每一朵花的气息、每
一片云的动感、每一阵风的温度。
他们在山水间畅游，也体味着一方
土地的滋味和民俗。他们漫长的
旅途，获取着人生丰硕的体验。正

是这样，诗意总充溢在行走间，他
们是旅人，也是诗人。比起古人
来，我们的生活显得行色匆匆，苍
白乏味。
到老马水库时，风过，我嗅到

了水汽里野花的芳香，果然，不远
处，一簇染饭花开得正浓。这春的
使者和素馨花一样，带着浓烈的香
气，妖娆地在大地上起舞。菜市场
上，人们买一束素馨花插赏闻香，
买一把染饭花去煮蛋煮饭喝茶。
眉眼，唇齿，衣袂，身体发肤皆被这

自然之气萦绕，包围，沦陷。这些
花，只要在山里随便一找，就可得
到，春日寻花，夏天找菌，秋季挖
药，冬来拾柴，山野就是一个免费
的仓库，任你选择。置身于大地，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富足之人。
铺满松针的路绵软而舒服，闻

着山野里泥土和树林的气息，呼吸
都变得无比顺畅。虽然攀爬的过
程有些辛苦，可周遭的一切让人有
种久违的快乐。流水声、风声、虫
鸣声、鸟雀声、松涛声，这些来自山
野的天籁，如交响乐般让我情绪高
昂。我想到了当年徐霞客来云南
洱源时，写下的那篇《游茈碧湖日

记》中的一句：“西风甚急，何长君
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
泠，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风如
同操琴手，弹奏出的调子，总能生
发别样的韵味。
走到半途时，汗流浃背，迎风

而立时，衣裳飞扬，感觉自己身后
长出了一对翅膀。驻足回望，远处
的坝子，那些高耸房屋小如蝌蚪，
县城浓缩为一块小图。我处在巍
峨的山中，目光所及，高远开阔，登
高让人舒朗，尤其是像我这样被红
尘琐事禁锢太久的人，走进自然，
如同回归年少，莫名的开心。
漫长的四个小时后，我到达了

山顶。这里，徐崇岳写过：“攀云一
笑上摩苍，十里松荫步步香。高欲
近天真咫尺，静如太古已羲黄。”这
么高耸的山峰被我用脚力征服，心
中还是泛起了一点激动的微澜。
当丢弃那些喷着尾气的交通

工具，用脚去丈量大地时，你会感
受到山野独特的魅力，在徒步中，
可以倾听花鸟鱼虫的微妙声音，感
受大自然的韵律和节奏。投身自
然，行走其间，人总能从那些大地
上涌动的生命中获取快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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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踏春去

有个电视画面，很多人都熟悉：将毛笔垂悬在透明
的玻璃杯上方，一滴墨缓缓滴落，墨汁跃入清水，扭动、
升腾、疏散，似一支柔媚且灵动的舞蹈。
这支舞，是东方哲学之舞。墨，烟的沉积。墨色，

暗夜的最深处，是光亮的反面。然而，否极泰来。蓄积
的沉墨里，又能生出光亮，犹如自混沌
中放大光明。画家石涛曾言：“黑团团
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一团水
墨，可泼出孤篷自振、飞鸟出林，亦可泼
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是中国艺术
独有的辩证法。

有一则关于墨与光的故事：一人一
鬼同赶路，到了一处破屋前，鬼道：“这
里住着读书人。”人不明所以，问其原
因。鬼答：“读书人睡眠的时候，屋顶上
方有光，只有鬼神可见。”人问：“我读了

一辈子书，光芒如何？”鬼沉吟之后说：“昨日经过你的
住处，你正午休，我见你胸中塞满应试的诗文，屋顶黑
烟笼罩，没有一丝光芒。”说罢，大笑离开。
故事来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显然，“铁齿

铜牙”的纪先生是借用鬼语，讽刺那些教条的腐儒。彼
时，在鲁迅文学院的散文课堂上，作家叶梅老师将故事
娓娓讲述，台下坐的一屋子读书人屏气凝神，仿佛接受
着无形的审视，各自深思。
课后，我重读原文，文笔极美。“凡人白昼营营，性

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
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
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
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
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
在纪先生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头顶有光，且光芒有

层级，最上者可与星月争辉，最下者仅能照亮一屋一
宇。而那个同行的老学究，据叶梅老师说，他头顶没有
光亮，只看见胸中一团墨。读进去的是墨，吐出来的仍
是墨。满腹经纶，却消化不良，未能将知识转化为智
慧，呜呼哀哉。
由读书联想到绘画。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笔墨，

可参天地之化育。好画家的头顶更是光芒万丈。纵观
绘画史，两宋高峰，文人画与院体画双足鼎立，“元四
家”野逸，“明四家”隽永，“清四王”重法度，“清四僧”以
寂静之声震动寰宇。倘若审美无高下之分，那么以神
眼鬼眼看去，作品高下则历历分明。非以名气衡量，亦
非以官位论度，甚至不能以才华论。纪晓岚笔下的元
神朗澈者，必定是有智慧、有境界的人。
在我看来，范宽、倪瓒、黄公望、沈周、八大山人头顶

光芒有数丈，而画《雪竹图》的徐熙，或许也该跻身这一
行列。五代末宋初的石恪、南宋梁楷和画僧牧溪，大抵
与之接近。郭熙、马远、赵孟頫、唐寅、徐渭、石涛等，上
方光芒至少有数尺。而到了被康熙乾隆皇帝宠幸的“清
四王”这里，画价虽高，技法也好，但光芒毕竟式微了。
以上姑妄言之。倘若真能借鬼神之眼看世界，那么

擅长包装经营自己的伪君子们则无处遁形。这则故事，
该是一面镜子，用来衡量别人终究吃力且费解，而向内
自省却是有效的。
作为写作者，应提防功利性阅读、无意义写作，提防

自己的灵性泯灭，令上空明澈，哪怕仅发出幽微之光，也
比黑墨笼罩要好。那团墨气，倘若真是印刷术的油墨倒
也无妨，最怕的，是身心的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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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赴杭州时，因小
女能流利背诵岳飞的《满
江红》，遂冒雨带她入岳王
庙参观。出来时雨未歇，
便执伞去西湖边走走。望
着蒙蒙水色山影，不知怎
的，忽然想起李叔同曾于
此别妻的旧事。当年他与
日籍妻子在友人的陪同
下，到岳庙前的素食店吃
了“散伙饭”，李叔同自始
至终低头不语。餐后，日
籍妻子和友人送他至湖
边，李叔同雇一小舟离去，
直至消失在湖云深处，也
未作回眸。日籍妻子怅然
不已，恸哭失声。
这哀婉离分的场景，

影视剧中不乏生动的演
绎，但涉及具体的细节或
曰史实部分，至今尚有争
议。我查阅了有关资料，

稍 作 梳
理，如下：
上文

提及的送
别场面，
最早披露于黄炎培先生所
撰《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
生》一文，大致内容为：李
叔同出家几年后，其日籍
妻子来上海，请求城东女
学校长杨白民的夫人詹练
一和黄炎培的首任夫人王
纠思陪她赴杭州面见李叔
同，其目的自然是劝李叔
同还俗。即便不能还俗，
也想以日本出家人可以有
妻室为由，恳求李叔同去
日本出家。杨白民、黄炎
培皆为李叔同挚友，请他
们的夫人出面，应属较为
恰当的安排，可见其心思
缜密。倘单独去或请其他
人陪同，李叔同未必肯出
面接待。黄炎培虽未亲
历此事，但通过夫人的描
述而成文，可信度不言而
喻。
不过，世间事往往是

多棱的折射，李叔同的侄
孙女李孟娟写过《弘一法
师的俗家》一文，与黄炎
培的说法稍有出入。她
说当时家中确有请俞氏
叔祖母（李叔同原配）去
杭州见李叔同的打算，但
叔祖母（李叔同日籍妻
子）伤心至极，希望家人
“不用再管了”，才未成
行。李孟娟的文中，还否
定了一则李叔同原配曾
携两个儿子（李准、李端）

去杭州找李叔同被拒见的
传闻，等于否定了李叔同
出家后与原配见过面。虽
未提及李叔同与日籍妻子
见过面，却未排除这种可
能。考虑到李孟娟系“李
家人”，不至于无凭无据随
口杜撰吧？正因此，反倒
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杨白民女儿杨雪玖也

曾记述此事，说父亲曾陪
同李叔同的日籍妻
子赴杭州，见到李
叔同后，借故离开，
留李叔同夫妇单独
见面。李叔同以一
块怀表赠妻留作纪念，并
劝慰她道：“你有技术，回
日本去不会失业”云云。
因杨雪玖系整件事的“枢
纽”人物杨白民的女儿，她
的说法能是空穴来风吗？
另外，李叔同在“浙一师”
的学生李鸿梁，在《我的老
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
中，提及李叔同夫妇感情
很好，李叔同出家后，夫人
确曾来杭州探望过，与李
孟娟的“未排除”构成一定
的吻合度。
还有人说李叔同和日

籍妻子有两个女儿，曾被
带往杭州寻父被拒。李叔
同确有三个儿子，皆为与
原配所生，前文提到了次
子与三子李准、李端，长子

早 年 夭
亡 。 但
各 种 资
料显示，
他 们 并

无一儿半女，故“两个女
儿”云云不能成立。
前文我一直用“日籍

妻子”指称李叔同夫人，为
何？因为就连她的名字也
是众说纷纭。有叶子、诚
子、雪子、惠子、千枝子、春
山淑子等称呼流布于世，
经学者考证，均为后人虚
拟。而且至今不见哪怕一
张她的照片存世，仅有李

叔同笔下的“画中
影”，所以她的形象
也如云罩雾裹一
般。不过她的真名
很可能叫“福基”。

根据是李叔同的《断食日
记》：“是晚感谢神恩，誓必
皈依，致福基书”“四时半
醒，气体与昨同，足痛已
愈，胃部已舒畅，口干，因
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
（以下均打引号）遣人送棉
衣来，乃披衣起。”能为断
食期的李叔同送棉衣来，
应属不假外人之手的家事
吧？当然这也是推断，不
是结论。
“福基”是李叔同在日

本求学期间的人体模特，
原是学医的（此即李叔同
“你有技术”之所指）。李
叔同画过不少以其为模特
的人体画，存世只有两
幅。从画中的色调、气氛
不难看出，他当时正处热

恋之中，后与“福基”结为
伉俪，并双双回到中国。
怎奈世事无常，想来颇令
人惋叹。这里引用拙文
《十分像人，十分少有》中
的一段文字：“他（李叔同）
的出家，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避世，而是为了借以解
答生命命题去实现灵魂世
界的丰盈圆满。”我想，这
便是李叔同宁愿割舍深厚
的世俗情而决然遁入空门
的缘由吧？
据载，日籍妻子与李

叔同见最后一面时曾探问
“什么是爱？”李答：“爱是
慈悲”。再问：“你慈悲对
世人，为何独独伤我？”李
叔同顿时神色黯然，无言
以对。
当然，李叔同并非绝

情之人，这在某学者的文
中亦有叙述（惜未详列出
处），说杨白民“曾陪同叔
同日籍夫人来杭，未能挽
回这对异国夫妇的家庭离
散。他只得陪着叔同夫人
回到上海，又按叔同之托，
处理了他沪上的家产，将
其夫人送上了东归路。”以
上说法，皆有板有眼，如何
甄别，只能留待史家们作
深入的考证了。
日籍妻子回到日本后

的状况有两种传说：一是
人间蒸发，不知所踪。二
是被父母嫌弃，离家去冲
绳当了医院护工，后在孤
单中活到106岁，弥留之
际她口中念叨的仍是“叔
同、叔同……”

喻 军

李叔同西湖别妻的几团疑云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
去”，欧阳修笔下的主人公眼里充满了哀
怨。描写这样伤春悲秋的古诗词句真不
少。感慨时光易逝、青春不再，感叹怀才
不遇、人生苦短，感怀思亲或仕途不顺，
借诗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似乎落花和
落叶就只代表着衰败和生命终了。朋友
圈中也不时看到这样的感叹。其实，有
很多赞美落红的诗句，我们遇到困扰不
顺时不妨多吟诵：“荷尽已无擎雨盖，菊
残犹有傲霜枝”“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
深红出浅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
“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年，领袖跟敌人打仗时依

然有诗情画意，战略上藐视敌人。王安石因变法图新
而树敌太多，归隐后仍不忘“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这是怎样的心境和胸怀！苏轼在《前赤壁赋》里
写道，有客人感叹，人生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
中，像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哀叹一生只是短
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想要与仙人携
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而苏轼答曰：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
藏也……”你看，多么旷然豁达的胸襟！虽屡遭贬谪，
颠沛流离，但心灵深处仍是恣意遨游，海阔天空……
家里的盆栽去年开满了栀子花，花香四溢，如今

衰败如斯。到底花开是为了花谢，还是花谢为了花
开？花开就是为了花落，花落就是为了花开，阴阳可
以转化，四季可以轮回。为什么那么伤感呢？花开花
落，花香与否，是人的判断，它并不主动参与人的情
感。正如天地不言，并不影响其高度与厚度，以及对
人间的恩泽。
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

不说”；六祖惠能说过“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
动。”而我们，常常喜怒哀乐形于色，很难控制自己的
情绪，心向外求。
落红不语，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珍惜现在，活在当下，少些颓废，多些乐观，知足
少欲。心静则百媚生，心净则万事轻……
总是在烦心的时候想起苏东坡的遭遇和境界：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蓑烟
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
晴”……怀天下，文化无界；
越古今，大地无疆。一如人
格魅力超群的子瞻先生！
什么是浩然正气？脚踏泥
土，气在云端，心中了了分
明！让我们的生命，在更庄
严处相见！

张
荣
兵

落
红
不
语
化
春
泥

儿子雨在外地工
作，建了个一家三口
微信群，平日里谈谈
生活、工作、学习的酸
甜苦辣、喜怒哀乐、
家长里短。年终考核优秀等次、文章在
报刊发表、到外地出差、做纯手工红薯
片、雨的堂哥生了二胎、房贷利率下调、
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等，都在群里互相知
会、谈论。
我们全家人都重视体重管理，做到

“管住嘴、迈开腿”，每年参加单位组织
的健康体检。我和妻在家，晚饭后稍停
歇，就跟着视频里老师的示范做揉腹拍
打健身操；平时去公园步行，参加单位
组织的“万步有约”健走活动；儿子跳

绳、打羽毛球，都在
坚持锻炼。我多年来
不抽烟喝酒。我和妻
基本在家里自己做
饭，口味清淡，少辛

辣。早餐多是熬红薯粥、南瓜粥、山药小
米羹，煮香菜饺、春韭饺、包菜饺等，饺子
都是自己动手做，吃后各自上班。
全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成为全

民关注的热点。雨在群里说体重管理
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可见政府的重视
和体重管理的不易，需要大家互相鼓
励、互相监督。他提议一家人每天清早
起床后在群里报体重，得到一致通过。
妻的体重正常，我和雨的体重超标，清
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秤。开始几

天体重基本没有变化，我
和妻原来做揉腹拍打健
身操，公园里步行是隔天
交错进行，现在索性加码
锻炼，健身操做半个小时
后，再到公园里步行一个
小时；生活起居规律，早睡
早起；晚餐后绝不再胡吃
海喝，夜宵、烧烤全免去，
如遇上宴会等饕餮大餐，
以“眼睛吃”为主，多看多
闻，闻香止馋少动筷，用欣
赏的眼光品尝品尝，坚持
一段时间后，体重开始缓
慢下降，偶尔停滞几天，却
再也没有反弹。
阳春三月，草长莺

飞，杨柳抽芽，桃李争艳，
生意盎然，也是锻炼的好
时光。周末，呼朋引伴，约
上三五好友，到大自然去，
爬山、郊游、钓鱼、踏青、赏
花，满目新绿中，呼吸春天
的新鲜气息，尽享大自然
的无限好风光。而每天清
晨微信群里称重的数字，
成为我们全家人最踏实、
最温暖的问候。

春 晖

微信群里报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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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载阳
（篆刻） 曹醒谷

这 是 来 自
有机农场的能
量，也是来自春
天的馈赠。请
看明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