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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耳朵”的音乐家
□ 陆令寿

葱岭吉祥树
□ 岳 强

在 帕 米 尔 高 原 上 ，我 们 的 大 巴 车

沿着叶尔羌河谷的塔莎古道行驶。途

经 一 座 塔 吉 克 族 村 庄 时 ，村 口 的 田 地

里杏花绽放。

塔 莎 古 道 ，这 条 从 塔 什 库 尔 干 县

到 莎 车 县 的 山 谷 通 道 ，先 是 蜿 蜒 于 塔

什 库 尔 干 河 沿 岸 ，在 塔 什 库 尔 干 河 汇

入 叶 尔 羌 河 之 后 ，又 随 着 叶 尔 羌 河 在

昆仑山腹地迂回穿行。

起 初 ，这 条 险 象 环 生 的 山 路 名 曰

“ 喀 群 古 道 ”，因 为 古 道 东 端 为 莎 车

县 喀 群 乡 ，那 是 一 个 捡 玉 的 地 方 ，被

称 作“ 玉 石 之 乡 ”。 红 学 家 冯 其 庸 考

察 这 里 后 ，撷 取 塔 什 库 尔 干 和 莎 车

两 县 名 称 的 第 一 个 字 ，组 合 成“ 塔

莎 ”。 于 是 ，这 条 传 奇 古 道 有 了 新 的

名 称 —— 塔 莎 古 道 。 新 名 称 淡 化 了

“ 玉 ”的 元 素 ，却 使 古 道 两 端 的 地 理

概 念 更 加 清 晰 。 也 许 冯 先 生 看 惯 了

《红 楼 梦》里 的 通 灵 宝 玉 ，对 喀 群 乡

的 玉 石 不 以 为 然 ，正 如 唐 朝 诗 人 元

稹 所 说 ，曾 经 沧 海 难 为 水 ，除 却 巫 山

不 是 云 。

塔 莎 古 道 上 ，留 下 了 1300 多 年 前

玄 奘 法 师 只 身 东 归 的 足 迹 。 据《大 唐

西 域 记》记 载 ，玄 奘 法 师“ 东 下 葱 岭 东

冈 ，登 危 岭 ，越 洞 谷 ，溪 径 险 阻 ，风 雪

相 继 ，行 八 百 余 里 ，出 葱 岭 ，至 乌 铩

国 。”葱 岭 ，即 帕 米 尔 高 原 。 丝 绸 之 路

开 通 后 ，有 一 支 商 队 从 这 里 经 过 ，他

们看到漫山遍野的野葱，兴奋地将这

里 称 作“ 葱 岭 ”。 而 乌 铩 国 ，就 在 如

今的莎车一带。东归啊东归，我们一

车人穿越塔莎古道尚且惊魂不定，玄

奘法师孤身一人，难道不胆怯吗？也

许 只 有 凡 夫 俗 子 才 会 想 到 这 样 的 问

题 ，高 僧 大 智 大 勇 ，无 所 畏 惧 。 那

么，他一路上吃什么呢？吃馕。自从

小 麦 由 两 河 流 域 的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平

原 传 到 西 域 后 ，便 以 迷 人 的 麦 香 成

全 着 人 们 的 口 福 ，也 使 取 经 归 来 的

玄 奘 法 师 得 以 果 腹 。 那 么 ，他 的 马

呢 ？ 马 当 然 吃 草 。 唐 朝 时 ，这 里 的

生 态 环 境 比 现 在 好 ，马 在 山 路 边 吃

草 ，然 后 去 叶 尔 羌 河 边 喝 水 ，顺 理 成

章 。 假 如 天 黑 了 ，玄 奘 法 师 想 在 河

边 的 人 家 借 宿 ，热 情 好 客 的 当 地 人

也 一 定 不 会 拒 绝 。

峰 回 路 转 ，柳 暗 花 明 ，路 边 间 或

有了花蕾满枝的杏树。转过一道弯，

又 转 过 一 道 弯 ，杏 树 多 了 ，花 蕾 次 第

绽放，便到了一个塔吉克族村庄的村

口。古道边，墨底金字的指示牌上写

着“ 葱 岭 吉 祥 树 ”，一 个 金 色 箭 头 指

向 几 株 粗 壮 高 大 的 古 杏 树 。 不 远 处 是

杏 花 掩 映 的 村 舍 ，一 匹 白 马 从 那 里 款

款 而 来 ，马 背 上 坐 着 一 个 威 武 的 塔 吉

克 族 壮 汉 。 走 到 繁 花 满 枝 的 古 杏 树 下

后 ，白 马 停 住 了 脚 步 ，马 背 上 的 壮 汉 神

情 庄 重 地 打 量 着 从 大 巴 车 上 下 来 的 游

客 ，仿 佛 传 奇 影 片 里 的 一 个 场 景 。 我

曾 在 杂 志 上 看 到 过 一 句 话 —— 只 有 到

了 帕 米 尔 高 原 ，才 能 真 正 领 悟 杏 花 的

风 韵 。 当 时 疑 惑 不 解 ，现 在 懂 了 。 那

样 的 山 ，那 样 的 人 ，那 样 的 古 树 繁 花 ，

乃 是 帕 米 尔 高 原 独 有 的 意 象 。 与 这 种

意 象 相 比 ，“ 沾 衣 欲 湿 杏 花 雨 ”轻 了 ，

“深巷明朝卖杏花”淡了。

我 向 导 游 询 问 村 庄 的 名 称 ，她 笑

答 ，杏 花 村 。 这 个 杏 花 村 与 牧 童 无 关 ，

与 汾 酒 也 无 关 ，只 与 歌 舞 有 关 。 塔 吉

克 族 同 胞 离 不 开 歌 舞 ，何 况 是 在 杏 花

烂 漫 的 时 节 。 刚 下 大 巴 车 ，我 就 看 到

几 个 一 袭 红 裙 的 姑 娘 在 古 道 边 的 杏 林

里 载 歌 载 舞 。 她 们 脚 下 经 年 的 枯 草 已

被 踩 碎 ，地 面 看 上 去 很 柔 软 。 而 另 一

边 的 杏 林 里 ，返 青 的 麦 苗 与 枝 头 的 杏

花 相 映 成 趣 。 我 不 懂 塔 吉 克 语 ，不 知

道 姑 娘 们 在 唱 什 么 ，但 从 她 们 的 舞 姿

和 表 情 上 看 ，也 许 是 在 憧 憬 灿 若 杏 花

的 爱 情 。 她 们 忘 情 于 歌 舞 ，一 副 超 然

物外的样子。何谓千娇百媚？何谓风

情万种？这就是。

与 北 京 西 山 偏 白 色 的 杏 花 不 同 ，

塔 莎 古 道 的 杏 花 白 中 透 粉 ，像 塔 吉 克

族姑娘脸上的那一抹红晕。当古杏树

的 枝 丫 伸 向 高 大 的 山 体 时 ，在 褐 色 岩

石 的 衬 托 下 ，那 种 粉 红 愈 发 鲜 明 。 阳

刚 与 阴 柔 的 相 遇 ，竟 然 如 此 完 美 。 杏

花 开 在 寻 常 杏 树 上 ，或 疏 或 密 ，也 许

使 人 想 到 杏 子 的 收 成 ，但 开 在 伟 岸 的

古 杏 树 上 ，却 使 人 想 到 隐 士 的 田 园 ，

就是古画上才有的那种地方。我的意

思 是 ，塔 莎 古 道 边 那 些 被 称 作“ 葱 岭

吉 祥 树 ”的 杏 树 ，氤 氲 着 一 种 神 秘 的

古意。如果你把镜头对准高处粗大的

枝 丫 ，粉 红 色 的 杏 花 在 枝 丫 间 凌 乱 地

开 着 ，那 么 ，你 的 取 景 框 里 简 直 古 意

盎然。

我 在 北 京 的 果 园 里 看 杏 花 ，俯 视

或 平 视 即 可 ，因 为 那 些 杏 树 矮 矮 胖

胖 ，伸 胳 膊 伸 腿 ，个 子 却 不 高 。 这 是

人 为 干 预 的 结 果 ，目 的 是 摘 果 方 便 。

而“ 葱 岭 吉 祥 树 ”却 没 人 干 预 ，你 站 在

树 下 看 杏 花 ，不 得 不 仰 视 。 这 么 高 的

杏 树 ，怎 么 摘 杏 呢 ？ 不 知 道 沉 醉 于 歌

舞 的 塔 吉 克 族 姑 娘 ，是 否 考 虑 过 这 个

问题。

春天的拾贝湖
□ 尚长文

聂 耳 的 故 居 ，在 昆 明 市 五 华 区 甬

道 街 。 一 个 天 才 音 乐 家 的 故 居 ，却 没

有 我 想 象 中 的 飞 檐 翘 角 、高 楼 阔 屋 ，

更 没 有 庭 院 深 深 、曲 径 通 幽 ，而 只 是

一座商用的二层小楼。

眼 前 的 甬 道 街 ，原 来 是 清 代 云 贵

总 督 衙 门 前 大 照 壁 以 南 一 条 狭 窄 的

通 道 。 光 绪 年 间 ，甬 道 东 西 两 面 修 建

了 重 檐 土 木 结 构 的 二 层 楼 房 ，故 而 形

成 街 道 ，取 名 为 甬 道 街 。 聂 耳 的 父 亲

是 个 中 医 ，叫 聂 鸿 仪 。 他 带 着 妻 子 彭

寂 宽 和 孩 子 来 到 昆 明 ，租 下 了 甬 道 街

的 一 间 屋 子 ，在 楼 下 的 铺 面 开 了 一 家

小 医 馆 ，取 名 为“ 成 春 堂 ”。 那 时 ，聂

耳还没出生。

成 春 堂 的 小 楼 说 是 两 层 ，其 实 只

有 一 层 半 ，第 二 层 只 是 个 小 小 的 阁

楼 。 到 阁 楼 上 的 楼 梯 是 木 质 的 ，很

窄 ，只 容 一 人 通 过 。 楼 梯 对 面 的 墙 上

挂 着 一 幅 照 片 ，是 聂 耳 的 父 亲 抱 着 小

聂 耳 。 父 亲 咧 嘴 笑 着 ，笑 得 很 甜 。 胖

嘟 嘟 的 聂 耳 在 父 亲 怀 里 ，带 着 几 分 羞

涩 看 着 镜 头 。 那 是 聂 耳 最 幸 福 的 时

光 。 聂 耳 四 岁 时 ，父 亲 就 永 远 离 开 了

他 。 聂 耳 后 来 在 日 记 里 回 忆 ，父 亲 走

的 时 候 什 么 也 没 留 下 ，连 几 角 钱 都 没

有 ，全 靠 妈 妈 一 人 经 营 成 春 堂 药 材

铺 ，支 撑 着 一 个 拮 据 困 窘 的 家 ，养 活

他们兄弟姐妹六人。

我 小 心 翼 翼 地 上 了 阁 楼 ，屏 住 呼

吸 ，凝 神 聚 心 。 在 这 里 ，似 乎 可 以 听

到 小 聂 耳 穿 越 时 空 的 琅 琅 读 书 声 ，由

阁楼飞向旷亮高远的天空。

在 这 小 小 的 阁 楼 上 ，聂 耳 接 受 了

来 自 母 亲 的 启 蒙 教 育 。 母 亲 是 傣 族

人 ，通 过 自 学 ，初 通 医 术 和 音 乐 。 她

给 小 聂 耳 讲 故 事 的 方 式 很 奇 特 ，不 是

平 铺 直 叙 ，而 是 先 唱 后 讲 ，手 里 拿 着

一 本 木 刻 小 唱 本 ，先 用 当 地 民 调“ 全

十 字 ”或“ 扬 琴 调 ”把 故 事 唱 给 小 聂 耳

听 ，唱 完 了 再 讲 ，小 聂 耳 听 得 如 痴 如

醉 。 就 这 样 ，母 亲 在 他 幼 小 的 心 灵

里 ，播 下 了 音 乐 金 色 的 种 子 。 聪 明 的

小 聂 耳 ，把 当 地 流 传 的“ 洞 经 调 ”“ 扬

琴 调 ”“ 花 灯 调 ”等 民 间 乐 曲 哼 唱 得 有

板 有 眼 ，远 远 超 出 了 一 般 孩 子 。 他 经

常 从 楼 上 跑 到 楼 下 ，戴 着 妈 妈 缝 制 的

虎 头 帽 ，晃 着 脑 袋 唱《三 字 经》和 当 地

的 童 谣 ：“ 人 之 初 ，性 本 善 ……”“ 矮 板

凳 ，上 鸡 台 ，我 的 姑 爷 不 成 材 ……”逗

得前来买药的顾客哈哈大笑。

聂耳的故居，最有趣的是“四只耳

朵 ”的 记 忆 。 聂 耳 原 名 叫 聂 守 信 。 后

来 ，因 为 他 的 耳 朵 特 别 灵 敏 ，听 过 的

音 乐 很 快 就 记 住 了 ，从 一 个 耳 朵 里 面

进 来 ，就 会 从 自 己 的 嘴 巴 唱 出 来 、笔

下 写 出 来 ，他 有 了 一 个 绰 号 ，叫“ 四 只

耳 朵 ”。 再 后 来 ，他 干 脆 把 名 字 改 成

了聂耳（“聂 ”繁体为“聶 ”），成了名副

其实的“四只耳朵”。

小楼里回响着浪漫主义音乐诗人

舒 曼 的《梦 幻 曲》，这 是 聂 耳 离 家 前 的

那 个 晚 上 演 奏 的 曲 子 。 有 了 音 乐 ，这

栋 小 楼 便 有 了 灵 性 。 这 里 留 下 的 音

乐 之 声 ，来 自 遥 远 的 天 堂 ，多 少 年 过

去 了 ，依 然 是 那 样 的 鲜 活 、激 越 、深

邃 、博 大 和 动 听 。 悬 挂 在 厅 堂 的 那 张

黑 白 半 身 照 ，聂 耳 身 着 西 装 ，剃 着 20

世 纪 30 年 代 时 髦 的 分 头 ，气 宇 轩 昂 ，

目 光 如 炬 ，两 道 浓 眉 微 微 向 上 扬 着 ，

下 颚 低 垂 做 沉 思 状 ，那 双 闪 烁 着 智 慧

光 芒 的 眼 睛 ，在 云 霞 和 阳 光 里 穿 越 。

他 的 形 象 镌 刻 在 昆 明 这 座 四 季 春 城 ，

镌刻在风起云涌的中华大地。

聂 耳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只 走 过 了 23

个 春 秋 。 但 他 短 短 的 一 生 中 ，却 写 下

了 37 首 名 垂 青 史 的 歌 曲 。 不 管 那 个

时 代 多 远 ，聂 耳 的 歌 都 会 把 它 召 唤 到

耳 畔 。 记 得 还 在 青 涩 的 中 学 时 代 ，我

就 和 同 学 们 一 起 合 唱《毕 业 歌》《大 路

歌》等 。 当 时 唱 这 些 革 命 历 史 歌 曲 的

时 候 ，我 还 是 一 名 懵 懂 的 少 年 ，但 已

经 感 受 到 中 华 民 族 苦 难 年 代 歌 曲 的

力量。

聂 耳 故 居 有 一 面 七 八 平 方 米 的

墙 ，贴 着 聂 耳 生 前 的 照 片 。 还 有 一

张 图 片 ，把 聂 耳 创 作 的 37 首 歌 曲 分

为 五 个 章 节 ，有《逃 亡 曲》《码 头 工

人》《打 桩 歌》《卖 报 歌》《铁 蹄 下 的 歌

女》，大 部 分 反 映 了 底 层 劳 动 人 民 的

心 声 和 呐 喊 。 如 果 不 放 下 架 子 ，与

工 人 、农 民 、学 生 、士 兵 广 交 朋 友 ，倾

听 和 揣 摩 他 们 生 命 挣 扎 的 心 曲 ，聂

耳 就 不 会 创 作 出 那 些 历 久 弥 新 、鼓

舞 人 心 的 歌 曲 。“ 我 要 为 这 苦 难 的 中

国 疾 呼 ，我 要 为 这 卑 微 的 民 众 疾

呼 。”这 是 聂 耳 立 下 的 铮 铮 誓 言 。 在

国 家 民 族 危 难 之 际 ，聂 耳 和 他 的 战

友 们 振 臂 一 呼 ，唤 醒 麻 木 的 民 众 团

结 一 心 ，救 中 华 于 水 火 之 中 。 他 的

歌 里 有 奔 驰 的 生 灵 ，有 生 命 的 翔 舞 ，

有 脉 搏 的 跳 动 ，诠 释 着 劳 动 者 的 伟

大 和 不 朽 。 他 的 作 品 既 属 于 他 个

人 ，更 属 于 劳 苦 大 众 。 他 创 作 的 音

乐 比 任 何 天 才 的 作 品 都 更 为 亲 切 动

人 ，更 有 感 染 力 ，因 为 他 的 作 品 中 浸

入 了 他 自 己 的 灵 魂 ，那 灵 魂 像 一 团

火 焰 在 燃 烧 ，耀 眼 的 光 华 超 越 了 时

空 ，把 层 层 黑 暗 照 亮 。

在聂耳创作的歌曲中，最雄壮、最

有 震 撼 力 和 感 召 力 的 当 属《义 勇 军 进

行 曲》。 这 首 歌 是 聂 耳 与 他 的 入 党 介

绍 人 田 汉 合 作 的 。 田 汉 在 被 反 动 当

局 逮 捕 之 前 ，急 急 在 一 张 香 烟 纸 上 写

下 了 这 首 歌 词 ，夹 在 电 影 剧 本《风 云

儿 女》之 中 。 聂 耳 看 到 后 如 获 至 宝 ，

主 动 请 缨 ，为 电 影 主 题 歌 作 曲 。 谁 会

想 到 ，这 首 在 暴 风 雨 中 诞 生 的《义 勇

军 进 行 曲》，历 经 岁 月 的 淬 炼 ，会 成 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国 歌 。 这 首 歌 一

经 问 世 ，犹 如 进 军 的 号 角 、战 斗 的 鼙

鼓 ，激 励 中 华 儿 女 万 众 一 心 ，用 血 肉

筑 成 新 的 长 城 ，为 保 家 卫 国 进 行 殊 死

搏斗。

1935 年 7 月 17 日 ，这 是 一 个 让 全

体 中 国 人 痛 心 疾 首 的 日 子 。 在 日 本

神 奈 川 县 藤 泽 市 鹄 沼 海 滨 ，汹 涌 的 海

浪 吞 噬 了 一 个 年 轻 而 蓬 勃 的 生 命 。

聂 耳 之 死 一 直 是 个 谜 ，当 时 从 日 本 传

回 国 内 的 消 息 是 ，聂 耳 游 泳 时 溺 水 而

亡 。 当 时 同 在 日 本 旅 居 的 郭 沫 若 痛

彻心扉地写了一首悼亡诗：

大 众 都 爱 你 的 新 声 ，大 众 正 赖 你

去 唤 醒 。 问 海 神 你 如 何 不 淑 ？ 为 我

辈夺去了斯人……

行 走 在 聂 耳 故 居 ，靠 近 和 仰 望 这

位音乐大师，我不禁屏住了呼吸。

在 短 暂 的 一 生 中 ，聂 耳 参 加 过 多

种 音 乐 团 体 ，还 当 过 兵 。 他 的 作 品 既

来 自 生 活 ，又 远 远 高 于 生 活 。 他 的 歌

曲 是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交 融 ，远 古 与 未 来

的 绝 唱 ，悲 烈 与 哀 怨 的 低 吟 ，潇 洒 与

毅然的张弛，天地与自然的交响。

聂耳故居的堂屋右侧有一面木板

墙 ，展 贴 着 名 人 的 题 词 。 胡 乔 木 这 样

评 价 ：“ 聂 耳 同 志 留 下 的 歌 声 永 远 鼓

舞 着 人 民 前 进 ！”艾 青 说 ：“ 你 的 歌 声

唤 醒 了 一 个 民 族 起 来 抗 争 。”在 众 多

题 词 中 ，贺 敬 之 的 题 词 更 有 诗 意 和 感

染力：

无 产 阶 级 音 乐 的 前 驱 不 朽 ，中 国

人 民 大 众 的 歌 手 永 生 。 你 的 歌 ，是

唤 醒 民 族 的 号 角 。 你 的 歌 ，筑 成 人

民 心 的 长 城 。 中 华 腾 飞 ，永 远 需 要

聂 耳 —— 永 远 需 要 ，这 样 的 热 血 ，这

样的心灵，这样的步伐，这样的歌声！

春 天 ，广 东 韶 关 的 拾 贝 湖 是 静

谧 的 。

我 爱 拾 贝 湖 ，顶 喜 欢 的 就 是 它 的

静谧。

清 晨 ，芙 蓉 山 还 在 沉 睡 ，远 处 的 一

声 鸟 鸣 在 岭 上 响 起 。 紧 接 着 ，近 处 的

鸟 仿 佛 被 唤 醒 了 一 样 ，开 始 发 出 此 起

彼伏的鸣叫。鸟儿们的声音也是多样

的 ，有 的 是“ 啾 啾 ”的 鸣 叫 ，有 的 则 是

“ 唧 唧 ”的 吱 声 。 清 脆 的 鸟 鸣 ，让 芙 蓉

山显得更清静，更空旷。

春 天 的 风 开 始 动 了 起 来 。 不 知 道

风 来 自 哪 里 ，或 许 是 从 芙 蓉 山 的 山 顶

席 卷 而 来 的 ，也 可 能 是 从 山 垭 里 涌 动

过来的。

早 上 的 风 是 清 凉 的 ，宜 人 的 ，像 山

里 的 泉 ，也 像 这 拾 贝 湖 里 晶 莹 透 明 的

水，让人感到清爽。

与 太 湖 、洞 庭 湖 等 浩 瀚 的 湖 泊 相

比，拾贝湖显然是轻量级的，典型的小

家碧玉。

却丝毫不影响拾贝湖之美。

毕 竟 ，世 有 高 山 ，就 必 定 有 深 谷 ；

有大江大河，自然会有小河小溪。

高 山 有 其 峻 ，深 谷 也 有 其 幽 ；大 江

大河浩浩荡荡，固然令人震撼，小河潺

潺，小溪沥沥，也一样各有其美。

从 这 意 义 上 讲 ，拾 贝 湖 的 存 在 便

是注定的，合理的。

芙 蓉 山 ，需 要 拾 贝 湖 。 有 了 拾 贝

湖，芙蓉山才更生动，更翠绿，更亮眼。

同 样 ，有 了 拾 贝 湖 ，偌 大 的 韶 关 也

显得更明净，更深邃，更辽阔。

于 韶 关 来 说 ，拾 贝 湖 是 一 盆 水 。

它在众山的怀抱里，静静地等待，等待

着一个有缘人的到来。

渐渐地，太阳开始升高，开始爬坡。

拾贝湖迎来了一个个走向它的人。

驶 过 长 路 ，越 过 山 坡 ，有 那 么 一 个

人 来 了 。 那 人 静 立 在 湖 边 ，看 微 波 掀

起，看细浪涌动。看得久了，或许就明

白了，一座小湖虽不能泛起波涛，也不

能鼓动风云，却同样可以不失从容，不

失优雅。

湖 边 ，无 意 识 地 漫 步 ，可 以 若 有 所

思，可以明白许多，也可以豁然开朗。

置 身 大 自 然 里 ，一 切 皆 有 可 能 ，一

切 皆 会 发 生 。 大 自 然 ，往 往 就 是 我 们

的 老 师 。 行 万 里 路 ，读 万 卷 书 。 许 多

时候，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

或 许 ，在 游 览 的 人 群 里 ，有 那 么 一

个 女 子 ，她 也 来 到 拾 贝 湖 边 。 一 个 人

开 心 地 走 在 松 软 的 草 地 上 ，以 恬 淡 的

微笑的表情，看郁郁葱葱的樟树林，看

远处露营的帐篷，看近处奔跑的娃娃，

看 双 双 散 步 的 情 侣 ，看 相 互 携 着 手 缓

步 而 行 的 年 迈 夫 妻 …… 这 样 看 着 ，无

意 中 便 歇 去 了 城 市 红 尘 里 ，因 了 无 休

止的奔波而产生的深深疲倦。

多 么 美 好 而 温 暖 的 生 活 啊 ，她 感

到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下 午 ，晚 些 时 候 ，人 们 陆 陆 续 续 地

散了去。

拾 贝 湖 慢 慢 地 静 了 下 来 。 芙 蓉

山，也静了下来。

山 风 掠 过 ，一 切 又 恢 复 了 平 常 的

样子。

正 如 生 活 ，当 喧 嚣 过 后 ，我 们 终 究

得回归寂寞和平淡。

傍 晚 的 拾 贝 湖 ，以 平 静 和 静 谧 ，为

我们再次上了一课。

拾 贝 湖 ，据 说 它 最 初 的 名 字 叫“狮

被窝”，现在这个名字是谐音而来的。

所以，拾贝湖里并没有贝壳。

不 过 ，我 挺 喜 欢 这 个 名 字 。 我 个

人无端猜测，将“狮被窝”改名为“拾贝

湖 ”的 这 个 人 ，一 定 是 个 情 商 很 高 的

人，有一点诗意，也有一点浪漫。

诗 意 和 浪 漫 ，不 必 要 非 得 很 多 ，生

活里，有那么“一点”就可以了。

一 千 个 人 眼 中 ，有 一 千 个 哈 姆 雷

特 。 去 浙 江 普 陀 山 ，每 个 人 都 有 难 忘

的 风 景 ，也 许 是 梵 音 袅 袅 、钟 磬 悠 扬

的 座 座 寺 院 ，也 许 是“ 千 步 沙 ”上 闲 庭

信 步 或 静 享 日 光 浴 的 美 丽 倩 影 ，也 许

是“ 海 风 你 轻 轻 地 吹 ，海 浪 你 轻 轻 地

摇 ”的 多 情 浪 漫 。 对 我 而 言 ，普 陀 山

吸 引 我 目 光 、拨 动 我 心 弦 的 ，是 那 几

乎随处可见的香樟身影。

登岛前做了一番功课。知道普陀

山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观 音 道 场 ，素 有“ 海

天 佛 国 ”之 称 ，山 上 大 大 小 小 的 寺 院

宛 如 一 只 只 田 螺 ，伏 踞 在 一 座 偌 大 的

天 成 盆 景 里 ；清 楚 了 岛 上 有 千 余 株 这

样 那 样 的 名 木 古 树 ，迎 着 烈 烈 海 风 ，

直 面 浪 涛 汹 涌 ；更 晓 得 了 岛 上 百 余 株

古 樟 树 高 大 挺 拔 ，枝 繁 叶 茂 ，阅 历 普

陀 山 演 绎“ 第 一 人 间 清 净 地 ”的 春

秋 。 然 而 ，真 到 邂 逅 普 陀 香 樟 的 时

候 ，它 们 的 古 老 苍 劲 ，仍 然 令 我 心 潮

澎湃，情难自禁。

徜 徉 普 陀 山 ，相 较 于 游 客 们 热 衷

出 入 大 小 寺 院 ，我 更 愿 与 众 不 同 ，恬

适 安 静 地 关 注 周 围 的 一 草 一 木 ：以 曲

为 美 的 罗 汉 松 、呈 祥 献 瑞 的 红 山 茶 ，

还 有 那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珍 稀 灌 木 ，以 矮

小 的 姿 态 绽 放 着 生 命 的 绿 意 …… 当

然 ，还 有 香 樟 ，它 们 以 顶 天 立 地 的 形

象，昭示着生命的蓬勃。

行 于 普 济 寺 前 街 ，重 重 樟 影 以 百

年 时 光 惊 艳 这 一 方 佛 门 净 土 ，让 人 心

生 震 撼 与 敬 仰 。 但 见 一 株 株 香 樟 像

一 名 名 士 兵 威 武 其 身 ，空 中 枝 叶 交

错 ，阳 光 透 过 密 密 匝 匝 的 树 叶 洒 下 点

点 光 影 ，斑 驳 而 迷 离 ，一 股 温 馨 恬 静

弥 漫 开 来 。 前 人 栽 树 ，后 人 乘 凉 。 据

说 这 片 樟 树 林 是 民 国 时 期 的 僧 人 们

种下的。

普 慧 庵 前 的 千 年 古 樟 ，诠 释 了

“ 好 大 一 棵 树 ”的 内 涵 。 历 经 千 载 风

雨 ，它 扬 枝 佛 门 ，满 身 青 苔 ，藤 蔓 缠

绕 ，安 然 无 语 对 苍 茫 。 站 在 古 樟 下 ，

抚 摸 皱 褶 的 树 皮 ，似 与 一 位 千 年 智 者

对 话 ，心 中 油 然 升 起 关 于 古 老 、厚 重

生 命 的 感 慨 和 敬 畏 。 据 说 著 名 文 学

家 朱 自 清 曾 和 亲 眷 们 在 此 留 影 ，惹 得

后 人“ 邯 郸 学 步 ”，生 生 将 这 一 棵 古 樟

树催生成“网红古迹”。

樟 树 主 要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南 ，尤 以

福 建 、浙 江 、江 西 、湖 南 、四 川 等 地 生

长 广 泛 。 樟 树 堪 称 平 凡 而 可 贵 的 生

命 存 在 。 它 高 大 常 绿 ，是 上 乘 景 观 林

木 ，常 被 用 作 绿 化 观 赏 的 重 要 树 种 。

其 材 质 结 实 细 密 ，高 频 亮 相 于 造 船 、

建 房 和 做 家 具 等 生 活 刚 需 。 清 香 远

溢 的 特 质 ，更 使 香 樟 留 香 大 自 然 ，成

为林中仙葩。香樟全身可提取芳香浓

郁的樟油，尤以根部油分最重，可供医

药 及 香 料 工 业 之 用 。 记 得 儿 时 ，几 人

合 抱 的 香 樟 树 被 伐 倒 ，人 们 挖 地 三 尺

刨出根来，砍成小小碎片，用蒸馏法提

取 油 料 。 我 们 小 孩 常 去 现 场 看 个 稀

奇，闻着缕缕扑鼻清香，喜爱不已。

播 绿 洒 翠 ，留 香 世 间 。 前 人 在

“ 海 天 佛 国 ”遍 植 香 樟 ，考 量 大 抵 就 在

于此。

在 普 陀 山 放 眼 见 樟 、闻 香 识 樟 之

余 ，遐 想 明 代 以 来 的 东 南 历 史 ，我 深

深 感 念 普 陀 香 樟 以 不 屈 脊 梁 横 眉 冷

对 邪 恶 暴 虐 的 顽 强 精 神 。 明 朝 时 ，它

们 见 证 了 倭 寇 鱼 肉 岛 民 、徙 僧 毁 寺 的

罪 恶 行 径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它 们 又 见

证 了 日 军 封 海 锁 港 、在 岛 上 为 所 欲 为

的 铁 蹄 蹂 躏 。 数 百 年 来 ，它 们 更 见 证

了 面 对 邪 恶 暴 虐 ，当 地 人 民 进 行 的 艰

苦 卓 绝 的 斗 争 。 它 们 其 实 就 是 纵 横

驰 骋 、同 仇 敌 忾 、血 洒 疆 场 的 英 雄 儿

女的化身。

有 人 这 样 说 ：“ 一 樟 一 景 。 古 樟

守 护 着 普 陀 山 的 一 方 水 土 。 它 们 是

普 陀 山 历 史 的 见 证 者 ，亦 是 娓 娓 道 来

的 讲 述 者 。”窃 以 为 ，这 实 在 是 对 普 陀

香樟入木三分的总结和褒奖。

春野漫行
□ 钟读花

春 野 漫 行 ，宜 观 赏 ，宜 倾 听 ，宜 遐

思——风雅事也。

风 清 气 和 ，春 阳 煦 暖 。 最 好 ，一 个

人 ，散 漫 地 ，行 走 于 野 ，无 目 的 ，无 所

求，只是一味地清赏。

春 野 漫 行 ，第 一 美 好 的 感 觉 ，就 是

春 风 。 都 说 春 风 骀 荡 ，确 然 。 春 风 就

像一匹欢快的小马，在田野上奔跑、跳

跃，充满着激情，洋溢着欢快。这份欢

快 ，给 春 野 带 来 活 泼 ，带 来 俊 逸 ，吹 面

不 寒 ，行走的人，是满心的欢喜。春阳

熠熠，地面上的游丝，发着银白的光，是

一根根银色的琴弦。风，在上面弹拨。

此时，草初绿，花正开，芽已舒。

脚 下 ，青 草 嫩 嫩 ，鲜 碧 得 不 得 了 。

不忍踩踏，却又不能不踏过，脚步留下

一 溜 绿 色 的 印 痕 ，很 轻 ，很 浅 ，很 软 。

绿染鞋袜，是色，又似影，春草的绿，如

影随形。禁不住，俯身垂手，采一株小

草 置 于 鼻 端 ，轻 嗅 ，轻 嗅 ，沁 人 心 脾 。

放眼远望，绿泛泛，一簇簇，一片片，一

道道，田野上的绿，在浮漾，在流淌，在

漫溢。

浮 光 掠 影 ，满 目 皆 绿 ，顿 觉 ，心 中

生机盎然。

赏春花，最好，还是地面上的野花。

野 花 处 处 ，品 种 多 ，花 色 也 繁 。 品

种，如苦菜花、荠菜花、婆婆丁花、刺儿

菜花……更多的小野花，或许，你根本

叫 不 出 它 们 的 名 字 ，它 们 只 是 兀 自 地

绽放着、美丽着。花色，红的、黄的、白

的 、紫 的 、蓝 的 ，等 等 。 绿 色 的 也 有 ，

少。野花的美，在于它有大的背景，大

地是背景，绿草更是背景，开在绿草中

的野花，色彩更鲜艳，更明亮。万绿丛

中，花开点点、簇簇、片片，星光闪烁春

野间。

树 上 花 开 ，开 在 远 山 ，开 在 沟 壑 ，

开在田头。远山遥遥，远望之，也只是

一 片 明 亮 ，或 者 一 汪 灿 烂 ，色 不 分 明 。

但 如 果 你 行 至 一 块 田 头 ，或 者 一 处 岭

坡 ，蓦 然 ，发 现 一 株 或 者 几 株 野 桃 ，正

在 灿 然 开 放 ，花 色 艳 丽 ，灼 灼 如 烧 ，能

不惊艳乎？

行 走 春 野 ，累 了 ，我 喜 欢 找 一 处

向 阳 的 斜 坡 ，坐 一 会 儿 ，或 者 干 脆 躺

一 会 儿 。

晒 着 太 阳 ，看 着 远 方 或 者 天 空 ，让

自 己 迷 茫 一 阵 。 我 喜 欢 这 种 迷 茫 ，这

种 迷 茫 会 让 我 身 心 俱 静 ，躺 在 大 自 然

的怀抱中，还有一种稚子般的纯净。

但 更 多 时 候 ，我 喜 欢 静 坐 倾 听 。

听大地的沉吟，听春风的吹拂，听春鸟

的啼鸣。

凝 神 静 听 ，你 会 听 到 大 地 沉 重 的

喘 息 ，像 一 个 睡 醒 的 人 ，打 着 呵 欠 ，抻

动 胳 臂 ，骨 节 咯 咯 作 响 。 你 会 听 到 昆

虫蠕动的声响，爬行的簌簌声，贴地飞

行时翅膀轻微的扇动声。春风吹拂着

一 切 ，风 的 声 音 ，一 点 也 不 暴 躁 ，它 温

和 、轻 柔 、多 情 ，它 是 一 种 款 款 的 倾

诉 。 小 草 ，在 低 语 ；小 花 儿 ，在 吟 唱 。

鸟鸣声最是明亮。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的 ，一 定 是 麻 雀 ，聒 噪 是 有 一 点 儿 ，却

也 热 闹 、活 泼 ；嘎 啦 嘎 啦 叫 着 的 ，是 压

篮子，举首仰望，你会看到那只叫着的

压篮子，正在半空中平直飞行着，不急

不 躁 ，歌 行 并 重 ；“ 嘀 啾 ”一 声 ，一 飞 冲

天 的 ，一 定 是 云 雀 ，那 鸟 儿 虽 小 ，叫 声

却 真 是 锐 利 ，一 声 一 声 ，惊 人 耳 鼓 ，也

刺响晴空……

鸟 鸣 声 ，是 春 天 里 最 美 的 旋 律 。

春天，因一声声鸟鸣，而明净，而晴朗，

而响亮。

春日漫行，一定不要错过一条小溪。

不 错 ，是 一 条 潺 湲 的 小 溪 ，而 不 是

一 条 汤 汤 的 大 河 。 水 不 大 ，河 岸 植 高

柳 。 水 清 ，水 碧 ，水 草 丰 茂 。 一 个 人 ，

漫步河岸边，看垂柳依依，婆娑、纷披，

柔 婉 得 不 得 了 ；听 黄 鹂 ，低 吟 浅 唱 ，一

声 声 ，尽 是 柔 情 ，俱 是 畅 意 。 水 流 潺

潺，流水本身就是一首歌，一首欢快的

春 之 歌 。 水 流 之 声 是 天 籁 之 音 ，能 洗

耳，更能涤心。

春 野 漫 行 ，可 以 无 目 的 ，无 所 求 ，

但不可无所思。

边 行 边 思 ，汗 漫 无 际 ，最 是 一 种 享

受 。 触 景 ，可 生 情 ；倾 听 ，可 浮 想 ；“ 登

山 则 情 满 于 山 ，观 海 则 意 溢 于 海 ”，情

之所在，心生一份激荡，便是美好。浮

想 联 翩 ，就 是 一 种 解 读 ，对 与 错 不 重

要 ，重 要 的 是 你 有 了 自 己 的 那 份“ 解

读”。而那份“解读”，就是你对春天的

独特感受。

春 野 漫 行 ，散 漫 即 好 ，畅 想 ，最 是

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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