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nghuangtai2019年3月4日33 精品阅读 责 编/彭春晗 照 排/左琼 校 对/田文春

网上看电影《音乐之声》的时候，极其欣赏其
间的插曲，诸如《孤独的牧羊人》《多来咪》《攀越
群山》等，听得耳目丰满，心旷神怡。好听也就是
了，偏偏又显摆歌声里苍翠的草地，古老的教堂，
美轮美奂的萨尔斯城堡。这下子我只有倾一念之心
悸动，梦一次之喜相逢的遐想了，若是登上那城
堡，穿过玛利亚和冯·特拉普激
情爆发的草地——草地背景是阿
尔卑斯山——那画面……

我真的走进了画面。
南京签好申根，全家总动员

远赴波兰、奥地利和捷克，选择
了有点麻烦却可以深度旅游的自
由行。攻略皆是女儿精心制作，
大到航班班次，地接车辆安排，
住宿酒店房间，小到游览的街
道，饭菜的数量，公交乘坐，都是俺家小主一手操
办，其他人尽可坐享其成，我唯一的要求是在萨尔
斯堡多停留些时间。

半个月的行程里，所到处城市的典雅、整洁、
令人沉醉的历史感，各具特色，有的地方美好得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写出来却也可能千篇一律，唯
独我神往的《音乐之声》拍摄地 —— 萨尔斯堡城
市，我必得浓墨重彩一番。或许是自己曾经在一个
歌舞团担任过乐队队长的因由罢。

脍炙人口的《音乐之声》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电影之一，她在 1965年获
得10项奥斯卡提名并赢得了5项奖。她的歌唱，她
的情感故事，她如诗如画的镜头，曾经感动了亿万

观众。其实它源于一个真
实故事，一个在动听的音
乐和美丽的背景里善与恶
的搏杀。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人不屑，美丽的是玛利
亚的善良，哪里有恶？可
是如果想想玛利亚甜美的
歌声之间，与上校意外擦
出爱情火花的故事背后，
隐隐展现的历史真实，你
就会相信我的感觉，这可
以从他们最后以参加民歌
大赛为掩护，越过阿尔卑
斯山逃脱法西斯魔爪的结
局解读。

《音乐之声》 展现的
浓厚文化，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的艺术风格，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形象以及
秀丽的风景，使萨尔斯堡一夜成名，成千上万的外
国游客、歌迷、影迷蜂拥而至，而且至今魅力不
减。

我追寻玛利亚的歌声而来，所以走出优雅安静

的奥地利“农家乐”——马里亚希尔街马里奥民
宿，站在萨尔斯堡前广场的时候，总也抑制不住随
机生成的激动。我在心里悄悄吟唱《哆来咪》，以
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广场里早已响起不同语言的
歌声，歌声在城堡上空回荡，各肤色的人们相互善
意地一笑，那一刻，似乎大家都坐在影院里一起欣
赏电影《音乐之声》。

城堡里物是人非，空留显示贵族标签的豪华家
具，十八世纪的奢侈装饰。站在城堡偌大的客厅
里，《音乐之声》故事里的人物仿佛从各个房间里
蹦蹦跳跳地走出来，在你面前站成一排，高矮依次
排列的七兄妹。玛利亚来到的时候，七兄妹用最少
七种方式捉弄上帝派来管理他们的修女教师。令他
们想不到的是玛利亚把他们编成七个音符，音乐的

魅力把他们驯服成乖巧的孩子，惊讶的上校不相信
是音乐的鬼斧神工，结果他们自己也被玛利亚的人
文精神感召。女婿刚刚通过吉他认证考级，我们夫
妇都是歌舞团走出来的，女儿自然受尽音乐“熏
蒸”。于是我突发奇想，一家组成音符“哆、来、
咪、发”，轻声仿效玛利亚指挥唱歌，却只能完成
前两个乐句，还招来游人奇怪不解的目光，只得

“灰溜溜”收场。
走出城堡，我们从侧面下山。脚下幽静的山

路，两边古朴的民居，俨然与热闹的城堡气氛云泥
之别。细细想，也许是那些歌声的熏陶，造就了这
个城市居民的恬静。环绕城堡的路上矗立着玛利亚
曾经栖身的所在，奥地利侬山修道院，其实刚才在
萨尔茨堡外面的平台上就俯瞰到修道院的钟顶了。
这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女修道院，从公
元714年建成以来一直保存到现在。电影《音乐之
声》取景于此，在院里院外拍摄了不少场景。比如
提线木偶戏《孤独的牧羊人》的表演；孩子们一起
跑到侬山修道院的门口，请求玛丽娅的原谅，接她
回家的场面；剧终前上校一家逃跑一场戏中，轿车
就停放在侬山修道院门外的镜头……这个修道院至
今仍是宗教综合建筑典范，雄伟外观和依山而建所

形成的气势，让人“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它很超脱，很古朴，当
为静修之圣地。所以年轻的见习
修女玛利亚到特拉普家中做家庭
教师时，才以童心对童心，让孩
子们充分在大自然的美景中陶冶
性情，接受音乐的修炼。上校也
被同化，从怀疑到信服，进而把
人家纯情的少女“收编”进自己
的家庭。如果要升华主题，那么

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的
时候，玛利亚的感召让上校拒绝继续为纳粹服役，
并且假借民歌大赛带领全家越过阿尔卑斯山，逃离
了法西斯的控制，自由地吟唱出自由的心声。

玛利亚说，我对阳光有信心，我对雨水有信
心，我深信春天会再来，我对自己更有信心。因为
这般信心，她完成了她想做的。

然后我们得记住这句大家都喜欢使用的金句：
“当主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会在别处开一扇窗。”

这是《音乐之声》里的经典台词。

（崔 波，著名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已发表文学作品900多万字。）

我对阳光有信心
□崔波

白居易与宿州
□许桂林

白居易，字乐天，生于郑州新郑。自幼聪慧，五六岁学作诗，九岁熟悉声
韵。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年)，父白季庚因劝徐州刺史李洧脱离叛藩羁绊有
功，由彭城令擢升为徐州别驾，并兼任徐泗观察判官;再者，白居易族六兄时任符
离主簿，因而白季庚便在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将家室迁于所辖符离县城东
毓村(今宿州市埇桥区古符离东菜园村)定居，此时，白居易十一岁。符离，是个清
幽恬静的小城，比起秀丽的江南，这里别有一番宜人的情趣。尤其是小城附近的
陴湖，夏季一到，湖岸青草离离，湖中碧波粼粼，白鸥翩翩，这为聪慧的少年白
居易提供了艺术萌芽的沃壤。符离东菜园，在唐代叫毓村。毓村有个东林草堂，
白居易在此寓居22年，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度过了“昼课赋，夜课书，不遑
寝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苦读生涯，也经历了影响他一生的苦甜交
融的初恋。以至后来，白居易功成名就之后，每每提及宿州符离，都以“故居”、

“故园”相称。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妇孺皆知的千

古名句，就是白居易在宿州符离时写就的。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八岁的白居
易游学长安，带着自己的诗作去见著作郞顾况。顾况见他年纪轻轻，便指着他的
名“居易”二字调侃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是，当他翻阅白居易的诗稿，
读到歌咏宿州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时，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句洋溢的少年才华，令顾况惊异，当即拍案叫绝道：

“有句如此，居易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苦读、游学、考取功名、步入仕途，是父亲的庭训，也是士大夫“学而优则

仕”的人生正常出路。符离东林草堂22年的苦读期间，白居易也经历了乡试、州
试、拔萃科考等人生大考，为他日后步入仕途，打下了基础。

故土难忘，在白居易数千首诗歌中，故园符离的生活，被他一次又一次地低
吟慢唱，《重到毓村宅有感》《西原晚望》《汴河路有感》《自余杭归宿淮口作》《隋
堤柳》…… 这些诗作，都是白居易怀想符离的名篇。“张贾兄弟同里巷，乘间数数
来相访;雨天连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桥上”，记述诗人与符离乡亲的邻里之谊;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抒发了时代荒乱、家庭不幸带给他的沧桑
之感;“马瘦衣裳破，别家 已三年”，“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这是诗人游学

求仕遭遇挫折后，表达
的倦鸟归林之情;“二百
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
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
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描述了诗人兀立宿州古
汴 隋 堤 时 的 绵 绵 幽 思;

“且倾斗酒慰羁愁，重话
符离问旧游。北巷邻居
几家去，东林旧院何人
住?”则是诗人对东林书
屋那段苦读生活的回顾
和眷恋。

（许桂林，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著有文集

《两个世界之间》《往事
迷茫》《永远的记忆》。）

躲在书房里，隔着玻
璃窗看雨 ，总感觉有几分
亵渎的滋味。春雨撩人也
牵人，于是萌生了去巢湖
看雨的念头。孝不如顺，
正好儿子又有时间，主动
请缨，陪同前往。天从
愿，人也从愿。

雨中的城市，特别是像雾像烟又像丝的春雨，
别具风味。这若有若无的细雨，无一例外的给沿街
的高楼大厦笼罩起薄纱，若不是灯光的提醒，真给
人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因了雨水的洗刷，更因为
雨水的附着，马路显得越发清亮，比较像是一条明
净的小河。小汽车行驶在上边，像是行船，轻轻
地，无影无形中，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联想。

车上了环湖
公路，立即
换 了 感 觉 。
一边是沟塘
联 络 的 湿
地，一边是
浩淼烟波的
湖面，雾霭
沉 沉 楚 天
阔 ， 顿 时
间，心胸也
开 阔 了 许
多。此时此
境，本不算
太 窄 的 公
路，也只能

算是缠在巢湖腰间的一条飘带了。
小汽车多到如过江之鲫。爱雨，尤其是春雨的

人，何其之多，老翁老妪，少男少女。出门寻求的
就是心灵的解放，谁都不愿意长时间囿于小车中。
泊车、下车，一时间亦如天女散花一般，大坝成了
花堤。

鲜有人披雨衣，也少有人打雨伞。举着手，敞
着头，叽叽喳喳地漫散开来，就像一窝出巢的雀。

年轻人，首当其冲的任务去照相。似是早有准
备。有的甩去大衣，着意地露出了春装；有的抽出
了丝巾，挥洒着，飘动着，像是展翅的鸟，意欲飞
天。老年人自有老年人的沉稳，面向大湖，静静地
扶栏伫立，任风撩发，雨打衣，一脸泰然，此时虽
然无言，亦是一首耐人寻味的无字的诗。

雨中的巢湖，像是一幅水墨画。远处的姥山，

已被虚化了，隐在雾中，浸在水中，藏在雨中，掩
于烟中，水天一色，雨天一色，连人虚幻于其中，
若不是几只白鹭落下，真的寻不清，自己就在湖之
身旁，眼前的中庙，更是被神化了，雾，升腾着，
几分虚幻，几分缥缈；庙，托举着雾，几分神奇，
几分莫测。雨，帮了庙的忙；庙，沾了雨的光，
遮遮掩掩 ，虚虚实实。多亏翘脚上的风铃提醒
你，恍惚中，才知道自己不在天上。

雨中的巢湖，更像是一首朦胧诗，贴着水面的
芦苇，偎着堤坝的杨柳 ，全都是水淋淋的诗句，
又着意地把雨里雾里藏着掖着，若隐若现，若有若
无，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好像不如此不能吸引人
的眼球，那么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总会看到听到那
讳莫如深的诗句——一滴滴水珠，在叶尖，在枝
头，串连着，攒集着，而后再次第、不急不缓地落
下，循环往复，像是绵延不断的诗情，又像娓娓动
听的书声，让你猜度，让你联想。

就这样在孩子的陪同下，沿着巢湖岸畔，走三
步停两步地看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沾衣欲
湿杏花雨”，不知不觉，头发覆盖着衣服加深了颜
色，进而连自己，也成了巢湖岸畔的一道风景。
烟雨虽有意留意，我也知道回家。儿子识透了我的
心事，从路边买了一袋沾满泥土气息、且有雷耳之
称的地挞皮，一把水淋淋、翠生生的野荠菜，说是
回到家里好佐酒，此行不虚。

裹着巢湖的烟雨，带着巢湖的野味，春雨已经
渗透了我的心脾，我已经把巢湖的烟雨带回家里。

（陈频，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细
流无声》等三部，编有春联集《庐阳春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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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读书好时光
□李安辉

一生为了工作忙，余下夕阳好时光；
晨起锻炼体强壮，闲暇读书身心爽。
读书多了知识广，思想充实增智商；
见多识广懂世相，语言有趣谈吐棒。
读书多了智慧开，脑筋多动更灵光；
陶醉阅读天地里，平凡生活人高尚。
读书多了心宽敞，处世豁达有度量；
性格开朗有涵养，待人热情又谦让。
读书多了有眼光，学习生活有榜样；
康乐为本心向上，与时俱进谱新章。
读书多了增情感，结缘交友在夕阳；
亲朋好友勤来往，共同学习笑相向。
读书多了会保养，养生保健懂端详；
心态平和常知足，老年读书喜洋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是现代人都熟

悉的行为方式。如果不局限于文字介质，把所有文字阅读都归纳为读书，那么，我
们每天都在阅读，而且阅读量巨大。

阅读，终究要靠自己完成，是一种私人行为。作为个体行为的阅读，是需要精
心，甚至凝心静气的。其实，最令人向往的读书境界是“安闲”二字，要安闲地读
书，还要在阅读中体会到精神的安闲。这便是“难得安闲好读书”。

读书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改变，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抱着“改变”
的目的去读书，未免太功利了，所有功利的读书都很累。这里所说的是“安闲”读
书，这种阅读应该是没有功利的，仅仅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其前提条件是拥有闲适
的时间。说到闲适时间，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最稀缺”的资源。但是，只要我们能
抱有一颗闲适的心，时间总是有的。所以，安闲读书首先需要有一颗能够安闲下来
的心。

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
安闲才好读书，读书能获得安闲。这是一对分不开的感受。安闲是一种舒适的

心情。当我们拥有一段安闲的时间，放松了心情，随心所欲地阅读时，我们到书中
寻找的不是山水，也不是技能，其实就是在感受一种思想和情怀。看到了那样的思
想情怀，就找到了思想的归宿，当然也能够获得一种安闲的归宿感。一位爱读书的
朋友谈到读书，说了这样一番话：闲适的阅读正如体育锻炼，抑或散步聊天打麻
将，它是可以让人感受到快乐的。这种阅读让思想游弋在遥远的地方，跨越时空，
漫过现实，仿佛一个游泳水平高的人跳进了大海里，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阔和无
穷无尽的探索。能感受到这样的阅读，思想和情感上的感受便是“安闲”！

古人为防蠹虫咬蛀在书中放置香草，给书留下了丝丝清香，“书香”一词便由此
而来。后来人们就把读书人脱尘出俗的气质称为“书香气”，把喜爱读书的人家称
为“书香门第”，把喜爱读书的国家称为“书香国度”。读书人徜徉在书籍的海洋
里，受到书香熏陶，得到知识浸润，自然可以使自己学识通达、思想深刻，使自己
胸襟开阔，境界高远，使自己品味提升，才智绽放。

书 卷 多 情 似 故
人 ， 晨 昏 忧 乐 每 相
亲。

眼 前 直 下 三 千
字 ， 胸 次 全 无 一 点
尘。

读书人读出了悠
然、超然、淡然的好
心致，也就品出了书
魂、书香、书韵。

（李安辉，安徽
省六安市作家协会会
员，九十年初开始写
散文、报告文学等，
发表作品多篇。）

春雪，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白糖吧？你看它急速
融化的样子，就知道它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甜蜜
送到万物心里；那春雪一旦消融了，天地间的一
切，便都迅速有了甜甜的味道。

嗅着这甜甜的味儿，我的梦也甜了。我知
道，那是我最喜爱、最恋着的春来了。

因为：
那是一种红红火火的甜。它随着暖暖的阳光

升腾起来，大有渐渐燃烧的气势。这气势，威逼
出万物的浩荡激情，蓬蓬勃勃，努力向上，勇敢
向前。

那是一种妖娆的甜。它和着柔柔的煦风飞扬
开来，把大地渲染成醉人心脾的美妙画卷。这画
卷，包藏了世间的万千美好，开朗晴明，惹人怜
爱，令人眷恋。

那更是一种缠缠绵绵的甜。它顺着柔柔的雨
丝飘落下来，温柔体贴，平和宽厚，仁爱豁达，
带给人们无限的亲近感。这亲近感，总让我爱她
千遍不厌倦，愿用一生的热情，去深情期盼，孜
孜寻找，热情拥抱。

是啊，甜甜的春，有谁不爱？
草芥蝼蚁，尚且喜欢那“无边光景一时新”

的甜甜春日，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柔情多思的女
子。“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女子不怀春”啊！虽
此春非彼春，但任何一处春字，皆与美好有缘。

由于喜爱，时令还在冬的圈子里，我便睁大
双眸，甜甜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我喜欢隔窗望
雪，窥那积雪一粒粒升腾。那时，我似乎觉得，

那雪成了神圣的使者，赶着邀春去了。我等待着
她给我带来好消息；我喜欢开窗引风，体会风由
刺骨到温柔的渐变，那是最让我感动的变化，它
带着母爱的力量。刺骨是严厉的管教，温柔是慈
爱的抚摸。那时，我似乎看到，风的尖芒一寸寸
变软，软到像一条滑滑的丝带，渐要安抚出江南
塞北的绿满红肥。

甜甜的期盼，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神奇到
有求必应。虔虔的期盼中，大地就不再有硌脚的
坚硬了。那种湿漉漉、甜腻腻的松软哟，松软得
像一片湖，微波荡漾，明净如镜，让人心和万物
一样，都不再禁锢。于是，思绪动荡起来了；思
维活跃起来了。行走的冲动，劳动的冲动，创作
的冲动，一股脑儿生出。有这样的激情，怎能不
产生美好？看小草又一次脱胎换骨，由葳葳蕤
蕤，到更加葳葳蕤蕤。那是生命的延续，更是生
命的升华。我最高兴的，是从春草的蓬勃中，去
体味那荣辱不惊的淡然与洒脱。那积极而不张扬
的情状，无可抵挡地砥砺着我的意志，启迪着我
的思想。人不也应该用小草的心态，去对待生命
中的高低起伏吗？最神奇的莫过于枝头。颓废，
光秃，枯黑，死寂，无味，一忽儿，就盎然、繁
华、灿烂、热闹、清香了。枝头的繁华，是春给
人间的最高尚、最华贵的馈赠。当然也是最高明
的教育和激励：上天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恩赐，所
有的赏心悦目，皆来自对孤寂、冷清的无所惧；
来自对寒霜、冰雪的笑脸接纳。一切成功不都是
如此吗？

这甜甜的春哟！这惹人怜爱的春哟！你总以
一个魔术家的神奇魔力给我惊喜，给我欢愉，给
我教育，给我启迪，我怎么能爱得够你？

春，你是我前世的恋人吗？我还想永远地恋
着你，不如让我做你脸上一枚甜甜的酒窝吧！为
了你，我甘愿跳下忘川河，接受那水淹火炙的千
年折磨，只要能和你相知相亲，那就足够了。

（武梅，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
会会员、淮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报刊杂志
发表散文作品几十万字。）

做春的一枚甜甜的酒窝
□武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