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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永嘉四灵二十年
戴柏葱

百岁奶奶二三事
陈智峰

我的奶奶出生于1919年，恰与“五四
运动”同龄，是村里两位百岁老人之一。

奶奶的白发至今不多，精气神也尚
好，假如你从远处乍一看到，甚至会误以
为她只有六七十岁的光景，完全想象不
到她已是期颐之年。奶奶耳聪目明，能
自己爬楼梯上下楼，有时甚至还喜欢自
己动手洗衣服。

奶奶记忆特别好，她甚至记得我们
孙辈小时候的一些趣事。我表弟森森三
岁时，曾一个人沿着公路从岩头镇上一
直走到我的老家芙蓉村。虽然两地相隔
才两里，但对于一个三岁小孩而言不啻
百里之遥。森森来到我家，问跟他同岁
的我弟弟：“智洋，你爸呢？我爸有没
有跟你爸在一起？”奶奶那时正在煮
粥，见状问表弟：“娒，你跟谁一起来
的啊？”表弟回答说：“一个人啊。”奶
奶一听，赶紧扔下手中的柴，拉上表弟
就往外走。果不其然，姑父家里人已经
急得团团转，以为表弟被人贩子给拐走
了呢。

奶奶每次说到这里，都会笑出声
来。对于这段陈年往事，奶奶记得一清

二楚，对其中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
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事实上，表
弟森森和弟弟智洋，都已是两个孩子的
爹了。

奶奶虽不识字，但却记得很多我们
当地的谚语。我回家看她时，她常会在
与我们的闲聊中，不时地冒出一二句，
表达对当前天气和最近节气的看法。今
年暑期我回老家，正值八月初，她对我
说，“七月底八月初，大水满树丫”。
没想到几天后，台风“利奇马”就来
了，永嘉也因此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洪
水。我在痛心家乡受灾的同时，也不得
不佩服老祖宗留下的这句饱含智慧的谚
语。

在奶奶的影响之下，我也零零星星
地记住了一些谚语，有时把它们写入文
章。去年在某报刊发表的《“金色麦
浪”非秋天景象》一文中，引用的“大
麦枇杷小麦李”，就是我小时候从奶奶
那里听来的。如今我把它引用在文章
里，让更多的人知晓。

奶奶对玄孙辈们特别宝贝。有时亲
友送给她一些零食，她常常舍不得吃，

等孩子们来了，便拿出来分给他们。今
年清明节，我们回老家扫墓，她把一箱
八宝粥分成四份，各用袋子装好，分给
弟弟和我的四个孩子。虽然八宝粥并不
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孩子们对八宝粥也
并不大感兴趣，但我说“阿太”的心意
你们一定要领的，于是就带回了家，至
今放在餐桌旁的酒柜里，不舍得吃掉。
我们每次回老家，也都带一些如小面
包、小蛋糕之类酥软的零食。这些零食
大多由小女阿西送到她阿太手里。当我
剥开一个，递到奶奶的嘴里，奶奶总是
一副满足的样子，嘴里念叨着“真相
能”。就在零食的传递之间，爱和亲情
也在传递。

奶奶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四，所以
每年中秋节，我们家都是提前一天就开
始过节的。今年八月十四那天晚上家里
尤其热闹，四世同堂，共祝奶奶一百周
岁大寿。生日蜡烛点亮之时，奶奶安详
地坐在椅子上，慈爱地看着已逾耳顺之
年的儿女、正直壮年的孙辈和活蹦乱跳
的玄孙辈，笑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她
不忘小声问我：“阿西呢，怎么还没来？”

她一直惦念着远在杭城求学、未能返家
过节的小女阿西。

国庆长假回老家，奶奶迫不及待地
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昨天村书记带着镇
里和县里的领导来家里看望她，送了一
块匾额、一个红包和一套被子给她。然
后带我去她的房间看匾额和被子，匾额
还没来得及挂起来，就靠在她的床边。
那是一个实木的黑底金字匾，上书“盛世
人瑞”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落款是“中
共永嘉县委”和“永嘉县人民政府”。于
是，我立即去找来卷尺，量好尺寸，在墙
上找好位置，又找来枪钻和膨胀螺丝，和
我爸一起，郑重地把这个厚重的匾额挂
在饭桌的侧墙上，让它与一个大大的
“寿”字匾额并在了一起。看着挂好的匾
额，奶奶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喃喃自
语：“真好！真好！”

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
一张照片，配文“老百姓的小确幸”。

有一位寿登期颐的奶奶，是我们全
家之福！

愿我的百岁奶奶就这么一直健康下
去，安享生命中每一次小确幸。

时光荏苒，似乎只是转瞬之间，我的
学生时代已经过去十多年。回首往事，
学生时代最难以忘怀的，便是对温州地
区南宋时期的诗歌群体——永嘉四灵的
走近和悦纳。

对永嘉四灵产生浓厚的兴趣，大约
是在我读高中时。那时第一次听说了
“永嘉四灵”，但没有多少机会去了解他
们。后来到了大学，又因为读的是中文
专业，于是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
对他们做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可以说，对他们的了解和研究是贯
穿我整个大学四年生活。这期间，更有
很多难忘的事情，虽然其中有些无知不
谙人情，却有趣难忘，让我记忆犹新。

“徐玑是哪个单位的？”

因为在某本资料上，看到了永嘉四
灵之一的徐玑去世后，有“葬于瓯海郭
溪”的记载，于是第二天便出发去郭溪
了。

因为那时的网络还远没有现在这么
丰富，因此我并没有查到太多关于徐玑
的相关消息，更遑论关于他墓地的具体
记载。因而，我那时的第一个想法，便是
先去趟瓯海区府的文联，看看能不能讨
点相关的资料。

于是，第二天一早就直奔瓯海区
府。先是打听文联办公室，然后有些冒
失地径直闯入。

“你好，我是温州大学的学生，瓯海
有位文化名人，叫徐玑，我想来文联找些
关于他的资料。”

“徐玑？没听过，那么，他是哪个单
位的呢？”办公室一位戴着眼镜很斯文的
中年人，打量了我一眼，反问道。

“徐玑死了都快一千年了……”我很
尴尬。

我生怕被办公室里无知的气息给传
染了，于是愤然离开！

后来坐车到郭溪镇，便不再抱希望
去向别人打听了，一副满是孤高自傲的
样子。那天下午，我就这样忧伤地在郭
溪镇周围的山前徘徊悱恻，像一个失魂
落魄的人，直到快日暮了才怏怏然坐车
回学校。

《永嘉四灵诗集》我抄了一年

还在高中时，我就了解到了温师院

陈增杰老师曾在80年代中期校点辑录了
永嘉四灵的诗歌作品，出版了《永嘉四灵
诗集》。

于是我到大学图书馆的第一件事便
是找这本书。好在我很顺利就找到了，
虽然书看起来十分陈旧了，还有些“灰头
灰脑”，但我却如获至宝。

后来，就想对永嘉四灵的诗歌做些
最基本的分类汇总工作，譬如“唱和”一
类，“写景抒情”一类，只是书总是到期了
又得还，然后再借，如是确实有些厌烦。

于是一个大胆又龌龊的想法在我脑
海里产生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自己丢了
这本书，然后做些赔偿呢？这样，书就一
直在我身边了，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这个想法，困扰了我一个星期，不过
最后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图书馆只有
一本能借，我若据为己有，以后如果有其
他同学想了解永嘉四灵，就再也不能在
图书馆借到它了；二是图书馆规定图书
遗失，需照书价两倍赔偿，有特殊价值且
贵重的书籍，按其价值赔偿，《永嘉四灵
诗集》定价 2.20元，两倍就是 4.40元，但
我以为这本出版快二十年没有再版，而
且当时又没有其他人整理出版的关于永
嘉四灵的诗集的书，它一定是属于“有特
殊价值且贵重”的书籍无疑，我怕赔不
起。

出于无奈，又想身边有这本书以便
随时翻阅，于是就想起了欧阳文忠公。
据说他幼年失孤，家贫无资，无书可读，
便“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
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我为什
么不能向他学习呢？况且大学生活，多
的就是闲暇的时光。

于是，我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利用闲
暇的时间，陆陆续续抄录《永嘉四灵诗
集》，直到大二下学期，才完整得抄完了
整本书。在抄录过程中，我还顺便把永
嘉四灵的诗歌做了最基本的分类汇总。

我见到了陈增杰老师

等我到了温大（温师院），十分遗憾
的是，《永嘉四灵诗集》辑录校点的作者
陈增杰老师，已经不在教学岗位了，我后
来虽然也读到过不少他所写的关于永嘉
四灵的论文，只是当面求教的机会似乎
却没有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陈增
杰老师虽不在教学岗位了，却还在温州
师范学院的学报上做编辑工作，而学报
编辑部就在市区学院路上的老校区那
里。

于是，我提前准备好几个想求教的
问题，便直奔温师院学院路上的老校
区。

那时的温师院学报编辑部，就在进
大门右侧第一栋教学楼的一楼，很好
找。我敲门进入，陈增杰老师正坐在办
公桌前工作。

陈老师看起来有些瘦弱，但眼神很
睿智，身上满是传统学者的宁静和安详
的气质。当得知我的来意后，陈老师却
并不怪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唐突失礼，反
而放下笔，准备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当
时问了好几个问题，有几个记忆犹新，有
几个已忘得一干二净。但陈老师的回
答，我却都大致还记得清楚。他回答我
关于如何评价永嘉四灵时，说了很多，还
特意提到他们出现的诗歌背景，以及作
为一个群体在诗歌史上的意义。说到他
们的诗歌，陈老师还提醒我要关注他们
生活的时代，以及温州的地域特点。

陈增杰老师的话，让我茅塞顿开。
后来，当我写作《从野逸清瘦诗风看

永嘉四灵的苦吟审美追求》一文时，其中
将四灵这种追求“搜冥物象”，“文字工
巧”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原因归纳为“社会
时代背景”，“诗歌本身的传承发展”，“诗
人们自身的遭遇与艺术好尚”，虽无新
意，但大致都是受到陈老师的点拨而
来。

工作之后，我仍然对了解永嘉四灵
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坚持搜集资料，并阅
读他们的诗集。

大学毕业至今，已愈十多年，我看着
永嘉四灵被很多人做冷门研究对象，竟
几成小热门。我看到知网上有大量关于
永嘉四灵的论文；我看到台湾有学者写
了关于永嘉四灵的专著；我看到浙江社
科院吴晶女士写作了《永嘉四灵传》；我
看到浙江大学赵平先生重新辑录出版了
《永嘉四灵诗集》；我看到乐清余力先生
笺注了《翁卷集》；我看到民国徐乃昌影
毛氏钞残宋本《永嘉四灵诗》付刻 2册，
2010 年在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拍出了
72800元的价格；我还看到了因为文化热

永嘉四灵被温州市，永嘉县政府不断宣
传提起……

而我，还在读永嘉四灵的诗。
春天，我读赵师秀的《春晚即事》：
一身来作吏，白日算徒劳。

尘土侵衣重，年光如鬓牢。

春深禽语改，溪落岸沙高。

柳下垂钓者，吾今愧尔曹。

夏天，我读徐玑的《六月归途》：
星明残照数峰晴，夜静惟闻水有

声。

六月行人须早起，一天凉露湿衣

轻。

宦情每向途中薄，诗句多於马上

成。

故里诸公应念我，稻花香里计归

程。

秋天，我读翁卷的《野望》：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

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

山。

冬天，我读徐照的《和翁灵舒冬日书
事三首》（其一）：

石缝敲冰水，凌寒自煮茶。

梅迟思闰月，枫远误春花。

贫喜苗新长，吟怜鬓已华。

城中寻小屋，岁晚欲移家。

我也还在搜集与永嘉四灵相关的资
料。从下载各种论文，到购买新出的专
著。甚至因为毕业了好多年才从孔夫子
旧书网买到了陈增杰老师的《永嘉四灵
诗集》而感慨，写下“一书十年得，读之泪
莹莹”之句。

但读得多，写得却少。近些年，只写
过一篇《永嘉四灵不能完全说是叶适炒
作的结果》文章，来反驳浙江大学赵平先
生在《永嘉诗派与永嘉炒作文化》一文中
提出的“永嘉四灵是叶适炒作的结果”的
观点。

近几年，我不仅在自己的学校开设
了《四个传说中的永嘉人》选修课程，带
领学生走近永嘉四灵及其诗歌世界，而
且也开始写作一些所谓的诗歌，以此来
寄情山水……

别人研究永嘉四灵和他们的诗歌世
界，我似乎已经走近了他们的诗歌，也悦
纳了他们的“世界”！

而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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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北有雨 巷子

有诗词相伴

屿北，坐落于东南大镇岩坦。
石砖青瓦，独具江南风格。依山傍
水，风景独好。

细雨，顺着伞滴落于脚旁，顺着
屋顶的青瓦滴落在石子路旁的青苔
上。我眼前的这个古村，不同于其
他，没有现代化的电缆线，没有混凝
土堆积成的三层小楼房，有的只是
用石头砌成的古墙，有的只是独具
江南风格的木制小楼，错落的布局
在这片土地。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让具有历史底蕴的屿北别有一番风
味。

屿北，是自然的赋予，是前人的
馈赠，是现人的坚守，是后人的传
承。它不似其他的村落，只是一味
地开发，一味地铲平过去，建造现
在。它从曾经的历史中汲取营养、
还原、保护古村落的原貌，运用科技
将村中的电缆线拆除，整治打造，还
原真实的屿北。在这里，有汪应辰
一门二尚书的历史荣耀，在这里有
古时科举制的匾额陈列馆。在这
里，有的是历史的沉淀，给人一份古
朴，给人一份心静。它不再是一味
开发，而是原貌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传承，成为楠溪古村的
经典，一代一代地留存。

屿北的变化，正是如今中国变
化的缩影。现如今的我们不再只因
谋大利而大肆开采山林，如今的我
们正在循着习主席“青山绿水，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改变我们的观
念，合理地利用自然的赋予。协调
发展，让人们更进一步地观望历史，
感受质朴，在无形中树立起了文化
自信。曾经，几乎所有的村落都在
铲平过去的痕迹，用方正的砖块取

代传统木材建造、用灰白的漆一遍
又一遍地粉饰曾经的古朴，用清一
色的铝合金代替木制窗。也在不知
不觉中，架起高高的电缆线，将天空
撕裂成条形状。可如今，屿北的这
场“春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变化
与发展。在这片土地上，有的是坚
守，是传承。我们以退为进，保护如
今还完整的南方小院，给已经建造
好的三层现代小楼房加上一层木制
的“外套”，使得屿北看起来更加协
调。我们以退为进，在自然的赋予
中，保护这个古村，将电缆线拆除，
在小道旁种上桃花树，发展旅游业，
带动经济发展。我们以退为进，保
护它、修复它，从而树立文化自信。
这场春雨让屿北容光焕发。

“啪嗒。啪嗒。”雨又开始奏乐
了，雨点击打着河面，在村子周围的
河水上漾起一圈圈波纹。雨水在拍
打我的伞，顺着光滑的伞面落在地
上，深入地下。我望着这个完整的
天空，享受着大自然的无私的馈
赠。屿北有雨。这场雨后，远处的
山云雾缭绕，鸟儿空灵，清脆的歌声
在空中回荡，让我恍若置于世外。
回首屿北，这个近年来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的古村。我穿梭于石子小
道，感受着历史的沉淀，感受着石砖
青瓦的质朴。或许它们曾经被丢
弃，但如今，它们在这儿。春天了，
一切都将复苏。

屿北有雨，这场雨是自然的赋
予。在春雨的滋润下，屿北的生命
将生生不息。

永嘉中学高二（16）班 张禾佳
指导老师 翁晓虹

从古到今，诗词一直是人们所热衷
的，古人写诗词，我们背诗词。随着一期
一期诗词节目的热播，诗词是越来越流行
了，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词爱好者。

还记得五年级的时候，连续两次考试
失利，使我垂头丧气。那一天下午，我依
然沉浸在“无限悲伤”里。突然，脑海里
“窜”出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
啸且徐行”。这是谁的诗呀？想起来啦！
这是苏轼的《定风波》！是苏轼被贬谪后
写的，这句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表
现了他轻视困难，不惧困难的精神。苏轼
被贬谪后都那么坚强，我考试失利就更不
应该这么颓丧了！心里对苏轼的敬佩，真
的不是那么一点点！这句诗也因此被我
牢记。我的心里像有一道彩虹划过，刚才
的沮丧一扫而空，我蹦蹦跳跳地背起书包
回家了。

中国的诗词文化博大精深，每当我碰
到困难时，心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
句诗来，因为我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

从此，我爱上了诗词。
我会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抽出时间来

背诗，每当我捧起《唐诗三百首》，或者
《宋词三百首》时，总感觉正与一个亲人
或朋友见面，总有一种温暖扑面而来，
总有一种情愫让我激情澎湃，总有一种
力量让我勇往直前。诗，对我来说，亦
师亦友。从《静夜诗》到《将进酒》，从
《蝉》到《水调歌头》，从《长歌行》到
《满江红》，这些诗词如海浪一般，洗涤
我的心灵，陶冶我的情操。

读着“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
花残”，我仿佛和诗人一起进入了思乡的
境界；读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我仿佛和诗人走进了夏天的美景；
读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我同样心潮澎湃，无比激动。

“腹有诗书气自华”，成长路上有诗
相伴，必将变得更有诗意，变得更优美，变
得更和谐。

有诗相伴，真好！
瓯北中心小学六（4）班 侯卓希

巷口，空无一人。
我停下来，出神地望着这条巷子。

这是条老巷子，路面是水泥拌石颗粒铺
的，并不平坦，且被黄昏的夕阳镀上了
一层淡淡的金色。墙角被苔藓染上了几
片斑驳，隐隐可见狗爪抓挠的深深印
迹。望着它，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从
前。

那天，我才上二年级，走在这条巷子
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像个守财
奴似的，正收起他最后残存的金子。前
方，被金光洒满的街道里，却隐约传来几
分细微的声音。

“汪！汪！”忽然，前方的路上冲出一
条大黑狗！它的眼睛很不安分，吠了几
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冲过来，试
图把我驱逐出它的领地。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四下无人，我转
身就跑，狗在后面几步开外紧追不舍。我
尖叫着冲出巷口，狗又向前跑了几步，便
悻悻离去。

也是黄昏，也是这条路。狗呢？

我走进巷子，带着还未饱满的勇
气。

路很窄，越往里走，越发老旧了。墙
上贴着日期为几年前的小广告，鲜艳的颜
色早已褪去，泛着无神的白色。我尝试把
它撕下来，但它还是一样牢固。墙角的土
灰色泛着青，从几条缝隙中爬出几颗新鲜
的绿芽。离先前遇见狗的地方越来越近
了。我的心脏像上了发条似的跳个不停，
“怦，怦”地响着。

快了，快到了！
到了，却没有狗。
我大胆地走了几步，望向那里。那

儿，哪里有狗？有的只是那不断蔓延着的
绿意与年久苍老的灰尘，仅此而已。

我胆子一下子壮了，迈动腿，加快速
度，向巷尾那越来越清晰的人流冲去——
就有再多的狗向我嘶吼，我的心脏也不会
因此再跳快一秒了。

巷尾，车水马龙。
永嘉县少艺校六(1)班 陈嘉恒

指导老师 麻丽敏

莫顿·亨特先生：
您好！
请原谅我很冒昧地给您写信，

这全因读了您的一篇文章，太受感
动。不怕您见怪，这篇题为《再走
一小步》的文章，还是我大扫除
时，于丢在房间角落里的旧杂志中
发现的呢。

您在文中讲述了小时候的一件
事儿。您同小伙伴来到一处空地，
攀爬一堵壁面上有许多凸出的岩
石、崩土和蓬乱灌木的悬崖峭壁。
伙伴们都灵活地爬了上去，您却蹲
在半途的石架上，心惊肉跳，寸步
难行。伙伴们都嘲笑您胆小。到了
傍晚，父亲过来了，您依然不敢下
去，都吓傻了。但睿智的父亲给予
了您勇气和信心，鼓励您一小步一
小步地走，最终您投入了父亲的怀
抱。

莫顿·亨特先生，您当时的经历
我感同身受。现在，请允许我来讲
述一次难忘经历，好吗？

那天，我和爸爸一起去玩拓展
活动——高空攀登。看着正在攀爬
的哥哥姐姐们，我的心怦怦直跳，我
紧张极了，心想着会不会从上面摔
下去呢？会不会被人嘲笑？

脚刚踩着用绳子吊起来的小小
木桩，腿就直发抖。下面可是深渊
呀！我仿佛置身黑暗森林，几只吸
血蝙蝠在我头顶盘旋；黑黑的草丛
里，无数绿莹莹的眼睛正恶狠狠地
盯着我。我奋力逃跑，却被一片冒

泡的大沼泽挡住了去路，凶猛的鳄
鱼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我一口
吞下去……

莫顿·亨特先生，您不会嘲笑我
的胆小和荒唐的联想吧？

终于，我颤抖着迈出的第一步，
又颤抖着缩了回来。我迟疑着准备
放弃。爸爸有些着急，一个劲儿地
对我说：“加油哦！不用害怕！你一
定行的！”与此同时，我突然想起您
的这篇文章，想起文中您父亲对您
说的那句话：“不要想着距离有多
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
步。”

我信心大增，往前跨了一步，再
走一小步，再走一小步……终于，我
走完了全程！我惊奇地回头，发现
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是多么漫长，多
么了不起！

我明白了，面对挑战，不要总想
着远在下面的恐怖深渊，而要着眼
于那最初的一小步，走了这一步再
走下一步。我战胜了自我！我也跟
您一样，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成就
感。投入父亲的怀抱后，虽然人在
啜泣，心里却感到无比自豪。

感谢您这篇文章帮了我一个大
忙！万分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
你的中国小读者

2019年10月23日

城西小学五（1）班 谢韵歆
指导老师 徐路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