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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井云海 小雪 摄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最安静的
声音，我认为那就是琴音。

第一次听古琴，是10多年前与
好友去小傅的茶室喝陈年普洱。茶
室优雅安静，靠墙的长案上摆着素
净的青花瓷瓶，一张矮几上横卧着
一架紫檀色乐器，那就是古琴。品
茶酣时，小傅即兴弹了一曲《秋风
词》。琴声古朴，略微低沉，独特的
左手走音仿若触摸心弦，令人心情
安静。一瞬间，我爱上了古琴。

呈流畅狭长形的古琴体积小
巧，可背可抱，在室内或户外，携带、
抚奏都很方便。传说第一架古琴是
由神农氏制作的，他“上观法于天，
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
德，合天地之和。”可见古琴创造出
来就是为了弹奏和谐之音的。古琴
没有“琴码”，有效琴弦很长，抚奏时
琴弦震幅大，余音绵长，可谓“余音
绕梁，三日不绝”。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安静的琴声，有如风过林梢，细雨
润物，悄然无声。古代最高明的琴
师都是师法于大自然，或高山，或
流水，或鸟鸣，或松风，所以古琴的
音色往往很幽静清亮，能表达出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
意，烘托出“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的静谧。《西厢记》里崔莺莺夜
听琴，形容琴声如“步摇宝髻玲珑、
裙拖环珮玎冬、铁马檐前骤风、吉
丁当敲响帘栊、疏竹潇潇曲槛中、
漏声长滴响壶铜”，这些都是以清
幽的事物来形容琴声的。记得有
次听桂世民先生弹《梅花三弄》。
曲子泛音回旋，每个音符都那么清
澈、明亮、干净。音量不大，却极有

穿透力，令人五脏六腑均熨贴、坦
荡。《伯牙心法》说“梅为花之最清，
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
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我想，
这就是我想要听的安静的声音。
这声音，让人将日日浮躁的心一点
点按捺下去，沉寂下去，将平日里
混混沌沌的思绪涤荡扫尽。

心静了，内心也就平衡了。“琴
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
琴这种乐器，便是教人心情平静的
乐器。人们弹琴，即是抒情咏怀，抒
发自己的志向和情操，琴曲即心
曲。古人高山流水觅知音，志趣相
投，心领神会，算是古今第一乐事。
陶渊明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声？”在他眼里，只要表达出自己的

情操，何必一定要弹出声响来？无
弦琴也可以！这和他的“采菊东蓠
下，悠然见南山”一脉相承。人琴合
一，物我两忘，不管是我见南山，还
是南山见我，意趣就在那里，形式都
是次要，关键是情操和品格。李白
说：“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琴
到无人听时工”。这就是人们常说
的“弹筝悦人，弹琴悦心。”弹琴的根
本目的是愉悦自己的性情，最大的
乐趣是知音听懂弦外之音。青年古
琴家葛勇也曾说：“我有好琴曲，弹
与知音听。”

抚琴如修行。心烦气燥的琴师
是奏不出好琴曲的，只有心平气和，
不疾不躁，才能人琴合一，物我两
忘。古琴最适合在夜阑人静时弹

奏，最好是在二更时，因为一更尚早
有喧哗，三更太晚人已倦，二更寂静
正当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弹琴，
讲究“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
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
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
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
想。”心不外想，心思就静了。不胡
思乱想，不患得患失，不猜东猜西，
心似白云，意如流水。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将市井
喧嚣关于红尘之外，去听一听安静
的声音。保持内心宁静，对生命充
满敬畏，做一个既感性又知性、既
细腻又犷达的人。做一个中正平
和、温柔敦厚、清微淡远的人。平
日里，对月弹琴，仰望星空，低嗅花
香，浅饮清茶，轻轻呼吸，倾听天
籁，拥山水入怀，揽皓月入襟，心无
杂声，胸纳大音。有了这样的襟
怀，在任何时候，人都能处之泰然、
安之若素。

人群撤去，人流散开，城市由
喧闹进入了空前的安静。夜色溢
出鬼魅般的神秘，街灯和月亮一
并闪出，那么撩人。

我一个人从伦敦最大的会展
中心旁边的酒店走出，沿着林肯
大街缓缓步行。街道不太宽，白
天仅容两辆车经过。伦敦的冬天
不比南阳暖和多少，我把领口紧
了紧，看着右边热闹的酒吧，里面
热气腾腾，一些春意盎然的面孔，
被酒熏染了绯红的美，在闪烁着
的灯下面晃动。

不知何时，我走到了泰晤士
河边。这是他们的母亲河，安静
祥和地穿城而过。我承认自己不
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来伦敦才三
天时间，还没有从旅途的疲累中
抽身出来，时差和异国他乡的饮
食也让我大不适应。

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远方，
想念的地方就是天堂。我无数次
在心里刻画着美好的所在地，想
让禁锢的灵魂得以释放。但没想
到，这次到了英国的伦敦。这是
个雾都孤儿的城市，是罗密欧与
朱丽叶悲情的沙翁的城市，我和
同行的Boss柳一起，从深圳乘轮
船到香港，再转乘飞机到伦敦。
那难捱的13个小时，我一直保持
坐着的姿势，闭眼无法入睡，睁眼
就是云彩。下飞机时，腿是僵硬
的，头是晕眩的。

会展大厅人头攒动。各个国
家的参展人员都精神抖擞笔挺地
站着，向前来询问的人热情介
绍。我也使出浑身解数，把产品

的性能特点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
客人解说。我在那里认识了山姆
哥，成交了一笔不小的订单。那
天傍晚，我和他一起在咖啡厅喝
咖啡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海伦，
听你介绍产品就像听一首动人的
诗。在华丽而庞大的咖啡厅，昏
黄的灯，古老的低沉的曲子，咖啡
的香味弥漫，仿佛拥有一种意大
利旧时的颓废魅力，让人感觉身
处罗马。

我却没有了浪漫的感觉。思
念铺天盖地。有一些看不见的摸
不着的忧伤，让我在这座城市的
夜晚来临时更加慌乱。我面对山
姆哥那张英俊的脸和动人的嗓
音，一次次将视线拉向窗外。我
望着泰晤士河流的水，却映出母
亲的脸庞。她离我那么远了，几
天，我就感觉自己不习惯了。当
我在伦敦面对那还带有血丝六分
熟的牛排时，当我望着甜腻的面
包和一碟青豌豆时，我的胃抗拒
了。而那些规整的不够宽的街
道，那些修葺得有层次的灌木丛，
整洁的地面一尘不染，冬天的落
叶清扫不见，那绅士的英国人，我
在同他们客气而礼貌的交往里，
疏离感清晰可见。

夜空下的城市因沙翁曾经的
存在越发迷人。沙翁说，我爱所
有人，信任少数人，不负任何人。
他是睿智的，心里的爱和恨泾渭
分明，却能做到灵活处事，他的悲
喜都在悲喜剧里演绎了。

泰晤士河流途经牛津大学。
展会结束后的两天，我们去参观

了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校园。校
园没有围墙，城市的街道从学校
穿过，古典式圆顶房是牛津大学
的特殊建筑。被牛津人称为大房
子的克莱斯特教堂，只有研究
生。东边，优美异常的大青石筑
成的钟楼，朝天高指，被称为凝固
了的音乐。林肯学院，莫得林学
院，既典型又美丽的牛津学院的
图书馆内有很多名家藏书和乐曲
手稿，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在这
里读书无疑是幸福的，是带有光
泽的。

温莎城堡是我去的另一处境
地。那里收藏着英国王室的无数
珍宝，包括达文西、鲁本斯、伦勃
朗等大师的作品及中世纪的家具
和装饰品等。我游走在它们的间
隙，想握住他们的瑰丽，但又不敢
动作，好像一不小心惊动了沉睡
着的他们，惊醒他们的梦。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钟情于
夜，钟情于夜色里的自己。或许，
可以掩饰自己的一点不安，掩饰
装作镇定的脸，掩饰有时并不真
诚的笑容。那些在展会上的表现
可能都不是我想要的。为了工
作，或者说为了生计，我不得不深
情款款，妙语连珠。实际上，我并
不想那么多话。大部分不工作
时，我都是沉默的。

我想荒废时间，让时间也来
荒废我吧。走走停停，得到与失
去，思念和怨恨，距离和亲近，遗
憾和圆满，以及诗和远方等等这
些，组成了人生的况味百态。

这是最终的结果，有了答案。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带
我出去玩。路上，不小心，我摔了
一跤，我望着母亲哇哇大哭起来，
希望母亲赶紧过来搀我起来，甚
至马上答应我给我买什么好吃
的。可母亲只是回顾头淡淡地说
了句，自己爬起来！说罢，继续往
前走。看着母亲渐渐走远的背
影，我慌忙地爬起来，追赶母亲去
了。尽管心里有委屈、有气愤，可
我也只能无可奈何。

以后，我又遇到几次类似事
情，我的哭声，不仅没吓住大人，反
而让人有种幸灾乐祸的表情，甚至
调侃我几句。我的心凉透了。

长大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一些小孩子感觉受到了

委屈，也像我小时候那样，哇哇大
哭起来。可是，我和一些大人总
是并没有被小孩子的哭泣所吓
倒，甚至会嘻嘻哈哈揶揄几句。
过了一会儿，小孩子似乎感到无
趣，也渐渐地轻轻地抽泣几下，停
止了哭泣。

此情此景，是那么地熟悉和
遥远，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童年
的自己。是啊，那时我不也是这
种心理吗？似乎在告诉大人们，
严肃点，我在哭呢！希望用自己
的哭泣，来得到大人们弯腰、服软
和同情。

当经历了这种小把戏一次次
失败后，我也在不知不觉中一天
天长大。当有一天，我终于明白，

对于自己遭受的一些委屈、不公、
歧视，仅仅用哭来希望博得人们
同情，那真是太天真了。

阅读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季
羡林在他九十高龄时，写的一篇
文章《赋得永久的悔》。文章中有
这样一段话：我永久的悔就是，不
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世界上
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
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
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这
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阅读这里，我仿佛听到大师
的哭泣声，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脸
也变得严肃起来。是的，当一个
人哭时，一定有他的伤心处，如果
你不愿擦去他脸上的泪痕，那么
我们至少变得严肃点。严肃，是
一种尊重，也是一种素质。

我想，以后我该哭时，还要
哭。那也是我的一种宣泄，一种
呐喊。

小区的偏门旁住着一户人家，男
人开三轮带客，女人在门前卖豆浆，也
卖鸡蛋。膝下一儿一女。

买过几十回豆浆了，我就见过她
女儿一次。面容姣好，一副好身段，正
娇羞地跟当妈的撒着娇，给我留下的
印象特别深。等豆浆的过程中，我会
和女人聊上几句，知道她女儿在外地
读大学，电信专业。每每提到女儿，女
人一脸的灿烂。儿子呢，很像他爸，瘦
瘦高高的，沉默少语，在本城读技校。
买豆浆时，隔了窗户常会看到他在客
厅看电视，间或妈妈喊他出来给人家
称鸡蛋，就憨憨地跑出来。

女人的一条腿跛得厉害，很细很
细的，末梢那只脚倒是阔大，不过也称
不上是脚，一个肉疙瘩而已，勉强支撑
着身子。高高的颧骨下，一口黄黄的
撅牙，实在是不好看。

但，女人却是讨人喜欢的。
早上，她在窨井边搓衣服，笑眯眯

的；小半晌，她在门前卖鸡蛋、晒被子、
淘豆子、择菜，笑眯眯的；下午，她把胖
胖的豆子喂进豆浆机，笑眯眯的；傍
晚，她卖豆浆时，对光顾的每一个，还
是笑眯眯的。谁会拒绝阳光的美好
呢？

一天傍晚，我去买豆浆，桶里打好
的豆浆刚好卖完了，女人让稍等几分
钟，她尽快打出新的来。

利用这个空闲，我往前走了十来
步，近到女人的花园边，欣赏她的那些
花儿。其实也不是女人的花园，是小
区的绿化带。小区管理不善，任小园
荒芜。女人看着实在可惜，于是在自
家男人的帮助下，三棵无花果，两棵紫
薇，两棵石榴，一棵桃树，一棵凌霄，一
棵栀子，还有一大蓬迎春花，还有许许
多多的小草花，陆陆续续在女人门前
这个园子里安了家。

这些树来时就是半大的，所以第
二年的春天，该开花的就开花了，往后
呢，该结果的就结果了。那些小草花
当然是春天撒下，时间不长就妖娆了
的。先是黄的，粉的；然后是紫的，白
的；再然后是红的，黄的……园中的花
事就这么次第绽放着，变换着。

路过的人中就有心痒得不行的，
会趁主人不备，随手摘了一两朵去。
其实，女人在窗口看着呢，笑眯眯，并
没有半点愠色，好像她种花的目的，就
是专门等这些人采了去似的。也有孩
子爬到无花果或者桃树上偷摘果实，
女人看到了，会轻轻地对孩子们说，太
早啦，刚有指甲盖大呀，等熟了，都是
你们的呀……孩子们就哄笑着跑开
了。

女人也会在园中种几颗丝瓜。夏
天的时候，藤藤蔓蔓爬满了不远处的
垃圾中转房的屋顶屋边，大黄蜂们在
层层叠叠的黄花间嗡嗡闹着，每一对
叶片的枝桠间总会有或长或短的丝瓜
向路人抛着媚眼，卖弄着自己的新鲜。

丝瓜的一架美好遮掩了垃圾房的
诸多不堪，经过的人们不但不会像以
往那样，面露嫌恶神色屏住呼吸匆匆
离开，反而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尽力
让自己的眼神多尾随那黄黄绿绿一会
儿。

小区里几乎每家都吃过女人的丝
瓜。主妇们提了豆浆往回走的时候，
遇到熟人，往往会举了手中的三两只
丝瓜，笑眯眯地说，三姐给的。三姐，
是主妇们对女人的共称。

来啊——豆浆打好啦，女人在叫。
好嘞，来啦——嘴里应着，向女人

走去。
夕阳下，豆浆机前的女人笑眯眯

的，嫣然成一朵花，一朵实实在在的女
人花。

凉台，人们再熟悉不过了。如
今住在楼房的家家户户大都有这么
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凸挂在房间的
阳面或阴面。小小的凉台有风景
吗？“有，而且很养眼呢。”这是我的
切身体会。

多天前，我因脚伤蜗居在家。
清早，一声画眉鸟叫声格外清脆。
我循着声音侧目瞭望，发现隔壁邻
居家凉台顶部挂着一个竹编油黄的
笼子，一只葫芦瓜状鸟儿正在婉转
的歌唱。那歌声清澈悠扬，节奏高
低起伏，明亮悦耳。鸟儿或许是看
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就停止了歌声，
歪着头瞥大眼向着我张望，一幅好
奇状。我脸上浮出了满满笑意，它
也看出了我的心意，抖抖翅膀回应，
又抬起头高声的歌唱。我的心绪一
下子被那可亲的歌声盈满萦绕了。

从此，我留意起凉台来。我家
的凉台宽不过六七十公分，长约三
米左右，正对南方阳面，与客厅相
通。我转动轮椅靠近围挡墙，隔着
无色透彻的玻璃向外瞭望，此时天
已放亮，正下着这个城市新年的第
一场春雨。淡淡的雾霭弥漫，空气
中浸淫几分潮湿，那春雨潇潇洒洒，
落在大地上。紧挨我住楼的那棵高
大的香樟树经雨水的润然，刚刚吐

出的嫩叶更加绿油油，浮泛着幽幽
的绿光。树下道路上熙熙攘攘的行
人有的打着红花伞，有的穿着五彩
衣，匆匆而过。

我又推开一扇玻璃窗，把手升
到窗外，想接一把春雨。那春雨点
点沙沙，如细腻的护士为你打针前
的触摸，传递的是绵绵柔意。雨水
凉凉丝丝，寒而不涩，如清油滋养，
把手上冬日的龟裂抚去熨平。我端
详手心处积攒的浅浅春雨，一股清
新的春草香与破春的泥土味，给人
心灵生态原始的荡涤，不由内心发
出感慨：春雨，真美！

凉台成了我排遣寂寞享受景致
的独处。有时放眼看到一片少有的
祥云蓝天，有时借助阳台上的明亮
光多看一页书行。那天，妹妹打来

电话，叮嘱我天气好时解开包扎绷
带，在太阳下晒晒，有利于伤口早日
愈合。妻子帮助推开凉台玻璃窗，
阳光与微风扑面，瞬间感到了燎燎
温度，疼痛一时间消减去了很多。

再看天空，一片鱼白茫茫，朗朗
光艳，高高挂着的太阳也充满着融
融的暖意，洒下的光耀经惠风轻吹
相伴，温柔舒坦。倒是那排排香樟
树沐浴在阳光里，顶部的绿叶上折
射出黄绿相间的光亮，更加张扬出
春天的盎然生机。

悄然不觉中，对面那栋楼的人
家凉台灯火已点亮了暮色，约好了
似的先后亮起，组合成一个个透亮
的方格，像多彩星星闪烁，充满了诗
意画意。现在正是家家户户准备晚
饭的时候，我看到了凉台里忙碌的

身影，听到了那青菜下油锅瞬间的
哧哧声，眼帘中好似呈现出家家户
户人人围座桌前举杯共饮、同叙亲
情的生活情景。哦，这染满食烟的
暮色凉台，不就是在伴奏新时代幸
福生活的小夜曲吗。

我转动轮椅从凉台退出时，妻
子在后面把住手柄，告诉我要小心
转椅，别碰到了脚下的花草。我低
头一看，几盆花草青青满覆，虽不是
什么名贵草本但也吐着绿色，枝叶
昌茂，花夹其间，散发出淡淡清香。
妻子看我有些吃惊，几分自豪地说：

“怎么样，从街头讨的花，几天就香
起来了。”

因为脚伤的缘故，让我暂时放
慢了步伐。到凉台看景在这个春天
里走入了我的生活，为病痛中的我
抚去了一丝煎熬，带来了一份安
心。我又忽而想起一位诗人所说的
一句话：家国繁荣昌盛，人人心中有
景，处处满眼是春。一扇凉台，也是
风景！

人民路
郝茂军

在旧照片里
找寻一条路的存在
时间越过青春的唇边
我欲言又止

“把风剪去羽毛”
——这不切实际的想法
曾是那样急切地蔓延我的思想

那棵梧桐树下的摊位旁
那个老者更加老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却远远不够
从这里走过的人
都在复制生活中的某些片段
只有我相信
那些苔藓下面的石头
还是崭新的

眷顾
陈海英

三两亩旱地
相错无数次花开
潭水幽深
风吹散
几瓣桃花的吻痕

两棵草
左顾右盼，不识旧时容貌
寒冷过后
绿色中，隐藏
每一枚叶片的锋利

两只杜鹃，一声轻啼
染红一片远方
造一个
遥望的理由

用一朵白云供奉
洇开天青色
怀抱一个梦，一片清凉

那时候
天如湖水
蓄满透明的蓝色珠泪

又见含羞草
谭维帖

看见你的时候正是秋天
那只左手已把春分握在了手心

记住长发飘肩的含羞草
上玄月、竹林里、还有文湖里的那座桥

所有的目光，羡慕你的前世
只有芊芊叶子知道秘密

一样的分明，一样的柔情
今生行走，读着不一样的山水

想象你伸出右手的模样
丢下一颗山石，那可是桃源宝地

夜灯的注视
叶冰

夜色向黑暗的深处绵延，
尽头仿佛停泊着曙光。
不远处灯光微弱，
安静地注视我们的过往。

在每个清晨和黄昏的交错里，
在每个悸动与平静的守望里，
在每个希望与失望的轮回里，
它如爱的指引，陪伴着夜色茫茫。

在它的光域里，
我曾等待你的到来。
在它的静默里，
我曾目送你的离开。

我愿沿着这黑暗的道路行走，
徘徊于无尽的夜色。
因为在那光域闪现的霎那，
总该有一点依恋的情愫，
可以温暖我的灵魂。

樱花之舞
沈泓竹

每一朵樱花
都要经历看似不长的过程
像刚出生的婴儿
蜷缩在那里

渐渐地 渐渐地
她张开纤弱的粉红花瓣
用花蕊努力地吮吸
清新的空气

突然 一阵风吹拂
花瓣如蝴蝶飞扬
悄无声息
回归大地的怀抱

安静的声音
谷玲玲

静坐在伦敦的冬夜
祁娟

女人花
冯伟利

我在哭呢
李良旭

凉台外的风景
方成龙

责
任
编
辑

柳
再
义

投
稿
信
箱

jsgrb_liu@
163 .com

S
U
IY

U
A
N 园

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