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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之思
|| 航空工业陕飞　杨凤翔

“七一”前夕，我应约去汉中市一位哲学
教授家做客。他的宅院内有一个约三四平方米
的小荷池，眼下只开了两朵。近看，莲叶田田，
红荷出水，馨香沁人心脾，小小院落竟然古意
盎然，芬芳有致。

回想涉江采芙蓉的年代，荷叶与荷花应该
就是这个模样吧？荷花那单纯厚实的造型，给
我留下了如此动心的印象，感觉意味悠长，只
觉得她的每一根神经、每一片色彩都是有渊源、
有来处的。

不知是看多了画中的荷，还是在很久以前
曾多次涉江采芙蓉，此时，总有一种奇怪的感
觉涌上心头 ：荷花像是一位似曾相识友人，并
且就在初识的那一次就一见倾心，迟迟不忍离
去，难道她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了几千年么？

记得去年夏天，我在汉中植物园的荷池旁，
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此游玩。正在树荫下小憩
的我，听到女子的一句 ：这荷花荷叶长得太简
单了！真的，若不是我们国人对荷花有一种先
入为主的爱恋，若不是有那么多美丽的《赏荷》
图画，还有那么多首美丽的诗篇，更有诸多文
人墨客大肆渲染，其间不乏是告诉我们要如何
爱莲、如何赏莲……否则，我们也许会和前面
那位女子一样认为 ：这荷花长得太简单了。

如今，我却被教授家的荷池吸引了，静心
地观赏着。教授若有所思地说 ：“只有出污泥
而不染，才算是真正的洁净。”此言并非以前
没有听过，但是并没有放在心里思量过。然而，
这一次听了，我竟然吃了一惊，仿佛在刹那间
参透了很多世事。回想起寺庙里的佛手上总是
掂着一朵莲花，佛身下总是以莲为座，其间一
定是蕴藏着很深的奥秘。教授的一句话着实让
我明白了莲的品格和爱的本质，同时也让我领
悟了佛学的奥妙。

是啊，世上所有洁净和美丽的事物都是应
该值得珍惜的。可是，如何才能到达洁净和美
丽的境界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一条不能害怕
也不能躲避的漫漫长路。只有踏踏实实走过这
条路，才能得到真正的洁净和美丽。

生活原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真羡慕那些
满腹经纶的文人墨客，他们为何能把世上一些
苦涩的定理，擅用莲以及梅、兰、竹、菊、松
等植物来温馨地演绎出来？不知他们的胸怀该
有多么的深沉而宽阔呢？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
里，只有把“出污泥而不染”这句名言当做座
右铭，才能不会被金钱、权势等身外之物所动
容。其实人生路上，有风雨，有荆棘，也有诱惑，
我们要学习荷花的精神，像荷花一样按照自己
的生命规律，不受外界干扰，活出自己的姿态
和精彩。

盛放

云落荷池露凝叶　花俏云间风吟莲� 中国航发南方　李新华　摄

遗落在
丽江的心情     
�| 艾凝

|||
背起行囊，我走了，去我神往

已久的丽江。小桥流水依旧，凭水
而坐的酒吧，纳西特产丽江粑粑随
处可见，丰盛的阳光就那么明亮而
肆无忌惮直射我的面容。我所有的
神经都安静下来，慢慢咀嚼着百吃
不厌的香煎洋芋丝，此刻心里温暖
而踏实。||||

也许不需要四处寻找，再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的民风和景色会让我
如此酣畅地放松。坐在小桥上，我
的腿挨不到地，就那么晃荡着。我
的对面是一个铃铛作坊，有微风的
时候叮咚叮咚的铃声，就如一朵朵
绽放的花，不由分说在你耳边舒展
开来。风从耳畔悄悄溜过，竟然无
声无息，只有铃声一阵阵荡涤着我
的心灵，那么清脆。我微笑地、默
默地看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路人。

清早，我漫不经心地走在四方
街和新义街，由于在这里驻足了几
天，也去过一些地方，偶尔我也会
给大家指指路，尽管我的方向感一
向不好。有一次，在我们喝过咖啡
的“BLUE||PAGE”，执着地将一
个想去虎跳峡的澳大利亚人，劝得
当时就去买到泸沽湖的车票，并且
激动得血管突起。因为我喜欢泸沽
湖浑然天成的景色，去过泸沽湖的
人都会被那里的美丽景色陶醉。我
初次走进“蓝页素食屋”是被门前
“BLUE||PAGE”招牌所吸引，总
觉得蓝色便是忧郁，我猜想这里一
定很适合让人发呆、思考人生和未
来的地方。打开菜单，清新的文字
打动了我。这里的厨房很小，饭上
得慢，看你有没有时间等待 ；我想
这就是我久违的慢生活。后来我每
天都会来这里喝一杯手磨的云南小
粒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发发呆，
看看走过的陌生人。窗外是一眼井，
每天听着导游，讲着这口井不同版
本的传说。以至于直到我离开丽江
时，仍然不确定哪一个传说更为真
实。来喝咖啡的次数多了，我和这
里的小老板熟络起来，他常常不带
任何表情地给我讲着云南的旖旎风
光。听得我的心早已激动澎湃，而
他的面容却始终很沉静，仿佛这里
的雪山一样俊冷。来云南旅行的人
大多崇尚徒步，可我却没有如此充
分的时间，因此，我只好用崇拜的
目光看着他，听他讲一些旅行者的
故事。

在古城里更多看到的是神情专
注的手工艺人，遇到一家木画店，
我撩开门帘走进去，没有人理会我。
我用手抚弄着墙上的木画，手指尖
竟微微有些发烫，许是被木画深刻
的、浅淡的内涵所引领进入了作者
的内心。我突然有了一点点喜悦，
一种沟通之后的喜悦从眉宇之间轻
轻散发，随屋内舞蹈的木屑一同飞
舞。匠人仍然那么安静，进来的每
一个游人都会被这份宽容而深厚的
安静所打动。

古城里面家家户户会在清晨将
自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晨的
时候，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一道巷
席地而坐。油亮油亮的石头像是每
天被人打了油似的光洁鉴人，甚至
我总以为取一块路石便可打磨一个
玉石手镯。丽江不是供人游览和观
赏的，她需要你凝神，倾听，感悟……
置身古城的山水路桥、花草树木、
人情风土，每个细节都会把你的心
占满，呼吸这里最简单纯净的空气，
体会着这里最本真纯美的生活，你
会感到身心变得澄澈透明，都市里
纠缠不清的千丝万缕在这里烟消云
散，无迹可寻。无怪乎总有人把丽
江比作“心灵的净土”，能留下的不
会再离开，留不下的情愿一次次重
来，也许在这里人们才能找到一个
真实的自我。遗憾的是，这一次我
没有亲耳听到老东巴弹奏的古乐，
俄国学者顾彼得将它称之为“那是
一曲宇宙生活的颂歌，不为渺小的
人类生活中不协调的悲号声和冲突
所玷污。这音乐是经典的，永恒的，
它是众神之乐，是一个安详、永久
和谐的国度的音乐”。我觉得这句话
不仅可以形容纳西古乐，用来形容
丽江也是精确的。

收拾行囊，带着一份好奇的心
去丽江，趁着现在的纳西孩子还会
说纳西话，还有人会写东巴文字，
古城里随处可见一袭蓝衣背着腰饰
的纳西老奶奶……丽江，原本就是
这样一个安详、永久和谐的让人心
灵放松的地方，寻一处惬意角落，
觅一段柔软时光，享受上天赐予人
类的美好境地。看那远处的玉龙雪
山，她在那里静静地等你，仿佛向
你诉说着属于她的千年故事，又仿
佛想听一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心愿。

永宁今日 烟雨千年
|| 中国飞龙　曹晋

飞机冲出云层，在万米的高空中，将两个地域的距离拉近。还
没来得急适应落地时的气压，又匆忙跳上开往嘉善的高铁，正惊叹
交通的便利时，整个人被塞入公交车内一路向北。短短 8 个小时，
从北国之城来到花开半季的南方小镇，带着一身尘土，踏入梦里的
千年古镇——西塘。

穿过几条喧闹的街区后，来到一条狭窄的弄口，在斑驳的老墙上，
用石头刻着苏家弄三个字，仅仅走入几步却已听不到街道上车水马
龙的声音，渐渐地整个人也消失在城市的繁华中，行走于此一种孤
寂和怡然氤氲开来，静穆与空灵在时间的拉扯下纠缠在一起，连同
狭小的弄道也变得扭曲不平，突然眼前一亮，我们真真实实地来到
梦中的古镇西塘，两边灰墙黛瓦的民宅，配着石板铺路，借着夕阳
的余辉，一份宁静跃上心头。

街的两边是各类的商家，他们利用古街老房，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地维持生计。刚安顿好后，夕阳的余辉便淹没在夜色中，此时
的西塘已换上流光异彩的礼服，站在桥上，河两边的民宅红灯笼亮起，
河中摇曳的木船也挂起红灯，这星星点点的红，点亮了夜西塘的美。
游人如织，在河的两边享受惬意，不觉间，月亮穿云露光，倚上硬
朗的房角，将似水年华的美好回忆，照亮每个人记忆角落。

黄昏与清晨，同为西塘的两大美景，当日未出满月未落时，西
塘的淡雅之美如出水清莲，站在永宁桥上看着东方的鱼肚白中那一
抹金黄，偶然一叶扁舟从水道经过，船头溅起的水花和推开的涟漪，
又搅起了西塘的一天热闹。

都说在永宁桥上，你可以看西塘的前世和今生，它一边牵挂着
烟雨长廊，另一边留恋着北栅街，桥下是一条最繁忙的水道，可以
说永宁桥联系着整个西塘的前世与今生，同时也勾连起西塘年久的
沧桑与变迁。站在永宁桥上感觉时间与空间发生错位，你会突然体
会到阿难所说“我愿化身石桥，经历五百年的风吹，经历五年的日晒，
只等你从我身上经过”看过桥上过往的行人，也许你们的前生真的
在此曾经相遇过，或是前世用了五百次的回眸换回今生在西塘永宁
桥上的一次擦肩。

记得歌手刘若英曾说 ：“离开纷乱的都市，停下脚步，宁静可以
让伤感隔离，时间真的可以不改变什么，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物却
不曾改变这里。”今天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意，西塘虽然不大，
但是却保留有更多的生活气息，虽然方寸之土，却蕴含了千百年来
的红尘与世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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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成飞　尹涛
|
在成都腹地有一条静谧小街，从春熙路

商圈的“远洋太古里”出来沿西南方向走一
个街区，过十字路口，道路从四车道变两车
道，两边的建筑也从商厦变为住宅，临街清
一色骑楼，带点旧时代南洋风格的洋派。在
这条与三圣乡同名的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门
脸做着面食、串串一类的生意。逛街的人如
果既不愿意到繁华地带的火锅店、烤肉店或
中餐馆破费，也不喜欢在银石大厦地下的小
摊将就，这里倒不失为一个折中的选择。

继续往前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再折向
东南，两边依然是骑楼风格的建筑，但街道
更窄一点，熙熙攘攘的行人到此似也戛然而
止。与成都市内最繁华的商圈相距仅三四百
米，这条静谧的小街，让人有种到了上世纪
初东南亚的感觉。

街道一侧，一幢独栋西式建筑十分显
眼。门前一米高的门质平台摆放着桌椅和太

阳伞，很像巴黎街头某个咖啡馆。门上却写
着“轩客会格调书店”几个字。文轩旗下的
这家店 24 小时不打烊，卖书，也提供咖啡
与甜点，在喧嚣一些固定的晚上还会播放经
典影片。记得在这里消磨的一个下午，坐进
单人沙发的咖啡座，脚放到搁脚凳上，沙发
和搁脚凳很漂亮，坐上去也很舒服。要了咖
啡，静静翻阅才到的《岛上书店》，窗外，
夏天的雨一直下，空气清凉，小街越发清幽。

街对面，一家现代风格的院落是青年创
意茶室。不大，但花木扶疏，桌椅简洁雅致，
进去品茶应该也很写意。这条街店面不多，
但也有吃饭的地方，从轩客会格调书店出来，
走不了几步，有一家名为“秋野刺身”的日
式料理店。

“就当这是‘深夜食堂’吧”，第 N 次
到“秋野”的店堂落座时，我对同行的女儿
说道。丫头还没乐，旁边的女孩已侧过脸对
我会意地笑。“秋野”的店面不大，也就十
几个平米，迎门一个曲尺形柜台，柜台上方

悬着日式红灯笼，沿柜台摆了十来张吧凳。
柜台里，不见中年大叔却有两三个小伙儿在
忙碌。“秋野”的日料，色香味都不差，但
最值得首肯的还是“形”，一道蔬菜沙拉，
也要仔细地切好，呈圆形精心摆放在玻璃器
皿里，在别的店还没见过。姑且不论别的，
注重形态之美却是深得日本美食精髓。

“秋野”旁边和街对面，还各有一家日
料店，但客人都少。往往“秋野”的顾客都
候到门外了，那两家店却门可罗雀。可能还
真是“深夜食堂”情结，那两家店虽也悬着
日式灯笼，但店堂里的桌椅布置却和一般中
式小店差不多，“秋野”的曲尺形柜台则和
电视里的场景很相仿。

《深夜食堂》这部日剧吸引人的不单是
美食，更多的是由美食带出的充满人情味的
故事。在“秋野”也碰到过类似场景。一个
女孩幽幽地向身旁闺蜜倾述 ：“我和我老公
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可惜一阵嘈
杂盖过，未能尽知下文。再看柜台里的厨师，

面上波澜不惊，手上依旧有条不紊，年纪不
大，定力倒不比日本大叔差。想他们肚里，
也该藏有不少食客的故事吧。

从“秋野”出来，这条小街还有个去
处，一条名为“崇德里”的小巷。这一片原
是川西风格的民居，抗战时期川籍作家李劼
人创办的嘉乐造纸厂曾在其中一处院落设办
事处，同时也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
分会”所在地。在对原址修缮保持川西民居
主要风格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打造了
三个城市文化体验馆一一茶文化馆“谈茶”、
私房菜馆“吃过”与小型精品酒店“留下”。
徜徉其间，感受的是与小街的南洋风格迥然
不同的另一种氛围。

这条小街每过一段时间便会吸引我去
走一遭。在安静的环境里看看书，到“秋野”
品日料，再到“崇德里”的石板路上走走，
几个小时过去，自觉又添了些文艺气息。但
说起来这小街的名字却是与文艺毫不沾边的
镋钯街，一个百年前传下的老地名。

偷得浮生半日闲
|| 航空工业金城　陈鹤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初夏时节，逃离
繁华喧嚣的都市，去了上海青浦区朱家
角。这个江南古镇，河港纵横蜿蜒，三里
一里弄，五里一石桥，民居依水而立，石
板路清亮幽长，还有古庙、舟楫、园林、
老街、人文遗迹，甚是自在悠闲。

古镇的漕港河道是淀山湖的支流，弯
曲有度，清澈明眸的河面，摇橹泛舟其上，
青瓦白墙缭绕而过，石桥众多，连接西街
东街，好似将小镇铺展成一把折扇，扇面
上画着一幅江南水墨山村图。

古镇离市区约 40 公里，交通很方便，
地铁可达。一场雨说来就来，就在小店买
了把雨伞，雨中逛古镇，玲珑剔透，也算
是可遇不可求。

镇上的店铺很多，自古以来水运交
通便利，商业日盛，据说已有千年历史。
找到古镇感觉的，是最先看到的放生桥。
这是一座清代的子，桥身高大，横跨河道，
连接南北，长七十余米，宽近六米，气势
如虹，恰到好处。石桥造型精巧，龙门石
板上线条灵动，向心拱珠，似八条盘龙，
桥顶石柱上石狮子，龇牙咧嘴，憨态可掬。
整座放生桥，建造者独具匠心，宏伟坚固，
台阶平缓，设计巧妙。石缝里挺立而生的
石榴花，在雨中开的红艳似火，点缀其间，
取景美妙，据说还有石留吉祥之意呢。

桥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或是三三
两两驻足留影，或是倚栏眺望，水上船只
或是岸上人家，古镇的繁华烟火，以及风
生水起的万千气象，一览无余。雨中的桥
面更凭添了几分烟雨蒙蒙、通透灵秀。石
板台阶，细雨中滴得油光透亮，清晰刻印

着千年古镇的悠悠过往。
桥旁有个亭廊，静看整座桥的全景，

是个不错的视角，来这避雨的游客也不
少。木船穿过桥洞，这孔过去那孔过来，
船上的游客看桥上的行人，桥上的行人也
看船上的游客，互为风景，很是友好热闹。
偶有水上忙碌的全自动环卫作业船，翻滚
的螺旋桨，正在湖面清淤，保持水体活力
和清洁。放生桥也是镇上积德行善之处，
将捕捞的水生放归自由的善念，或是种下
一个心愿因果有应，慈悲为怀。

镇上石桥很多，永安桥、中龙桥、
涌泉桥、廊桥等，起起落落，或宽或窄，
或陡或缓，左右街面来往方便。河岸两旁
绿植映水，岸边石椅可供休憩，雨丝悠悠，
叶如伞盖，找一处稍干的石条凳坐下，看
船来船往，船工撑篙划桨，游人如织，水
漾情思，甚是惬意。两旁的商铺小店，时
时飘来吴语侬言，让人尽情体会江南水乡
的温婉。

船只可随时停靠，上岸进园，整个
古镇既可在水上游览，也可石街上信步游
走。西井街，西湖街、漕河街、二十六弄，
穿弄走巷，处处相通。大清邮局、童天和
药房、涵大隆酱园、米行粮仓、钱庄、布
行等百年老店还在，江南水乡，经济欣荣，
民风淳朴。

游人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北大街，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街面不宽，最窄
处不过二米，又称“一线街”，老街两旁
民宅，属明清风格，飞檐翘角，马山墙头，
花格落地长窗，老式朱漆门板，古朴典雅。
店头上美味诱人的“浓油赤酱”、大肉粽、
熏豆，店小二热情的吆喝，几乎再现当年
的生意兴隆。

除了美食，也有文化小店。一家剪
纸店里，老人灵巧的双手，银剪进退自如，
立等片刻，一幅美妙的、精致的人物剪影
或是窗花作品就好了。门面不大，门板旧
的掉漆，吱呀作响，但却丝毫不影响老艺
人的创作和人气。

站在桥上可以看见圆津禅院，一座
六百多年的古刹，藏宝纳珍。另一处城隍
庙距今有二百多年，亭廊轩榭、书屋山房、
荷花曲溪已在悠悠岁月中离去，只留下
戏台大殿那 160 只斗拱组成的圆旋形顶，
精湛罕见，一幅“筑斯台悠也久也”“观
往事梦耶真耶”的对联似是道尽几世烟
火。

镇上还有几处江南园林，其中课植
园名气最大。这处江南私宅，取“课读之
余不忘耕植”之意，以田园文化为特色，
曲桥流水、檐廊假山，错落有致，相映成
趣。藏书楼前，田园种植，牧童吹笛，雨
打芭蕉，似乎耳旁响起了“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的朗朗书声，意境极美。如
果能在这里兴起一处传统文化的学堂，该
是多么美好。

朱家角古镇历史悠久，早在 1700 多
年前的三国时期已形成村落，宋、元时形
成集市，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名珠街阁，
又称珠溪，水运通达，百业兴旺。镇头的
一株银杏四百多年，树干遒劲，枝叶繁茂。
人文艺术馆、手工艺展示馆、水彩艺术馆
里可以流连在更多的文化赏析中，还有王
旭纪念馆、席氏厅堂、龚氏住宅、盛氏草
堂、延艺堂等处处可见文物保护点。这里
人杰地灵，文气浓郁，于斯为盛，日子过
得不紧不慢，闲暇之时，可以来这里，随
它一起调适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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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