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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第二次来桃花潭的时候，与先生
不期而遇。

先生似跽似坐，又如颓然半卧，头
颅高昂且传神，宽大的赭色长袍，被江
水拍洗得十分斑驳，依稀可见浅浅的条
状纹理。先生好游，先生好饮，十里桃花
和万家酒店酣畅着先生“常时饮酒逐
风景”的秉性，无需核对邀帖上模棱两
可的词句，可着兴儿纵情赏心酒事。

青弋江似一匹翠色丝绦，从天边平
铺过来，在这里委婉地打一个结，绾成了
一个潭，桃花春风在这凝碧似的潭面上
开着漾着，先生恍惚的眸子，视春波为一
江醇酎。倚在垒玉墩彩虹冈的巨石上，挹
一瓯潭影，酒耶水耶，先生分不清了，却
有酒香诗韵从光滑的岩面洇散开来，一
直漫遍东园古渡，那里一叶扁舟待发。

“临桃花潭，饮万家酒，会汪豪
士，此亦人生快事！”先生的喟叹淹没
在南阳古镇击节歌踏的送别声中，小
舟载不动名马官锦和那一潭桃花深
水。先生彻彻底底地醉了，踏歌岸阁看
见先生从举樽痛饮到颓然醉卧的全过
程。只是先生的头颅是高昂的，仰天大
笑出门去是这个样子，举杯邀明月是
这个样子，长安市上酒家眠也是这个
样子。在先生七次登临的敬亭山上，有
一尊先生醉卧的铜像，头也是高昂着
的，令人相看不厌。醉卧的先生，也有
着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先生拢起的衣袖上，有一处小小
的磕痕。这是哪位泥瓦匠要把先生砌
进某处围墙或影壁，嫌先生的头颅碍
事吧。他用瓦刀朝着先生敲了一下，不
料击在先生的衣袖上。泥瓦匠还有许
多事情要做，不愿意在先生身上多耽
误工夫，随手把先生扔在一边，或许他

想着有一天还可以用先生来铺路。
在一滩乱堆石里与先生偶遇，我的

欣喜不言而喻。先生酡颜朦胧，衣巾无
光，虽饱经沧桑，却栩栩如生。即便是披
一层薄薄的醉意，仍这样气势飞动，灵性
飘逸。我不讶异先生一醉千年之态，反倒
钦佩先生冥然石化之状，高昂的头颅上
一片模糊，眉眼口鼻虚化得若有若无。这
样，先生会清静许多……

然而先生的心跳也还是有的，我分
明感受到了，在我说咱们去垒玉墩坐坐
上彩虹阁看看、顺道拜访一下汪豪士的
时候。可是，我们的步履无法走进那道被
铁条封死了的葵花形拱门，天宝故事还
在门内石阶上疯长的苔藓深处。先生那
时还没有旅游度假区，我的行程也被规
划在度假区之外，只有那面先生遗风的
幌子，高挑着，隔着树杪远远地与我们招
呼着。先生自然看不见，我想先生是心知
肚明的。顺着酒幌的指引，我和先生只能
转向那被脚手架裹得严严实实的万家酒
店。它门窗洞开，所有的故事和风都可以
自由出入，氤氲着盈盈酒香；门口那条凹
下一个脚背深度的青石上，踩踏着熙熙
攘攘的记忆，依然鲜亮、光滑。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
爱酒，地应无酒泉。”先生的喃喃自语我
听见了，地有酒泉我知道，天上的酒星在
哪里呢？先生说，西方白虎与南方朱雀之
间有十七颗星星，这是轩辕星座，它右角
南边三颗星星，如酒官之旗，这便是“酒
星”。我笑了，先生也笑了，且乐生前一
杯酒，何须身后千年名。先生是无憾的，
我也是满足的。

皮日休诗曰：“吾爱李太白，身是酒
星魄。”第二次来桃花潭的时候，与酒星
魄同归，何其美哉？

酒星魄
□沈成武

纸醉，就是纸醉，没有金迷。
纸醉，为纸而醉。
什么人为纸而醉？造纸的人。
为什么样的纸而醉？宣纸,诗云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
的宣纸，誉称“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的宣纸······

是什么人，又是为什么要造这样
了不起的宣纸？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东汉末年，京城洛阳。
宫廷即丛林。蔡侯蔡伦，一代巨

匠，陷于宫斗，饮酒身亡。一个年轻人
愁断肠。

蔡伦，后人对他有争议，有人说他
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
者，也有人说他是造纸术的革新者。发
明也好，革新也罢，蔡伦为造纸术做出
的杰出贡献，不容置疑，无人争议。

美利坚合众国，推崇蔡伦，蔡伦两
上光荣榜。《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名第 7，
远在哥伦布、爱因斯坦、达尔文之前。
2007 年著名的《时代》周刊，评选和
公布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蔡伦
也是榜上有名。

一个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人，他
的死去，不会没有人悲伤，不会没有人
怀念。

孔丹，就是那个因为蔡伦的身亡
而愁断肠的年青人，就这样从历史的
深处走出来。

岁月太久，孔丹的面目模糊不清。
他的面孔,不一定很英俊，但一定

很刚毅;他的目光，不一定睿智，但一
定执着;他的心里，不一定有名利，但
一定有情义。

孔丹，江南宣城郡人，蔡侯蔡伦的
弟子。

师傅自杀身亡，虽然京城繁华依旧，
孔丹却毅然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回到故

乡。故乡，山上树木青，田里稻谷香。
怀念，是一种忧伤的情绪。孔丹，

这个年轻的造纸者，就用自己造的纸，
请丹青高手，给师傅蔡侯蔡伦，画了一
幅惟妙惟肖的像。看着师傅的画像，孔
丹忧伤的心灵，得到些许的安慰。

可是，可是不久，师傅的画像变得
模糊不清了，纸质不行。

怀念，也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动力。
作为纸神的弟子，不造出一种好

纸，怎么对得起师傅？
造纸，造出好纸，既是给师傅画出

能保存很久的像，又能把师傅的事业
发扬光大，而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

江南三月，草长鹰飞。
苦思不得其法的孔丹，漫步在春

天里，却偶然发现在这万物生长的季
节，有一棵大树倒在了山脚下的小溪
旁，大树的皮沤烂了，在溪水的浸泡
下，洁白如霜，细长的纤维，又软又柔
又结实。孔丹凝神思考:难道不能利用
这种树皮造纸？若能行，岂非比以棉、
麻、稻草为原料所造的纸更白、更细
腻、更有韧性？

可是，这是一棵什么树呢？自幼离
开家乡的孔丹纳闷了。

忽然，孔丹发现不远处有一座茅
草屋，他立即跑到茅草屋的门前，屋里
住着一个老妈妈和一个姑娘。老妈妈
和蔼慈祥，姑娘清秀大方。孔丹向她们
请教，得知这树叫作青檀树，而姑娘的
名字就叫小檀。

孔丹在小檀的帮助下，把这树皮
剥下，带回家漂洗、蒸煮，经过多次实
验，终于制造出四海闻名的宣纸。

孔丹，爱情事业双丰收，清秀大
方、勤劳善良的小檀成为孔丹的妻子。

宣纸造出来后，孔丹和小檀沐浴
焚香，精挑细选出几张，恭请丹青高手
给师傅蔡侯蔡伦画像。

蔡伦画像前，檀香一炷。

不久，孔丹又陷入苦恼，宣纸好是
好，就是产量不高，生产时必须捞一张晒
一张，既费工又费时。孔丹绞尽脑汁，做
梦都在想办法。

“你这后生为何愁容满面？”一位鹤
发童颜的老者，拄着拐杖来到造纸工棚，
对孔丹说。

“老人家，我等为造纸之事发愁。”
孔丹虽然不认识老者，却又觉得面熟，不
由得实话实说。

“难在何处？说出来我听听。这造纸
之事，我也略知一二。”老者说。

“老人家，实不相瞒，这捞出的湿纸
不能重叠，一旦重叠就分张分不开，必须
捞一张晒一张，工效极低。如何解决，您
老有何高见？”孔丹回答，并虚心向老者
请教。

“此有何难!”老者听了哈哈一笑，
随即用拐杖在浆槽内顺搅三下，又反搅
三下，说:“行了，你再试试看。”

“哈哈······”
“相公，你在笑什么？你好长时间都

没有这么笑过了。”孔丹在梦里笑醒，小
檀也被惊醒，问道。

“咦，原来是师傅他老人家。”在师
傅画像前焚香祭拜的孔丹明白过来，梦
里似曾相识点拨自己的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师傅蔡侯蔡伦。

孔丹按照梦里师傅点拨的程序做了
后，将捞出的湿纸重叠起来堆成一垛，再
上榨压出水分，很顺利地把纸一张张揭开。

一颗感恩的心，造出既是文明又是
文明载体的宣纸，功莫大焉。

孔丹纪念蔡伦，宣纸诞生;后人纪念
孔丹，“四尺丹”（宣纸）出现。

公元 2008 年 8 月 8 日晚 8 时，北
京，第 29 届奥运会开幕式，中国画卷向
全世界展示，展示的引子是古法宣纸制
作工艺，30 秒的画面唯美静谧、大气磅
礴，极具震撼力和冲击力，在这样的画面
前，醉的不仅仅是制造宣纸的人。

纸 醉
□钟小华

“君子好游乎？这里有十里桃花，
君子好饮乎？这里有万家酒店”，看这两
句话，再细品味着《赠汪伦》那不懈的意
蕴，我不禁感叹：汪伦真的是够厉害啊！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个极为成功的营
销高手：他将桃花潭非常成功地推销给
了李白，又借着李白的名气，极大地提升
了桃花潭的知名度；而且，还“诳”得了
诗仙的赋诗相赠，使自己能与李白在桃
花潭比肩而立，名垂千古……

经我反复推敲，汪伦的成功经验
大概分为两点，一是在书信里那些足
够有自信及吸引力的字眼，这对于生
性好酒、乐于游玩的李白来说，可谓是
正中下怀。让人不知不觉就想趋步前
往，一探究竟。二就是在李白面前如实
坦诚的道出自己有所欺瞒！但确实诚心
诚意之邀请。这份诚意谁也不会介怀，
所以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并不以为忤，
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此时适逢春
风桃李花开日，群山无处不飞红，加之
潭水深碧，清澈晶莹，翠峦倒映，李白与
汪伦诗酒唱合，流连忘返。成就出一流

传至今的古诗词《赠汪伦》：“李白乘舟
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
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成功了，
现在青弋江流水依旧，诗仙、豪士早已
作古，桃花潭却因之名声大噪，流芳千
古。要知道在江南水乡如此美景比比皆
是，汪伦如何成功吸引到李白的，这个
方法我得好好学习一二。

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你永远不下
一秒会发生什么。没想到生性内敛的
我也会走上做生意这条路。对于有着
正经工作的我来说，这似乎是另外一
个世界。而微商，我想这个词大家想来
都不会陌生。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在
这个离开手机都不能活的漫长岁月
里。我们每天干的最多的事。想必就是
玩手机。当然我也是这个其中的一员。
在全民看手机时代，能一边玩手机，一
边再挣点零花钱岂不乐哉？我这么想
的也就这么干了。

这微商，在别人眼里看着好像就
是发发朋友圈这么简单，但干起来却
不是这样。就光打造朋友圈那里面的

学问就大了。如何发朋友圈，什么时间段
发，一天发几条，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再
就是编辑文案，当然这个对我不是什么
大问题。问题是产品，既要大众需要，价
格也得亲民。要自己用过确实好才能推
销给客户。还要厚着脸皮和客户沟通交
流，那不光看人品，还得看你有没有说服
力，让别人相信你。我向来都是不善言
谈，这突然得厚着脸皮跟人推销，说实话
这还真挺锻炼人。这每天发圈既要推销你
的产品，又不能追着人家让人家买，还不
能发多了消息让别人屏蔽你，微商这行，
看着简单，其实不易，是一个需要长期学
习的一个课程。实践证明，这条路并不是
那么好走。

汪伦是个豪士，他用极具诱惑力的
书信和一颗坦诚的心打动了李白。我呢？
只是一介女流之辈。如何玩好手机，做好
生意，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必须以
“诚信”打动人，以“不放弃”来说服自
己。时间还长，我得努力，我相信一直努
力的人运气肯定不会太差。向汪伦学习，
向前辈致敬，做个成功的营销高手。

学得汪伦好营销
□叶玉敏

终于盼来采风出发的那一天了。
记得我们一上车，就有人说，此次“采
风团”可谓是人才济济，有“矿山诗
人”、有“矿山小说家”，还有“矿山歌
唱家”。也有人调侃说道，“矿山小说
家”和“矿山诗人”采风写文章，“矿
山歌唱家”干脆来个演唱会吧……大
家一路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度过三个
小时车程。

漫步在初冬的查济古村巷，我们
穿过“钟秀门”，行至不远处传来一阵
吹拉弹唱声，“咦，还真的有演唱会
呀！”有人叫嚷着说道：“走，咱们看文
艺演出去。”于是大家寻声走进一个
大庭院，只见木质结构的舞台中央用
红纸写着“乡土文化艺术团”的字样，
一位身穿灰旧夹克的中年男子，正手
持话筒声情并茂地唱着那首《黄土高
坡》，舞台右侧坐着的是几位农民模
样的鼓乐手。舞台很陈旧，“乡土音乐
人”的穿着打扮更是名副其实，但这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艺术表演。

“这里是免费的舞台，欢迎远道
而来的宾客上台与我们 ‘互动’。”
见台下又多了一大群“粉丝”，“夹克
哥”便友好地说唱起来。这时，有同伴
极力推荐随行采风的邢老师上台唱一
曲。享有“矿山歌唱家”美誉的邢老
师，在众人的掌声中，落落大方地走上
“乡土文化艺术团”的舞台，邢老师接
过“夹克哥”手中的麦克风，然后认真
翻看着歌单曲目，精心挑选了一首
《天路》。伴着优美旋律，邢老师那甜

润悦耳的歌声，引得台下掌声雷动，摄影
爱好者手里的闪光灯咔咔响个不停，一
位外地游客手里拿着一支小花跑到舞台
上，在献花的同时，还开心地与邢老师合
影留念。“粉丝团”的“互动”环节，严重
干扰了台上“乡土音乐人”的伴奏秩序，
他们轮流放下乐器，一会儿举着手机为
邢老师拍照，一会儿又座回原位专心伴
奏。

“以前邢老师给咱们矿工演出时，
是从来不收费的，今天的乡土文化舞台
也是免费的，但是这么好听的歌声，哪能
免费听赏呢。”一位同伴手里兜着帽子
站到台前，嚷着要收取出场费。一片附和
声中，座在前几排的人，还真的掏出手机、
香烟等随身物品丢进帽子里。见有人要
“舍出”自己的“单反”时，舞台上的邢老
师也按捺不住了，幽默地说道：“你吓死宝
宝了，俺的出场费没有那么高的！”

听完一曲《天路》，大家都觉得意犹
未尽，于是又齐声高喊道：“邢老师，再
来一首歌。”热情开朗的邢老师又唱了
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完第二首歌
曲，几位“乡土音乐人”争相与邢老师握
手，纷纷称赞邢老师极赋造诣的歌唱艺
术，并一致邀请邢老师留下来再一首歌，
再切磋一番音乐艺术，邢老师十分感激
地说道：“谢谢，我们还有行程，希望有机
会再相聚。”便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了。

邢老师的歌声像冬日暖阳，照洒在
这乡土舞台上，不仅温暖了整个采风活
动的氛围，也折射出矿山文化与乡土人
文的同脉根源。

乡土舞台矿山情
□汪为琳

泾县一日，游了查济，漂了桃花潭，
看了中国宣纸博物馆和宣纸文化园，
行程匆匆，玩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
的要数桃花潭了。

桃花潭是青弋江中的一汪碧水，
紧挨着一个原名叫陈村的千年古镇，距
泾县县城40公里左右。这里依山傍水，
山清水秀，不仅有山水的自然风光，而且
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有：怀仙
阁、义门、梦潭轩、中华第一祠（翟氏宗
祠）、文昌阁、南阳镇门楼等古建筑群。在
桃花潭与一首流传千年的李白诗篇《赠
汪伦》，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传递着无数
人的情，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向往的去处。

我们去时正是秋季，没有看到桃
花，但我脑海里可以想象出汪伦和李白
交往时，桃花盛开的美景。走在南阳古镇
的沿途中，我们没有看见一处高楼大厦，
村落房屋顺水而筑、路随水转、步随地高、
巷道纵横、错落有致、迂回曲折。都是白墙
黛瓦的。河道两旁的居民房建造中有很多
精美的多角檐角，窗户也是古建筑中常见
的雕花楹，整个村庄矗立在群山怀抱中。

我走在鹅卵石铺设的小巷中，寻觅
着诗仙李白的足迹，欣赏着两边古朴而
清雅的居民摆放的各种古物及土特产。

沿古道前行，有溪流横贯，小桥、

流水、人家。潆潆水声，渊然而静谧，无碧
绿野、远山浮云、怡然心旷、路的一边就
是河道，逶迤穿村而过，河边两岸有居
民、祠堂、店铺、作坊、紧密相连，鳞次栉
比、错落有致。走近居民的房屋一看，只
见每户居民房门上的栏板、窗棂和门楣
上都有精美的雕饰，刻有栩栩如生的人
物、花卉、鸟兽、还有雅致的山水以及中国
风形式的勾连纹。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
雕刻技艺的精湛、或优雅、或雄浑、或繁
复、或简易。姿态各异、美轮美奂、无不彰
显出古徽派木雕、砖雕、石雕的精雕细刻、
炉火纯青的刀下功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古人对生活美好的追求。

远眺，山环水绕，青山水秀，巍巍青山
伫立在村落南面，郁郁葱葱，起伏在山峦倒
影在水中，山边是水、水边是山、一副水墨
丹青的唯美画面出现在眼前。一路上，我们
看见不知从哪里来的学生陆陆续续在坐在
道路两旁摆起花架来写生、爱好摄影的游
人忙着摄影、这一切尽显在这画中，让人感
觉到人在画中，画在人中的陶醉感……

桃花潭历经多少世纪的沧桑风雨，
传承了中华文化浓厚的底蕴，让游人赞
叹不已，那种宁静、古朴、安详、清丽、伴
着小桥流水人家，那一副水墨画景中，让
这个村落显得格外神秘而灵秀。

水墨桃花潭
□高春生

这里有许多山
数百年前
挡着路 遮着
山外的血腥与杀戮
护着一村平安

这里有一条河
流不急水不深浪不高
溪底的黄沙虑尽水里杂质
养活一村的人畜和庄稼
每一勺里的清澈都翻着浪花
传递祖祖辈辈的诗画

这里有许多桥
连接着许多祠堂
供着先人的勤劳与后人的

希望
挑起日月的飞檐
不敢太夸张
皇家恩泽没润到
朝廷的规矩却不敢乱象

山还是那些山
水还是那条水
数百年后老屋里供着财神
多肉的双颊被钞票映得比胭

脂还红
腿比嘴快的导游
分解着朴实无华的古村故土

查济印象
□杨新柱

就在心底挖出淤泥挖出石头
挖出千尺万尺的深潭
好承受一条河的重量
肩膀轻轻一卸
河水推向远方

还要种上十亩万亩桃花
不招蜂不引蝶
沿着春天的轨迹
一路追寻你的芬芳

还要营造一座眺望的酒楼
取深潭之水泡上落英缤纷的

桃花
将春天醉得一塌糊涂

纸墨

抽出一个白昼
析出一张白纸
抽出一个黑夜
研成墨汁
喂养笔锋
刀刀入木三分
杀出一片墨迹
打下一片纸上的江山
纳入自己的名下
天为纸云为墨风为笔
我们不过是匆匆看客

致宣纸

从最卑微的稻草与树皮中
寻找高贵与典雅
108 道关隘
108 道门槛
从此患有洁癖症
自然有的闯关失败
自然也有迈不过去的坎
一张宣纸的诞生
就像想做一个纯粹的人
一样的艰难

有贼在偷偷惦记你
那一纸酿造的秘方
为了守口如瓶
咬出一行雪白的牙痕

飞天如白云遮天蔽日
落地是白皑皑的雪原
一张宣纸漫步在人世间
装进山水 村落 人物
飞禽走兽
一粒粒千姿百态的汉字跃然

纸上
染上笔墨的纸就有了十足的

分量

在我的眼里就是一首无题诗
留下大片大片的空白

身体里住着桃花潭

□张红卫

（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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