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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窄狭的通道，是由一面面背景墙板
间隔起来的，偌大的展厅里，摆满了带
有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自然山水
画般纹理的石材，它们像画屏，竖立成
夹道，迎接着四方远客投出的惊讶的目
光。据说，这些石头先是进口于世界各
地，然后再用玉石切割机精心分割而成
的。当我小心翼翼地从一面面“山水丛
林”间穿过，抬手轻轻地触摸，流淌在指
尖的不仅是玉一样的温润，还有独有的
光华，仿佛经过了数亿年的缓慢沉淀，
刹那间透过指端穿越而来，将人的思绪
引向悠远。一份惊喜从我眼睛里瞬间
漾开。

那一幅幅散点透视的画风是这样
而来的。深埋山体当中的石灰岩，经过
了亿万年的海浪侵蚀、流水搬运，白色
之中便会毫无规则地带有多色花纹了，
剖面可以看到宛若天然的山水画，这些

“画”，就像大自然的颜色一样清新，透
过白天各种光线的反照让人眼花缭
乱。上好的玉石质地细腻，纹理温婉，
透光效果好，整体独特而又时尚，如果
用它来做装饰材料，它的装饰会使整个

空间生气盎然，充满大自然的气息。在
我国古代，就有选取带有花纹的玉石制
作画屏或制作镶嵌画的先例，听加工大
理石的师傅讲，这种玉石便是大理石系
列。

四月，沂蒙山区各地的花儿开了，
春深时花香鸟语。人世间的花，海棠也
好，芍药也好，我都不想辜负，就像我要
奔赴的山东平邑石材城的花儿之约，在
它“笔”下勾勒出来的花卉，在它“园地”
里精心“培育”出来的生命，栩栩如生，
形象鲜活。这花，是用美丽的汉白玉石
雕刻出来的，是用朴素实用的大理石雕
刻出来的，这一块块如魔方般散落的四
方连续的花瓣，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美
轮美奂的春呢。

曾几何时，石头是与贫穷联系在一
起的。只要是靠山的村子，都被一堆堆
石头围裹着，脚下踩的是石头，屋子垒
的是石头，石头的灶台，石头的盛具，睡
梦里做的也是与石头有关的梦。曾有
一首出嫁歌，“石头峪，石头家，石头嫁
妆，石头花……”农家多石屋，我小时候
也住过，是沂蒙山区房屋建筑的特色。

讲究的，在石屋门楣处嵌块石，雕个吉
祥图案，有的是飞禽走兽，有的是富贵
牡丹，习俗传承，寓意深远。在石匠手
中钎锤叮当的敲击下，于岁月流转、烟
火相继而来的家，便一点点兴旺起来，
富贵有余了。有着富贵牡丹门楣的村
庄里，阳光温暖，人际和谐，每一个角落
都溢满幸福的气息，日子便也如溪水静
静流过。

多石的村子，多石匠。三爷爷就爱
以石为材，在上面雕刻，制作石槽、石
磨、石臼，都是生活里离不开的物件。
乡村里人家盖房，房基要用上好的石，
那石也必须雕成长方形，平平整整，四
四方方。斜的纹理刻在基石的任意一
面，整齐有序地排列起来，垒出来的墙
基像四月的斜风细雨，无一丝乱象。令
三爷爷最遗憾的事，是没有把手艺传给
下一代。他惶惑过，难过过，或许也以
为，人工雕刻的手艺自此便不能后继有
人了；也放弃过，现在盖房都用红砖灰
瓦，谁还关注一锤一钎雕刻出来的石
头，在意石上寓意深远的石花呢？

三爷爷始终不知道，这些石花或许

永远都不用人工雕琢了，刀切大理石的
机械，已代替了繁重的人工操作。而我
所说的那种花，经历了这些专业设备的
一次次抛光、打磨，直至雕刻成一瓣瓣
半成品的花朵，曲线流畅，精致唯美，一
件成品，就只用去短短几个小时的时
间。高精密的数据玉石雕刻机的诞生，
提升了石材经营加工的竞争优势，当一
片片石花雕刻完成，经过认真选拣组合
之后装贴在楼宇墙壁、地面、台面、廊柱
之时，那种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怎能不
让人流连忘返，倍加爱惜。

再也不怕唱起这样的歌谣了：“石
头峪，石头家，石头嫁妆，石头花……”，
你看，年轻的你，拥有这样一些精美的
嫁妆，会让多少年轻的后生心生思慕，
温软多情？再也不怕唱起这样的歌谣
了，可知，这石的赠与，不单单是为平邑
人民创造了财富，还为我们整个沂蒙山
区的人民凭添了自豪。从这玉石林立
的自然山水之间漫步走过，总有一种柔
软的情愫在心头暗暗涌动，在那精美的
玉石上面只停留一眼，时光已仿佛穿越
了数千年。

□若 荷

石头上的花朵

人世弯弯曲曲的阅历
你才意识
热泪是心灵最美的珍珠
深情的人知道它的碎裂只是幻象
实际上可永不消失
它的热 它的洁 它的圆

容不得一粒沙子
人体只有闪耀世界的双眼
才配珍藏热泪
也只有真正的高贵者
才能无愧的收获
手是不洁的
它什么都抓
捧不住
这一心灵的圣物

而陌生人脸上大颗大颗的涌现
往往照见你美好的生命

攫取无数金银财宝的人
不见得就能赚到一串串热泪的珍珠
帝王 平民
如同人只长一双眼睛
冥冥中绝对平等
你可以无视
但你无法否认
人性有高贵与卑贱之分

自有直通人心的秘径
即便你我闭上了眼睛
那热泪的珍珠
还在穿越茫茫岁月 闪烁 永恒⋯⋯

麻木
麻木是啥木？孩子
瞧我此刻霎那的情形
双脚不开步
大脑一片空

肯定不是痒痒木 笑笑木
痛痛木 麻麻木⋯⋯

不是香椿 年年春天
被人掐除片片鲜嫩
仍有年年成长的激情

不是敲不响敲得响的——木鱼
深埋的乌木有着不朽的自信
燃烧的柴草唱着热烈的精神
所谓麻木
比朽木不如 比毒木更毒

并非风花雪月 无动于衷
所有的麻木都很清醒
都会发疯 只要利益
抛一个飞吻

已修练成精 麻木
如今遍地丛生
常常现形 你我
麻痹的笑容

一支烛最好的归宿
烛只有在黑暗里才有荣耀
感恩你的点亮
智者从不喟叹生命的短暂
如果不燃烧
那还不如一节朽木
所谓美的发光
莫不是如此模样
一支烛最好的归宿
一颗心最燃的时光

□吴 笛

热泪是心灵最美的珍珠
（外二首）

麦子黄了的日子，麦浪汹涌之中，
戴草帽的农人来到麦田，小心翼翼地
将麦穗揉碎在掌心，然后将新鲜的麦
粒放在嘴里咀嚼起来，丝丝清甜在嘴
里洋溢成熟麦子的馨香，幸福感在舌
尖上荡漾，沉积味蕾的欣喜与自豪，翻
卷起农人世代不变的心灵涛声——千
年守望的生存方式，在农耕文明的惬
意感中根深蒂固，弥漫朴素人性的生
存光环。

在麦浪里穿梭，最勤快的要算麻
雀了，一阵阵一群群呼啦啦飞来，它们
为了活着，毫无顾忌地偷食农人一年
艰辛的劳作成果；记忆里戴上草帽的
庄家汉，手中长长的竹竿是最好的武
器，伴着驱赶的吆喝声在空中划出响
亮的呼啸声；更多的时候，守在麦田里
戴上草帽的稻草人，沉默醒目地立在
那里，头上金黄色的草帽与麦浪相映
成趣，那草帽上随风飞舞的红丝带，像
歌舞的旋律呼啦啦飘扬起来。

三伏天，燥热的田野闷得让人喘
不过气来，熟透的麦粒脱穗的声音在

天空下让人揪心。农人们戴上草帽，
挥动镰刀，他们在开镰前举目四望金
黄的麦浪，然后蹬下身来钻进密不透
风的麦浪里。烈日恣意泛滥，在一片
一片割倒的麦浪里，挥汗如雨的农人，
让人想起汗滴禾下土的生命诗意，在
粒粒皆辛苦的思考中，寻找辉煌麦浪
中波涛连天的原野浩歌。

万籁俱寂的夜晚，麦浪变得沉静汹
涌了，它在月光下安详了许多，如一片
深入心灵的轻歌曼舞，更像隐约于原野
上无边风情中的遥远天籁，在洒落的星
月下如梦如幻，在目光的田野上心魂摇
荡。麦浪里，不断传来嚯嚯的声响，那
是农人借着月色收割麦子的镰声潮涌，
在晚上彻夜收麦，避开了酷暑炎热，也
避开了戴上草帽的沉闷与困乏。

麦浪消失了，也就是农人披星戴
月地将收割麦子，全都拉到了晒场上
的时候，丰收的慰藉让他们长长地舒
一口气，可是他们的双腿已经困乏得
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脸庞像非洲黑人
一样让人揪心，我突然感觉他们半蹲

着割麦子的身影，年复一年地呈现出
虔诚的劳作姿态，在月光下的麦浪里
多么像孤苦勤奋的灯盏；万粒归仓，他
们骨瘦如柴的身体像散架了一般，我
无数次看见他们，戴上草帽，四顾麦
浪，无奈中抬头看天，深思中低头伸手
抚摸清风中的麦穗，他们的爱在静寂
的月光下弥散开来，他们的梦在狗吠
声声中多么像一幅优美的风景油画。

我也曾经戴上草帽去看麦浪，麦
浪在地平线上一望无际，在盛夏骄阳
下的田野上汹涌起来，在风中，在眺望
的目光里，金黄色起伏的热情一直翻
涌到天边。麦浪汹涌的时光，金灿灿
的田野上那饱满的麦穗像一朵朵金子
炫耀在风中，在庄稼汉喜上眉梢的微
笑里，如同一个个幸福的精灵，让他们
看到丰收的喜悦悬挂在阳光下，触手
可及，呈现出生命里年复一年的希望
景象。麦浪是农人收割前的庄严梦
幻，在瓜熟蒂落的眺望中，欣慰之情如
沐阳光，期待的眼神瞭望辉煌田野上
的金色风景。

□鲍安顺

戴上草帽看麦浪

我喜欢站在大海边，凝望海水轻轻
荡漾时的动人模样。

我也喜欢置身在大海边，在海水轻
轻荡漾的时候，静静地倾听它绵绵不断
的声音。

是的，我就是喜欢如此安静地听海。
在大海边，我或是伫立，或是小坐，

这时，海水轻轻荡漾，一阵阵漫卷上来，
声音虽然也是“哗哗”的一声连着一声，
却并不嘈杂，也不是喧嚣，而是清亮亮
的，悦耳的。如果海浪漫卷时的声音有
颜色的话，那一定是素白的。

听海。听海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地
响起，一阵阵凉爽的而朦胧的气息扑面
而来，顿觉身心轻松。

海的声音宛若是一阕又一阙婉约
的宋词和一首又一首清丽的唐诗，又宛
若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上的留白，也似
无腔信口吹的牧童的短笛声，那么美
好，那么迷人。

去看海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听海。尤其是在月亮升起的静夜里，在
海边眺望着无垠的大海，这时，月光照
在海上，闪烁着绸缎一般柔软的光彩，
静心聆听，微风在海面上弹拨起了细碎
的绵绵不断的清响，轻轻的、柔柔的、细
细的。仿佛是静夜里渡水而来的鹤影
在轻轻吟唱，又仿佛是月光伴了花魂在
轻轻散步。那么美，美得让人沉醉其
中，流连忘返。

真的，海的声音太美了，听海时的
感觉太美了。

我想，倘若是冬日听海也一定是极
美的。那时，若是能刚刚下过一场雪，若
是再有月色朗照，肯定会更好。真的，想
一想吧，眼前的晶莹雪和皎洁的月色，海
水轻轻荡漾，被月色浸润，天上挂着月，
眼眸中落下一轮月，细细的海水漫卷的

声音里也藏了月，心田中泊着月。
这是多美的境界啊！
在海边小住的时光里，我喜欢一边

听着不远处的海水一阵阵漫卷起来的声
音，一边在灯下静静坐着，微闭双眼，只
是倾听海的声音，在无边的遐想中，仿佛
有美丽的画帛在脑海里展开，画中有千
古风流人物，也有春江花月夜，有月下心
事绵绵，也有几分闲愁和几分思绪，还有
几分幽静，更有几分诗意和温暖。

我在听海，也是在静看世间的云卷
云舒，花开花落。

听海的时候，心中有思绪飞扬，也有
心如止水，有动、有静。有一笔一墨的挥
毫，也有一纸一砚的等待，有掩在影子里
的秘密，也有浸在光亮中的倾诉。

那一刻，听着不远处海的声音，我
起身推开了窗，想让海的声音落到我几
案上，让海的声音走进我的小窗。人间
情思不曾了，醒来纸上留墨痕。听海的
时候，我也想在纸上为这动人的声音留
下一些文字，如白瓷上的青花。

听海的时候，也会在心中悄悄吟诵
起“陌上人如玉”的句子。

听海的时候，也会想起红尘里那些
幸福的相逢。

海水蔚蓝，海声清亮，海水轻轻荡
漾的声音有花朵在春日绽放的细响，仿
佛有小麦在初夏时努力成长的声音，也
有夏的热烈，有秋的丰盈，有冬的宁静。

听着海的声音，在海边微笑着濯
足，遥遥望去，见一只小舟上有人英姿
飒爽，海水无垠，与大海相比，那人犹如
是苍穹中的一颗星子。

人与大海相比，应该都是如星子在
苍穹中一样吧！

嘘，不多说了，让我静静地听海，听
大自然美妙的声音……

□王吴军

听 海

在我的旅游生活中，我不仅喜欢当
地的山川湖泊美景，还特别喜爱参观当
地的历史人文景观，如石刻、碑林等。我
国最著名的西安碑林、山东曲阜碑林、江
苏苏州碑林，笔者都曾光临过。日前笔
者又慕名参观了著名的杭州碑林。

杭州碑林位于杭州市劳动路的孔庙
内，内藏有唐至清代各类碑刻500多个，
其中有帝王御笔、名家法贴、地方史料、人
物画像、天文星图、江塘水利等，是一座具
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石质书库”。

当我步入宏宇高大的孔庙大成殿
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作“南宋太
学石经”的85块碑石。这个碑石群向
你展示南宋太学的壮阔阵容和教育的
鼎盛腾达。所谓“石经”，就是古代皇帝
选定的四书五经，刻在石板上，作为学
生的标准读本。据史料记载，南宋石经
为高宗皇帝赵构和皇后吴氏用楷书写
成，并渐次刻成于绍兴十四至十六年。
最初石经立于太学内。据史料记载，元
朝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建造镇南
塔，以示永镇南宋臣民，从太学内将石
经搬去作塔基，幸亏杭州地方官申屠致
远力争，才免全毁。后经多次变乱和迁
徙，又损失一部分。残存的这85块石
碑有《周易》《尚书》《中庸》《毛诗》《春

秋》《论语》《孟子》七种。据已退休多年
的朋友原杭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蓝先生
介绍，历史上曾有过7个朝代刊刻石
经，而今留世的只有西安碑林的唐长安
石经和杭州碑林的南宋太学石经，因此
尤其显得珍贵，该石经已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林是我国书法的宝库，因为它积
聚了我国历代著名书法家的名碑法帖。
杭州碑林的法帖廊展出的有王羲之、王
献之、苏轼、米芾、赵构、赵孟頫、赵允明、
文征明、文嘉、董其昌、郑板桥、梁同书、
铁保等书法大家的碑刻102个。

当你漫步在鳞次栉比的碑石中，你
会觉得自己徜徉在博大精深的艺术宫
殿里，遨游在中国书法历史的画卷中。
啊！这些碑石是无声的书法教师，她告
诉你：“这才是书法艺术真正的传统，真
正的书法瑰宝！”

“五代石刻星图”是杭州碑林中的
“镇馆之宝”。据导游介绍，它是目前世
界上最早的一块石刻星图。该图星像
位置准确，并有基本标线，28宿的附属
星座齐全，是我国研究天文历史极好的
文物资料。啊，人间天堂杭州西湖美不
胜收，而杭州碑林这座艺术宝库值得我
们一饱眼福！

□殷修武

杭州碑林参观记

外公姓左，属马，生于1906年，老人
的名讳已经无从考察，外公生长的那个村
庄长年书声琅琅，是个文化之乡。外公年
轻时读过不少书，后来在枞阳汤沟古镇一
家药店为老板管账，深得老板信任，一直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以后，才回到
枞阳钱铺乡左家畈老家，从事农业生产。
外公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我的母亲是
长女，除了我的母亲因为自己不愿读书
外，我的两个姨妈都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可以说，外公家的生活条件在当地那个小
村庄一直处于中上游水平。

记得大约在1979年初夏，一直孤居
在左家畈自家老屋的外公突然病倒了，外
公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来日不多了，赶紧
托人捎信给我的母亲，原因无他，我家离
外公家最近，而两个姨妈则离外公家数十
里路程。得知外公病重的消息，我的母亲
很着急，马上带头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扎
好担架，做好迎接外公入驻的准备。那时
我的父亲尚在，母亲便敦促父亲与兄长，
抬着担架，第一时间赶到左家畈，锁好门，
将外公抬到我家居住。

等到外公入住我家后，母亲又急匆
匆地赶往外公家，将外公的所有家当整
理一遍。那时的枞阳县农村，因为改革
开放刚刚起步，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可
以说是一穷二白。我没有跟随母亲同
去，但可以想象，除非实在不能留用，外
公的所有家当几乎都被母亲筛了一遍，
能用的全部留下来，由我的父亲和兄长
人抬肩扛、分批分次运回家，至于外公

的老屋，因为是老旧平房，又无人出钱
“接盘”，只能任其风吹日晒、自生自灭
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从外公家运回
的家具，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只不过
一张床、一方桌、一橱柜，另加几把木椅
和一些瓶瓶罐罐而已，老实说，此类旧
家具，在现代城市的垃圾堆里几乎天天
可以看到。但几十年后回头再看，那些
个瓶瓶罐罐中有一两个上面装饰着蓝
色图案，至少产于民国时期的食品罐则
很有收藏价值。

我经常想：外公生长在民国时期，
因为家庭条件许可，不仅识文断字，还
从普通店员逐渐成长为一名“账房先
生”，跻身“白领阶层”，而且就养了3
个女儿，加上外公不嗜烟酒，不沾赌博
等陋习，平日里粗茶淡饭，多少应该有
点积蓄，搬家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
我想，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旧中
国农村百业凋零，改革开放之前广大
农民被农村集体组织捆绑了手脚，另
一方面则由于我们家人口多、底子薄、
条件差，外公长年倾其所有资助我们
家而导致。

一别音容两渺茫。外公离世已经
整整40年了，少年时代我曾到过外公
家几次，因为外婆过世较早，我与外婆
无缘相见，我也没有在外公家生活过一
天，对外公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但直
到今天，我还是对从外公家搬回来的几
件家具，以及外公人生“最后一站”在我
家生活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王征社

外公的家当

瑞士少女峰

俞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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