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有色报》副刊为庆祝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成立75周年，推出“有色情
结”专栏，形同以文字聚集方式给有色
人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沙龙，点燃起
内心随时光流逝逐渐暗淡的往事记
忆。这些带着岁月年轮的旧事，在“有
色情结”擦拭下慢慢泛出历史底色，散
发出有色金属特有的光亮。

大多数人关于快乐的记忆应该停
留在孩提时代，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通
常，人在物质与精神匮乏时，天性和野
性会倔犟释放，而这些童年的原有属
性，使得我们在天然、无拘环境中快乐
甚至是野蛮生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砖瓦平房、
出行有公交、生活设施公用是城市标
配。而作为有色家庭和子弟，除了这些
共用之外还有专属学校、医（卫生）院、
食堂、澡堂和可观影文化宫，这在那个
无区别、大统一的年代，拥有这些就是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切认知。

从平房到楼房、从刚需型到改善
型，掐指算来在母亲工作单位所在家属
区“机厂”生活时间最长，前后十七八
年。我们口中的“机厂”是母亲工作地
方、是我们生活、上学、嬉耍以及对未来
向往开始的地方。

“机厂”当年的全称是“铜陵有色机
械总厂”。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
建设时期，机械制造是重要项目和关键
技术，因此在很多人眼中，“机厂”在铜

陵有色除矿山冶炼之外有着相当地位、
并具相当规模的大厂。在那里聚集着
由祖国各地支持铜陵建设的技术人
才，也有着像我母亲这样从学校招来
的学生娃。到了我们已经懂事年纪，
周围有着更多不同口音的南腔北调年
轻人，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来自邻
近城市的下放知青。这些在我们看来
都是“机厂”之所以“大”的一部分。那
时的机厂因“大”而全、因“多”而繁，构
成我们眼中世界，也是生成我们快乐
的土壤。

记忆中最多的事，是到妈妈单位等
候她下班。除了因没带钥匙进不了家
外，大多是属于“没事找事”。机厂的大
门，在那时我眼中很是神秘、无奈且高
大上的大门。这扇大铁门每天只会在
上下班时间敞开，其余时间只留下靠近
门卫房的那小铁门，很讨厌的是，有时
连这小铁门也要关着。

进入厂门，笔直走过一条宽敞大
道，往右拐便是妈妈工作的铸钢车间。
进入高大轰鸣的车间、绕过堆放的钢铁
材料、从焊制的铁梯子爬上二楼，便能
到达妈妈所在的配电房。因为是电力
炼钢，配电是生产过程重要环节，从配
电房落地大窗户可观看到车间里炼钢
炉生产过程和状态。偌大的配电板
上有着数不清的旋钮式开关，看到妈
妈从这个开关旋到那个开关，结合车
间吊行的行车、通明的炉火、忙碌的身
影……这些是我对母亲一辈子工作最
具影像的记忆。

记忆中有中午时间去妈妈单位吃
饭。如果说还能用保健票在单位食堂
里打些荤菜，那顿饭该是从第一节课起

就得惦记着。能到单位吃中饭，那应该
是在停炉不生产期间，因此没有了嘈杂
声，大人们也比较悠闲。妈妈会用饭盒
在电炉上煮饭，烤出一层锅巴。最为诱
惑的还是单位食堂里飘出的菜香，不同
炒菜前排着一列列队伍。遇到哪天跟
妈妈相熟姐妹掌勺，那菜必定会更好看
些，吃得更香些。这些，你懂得。

记忆中有成群结队呼啸着在前后
几栋房子之间奔跑。因为家属区里住
着的都是“机厂”人，弄脏了别人家晾晒
的衣被、撞翻了别人家堆放的物架，甚
至抄近路穿越别人家堂舍、打碎别人家
的玻璃，交代完家长姓名通常便会放
过。当然，回去少不得挨一顿长记性的
打，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回忆。

记忆中还喜欢机厂大礼堂里放电
影的日子，那个卖票的小窗口永远都充
满诱惑和向往。关键是那时口袋里没
有“买票自由”的能力，为了看场电影想
尽办法，下策是随着人流“溜”进去，人
多且急，检票人看不过来；中策是跟着
认识不认识的大人，屈膝弓行，主打一
个“小孩免票”；上策当然是挤脑袋正经
买着票了。

另一项娱乐便是篮球赛。紧邻厂
门外有一篮球场，经常有厂里职工在此
比赛，有工会组织也有自发进行。常常
有不少人围观，我爸就是常常围观者之

一，而且回来还要评论，在他评论中我
们认识一个称作“小上海”的人。这位
当年的“小上海”后来在集团公司机关
任职，退休后回到上海，几年前一次洗
车遇见，说起当年称他“小上海”，他清
楚记得我爸扛着我妹看他们打球。

从小小少年到人已中年，从我们最
初认识的“机厂”到“铜陵有色”再到如
今的“铜陵有色集团”，这片居住地早已
是平地高楼起，“机厂”按照集团改制要
求进行了重组，但它在特殊年代曾经的
辉煌、为铜陵有色发展发挥的作用，以
及它给在这里生活过的一代人创造的
生活环境，如鸿爪雪泥镌刻着时代印
迹，让一代代人去感恩和怀念。

在铜陵有色，类似机厂这般围绕厂
区而建成的生活区，以及创办的学校、
医疗、保卫等企业办社会事业，体现出
铜陵有色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的责任与
担当，成为时代特色。它的发展与演变
是时代发展要求，也顺应着改革发展大
势，作为一种有色精神在传承中传播和
弘扬。

岁月如一首歌。如今机厂已成为
一段历史，在铜陵有色发展史这曲交响
乐中，它曾经用跳跃的音符弹奏着最强
音，在时代变奏曲里，它又以和谐的音
律发出了时代和声，感动着、鼓舞着、激
励着有色人。

□陈玲琍

岁月像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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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蔬 菜
界有“网红”，我
觉得非芫荽莫
属。芫荽，单看
这两个字，就带
着浓浓的草木
气息，透着淡淡
的幽香，仿佛从

古典里款款而出，雅致清纯。芫荽
还有一个乡土的俗名——香菜，一
个“香”字，就令人浮想联翩，齿颊
留香。

史料记载，把香菜带到我国的
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公
元前119年，张骞将华夏文明传达
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把香菜、大
蒜等新物种带回中国，那时香菜还
叫“胡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写道：“胡荽处处种之，冬春采
之，香美可食。”原来，香菜的根、
茎、叶、籽都能入药，还能强身健
体，保护脾胃，增强免疫力。

我小时候没吃过香菜，因为我
爸爸不吃香菜，他从来不种。爸爸
不喜欢香菜的味道，我妈爱香菜，
她说走人家菜园的香菜边经过，都
会停下来闻一闻。我不知道爸爸
为何不吃香菜，也许，有些东西是
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小时候，尤其
爱闻汽油味，每当有汽车从身边经
过，都紧跟在后面使劲吸溜着，让
那气味入了肺腑，很享受。

每年，我老公在菜园一角都会
种一小双香菜。秋天，他均匀地撒

下芫荽种子，细心地铺上薄薄的一
层稻草。天气干燥时，他会喷点水，
七八天后，有的香菜就露出小脑袋，
柔柔弱弱的，等大略出齐了，就把稻
草掀开。香菜不疾不徐地长着，越
长越大，葱茏翠绿，鲜嫩得能掐出水
来，走进菜园，暗香浮动，沁人心
脾。香菜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性
格温婉，和许多菜都能和睦相处。

我老公做红烧鱼时，就去菜
园搞点香菜放进去，绿莹莹的香
菜，黄灿灿的鱼，瞥那么一眼，就
入了心，味蕾萌动。胖头鱼烧豆
腐也少不了香菜，乳白的汤里，鱼
头和豆腐水乳交融，抓一小把香
菜抛进去，一锅白中一点绿，不啻
于“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么惊艳，
吃起来又鲜又香。家里烧火锅，
几乎少不了香菜靓丽的身影。其
实，香菜凉拌也蛮好吃的，倘若和
花生米一道凉拌，红色的花生米
与碧绿的芫荽相辅相成，颜色诱
人，吃起来清芬爽口。香菜凉拌
豆干、香菜炒木耳、香菜丸子、饺
子……都那么的赏心悦目，入口
香气袅袅，余韵绵长。我喜欢吃
香菜粑，香菜粑做法简单，把香菜
切碎，加入面粉和盐，搅拌成糊踏
成粑，这香菜粑真香，曾听到一位
老奶奶说：“香菜粑把鼻子都香掉
了。”呵呵，太生动了。

有人说香菜是资深的配角，
甘当陪衬，为其它菜肴锦上添花，
提味增香，的确如此，很多主菜有

了香菜的衬托，明艳动人，香气萦
绕。《饮膳正要》上说：“香菜与诸
菜同食，味辛香，能辟腥气。”烹制
腥膻的牛羊肉等，放上一撮芫荽，
将腥膻味压下去，鲜味跳出来，简
直不要太美味。火锅里，无论是
清汤荡漾还是红油沸腾，牛羊肉
卷、鱼肉丸子、毛肚什么的，加那
么一小碟香菜进去，清丽鲜亮，立
马就有了江南春色；清蒸鱼什么
的，盘里依偎几根细长碧绿的香
菜，立马多了几分清逸优雅；排骨
汤、鸡鸭汤什么的，哪怕是素汤，
撒入香菜点缀，绿海泛舟，汤就多
了几许亮丽明媚；热热的卤味汤
里放点香菜末，卤味的醇香与香
菜的鲜香直扑鼻孔，香气袭人，绝
对能勾出你的馋虫来。

香菜一茬吃完了，施点肥，又
发出新的芽来，如此循环，吃了一
茬又一茬。来年春天，芫荽老了，
细细的茎秆上，长出米粒似的小花
苞，惹人爱怜，不几天，雪白的小碎
花就盛开了，几朵亲密地拥在一
起，仿佛一把把小伞，宛如绿幕上
绽放着满天星，美不胜收。花儿凋
零后，结出籽来，收集好成熟的种
子，来年秋天又可以播种，生命，在
轮回里绽放！

芫荽清新可人，香味浓郁，虽
是蔬菜界名副其实的“网红”，但
依然特别低调，不抢主角的风采，
默默地做好配角，与世无争，播撒
清芬。

□左萃莲

芫荽飘香

春雨润花春雨润花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春天被我们千呼
万唤之后，依然犹抱
琵琶半遮面。立春已
过，可冬天的气场还
很强大，寒冷迟迟不
愿离开，温暖的气息
被牢牢阻隔，冲不进
寒冷的埋伏圈。

对我来说，父亲
的锄头是引领春天
的向标。李白诗中
说：“寒雪梅中尽，春
风柳上归。”我小时
候没有见到过寒雪如
何在梅花上消融，柳
梢上的绿意也未曾萌
动。可是我知道，春
风锄上归。

立春之后，父亲
开始背着锄头向田间
走去。母亲叨唠着：

“背着锄头干啥去？
我看你的锄头，根本

就是个摆设。田里现在又没农活可
干，土地还硬着呢，一锄头下去，肯定
还是‘当当’响。你背把锄头装模作
样的，难不成你家的土地提前解除冰
冻了？”父亲嘿嘿一笑，招呼我一声，
我们父女俩一前一后走向田间。

风吹到脸上，冰凉凉的。天地封
冻，万物静默，冬天似乎还在纠缠不
休。我跺着脚说：“爸，好冷啊，春天
怎么还不来呢？”父亲望着苍茫的田
野，慢悠悠地说：“春天已经来了。你
知道吗？土地里面已经暖和了，睡在
田里的小虫子也醒了，草芽也要冒出
来了……”父亲这样一说，我方才觉
得，风里好像真有了暖意，至少不像
隆冬时那么刺痛脸颊了。

父亲的锄头真的是“摆设”。他
不用锄头锄地，田里的活儿还未开
始，锄什么呢？父亲把锄头竖放于
地，拄着锄柄久久站立。任凭风肆意
地吹着，他遥望着春天到来的方向，

以沉默的语言跟土地交流。我自顾
自在田里玩，不理会父亲。我有时
蹲在地上，扒开枯草，看有没有最先
露头报告春消息的草芽。有时我爬
上高坡，折一枝柳条，看柳条有没有
变软。突然，父亲用锄头“当当当”
地敲击土地。我回过头去，疑惑地
看着他。父亲朗声说道：“土地已经
变软了，过不了几天，就可以春种
了，先种点菜……”他像是对我说，
又像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在对土地
说呢。

父亲的锄头“当当当”地敲击着
土地，发出的声响那么清脆响亮。
我的目光定格在父亲的锄头上，忽
然觉得那把锄头一定是某种“宝
物”。它能够用特殊的方式，把父亲
的语言传递给土地。多年里，父亲
就是通过一把锄头跟土地交流。当
然，除了锄头，还有镐头、铁锹等等，
这些农具在父亲手中已经有了灵
性。它们被漫长的时光和父亲的汗
水赋予了灵性，所以成了父亲与土
地交流的纽带。

父亲以锄头叩问土地：春风何时
变煦暖？种子何时要种下？土地借
锄头回应父亲：暖流已然在路上，土
地很快就会适合播种。父亲的锄
头，还有着呼唤温暖的作用。每年
立春后，父亲扛着锄头在田里走一
遭，温暖即刻就来了。走向田间，
荷锄迎春，是父亲迎接春天到来的
一种仪式，也是一位农人在向春天
表达敬意。父亲的锄头，很快就要
跳起欢腾的舞蹈，忙得一刻不停。
冬闲之后是忙碌的春耕，即使劳动
艰辛，可把憧憬和希望种在田里，就
是最大的幸福。很快，大地上就会
生机勃勃。种子落地，草木萌发，柳
绿桃红，虫儿苏醒，鸟儿鸣唱，流水
欢歌，春山葱茏……又一个崭新的
春天来了。

寒意终有尽，春风锄上归。父亲
的锄头上，藏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
马
亚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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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暗淡的日子总是显得格外安
静。阴冷空气带来的寂寞与消散之
感，让朱良志教授的文字在我脑海之
中漾映。

半年前，我从大学老师项念东手
中接过一本沉甸甸的书，这本书被蓝
色封壳包裹着，封面上没有过多纹饰
的图案，只有一株孤零零的落花，落花
的 正 上 方 是 一 列 行 书“ 一 花 一 世
界”。这是中国当代美学大师朱良志
的著作。花代表着最小的生命单元
和最大的审美活力，朱教授用中国古
典哲学观念诠释宇宙的本质，以花的
生命精神为缩影，在微观事物之中呈
现宏观精神。

朱良志教授曾在我的大学之中任
教，当我初读《一花一世界》时，他已经
在北京大学之中完成了他的系列著
作。作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
心主任的他，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美
学的研究，以中国哲学思想阐释中国
艺术的境界。我的老师项念东曾是朱
良志教授的学生，项老师的学术见解
非常独到，但是也有鲜明的学缘继承
性，上课时项老师总会有意无意地说
起朱教授在给他们上课时对于某个问
题的说法。

《一花一世界》全书共分为上下
两篇，上篇集中阐释哲学理念，就中
国哲学之中的“量”“名”“全”“时”

“境”“性”“美”“情”等概念展开讨论，
集中阐释并呈现了“小中见大”“大成
若缺”的哲学理念。下篇之中集中呈
现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虞
集、倪瓒、石涛、黄宾虹等艺术家的艺
术创作理念，与上篇相呼应，展现了
中国艺术境界之中当下圆满的生命
体验。全书并非以论述性的语言展
开概念分析，而是用唯美的语言对中
国传统哲学与艺术境界进行叙述，生
动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之中的生命
精神与生命体验。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全书被两个
理念所贯穿“生命超越”与“小中见
大”。朱教授在其著作之中从艺术作
品较小的意象切入，以微观意象反射
宏大宇宙观。不以知识与理性的眼光
看世界，摒弃“以人为量”实现对“量”
的超越，将人融入世界之中去，就会在
每一点微小的自然单位之中发现无穷
的宇宙空间和万物之性，与西方学者
以理论推导进行说明的思维不同朱老
师以国学本位的思维展开的哲思，是
以诗性的语言阐述的宏阔的宇宙世

界。西方学者终其一生都在尝试以本
体诠释本体，为此建构了庞杂的理论
体系，他们孜孜以求的无外乎就是在
有限的生命空间之内追求回归万物的
本性，穷尽生命的真性。朱教授在《一
花一世界》之中分析微小的艺术意象，
揭示每一个微小意象之中的生命真
性。中国艺术的生生之道无不建立在
生命真性之上，而宏大的宇宙空间无
不建立在万物的真性之上，因此穷尽
了一朵野花的真性，便是穷尽了生生
之道。

从读者视角出发，除了直观感受
到朱教授的“生命超越”的美学观念，
我思索较多便是关乎自我的生命。
生命实体总是昙花一现，存在的个体
如白驹过隙，人们尽力挽留一分一秒
的体验，却总是换来无尽的幻灭和伤
感。东坡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执着于变化便悲
从中来。而在个体消逝的背后，留下
的是永恒的生生精神，是亘古不变的
生命的真实。朱良志老师谈中国画
中枯木寒林、荒寒寂寞的表现，这种
表现显然不在于自然物态之模仿，亦
不在于哗众取宠般地刻意营造某种
趣味，而是在于通过打破那些人们认
为更加亲熟、看似合理的表面秩序和
天经地义的原则，而复归于被知识和
价值切割分化之前的那个天真的世
界，复归于生命自然的涌动流行之
中。这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穷
尽知识，而后超越知识，将自己置身
于无尽的宇宙世界之中。当身为个
体的我超越了一己之情，超越了社会
性的当下境遇，即可求得“当下圆满”
的境地。庄子曰：“自事其心者，哀乐
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世界在矛盾中存在，
个体在矛盾中发展，我们终其一生不
是要消除矛盾，而是让矛盾与冲突不
再激起自己内心的波澜，获得内心的
绝对平静；排除一切人为创造的秩
序，排除一切理性和知识的干扰，让
人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情，与生命对话
的能力。朱良志老师在哲理层面对
知识和理性展开了深刻反思，其借助
中国传统艺术这一载体，诉说了生命
精神的奥妙，超越知识和理性的局
限，追求宇宙之中最本真的生命真谛
和精神自由。阅读朱良志老师的文
字，如同寻找生命的栖居。

“宇宙是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对
象，是我生命的统合体，所以只以外在
的眼观察是不够的，要以心灵的眼睛、
心灵的节奏去感受它，去契合宇宙的
节奏。”现正值江南绵绵春雨，万物萌
动，我在这个寂静清冷而又充满希望
的季节中，细细体悟着朱良志教授内
心深处的生命本真。

□汪文轩

真性永恒，万物归一
——读朱良志《一花一世界》有感

乌云一片墨糖烟，
及近雷声战鼓玄。
我等风雨纷沓至，
伴尘携梦落花田。
殷勤堂燕云中戏，
玉武陵莺赛纸鸢。
月照七弦声似锦，
独弹古曲待君先。

□赵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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