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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在湖上过夜。

黑旧的木头和发黄的老竹做的竹廊桥，通

到湖的中心，有一个小小的岛。岛虽小，却有花

草灌木，不见大树。有栅栏和碎细卵石铺就的

弯曲小径，通向四五间用木头筑成的屋，像别

墅，却不大，通向一幢长方形的二层楼，是用老

竹构筑的二层楼。楼很大。上面为客房，可住

人，推开窗户，能览尽湖光水色。下面为餐厅，

有大厅，有包间，有厨房。还未进餐厅，便嗅到

乡间平日里的菜香野味，听到师傅嘶啦嘶啦做

饭的声音，食欲竟然大增，有味津津不已，喉结

不由自然蠕动。吃完饭，顺石径，踏木做的阶

级，拂帘进木屋。外面看见沉幽老旧，里面却亦

素朴简洁。对面的门，直通向湖里，有木做的观

台把湖与屋隔开。台上有一古式木几，有竹椅

两三支。可与家人喝茶聊天，面借柔凉清风，望

幽幽湖水，仰观朗朗明月。或与友人静坐时光，

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夏天里的闷热，激活

了水草之间潜伏的细小蚊子，竟无声无息直落

着于短袖的清白胳膊，细生生地痒，急忙拍打两

下登阶回屋，关门，拉上雅致的落地窗帘，躲进

小屋，独自成一体。天色还亮，夜很早，应该出

去遛遛，关了门，过长长竹廊栈桥，观湖光景色。

远远地看，这个叫钓鱼岛的小岛，极像一只

泊在湖里的老船。

听这里的人讲，这湖里还有三个岛，是天后

岛、鸳鸯岛，桃花岛。

二
早晨是被鸟儿叫醒的。

是两三只鸟儿在叫，叫得细碎，急促，似乎

有些冷清，但也婉转。

是耳朵唤醒眼睛的，涩涩地睁开，天早已露

出光。湖上的早晨来得早。光，很静，很柔，很

幽，不由让人想起久远的爱人。

窗帘遮不住，光从四处的细长缝里静静的

涌来，让人没有了睡意。外面的鸟叫声更衬托

出了屋里的静，静得让你更加清醒。细细地听

鸟声，觉得很亲切，却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也

不知道鸟儿在叫什么，仿佛在说，看见光了吧？

天都大亮了，还不起床？

鸟的叫声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有好几种

鸟在叫，有的栖在露台上，有的离开了树枝，有的

在窗台上啄食，还有的在木屋旁边的芦苇草里谈

情说爱。于是，便起床。也不看几点，时种已失去

了意义，鸟声就是时钟。岛岸黑亮的木栏杆上湿

湿的，沾满了露水。隔壁木屋的露台上有一汉子

在钓鱼，默默地，望着平静的湖面，面带倦容，似乎

一夜都未休息。靠岸的老式木船一动不动，仿佛

还在沉睡。湖水深而幽，静静的，不见一丝的涟

漪。湖对面树林层差婆娑，错落有致，橘黄的晨光

剪映得十分幽美雅致。天色由橘黄、深黄、淡黄、

淡白、浅蓝、深蓝，依次自然向高远辽阔扩大延展。

走在百米长的竹廊桥上，嘎嘎嘎的叫声吸引

了我。几只白色的鹅正在桥上洗澡，它用黄尖的

嘴，沾一下湖水，啄一下身上的污物，很仔细，很认

真。我站住，静静地望着，心存敬意。在幽深的湖

水衬托下，鹅们的身体白得发亮，发光。洗净了，

似乎身也轻省了。它们悠然自得地飘走了。旁边

一排杂色的鸭，望着它们，好像也心生羡慕之情。

上了湖边，我顺着湖边朝北走去。采摘园里很

大，满眼浓绿的世界，有黄瓜、西红柿、卷心菜、白菜、

西葫芦，还有葡萄。用手捏了捏那仿佛蒙上雾色的

淡淡的绿小葡萄，硬硬的，没有甜蜜的感觉。还是

荷花池里好，湖水荡漾，荷叶田田。可能是时间有

些早，那些粉红色的荷花，虽然袅袅地立在一片淡

绿的荷叶之上，却还是含苞待放，倒也亭亭玉立，羞

涩含笑。让人想起古人“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

的诗句。荷花池西边是一座简陋的观音堂。锈红

色的长墙，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静静的院子里，

有殿堂俨然，一中年僧人正在东房窗前给花盆里的

细长兰花松土洒水，越发显得院里十分清静。

光慢慢变得白亮，光线有了润红。岸边的

小道上陆陆续续有了人。有蹬着三轮车拉着农

具往南走的。有夫妻骑着自行车迎着阳光来

的。湖岸上又有了新来的钓鱼者，有的是父子

俩，有的是兄弟俩，停车，拿工具，忙得有序而井

然，惬意而轻松。我又朝湖的南岸走去。我想，

我也不能辜负这湖上的大好时光。

三
湖上的夜晚，来的似乎也很迟。

坐上古色古香的老船上，扶窗伫立。黄昏

的夕阳穿过岛上的柳树枝桠洒在湖面的倒影

上，波光粼粼，仿佛摇曳不起的浓浓乡愁，稠得

化也化不开。天空霞光万道，红黄蓝紫，云被装

扮，逶迤绵延。天际线上树木亭台高低起伏，疏

影幢幢，一点一点的红灯笼，在远处渐渐点亮了

夜色。湖水也温柔多情，倒影成双，宽阔成天空

偌大的镜子。船头，长发白衣少女飘然起舞，坐

着得白翁诗人回眸含笑。满船的人欢笑着，被

天上和湖里的彩霞映红了脸，羞红了热闹的心。

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召唤着深蓝色的夜空。

夜色中，圆月透过薄薄的雾照着，摇摇晃晃

的摆渡，把我们摇呀摇到了寂静的桃花岛上。

桃花岛上浓黑深绿，让人充满神秘。树林中

一片狭长的草地上，篝火咯吱咯叭地燃烧着，舒缓

的轻音乐美妙着幽深的夜色，人们坐在一排长长

的木桌旁，吃着凉沙的西瓜，捂嘴欢笑。有唱歌

的，有朗诵诗歌的，有说笑话的，不会唱不会说不

会朗诵的，被主持人点上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上

去走两步，让大家逗着乐。主持人是本地的一女

作家和市里电视台的一男记者，都是被突然点将

登台的，当然不像董卿朱军知性而大气，事先又没

有搭套和彩排，自由而散漫，随意而幽默，全凭平

日的素养与临时的机智，音响的故意使坏，漏洞和

疏忽似乎不时添乱，闹腾的晚会哭笑不得。篝火

的吱声少了，光亮弱了，也就是这种晚会最难办的

时候，江郎才尽了，只好击鼓传花。用个纸杯当花

传递，瘟神似的，被人们笑着避而远之，纸杯被人

欺负瘪了，自然有被撞上了。歌唱得夜莺似的，还

是美声，大家瞪圆眼说，这家伙潜伏太深。舞跳得

腿还有些抖的，还呲牙咧嘴，大家笑得说不出话

来。地上的露水多了，晚会也该结束了。露水润

物，也润心。看见圆圆的露珠，忽然想起了诗人海

子的《房屋》：“你在早上／碰落的第一滴露水／肯

定和你的爱人有关／你在中午饮马／在一枝青桠

下稍立片刻／也和她有关／你在暮色中／坐在屋

子里不动／也是与她有关……”

湖上的夜色，很容易让人安静下来。人安

静下来，便觉得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

烦躁。心里，便慢慢地放下了很多东西。犹如

此时拂面的清风和明月，谁要要去吧，谁拿拿去

吧，不必追逐，不必比赛，多么随心，多么自在。

四
湖，叫世泰湖，是汾河边上的一个生态湖。

汾河是山西的一条老河，古称“汾水”。《诗经》里

有《汾沮洳》，曰：“彼汾一曲，言采其桑”，“彼汾

一曲，言采其 ”。

新征程之歌新征程之歌

一波一波的水浪轻轻荡漾。
那条小船泊在岸边，
正在等待，是在等我们上船？
那边有几只鹅在水边，
曲项向天，歌？

“嘎——嘎——嘎——” 好听，点赞！

南面是水，北面是水，西面东面也是水，
沿着河道，沿着一条细长的竹板路
我们穿水而过，
一片小小的土地，如一幅画面的留白，
此时，我端坐于故乡的这片湿地，
抬头仰望满天繁星点点，
哦，月是故乡明。
夏日、黄昏、圆月、柳梢枝头，约吗？
月上可有我一直寻找的虚无？
蓦然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有型的境地。

看着玉盘似的圆月，仿佛看到那边桃花岛上桃树
上正在结下的桃子羞羞答答。
桃花早已凋谢，现在我们不说桃花，
只说桃花开过以后的事。
桃花岛上有桃花以外的故事，
有简陋朴素的桃花小木屋，
桃花岛主放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轻音乐
我们就做一回散客，在小岛上沏一小杯
雨林古树香茶，
可以依在水边咏诗唱歌，
可以轻轻松松聊心情
聊琐碎秘密，聊情话最好。

秋冬春夏，风雨阴晴，征途携手，

以沫相濡。值镇川君俊梅嫂金婚之

喜，赋词二首以贺。

鹧鸪天

岁月无情侣有情，阴晴圆缺记艰

辛。孝河飞雁恋塞北，石州跋涉共旅程。

情似海，目如神，挥汗春秋两心盈。

如歌岁月人增寿，胜是蓬莱仙境人。

临江仙

半世红尘风雨骤，结婚五十春

秋。依稀往事任回眸，相扶千里路，

同白少年头。

更喜儿女多俊秀，有如百舸争

流。三世同堂乐悠悠。贤良孝子孙，

福寿庆双修。

我不敢用一座山的高度来比喻，那太低了

我也不能用一片海的宽度来形容，那太小了

以我一支笔的高和几本书的内容 我

只是一个摆在客厅里供人观赏的流氓兔

你逼我舔了筷子尖尖上的一滴烈酒 从此

我们的日子过得像一大缸酒，而忧愁

仅仅是酒坛外飘出的淡淡的酒香。你走远了

这坛酒就成了一条永远思念的河流

在我和母亲眼里，你是一只大鹰

你的力量能撑起一座大山，能温暖一条河流

在这一路走来的路上，你说：母亲的乳房是

要把你喂养成一个父亲，而你的两个小乳房

应是一双驼峰，一辈子负重前行

我与你和母亲的相遇是生命里的一桌大餐

我滚着铁环，母亲缝着针线，你喝着大酒

风雨飘来的时候，你就是大山，就是河流

而此时的我，也只能用一支笔写首赞美你的诗

深居乡土

父亲是一株耐旱的高秆作物

永不倒伏的身影

跃动在日子的来路归程上

构筑风景

挺身如树 侧身成犁

父亲栉风沐雨 深入田园

深耕板结的苦难

朴素而凝重的姿式

前承遗世的瞩托

后启汩汩的血脉

支撑岁月

那件满足汗味的衣衫

旗帜般飘满春夏秋冬

昂扬在东山西沟南梁北洼

夜月晨星里

醒目而亲切

那心悬目瞩的地头

豆荚欢快地暴裂了

棉桃兴奋地绽放了

谷穗悄然中金黄了

父亲躬身其间

俯拾散落一地的甘苦

掌中

结茧的沧桑 纹理可辨

走在秋天

走在秋天

父亲 目光饱满

心事 在汗水和果实之外

生长如初

扶犁而过的那些日子

早已埋入植物的根部

拔节抽穗扬花灌浆

滋养着儿子的想象

身前身后 一片金黄

割不尽的秋天

在父亲持镰而立的姿式里

路一样延伸

农人的歌

漫过早春翻新的田垄

穿越雨帘编织的夏夜

农人的歌随秋而入

蓬蓬勃勃地嘹响

站在原野

农人注定是一株株谷子高粱

被水滋养也被日头灼伤

在季节里 无奈也无憾地招摇

贯穿始终的歌声 无关丰欠

只认定

劳作是唯一实在的内容

接近完美

把土地作女人的汉子们

曲身如弓无悔无怨

弹奏热爱之弦

放歌四季

父 亲
□ 张瑞春

（外两首）

像三月新采的蜂蜜

像四月盛开的丁香

像五月你微笑的脸

还有六月孩子的欢唱

蓬蓬勃勃

恣意汪洋

那七月的盛夏

到处是灼热起舞的翩翩少年

风来雨来

不曾躲藏

看八月间的流云

在天边似幻似真纵横西东

乱了碧空

也带走了

夏末未至的风情

游荡在九月的原野

未央的青春

被苍鹰带去远行

青山妩媚的罅隙中

牛羊欢腾

溪水叮咚

一抬头

阳光

照的我苍老丛生

其实十月才有最美丽的风景

桥上窗前

日暮乡关

你回不去的故乡

是否有故事在上演

聚合或期盼

你到不了的远方

除了哀痛 流离 背叛

还有等待 坚贞 扶携和 回望

相约在十一月的冬天

就像鸟儿要回南方

欣欣然

煽动起翅膀

山川载不动的悲哀

被涂上了太多太多的色彩

精卫没有了家园

夫子也抛弃了前尘过往

此去经年

剪一段时光

漫漫

慢慢

成殇

流 年
□ 康彦红

一个清秀儒雅的老人，高挑身材，鹤

发童颜，精神矍铄，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说

话和缓淡定，看似不擅言谈，但在众人叙

谈间，偶尔幽一默，风一趣，会让人们忍俊

不禁，回味不已；走起路来，不急不慌，仿佛

步履间也在构思着艺术的线条图像。他

能书会画，书法中氤氲着绘画的秀美，绘

画中蕴寓着书法的雅致，每每欣赏他的作

品，总能给人以灵秀多婉的美感，不由得

心灵触动而会心称道。在我的心目中，他

是孝义几位老一辈书法家中，名列前茅者

之一。所以，《孝义风采》2004年创刊时，

我和陈守钦先生不约而同地请他题书了

刊名。日前，他将中国书法家协会破格吸

收他为“全国书协会员”的通知书递到我

面前时，双手抖动，两眼闪烁着难以抑制

的泪光，嘴唇微颤地说：“入了！”多么神圣

而沉重的两个字啊！我细看，原来武先生

是从全国 185名预选者中脱颖而出的 17
名之一。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老人家一

辈子钟情于书法绘画艺术，一生奉献于文

化艺术事业，如今终于得到全国会员、国

家级书法家的称号，一生追求而终成正

果，怎不让人热泪盈眶！正如老人在书中

说的，笑也会流泪！

岚根先生长我十岁，是我的师长。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平时交往共事并

不多，只是在文化圈里互相崇敬而心有赏

慕，偶有需要他的墨宝的时候，请他写几

笔。自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调回孝义在

县委宣传部任职时，就知道武岚根先生在

县文化馆工作；文化馆和图书馆分设时，

作为分管文化的副部长，征得部长同意，

让他担任了图书馆长。一生醉心于书画

艺术的老武，这个馆长就当到头了。大概

他就是在这个任上退休的。别的建树不

甚了了，只知道武岚根先生在任时，多方

寻求，不辞劳苦，四年时间，收集了清代

《图书集成》，线装古藉 700余册，成为了

孝义市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为孝义文化

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过去只知道武岚根先生是书法绘画

的高手，殊不料日前给我送来厚厚一叠书

稿，是他即将出版的诗文著作，书名曰《今

天》，邀我给写个序言。此情难以推托。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个序也是必须写

的。原本想大致浏览一下，写一点儿感

受，也就是了。可是，看了开头几篇就放

不下了，勾引人不得不一字一句、一篇一

章地赏读下去。阅毕全书，掩卷深思，觉

得这本著作虽然不像作家的纯文学作品

那样高雅精彩，也不像诗人吟咏的诗篇那

般激情澎湃，但细细品来，应该说是一个

书画家艺术人生的杂感、随笔。他在《出

书的几句话》中这样说道：“我把自己一生

中经过的事、说过的话、走过的路、办过的

事，整理出一小部分来付印。虽然都是些

极平凡琐碎的个人生活小事，但都是真情

实感。”我觉得，“真情实感”正是此书的一

大特色，但简简单单的“真情实感”四个

字，还不足以概括这本书的全部。请细细

品读吧，书的字里行间游荡着洋溢着自由

自在、洒脱率真、诙谐幽默、童心雅趣、睿

智哲思的诗情文意，读来真是一种纯朴自

然美的享受！

武岚根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

性者，脾性也；情者，本性也；性情中

人，即感情丰富、随其本性、率性而为、真情

表露者也。一个艺术家在精神素质上的情

趣，是情随人发、趣由事生的。情趣是最难

掩饰的，因为它已经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总

是在不经意间便流露了出来。就说养狗

吧，原本是农家为看门护院而习以为常、司

空见惯的行为（现时高楼养宠物而视若儿

女者另当别论），可是在武先生眼里、笔下，

爱犬“小灰”竟成了忠心不二的“精灵”：

“那时，我家穷苦，饭菜十分简单，它

每天只能吃些饭后的面汤涮锅水。偶尔

从外面捡回两块骨头，它会细细地啃几

天不肯轻易丢弃。打它骂它，仍然摇尾

乞怜，舔人的鞋袜，讨人喜欢。它虽然吃

不饱肚子，可总不会偷吃东西，不是给它

的饭食，即使端在它面前，也会扭头走

开。家里的一个布娃娃已经破烂不堪，

撂在外面了，它以为是个真孩子，衔着送

回家里来。每当有人来叩门，它就汪汪

的叫喊，只要家里人喊一声小灰，它便不

再叫喊了。随人外出，紧跟不离左右，尽

管行人如蚁，从来没有认错人的时候。

手里拿着食物喂它，它小心翼翼地张嘴

舔着，惟恐伤了主人的手指，表现得那么

温柔，谨慎。它从不随地大小便，一贯以

指定的地点为准。它有自知之明，自尊、

自爱，不经许可不进主人的房间，甘愿风

餐露宿。”

短短不足三百字，接连不断写了“小

灰”的十几个表现，善解人意的点滴细

节，细致入微的白描笔法，绘声绘色的拟

人手法，看得人情趣沛然，不忍辍罢。没

有对小灰视若家人的情感，没有与小灰

相依为命的处交，怎能使可爱的小精灵

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大约是武先生八十高龄那年，老伴

刘云枝不幸病逝。武老哀痛之情难以释

怀，可能是他嫌自己惯用的七字句古体

诗无以表达失妻之痛，便破例地写起长

短句新诗来。

花儿谢了，失去了往日的娇艳，

在我心中，依然馨香地绽放。

人儿走了，走得那么坦荡，

走得再远，逃不出我的思念。

无情的西山，吞噬了晚霞一片，

热泪如珠，敲打在我的心上。

中秋的夜晚，仰望圆圆的月亮，

而我的心田，却残缺了一半。

离别时你的朱唇微合又张，

好像诉说你心中的无限；

看你强睁朦胧的泪眼，

似乎难舍你年迈的老伴。

啊，一霎时眼前天昏地暗，

泪水淹没了哽咽地呼唤……

这首长达四五十行的《悼妻诗》，真情

宣泄，反复咏叹，字字血，声声泪，句句情，

看得真也催人泪下！而《孤难忍》，又抒发

了耄寿老人孤单寂寞，夜不能寐的情怀！

月落星稀云满天，

黄昏遗老倍惨伤。

永安城内寒酸士，

夜半孤灯照不眠。

在武岚根先生赠送我的墨宝中，有

这样一幅：“养成大拙方为妙，学到愚时

始见真。”我想，这既是武岚根先生一生

对艺术辩证法的深切感悟，也是这位书

画艺术家的人生写照，更是对后生晚辈

的艺术教诲。“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人生的艺术修养达到如此境界，方为“妙

境”，方得“真谛”。这便是我拜读武岚根

先 生 著 作 ，边 写 序 言 边 悟 出 的 禅 意 真

经。唯其如此，我将武岚根先生亲书的

条幅，悬于斗室，悉心揣摩，精心领悟，不

断实践。这也就不枉书写千言之文，惭

为贤师之序了！

把手伸到世泰湖的水里

混水的力道太弱

摸鱼的本事没有培养

知道这湖是汾河的一部分

就试着把“世泰”的脉

对汾河望闻问切

知道这湖水和天上地下循环一体

就图谋着

视线超越太行吕梁思考

我

退至手上的水珠子里

退至水珠子和尘埃的纠缠挣扎里

退至刘胡兰故居和乔家大院里

退至女人是水造的男人是泥捏的故事里

退至一滴水珠写世另一滴写泰的现实里

两滴水珠子都蒸发到天上人间之后

我

退至世泰湖的深水里

世泰湖像汾河弓弦的着力点

把我这支箭反弹至山西密码里

退至世泰湖的深水里
□ 张文广

父 亲
□ 李 峰

词二首

贺镇川兄俊梅嫂金婚纪念
□ 陈国亮

诗文书画性情浓
——武岚根先生《今天》序
□ 梁镇川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世泰湖
□ 梁小花

湖上的早晨与夜晚
□ 马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