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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

是一只蝴蝶，翩翩飞舞在天

地之间，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一点都没有察觉自己还

是庄周；忽然之间，他从梦

中醒来，回到现实当中，刚

才的自由快乐心情还在，可

是意识到自己是庄周的万

般无奈也真实的存在。一

时之间，他恍惚了：到底庄

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

见庄周？

二
作为庄周来讲，他的确

弄不清楚孰真孰幻。不过，

对于我们来讲，蝴蝶和庄周

都可能是虚幻的。不是如

此 的 话 ，那 何 人 可 以 亲 眼

目睹庄周的绝世风采？何

人可以指证蝴蝶飞跃红尘

浊世的翩翩倩影？何止是

他 们 ，你 我 他 包 括 世 间 无

物 ，又 有 哪 一 个 不 是 暂 时

寄存在这个时段空间的虚

幻泡影？本身都是虚幻泡

影，那我们时时刻刻头脑中

臆想的一切，蝇营狗苟尽心

竭力经营的一切，忙忙碌碌

绞尽脑汁追求的一切，又有

那 一 样 可 以 是 真 实 的 呢 ？

又有那一样可以长存而不

灭呢？

三

可是我们同时又知道，

他们都是真实的。因为我

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曾经

体 验 过 这 样 的 情 感 ，做 过

这 样 的 梦 。 在 梦 中 ，我 们

和蝴蝶一样，翩翩飞舞，无

拘 无 束 ，快 乐 的 忘 了 自

己 。 也 或 者 ，这 才 是 真 正

的我们！

四

人生一世，与黄粱一梦

有什么不同？百年光阴，同

朝生暮死的蜉蝣又有什么太

大的区别？百年之后，同归

尘土，什么荣耀、富贵、权势

以及屈辱、贫穷、卑贱，一起

烟消云散，何来高下之分？

五

有的人富可敌国，却终日

郁郁寡欢；有的人权高位重，

却羡慕他人简单明快的生

活。有的人家徒四壁，却始终

满脸阳光，心满意足；有的人

地位卑下、仰人鼻息，却依然可

以为春花秋月唱一支快乐的

歌。所以，我知道，万事万物并

无分别，有的只是人心的不

同。同样的事和物，在不同的

心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于是，“有人辞官归

故里，有人夤夜赶考场”。

六

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明

月之下，我徘徊在桃林间。桃

花盛开，暗香盈盈；月光如石

上流水、空中薄雾。忽然之

间，微风轻拂，漫天桃花，在这

样的月光之中，飘摇而去，那

般的凄艳和决绝、惊世和浪

漫。她们孤独，她们骄傲，她

们艳丽，她们飘摇，如斯短暂，

却又长久得好似亘古的存在。

七

花儿如蝶飞，乘风逐月

去。花儿都可以这样高贵、

妩 媚 和 充 满 诱 惑 ，生 而 为

人，又怎么能不把自己的一

生过得温馨和美丽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生与死，一念之间。古往今来，有

的人为了生付出一切，有的人却生无所

恋，只求一死。有的人死了，名垂千史；

有的人活着，却被人唾骂。那么，生与

死的抉择中，是生更可取，还是死更可

赴呢？

有人说：“人真正强大的，不是看你

为了什么而英勇就义，而是看你肯为了

什么事而顽强求生。”纵观历史，这句话

得到很好的证明：司马迁忍羞含辱，写

成《史记》；勾践卧薪尝胆，终雪前耻；韩

信忍胯下之辱，成就霸业；……他们为

了 心 中 的 理 想 ，忍 辱 负 重 ，选 择 活 下

来。也有人，同样为了心中的理想，舍

生取义。屈原自投汨罗江、邓世昌毅然

赴死、谭嗣同用死来惊醒世人……

其实，普遍意义的生死没有可取不

可取之谈，因为它没有半分价值可言，

只不过是生命的继续或终结。所以说，

生死不会发出声音，可是历史会、精神

会、信仰会。为理想、为信仰做出的选

择，不论生死，都是可取的。

亦如先贤所言：““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

扎进酒乡 正是黄昏时分

杏花吐馨 一层一层向我围拢

香得清爽柔软 没弄出一点声音

只是乡音浓重 围得水泄不通

杏林深处 择一酒馆落座

依窗执壶 满上一盅

看夕阳西沉 杏花独自飘零

几多感怀 一饮而尽

余辉落去 酒客寥寥

故乡诗友 谁人与我吟咏

窗外暮色渐浓 不妨邀来对酌

蘸一滴酒 亦为乡愁洗尘

后来者

沿着一条山路 我已经走出了很远

你却用阅读的脚步拼命追赶

汉字是石板 铺就一根蚰蜒道道

诗歌 就是老树枝头鸟儿在鸣啭

剪下一些枝条 插在路旁

就怕你初入空山转迷了方向

其实 我们间的距离不算遥远

你扯开一喊 几架大山都能听见

就像你读到爱时 爱已在路上

真心爱着 步子就不会放缓

戏曲艺术产品是商品

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戏曲剧团所创排上演

的每一个剧目，与物质产品

一样，无疑具有商品属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

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先说“劳动产品”，剧目

生产凝聚了编剧、导演、演

员、舞美、音乐以及剧务等

各部门创作人员的集体劳

动。因此，戏曲剧目无疑是

劳动产品。

再说“交换”，在文化市

场中，剧目演出要用戏价来

交换。在农村戏场演出，一

场戏，一万元左右。在城市

剧院演出，观众必须以花钱

买票的“交换”，才能进入剧

场看戏。尽管有些重大节

日演出、政治宣传演出、送

戏下乡演出等，观众可以无

偿观看，但这类演出总有政

府 或 单 位 和 其 他 人 付 费 。

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

对于戏曲艺术产品来说，也

是不可违背的。

然而，戏曲剧目又是一

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

性就在于戏曲艺术剧目是

精神产品。社会主义戏曲

艺术，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制

度下的戏剧艺术的神圣使

命，有着教育、启迪、审美、

娱乐的功能，要“以优秀的

作 品 鼓 舞 人 ”。 这 就 决 定

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团不

能什么戏票房价值高就演

什么戏，更不允许以淫秽、

色情的黄色剧目招徕观众。

虽然利益追求是商品生产的

本质特征，而且从某种角度

讲，利润是唯一的追求，但作

为精神产品的社会主义戏曲

艺术产品，决不能像一般商

品一样，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而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统一，而且必须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

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怪

物，一方面是铁面无情的市

场法则，要求把经济效益作

为追求目标；另一方面是社

会主义戏曲艺术的神圣使

命，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

一位。两个方面就如此矛

盾地摆在剧团面前。

这便是当今戏曲艺术

面临的两难处境。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剧

团创作生产剧目，至今没有

形 成 一 套 法 定 的 投 资 、生

产、产出机制。一方面是戏

曲剧目作为“商品”，需要投

入资金，经过“劳动”，方能

产出；一方面是投资机制不

健全，剧目生产投资无主。

一方面是主管部门要求剧

团多出优秀作品、打造艺术

精品；一方面是剧团无能为

力，生存尚且难以为继，哪

有资金搞艺术建设，排演新

戏！于是，剧团只好“老戏

老 演 ，老 演 老 戏 ”，苟 延 残

喘，惨淡经营；为追求可怜

的演出收入维持生计，剧团

只好一年四季，忙于演出，

疲 于 奔 命 ，什 么 排 演 新 戏

呀、提高艺术呀，统统顾它

不上。久而久之，艺术质量

每况愈下，观众越来越少，

收入微乎其微，形成了恶性

循环。长此下去，剧团必然

频临自生自灭的危险境地。

作为“特殊商品”的社

会主义戏曲艺术，必须继承

优秀传统，加强艺术建设，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

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

年年有预算投入，以保证优

秀戏曲剧目的创作和生产，

以保证这一“特殊商品”，真

正 起 到 宣 传 群 众 、教 育 群

众、鼓舞人心，共同奋斗的

社会效益。

《诗经》三百，《关雎》为首，可见在孔圣人

心里，《关雎》的重要。就是今天，《关雎》依然

闪耀着它厚重而深远的诗学光芒。我的问题

是，《关雎》如此显要的一首诗为什么要写荇

菜？为什么非得要荇菜作比，难道就不能用别

的植物代替荇菜吗？

关于《关雎》，自古以来有多种解读。在我

看来它就是一首表达单相思的爱情诗。具体

说，就是描写了一位“君子”向采摘荇菜的“窈

窕淑女”求爱而不得的故事。因为文中我们没

有看到对采荇淑女的具体描写，而对君子的求

爱，淑女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文本中没有书

写。只写到君子的忧思与烦恼——“寤寐思

服”“辗转反侧”。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第五

章出现了转折——前三章是君子单相思，有

“求之不得”佐证，第四、五章的“琴瑟友之”“钟

鼓乐子”是君子的幻想。在幻想中，君子不但

获得了这位淑女的爱情，还和她生活在一起，

像琴瑟一样的和谐。

依我看，《关雎》所写的只是君子单方面的

遐想与幻觉，诗中的主人公与采摘荇菜的姑娘

没有任何交往，甚至没有打过照面，君子只是

站在河边远远的眺望着水中窈窕的姑娘在优

雅的采摘荇菜，从诗里看不出采摘荇菜的姑娘

什么表情，何种态度。如果此论成立，那么，

《关雎》则在诗学上呈现出的朦胧之美则更加

坐实了。这种君子求淑女的叙事模式，为中国

人的爱情定了基调，它非常含蓄，其中关雎与

河州象征着东方人始终飘渺朦胧的情感情境，

而荇菜则成为诗意嫁接的首选。

我们知道，在诗歌写作中，当某个核心意

象频繁出现时，表明诗人与它具有隐秘的关

联，分享着隐喻意义上的文化气息。中国文化

具有食草特征，植物是汉语诗歌的图腾，植物

更符合中国传统诗学里的温柔敦厚。

为什么必须是荇莱呢？

荇菜是河中之菜。中国的传统诗学和传

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阴性气质，水为阴性，植物

也为阴性，荇菜为水中植物，无论气质还是意

象，荇菜入诗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阴性

气质。

水中长长短短的荇菜随风飘浮摇曳和身材

苗条的姑娘类比，这是一位斯文青年感情上本

能性的心理反应。河边的君子和水中的淑女

（君子想象中的）应该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君子

只能看到女子的苗条身段，还有随波摇曳的荇

菜，这种空间感构建了《关雎》飘渺朦胧的审美。

荇菜，花朵黄色，浓艳，与《关雎》表达的热

烈明快的爱情非常吻合。

荇菜，易成活，其根和横走的根茎生长在

底泥中，茎枝悬于水中，生出大量不定根，水涸

后，荇菜也不会死去，其茎枝可在泥面匍匐生

根，向四周蔓延生长，《关雎》中的荇菜表达了

古人的生命崇拜。

荇菜的繁殖力极其旺盛，它有两种繁殖手

段，一是用种子繁殖，二使用根基繁殖，双管齐

下，因此能在大自然中拥有广泛的分布。荇菜的

再生能力不容小觑，生长季节收获三四次仍能再

生，《关雎》中的荇菜表达着古人的生殖崇拜。

只有参差的荇菜，才可以“左右流之”，正

因为“左右流之”，淑女才可以“左右采之”“左

右 之”，正是姑娘这些采摘荇菜的优雅动作

和婀娜身影，才引发了君子的情思。

如果用莲花代替荇菜可以吗？

答案是否定的。荇菜为浮叶植物，浮于水

面。莲高出水面很多，“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

头。”站在岸边根本就看不到莲中之人。《关雎》

中的小伙只是眺望，所以只能是水中的荇菜。

荇菜，生于水中，而且必须是生于《诗经》

之“河”的水中。

附：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 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新春到，暖意来，窗台上的蟹爪兰

开了。第一次看着眼前的花绕起花骨

朵，默默地含苞欲放，静静地绽放盛开，

幸福的感觉实实在在、舒舒坦坦。

这是一支有特别来路的花。去年

正月去姑姑家，临走时她送给我，特别

讲到“如果养得好的话，春节前后开花，

开的可好看了！”“春节前后开花”，我牢

牢地记住了这句话，把它当做一个明确

的目标和愿望，希望看到它的花幸福地

开放，并把幸福传递给我。

有了目标，我便认真起来，小心翼

翼把它移在一个大花盆里，这让蟹爪兰

获得了自由自在成长的空间，告别了狭

窄局促的生活。进了腊月，我看到几个

花枝末梢若隐若现有几个米粒般大小

的颗粒物，会不会是小小花骨朵呢？我

激动了一下，向往幸福带着花出现。

每年年前总免不了紧紧张张、忙忙

乱乱，这个年静等开花让我静了下来，

在办公室坐的有心有劲，工作上有事忙

工作，工作之外翻腾书页，信笔写点小

品文，一不小心在网上下了买书的单

子，窗台上的蟹爪兰文静而雅致地陪伴

着我，给我信心力量，给我向往追求，给

我温情暖意。它在孕育着花朵，我在恬

淡地生活，我们彼此心性相通，美美与

共，小情大同。

平静的日子里，奇妙平静地生发，

花儿平静地成长。花骨朵绕起来，离开

花不远了。花骨朵越长越饱满，距离开

花越来越近了。看过了花骨朵的点点

成长，惜花爱花护花的情感一点点增

加，一点点沉淀。看到了蓓蕾含羞，看

到了含苞欲放，看到了花蕾绽开，这才

有赏花最好的最到位的心情，也能悟到

懂得些许花语。

腊月二十五清晨，第一朵蟹爪兰花

盛开。娇嫩的花瓣，分置在三五层，颀

长的花朵散发出淡淡花香。花蕊呈淡

粉色，足足有一寸长，数丛并拢显得颇

有风度。花枝擎举着花朵，比平日更翠

绿更直挺，明显在传递着一种骄傲的力

量。一枝独秀，一花独放，显出了它的

珍贵和卓越，这朵花似乎成了整株花的

统领，亭亭玉立、引人注目，堪称低调高

贵的“花帅”。

一株花绽放的局面维持了两天，距

离除夕两天时，花盆里的花增加到四

朵，花的氛围浓厚了起来。我发现，第

一朵花洇湿一般精神不高，有退缩之

感，到了晚上花瓣包了回去，预示着完

成了庄严的使命、胜利收官，同时把绽

放的机会、成功的机遇传递给同伴，让

花朵接力盛开。

新春到来时，自养的鲜花盛开，真

让我喜不自禁，有些按捺不住的冲动。

进入正月，蟹爪兰迎来了盛花期。花盆

里常有花开，越来越多，保持在十朵以

上。群花同美，相互簇拥，俨然一支风

姿绰约的仪仗队，阵势蓬勃，阵容美观，

动静之间张弛有度，举止从容落落大

方，处处送达着美的芬芳。群花媲美，

各美其美，一朵一朵各有情态，一招一

式都不雷同，深情的恰到好处，直白的

坦然自在，薄怯的令人怜惜，内秀的透

出自信，在争奇斗艳中、孤芳自赏中、淡

然处之中，展示着各自的美好情态。盆

中，尚有不少绕着的花骨朵，依次期待着

展露风采，与开着的花朵形成了对应关

照的美，“红花虽好绿叶扶”人们习以为

常，在这里则是“红花虽好花骨朵扶”，比

绿叶更加亲近了一层，是介于花朵和绿

叶之间的美，别有一番情趣和风味。

与花零距离相处，可时时观察欣

赏，花的声响能够不期而遇。一天，正

在电脑上敲打，忽然听见轻微的坠落

声，抬眼一看，原来是一朵花开完的落

下了，落在花盆外阳台上，我认真地把

它放在边上。开完了的花，满满获得、

超脱风度，就如凯旋而归的将军，它有

事业的丰盈、生命的体验和收获的幸

福。想到这里，我把它收藏了起来，因

为它的确了不起，我对它心生敬意。

与花为伴好景多，不知不觉中，虎

年的元宵节已到眼前，以这一天为界，

年味将会渐渐淡下来。然而我的年味

还将持续浓厚，只为蟹爪兰在新春盛

开，它的花开得正美。

乡行

僻壤春来晚，

山高风更寒。

晴光铺万里，

尽览兴悠然。

游河

和风河柳岸，

四野遍晴光。

一扫残冬尽，

寒川换靓妆。

春雨

春雨解人意，

随风入万家。

敲窗心似水，

对酒笔生花。

百里无荒径，

三川有嫩芽。

时催农事急，

我欲种桑麻。

雪后

琼花二月弄春朝，

不及寒冬分外娆。

怎料东风今又是，

俨然桃杏一身娇。

特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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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镇
川

花儿如蝶飞
乘风逐月去

□ 李 牧

为什么是荇菜
□ 白军君

风云北武当 刘和平 摄

酒乡饮（外一首）

□ 吕世豪

◇偶得

早春杂咏
（四首）

□ 任春晨

论生死
□ 白超群

新春花开
□ 雒晓利

◇随笔

编者按：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滥觞。

白军君先生极爱《诗经》，多年诵读揣

摩，有独到的见解和感悟。某天闲聊，说自

己半生蹉跎，年轻时的梦想，都已雨打风

吹、斑驳迷离，然独于《诗经》，痴迷至今。

我闻言大喜，当即邀请军君撰写一系列读

《诗经》的小文章。军君踌躇再三，说《诗

经》乃诗歌圣典，古今大家，解《诗》读《诗》

者不计其数，自己才疏学浅，岂敢造次。我

笑道：别人的再好，也是别人的。你讲你

的，有何不可？既然爱，何以证明？空言无

益。军君默然良久，遂慨然允诺，于是便有

了这个栏目《读<诗>笔记》。这期刊发第

一篇《为什么是荇菜》，请诸君共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