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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

朴素，是一种美的境界。

或许是年龄的原因，或许是经历的因素，现

在，我是越来越怀念朴素了。这不是矫情，也不是

故意虚张，应该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一种存在。

眼中无欲，心便坦荡。有一年率《汾阳人》栏

目组，赴吕梁岚县毕家坡，实地拍摄音乐人张继

成的出生地。在这个小山村里，转了一圈，扭头

望着山坡上的人家时，看到两个四五岁左右的小

女孩，穿着那种土布一般的碎花小棉袄，一个在

用手揉着小眼睛，一个在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些山

村里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两个小女孩紧挨在

一起，背后是荒芜的土坡，远远地有几户人家，

脚下的一些荒草，在风中微微晃动。我被这个画

面 震 动 了 ：这 是 城 市 之 外 的 荒 凉，是 山 村 的 儿

歌。我迅速用相机，抓拍了下来，洗好放大后，

装了框，我为它取名为《童年》，置于办公室书柜

之上。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推开窗，看看城

市的高楼大厦，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再深深

地看一眼《童年》，心中总是沉甸甸的，眼中会浮

现出那一面一面的土坡，一户一户的山村人家，

一个一个荒凉的童年。

记得，离开毕家坡返回岚县县城时，夕阳西

下，我们停在村口的一条小溪边，耳边轻轻地响着

流水的声音，落日把山村笼罩起来，远处的山坡上，

有一棵大树，歪着脖子，站在村口的坡顶上，背着夕

阳，像一幅剪影，更像一个偻着的老者，那么凝重、

敦实。我逆着光，把这一景色，抓拍了下来，为它取

名为《守望》。是啊，相对于喧闹浮躁的城市，山村

是多么的悠远，多么有一种起源的韵味。是老树守

望着山村，山里的人家守望着山村，老树、山村、山

里人，共同守护着生生不息的黄土家园。

那一天，我还随张继成先生，来到了他的出生

地。那个院子已坍塌了很多，依山而建的窑洞，面

墙用石头砌了出来，虽经几十年风雨侵蚀，仍能找

到岁月的痕迹。在这间依山而建的窑洞前，我让

随行人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天，我穿了一

件比较奢侈的皮衣，墨绿色的，毛领毛衣，与背景

的荒凉形成了对比。这张照片，也拍出了我对山

村居舍的认知和理解。在我外出旅行拍的一些照

片中，很大一部分，我选取的背景，都是那些古朴

的房屋、老树、石头、山路，或流水的小溪，我写的

作品中，也多写那些麻雀、灰喜鹊、蚂蚁，还有枣

村、古槐、小草，这些景象和意象，能让我的心境，

回归到一种纯朴、自然。出书时，在书籍勒口的作

者简介里，我选的照片，也多数选这些背景的图

片。这样，心里会更安然一些。

大道至简，返璞才能归真。我常常盯着看一

些古陶上的图案，有描着一条鱼的，也有绘狩猎图

的。描绘着的鱼，是几条粗线条的鱼身，鱼身上有

简单的鱼纹；狩猎描绘的是那么一步一趋，躬着

腰，仿佛刚从类人猿进化过来。在这些古陶上，我

们看不到喧嚣，像《清明上河图》那种华艳、吵杂。

寂静中，能感到古人的那种恬静、安详。这也就是

令人追求和念想的那种古意吧。著名画家黄宾

虹，曾提出“内美”理念，为中国画的物质来辩护，

以回击康有为提出的“中国画衰败论”。指出绘画

应具备含蓄与质朴之感，也即创造一种深藏于心

的内在之美。如他的《青城坐雨图轴》，充分吸收

了“师法自然”的艺术理论。该画以描摹雨水淋湿

墙头的瞬间为核心，通过集中运用 墨、干皴加宿

墨以及焦墨的技法，将云游青城山时遇到的自然

景观，真挚地展现出来。该画虽用墨不多，且干且

润，但在色与墨的深刻交融中，真正做到了“墨不

碍色，色不碍墨”。再比如丰子恺先生的插图画，

无论画猫，还是垂柳、河岸及人物，都是寥寥几笔，

便形态逼真，给人留出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大

胆的简约，不是偷懒，更不是技拙，而是一种内敛

的美。读他的短文，看他的简画，玩味之余，有一

股清风，扑面而来，那么纯朴、率真。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万物只要有了一种内

在的气质，才算有了灵魂。而那些美好的气质，往

往是深藏不露，在意念中慢慢呈现出来。那一年，

我从上林舍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手里，淘得

一副抿尖床，这副抿尖床跟随了她一辈子。现在，

老奶奶年迈的已抿不动了，知道我喜欢，便送给了

我。这是我见过的一副最原始、最天然、最自然的

一副抿尖床。在一块枣木板上，掏了个洞，把凿好

抿面孔的一块铁皮，固定上去，就是一个抿尖床

了。抿拐子也是一块方正的枣木上，掏了个手能

伸进去，使上劲的洞，打磨光滑，就是一个抿拐子

了。集市上卖的抿尖床，虽然新，也不贵，但，都很

单薄，尤其是那些抿拐子，都是用铁片做的，一点

也不得劲。我喜欢的那副抿尖床，枣木的坚硬里，

包含了岁月的艰辛。抿拐子一使劲，就像是过日

子。而磨得光滑的抿尖床的木板，还有那个抿拐

子掏出的洞，多么像渐渐流失的时光，那么的有生

活的气息。

我不喜欢那些金碧辉煌的东西，就像浮躁的

日子，或者是一枝一束的塑料花，那么的假媚。有

一年春节，我收到了很多贺年卡，其中一个画家朋

友的贺年卡，是自己在一块小宣纸上，作的画，长

方条的，上面还书了祝福的话，并盖了名章和闲

章。也是一个画家朋友，他给我的结婚邀请函，是

画家在专用的宣纸信笺上，用毛笔书写的，非常精

美，简直就是一幅书法作品。几十年了，这个贺卡

和结婚邀请函，我一直保存着，它们看起来，是那

么的纯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真诚。上班的那

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收到了不少的名片，有

的人的名片，制作的金光闪闪，像一张金箔纸，更

像一张金卡，满身的铜臭气，一看就让人恶心。倒

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资深文史研究专家，他

递给我的一张名片，是自己用 A4纸打印的，裁得

整整齐齐，流畅的宋体字，工工整整，我很喜欢，至

今还收藏着。

大拙大雅，真水无香。天然而去雕饰，回归，

在人生中，毕竟也是一种选择。这些年间，很多晃

眼的东西，就像浮萍，都随风去了。只有那些朴

素、朴实无华的事物，让我活得那么自在、真实，那

么值得怀念。

泾阳君的话，听着顺耳，细究起

来，须斟酌的地方着实不少。

孟尝君看着泾阳君，急道：“你

少来，尽用好话忽悠我。你家这位

王上，堂堂一国之君，干的都是些啥

事啊！”

泾阳君假装诧异，道：“干啥事

了？”

孟尝君斜眼盯着泾阳君，似笑

非笑，道：“他干啥事你不知道？我

都懒得多举例子，只说一件：楚怀王

应邀去开个会，结果被你家王上强

行勒索，勒索不成，就把人家给囚禁

起来，这都快两年了吧？我看，这是

要楚王死在你们秦国才肯罢休。这

事，就是你们这位求贤若渴的秦王

做的吧？”

秦王背信弃义，囚禁楚怀王的

事，天下皆知，即便是秦人，说起来，

也觉得理亏。泾阳君也没有办法辩

白，只好尴尬地笑笑，道：“这不是一

回事嘛！秦王欣赏你的才华，是请

你去做相邦的！”

他见孟尝君皱起眉头，连忙道：

“大哥，你英雄盖世，手下人才济济，这

天下何人能囚禁住你？你说你怕啥？”

孟尝君气道：“扯淡！我再有本

事，再有办法，落进你秦国这个虎狼

窝，也施展不出来！”

泾阳君拍拍胸脯，大声道：“大

哥 ，别 生 气 。 我 秦 国 没 有 那 么 可

怕。再说了，不是还有小弟吗，万一

有啥事，别的不敢说，提前给大哥通

风报信支个招，我还是能做到的。

再不济，我去求太后，总之，不会让

大哥吃亏的。”

泾阳君这番话，又捧又担保，孟

尝君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何

况，万一真如泾阳君所说，秦王是真

心要请自己做相邦，自己却这样扭

扭捏捏，可要被天下英雄耻笑了。

其实，孟尝君与泾阳君太熟络了，所

以埋怨几句，也不是真就生气了。

两人斗了几句嘴，笑了笑，这事就算

过去了。随后，泾阳君又把秦国的

基本情况给孟尝君交代了一番，自

回去休息。

孟尝君召集亲近的门客，道：

“这次有王命，没办法推脱了，只能

去秦国一行。这次去，吉凶未卜，各

位谁愿意同我一起去呢？”在场所有

人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公子水里来火

里去，何况秦国。

孟尝君道：“也不需要多少人。

你们也不能都走，齐国这边的事，还

需要人负责打点。这样，把消息传

下去，选一百人，与我同行。”消息传

下去没有一会，已有几百人闻讯前

来自荐，要随孟尝君入秦。

孟尝君看了看名单，道：“我的

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样吧，这前

一百名，与我同行，剩下的诸位就留

下来，各安职守，等我回来。”

这时，有人就不满意了，对孟尝

君道：“公子这次入秦，危险重重，随

行人员都应当是智勇双全、文武兼

备，能为公子出生入死、挡枪挡子弹

的精英才对。可是有的人，什么本

事都没有，也混到队伍里面，我认为

浪费了名额。”

孟尝君笑道：“你这是说谁呢？”

这人指着队伍里的两个人，道：

“时从、刘酉，你们两个，一个做贼的，

一个戏子，你两人有什么本事，也敢

混进公子的队伍里，浑水摸鱼。”

话音刚落，队伍中站出两个人，

一个身形瘦小，一个面色苍白，正是

时从和刘酉。二人对着孟尝君一拱

手，道：“我们让公子丢人了，这就离

去。”说完转身要走。

“且慢！”孟尝君叫道，他站起身

来，走到二人身边，拍了拍他们的肩

膀，大声道：“时从和刘酉，乃我田文

的门客，也是我的朋友，有没有本

事，我心里知道。从今而后，谁再胆

敢说他们的半句坏话，就是与我过

不去！”

孟尝君转头对先前那人道：“你

不了解他们，我不怪你，只是，今后

不许这样了。”

这人满面通红，低声道：“是，公

子。”

接下来的日子，孟尝君参考泾

阳君的意见，为秦国的高官要员分

别准备了许多礼品。一切都备好之

后，孟尝君就和泾阳君一起，离开临

淄，向咸阳进发。

一个月之后，孟尝君到了咸阳。

秦王大为高兴，他亲自到咸阳

城外，大张旗鼓，欢迎孟尝君。

孟尝君见秦王用这么盛大的礼

仪来迎接自己，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落地了。他向秦王行礼，满面

春风。

而秦王一见孟尝君，心中却打

了个嘀咕。为啥呢？因为孟尝君其

貌不扬，身形不高，一点都不像传说

中那般豪侠英武。孟尝君知道自己

的短处，他泰然自若，不等秦王开

口，自己先开口说话，句句说到秦王

的心坎上。令秦王大喜过望，完全

忽视了他的身高劣势。

秦王异常热情地邀请孟尝君同

登王车，相携入宫。一路上，二人窃

窃私语。等到了王宫，秦王已经把

孟尝君看作是天下少有的贤才，国

士无双，大秦相邦非此人莫属！泾

阳君跟在车后，看得目瞪口呆，对孟

尝君大为感佩，暗中直竖大拇指。

到了王宫，宫殿之上。孟尝君

亲自捧着宝盒上前，为秦王献上礼

物 。 他 打 开 宝 盒 ，取 出 一 件 白 狐

裘。展开一晃，宫殿上的群臣，都是

眼前一亮，只见这件白狐裘，通体雪

白，没有一根杂毛。

孟 尝 君 将 白 狐 裘 交 到 秦 王 手

中，道：“这件白狐裘，取自一万只白

狐的腋毛，请名师连缀而成。普天

之下，就只有这么一件。”

秦王接过白狐裘，更觉出此物

不凡。他捧在手中，柔滑轻盈，仿若

无物；披在身上，如同置身火炉之

旁，心中一片安宁，堪称是天下异

宝。秦王大喜，摩挲一阵后，令人收

藏起来。

献完宝物，秦王对群臣道：“孟

尝君，天下贤士也。我久闻其名，今

特意请来，做我大秦相邦，助我大秦

强国富民。众卿看，怎么样？”

大家心想，这大秦国，说话算数

的，是你妈和你舅，他们没意见的

话，我们会有什么意见？于是齐声

赞叹：大王英明！

秦王当下就令人取来相印，交

到孟尝君手中。群臣纷纷恭贺孟尝

君，向孟尝君施礼，口称：相邦。

孟尝君志满意得，一时间也有

点飘飘然了，心中默念：齐王嫉怕

我，不让我执掌齐相，担心我分他的

权，始终压制我，不重用我。哼，现

在给我，我都不稀罕了。我田文，要

执政大秦了。 （待续）

朴素
□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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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宁琳净 摄

蝉栖于树，蝉声最密集的地方

自然是在树上。“凡有树荫处，皆有

鸣蝉声。”蝉声响起时，仿佛整棵树

都发出了声音，树枝、树干、树叶皆

有响动。这响动随着空气流转，响

彻天地间。待它们嘶喊得累了，就

歇上一会，片刻之后，蝉声再起，缭

绕枝头，直冲云霄。

记忆里，入夏以后，这蝉声似

乎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我们的

生活模式是固化的：洗漱、吃饭、

去上班。上班路上只要有树，多

半就有蝉声。此时的蝉声和晨光

一样：醒目，却不刺眼；聒噪，却不

惹人讨厌。蝉声起起伏伏，如人

的 思 绪 连 绵 ，无 时 不 响 ，无 处 不

在。

阳光一步一脚，走到晌午，夏

天的热意就更浓了。暑气蒸腾，最

是难熬，此时，闲翻书卷或许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翻书的时候，窗外

的蝉声似被书卷气吸引，又似被光

和热所驱赶，穿墙入户，落于纸上，

顺着手指的翻动，纸上蝉声，遍布

眼耳之间。

到了夜幕降临时分，忙碌了一

天的人们用过晚餐，纷纷移步到屋

前屋后的空地里，这些空地老家人

农忙时节用来晒麦子，故称之为

“ 麦 场 ”，书 面 上 的 称 谓 则 是“ 庭

院”。夜风习习，人在庭中纳凉，可

见星斗漫天，明月皎皎，柔光照着

菜地里爬行的萤火虫，也照着树上

匍匐的鸣蝉，颇显诗意。

蝉在树上，在草木间，它的声

音则能抵达任何一个有人迹或无

人迹的地方。声音落在水面，浮在

空气里，隐身于远处的麦穗间，烦

闹，悠远。

细细回味的话，蝉声的到来是

有一个过程的，它先到人的耳边，

再不知不觉地潜入人的脑海里，旋

即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有

它们的气息了。

蝉者，禅也。从某种意义上

来 说 ，蝉 是 一 个 了 不 起 的 修 道

者。蝉的生命极短，而它参透了

生死之后，也就看淡了得失，别人

的目光和评论显得不再重要，好

听或难听，余生有限，只顾高歌。

人的一生也很短，余生若要无悔，

当下亦当尽心畅意，此之为人生

的禅意。

一

思念在纸上呜咽

时光颤抖

故乡的小河

却单纯浪漫地

日夜歌唱

二

所有的连环画

打开就是童年

所有的线装演义

以及那些绣像全图

一抚摸

就回到了故乡

三

那些卑微的人物

把灵魂交给

古镇的一个个欢乐场

夕阳西下唢呐嘶喊

他远去的背影

雕刻成故乡故事里

永恒的哀伤

四

我的乳名儿

被故乡的年月

打成往事尘封的密码

油灯下的乳娘

一声亲切的呼喊

远逝的伦欢

在梦里甘甜

五

那年春天

听说西邻的福根叔

汤药无奉身不永年

于是，我近乡情更怯

故乡的天空

只要有飞鸟掠过

总带走我悲悯的嘶喊

六

含不住的泪珠

打向故乡的泥土

散不开的缠绵

挽着故乡的炊烟

故乡啊，想你的心

总像忧愁的大海

夜晚来临

白浪滔天

七

想念故乡

想念姑娘

她坐在了谁家炕上

她做了谁的新娘

八

东门瞽叟二叔

怀念逝去的阿香

日日活在

一首蓝调的哀怨里

那把破旧的二胡

替他哭喊着

永失我爱之后的

人间苍凉

九

那些孱弱的生命

一枚秋叶般地

落向故乡的大地

他们的魂魄

同样静美

他们对故乡的眷恋

同样是雄亢的

生命绝唱

故乡
□ 王春雷

去山中，山高八百米。层峦

叠叠如屏风，鸟飞不度。半山谷

辟出一个村落，土墙、石壁依旧，

屋顶和门窗为瓦木结构。步道用

石块铺陈，间植石竹、矢车菊、马

鞭草、太阳花，溪水从石涧青苔流

出，润滑无声，于垂直处则轰然一

跃。树木高大，桐果挂枝，阔叶硕

大 如 荷 盖 ，人 坐 石 凳 上 ，风 来 影

动，有荫无日。杨柳宽展，一串串

绿籽粒直直垂落，捋一把到沙地

上，可以作字，可以组画，有人绘制

出一个大大的“慢”字，合景入心，

趣味盎然。

四月既望，我是来等候一轮

明月的。明月可遇不可求，很久

了，我不曾和“白玉盘”相见。记

忆里的明月似乎总在儿时，月光

如水，树影成藻，一群小伙伴在月

光下游戏，过家家，躲猫猫。当一

个 个 小 小 的 身 影 从 草 垛 里 被 揪

出，稻床上就会爆发出一阵阵大

大的欢声。旧时没有电灯，油灯

昂贵，月光是无价之宝。人人记

忆里都有月光、故事，儿童是在月

光下长大的，月光原生态，童心如

露水。

晚饭后，路灯亮起，一抬头，

看见明月斜挂山峦。它是什么时

候悄然出现又爬过山顶的，我居

然毫无察觉。之前看天气，预报

有 雨 ，我 感 觉 又 要 和 明 月 错 过 ，

不承想它就这样给我一个出乎意

料 的 惊 喜 。 明 月 有 心 ，无 须 款

待 ，今 宵 月 在 ，我 未 白 来 。 此 时

的 月 是 孤 月 ，没 有 云 朵 相 伴 ，没

有 星 星 拱 卫 ，我 对 着 月 亮 拍 照 ，

镜头里的金菊比圆月更加耀眼夺

目。

子夜，从梦中醒来时，玻璃墙

通透如泉水，月光洒在凉席上，仿

佛落了一层薄霜。我穿戴起身，推

木门，步石径，越沙滩，明月在天，

如入仙界。仰望天空，淡淡云层如

浮海浪。眺望层林，浓浓墨画溢出

朦朦月光。竹林的靓姿抛洒芭蕉

叶，斑斑驳驳，像泼过一盆清水。

银杏的影子散落地面，疏影横斜。

我的身影也在移动，仿佛儿时溪水

里的游虾。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宿鸟夜鸣，声彻幽谷。流泉不绝，

诤琮如琴。我索性坐下来，掬几滴

露水，就着凉亭揽月。“天借一明

月，飞来碧云端。”“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明月如烛，照亮土墙上

的诗句：“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

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蜗牛

爬上诗墙，像毛笔的中锋停留在

“日”字中心，触角莹莹，像闪闪的

月光。

蝉鸣
□ 杨亚爽

对月
□ 何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