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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已有多年未看过乡间原汁原味
的黄梅戏了,高兴的是，近来，在家乡
小镇文化站前的小广场，我竟又领
略到了那飘着泥土香味的黄梅戏本
色出演。

小镇近几年发展很快，整洁的
道路，新建的小区，林立的店铺……
毗邻政府大楼的是农民工创业园。
去年，与镇政府一路之隔，建起一座
崭新的三层小楼，那便是镇文化站
了。站内有图书室、乒乓球室等
等。楼前还有个小广场，各种体育
健身设施齐全。闲暇时间，这里便
是孩子们的乐园。不久前，小儿还
在图书室借了一本漫画版的《西游
记》呢，看得他是不亦乐乎。

闲话少叙。这黄梅戏一般在晚
上演出，庄稼人白天农活多，春天到
了，育秧啦，采茶啦，种菜啦……晚
上，他们却有了大把大把的空闲。
唱戏是庄稼人自己的娱乐，剧团团
长是乡民，演员是乡民，乐师、化妆
师也是乡民。别看平时咱庄稼人一
身土气，可一上台唱起戏来，那可是
有板有眼，颇具大家风范。

吃完晚饭，待我匆匆赶去时，戏
已开场。远远便看见台上灯火朦胧，
宛如人间仙境，台下人潮暗涌，好不
热闹！渐近时，便看见台上人物，红
红绿绿地动，让人惊讶的是，舞台两
边竟然竖着两块液晶显示屏，自上而
下显示着唱词。在这之前，我所看到
的乡戏全然没有如此先进的设备，只
听得剧中人物咿呀唱了半天，却一句
听不懂，时间久了不免索味。可现
在，一边聆听着婉转的唱腔，一边观
看着清晰的唱词，欣赏着台上人物美
丽的扮相，既好听，又好懂。

听旁边热心的大婶介绍，今晚这
出戏叫《荞麦记》：王家二位老泰山六
十大寿，三位女儿分别回娘家给二老
拜寿。大女儿和二女儿运气好，均嫁
入豪门，衣锦还乡；而小女儿命运不
济，嫁给一穷书生，寒酸归省。大女
儿送给母亲一件貂皮丝绒袄，二女儿
送给母亲绸缎百褶裙，唯有三女儿，
家中既无貂皮，也无绫罗，只有一点
亲手栽种的荞麦磨成了粉，她思来想
去，只好用这荞麦粉做成荞麦粑粑带
回家去孝敬二老。谁知，回家后，势
利的父母对大女儿、二女儿笑脸相
迎，酒肉款待，却对三女儿恶语相加，
口口声声“穷鬼”，让她烧火做饭，连
吃饭时都不让入座。所谓花无百日
红。也许是老天给这狠心的父母惩
罚，王家竟起了一场大火，把个百万

家产烧个精光，王家二老只得困苦度
日。再说这“穷鬼”三女儿，上天垂
怜，女婿考中了功名，从此咸鱼翻身，
穷鬼成了富翁。可敬的是，三女儿不
计前嫌，收留了父母。剧情大抵如
此，鞭笞嫌贫爱富，歌颂人间真情。

剧中的大女儿穿绿丝裙，二女儿
着红绸袄，二位老泰山也是富贵袍，
可怜的三女儿套一件灰不溜秋的粗
布衫。演员们虽没受过专业的表演
训练，却把剧中人物演得惟妙惟肖。
尤其是老母亲，刻薄势利，尤为逼真，
让人恨不能上台去骂她几句才解
气。戏文虽是古老的戏文，却也照亮
当今的现实，让人思索回味。

站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乏了，
于是好奇地童心大发，想去后台看
个究竟。后台空间不大，但可以看
见乐师和音响师。只见帷幕左侧是
一个简单的三人乐队，一人司鼓，一
人操琴，一人拉弦，虽只三人，但足
以给戏配乐了，而且和演员的唱词
配合得天衣无缝。右侧是一架专业
的音响设备，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
子担任音响师，只见他专注地端坐
在音响前，纤长的手指按按这个键，
推推那个键，帅气的发型随着音乐
和动作微微颤动。我笑着说了句；
音响师好！他微微侧过身子，友好
地冲我笑笑。我知道，这唱腔经过
他的加工，才更加圆润动听。

不觉又来到化妆间，这是文化站
一楼的一间大办公室，临时改作化妆
间了。大大小小几个木箱，木箱是打
开的，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戏服和头
饰。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就是演员们
的梳妆台了。几个演员正在上妆，粉
白的脸庞，红红的嘴唇，流动的眼眸，
漂亮的戏服，别致的绣鞋……刹那
间，只觉得他们和我们恍若隔世一
般，似乎穿越了历史的烟尘，来到我
们身边。是啊，灯光一亮，照亮他们
闪耀的衣裙，点亮他们俊美的扮相，
亮出他们宛转的唱腔，秀出他们婀娜
的身段！你能想象得出，褪下铅华，
他们是围着灶台的农村妇女，手拿锄
头的庄稼汉子吗？他们简直有一种
魔力，把美好带给了乡亲们，古老而
优美的黄梅戏是他们在传承！

夜已深，戏也该散场。我不禁
频频回头，舞台似乎被一片灿烂的
红霞罩住了，再抬头
看看天，已是月上中
天，莹莹如玉。

愿这植根于泥土
的黄梅戏永远飘香！

●汪维

小镇的黄梅戏
扇子，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

物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极高
的艺术价值。扇子不论长相如何，
本职工作就是祛暑降温、扇风纳凉
——手一摇，小风立马到。所以，古
人又把扇子叫做“摇风”和“凉友”。

据晋人崔豹《古今注》里记载，扇
子在我国源远流长，舜帝时代就发明
了。最初用苇叶编制，叫五明扇。不
为扇风，只是装饰。直到2000多年
前的西汉时期，才延伸出团扇、羽毛
扇等等，用来作为纳凉工具。

汉魏时期，竹扇和羽扇已十分
流行。开始使用轻巧简便的是竹
扇。竹扇主要原料是竹。削竹如
缕，编织而成；或劈竹为片，展平以
成。竹子扇骨通常经过选料、断
料、劈料、拿火等40多道工序。然
后再进行雕刻。一把好的竹制扇
骨要比乌木的螺钿工艺还要金贵。

以禽羽制成，亦称“羽扇”。羽
扇，种类颇多。如雉尾、凤羽、鹊
翅、鹤翎、鹅毛、雕翎、孔雀尾、鹰羽
等羽扇。汉魏以来的辞赋中，多提
及扇。曹植《扇赋序》，道及曹操得
皇帝赏赐的上方竹扇。晋代陆机
《羽扇赋》，专门颂咏羽扇。

扇柄多用竹、木，有的则用兽
骨角、玉石、象牙。柄尾或穿丝缕，
或坠流苏。类似竹扇而使用原料
不同的，尚有棕扇、葵扇、蒲扇、蕉
扇、麦扇、槟榔扇等。鹅毛扇和雕
翎扇较为常见，雕翎扇档次较高。
羽扇轻缓风柔，历史悠久。苏东坡
用“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描写周
瑜的风度。

汉代以后，丝织业开始发展，
出现了“纨扇”，因用洁白细绢制
成，又称“绢扇”。面料除了用绢
外，也可用绫、罗、纱等丝织品，因
其“团团如明月”，也称“团扇”。也
有腰形、椭圆形、鸡心形、宫灯形、
六角形、马蹄形，统称“团扇”。原
是贵族妇女的赏玩之物，宫中多
用，故又称“宫扇”。

古代的团扇，大多制作精美，
以绘画、刺绣、缂丝、抽纱、烫花作
扇面装饰，常画有山水楼台、草虫
花鸟，绣有各色美丽图案。扇柄用
材有湘妃竹、棕竹、梅录竹、楠木、
红木和牙骨等，贵重的配有宝石扇
坠，是闺阁女子的常用之物。汉代
至北宋，是团扇的盛行时期。唐刘
禹锡《团扇歌》曰：“团扇复团扇，奉
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
见。”杜牧写团扇美人：“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折扇兴起，晚于团扇，始于宋
代，由日本传入中国。有些折扇，
扇骨选材十分讲究，有棕竹、湘妃
竹、凤眼竹和黄花梨、紫檀、鸡翅
木、楠木、檀香木，还有用象牙和玳
瑁做扇骨的。折扇卷舒方便，明永
乐帝命宫中工匠大量仿造，折扇一
时成为时尚，明清时代十分盛行。
折扇由扇骨、扇页和扇面三部分组
成。以香料涂沫扇面的，叫香扇。
可以藏在靴中，以备旅途中使用
的，叫靴扇。更有一种以各色漏纱
为扇面，可以隔扇窥人的，叫瞧郎
扇。材质、制作方法和用途不同，
折扇命名不一样。

扇面分绢质、宣纸两种，颜色
为象牙白、珍珠白两种。文人骚客
在上面或写或画。但到了元明清
三朝，有些“潮人”开始创新，将扇
面颜色“加工”成藏青色、红色、深
蓝、黑色、金色。

清朝光绪年间，流行黑色折
扇，当时杭州一家店就专门生产黑
纸扇。因此有“苏白杭黑”的说法。

他们选用浙江的桑皮纸做扇
面。在上面反复涂抹一种柿漆，经
过晾晒之后就成了黑色。而且不
怕风吹雨淋。坊间有“一把扇子半
把伞”之说。

扇子本是实用之物，却成了书
画家表演的天地。明代中期，绘画
书法开始由团扇转向折扇。明清
的画扇高手，在折扇上画人物、画
山水、画花卉，既风雅又实用。唐
寅在折扇上画桃花，张灵配上半身
美人，扇题为唐人崔护的名句：“人
面桃花相映红”。有些折扇，作为
艺术品，收藏价值极高。

我国是“扇子王国”，古往今
来，扇子名目繁多，千姿百态，与人
们的生活有不解之缘。扇文化的
演变中，杨秀为曹
操“ 画 扇 误 点 成
蝇”，王羲之为一
老妪题字卖扇等
诸多经典故事，流
传至今。

●李广荣

千古扇子

安庆白启寰先生编著《安徽名胜楹
联辑注大全》收有潜山槎水镇父子岭凉
亭和大吴寺的两幅对联。分别是：“无
壁无门，常会风云万里；不关不锁，居
然天地一家。”“云过则日明，雨过则花
明，香烟过则一灯独明，人非经大过之
余都成梦梦；山空故鸟乐，水空故鱼
乐，天地空故万物皆乐，佛乃出青空而
外更觉超超”。据传，这两幅对联都是
晚清流浪诗人谭随题撰。

在谭随当年流浪或活动的潜山市槎
水、黄柏等地，民间至今还保留了他的
诗集《谭随诗稿》手抄本。手抄本收录
诗歌160首左右。写潜山及安庆山水的
诗就有《登迎江寺振风塔》《重到寒山
寺》《重到潜山县城》等，约十九首。
据传，安庆、潜山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
的诗痕。这里选录五首，以飨读者。

其一、《登迎江寺振风塔》：“出城
望孤塔，塔耸大江边。登塔望江水，万
顷摇城烟。帆飞鸟张翼，路绕弓弛弦。
下视百万人，丝丝蚁盘旋。高屋皆如
斗，远山只若拳。清风吹两袖，意气感
飘然。更拟凌空去，同游海外天。”

其二、《登舒台吊王荆公（二首）》：
“舒台月色古今同，想煞当年白眼公。曾
把万言陈魏阙，一生经济一篇中。”“富国
强兵岂祸胎，宋家辜负此奇才。使他善
用青苗法，那有金人匹马来。”

其三、《游胭脂井》：“伯业销沉莽
白沙，一亭井上忆吴家。铜龙并峙空名
雀，剌凤双飞岂逐鸦？脂粉当年余旧
水，容颜绝代想朝霞。笑他士女多情
辈，学插栏杆姊妹花。”

其四、《游天柱山》：“辞别枌榆路
千回，振衣来蹑皖山巅。临风寺访黄山
谷，擎日诗携白乐天。放眼一江横似
练，回关诸壑小如拳。此行更觉中原
胜，收入谭生杖履前。”

其五、《余忠宣公墓》：“一死无元
朝，孤坟自千古。明月与清风，夜夜
吊江浒。”

这几首诗或抒发登振风塔、天柱山
之有感，或状写安庆潜山之名胜……自
出机杼，浑然天成，独成一体。尤其是
《舒台吊王荆公》这两首诗，对在舒州
当过通判、后来变法失败的一代宋相王
安石，有着自己独特的诗意理解，字里
行间充满了一种家国情怀。殊为难得。
只是这样一位诗人，身世却几近成谜。
民国 《潜山县志》 记载他时，也只是
说：“自述为粤西人，姓谭，名随，字
方亭……客潜二三年，逐处留题。时来
时去，后遂不知所之”。但县志称“其
诗文颇有奇气”。有此聊聊百字，谭随
也足可留世。

徐积与潜山诗

皖西南徐氏祠堂有一幅楹联：“在
夏不王，在周不霸，由来义守纯臣，竹
帛永垂青白史；见石而回，见埂而却，
只为家传孝子，牡丹怕放紫红花”。楹
联看似平常，却巧妙地隐含了徐氏家族
忠孝典故。因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字之
美，这副对联被徐氏族人当为联语佳
构，代代传颂。

此联上联说徐氏始祖若木，夏时受
封于徐，建立徐国，势力雄厚却不称
王；周穆王时，徐氏三十二代孙偃王，
国力强大，深得民心。三十六国诸侯从
之，偃王却弃国出走，又不称霸。下联
说出了徐氏子孙三个节孝故事：一是说
宋时三岁父殁的徐积，以父为石，终身
不用石器，遇石而避；二是说隋代汲郡
人徐孝肃，早孤不识父，事母至孝，庐
墓四十年，见埂而回，足不出户。三是
说宋代的丰城人徐定，父殁亲丧，庐墓
三年。孝感花神，使家里红紫牡丹都变
成白色。

楹联作者是上世纪早期潜山宏儒徐
用冈，自号了石山人。他饱读五经四
书，尤其擅写对联，长联更甚。对联格
律讲究，立意新颖。曾在家乡开设过经

馆。子徐茂如毕业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
治大学，后任潜山梅城小学校长、潜山
师范教导主任、潜山野寨中学教师。上
世纪六十年代罹难而逝。

此联涉及“见石而回”典故的主人
徐积，潜山《徐氏族谱》称之为徐氏九
十三代先祖。虽然没有到过潜山，他与
潜山却有渊源。他曾有一首《寄王十七
丈》的小诗，写了他与舒州怀宁县尉王
十七的关系。诗云：“舒州怀宁尉，是
我丈人行。两遗小书去，其礼若非抗。
何德称殊礼，胡颜拜首贶。更致附吟
哦，以问公无恙”。

诗中写到的怀宁县，县治即舒州州
治。也就是现在的潜山县城。王十七，
其人不详。但从诗中看，他应是徐积的
长辈。这首诗的意思是：虽然两次写信
并回赠了礼物，但都报答不了王十七给
我的礼物与情义。这次附上小诗一首问
候平安。诗风格朴实，语言通俗易懂，
情真意切，自然有趣。

徐积 （1028—1103 年），北宋聋人
教官。字仲车，楚州山阳 （今江苏淮
安）人。因晚年居楚州南门外，故自号

“南郭翁”。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
宗数召对，以耳聋不能仕，但屏处乡
里，四方事无不知晓。元佑初 （1086）
近臣交荐其孝廉文学，乃以扬州司户参
军、楚州教授，转和州防御推官，改宣
德郎。徽宗崇宁二年 （1103），监西京
嵩山中岳庙，同年五月一日去世 ，卒
年七十六。政和六年（1116），赐谥节孝
处士。家乡人为其建有“徐节孝祠”。
其祠明清两代均有修缮，后遭毁。

徐积事迹见于《节孝事实》（《节孝集》
卷首附）、《东都事略》卷一一七、《宋史》卷
四五九本传。清人段
朝端编有《宋徐节孝
先生年谱》一卷。《全
宋词》自其文集中辑
出词6首。著有《节孝
集》二十卷。

（外一篇）●潜阳子

诗人谭随与安庆

纪录片《共同命运》，以全球化视野，
聚焦“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普通百姓工作、
学习和生活场景，以小中见大的喻意，生
动展现了世界各地普通人遵从内心、追逐
梦想、勇于挑战、实现自我的人生追求。
鲜明地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所
带来的变化，表达了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
天一样紧密相连，也唯有携手合作才能走
向美好明天的主题。

《共同命运》以平实的镜头，真实
记录了一众小人物拼搏奋斗的生活轨
迹。这些人物，涵盖亚洲、非洲、欧
洲、南美洲、大洋洲，涉及中国、西班
牙、智利、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
等不同国家。有渴望学画的肯尼亚12岁
乡村少女格瑞丝；探寻造纸之源的西班
牙68岁手工造纸传承人桑托斯；重拾
自我价值的约旦 23 岁女大学生哈依
达；坚持篮球梦的中国新疆13岁维吾尔
族学生玉素普江；万里丝路送树苗的中
国51岁货车司机吴英华……

这些动人的真实故事，每一桩每一件
都极具启发意义。约旦女大学生哈依达

不惧职场岐视，最终求职成功的一幕，从
一个侧面，昭示了坚持是通往成功的不二
法门。西班牙匠人桑托斯坚守初心，坚定
手工造纸信心之举，则启示着我们：伟大
的匠心，就来自于对平凡物事不懈的追求
中。肯尼亚学生格瑞丝千里学画的桥段，
诠释了梦想、勇气之于人生成长的关系，
执著的背后，是对坎坷命运的勇敢挑战
……这些普通人身上所迸发出的坚韧力
量，通过影片深情的叙述，纤毫毕露地展
现开来，展现着人性的光辉，书写着人心
的温暖，也以温润的情怀，将世界联为一
体，共同谱写出美好灿烂的人类命运。

为增强影片的现实感染力，片中还记
录了以姚明、马云为代表的“中国面孔”与
非洲青年、篮球少年等平凡人物的真实互
动；展现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巴基斯坦卡
洛特水电站、哈萨克斯坦中哈合作植物园
区、亚欧大陆桥，中国广州港、新疆霍尔果
斯口岸以及数字丝绸之路等“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以全球化的视野，小人物大梦
想的方式，纪实电影的手法生动解读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

令人自豪的是，这五个温情的故
事，都与中国有关，充示显示出我们这
个大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责任
与担当。录取哈依达的，是中国一家海
外公司；坚定桑托斯手工造纸信心的，
则是源于他到中国参观了古老的造纸技
艺；而格瑞丝千里学画，所乘坐的高
铁，也是源自“中国制造”。这么多的
中国元素，将中国与世界联为一体，也
将人类朴素的生活情感，平凡的人生追
求，热切的价值理念，通过“一带一
路”的牵引，交融相会于一心，给人以
强大的精神昭示和引领。

世界是一个同心圆，《共同命运》
以点面结合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五彩
斑斓的多样世界。用鲜活的事例启迪
着我们，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必须
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为广阔的视
野，更具前瞻性的思
维去放眼未来，如此，
一个和谐、美满的人
类命运体社会才会早
日到来……

●刘昌宇

用“中国温情”诠释人类美好命运
——观影片《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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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热爱读书。幼年时，家里有
些半文言半白话的线装书，总是半懂
不懂地拉起来就读。读得有滋有味。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在书本购
买上，却总舍得。是因为我喜欢看
书，而他自己也喜欢。

初中时，常常跑到离家二三十里
的集镇上买闲书看。都是小说之类。
记得最清楚的一本是二三十年代的短
小说集，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一些非
常精彩的小说，比如郁达夫的《迟桂
花》、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老舍的
《月牙儿》、鲁迅的《药》。尤其《月牙
儿》与《药》非常打动我。也是自那
以后，特别喜欢看悲剧小说。总觉得
悲剧小说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力量，
入木三分，能够轻易地让人记住其中
的人物，记住其中人物说过的话，记
住主人翁最后的结局，使人沉迷沉
醉。后来考入中专，有更多的时间读
书了，一有空就钻在学校阅览室里，
在那里，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中国现
代小说史略》，读了 《莎士比亚全
集》，读了一本二战时期的小说《昨夜

的战斗》，读了巴金的《家春秋三部
曲》，读了柳青的《创业史》，读了丁
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了萧红
萧军的大部分小说，还有很多很多。
雪莱，拜伦，普希金也都衣袂飘飘漂
洋过海来了。那时候，真是把自己读
得有些痴了。

二十多岁时，爱好古诗词，老祖
宗的典籍不能忘。不但读诗词，也
读评析，读注解。总觉得古诗词越
嚼越有味。唐诗宋词写尽了千百代
风骚。每日里只要闲下来，都会读
几页。有时候，还会胡诌一首。那
时候，全然不知道平仄。韵，凭直
觉还稍稍懂一点，毕竟有拼音作底

子。三十多岁，发奋读中外的著名
散文与散文诗，甚至中国古代散文，
一篇一篇地精读。四十多岁，爱上迟
子建，路遥，贾平凹，莫言，余华，
苏童……爱上卡夫卡，马尔克斯，村
上春树，福克纳……有的人爱过了，
复爱，有的人爱过了，后来遇上了

新的人，就弃之不顾。这期间，红
楼梦又连着看了两遍，常读常新。
曾在书店里办过一个借书卡，如饥
似渴地阅读，怕辜负了大好时光。
还是囫囵吞枣。不知道这么些年，
到底吸收了哪些养分。

曾经将自己定位为：做一个略略
有书卷气的女子。不知道有没有达到

预期的目标。书还是一直在读着。近
年来，读书越来越杂，不是读某一文
体，而是多种文体混杂着读。既读泰
戈尔、纪伯伦的散文诗，也读培根读
梭罗读卢梭读蒙田的随笔，还读弗罗
依德与尼采的哲学著作，读沈从文，
读钱钟书，读李敬泽，还读严羽《沧

浪诗话》，读张潮《幽梦隐》，读苇岸
《大地上的事情》。

电子书越来越多了。但我还是固
执地喜欢读纸质的书卷，在夜的呼吸
中，一点点地阅读。那样的时刻，所
有的喧嚣都隐身不见。人安静得如一
块岛屿，岛屿上是茂密的森林，一个
小女孩漫步其中，日影如梦，花香四

溢。如果哪一天没有读两页书，晚上
是怎么也睡不着觉的。习惯养成了，
无论如何也改不掉。不管有没有吃进
去，有没有消化，吃总是要吃的，不
然就感觉饥饿，感觉光阴虚度，感觉
面色与心，都苍白失血。读书可以让
我忘掉窗外的喧嚣世界，忘掉一切的
功名利碌。虽然身在其中，也感觉自
己如一滴山泉，可以自清自净。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此生，书注定是永远不离不
弃的情人。世间所有的人都可能离
你弃你恨你背叛你，而书不会。你
爱它入骨，它也会对你不离不弃。你
读进去的书，谁也拿不走，都是你
的。吃进去什么，它都会长成你的骨
肉，你的眉眼，你的心，你的世界，
你的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恣意
遨游，我深深感到，你读的书越多，
你 的 格 局 ， 你 的 疆 域 就 会 越 大 。
书，就是阶梯。

床头都是书，有时候，夜晚不小
心碰到，就会哗啦啦的——那是书掉
了一地。而书的主人，她自号木木。

●余芝灵

书 卷 多 情 似 故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