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
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
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
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程建华 电话：5325934 E-158050557@qq.com

副 刊

世情风雅颂

世情草木春秋世情唐玉霞专栏

世情人间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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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印 张成林 摄

《流动的盛宴》记录的是海明威1920年代
旅居巴黎的一段生活，作者动笔在1957年秋，
1960年春完成初稿。

平静的回忆，对于一个渐渐走入老境的人
来说是很重要的，重要到那几乎成了生活的
全部意义所在。惊心动魄具有太大杀伤力，
不是一般体质的人所能消费得起，只宜稍纵
即逝，然后用大量的时间来稀释。就像我在
学生年代，读到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阅
读，双脚将地板磨出凹痕，大英图书馆承受
了一个人过于专注的压力。我现在总觉得那
也是一种透支。

然而从少年时代就深深烙印在大脑里的
这一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鼓舞着我，是我从少
年到青年时代的力量与反力量。马克思一天
只睡四个小时，马克思的时间都在学习、写作、
泡图书馆。我多次尝试着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试图让我的人生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但是每
每事与愿违。

直到26岁终于放弃。前一晚为了缩写莫
言的长篇小说《红树林》，我睡了四个小时。
第二天上班时我脸色绯红，走路飘飘，神情
恍惚，被怀疑清早搞了二两酒。最好的年龄
即将过去，我听到那些清晰的破碎声，我需
要消化这种清醒。我坐在镜湖边的石质长椅
上，那是个秋天的上午，阳光细细碎碎地钻
出叶子，落在椅子上、身上，有点燥热，石
凳子却越坐越凉。我在那个上午思考了很
久，一个昏昏沉沉的人也是一个会思考的
人，就像一个醺醺然的人其实也是有着思考
能力的，虽然思路可能不走寻常路。

报社在华兴街4号的时候，走出华兴街，走
出中和路，走出中山路，走到镜湖边，沿着镜湖
走一圈，放空自己，或者思考，其实思考就是一
种放空，把眼前的事情扒拉到一边，让一些无
足轻重的思绪全面接管大脑。会怎样？其实
不会怎样，但可能会让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段度
过去。艰难未必是一时一刻，人所不能承受的
往往只是那一时一刻之重。我总是为一些无
足轻重的事情苦恼，那时候我已经不算年轻，
只是有的人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成熟。

一度，镜湖的水因为营养过剩，颜色很难
看，气味也难闻，当然抽空清洁的那段时间，翻
到老底子，气味更刺鼻。现在的书画院那时候
应该是茶舍，进出无人过问；市政府的红房子
就在镜湖边；少年宫面对的镜湖，春夏开出大
片的夹竹桃，到这里绕湖一周就算跑远了，烟
雨墩的阅报栏，烟雨墩里的空气散发出淡淡的
腐气，不知源自植物抑或是老房子，如今塑像、
树木、红房子，现在还在，蚊子还是很厉害，空
气还是那样潮湿混沌。

我用这些文字定格回忆，更多的回忆消
失了。

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也局限
了我们。那时候，包括现在，我反复做的事
情并没有太大变化。看稿子、改稿子，有时
候写稿子，看不起自己写出来的稿子，绕着
镜湖边走边放空的时候，更加看不起自己的
稿子。就这样重复着过了16年，假如我一直

坐在一个地方，我想我的脚底下一定也会磨
出一点印子吧？华兴街4号的那些水泥地面不
至于如此无动于衷吧？

无动于衷的是人。记得巢湖日报一位编
副刊的老师，姓方，白皙清秀，她一直在副刊，
一直坐在一把椅子上编稿子写稿子，退休的时
候希望单位能够把那把她坐了多年的椅子给
她，被拒绝了，椅子是单位的财产。

后来，方老师找我约稿，她在合肥一家媒
体编一点版面，做报纸的退休以后如果想继续
参与社会，路很窄。我们QQ里互相留过信，渐
渐失联。我还记得当年的犹豫，最终放弃了问
她椅子的事。虽然耿耿于怀，我并不真的想知
道。人在年轻的时候比较热衷寻找答案，现
在，有的答案会成为负担。

“但是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
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
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
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海明威在
书中说。他在巴黎过得并不如意，但是巴黎成
就了海明威，并且在多年后仍旧滋养着他。巴
黎的书店、巴黎的咖啡店、巴黎饥肠辘辘的卢
森堡公园，当我们都能平静回忆的时候，那些
回忆已成为财富。

当然一切都过去了。1961年7月，这个人
用一把猎枪结果了自己。

《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的遗作。这是我
喜欢的一本书，每一次读，仿佛看到年轻的海
明威踟蹰在巴黎街头，渴望着自己的春天，或
者看到年轻的自己，呆呆地坐在镜湖边。巴黎
是海明威的盛宴，青春是我们每个人的盛宴，
当盛宴不再，那些唇齿间的感觉，虽然在时光
里变味，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咀嚼与吞咽。一
个人的生活终究是自己的，不是他人的。就像
一个人的回忆，终究是自己的，不是他人的。
流动的时间，流动的生活，是流动的盛宴，每个
人伸手能做的、伸手能取的、留在掌心的，其实
多年前心里已经有数。

流动的盛宴

小时候家住农村，没有通电，更没有电风
扇和空调。面对火一般灼人的夏天，人们唯一
用来纳凉的东西就是一把大蒲扇。

蒲扇，制作简易，都是直接取天然蒲葵叶，
裁成圆形，外围有用竹条固定的，也有缝上布
边的，细闻起来有股类似于麦秸和青草的味
道，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相比起那些羽
扇、折扇、绢扇，蒲扇因其结实轻便、价格便宜，
最受乡村人家的喜欢，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两三
把这样简陋的蒲扇。黄昏时分，劳碌了一天
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他们
放下农具，光着膀子，会顺手抓起一把蒲
扇，坐于庭院前的树底下，一边挥舞着手里
的蒲扇，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刚才还
汗流浃背一脸倦意，只一袋烟工功，就凉快
了过来。晚饭过后，屋里热得蒸笼似的，让
人无法入睡。这时，左邻右舍纷纷摇着蒲
扇，有的搬着方凳，有的提着马扎，有的拿
着凉席子，来到了大街上乘凉。大家三五成
群围坐在一起，或打牌消遣，或家长里短闲
聊，尽情享受着夏夜的清凉和快乐。乡村人淳
朴智慧，即使一把蒲扇，也要开发出许多用途，
诸如生火、驱蚊、遮阳、挡雨、垫坐等等，而绝不
止于扇风乘凉。暑热难耐，人们手里的蒲扇是

从不离身的，无论是上集赶会，还是瓜田李下，
蒲扇伴随着乡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摇落
了炎炎夏日，摇走了缓缓岁月。

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和感到幸福的是，
夜晚乘凉时我躺在凉席子上，母亲坐在旁边，
她一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着孟母三迁、牛郎织
女鹊桥相会、猪八戒背媳妇、后羿射日等等有
趣的故事，一边不疾不缓地摇着蒲扇为我驱赶
暑热和蚊虫。夏夜不光闷热，而且蚊虫特别
多，稍不留神就会被咬得周身疙瘩。为了防止
蚊虫叮咬我，母亲时而在我头上扇几下，时而
在我身上扇几下，时而在我脚边扇几下。尽管
母亲热得满头大汗，但她丝毫不敢放松，也没
舍得为自己扇上一下子。我仰望着满天繁星，
听着母亲讲的故事，任思绪飞扬在深邃的苍
穹，迷糊中我仿佛在月宫里欢快地追逐着玉
兔，不知不觉，已进入梦乡。我不知道母亲是
什么时候将我抱回家里去的，只知道半夜醒来
时仍发现母亲在断断续续地为我摇着扇子。
母亲摇啊摇！一个又一个夏天过去了，摇啊
摇！也摇走了我如诗如画的童年。

追求低碳生活的今天，蒲扇当是最绿色最
环保的消暑工具了。但随着电风扇、空调的日
益普及，使用蒲扇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在一
些都市人的记忆里，已渐渐变得陌生。“日落炎
威退，池塘淡月中；踏歌闻市上，渔笛在溪东。
蒲扇轻摇暑，蕉衫短受风；晚凉闲独步，古寺一
桥通。”这是清代名士曾有描绘的一幅夏日纳
凉图，日落西山，渔舟唱晚，手摇一把蒲扇，漫
步于古寺桥头，看彩霞满天，那是何等惬意，何
等自在啊！而现在，蒲扇轻摇的美好时光，已
成为我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这样的景，再无
处可寻。唯有那段抹不去的记忆，在我的脑海
中历久弥香。

老去的蒲扇
姜宝凤

雨过天晴，极其凉爽，几片白云像清洗过
似的，在湛蓝的天空自由舒展。这样的清晨，
适宜早起漫步，在雨后的花园里，不经意间
就邂逅了几树花儿。只见那花儿一串串、一
簇簇，紫红色的，紫蓝色的，粉红色的，白
色的，密集绽放着。圆锥形花簇，在枝头火
辣辣地燃烧着，粲然夺目。于是，清晨的明
净里，便多了几分跃动。原来是紫薇，古人
这般描述：“紫薇之花，虽则六出，不类他
花，其瓣生细爪为柄，微连萼上，瓣又多
礼，无风自动，其态妖媚。”

花木家族里，紫薇属于小家碧玉，枝干
屈曲，尽显“骨干”之风。有人称其“饱饭
花”，不知何故。 岁轻的紫薇，年年生表
皮，年年自行脱落，褐色树皮剥落后，光滑
洁净。年老的紫薇，树身不复生表皮，筋脉
挺露，莹滑光洁。《酉阳杂俎》里说：“紫
薇，北人呼为猴郎达树，谓其无皮，猿不能
捷也。”这话，有夸张的成分。

紫薇花期长，四五月始花，开谢接续，可
至八九月。盛夏时节，大街小巷，庭院内外，
到处可见紫薇在夏风里摇曳生姿。一朵朵小
花，一个个花球球，在碧绿的枝头上，笑得千
娇百媚，争奇斗艳。“紫薇开最久，烂漫十旬
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续放枝。楚云轻掩冉，
蜀锦碎参差。卧对山窗下，犹堪比凤池。”这
是明朝薛蕙说的。而南宋杨万里却说：“似痴
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
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倘若他们生在一个
朝代，说不定会来一场辩论的。

《学圃余疏》上说：“紫薇有四种，红、紫、
淡红、白，紫却是正色。”植物学上有分类，常
见的栽培品种，有大花紫薇、银薇、翠薇、红
薇。大花紫薇，重在个头，紫红色或淡紫色；
银薇，花如其名，花白色或微带淡紫蓝色，枝
和叶浅绿色；翠薇，突出的是翠绿叶色，花呈
紫色，或稍带蓝色；红薇，强项在花色，花粉
红、大红、火红至紫红色。花瓣蓝色的翠薇，
视为最佳。

南宋陈景沂这样称赞：“花之圣，今古
凡花，词人尚作词称庆，紫薇名盛，似得花

之圣。”因老子西出函谷关，紫气东来，道
家崇尚紫色，视其为吉祥仙树。“紫薇花
开，富贵自然来”，这句民间俗语，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在唐朝，一次更名，奠定了紫薇的高贵地
位。“开元元年，改中书省曰紫微省，中书令曰
紫微令。”紫微与紫薇音同，宫廷种植紫薇，再
恰当不过。“职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
花”，由此蔚为大观。杜牧做过中书舍人，有

“杜紫微”之称。“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
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
人。”他用桃李的花时花期，反衬紫薇的淡雅
高洁。清寒的冬日，紫薇花谢叶落，只剩下缄
默的树干，枯瘦的枝条，挺立向天，显出水墨
画的神韵。紫薇、茶花、南天竹、六月雪等，十
八种花木被誉为“十八学士”。居首的紫薇
花，被视为“官样花”。陆游有诗云：“钟鼓楼
前官样花，谁令流落到天涯。”

“禁中五月紫薇树，阁后近闻都著花；薄
薄嫩肤搔鸟爪，离离碎叶剪晨霞。”北宋定都
开封后，也在宫廷中广种紫薇。紫薇花开满
树，艳丽如霞，故当时又称“满堂红”。“满堂
红”之名，或出自宋代王十朋之手。他这样写
过：“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群芳谱》中
也有言：“一枝数颖，一颖数花，每微风至，妖
娇颤动，舞燕惊鸿，未足为喻。”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这般高贵的花儿，也
有呆萌之处。《群芳谱》云：“以手爪其肤，
彻顶动摇，故名‘怕痒花’。”“紫薇花开百
日红，轻抚树干全树动。”用手去轻轻抚摸
树干，花枝花团会微微颤抖，好像被挠痒痒
的孩子在躲闪。难怪，梅尧臣会说，紫薇

“薄肤痒不胜轻爪”。陈维崧则说：“一树曈
昽照画梁，莲衣相映斗红妆。才试麻姑纤鸟
爪，袅袅，无风娇影自轻飏。”把紫薇的这一习
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据说，紫薇花的花语，是沉迷的爱。它究
竟是让谁沉迷呢，还是让谁付出呢？这，就像
白居易的诗句：“一丛暗淡将何比，浅碧笼裙
衬紫巾。”看到这一树花，谁在问，谁来答，已
然不重要了。

盛夏的紫薇
任崇喜

斗转星移几十秋
我已双鬓染雪
日日夜夜
我在思念你啊
年轻的兄弟
年轻的战友

忘不了英气逼人的你
忘不了明眸皓齿的你
忘不了冷月枕戈的你
忘不了血染刀锋的你
忘不了化作硝烟的你
我的兄弟我的战友
你用热血青春
践行一腔赤诚
祖国忘不了你

风起，想起你
雪飘，想起你
月圆，想起你
丰收，想起你
你是祖国最帅的儿子
你是我最亲爱的兄弟

想起你
就看青青的老山兰
看开满山岗的山茶花
看天边灿烂的云霞
看闪耀在天空的星星
想起你
就会抚摸老山纪念碑上鲜红的名字

就像抚摸着你的脸

战友，亲爱的兄弟
今天，我斟满一杯酒
敬你的鲜活如初
敬你风干的血迹
敬你泰山一般的巍峨
敬你永恒的生命
敬你存于天地的无畏和忠诚

远 方

小时候的远方
是书本里的西出阳关
是敦煌壁画
是西游记里的火焰山
是我无法想象的天空和江河

后来，军营是我的家
拾柴捡粪的岁月是远方
妈妈的怀抱是远方
回不去的童年是远方

如今，老山是远方
我的芳华是远方
散落在天涯的花是远方
长眠的兄弟是远方

远方
是八月的花
像火一样生长
像梦一样绵长

斟满一杯酒（外一首）

刘承亮

说实话，我做梦
也不会想到，刘菊花
会来找我。就在去
年，秋天吧，天空像
书上说的那样万里
无云。刘菊花面带
微笑，无数苍老的
痕迹，布满了那张
当 年 青 春 荡 漾 的
脸，那笑容里甚至
还 看 出 了 几 丝 祈
求。不敢想象，当
年在小镇红极一时
的刘菊花，在多年以
后，会以如此模样出
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市里正举
办一届技能大赛，范
围广泛。我在负责
这次大赛的具体事
务。刘菊花来找我，
是 想 参 加 这 届 比
赛。至今也不知道，
刘菊花是如何打听
到我的。她甚至还
托我的那位在老家
县城某局当副局长
的同学给我说情。
我对刘菊花说，只要
有技能，谁都可以参加啊。刘菊花说，我这个
技能，你是知道的，十几年前，不必说，现在，不
知道还算不算？

刘菊花一说，我真的犯难了。我不敢贸然
回答她。我告诉她，我请示了相关领导后，再
给她答复，但请她一定放心，我会当成自己的
事情来办。刘菊花满怀希望地离开了。

我怎么也难以将刚才这个刘菊花，与当年
那位刘菊花联系起来。我需要啰嗦几句。刘
菊花当年是云盘梁所在的那个小镇邮电所的
发报员，她收发电报的技术，在全县范围，无人
可比。发报间那满壁奖状、锦旗，足以说明一
切。“长得像画报上的人儿样”，这是小镇人对
她的评价。

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刘菊花已经在邮电
所发报很多年了。我们常常偷偷地在她所在
的发报间的窗下，偷听她发报。她把“1”不读
成一，要读成“幺”；“7”不读成七，要读成“拐”；

“0”不读成零，要读成“洞”……当她读出这些
令我们无比兴奋的读法和音调时，我们便一遍
又一遍地跟着她极小声地念，然后便捂着嘴，
窃窃地笑。她的嗓音惊人地动听，我们认为，
远比广播里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动
人。我们常常听着听着就忘记了回家，直到她
下班出来，对我们一声吼，我们才鸟兽般散去，
意犹未尽。

而今，我在给朋友报手机号码的时候，都
难以改变对那几个敏感数字的读法。

我将刘菊花准备参赛的事情汇报后，领导
们也十分为难。领导说，电报退出我们这个通
讯舞台好多年了，新的一代人，谁知道什么叫
电报啊？这次，连打算盘都不在此列，电报，就
更不能算了。我不知如何答复刘菊花，我的眼
前，老是闪现出她当年的模样，老是闪现出她
前几天报名参赛时那双期盼的眼睛。我把情
况告诉了我的那位副局长同学。同学在电话
里半天没有出声。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
讲述了刘菊花的一些情况。

电报业务退出通讯舞台后，刘菊花便被调
到另外一个小镇任报务员，每天面对一大堆报
刊信件，刘菊花很快就觉得索然无味。她常常
在下班之后，一个人戴上耳机，很认真地演练
收报或发报，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小镇邮电
所的领导怕这样长期下去会出事，便向县局领
导做了汇报。领导们商议后，将她调回县城，
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下来的刘菊花，表现
日渐怪异，常常独自静坐，对着领导特批给自
己的那些废旧发报工具发呆。她时常自言自
语地背诵电报内容，说出来的，全是数字，没有
几个人能够听懂。他甚至将报纸上或者书上
的文章，翻译成电报，一个人默默地背诵，默默
地收发。她常常对人说，她这样一手好技能，
就这样废了，她不甘心！大家都认为，刘菊花
算是被她的特长毁了。

同学告诉我，这次一定要想法救救她，让
她展示一下技能，说不定可以改变她的病态。
我再次向领导提出这事，结果可想而知。

我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一段时日。
某天，在与市电视台的一位当编导的朋友

喝酒聊天时，我茅塞顿开。我当即与他商定，
让刘菊花参加他主导的“梨州奇人”的节目。
没想到，刘菊花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表现得
那么出人意料。我的那位编导朋友说，这是他
编导生涯十几年来，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奇人。
刘菊花天生就是搞表演的料子，可惜发现得太
迟了！她的镇定自若，简直是与生俱来！我要
对她进行包装！让她快速红起来！我的那位
编导朋友慷慨激昂地对我说。

刘菊花的节目在市台播出后，反响强烈。
人们对刘菊花对数字的超强记忆能力，极为佩
服。刘菊花一下就成了红人。

后来，刘菊花又多次参加了省、市电视台
的娱乐节目。刘菊花在电视里，表现依然那
么镇定自若：她转过身去，短暂地看一下背
后那满版的数字，然后，面对观众，一字不
差地背出。在聚光灯下，在阵阵掌声里，我
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刘菊花，坐在小镇那个
简陋的发报间里，美丽动人的样子。美中不
足的是，无论编导怎么引导，刘菊花始终改
不了那唯一的缺点，她始终把“1”读成“幺”，把

“7”念成“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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