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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世情史海泛舟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书心书影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
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世情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世情小说世情

万物皆有界。山有山界，水有水界，
树有树界，草有草界。葵花界在北疆辽阔
的大地上。那界被阳光照耀着，金黄，翻
涌，一浪一浪，无边无际。车子穿过这葵
花界，就被它淹没了。满车身都是葵花的
金黄。打开车窗，葵花就在指尖上，就在
眉睫上，就在天与地之间，那界，像一面巨
大的绳子，将时光与我都结在了其中。

——我甚至愿意就此躺下，成为葵花
界上的一块界碑。

不到北疆，难以感知所谓的地大物
博。物博且不说，地大，那可是真正地让
人震撼。从前一直在江淮丘陵生长，到处
是山，大的山，小的山；大的丘，小的
丘；在这些山与丘之间，才有一些被我
们称为“平原”的地块。地块上到了秋
天，稻子金黄，也很是动人。稻浪比葵
花的波浪更为细碎，也更与江淮丘陵的
地貌贴切。人走在稻浪之中，也会被淹
没。偶尔会飘出稻浪，如同河水中伸出
的游鱼黑色的背鳍。那是很多人喜欢
的，上学路上，孩子们就时常出没在稻
浪之中。村子里那个时常吟诗的疯子，会
在稻浪的起伏中，高声唱歌。

那或许也是稻浪界。如同这葵花
界。在万物自己的界上，万物呈现出恣肆
汪洋之势，那是它们内心深处的原动力的
爆发，是一种生命在天地间，所呈现的原
始而昂扬的姿态。

车子继续行进。葵花们的声音，交织
着，里面仿佛还含混着虫子的声音，阳光
的声音，风的声音，甚至水的声音，泥土的
声音。众声交织，我的声音也在其中。我
们已经弃车而行。我们进入了葵花界。

只有在这葵花界，声音也是有形的。
圆圆的，盘子一般，四周长满青灰色的叶
子。而中间，葵花籽们密如蜂房。一个个
的，像探着头的孩子，又似低着眉的恋人；
阳光打在它的脸上，那脸的光泽，也是金
黄的。所有的金黄，都向着同一个方向。
世界上这无比强大的注目礼，或许只有葵
花界才有。它们的一切，来自太阳，又以
这注目礼，感恩于太阳。

纪德曾有过一本著名的书《人间食
粮》。来北疆前，它本来是我必带的书册
之一。但临行时却忘记了。“万物在清晨
开始，那是内心的爱的欢乐！”这样的句
子令人心悦。隐身于这葵花界，我就想
起这句子，想起纪德在大地上行走，感
叹于人间食粮在精神与肉体双重层面所
带来的欣悦。如此想，便一下子深入到葵
花界的本质。

如此浩大的葵花界，如此繁复的葵花
界，如此与天地相连的葵花界，它其实也
就是完美的人间食粮——

我回想起葵花第一次来到我们老家
的情形。

早些年，葵花并不在江淮丘陵的物产
名册中。1970年代，它不知经谁人之手，
来到了我们村子。它只是一把瓜子，扁长
形，与南瓜子不同，它的仁是青色的。它
被种植在屋后的地角。不久，便长出小
苗，与高粱的苗相似。再不久，它便现出
了原形：它的青灰色的叶子，上面覆着细
毛，秆子上的毛有些刺人。它长得快，六
月刚过，它开出了花朵。这花越开越大，
最后长成了一只大盘子。盘子里都是密
密麻麻的小瓜子。秋天，成熟炒制的葵花
籽在家家户户间流动。第二年，村子便成
了葵花村，到处都是葵花。只不过因为地
势，也因为田少，葵花都生长在角落里。
三五棵，成不了气候。再后来，葵花却从
江淮丘陵消失了。它的到来与消失，如同
季节，眉宇翕动间，便悄然而过。

葵花界中，很多的北疆故事，浪漫
的，苦难的，哀怨的，幸福的，圆满
的，残缺的……它们一经说出，便与这葵
花界无关了。后来，我回到江淮丘陵，在
写作长篇《百花井》时，心头一次次地涌动
过这无边的葵花界。我让我的主人公，在
葵花界中邂逅了一场爱情。我让他们留
在葵花界中，贴着阳光，贴着金黄，贴着泥
土，为爱情舍弃一切，成为众多葵花中相
拥得最紧的两盘；同样，也是因此而最为
苦难、最为坚实、最为倔强的两盘。

葵花界中
洪 放

这些年喝过几次汪兰根先生的酒，一杯
又一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就像前生
欠我许多酒债一般。其人讷讷若木，其情恳
切如石，其酒甘美肥厚似脂。先秦的人说：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意思是，我有芬香
扑鼻的美酒，愿与你同饮共乐。其人慷慨好
客如此，易醉的不仅仅是酒。

每次酒罢，于风中各自飘然散去，暂时
相忘于江湖。如是这般好些年。一直不知
道他在埋头写文章，写的还是长篇小说，而
且是六十余万字的三部曲。其人内敛谦逊
又如此，叫我好生惭愧。

昨年秋日的一天，当汪兰根双手捧着墨
香浮动的《头陀河》，如同捧着一个圣洁的婴
儿，来到我跟前，我当时很讶异。又听他说，
他写的是“头陀河三部曲”，第二部《山花烂
漫》也即将完稿，我简直被惊到了，就像见到
天外来的剑客。

先秦的人又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白鹤在青山的北面杭杭而鸣，它的同类在林
中声声唱和。写文章的人之间，应当如山间
优雅的鹤群，同声相应，互惜互敬。所以当

他今春捧着《山花烂漫》的书稿，让我在卷首
补缀几个字，我以为这是嘱托，是信任，也是
同气相求，是殷殷鹤鸣之意。

“头陀河三部曲”写的是汪兰根的家史，

人物、地理和故事大多有其原型。就像大山
之间那一弯清凌凌的头陀河水，文字质素澄
澈，叙述从容深婉，故事波折荡漾又余音泠
泠然，写得好看也很耐看。

书中有方言民歌，有良风美俗，有河山
胜概；有乡里话，有农家话，有夫妻床头话；
有酸辣，有苦甜，有人间百味；有人生，有历
史，有本色真性情。三部曲是家史，其实也
是乡史、县史，甚至也算得上青史的一部
分。书中的人物，都是青简中人，事迹与山
河同在，只是纸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写
三部曲的人，为山野中人立传，诚笃记史之
外，自有一股可爱可敬的痴气。痴气是傻
气，也是蓬勃真气，是浩浩荡荡的元气。古
今以立言为使命的人，谁人不是痴人？

文学不只是作家私人的清课，更是全人
类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崇高事业。痴迷
于文学的人，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是素
履之往，向阳而生。

大地之上，不仅生长草木与禾稼，生长
鸟兽与人类，也生长烟霞泉石、智慧、方言、
民谣、风俗人情、历史和文学。土地有厚德，
普载万有，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学也有厚
德，感物化人，载情载性，载道载言。

父母赋予我们以肉躯，我们用它来饮食
男女、劳作、歌舞、耕云种月、记事、形而上地
思考。人是大地之花，哲学、诗歌文章和青
简是花中之蕊。此物最可人，采撷者自有许
多福庆。

寄语汪兰根：我若有好爵，也愿与尔
靡之。

是为序。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汪兰根《山花烂漫》序

储劲松

毛毅衡是我多年前一位房东的儿子，他
当时11岁。

有一天我无聊，见毛毅衡在院子里困兽
般游走，我看了一会儿，就叫住他。我说，你
怎么不去上学？他说，上学？很没意思的。
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我说，一些年前，在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男孩子，大多调皮捣
蛋，旷课，打架，三五成群地去偷队里的西
瓜，在老师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总之不
学好。后来，我们长大了，譬如我吧，只得去
做一份让人眼前发黑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

所，一辈子摸爬滚打……最后我总结说，小
时候的确应该多读点书，这样才会前程远
大。我这里话还没有说完，他那里撇撇嘴已
走得远了。

过了两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门上多了
一条用粉笔写的标语，一看就知道是毛毅衡
干的好事。一手字写得很不错，该直的地
方决不带弯，该勾的地方决不伸腿。标语
的内容是：“我是你爷爷。”比王朔的“我
是你爸爸”还长一辈，真是萝卜虽小辈儿
大啊。这使我想起，我爷爷已经去世很多

年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印
象深刻的倒是祖母的叹息，我那时十几
岁，正是毛毅衡这个年龄，祖母几乎每天
都对我说同样的话：“人死的时间太长，活的
时间太短。”后来，她也死了。

礼拜三的中午，我在上楼梯的时候，与毛
毅衡撞了个满怀。他没想到我会在这时候回
家，显得有些慌乱，但很快就做出若无其事的
样子。在他与我交臂而过的瞬间，我嗅到他
身上有着浓烈的烟味。对于孩子来说，抽烟
当然是一件不便公开的事，况且是在自己家
里。而在我的门前，是几个被踩得稀烂的烟
头，门上写着：“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上网的
时间太少。”后来，临出门的时候，我想了想，
也在门上写了一句：“房租太高，门外太吵。”
字写得东倒西歪的，没毛毅衡好。

这以后，毛毅衡就不再到我门上写什么
了。我们讲和了。

毛毅衡
李利忠

二哥不是我亲哥。城西四眼井一带，街
坊四邻，男女老少，无论是谁都叫他二哥。
二哥长我几岁，那些年，二哥与我是房东与
租客的关系。

我记得就在我搬进房子的当天，我便和
二哥喝了一场相识酒。这场酒，注定了我们
多年的情谊。

二哥的儿子东东今年八岁了，这孩子三
岁就认识我，喜欢跟我玩游戏，我们一起看
蚂蚁打架，一起给小动物喂食，相处得十分
融洽。二哥夫妻俩看我与孩子这么投缘，也
不问我是否愿意，择了吉日，摆下认亲酒，当
场让孩子磕头叫我干爷。当然，我也很乐意
收下东东这个干儿子。

据说二哥祖上家产颇丰，尽管现在他夫
妇俩都已下岗，但靠着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
出租，仍能过着跷二郎腿嗑瓜子的日子。二
哥身上散发着淡淡酒香，也难怪，他手里永
远会有一个酒盅，有时是玻璃的，有时是粗
陶的，有时是细瓷的，一天到晚和酒较
劲，动不动就喝得东倒西歪。我们住在一
个院里，他家来客了，喊我去作陪，隔
天，我钓了几条小鱼，请他来喝酒。每每

把酒临风，必高歌浅吟，有意思的是，常
常喝着喝着，我们就都沉默了。

一个周末，单位临时加班，我忙到中
午才回，刚到家二哥让我过去喝酒，才坐
定，上辅导班的东东也兴高采烈地进屋
了，他放下书包就蹦蹦跳跳跑到院里，估
计是找白雪玩去了。其时，二哥已摆好碗
碟倒上酒，又端上一盆色香俱全的菜，得
意洋洋地对东东喊道：“别找了，快来给你
干爷敬酒，再尝尝我今天的手艺，我把

‘白雪’做了一道大菜。”
白雪是东东养的一只小白兔的昵称，由

于通体纯白，故取名白雪。东东一听爸爸把
白雪做成了菜，忙跑到墙角边的兔舍，里边
哪还有白雪的影子。他迅速跑回桌前一看，
爸爸没有撒谎，盆里的红烧兔子头正对他龇
牙咧嘴，这哪是一道菜，分明就是他八卸大
块的好朋友！东东瞬间崩溃，站在那里声嘶
力竭地哀号，而二哥漫不经心地用筷子在盆
里夹起一块碎肉，喂到东东嘴边，笑嘻嘻地
说：“好香啊！来，吃一块。” 并热情地招呼
我喝酒吃菜。

我抿了一口酒，突然看见东东转身跑到

院里抱着兔笼在地上打滚，哭得连一句完整
话都说不出。这时，一旁的东东妈忙蹲下来
哄他：“快起来，东东，明天妈妈给你买两只
一模一样的，给他们凑一对，好不好？”

可东东根本听不进去妈妈的话，他猛然
爬起身来，飞奔到桌前，双手把那盆大菜端
起来就走，嘴里哭喊着：“白雪，我要把你埋
了，下辈子我要和你一起，也做一只兔子。”

二哥的脸色突然变了，一挥手，狠狠
扇了东东一个耳光：“老子打死你这个小兔
崽子。”

望着被打落一地的那盆大菜，我尴尬地
放下筷子，这样的场景，此时谁还有心情喝
酒吃饭呢？抚摸着孩子脸上清晰的五指红
印，我牵起他的小手回到家里，脑里陷入了
久久的沉思。

看来，儿歌里唱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的
小兔子，东东再也见不到了。对于二哥来
说，兔子是宠物。而对于东东来说，兔子是
自己的好朋友，他会把自己最喜欢的零食分
给它，会把自己高兴的事和难过的事都和它
说，会带着它看星星看月亮。二哥以为杀死
的只是一只兔子，但对于东东来说，却是在
抹杀他温良的天性，他的童年也将为此留下
一片阴影。

此刻，东东眨着一双泪眼，仰头望着我，
十分委屈地问：“干爷，爸爸为什么打我？兔
崽子是什么东西？”

望着孩子纯真的眼神，我愣了半天，不
知道如何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

兔崽子
吴新生

初秋，菜子湖水面波光潋滟，天空湛蓝高远。小船在
碧波中行驶，鱼潜水底，鸥鹭飞翔，岸边绿柳垂丝，青山如
黛。菜子湖沿岸人文荟萃，遍布名人足迹，有清官江召棠
故居，方以智白鹿山庄，状元龙汝言家乡等，每一个足迹都
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刻印着历史的车辙。

在沿岸众多的历史遗存中，我最想追寻探访的是“白
鹿山庄”。

回望明清文坛，桐城“桂林方”有其难以磨灭的史绩。
“布衣祭酒”方学渐是桂林方氏的重要一员，他在桐城桐溪
之畔创建桐川会馆，首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河，一时名流
汇聚，学者如云，从此桐城文坛学风渐盛。晚年潜心著述，
相继完成《心学宗》《性善绎》等著作。万历四十三年方学
渐去世，葬于枞阳莲花山，长子方大镇乞假归桐庐墓。

方大镇是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左少卿，政声
卓著。他与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顾宪成创立首善书
院，讲学其中，阐述易理，名震一时。明朝晚期朝廷党争激
烈，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势不两立。北方后金的势力正在
不断壮大，大明腹地灾荒不断，民变时有发生。方大镇身
处朝廷高位时时受到阉党掣肘，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他
预感到天下不久将乱。

庐墓期间方大镇曾涉足白鹿山。此地岩壑深邃，竹树
清嘉，南面长江，东临菜子湖，与大小龙山相依，风水绝佳。
离安庆郡城不远，出可沿江远行，退可隐而读书，又可照护
近处父亲墓地，往来城中也很方便。方大镇于天启二年在
白鹿山购置了包括山场、山下长河及田地等庞大产业。

天启四年方大镇辞官，携夫人归隐白鹿山庄。白鹿山
虽没有天柱雄伟，但登之颇有凌云之意；白鹿湖虽没有大
海宽广，但舟于其中即有悠然胸怀。他将山庄的中堂命名
为“荷薪馆”，且在白鹿山庄写下了《宁澹居文集》《荷薪
义》，整理了《桐川讲义》等著作。希望将来子孙能于乱世
之中，有此专心诵读之地，让山水的纯厚天真荡于胸襟，以
涵养高远志向。

方大镇之子方孔炤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嘉定、
福宁知州，兵部职方郎、湖广巡抚等职，曾与父亲同朝为
官，他是明末极其罕见的文武全才，方氏学派的中坚人物，
为官清廉，刚直忠诚。天启五年，因反对魏忠贤徇私舞弊
推荐其侄儿为伯爵，被魏阉削职为民。方孔炤回桐城后携
子方以智、方其义往返于城中廷尉第和南乡白鹿山庄之
间，爷孙父子相聚探讨学问、诗词唱和，方孔炤撰文赞叹白
鹿山水：“真是梵隔峦幽，清音画外，篷梢风信，醉中禅意，
溶溶江月，潋滟梅梢，人生得此佳境，把酒其间，诵诗抚琴，
其乐何极！”

方孔炤并没有沉湎于山水景致中，任兵部职方郎时所
撰的《全边略记》正是在白鹿山庄成书完稿的。时局混乱，
方孔炤试图探索破解之道。

天启驾崩，崇祯登基，清除魏党，被重新录用的方孔炤
勤以办职、廉以临财，受到崇祯称赞并迁升尚宝司卿。

崇祯四年方大镇去世归葬白鹿山。方孔炤乞假回桐
在白鹿山庐墓三年。此间，阶级矛盾不断升级，烽烟四
起。崇祯七年桐城暴发民变，城内多家高宅大院被烧毁。
方孔炤由白鹿山庄赶回廷尉第，与县令、乡绅和长婿孙临
共商对策，平复民变。随后张献忠部围攻桐城，方孔炤率
众守城，击退敌方三次攻城，桐城获“铁打铜城”之称。

服孝在野的方孔炤于崇祯九年复职，两年后由阁部杨
嗣昌推举出任湖广巡抚，在与张献忠的战斗中，获八战八
捷的辉煌战绩，但在“香油坪”一战中，却因杨嗣昌指挥调
度失策而败，方孔炤反遭杨嗣昌弹劾，于崇祯十三年入
狱。同年方以智中二甲进士，授工部观政。方以智救父心
切，手捧血疏膝行鸣冤。崇祯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方孔炤免死减刑出狱，不久官复原职。方以智任翰林院检
讨、太子侍读。父子二人报效朝廷雄心复起。

谁知风云际变，李自成大军向北京进发，后金改称“大
清”，而大明朝廷内部仍然争斗激烈。终于，李自成于崇祯
十七年攻破北京城，崇祯自尽。

国变朝改，方家归隐白鹿山庄。方孔炤在这里度过了
人生中愁苦悲壮的最后十年。十年中，长婿与清军作战阵
亡，母亲忧思成疾仙逝，次子方其义英年早逝，长子方以智
逃亡在外，儿媳潘翟万里寻夫不知所踪。一家人愁肠百
结，白鹿山庄笼罩在悲切的氛围中。方孔炤在白鹿山庄仍
然带病埋头著述，试图以文救天下，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
《周易时论》。

在一个极寒的严冬，方以智回到白鹿山庄。他讲述了
自己八年的流亡经历：被李自成俘获，严刑拷打，誓不投
降，清军打败李自成后乘乱逃脱，投奔南明弘光政权，却遭
到阮大铖（阉党余党）追杀，只得易姓更名逃命天涯，披缁
为僧，在南方联络组织抗清力量相机复明。皖地官员听闻
方以智回桐，纷纷到白鹿山庄强请他出仕，不愿在清为官
的方以智直奔南京天界寺正式受戒为僧。

顺治十二年，方孔炤悲愤成疾逝于白鹿山庄。方以智庐
墓结束后禅游江西讲法、著书，他一生著有《通雅》《物理小识》
《东西均》等书籍近四百万字，对哲学、自然科学、医学、佛学都
有深入的研究，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几个世纪的烟尘飘过，白鹿山庄已经淹没于时光深
处。朗朗的诵读声、悲戚的叹息声似乎随风入耳，又随
风而去。

人生不过是匆匆过客，富贵贫贱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
中，唯有山川与人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乘船返航，流水
哗哗有声，仿佛诉说着无尽的往事……

白鹿山庄的往事
尹新生

《山花烂漫》 汪兰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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