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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
“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
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
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
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
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
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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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世情信笔扬尘

又是一夜雨，海南成了江南，有了杏花烟雨婉约之境。
雨滴晶莹剔透，洗了浮尘也去了喧嚣，像诗词说的，清晨的微
雨湿润了地面灰尘，客舍屋顶一新，柳色更见青翠。

江南干旱太久，江北也迟迟不见雨滴。连阴雨断断续续
飘着，雨乡在云，天上云聚云散，地下雨骤雨疏，淋湿了山头
淋湿了村落，是黎家初保村。

村民旧居船形屋，几十间房子顺山势而建，位于向阳面，
土阶上下交通。古人笔记说，旧时黎人民居，一栋两檐。邻
近汉民处，屋檐下开有门，伐木为墙，涂上泥土，其余部分两
檐垂地，两端开门。房屋弯拱到地，一如船篷。据说起因是
黎族先人当年乘木船过海而来，靠岸后，一时无处容身，将船
翻过来覆盖地面以当房屋。后人追忆祖先迁徙功苦，仿船造
舍，在屋顶铺叠草排，使得屋盖轮廓近乎船篷，故名船形屋。

跨过村口牙合河，独行至民居对面，屋舍云雾缭绕，俨若
仙境。一路走一路看，雨洗过的芭蕉竖起扇叶，灌木丛落落大
方，槟榔树怒发冲冠，怒发冲冠吗？或许心相吧。早已敞头，
更无怒无冠，只期冀清净。求名求利乌泱泱，终究抵不过大地
白茫茫，不妨早日清净。人生清净自恃自适，少了金碧辉煌，
却得了一脉清风。清微之风，化养万物；清惠之风，同于天德。

牙合河轰然流着，静静看着，看一眼对面的船形屋。雾
雨中，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一个是原子思。孔子弟子宋
人原宪，字子思，清净守节，贫而乐道。子贡问：“一人贫穷而
不谄媚，富贵而无骄矜，何如？”孔子说：“可也。但不及贫穷
安乐，富贵知礼守礼者。”

孔子死后，原宪居卫国陋巷茅屋，蓬蒿做门，破瓮为窗，
粗茶淡饭，并不以为然，还有兴端坐弹琴歌唱。身居卫国上
大夫的子贡身着轻裘，乘驷马高车来看望他，原宪衣冠不整，
扶杖而立，一脸清苦。子贡问：“嘻，先生何病？”原宪答：“无
财是穷，学道不能行才是病，我贫而已，非病也。”子贡一脸惭
愧，讷讷而退。原宪站在门口，徐步曳杖歌咏宋人《商颂》，声
满天地，若出金石。

黎人心性有原宪身影，广大如此，旷远如此，磊落如此，
乐道如此。与自己握手言和，再握手言欢。黎人面容常有空
相，没有无明的愚暗，没有无明的聪慧；没有苦恼的聚集，也
没有欢喜的断灭；无得意，无失意，无牵挂障碍无有恐怖，远
离种种颠倒梦想；于是自然，如一瓜一树一果一叶……

五指山

夜宿五指山下，一只鸡鸣，又一只鸡鸣，此起彼伏，狗跟
着一阵狂吠。晚秋安静之夜，黎人已经睡去，离人兀自怀
想。并无实际，怀中空空，旷如夜色，旷如白云远走的天空，
空无尘埃无挂碍，于是就寝，睡进黎人之夜。

夜里有梦，有笔临纸作书，隔得远了，不知详情究竟。清
晨醒来，恍惚走出不幻境，窗外青山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站在
那里，一时游兴大好，有了攀登意思。

芭蕉正绿，是肥绿，油润润能滴出水来。一尾细长的青
蛇蜿蜒蕉叶上，懒懒散散，通体如绿水晶，与芭蕉颜色浑然一
体，绿叶藏身。我辈读书藏身，文章藏身，有人杯酒藏身，茶
香藏身，更甚有刀背藏身，权谋藏身，稼穑藏身……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藏身。谋生易而藏身难，藏得住头
面，藏不住心力；藏得住心力，藏不住岁月磨蚀，一寸又一寸；
藏得住胸际沧桑，藏不住满脸皱纹；藏得住口舌，藏不住思
绪；守心如城，谈何容易。

耳畔忽有水响幽咽，几个小步转身，一弯溪流峭丽淌
过。就近俯身掬起一捧水，指缝漏下清凉，不多时，掌心空空
如也，只剩一手湿润。心想五指山水从大地指缝倾泻而下，
人手如山，山似人手，人在山中，山何尝不在人中，在人心中，
欣欣几欲起舞。几只蝴蝶知晓我的心意，翩翩飞过，一只又
一只，数过几只，又飞来几只，挠得人心痒，数不胜数。

水至清也有鱼，平缓处三五条石鲮悠游经过，大多两三寸
长。虾子更小，不及一寸。鱼虾结伴滩底潭底嬉闹。山中溪
水澄澈，山清水秀。秀之第一要义是澄澈。下过雨，河道高处
急流直泻高飞几尺，激荡山石，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石头
得了山水灵性，一改憨态，瘦皱波折玲珑，变幻出奇崛美。几
根藤蔓伸得太长，河水冲挡着，临空摆动，水凫藤，藤凫水。

每年盛夏，城中酷热难耐，这方土地偏偏独享清凉，更有
花叶十里似锦，山风芬馥，于是男女纷拥，来此寻幽避暑。

人越走山越高，心中想见五指如峰。疾足登临，一步步上
到高处，峰顶还在更上方，栈道钻入山林，忽然悟出身在此地，
哪识面目。几人谈笑下山，纵步如飞，游兴大满意大贯彻矣。

同游者，湘人何哲良、楚人黄梵。
是夜再宿五指山下，晚饭毛纳村，篝火照得庭院透亮如

昼，黎人歌之舞之，舀山兰酒三五勺，得三分陶然意思，兴尽
而返。临别时，村民执竹火送行，胸中丰润无语。其时星火
在天，朗朗有风，轻拂树叶，草丛里秋虫长鸣。正是：

秋日朗风清，长桌宴酒盈。
黎人歌伴舞，竹火映星明。
愁绪随流去，岩波踏浪行。
江山看走马，文墨记丹旌。

船形屋

世情灯月闲话

我居住的黄河口，有着大片的湿地，
每年春秋都有大批候鸟从这里飞过。

三月的一天，我陪外地的两位搞鸟类
摄影的朋友去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里观鸟。

春天是生态旅游区最生动的季节，也是
黄河口最佳的观鸟期。目前，全球共有九条
国际性鸟类迁徙路线，其中环西太平洋和东
亚——澳大利西亚两条迁徙路线在黄河口汇
集。每逢春秋候鸟迁徙季节，万鸟翔集的场
面蔚为壮观，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国际机场”。

黄河口一带的野生鸟类种类共 371
种，占中国鸟类百分之21%，其中国家一
级25种，国家二级65种，迁徙鸟类数量达
数百万只。这里的珍稀鸟类有白头鹤、天
鹅、丹顶鹤等50多种。这些年里，有不少
油城周边的朋友去生态旅游区里进行摄
影采风。那些摄影作品都非常的美。镜
头下的鸟们大都有着美丽的羽毛、生动的
眼睛、潇洒的飞翔的动作。也因此，有不
少作品都上了国家和省部级报纸，有的还
在各类摄影大赛上获奖。

我们是周末上午去的生态旅游区。
生态旅游区的春天，柳条在春风的吹拂

下，已不再僵硬干枯。枝条开始变暗，打了
花苞。花苞有点像鼓起的气泡。青青的芦

苇从厚厚的草丛里钻了出来，渤海滩上的春
风也已经不再刺骨，蓝蓝的天空下，麦苗在
生长，大地愈发丰韵，也愈发辽阔。

打眼望去，不远处的沼泽地里，果
然有鸟出没。

白头鹤！我调整好望远镜，便忍不
住叫出了声。

此前我并没有见过白头鹤，因为答应
了陪朋友观鸟，便临时抱佛脚，进行了一
番鸟类知识的恶补。查阅资料得知，黄河
口的生态区里，尤以白头鹤居多，便记住
了白头鹤脖子长腿长，从头到脖子，都是
雪白的柔毛，其他部位则呈灰色的特点。

不自觉地叫喊了一声，又仿佛担心惊
扰了远处的鸟，便知趣地闭上了嘴巴，老
实地蹲在一丛枯草的后面静静地观察。

搞摄影的朋友表现得倒很沉稳。他
们不动声色地蹲在那里，仔细地看着不远
处的沼泽地，看了一会儿告诉我，前面的
那些鸟，的确是白头鹤。朋友的进一步确
认，让我有一种隐隐的成就感。

镜头里，白头鹤比较机警，边叨食边
抬头观望。

它们在望什么呢？是不是害怕人类
打扰和伤害了它们。

继续观察，就又觉得自己的分析没有
道理。白头鹤似乎并不关注周边是否安
全，它们就像大长腿的模特，在漫不经心
地踱步，佯装无意地观望一下有没有羡慕
自己傲娇体形的眼神，却并不耽误闲散而
优雅地觅食。

正看得过瘾，不知什么原因，便有十
几只白头鹤“腾”地一下飞到了半空中。

三月的天空，是那种被水洗过的瓦蓝
色，蓝得像水。

飞起的白头鹤们先是在空中盘旋了几
圈，接着便朝着黄河入海口的方向飞去。

白头鹤飞得很高，很慢，雪白的头，灰
色的身子，两支长腿伸在后面。

镜头里，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清
楚极了！

飞翔中的白头鹤，似乎静静地悬在空
中，一动也不动，可他们分明是在飞呀。飞
过永安镇，飞过旁边的小村庄，渐渐的，白
头鹤飞远了，飞远了，远得成了一串黑点。

看来，它们这是要去远方了。
原来，候鸟在黄河口停歇，主要是补

充食物，增强体质。一旦完成了能量的储
蓄，就会开始结伴远行。

远飞的鸟群，令人不舍。
便禁不住想到了鸟儿的归期。白头

鹤再飞回黄河口，应该是在秋里了。
白头鹤可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

考虑。不时便有新的白头鹤向沼泽地飞
来，向我们这边飞来，还有更多的白头鹤，
在空中不停地盘旋、飞起。

沉浸在鹤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一
动不动。

春天观鸟黄河口
尚长文

1990年代初，随着唐三彩在艺术品市
场上越来越走俏，赝品也很快泛滥成灾，
许多藏家和鉴赏家因此栽了大跟头，就连
一些博物馆的专家都曾被打过眼儿。但
是，知名的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却用看似简
单的一招，就轻易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一般的鉴定人员对唐三彩的形制、纹饰、
釉色、胎质等细节特征都非常重视，有时为了
看清楚，会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半天。但王
世襄从不这样做，他更看重器物的气质和神
韵：“凡是唐三彩之类的器物，都是唐人饱含
热情所创作出来的，内部蕴含着一股大唐的
盛世之气，而这种气息是无法仿制出来的。”

因为关注点不同，王世襄对器物从不

细看，而是站在远处端详，“看的不是它的
形状，而是它的气质。看的不是它的颜色，
而是它的神韵。看的不是它的细节，而是
它的整体。看的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的
内涵。”他将这种独特的鉴定方法总结为：

“鉴定唐三彩，不是靠眼睛，而是靠心。”
很快这种鉴定方法便引来大量藏家

和鉴赏家登门请教，王世襄不仅倾囊相
授，还一再解释：“看唐三彩就像看人一
样，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性格、气质、情绪、
心理等。真的唐三彩，就像一个活生生的
人，有着丰富的表情和情感，有着自然的
美和魅力。假的唐三彩，就像一个死气沉
沉的木偶，没有任何的生机和灵气，只有

刻意的造作和修饰。”从中，人们受益匪
浅，也参悟出如此鉴定的高明之处：气质
和神韵是指器物的光泽、色彩、质感等视
觉效果的综合表现，是由原料、制作工艺、
传承年代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既不容易被
改变，更不容易被模仿，而市场上充斥的
高仿品，也只是仿了形却仿不出神。正是
因为有了多年的观察和知识积累，王世襄
已对唐三彩的气质神韵形成敏锐的感知
和判断，所以一眼便能识别出真假。

曾有一位造假界的高手带着一件得意
之作，想试探一下王世襄的法眼。王世襄
只扫了一眼便说：“假的，是用真的唐三彩
的碎片拼接而成的。”见那人不服气，他指
着器物详细解释：“你看，马的头和身子的
颜色不一致，说明是用不同的碎片拼起来
的。而且，马的头上有一块白色的釉很突
兀，这块釉是为了掩盖拼接的痕迹而后加
的，釉的边缘呈锯齿状，说明是用锯子锯下
来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一番话让来者
哑口无言，只好乖乖承认了造假行为。

王世襄鉴定唐三彩
刘志杰

刚进入腊月，英子就
在 盼 着 爸 爸 妈 妈 回 来
了。其实她一直都在盼，
才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的孩子，咋不想爸爸妈妈
呢？但平常的盼刚冒出
一点芽尖儿，英子就将它
一把掐断了。爸爸妈妈
在东莞打工，一千多里
路，盼也白盼。但现在不
一样，要过年了，盼就变
得实实在在的，而且越来
越强烈了。

“奶奶！爸爸妈妈还
要几天回来呢？”英子终
于忍不住问奶奶。她只
有问奶奶，家里就她和奶
奶两个人。

“还要过一阵。”奶奶说。“过一阵是多
久？”英子问。她想知道爸爸妈妈回来的确
切日子。“年底。”奶奶说。

英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仿佛“年底”
就是一个确切的日子。

天气很好，附近一些人家都在洗被褥
床单晾晒。英子说：“奶奶！我们把爸爸妈
妈床上的被褥床单洗了吧。”

奶奶说：“再过一阵洗。这几天我膀
子痛。”

英子说：“奶奶！没关系，我洗。”
奶奶说：“你才多大？会洗？”
英子说：“会洗。我都十二岁了。”
奶奶拗不过英子，教她拆被子、枕套，教

她用洗衣机。太阳真好，洗了晾晒一个多小
时就干了，摸着蓬脆蓬脆的，闻着还有太阳
和洗衣液的香味。被子是老式的，分里子和
面子，中间是棉絮。里子是白布，面子是红
绸。缝的时候，先把里子在床上铺好，用手
把皱褶抹平展，然后把棉絮铺在上面，四边
露出一截里子，相对的两头露出里子要一样
宽，再把面子铺在棉絮上，最后把四边露出
的里子往上折，把面子的四条边包住三寸
宽，把四个角的里子折好，就可以缝了。

开始是奶奶缝。可奶奶的膀子不争气，
用不上力，套在中指上的顶针顶不动那根粗
大的针。英子说：“奶奶！我来缝。”奶奶说：

“你指头没顶针大，咋缝？”棉絮有七斤多，
厚，要戴顶针才能扎透。英子说：“您看着，
我能缝。”奶奶说：“我看你咋缝。”

开始英子把顶针往手指上套了一下，确
实太大了，不能用。然后英子的目光四下里
寻，突然找到一本硬壳书，笑着说：“有办法
了。”然后英子把硬壳书放在床上起针的地
方，先把针扎进被子一点，然后双手捏住针
两边的被子，把针头往硬壳书上顶。这个办
法真的有用，顶了几下，针尖就从被子的另
一面出来了。

奶奶在旁边给英子指点，哪儿下针、
线别拉得太紧、也别太松。那本硬壳书的
一面被针头顶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儿，英
子也累得满头满脸的汗，爸爸妈妈的被子
也终于缝完了。

这时候英子才感觉到，双手又痛又僵。
日子过去一天又一天。天气越来越冷，

离过年也越来越近了。英子心里对爸爸妈
妈的盼已长成了一株粗壮的小苗。那天，她
又找出爸爸妈妈的一双八成新的鞋，蹲在手
压井旁的水池边给他们洗出来晾起来。

“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好久回来呢？”那
天，英子又忍不住问奶奶。

奶奶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英子的头，目
光有些异样，说：“年底。”顿一下又说：

“年底他们就回来。”
“年底还有几天？”英子又问。
“十多天。”奶奶说。
其实，奶奶不忍心告诉英子，一周前儿

子打了个电话回来，今年他们又不回来过年
了。一来工地忙，过年加班挣双份工钱；二
来为了省钱，一来一去两个人要花差不多三
千块钱。奶奶想晚一些告诉英子，让她多几
天盼头。可英子不知道奶奶的想法。

年底的时候，爸爸妈妈真的回来了。
那天是英子一年来最高兴的一天。爸

爸妈妈给英子买了新衣服、新鞋子、新书
包、漂亮的文具。而最令英子激动的是，
爸爸妈妈说他们已经攒够了建新房子的
钱，这次回来就不走了。翻年开春就建新
楼房，然后建大棚、种蔬菜。英子似乎有
些不相信，说：“爸爸妈妈！你们真的不走
了吗？”爸爸说：“真的不走了。”妈妈把英
子揽在怀里，说：“不走了。我们一家人天
天在一起。”英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虽然放假了，但平常英子都是每天早上
八点来钟就起床了。可今天也不知咋的，都
早上八点半了，英子还没有起床。奶奶进屋
去看，发现英子还在熟睡，脸上笑吟吟，嘴巴
还时不时动一下，奶奶鼻子一酸，愣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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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漾漾荡荡，涣涣泱泱。始于一
夜贵如油的春雨，掠取春天的半壁江山。

我对季候变迁的恍然醒觉来自对水的
凝视。路上一条河，日日往返过。水面渐阔，
清澈泛绿，愈发动人。有孩童高声诵读：“一
湖春水夜来生，几叠春山远更横。”心里一荡，
解襟敞裳，舒筋松踝，与冬日欢喜作别。

春水色碧，如玉。色嫩，如叶。色净，
如眸。与春水对视，有不想遮掩的坦然，
不躲，不藏。有不愿修饰的淳朴，不佯，不
装。手足舒展，内心安然。

春水从何而来，这本不是问题，春雨
为证。但心底有“汩汩、淙淙、潺潺、哗哗、
汤汤”，不免疑惑、遐想。

春天是丹青的主角，画卷舒展，宛若
春水流淌。目之所及，水波潋滟，柳绿桃

红，春光熠熠。孩童又诵：“春水绿如苔，
水上新红取次开。”花依水，绿贴红，恰是
一幅春的画像。

在徽州，春要翻很多山，所以来得迟。
水要赶许多路，所以去得急。河流两岸，映
山红次第错落，竞相怒放，团团簇簇，红艳似
火。春水清冽，新红明媚，好比竹马青梅，嬉
戏甚欢，相看不厌。一条绿绸带碧翠，两行
红镶边妖娆，沿山游走，楚楚动人。路人一
声嗟叹：黑白徽州，山水也多彩。

春水多姿。池露柔媚，溪多清秀。塘犹
迷离，河行婀娜。湖显丰腴，江起磅礴。春
水多情。多情愿作桃花水，流向人间总是
春。桃花流水，因情扭捏，行的是脸颊绯红。

春水色无边，心境各不同。“风乍起，吹
皱一池春水。”撩动的是春思。“半篙春水一

蓑烟，抱月怀中枕斗眠。”有得道的意味。
“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这是归隐者的
心迹。“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
来。”杜工部难得喜上眉梢。“试上超然台上
望，半壕春水一城花。”东坡的豁达和超然
跃然台上。“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
南？”白乐天年迈犹思江南，其情切切，其心
悠悠。“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唯李后主眼中之春水最为滞重，水
波浩渺，却碧澜不起，灰蒙遮天。

临水登高，举目远望，睹水也思人。
一千年的苍茫，都在春水的胸襟里，随波
东去，消弭天际。

春水东流，是遵循地势的特性，也契
合人的心里期许。春水东流，奔涌到海，
是往阔处去。如一个人，向海而生，是往
高处走。春水东流，寄托人的精神远游，
远不是一只兰舟能载得动。人不动，心在
动。水在流，春欲留。

春日的黄昏，余晖铺金，群鹭低飞。
少年沿着一条河，逐风追日，伴春水东流。

春水，宛若年轻的眉眼，驿动的心
跳。春水去了还回，而年华，只去不回。

春 水
叶荣荣

世情人间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