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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赏析

《北碚偏岩》 欧兴德/线描画

在盛夏的午后读《红楼梦》，看到第三十一
回，湘云探访贾家众人，在大观园里捡到一只金
麒麟，忽逢宝玉，和他一起进入怡红院，彼时，袭
人正在阶下倚槛追风。

倚槛追风，看到这四个字，我不禁怔了一怔，
心里有花朵绽放的欢喜。轻轻合上书，遥想那情
那景，竟觉得有一股清凉旖旎的气息扑面而来。

此处的故事主线并非袭人，曹雪芹先生在
这里对她轻描淡写，以“倚槛追风”四个字描绘她
的姿态情状，笔墨简洁，却足够生动。先生不愧为
千古文学家，只单单四个字，便足以让人浮想联
翩。

端阳午后，日光毒辣，花草散发着溽热的气
息，仿佛天地间在煮一锅味道清淡的中药，飘香
袅袅。大观园怡红院里，庭院深深，凉风徐徐，芭
蕉和西府海棠被晒得发蔫，叶子边缘如绿蜡般
蜷曲着，游廊辟出一条长长的阴影，时有清风穿
过，撩动庭院幽深寂静的气息。

袭人是高挑的古典美人，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眉目流转，肤如白
玉，婀娜的身段倚在槛杆上，捕捉夏日的清凉。此情此景，如描摹仙子的
古画，定格在曹雪芹的脑海里，亦成了许多文人对窗遐想的画面。

倚槛追风，倚的是一份悠闲自在的心境，追的是一剪清凉无忧的光
阴。暂且把繁杂世事摆在一旁，带着夏云般的心情，倚在栏杆边，轻摇一把
团扇，整个人便松懈下来，呼吸间吐出一团团清幽檀香，眉眼像浸在一湾
清泉里，有月夜漫步秋山的悠然，额边汗珠已干，裙摆如晚霞般随意垂落，
袖子被风吹成花朵盛放的模样。

回廊的木柱一半晾在阴影里，一半暴露于阳光下，有些微古旧的木
质气息轻轻碰着鼻子，在肺腑间酝酿一首清凉的小诗。有时看着对面的
门廊发呆，门前悬挂的艾草在风中流动成老电影的慢镜头，一帧帧播放
那位环佩香草与芷兰的诗人，恍惚中听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的歌声。

亮色的云朵泊在湛蓝的天空下，是从遥远的山海里赶路而来，消瘦
了许多，变得迤逦、悠长，纤细的腰身，拖出一副长长的裙摆，在天边缓
慢摇曳，以肉眼无法觉察的速度。一片叶子无声地掉落，划过一带金色
的阳光和锈色的阴影，像是岁月轻手轻脚地从指缝间流过，在飘舞的刹
那，有宁静的禅意从片刻的失神中升起。

回廊边，半塘池水熠熠发光，像窗下的那片芭蕉叶，碧青青的，阳光
撒上去，溽热的气息覆上去，便少了些许幽深，多了几分明媚。几尾锦鲤
躲在荷叶下乘凉，嘴角蹭着娇嫩的荷茎，吻着清凉的云影。凉风吹过池
塘，荷花的香气如小舟般飘荡泛漾，一直飘进胸腔，飘进心湖里，在湖中
投下几粒饱满的莲子。来年夏天，心湖也会开满荷花，漾满荷香吧。

就这般，倚槛追风，闲度一个午后，无思亦无想，手指拈一缕清风，
耳际别一瓣清莲，看日色一点点在屋瓦间游移，荷香在心头轻轻荡漾，
直到黄昏来临，晚霞铺满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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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励双杰的《秘色》，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金庸先生的《碧血剑》。二者有一个共通的
地方。金庸先生曾在后记里言道，《碧血剑》
真正的主角不是小说里着墨最多、出现频率
最高的袁承志，而是袁崇焕和夏雪宜。《秘
色》同样如此，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真正的
主角不是虞相文，而是王亚樵和陈万里。

这两个人物一武一文，拥有同一个特
征，那就是爱国。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
中，王亚樵和他的铁血锄奸团以斧头、手
枪、炸弹等武器，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
工人的富商，让许多汉奸卖国贼闻风丧胆，
就连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的流氓大亨
也惧其几分，以至于当时有“宁见阎王，莫
碰老王”的说法。但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
物，最后却因为叛徒陈质安的出卖，被戴笠
派来的特务暗杀——“王亚樵一上来就先

被人用石灰粉伤了双眼，最后身中五枪，被
刺三刀，当场身亡”，连脸皮都被剥去。

陈万里爱国的方式则是钻研学问。他有
感于“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
部陶瓷史”，从传统的“书斋考古”走向窑址
考古，使我国陶瓷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为现代陶瓷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小说里罗常培有一句话：“抗日救国不是一
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
们不必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能否抵抗得
了敌人，他们正在用血肉之躯为国奋战，我
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敌得过敌人吗？学人应以
身作则，以学术报国，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己
之力，把事情做好。万里兄你在野外考古，又
何尝不是抗日救国？”

《秘色》这部小说的剧情发展便是围绕
这两个人物展开的。王亚樵死后，虞相文、谭
牧林等铁血锄奸团的干将立誓报仇，并要讨
还面皮。然而，陈质安狡猾得紧，他们历经艰
辛，也没有找到他的藏身所在，后来通过关
系，得知有一位江湖大佬知道王亚樵的面皮
在哪里，便辗转寻到这位江湖大佬十分尊敬
的另一位大人物——遯翁，遯翁答应帮忙，
但要求虞相文等人将一件疑似秘色瓷的越
窑匣钵残器送到正在慈溪等地考古研究秘
色瓷的陈万里手中。由此可知，没有王亚樵
和陈万里，也就没有小说里的那些爱恨情
仇。

小说开篇，一股脑儿冒出来许多江湖
豪杰，拉开夺宝的序幕，情节的推动更像走
马灯似的，让人应接不暇。读者虽不清楚他

们抢夺的是什么东西，又为何要抢夺这东
西，仍觉得紧张异常，精彩异常。人都是有
好奇心的，因为这许多的未知，阅读的兴趣
也就愈发浓了些。

毫无疑问，书中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
伏，像抖包袱似的一个接一个，对读者有着
很强的吸引力。但光是吸引力不足以形容
《秘色》给人的感受，它真正难得的地方在于
能够让人产生“共情”。即便读到后来，小说
的脉络渐渐清晰，像是揭开了蒙在女子脸上
的朦胧面纱，虽则少了几分先前的新奇感，
但随之而来的热血与震撼，让我们对此书愈
发爱不释手。

比如，为了帮助抗日武装脱离敌人的埋
伏圈，栲栳山强盗朱康平与虞相文等人尽释
前嫌，并将自己下血本购买的两颗手雷贡献
了出来，在枪林弹雨中一阵冲锋，与谭牧林
一人一颗，掀翻了好几个埋伏在七星桥边的
鬼子兵，将敌人的火力吸引了过来，为三大
队的撤退争取了有利时机。

又比如，为了支援虞崔台对抗日寇，黄
英在四明排会中招募勇士，不到一天，报名
者就过百。路上，得知大队鬼子上了虞崔台，
偏偏进山的路还塌了，黄英等人心急如焚，
最后用“七石排”的古法冒险从藏云溪进入
虞崔台。“七石排”是一种以生命相搏的技
能，但这些豪迈的江湖儿女无所畏惧，在藏
云溪上写下了一段热血传奇。

似这般堪称悲壮的描写，在《秘色》里还
有很多。书中的不少人物出自三教九流，但
是面对大是大非，他们绝不含糊，无论是胡

少海、王大姑，还是栲栳山强盗与四明排会，
他们俱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盗亦有道”的
道理，至于虞相文、谭牧林、了因和尚等人，
更是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八个字作了
最好的注解。

总的来说，整部小说聚焦小人物，串联
大事件，极具可读性。小说的情节固然是虚
构的，但其中也穿插了不少史实，作者通过
描写、对比、悬念、照应等手法，环环相扣，很
好地刻画出了一个地方的人物特征。从某种
角度来说，《秘色》里没有一个完人，即使是
爱国、爱家、有谋略、有担当的主人公虞相文
也有着处事不够果决等毛病，虞相文的弟媳
更曾担心大伯来分家产，可是面对侵略者的
飞机轰炸，这里的人们却进行了殊死抗争。当
小说写到“随即日机落下的炸弹爆炸声盖住
了戚威的声音，火光盖住了整个崔岙，整个虞
崔台”，此间的战斗算是落下了帷幕，可仔细
咂摸，崔、虞两家不惹事但绝不怕事的形象早
已跃然纸上，在读者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秘色》里不仅有“卧虎
藏龙的隐秘江湖”，更有“断绝千年的文化遗
存”。这文化遗存便是秘色瓷——慈溪上林
湖的秘色瓷。

可以说，秘色瓷是整部小说的导火索，
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也是小说主旨的落点。
作者以过硬的学术涵养和文字功底，将地域
文化的刻画和家国情怀的书写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没有让二者呈现割裂之态。这从一
些小细节里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作者借由陈
万里和罗常培的对谈，以及他同虞相文、周

鹤修的交流，揭示了秘色瓷的不凡和他为研
究瓷器所做的努力；又比如日本人以“乔公
大米”为幌子的征粮之举，实际也是项庄舞
剑，意在沛公，是对上林湖瓷窑的觊觎，呼应
了小说的题目。换言之，《秘色》所讲述的是
一个守护家园的故事，也是一个守护传统文
化的故事。

如果说陈万里是研究青瓷、研究秘色瓷
的资深学者，那么崔宝珠这一角色，或许是
作者对那些传承传统文化的民间研究人员
的致敬。《秘色》的最后，崔岙被日本人的
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但秋水轩竟然奇迹般
地保存完好，甚至连一个弹片都没有
落下，崔宝珠打开炉子，匣钵里，一只
造型端庄规整、釉质青绿光润的八棱
净水瓶“如雨过天青，如千峰翠色，婉
娈动人”。作者虽没有明说，但读者当
能看得出其中“文化永存”的隐喻。

读励双杰长篇小说《秘色》
■潘玉毅

在微信群里聊
天，忽见一文友发
来两张照片，配文

惊呼“居然能在他国看到大片萱草”。
文友一月前远赴他国，在群里

颇为健谈的他时不时会发些当地的
景观风物来，没想到这次给大家
欣赏的竟是一大丛萱草。

照片上，明媚的阳光
洒下来，环境清幽的小区

草丛里，一根根翠绿的杆子上，托起
一朵朵百合花一样的筒状花朵，黄
澄澄的，煞是好看。

萱草常见，它的故乡在原野。春夏之交，小河
边，草丛中，菜园旁，乃至老屋残墙的角落处，都容
易见到它的影子，一开花，那挺立的花朵一瓣瓣
的，呈现出独特的风姿。微风过处，鲜艳的花朵婆
娑摇曳，悠然舞动，让人看了不觉神清气爽。

关于萱草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小时候，我家
老房子外的一口水井旁就有一大丛萱草。是父
亲从别处挖来的，原本只有一两株，后来越长越

茂盛，竟蔓延成了一大片。每到五六月，花朵绽放，
父亲从田里干完农活回家，总要在那井旁洗手或
者冲去脚背上的泥土，水花飞溅，有些落到那抹
橙黄上，只见花瓣上水珠晶亮，叶子摇曳多姿，父
亲就一阵欢喜。特别高兴时，他还会蹲下身子，微
微闭着眼睛，深深一嗅，干一天农活的疲累刹那
间似乎都消散了，脸上全是愉悦和幸福。

彼时，我还不知这萱草其实也叫“忘忧草”。
看花的父亲能把困乏、劳累乃至忧愁统统在那
一丛花前悄然散去，并非是这花儿有多么神奇。
不过是傍晚时分，暮色淡淡，归家见小女儿端坐
桌前，认真做功课。厨房里，妻子系着围裙，已经
做好热腾腾的饭菜。朴素家庭，亲人相依，灯火
可亲，这才是父亲幸福的缘由，也因此，连看院
里的那丛萱草，都染上了几分深情。

后来我读过不少关于萱草的文字，也渐渐
读懂了这样一种平凡却又宜人的草木。它从
3000多年前的《诗经》长卷里飘来，《诗经·卫风·
伯兮》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草就是萱
草，何为谖？就是忘的意思，所以，谖草就是忘忧
草。也正因为忘忧草这个名字，引来无数文人墨

客的赞美与吟咏。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游子》里写道“萱草生

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这
萱草，是游子思念母亲时情感的寄托。古代游子
出行，会在北堂种萱，而北堂，意为母亲，因此，这
萱草花，还有“母亲花”的寓意。元代的王冕就曾留
下“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的诗句。

白居易的“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钱起
的“徒言树萱草，何处慰离人”，李商隐的“应怜
萱草淡，却得号忘忧”，说的则是萱草忘忧疗愁
的功效。萱草性味甘凉，富含钙、磷、铁等多种人
体所需物质，花能消食，根能消肿止痛，具清热
解毒，治口干舌燥之症。炎炎夏日，心烦气躁之
时，萱草这良药一入喉，怎能不让人忧愁、疲乏
尽除，只感清凉舒爽呢？

这样一想，我又去看文友发的萱草花，草丛
里，它默默生长，默默沉香，开得从容不迫，宁静
而安详。尽管有着时差，但我们却因这悠悠萱
草，觉得夏日也美妙了许多。

一朵萱草花，一寸慢时光。多好啊，我在今
夏，遇见了萱草。

夏日萱草慢时光
■南宫素浅

心灵漫步

这里的石板路
光滑如玉
穿行于古镇脉络

脚印磨灭沧桑
吊脚楼
向您讲述神的故事

溪水吟哦
石壁藏古事
碓磨传说

古树下
皮鞋铺踏醒

久睡黎明

学堂的嘻哈
在智慧的风云间
画彩虹

古镇古道
从树林深处
直俯身于嘉陵江

这里是金刚碑
是古人别在
嘉陵江岸头的
一枚银发夹

金刚碑素描
■张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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