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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雅

诗词春秋

宫：巴山写意

在缙云山，宜饮酒、作诗，拜云霞为师
与风和雨做知己，蓝天白云在上
群山连绵在下，做一个和李商隐一样隐居的人
红叶有前世，月光有今生
思念远方的亲人，就手写书信
以清风为邮差，可抵达梦境的任何角落

不问归期，就是让灵魂慢下来
宜焚香、独处，在箫声和笛声中
寻找古意流水，白云缭绕，似雾非雾
听懂鸟鸣，就找到了善念
而悟透花语，则觅到了唐诗的灵感

以思念的名义写诗，就是把灵感
修炼成缙云山中的一枚红叶
让一枚红叶唤醒群山的寂静，让寂静
献出巴山的婉转，献出
山与水对称的沉默，沉默中
有山花绽放的回声，扎根于灵魂深处

其实，我还是喜欢在有雨的夜晚
静静捧读一本散发着墨香的诗集
像晶亮的汉字一样，在纸页上，沐浴着
时光的静，忘记了生死
只有思念如河，奔腾向梦境的彼岸

商：峡如金刀

峡如金刀，切割两山之间的苍茫
夕阳西下，眺望金刀峡，让我相信
心中有流水的人，才能行进得更远
草木葱茏，有如词牌
峭壁悬崖，看不清前世的空濛
却能看清今生的曲折、孤寂和忧伤

藏刀洞、惊魂台、神鹰峡
清风翻译这些名字时，带着写意的从容
心弦被撩拨，刀口上的火焰
触碰我怀古的目光
想与落日探讨一下峡谷之幽深
却看见光线如梦，宛如醉酒的老君

不想前行了，却也不想折回
和悬天飞瀑对弈一局，以禅修的心境
置换轻柔的思考
为何我的心，会被绿意点化
我在瀑水四溅的画面中
找寻生动的凉意

远方的白鹭，在想象中，上天入地
金刀峡，在它的眼中
就是一盏明亮的心灯，而我
是灯火中的一抹淡蓝
恰到好处的布局，提升了峡谷的寂寥

角：嘉陵江记

江如巨龙，见尾不见首。小三峡
是嘉陵江呈现的光和影，我在北碚，守着
一江波光，守着青山和绿水
让清凉的气息穿透肺腑

仿佛把一片森林，种植在眼眸之中
江水的美，唯有靠近
唯有用心去感悟，才能领略其浩荡

江水之上，谁在喟叹——
藏笔锋于墨中，唐诗里的吟咏
勾勒两岸峭壁的险峻
宛如佩剑前行的侠士
在浪花翻滚的潮头，写下一个“义”字

岁月剥蚀了江边的老船
依旧有捞沙的号子和船歌在哼唱
袍哥的谣曲，有历史的传承
从思念中寻找思念
就是让一颗感恩的心，回归到流水之中

在北碚，在嘉陵江边
我看见了江流蜿蜒的速度，呈现出
唯美而浪漫的旋律
仿佛是谁推着波浪前行
仿佛久别重逢后的问候，葆有流泪的从容

徵：北温泉献诗

天上的诗篇要读，地下的诗篇也要读
北温泉的历史图册幻变成精美的音符
汩汩泉水握着长笛，日日独奏
小路向上蜿蜒，一端牵着云朵，一端
连着人家，雨水如线
要借仙人的手，才能纺织出锦绣绫罗

这里的花、草、树、木，各有各的性格
松树向上，一寸一寸地长出苍劲
仿佛要把体内的侠气
传递给你，或者让清风濡染花香
爱情的香气，从这里，弥漫开来

仰望缙云山，俯瞰嘉陵江
没有比这更雅致的位置，在北温泉
一双眼睛，只能聚焦美的浮光
还需要让心，接住松涛
聆听泉音，趁着暮色还未到来
就让自由的心，放飞一会，枕水而憩

待到月光牵着星星照临北碚
待到滚烫的热血，亲近北碚
华丽的转身就像杯酒与杯酒的碰撞
温泉中有古老的往事，需要一再温习

羽：偏岩古镇

岩石留下了图腾，古镇锁住了禅心
在偏岩古镇，幸福莫过于吃一碗豆花
或者要一份小米鲊肉，俗世生活
适合禅悟，以澄明接近浩荡
以佛心诵读古镇的人间春色和秋色

放大至岁月的经纬
偏岩古镇，更像是一本耐读的诗集
胜天湖是封面，武庙和戏楼成封底
零零碎碎的往事，串起家长里短
串起小镇故事里的目录

就这样铺垫下去，就这样在诗意里
完成美的追寻和历史的探究
巴渝古镇的风情，浓缩在
每一天的日常与青色的画笔中
去描摹，去练习

在偏岩古镇，每个人都是一尊
寂静的佛，禅心不易显露
要用古意点燃佛灯，请出字词里的感叹
乡愁有着别样的面容
在心内的隐秘角落，轻轻呼唤，即有天启

北碚五音谱（组诗）

■叶江南

秋风送清凉，草木渐泛黄。当秋风招摇
过市，邀约着一场秋雨，一袭清爽的秋凉
时，才会觉察到时间行走匆匆。似乎，只有
在秋季，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时序前进
的节奏，一年的光阴，不知不觉又走了一大
半，于是心里也莫名地多了一种紧迫感。似
乎，先前的大把时间都像是一个浅浅沉睡
又匆匆醒来的梦，寥寥无痕。

这种疏近疏离的感觉，像是秋草上的
一滴露水，滴在秋天的心头，有了淡淡的愁
绪。

秋草黄，秋露凉。秋露的到来，似乎是
在一夜之间，气温悄悄下降，将夏天的残余
热量轻轻抚平。当夜晚的温度降低到一定
程度时，空气中的水分便会凝结成小水珠，
附着在大地的草叶上、树叶上。

想来，那些藏在草窠里的秋虫，一定
是最先觉察到秋露的暗暗积增的。它们用
节奏明快的歌唱，将秋天的旋律一点点拉
长。“唧唧——唧唧——”，这一声声清脆
的啼鸣，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属于秋露的

欢迎仪式，无疑是最浪漫的。而草野外，正
是悠悠照着大地的月色，一泻千里，银白
如练。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慵懒地洒在这些
微小空旷的草野时，才会发现露水初上的
痕迹。也许，是第一只从洞里醒来的蟋蟀，
轻轻蹦跶，让一滴露水从秋草尖儿滑落。土
地，留下一片潮润。那些被阳光照射的秋
露，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犹如一颗颗明
珠，镶嵌在秋日的草野上。

在乡村，当白露时节来临时，清早出行
会明显感受到有一种清冷缓缓而来。走在
窄窄的乡间小路上，踩着松松软软的泥土，
不知不觉间与一株株野草亲密问候。然后，
一阵冰凉从脚底直直地传至心里。回头仔
细一看，裤腿已经湿了一大片。

被秋露洗濯的事物，都带着一种清雅
之美。当路过稻田，那些笑弯了腰的稻谷上
也同样沾满了露水，仿佛给稻谷披上了一
层银色的外衣；当我们走进花丛，看到花瓣
上镀满了露珠，花朵仿佛也多了一份娇艳；

当我们走进树林，看到树叶上挂满了露珠，
树叶也多了一份清新。

一夜秋凉，秋露新降。大地在一滴滴秋
露中变得静谧，悄无声息地被笼罩上一份
神秘的韵味。

在城里，清早醒来的人们也会舒展筋
骨，到公园或湖边走走。漫步在湿润的小径
上，空气里是一抹微凉，行道树与草坪上的
露珠，是深秋留下的印迹。一缕秋风，满袖
清爽，小草在摇曳，露水一颗颗地投向土地
的怀抱。

草木凝露，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
变化。当秋露降临的时候，意味着夏天已经
过去，秋天已经到来。秋天的阳光逐渐变得
柔和，天空的颜色也由湛蓝转为深蓝。而秋
露的降临，则预示着属于秋天的清与冷会
不断增加，田野里的庄稼将要丰收，树叶将
变得金黄，大地在秋阳的照耀下将变得更
加美丽。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从秋露到秋
霜，无疑是秋天最曼妙的景致了！

秋露的韵味
■管淑平

秋高气爽之日，正是旅游的最好时
节。假日端坐书房，随手翻着一本《徐霞客
游记》，渐渐生出艳羡之心，徐霞客的足迹
遍布大半个中国，“达人所未达，探人所未
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看到的都是新
奇事物。

当然，现在的交通条件要比他那个时
代好上百倍，飞机火车可以很快地把我们
送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处。可这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旅行，徐霞客是用双脚一步步丈量
所经之处，他的旅行是自主的，可以随时
停下来观看感兴趣的任何事物，想停多久
停多久，住下也行。今人则没有那么潇洒，
一旦坐上飞机火车，所有的行止就都得依
从航班与站点的安排。就是自驾游也有诸
多限制，比如高速公路上不能停车，而且
必须达到规定速度，即使不是走高速公
路，也是在车里观看，这还不如走马观花。

他的旅行还有一点让人羡慕的，那就
是环境没有被破坏，真正的青山秀水、鸟
语花香、和谐自然，是处民风淳朴，风土人
情各异，可满足一个传统文化旅行者对知
识的印证与核对。如今则不然，现代战争
的破坏，当代建设的改变，人流物流的融
合，让多少历史与人文面目全非，望之空
叹。

旅行之于人十分必要，所谓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但阅人无数还是要行万里路，否则如何阅
这么多人。何况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无法
代替自然景观和异域风光，因此，走出去，
顺从心灵与远方的召唤，去感受万里河
山，千村风景，百种人生，是一个人最大的
放达和收获。

旅行是人对自然和世界的造访，是对
陌生环境的探寻，它能帮人开拓视野，增

长阅历，放松身心，洗涤心灵，涵养人生，
增强体魄，甚至改变性情和生活。旅行中，
常会令人感叹天地之高远，世界之广大，
物种之奇繁，个人之渺小。古代文人就常
一边观览名山大川，开阔胸襟，一边陶冶
情操，增加为文气势，并因此写出了许多
磅礴大气、脍炙人口的诗文。

旅行并不需要许多，只要一颗壮游天
下的心就行，旅行需要的也不少，比如一
定的知识储备和感受美的灵魂，以免看到
什么总是茫然，让艰辛的跋涉大打折扣。
此外还要有诗意的情怀和与万物对话的
心，如此方能在行走中有所得，真正融进
山山水水，并与之对话。

虽说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但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行合
一是先贤的倡导也是至理名言，想好了，
我便离开书房，打点行装，出发。

思考旅行
■刘新宁

闲思笔录

女儿开学前一晚，年迈的老父亲背着
一个白色的尿素袋子来到我家。趁父亲休
息时，我打开袋子整理起来。只见袋子里除
了一些刚摘的新鲜果蔬外，还有一本大挂
历。

这本挂历约有18开大，封面是一幅秀
美的山水画。正当我要翻阅挂历时，父亲急

急忙忙地从沙发那头跑过来，一把
将挂历“抢”了过去。紧接着，父亲

严词厉色地嘱咐我不要乱动，
这是他给孙女包书皮用的。

包书皮对我来说是
一件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儿时的我非常顽皮，新书
刚到手没几天就搓得不

像样。老师说我的
书层层相叠，特别
像学校门口卖的

千层饼，为此，我被同学们笑话了很久。父
亲知道后并没有说什么，却在第二天拿回
来一本挂历，说要给我的书“做衣服”。

给书“做衣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只
见父亲从挂历里撕下一页，并将其边缘裁
剪匀称。随后，父亲把挂历纸整齐对折，将我
的数学书放在挂历纸的中心位置。接着，父
亲沿着书的边缘，在挂历纸上捏出折痕。折
痕捏好后，父亲在纸张中心线处的上下两
端各剪一个倒立的梯形，并将其向内折叠。
叠好后，父亲将书放在挂历纸上，然后将纸
的边缘按照书页的大小进行折叠。最后，划
开纸的边角折叠在一起，就大功告成了。

我见包书皮这么简单，便吵着让父亲
教我。父亲看我如此好学，就多撕了一页挂
历纸给我。年幼的我缺乏耐心，挂历纸要么
撕碎了，要么满身折痕，根本无法使用。父
亲见状，将我拉进怀里，开始手把手教学。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给所有的书都包上了
书皮。

书皮包完后，父亲用钢笔在封面的中
心位置一笔一画地写上书名，又在封面的
右下角写上我的班级和姓名。写好字的书，
会被父亲放在书桌上晾晒。等到书皮上的
墨水干透，父亲就把这些书摞起来，用厚厚
的《新华字典》压一晚，这样压出来的书既
平整又好看，让人爱不释手。

自此以后，父亲每年都会给我包书皮。
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挂历开始慢
慢退出舞台，花样书皮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包书皮了。

如今，父亲的头发早已被岁月染白，而
那双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正在台灯下颤颤抖
抖地忙碌着。于我而言，书皮里包裹的不仅
是书，更是深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期盼与
祝福。

书皮包完后，父亲卷起尿素袋子就要
往家赶，无论我怎么挽留，他始终都不肯留
下。没办法，我只能送父亲下楼，看着他披
着满身星光，慢慢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父亲的书皮
■崔安宁

红尘有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王德年/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