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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子石舍身崖是缙云山最高的地方。一
个夏日黄昏，我爬上坛子石附近的电视微波
站钢塔塔顶平台，平台高于狮子峰百来公
尺，也高过坛子石，俨然成了领略缙云九峰
景致的绝高处。生平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
眺望家乡山水，感受明显好于狮子峰。

塔很高，我在攀登塔阶的途中歇息了
两次，落差高达八九百米的山下风景，如
大炮弹射的大团翡翠扑面而来，我又惊又
喜，陡然想到台湾诗人洛夫那首隔海相望
大陆的诗。

上得平台，我不敢靠近栏杆——山风
吹得猛，一股劲儿地往后扬起我敞开的衣
襟，恍如抬举山鹰的翅膀。我一屁股坐在
平台钢板上，钢板不烫，劲风所致，它保持
着一尘不染的干净。

独坐黄昏，陪伴我的是山风播送的林
涛，一浪复一浪，宏大如交响曲。林涛渐
弱，盖过林涛的是蝉声。塔下树林茂密，无
树不蝉，树蝉声音洪亮。这儿还有大片的

平竹、苦竹，竹林中蛰伏着无数的竹蝉，这
些歌者歌声悠扬，与树蝉的歌声汇为活泼
的一潭。

突然眼前一亮，黄昏显现出靓色。
高台兀立，眺望是极其舒展的，四面

八方毫无阻隔。在狮子峰上只能望到北碚
城区方向的风景，而在塔台，可作三百六
十度旋转，四围景色一览无余。北碚城一
侧，烟霭隐隐散现于山川城郭，目光所及，
最远只望到观音峡口索桥以及蜿蜒向中
梁山以外的青山，这使我稍觉遗憾。据说
天气晴朗时可以望到江北机场。

我于是转望缙云山后山。落下缙云山
脊的太阳，赫然斜挂在璧山、铜梁一带的
山脊上，一轮血红，褪却刺眼的光芒，虽然
不及旭日那般喷薄新鲜，然而它斜照山川
沟壑、林木村舍，呈现出山月般的凝静。

我凝视着，静静地，从未这样凝视过。
斜阳终于隐没在蓦然而起的云中。暮

云先是杂乱纷飞，让高天的风随意揉动形

状，如起伏的山峦，或如跃动的波涛，或如
形态不一的动物，不断变化着，刚才明明
看见那团云似一条金鳞老龙，眨眼之间，
散碎得什么都不似……

渐渐地，云朵大致聚为三层。上层的云
似在跑马，一抹溜溜地，在空中不知跑了
多；中层那云不长，红线一抹，挺写意、挺活
泼的；下层的彩云却特别有趣，斜伸于半
空，如探照灯的光柱，沿中层红云边缘射入
上层跑马云中。渐渐地，光柱的色泽变浅，
而那线红云忽然中分为三，两边的红云幻
作侍卫状，一轮夕阳从中间的云中一点一
点地显露出来，终于变作光鲜的一轮，腥红
如新剥的咸蛋黄，真是难得一见的天象呀。

我无言地疑视着斜阳演绎的风景，仿
佛如那年仲夏置身于李白故里窦圌山顶，
一无挂碍地环顾四面的风景……此刻同样
的感动莫名，所不同的是，在类似的高度，
以不同于中年时的眼光打量家山，以前视
为一个模样的山川，如今被斜阳、暮霭和炊

烟演变出丰富的层次，而且异样地灵动。
我眺望远方，璧山方向的溪流，时隐

时现地窜出浅丘，闪烁着杂彩夕光，曲流
如龙蛇。最美的一弯，颜色亮银，好像曲颈
向天歌的白鹅……暮色转浓，望着斜阳渐
渐隐去，我想，不知它似迟暮美人归隐于
幽谷香草，还是如丘比特歙翅于月夜，睡
一觉起来再作白昼的飞升。真想更上一层
楼望一望啊。

然而只能眺望华灯初上的碚城。四处
楼厦灯火灿然，环城的灯盏朗若明珠。数
来数去，我最中意的灯光，已不是公路上
延伸的路灯，而是嘉陵江上桥梁的灯光，
碚东大桥、索桥的灯，静静地斜排着，倒映
水中，江水波动灯光，倒映于水的灯光活
泼起来。两岸的灯光也揉进了江中，嘉陵
江变成了一条泛彩的河……所有的光波
如七彩鱼尾，顿时泼溂在我的眼中……

下塔回望，才发现新月已经升起，离
我很近。

独坐斜阳
■万启福

草坪，或者诗意般的称它为浅草坪，是城市园
林风景，是增添建筑环境情趣的组成部分，今多指
园林中用人工铺植草皮或播种草籽培养形成的整
片绿色地面。草皮在北碚的种植，始于卢作孚乡建
实验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那是80多年前的事了。

1930年春，卢作孚为推进以北碚为中心的乡
村建设实验，率团出川赴华东、东北、华北进行实
业考察，期间除了重点参观访问科研、教育、工矿、
农业、商贸外，对于不同城市的规划布局及建筑风
格，休闲公园、公共娱乐场所及庭院的园林建设，
也十分关注。在参观过程中，考察团中的一些年轻
人每每看到那种或相衬于树丛花卉间的一方绿
意，或一整片绿绒般的草坪时，因未曾见过，都颇
感新奇。说，哪天北碚有这种绿草坪就安逸了。作
为要将北碚打造成花园般城市的设计者，卢作孚
对有益于北碚的新事物是时时记在心上的。此前，
卢作孚在创建北温泉公园和平民公园（今北碚公
园）时，就积极引种、移植过许多的奇花异木，给公

园增色不少，对于要在北碚的园林景观中再添一
个新品种，当在卢作孚的筹划之中。后来，卢作孚
从上海购得40斤草皮种籽，让平民公园先行培植
试种，试种成功后再移至各处。

当时的北碚，先后在北温泉公园的大雄宝殿左
右两侧和农庄，庙嘴北碚区署前的小平坝，北碚兼
善公寓、兼善餐厅楼前等少数地方种植了草皮。那
个年代，这种绿意盎然的草坪格外受人们青睐。

那时，北温泉是人们最喜欢游览之地，观庙
宇、赏花木、浴温泉，在身心均得到一番愉悦的享
受之后，再到绿意盎然的浅草坪上合个影，是大家
最爱的选项。脚下是青绿而紧致，柔软而舒适的浅
草坪，背后是翠柏挺拔、雄奇壮丽的古寺，此情此
景，一生都难以忘怀。

庙嘴北碚区署前的那片浅草坪是职员们听讲
演和工作之余休息的地方，有时候客人来拜访卢
子英，卢子英在自家招待完客人后，也常同客人在
浅草坪上喝茶谈天。庙嘴浅草坪最热闹的一次是

1941年的9月21日，那天上午发生了罕见的日全
食，区署为了宣传科学，全体职员都齐聚在草坪
上，有的用涂了墨的玻璃片，有的用面盆装一盆清
水，用简单的方法进行观测。因为庙嘴地势空旷，
视野无遮，也吸引了好多市民前来观看。

不过，位于北碚平民公园大门前方的兼善餐
厅、兼善公寓处的浅草坪人气最旺。这幢两层楼建
筑，一楼左边是餐厅，餐厅右边是茶园，二楼为公
寓，楼前的平坝是一大片浅草坪，市民举办婚礼、
寿宴，或亲朋聚会，一般都喜欢选在这里。

人们把这里的草坪称为兼善草坪，卢作孚、北
碚区署及其后的管理局，也常常在兼善草坪接待
来碚视察、参观访问乡建事业，或游览风光的各级
政要和来宾，一些旅居北碚的知名人士，也是兼善
餐厅、兼善公寓的常客。宾客们在品尝了“兼善面”

“兼善汤”“缙云甜鸭”“清蒸裙边”等特色美食后，
也会到浅草坪上或休憩、或品茶、或交谈，享受一
份闲适与安逸。

我不再等你
因为深秋的红叶已到达了巅峰
摇曳在金黄的树海里
我的眼已被牵引
不忍看飞红撒落天际

我不再等你
不是忘了曾经的淡定
而是那不屈的思绪
早已在路上
催我快行

我不再等你
因为岁月逐渐催老的躯体
已包容不下冲动的血液
心有所向
谁愿空留叹息

我不再等你

就这样悄悄离去
不要世故的别语和懦弱的泪滴
默默转身
不管你是否看到了背影

我不再等你
更不在乎伴侣
注定要做一个孤独的前驱者
为了梦想
也要远行

我不再等你
风带来了冬的气息
不能不再坚定
抛弃冗重的行李
踏出铿锵的步履

我不再等你！

时不待我
■文 早

观看好评如潮的电影《夺冠》，犹如进行一场时光
之旅，影片再次还原了中国女排夺冠的高光时刻，亲切
的年代氛围，令人热血沸腾的熟悉一幕，立刻就将70后
的我，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因排球而让我们激
情燃烧的岁月。

1984年，还在读小学的我，为收看洛杉矶奥运会女
排决赛，潦草的几笔将作业写完，就偷偷与伙伴溜进拥
挤的厂部会议室，电视中，郎平一次次腾空跃起，扣球
猛、准、狠，打得东道主美国队溃不成军时，金牌解说宋
世雄高亢激扬地赞道：“一锤一个雷霆，真是铁榔头
啊！”在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之
时，电影却将奖牌背后的一幕呈于我的眼前，那群正值
芳华妙龄，我们那代人心目中的“女排英雄”，主教练为
打破对手计算机的数据分析模式，将拦网调高15厘米，
加罚加练，她们拼了命地扑球、翻滚、起身，在凹凸不平
的地板上摔得遍体鳞伤，皮破血流，一边痛哭流涕，一
边爬起来接着打，连大年初一都在球场苦练。

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主教练对18岁的郎平
的那份“冷酷”与严苛，她将郎平“冷落”一隅，让她去完
成负重一百斤的训练，当郎平终于达标愤怒而委屈地
猛力打出两个球时，背对她的教练却精准地说出了她
发球的不足与缺陷。主教练经过无数次训练获得的超
越常人的下意识判断，震撼了所有人。在对阵日本队的
决胜时刻，主教练对郎平说：“我18岁把你招进国家队，
对你训练这么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一句重

托，让满眼含泪的“铁榔头”在赛场威猛无比，所向披
靡，她们绝地反击，出人意料而又精彩无比地拿下冠
军，那一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女排精神代
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
代最强音。

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陈旧的体制让中国女排从
辉煌进入低谷期，当郎平抛下一切，回国挂帅出征时，
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引来太多质疑和不解。2016年中
巴大战之时，她告诉爱徒朱婷：“我的学生遍布全球，你
是我最骄傲的一个。大战当前，我相信你，你更要相信
自己。”在那场弱队对阵“世界之巅”巴西队的比赛中，
朱婷表现卓越，拥有着国际视野的郎平更是冷静睿智，
在关键时刻运筹帷幄指挥精准，时隔12年，中国女排王
者归来，再次摘取奥运会冠军桂冠。连国际排联主席都
盛赞郎平：“你确实让一支球队发生了巨变！”

影片中，最令人意外和温暖的一幕是，“铁娘子”竟
然让女排队员“去休息，去玩，去谈恋爱”，她希望她们
不只是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个优秀的人。在比赛进入
胶着的艰难时刻，她告诉队员：“放下包袱，打出你们自
己的排球，放开了打，豁出去打。”让人性回归正常，让
每个人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这或许才是竞技体育
的一种至高境界，无关输赢，只要打出一种精神，那种
精神就是坚忍、热血，即使被逼上悬崖，也不言放弃。

《夺冠》向我们诠释的是一种信念的力量，只有不
服输，勇拼搏，才能无往而不胜！

从《夺冠》中感悟信念的力量
——电影《夺冠》观后感

■李仙云

王孙荣老师是位方志专家，在余慈两地
颇有声望。其人面容清瘦而有神，与他相熟
的人见面时常常打趣他“从不曾见你胖过”。
细想来，大抵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学问人——
做学问苦啊，劳心劳力，安得有“垂腴”？

我与王孙荣老师虽不算熟识，亦知他著
述颇丰。前不久，他编校的《孙燧集》由宁波出
版社出版，我闻说之后，趁着某次借书、拜访
的机会，讨了一本来读。

《孙燧集》，顾名思义，是记录孙燧事迹的
文字。孙燧是明代余姚孙家境人氏（今浙江省
慈溪市横河镇孙家境村），他于弘治六年中进
士，历仕刑部主事、福建参政、河南布政使，在

“宸濠之乱”中宁死不屈，赢得千古美名，其事
迹见诸《明史》《孙忠烈公传》，在当时，“小夫
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

孙燧所在的孙家境有“一个孙家境，半部
明代史”“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孙胡
（徐）两姓，在朝半进”等说法流传，文风鼎盛，
冠绝一时。王孙荣老师的外婆就是孙家境人，
年少时，他常听外公讲忠烈公的故事，这为他

长大后研究地域文化埋下了种子，恰如他在
前言里所讲：“岁月蹁跹，回想起在千年古村
孙家境度过的童年时光，先外祖父母的言传
身教犹在眼前，当年的朝夕潜化给了我最初
的人文启蒙，使我涵泳于以忠烈公为圭璋的
故事之中，从此孜孜矻矻逡巡明史近三十年，
并以之为终身志业而乐此不疲。”

综观《孙燧集》，前后近三百页，除了收录
孙燧平生所作的诗文，还整理了时人与后人
撰写的祭文、传记、碑记和挽诗，以及明代众
多官员、名家写给孙燧的诗文，当然也囊括了
孙燧父母、兄弟和妻子的寿序、祭文、墓志铭
等，因此被业内行家誉为孙燧研究史料的集
大成者。它让我们对孙燧这个500多年前的人
物有了更立体、更全面的了解。

可以想象，编校这样一本书，需要耗费多
少的精力。至于其中艰辛，唯有编校者自己心
知。事实上，编校本就是一件苦差事，光是编，
就要翻阅很多的资料，看很多的书，而要校，还
得读通这些资料，于浩繁的卷帙里筛选出自己
需要的、与主题相关的信息。同时，编校也相当

考教人的学问，学贯古今需要扎实的功底，非
一日可成，这从“校记”里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嗔目”与“瞋目”，从字义上讲，“嗔”
或许为古人笔误，当为“瞋”，然而前人积久成
习，错着错着也便当作是对的了，今人在阅读
的时候只得以“通假字”呼之。按说，这样的通
假字原本没有必要仔细圈点，然而，王孙荣老
师却将它标注了出来，可见其做学问的态度
之认真。

很多时候，校注文章也好，以考据为诗也
罢，免不了有“獭祭”“饾饤”之累，可喜的是，
《孙燧集》并未有此弊端。它的校记简明扼要，
精准可靠，而且没有一味地沿袭前说，还匡正
了《明史》中“遣燧枣梨姜芥”“六年之丧”两处
差错。古人云：“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木，不能运
斤；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不能屯货。”观王孙
荣老师编校的《孙燧集》，足见他才学皆备。

手捧《孙燧集》细细而读，你会发现随着
文字的流动，孙燧的人物形象变得愈发鲜活
和丰满，施施然，王孙荣老师的学者风范也宛
然呈现于我们的眼前了。

穿穴古人，读书知味
——读王孙荣编校《孙燧集》

■潘玉毅

《大地雪韵》 白英/摄

佳片有约

读徐枕亚的《玉梨魂》第八章：“言尽于此，愿
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
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
可为养心之一助焉。临颖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
长，伏惟珍重。”突然就被“纸短情长”一词迷住
了，确实，简短的信纸无法写完深长的情意。

写信，于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是多
么温暖而幸福的记忆啊。对于纸短情长，每个人
都能感同深受。

还记得那年，我考上中专，离家千余里，父母
惦记，我也想家，只得寄情于书信。那是我第一次
写信，信写得很长，整整三页，写满了我对父母的
想念，也写满了一个人身处异地的诸多不习惯，小
心翼翼地将信投进绿色的邮筒，便殷切地盼望着
家里的回信。一天、两天……还没算完一封信往返
的周期，父亲的信就抵达了。原来父母也十分惦记
我，送我返家后立马给我来了信。父亲的信写得并
不长，主要是告诉我家里的近况，嘱咐我好好学习
之类，另外告诉我生活费会准时寄达。

中专三年里，除了准时收到父亲的信，还会
收到同学的信。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突然就分开
了，很是不习惯，唯寄信表达想念。课余时间，全
趴在课桌上写信。每天第二节课下课，班级通讯
员便火急火燎地赶往学校宣传室取信，当她抱着

一大摞信返回教室，安静的教室立马喧腾起来。
你一封，我一封，小心翼翼地拆开信，细细品读，
那份幸福与满足，无以形容。

我最多的一次收过八封信，这些信来自五湖
四海，传递着亲情、友情，也传递着朦胧的爱情。
被爱包围着，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偶尔，也有收不
到信的时候，我便把那些信拿出来读一读，常常
会笑出声。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家里有了座机，打电话
方便多了，再后来有了手机，通讯更发达了，打电
话成了家常便饭，发视频简洁明了，写信便成了
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习惯了打电话、发微信、连
视频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体会到纸短情长里的深
情厚谊，很难明了那白纸黑字里诉说的相思与牵
挂；很难懂得那写不尽、道不完，字字玑珠，句句
含情的语言有多美；很难感受信是可以翻出来反
复品读、斟酌推敲的美好事物；更难相信，信是连
通彼此心灵的桥梁，是岁月深处最美的风景。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
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
……”纸短情长，那绵密的细小心思，全藏在白纸
黑字里，常常让人读得笑靥如花，泪水涟涟，有感
动、有欣喜、有希望……那些写信的日子，真是单
纯而美好，弥足珍贵。

纸短情长
■刘 希

记忆中的浅草坪
■高代华

心香一味灯下夜读

缙云风物

诗词春秋 碚城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