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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平子

1954

，河南省固始
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
协会理事、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信
阳市作家协会主席、信阳市文联主席。

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河南日
报》、《羊城晚报》、《大河报》、《人民文
学》、《诗刊》、《青年文学》、《莽原》、

《清明》、《长江》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
作品

2000

多件；作品入选多种文学大
系、文学选刊、年度选本、经典选本、

课外读物、高考试题等；出版个人专
著《崩溃》、《流逝》、《文字的性情》、

《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和《先秦三部
曲》等

10

部。专著《三炷香———一部氏
族志，是一部民族志》，历经

3

年考察写
作， 长达

45

万字， 反映中原人历史南
迁，包括陈元光、王审知在内的根亲文
化散文， 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2010

年度
重点作品项目。

陈峻峰

作者陈峻峰在草原上体验生活。

水墨南湾：四季画屏

春之水韵
是最初的哪一滴水聚而成

川，成江，成湖；是最初的哪一滴
水孕育了人类的生命。 那一滴水
清澈，透明，晶莹，充满了物质的
丰富和精神的韵致。

从春天开始， 从第一滴春水
开始， 我们打开一个叫南湾湖的
水墨册页；从南湾湖的上游，从上
游的青峰翠峦间流淌漫延而来，

开始我们对南湾湖诗意与水韵的
阅读。

水生露，水生云，水生雨；水
生草，水生树，水生花。水生水韵，

水润山色，南湾湖水天一色，山水
共融。

映山红是水的艳红， 兰草花
是水的嫩香， 而信阳毛尖茶也已
经露出湿润的牙尖。 春阳下，红
衣、黄裳、蓝褂的采茶女诗意般点
缀在碧青的山坡茶园间， 手指纤
纤如精灵的雀鸟，尖喙啄碰，翅羽
翻飞。这时便有江淮的山歌、茶歌
以至水一般清凌凌的情歌和小调
婉转悠扬， 在那泥土一样纯真活
跃的本色里， 春天的劳动便有了
充满喜悦的诗情画意。

好水生好茶，好茶需好水。毛
尖茶和南湾水天然一色， 相得益
彰，珠联璧合，成绝佳世间美物。

白毫生辉，汤绿香高，怡情怡性，

未喝你就先自醉了。

这时， 你或许会听到南湾湖
细软如丝绸的水面上鱼的唼喋，

燕的呢喃； 渐渐地你会听到泉的
歌唱，瀑的轰鸣。南湾湖的春天已
波扬着它的澄碧和烂漫呈现出季
节的风韵和丽姿。

夏之风姿
夏天最先到达南湾湖的岛

屿。 风的手指轻柔地从花树间穿
过， 于是在不经意间便是一片又
一片的葱茏和浓绿了。 倒映在湖
面上，静若古典的油画，动如泼彩
的写意。

驾一叶舟，或乘一艘船，优游
且快意地穿行其间。 也许你并不
是一定要去那些个确指的猴岛、

蛇岛、鸟岛，或者燕尾岛、杜鹃岛、

百花岛；那漫漫水路的波光浪影，

风凉水快； 那青青岛屿的杂花生
树，五彩斑斓，便是一次人生诗意
的旅行和感动。

此时此地， 你还有什么情结
情缘化解不开；此情此景，你还有
什么心事往事放弃不下。那么，把
你的手伸进这清流与碧波之中，

在与南湾湖一次水的亲近与交融
中， 你会领受水的圣洁、 纯净之
美； 你会获得水的慈悲、 仁爱之
心。

在船首随时都会有水鸟倏然
从平阔的湖面上腾越而去， 在船
尾于不期然间便有游鱼跳跃而
起，以一个优美的姿势落下，在那
一串欢乐的水花中划一道短暂的
弧线，留一串长长的遐想。

水泊鸟岛， 苍翠碧绿间聚集
了十万只鹭鸶。洁白清纯，光芒耀
眼。翔着若鹤舞，立着似皎月；飞
起若白云涌卷，落下似大雪覆枝。

山光愉悦鸟性， 水色润亮鸟
音。水给了岛屿、花树、群鸟以超
越想象的蓬勃和旺盛。 这是南湾
湖夏天独有的风姿和热烈， 辐射
思想的浪漫，挥洒生命的激情。

秋之渔歌
南湾湖水日渐有了碧蓝的深

沉， 秋天开始以一种意蕴显示它
博大阔远的气象。银杏、板栗、木
耳、 香菇以及各种山货从上游的
码头一船船运到市内， 再运往全
国各地。艳艳秋阳下，人们的脸上
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水美鱼肥，烟波浩渺中，捕鱼
的船队正拖着大网驱赶着万千鱼
群， 无数的水鸟追随其后翔集而
来； 天空和湖水的明净与湛蓝映
衬着渔人的身影，他们谈笑风生，

乐而忘忧； 他们恣肆地唱着散淡
飘逸的渔歌， 空气里洋溢着鱼的
气息。

落日熔金， 水面漂浮着浓艳
的彩练， 随着渔人们快意的喊叫
和渔船拖网的合拢， 鱼们携着珍
珠碎玉的水花飞跃起来。 开始是
几条、十几条，接着是几十条、上
百条，最后便是数不清的了。上下
跳跃，舞蹈，搅动一片水的喧响和
丰收的喧闹。

渔人们激情地在天地间喊
着：起网喽———

在此之后， 便是劳动者最美
意的享受。湖岸一侧，曲径通幽，

月桂飘香。于林果掩映的农家，沏
一杯好茶，温一壶米酒，烹一盆鲜
嫩的南湾鱼，炖花鲢，煎白条，烧

桂鱼，焖沙狗，盛一碗地锅饭，天
然、本色、本真、本质，在季节的话
题里走向人性和自然的回归。

间或把目光投向平阔的水面，

波光潋滟中划来一叶小舟，舷上蹲
几只英武的渔鹰。立于舟头的渔人
横了手中竹篙， 渔鹰迅疾一跃，钻
入波浪中不见了。 而在那远处，坡
坡黄金叶，山山枫叶红，环湖已是
满眼深秋的斑斓和浓烈了。

冬之雪意
融融雪意中的南湾湖，圣洁、

安详、温暖、和平。

山无声，水无声，天地无声，

落雪无声，南湾湖静若处子。所有
人世奔波劳累的心， 都如靠岸的
小舟，静泊在那里。

这是一本书的结尾， 一册抒
情诗集的封底。 季节的审美图画
被时光的手指轻轻翻过去之后，

我们蓦然回首，掩卷遐思。

许多年来， 我们守护着南湾
湖，为了那最原始的生态和自然，

为了它绿色的宁静和圣洁。 我们
努力不让人类杂沓的脚步惊扰
她，努力不让世俗的尘土污染她。

历史和现实无数次告诫我
们，任何充满自然力的伟大造化，

在丧失理智的人类面前， 也都显
得柔软脆弱、不堪一击。即使代表
了人类科学的进步和文明， 原生
的自然也会在有意和无意中受到
伤害。

伤害的是自然， 毁灭的是天
良，惨痛的是人心。而我们又是那
么情不自禁地想向人们讲述南
湾，讲述南湾的美，美的水韵、风
姿、美的渔歌、雪意。隐而欲显，藏
而还露。

南湾湖是我们珍贵珍藏的流
光溢彩的一款玉照， 是我们深藏
在闺阁中的仪态万方婀娜多姿的
小女儿。含娇带羞的怯怯怕你看，

又情思飞动的想让你看。让你看，

只让你远远远远地看， 远远远远
地欣赏。

此时此刻， 在这么一个雪意
融融的冬天，冬天的南湾湖。净化
心灵的尘埃，凝固心绪的烦忧，宁
静心气的浮躁。天人合一，物我两
忘。 如此恒久保持南湾湖雪的圣
洁，水的清澈，山的丰富，鸟的灵
动， 我们便永远拥有人类品质的
美丽、善良和崇高……

目光朝着家的方向

柔韧蜿蜒的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最先流经我
生活的城市。地理区位的原因是使这条滋养了我
们的河流不仅把中国南北气候清晰地划分开来，

也让历史自先秦就把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以一条
河流为界，积淀成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底蕴。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就是豫南信阳， 我的
家。

说我的家是河南之南，三省（鄂豫皖）通衢。

扼两淮而控江汉，襟荆楚而屏中原。

说我的家青山绿水，著名茶乡；豫风楚韵，

歌舞之乡。东西经济交融，南北文化荟萃。既有
中原豪放气势，又有南国婉约风情。

这些区位形态的具象美幻的形容和表述，

最终没有说清我们家的文化本原和归属。

一定要把它说清么。

不要让理论的灰色遮掩了生命的长青。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家的服饰、彩绘、

木漆器。那悦目的红，热烈凝重，大雅大俗。那是
楚红，中原红，中国红。极尽性情的宣泄，彰显精
神的华美。

那么来看江淮大地上我家的舞蹈吧。 术的
隐秘，巫的内涵，质朴灵动，自由奔放，让肢体的
阐述成为艺术即兴的创作， 成为内心情感的语
言。

静下来， 聆听我家的国宝———信阳编钟的
乐奏，古老青铜的音符泛着旋律的光泽，节奏和
着心跳和脉动，激情、激越、激昂。穿越时空，振
荡生命的奋起与创造，古朴、永恒、辉煌。

鲜活来自芬芳泥土来自民间。我家的皮影，

渔鼓、灶戏、花鼓戏、嗨子戏、板凳龙、花伞舞、花
挑舞、江淮小调、大别山五句山歌，构成悠久岁
月中生活的缤纷和劳动的欢乐， 独属信阳的民
风民俗民间艺术， 表演得我们兄弟姐妹千姿百
态，万种风情……

这是我家的历史， 还是我家的由来； 是过
往，还是当下。表现在我们的气质里，它是中原
黄河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还是荆楚江淮文化的
浪漫和灵性。体现在我们的精神中，它是前者龙
文化的大气磅礴，包宇海内，还是后者凤文化的
荜路蓝缕，坚韧不屈……

我们带着疑问和困扰走过每一个具体的日
子， 生命的传承和延续像那条柔韧蜿蜒的淮河
生生不息。我们在其中，得到荡涤和洗礼，灌溉
和滋养。偶然的回望和顾盼，只是浅显思想的一
朵浪花，生动但却短暂。

就是在这无尽岁月的绵绵延延中， 生成了
我们的故土之恋，家园之恋。

目光朝着家的方向， 这是一个人必须具备
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 但它一旦成为文化心理
的维系和固守， 那么它的丝丝缕缕织成的就是
一个束缚，一个缠绕，一个解不开的家的情结。

譬如我。

因此， 我就羡慕那些义无反顾跨出家门的
人， 飘然独步天下的人， 是怎样一种天地的抱
负，人生的气概！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走出家的信阳
人， 充分显示出他们来自豫南山水淘洗的生存
活力，江淮大地赋予的灵性聪慧，南北文化融会

的优秀品质。他们敏锐、活泼、勤劳、敬业，开朗
豪爽又机智乖巧，思维清晰、能言善辩，幽默、快
乐、虚荣、有点情绪化，渲染事物的效果，大度、

优雅、自命不凡，衣饰考究，重品味。而如我不能
走出者， 这些品质和性格一旦有病态时代的病
态发挥，它就变作了顽劣的聪明，庸俗的灵慧，

放纵的勇敢，愚昧的纯朴。

当然，我说的只是我家的个别，不是全部。

重新触摸历史， 触摸我的那些光耀历史的
家庭成员：水利专家、楚相孙叔敖，战国四公子、

楚相春申君黄歇，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民族英
雄郑成功，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明代文坛领袖何
景明， 清代植物学家吴其……这些让我们骄
傲不已的优秀人物， 除了得之于信阳灵性山水
的孕育、江淮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外，他们更能
把握时代的契机，走出地域的制约，挣脱观念的
束缚；在中华历史进程更为广阔的时空交错中，

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焊接于民族和时代
的交汇点上， 放射出璀璨夺目的人类精神的礼
花，绚烂了历史的天空。

开放的中国带来春天的觉醒， 成千上万的
信阳人如今已经身心洒脱走出家门， 自由行走
在这个世界上。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我的家从
一个意义上被删改和解构， 又从另外的意义上
走向新的繁衍、承续和复兴。

无论怎样，家都是不会忘记的。这富含中国
人不变的情感向度和根的文化， 已超越所有地
域的概念。共有的认同感，使一个古老的民族自
强不息。即使天涯的漂泊终不能叶落归根，即使
终生的固守也还是一无所有， 但不改变我们的
目光，一直都朝着家的方向。

因为只有家，才是心能放得下的寄托、居所
和归宿。

我家在信阳，热爱，这是理由；审视，这是理
由；批判，这也是理由。

三 棵 银 杏 树

一棵树就是一条竖立着的河流， 树干是主河
道， 枝枝杈杈是分支流， 树皮交错的纹路形如流
水，从根部到梢头，就像从源头到下游，只是有些
平静些，像水一样光华；有些粗砺些，重现风雨波
澜。年轮的波纹留下了时间清晰的印痕，在树的内
部，代表着树的内心，像大脑的沟回，存储着年景、

旱涝、温湿、声音、气味，以及风和人间的故事。

比喻不过是作文的手法， 时有蹩脚， 也会做
作。其实我要来说的树，是一棵银杏树，就在我的
面前，粗壮高大，威武雄壮，没有人能把它看清。它
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条河流。我每次这样站在它
的面前，都会在比照中自觉自己的卑怯。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 这样大的银杏树现存
有三棵，传说树龄都在千年以上，不知真假。但对
一棵树， 自然也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去一番刻意费
力，进行专业的考究和考证。这三棵银杏树，这个
城市的一般居民都知道的，其中稍远的一棵，生在
西郊贤山上的“贤隐寺”院内。说是在齐明帝建武
二年， 北魏攻齐之司州义阳， 即今我所居住的信
阳，梁武帝萧衍屯兵贤山东侧，居高临下，里外合
谋，打败了魏军。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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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肖衍灭齐（魏）称帝
后，为纪念此战大捷，就在贤山打仗的山头建了行
宫，史称“梁王垒”；同时，虔诚信佛的萧衍又看此
处山水形胜，风景绝佳，岭上松风吟啸，山脚河
绕流，情有所系，心有感念，就在贤山南麓修建了
寺院。这棵银杏树就是当时寺僧栽种。果然如此，

这棵银杏树已有
1500

多岁了，而且推想，当时栽种
的肯定也不是这一棵。不免要打问，如何就剩下这
一棵，其他的那些银杏树呢？湮灭于天灾、人患，还
是毁灭于战乱、兵火？现在只有活着的这一棵知道
了，刻录于年轮，记载在它的内心，常常一阵风吹
过，万千形态异样美丽的银杏树叶子，眉飞色舞，

， 纷纷向我们回顾讲述， 但我们无法听
懂，那是树独有的语言和造句。

我现在正面对的这一棵银杏树， 我权且称它
为第二棵吧。是与我相距最近的一棵。我原来居住
的院子， 大门朝北开， 门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

路，叫“解放路”，这个命名不用说有历史“纪念”意
义；于此这便还要说到一条路，叫“四一路”，我们
这个城市是

1949

年
4

月
1

日“解放”的，这条路的命
名，无疑是更加具体的历史“纪念”了。面对这“第
二棵”古老的银杏树，我说的这些不过都是书本的
“概念”，银杏树才是事实的“见证”。银杏树一定知
道

1949

年
4

月
1

日小城“解放”的情景，也一定知道
解放后那些为之命名的是哪些人， 以及他们的相
貌、气度、热情、武断和自信。

这棵银杏树在“朝北开的大门”斜对面，相距
十几米的样子，我每天进出大门，一抬头，一侧脸，

就能望见它。银杏树的后面，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是
有名的学校———信阳高中。那么也就是说，这棵银
杏树属于信阳高中这所学校的， 在学校的东南一
角；出了大门，从银杏树那里拐向北，有条小街，这
条街叫“文化街”，“文化街”上还有一所中学———

信阳九中，和高中门对门，仿佛那些莘莘学子在信
阳九中毕业了，只一步之遥，就上到信阳高中了。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和轻松，你看那棵大银杏
树你就知道了，成长总需条件，也有代价，信阳高
中门槛很高，应试教育水深火热，你必是在中学里
刻苦用功蜕了几身皮，才有可能脱颖而出，进到对
面的高中。如果用银杏树来比喻，进到对面信阳高
中的，应该说是好苗子，是好材料，是优秀的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用一棵银杏树做比喻
还真是恰当， 不过信阳高中的这棵银杏树在过去
许多年里，并不挂果，怀疑是棵雄性银杏树。最后
证明不是。 因为银杏树是通过风的传播自然授粉
的，而信阳高中的这棵银杏树独立在城市中央，它
众多的不认识的雄性爱人都在郊区和远山， 只能

渴慕，而不能亲爱，只有相思，而无法结合，年年开
花，年年在我们无法知道的等待中怅然飘落，一朵
朵枯萎，一朵朵掉在地上，“啪嗒、啪嗒”的声音，像
沉重凝结的泪滴，像抽泣。然而惯了，久了，岁月麻
木了，我们就日常地把它和时节一起给忽略了，仿
佛压根儿对它就没有结果的期望和期待。 在我们
的眼睛中， 仅仅独立着自成的风景， 在城市的一
角，顶天立地。委实，银杏树又高大，又漂亮，不能
受孕生育并不影响它根本作为一颗银杏树的盛大
和昂扬，春天那一树蓬勃的碧绿，秋天那满树炫目
的黄金， 及至冬天那插入高空寒流中虬曲苍劲的
枝干，都显示了自然傲慢的力量。

最早的时候，这棵银杏树是结果子的，据说我的
这座城市及其郊野， 那时生长有很多银杏树，

1958

年， 包括银杏树在内的那些大小树木都被“赶尽杀
绝”了，信阳高中的这棵银杏树想必无数次惊诧自己
有幸逃过一场疯狂劫难外， 也定然目睹了特定历史
的那一场人为的惨绝。可能就是从此之后，这棵银杏
树就不再结果了，不仅仅是它生命的自然属性使然，

更大程度上是历史的那一场荒诞和惊吓， 让它既没
有了繁衍的欲望，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当然，这些年这棵银杏树又开始结果了，让我
和我的城市喜出望外，并不是那些小杏一样圆润、

琥珀一样晶莹剔透的果实带给城市收获的享用，

而是这座城市及其郊野有了新树的栽植和生长，

这棵银杏树重新挂果，说明着一种生态正在恢复，

银杏树也在复苏中重获它的信心、爱情和幸福。而
信阳高中就不用说了， 它不仅一直以来是我们信
阳的重点高中，也已经是一所名校。硕果累累，这
是对它最为通常但是一个最为切近的比喻。

第三棵银杏树，在民权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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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初到这
座城市，这棵银杏树就死了，那么应该说它是在我
还没来这座城市之前， 就已经死了， 就像河流断
流，只剩下干枯的河床；树皮全部脱落了，只剩下
光光的树干，在马路边上竖立着，那些分支流，也
就是那些曾经风采弥天的枝枝杈杈， 不几日水分
耗尽，转眼间风烛残年，一截截枯朽，一点点腐烂，

枝枝杈杈，都成了断头的河流。而死去这么久的一
棵树， 竟是没人想着把只剩下光光的树干清除或
者弄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棵树是这座城市的地理
符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方位标志，这棵树生长的
那个地方，信阳人就叫它“白果树”，无疑这已经包
含了这座城市历史积淀的地理人文意义。 即使只
剩下光光的树干，也不能动它，即使只剩下一架枯
骨，但不能没有了它；它在，我们的去来过往、生老
病死、爱恨情仇、欢苦悲欣才有由来，才有依托，才
有言辞，才有指认；没有了白果树，许多人就迷失
了生存方位，一个城市的记忆甚或情感，就失去了
人心里的那个物体的参照。

那个物体，不再是物体，是象征物；因此这棵
白果树，形而上也不再是一棵白果树了。

新城无限拓展，老城大肆改造，谁也阻止不了
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某一天，在我们不在意的
当儿，第三棵银杏树突然就不见了。我们并没感到
意外， 因为从它枯死的那一天开始， 心里就有预
感，似乎也有预期，知道早晚这棵枯死的银杏树会
被搬掉，会被弄走，会从眼前消逝不见了。就像一
个人，调动到了另一个城市。之后，可能会在偶尔
的谈话中讲到这个人，抑或讲到这棵白果树时，惋
惜和感慨里，进入回顾和想像，让它一次次生动蓬

勃起来，就像那些过往的青春岁月。只是没想到会
这么快，这么突然，昨儿个还见着的，今儿个就没
了。

现在，那个叫“白果树”的地方，有一家银行和
小区，还用“白果树”命名。不为纪念，总是慰藉。

本来这第三棵银杏树说到这里， 故事也就煞
尾了。就一座古老的城市而言，漫漫流水的时间与
人世的繁复变迁，死亡和消逝的何止是一棵树，能
在记忆中为之留下吉光片羽、一枝一叶，已经是一
种荣幸和不朽， 就像这第三棵银杏树， 许多年之
后，它还会在地理的命名和一些文字的记述中，闪
耀光芒。

银杏是一种孑遗植物， 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
古老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活化石”。树姿雄伟壮
丽，叶子奇异秀美，生命力旺盛，更是长寿。银杏树
又称白果树、公孙树、鸭脚，且借李时珍著述中的
一段话来作解：“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

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核白色，

今名白果。” 其中李时珍没有解释的“公孙树”一
名，则是一个民间有趣的夸张和形容，即说银杏生
长缓慢，爷爷栽种，到了孙子那一辈，才能收获果
实。

这么说，像我的这个年岁，似乎就来不及了，

但来不及也要为此来栽种，即使是银杏，因为孙子
辈不能享用， 孙子的孙子也能享用， 延伸一下话
题，不仅是树，人类很多优秀的品德其中有一种，

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像我们城市的这三
棵银杏树，上千年了，有两棵还在活着，而栽树的
人早已不在， 也没留下名字。 他在时间河流的那
头，我们在这头；他是树干，我们是叶子。他把树栽
好以后，培土浇水，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把土布夹
袄或者汗褂儿斜披在肩头上，扛着那把铁锹，转身
就消逝在时间里了。 当我们看到次年春天里又一
个来栽树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这大约就叫做传
承，或者是美德，如此从种粒到萌芽，从幼苗到大
树，从花朵到果实，从根部到稍顶，河流一样流淌。

于是，我的城市就有了这三棵银杏树。

喷绘在城市的画

在我们日常的概念里，喷绘，可能仅仅就是
现代的某个术语，似乎与广告制作业有关。但表
述上，其实应该说是与广告制作业最为有关。因
为不排除这时代有众多新锐异样的人类， 不定
会拿喷绘做内裤、厕所壁纸或小孩的尿片等。

那么仅就广告制作业而言，从古代制作商铺
招摇于风中的幌子， 到近代油漆手绘的标记牌
子，现代喷绘技术的运用，使该行业有了历史性
的变化；尤其表现在画面制作上，巨大的尺幅和
绚丽的画面，让我们常常会“因此”而“目空一
切”，它几乎掠夺了我们全部的视觉感受和审美。

喷绘，这个现代化色彩怪物，悬挂铺张，遮
天盖地。它让我们的城市如此地虚张声势，浓妆
艳抹，绚烂纷扰，俗不可耐。它以巨大与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无度渲染商业、竞争、掠夺的凶险
和狰狞， 激发起一个时代的财富激情和金钱梦
想，同时磨钝我们独立心思的敏锐和判断，更令
城市底层的人们，常常无端充满自我的不安、恐
惧、惊惶和焦虑。

自我打量，一定程度上，我况且算得是这个
城市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及至权
力阶层有时还会温文尔雅回过头来向我莞而一
笑，让我瞬间果然有了些许“文化名人”的自尊
和自傲；然而，从内心讲，我仍然想不出那些城
市底层生活的人们， 会不会和我一样联想到巨
幅广告的背后，流光溢彩的背后，风情万种的背
后，媚俗性感的背后，猩红嘴唇的背后，丰满乳
房的背后包藏的祸心和罪恶； 但他们一定会在
那些巨幅广告之下，和我一样的相形见绌，并直
接或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渺小和卑微。

不过这会儿，我看到他们———上班族、打工
者、送奶工、清洁工、店员、保姆、摊贩———比方
说，就是一个郊区的农妇吧，令人欣喜的是她没
有在那些广告前停留；她紧迫需要做的是，赶紧
把昨晚捕获的小猫鱼儿， 还有早晨刚从地里采
摘的小葱、生姜、青豆或白薯，送到菜市场去廉
价卖掉。天不早了，初秋淡淡的白雾，已经在她
的头发上化作了露水。半晌的时候，如果还有时

间，她还想到超市去转转，买什么，以及买不买，

她还没有想好。

巨幅广告是这个城市的事实，店员、保姆、

摊贩、卖菜的农妇和她的小猫鱼儿，同样是这个
城市的事实。 当这些事实企图诉诸于我的思考
和文字的时候，成为表述的两难，进而成为我们
共有精神和写作的一切困境。

在这个时候，就广告标牌而言，最令我担心
和鄙视的是，一定有酸腐的我的同类的写字者，

会油然生出情绪里的文化联想、怀旧和记忆，如
那些历史上传统的名号、商铺，以及制式艺术的
招牌和匾额； 如我们熟知的“同仁堂”、“全聚
德”、“张小泉剪刀”、“三希堂”、“瑞蚨祥”、“狗不
理”等等。有久远的传奇和温婉的故事，也蕴涵着
历史与文化的品格，代表着品牌、名誉、极致、认
真、执着、理念，也代表着一个时期生活的质量，

在时间和异地的距离及至一种庸常的怀念和向
往中，充满遥远一角优雅贵介的气息。但残酷的
是， 这与我们现实的写作和表达有什么关系呢？

对此，我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我给出的这个
态度和样子，着实有些可乐，但你不要误解了，这
并不是现代喷绘完全替代文化传统所生的惆怅，

也不是农妇和她的小猫鱼儿的简单淳朴的民生
感慨。问题是无疑包括了它们，并构成我写作的
困难和困境，没有通道和出口；正如你看见我时，

我可能正在张柏芝代言的女人的卫生巾广告下
面徘徊，像一个迷路的人，一个猥亵变态的人。

于是，城市的树木花草变得迷茫而虚伪，道
路变得虚伪， 政府机关以及出入的车辆和公务
人员变得虚伪，油价、牛奶、华尔街、花旗银行、

方便面、小笼包子、股票、存折、合同、请柬、报
刊、明信片、快件专递、生日蛋糕、婚礼、烟花、诗

歌和散文，变得虚伪。它们都怀有各自的目的，

不加掩饰，抑或不言而喻。虚伪和惯常让我无意
争辩和言说，那份所谓文化名人的局促和尴尬，

在此时彼时，都能找到嘲笑和自嘲的例证。就像
我们经常一边被逼向人递出贺喜的礼金， 一边
言不由衷说出吉祥的祝福一样； 就像我们接受
商业庆典的邀请， 为其奉上一首激情泛滥虚假
的赞美诗， 短暂为出卖文字的操守羞愧得无地
自容， 转脸又低三下四私下打问经纪人能得到
多少报酬。 因此想起那个在充满枯燥言辞空泛
喧嚣会议上呼呼大睡的胖子， 不管他睡得原本
形而上还是压根无意识， 他都应该受到这个时
代的敬重和褒奖。

无端想到这些的时候， 灰色的天空中就飞
来了一群黑色的大鸟， 美丽无比地盘旋了一会
儿， 有几只竟落在了一个宣传这个城市旅游的
广告牌上。那是一幅巨大的山水喷绘，电脑处理
过的画面极度失真，固然斑斓艳丽，已不能给人
感动。因此，那几只鸟落在上面也只停留了一会
儿，就鸣叫着飞走了。

很糟糕， 它们竟将身体的污秽物排泄在画
面上，留下它们对这座城市肮脏的感言。

调侃。谐谑。幽默。感性。我突然就僵止在那
里了。因此，这群鸟的恶作剧，让我并没有从中
获得任何有关思想和写作的启发。 我也许比鸟
智慧，但没有鸟自由。令我惊奇不已的是，这时
果真有一个我比方中的那个农妇从菜市场出
来，她快乐地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闻道了一
股小猫鱼的腥味儿。

真的，小猫鱼的腥味儿。不过，实话说，那味儿
并不好闻，但那真正就是那种小猫鱼的腥味儿。

我说的这个，可是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