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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都艺苑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冬去春来， 转眼又到樱桃红了的时
候。樱桃是我国北方成熟最早、深受人们
喜爱的水果， 它享有早春第一果的美誉，

号称“百果第一枝”。其果实小如珍珠，色
泽红艳光洁，玲珑如玛瑙宝石，味道甘甜
爽口。 它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其中铁含量位于各类水果之首，具有很高
的医疗保健和营养价值。女士食之可以养
颜驻容补血， 儿童食之可以杀虫治麻疹，

中老年人食之可以祛风除湿治关节炎。

自古以来，樱桃以它的美丽鲜艳受到

了人们的重视，《礼记·月令》中有“仲夏之
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的记载，

说明在古代人们已将樱桃作为祭祀的物
品。宋代诗人朱淑真的《樱桃》也反映出樱
桃作为祭祀物品的习俗，诗中写道：为花
结实自殊常，摘下盘中颗颗香。味重不容
轻众口，独于寝庙荐先尝。

古代的帝王和文人雅士在诗文中常
常以樱桃为题来吟诵它、赞美它，古代帝
王赞赏樱桃是因为樱桃有献于宗庙的传
统，它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如后梁宣帝
的《樱桃赋》：懿夫樱桃之为树，先百果而
含荣，既离离而春就，乍苒苒而东迎。唐太

宗李世民的《赋得樱桃》：华林满芳景，洛
阳遍阳春，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津。乔柯
啭娇鸟，低枝映美人。昔作园中实，今来席
上珍。而历史上真正把樱桃注入词人情感
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他在《临江仙·樱
桃落尽春归去》中真挚地由落樱生发出人
生恨如江水的感慨：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
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

惆怅暮烟垂。由此可见此时的后主李煜在
城被围困、宗庙不保、樱桃难献情景下的
伤逝之感和危亡之痛。

樱桃在我国栽培历史久远， 分布广
泛，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野人送朱樱》中就

写出了产于蜀地的樱桃： 西蜀樱桃也自
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
棵匀圆讶许同。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把
江浙一带种植的樱桃看作是上品， 他在
《吴樱桃》中写道：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
鲜浓气味殊。洽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
两三株。鸟偷飞处衔将火，人摘争时踏破
珠。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宋
代文学家苏轼的《樱桃》诗为我们展现的
是樱桃具有醒酒、润肺的保健功能：独绕
樱桃树，酒醒喉肺干，莫除枝上露，从向口
中传。 宋代诗人蒋捷在《一剪梅·舟过吴
江》 中形象地描写了季节随着樱桃渐红、

芭蕉转绿在流逝、推移：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看引红枝。眼
下伴着暖暖春意， 肥美红艳的樱桃即将上
市，樱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味，我们只
有去细细地品味它的甘甜，感悟它的内涵，

才能不辜负这令人垂涎的果中佳品。

我读《中华冯史文典》

虽然刚进入五十六岁， 但总是
认为自己老了，总好把“人过中年万
事休”这句话挂在嘴边。这天，冯帮
先生把我们几个平时联系得比较多
的人约在一起，说是请我们吃饭。走
进饭堂，哪儿是吃饭？冯帮先生是把
一套装帧精美的《中华冯史文典》通
过这种方式郑重地送给大家。 我双
手接过这套上下两卷本的《中华冯
史文典》，一股自己受到尊重、爱戴
而对冯帮先生更为尊敬、 爱戴的心
情油然而生。 冯帮先生今年已八十
四岁高龄， 他和他夫人断断续续来
信阳小住的日子， 我有时隔三差五
地去看望他， 而往往总是只见到他
的夫人。 他的夫人曾经犯过脑血管
病，腿脚走路有些蹒跚。一个老头，

不陪着身体正在康复的老伴， 老在
外面忙乎啥呢？ 而他的夫人已习以
为常，接过话茬：他忙得很，常常夜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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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还要起来写啥东西， 吃了早
饭就出去了。有时碰到冯帮先生，想
约他一块出外吃顿饭或晒晒太阳、

登登山，冯帮先生总是认真地回答：

“没时间！”我感到纳闷，我们这些在
职的人有时时间都用不完， 你这个
八十多岁的老头还咋能没时间？但
冯帮先生一直没告诉我他正在忙着
出一套书。 不张扬的人往往能办成
大事，冯帮先生或许就是这样的人。

有时静下来，我常常想，我这个
市文物局长太不称职了。 对一个地
方的历史、人文掌故了解得太少，更
别说出什么研究成果。 不是头上戴
了顶文物局长的帽子， 身上哪有半
点斯文？不过，既然你是文物局长，

别人便把你当成专家。 一些文史研
究爱好者便常常把自己的文史研究
文章、成果等谦逊地送我“斧正”，而

我大多没有及时沉下来好好去读并
认真地提出意见， 总是一压很长时
间，如别人不再催问，也就忘了。冯
帮送我这两本书的时候， 我也是当
场激动了一阵子， 并连称要好好学
习，可一带进办公室，就让它从此躺
在那里。我对那些曾经把我看重、对
我能为其作品提点什么寄予厚望的
人的劳动太不尊重了。 退下了文物
局长的头衔之后， 直到静下心来整
理案头、书架上的各种资料，我才认
真地捧起冯帮送给我的这套书，用
整块的时间把它通读下来。 而越读
就越感到它有深度、有新意。还到哪
里找贵重的书？ 身边的宝贝平时就
不去研究欣赏！《中华冯史文典》太
值得一读了！

《中华冯史文典》 内容丰富，是
一部了解冯氏文化乃至中华姓氏文
化不可多得的书籍。 中华民族同种
同根，都是炎黄子孙。而各姓氏、族
群的发展都是一定阶段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华冯史
文典》正是从这一点来把握、阐释冯
氏的起源和发展脉络的。《中华冯史
文典》 既概述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
的一般规律， 又从冯姓的诞生、分
流、 演变来印证中华民族的繁荣发
展历程。当然，更多的是介绍冯氏的
发展及给中华民族发展带来的贡
献。文典不仅在冯氏的源流、根派上
研究深入，线索清楚，资料丰富。而
且在家谱、派系、郡望、 迁以及历

史名人、文化集萃上资料搜集广博。

为了从更宽的视野来研究冯氏文
化， 文典还搜集了诸多工具书类的
内容。如“炎黄世系年表”、“华夏民
族曾经用过的部分姓氏”、“周朝大
诸侯国王位表”、“夏商周年表”、“现
当代一百家排序表”等，这些内容对
于认识中华诸姓氏都有重要的学习
参考价值， 大大丰富了文典的知识
结构。

《中华冯史文典》探索冯姓起源
发展的脉络清楚， 是冯氏宗亲认祖
归宗的可信基因图谱。 冯帮先生从
小就受到父母浓厚的孝文化教育。

冯氏两千年在中原、三百年在江南、

三百年在洪洞、洪武回中原。除了这
些传说， 老辈们还留下了一些历史
资料，并且一代一代地传到他这辈。

有了这些第一手资料作为基础，再
顺着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来
认识和研究， 就使冯氏的起源发展
有了纵横紧密衔接的内在逻辑联
系。 冯帮先生结合六十多年的收藏
资料，根据《史记》等有关历史书籍
记载， 翻阅了夏朝经战国到民国的
全部历史。在过滤史书时，凡含有冯
史味的他都一字不漏。一个人名、一
处古迹地方、一件小事到国家大事，

一律收集，全部抄录。书籍、资料、文
稿堆满了他的小屋。 冯帮先生还多
次投稿《冯文化报》，多次上网，这些
更是得到中华冯氏联谊会的大力支
持和海内外老本家的广泛关注及厚

爱。百川归海，汇流成河，集思广益，

去伪存真。《中华冯氏文典》 就这样
披尽黄沙，积累梳理，才逐渐找到和
形成了冯姓的各个郡望、 宗派一致
认同的起源观：冯氏起源于中原，是
炎黄的嫡亲血脉。 周文王十五代孙
毕万食采于冯，于是诞生冯氏。冯姓
人有的以邑得姓， 有的因避讳改为
冯姓，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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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姓氏的多源氏族。

冯姓的后裔世代繁衍、生生不息，逐
渐形成了今天的中华冯姓， 进入中
华姓氏的大族之列。

《中华冯史文典》 体裁新颖，开
族谱编纂体例结构的先河。 我以往
看到的族谱类书籍， 内容往往是先
由某人作序题跋， 然后是这一氏族
起源发展延续的概序， 然后是分氏
分支的按谱层层排列的图表。 也可
能是我涉猎的姓氏文化资料过于狭
窄， 也可能是冯帮先生已经发现了
过去族谱类书籍编纂体例对姓氏文
化研究的束缚。 冯帮先生大胆地突
破了常见族谱类书籍局限于某支某
派的发展脉络的编纂体例， 把这些
内容只作为姓氏文化研究的一个部
分，而更多的是从宏观角度、从中华
诸姓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反映整个中
华姓氏文化的面貌， 整个世界冯氏
文化的面貌以及与其关联的各个方
面。 这就使这本书不仅成为认识冯
氏发展演变历史脉络的资料书，而
且成为冯氏文化的集成和盛典，成
为历代冯姓英才俊杰的生平史迹总

汇， 成为一部目前尚不多见的研究
冯氏历史文化乃至中华姓氏文化发
展的百科全书。同时，文典对章节的
划分也不拘泥文字篇幅的长短，而
是根据内容的需要，需长则长，宜短
则短。 这种表现方式充分反映了内
容决定形式的客观规律， 也是冯帮
先生务实的做人风格在文风上的反
映。

《中华冯史文典》的语言朴实无
华。阅读《中华冯史文典》，我更多的
是读到了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冯帮先
生抢救、保护、发掘、整理冯氏宗亲
文化乃至整个中华姓氏文化的强烈
责任感和使命感。 冯帮先生在总结
成书概况后说，“写完这本书， 我感
到祖先们千百年来的夙愿， 终算付
诸实现了。”“祖先们千百年来的夙
愿”倾注了冯帮先生六十多年的心
血。手捧冯帮送给我的《中华冯史
文典》，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编纂出如此
内容丰富，资料性、可读性俱佳的
书，真是一件让人感到难以企及的
壮举。办成这件事表现了冯帮先生
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既刚且恒的
奋斗精神， 锲而不舍的研究态度。

冯帮先生在信阳的日子，我无时不
感觉到他身上的这种鲜活气息。冯
帮先生平时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
毛泽东像章，重要节日和家有喜庆
之事时，他也总喜好在胸前佩戴一
枚毛泽东像章。 冯帮起居很有规
律，即使工作到深夜，早上照样按
时起床， 到了到户外练剑的时候，

风吹雨打都不得耽搁。冯帮先生的
饮食非常简单， 穿着十分朴素，总
是一副“土老头”打扮。手捧这套沉
甸甸的《中华冯史文典》，我忽然明
白，冯帮先生是位一生有大追求的
人。

意 境 杂 谈

意境， 是文艺理论中的常识
式词语。然而，正因为是常识，人
们又常常容易淡化它，忽略它。为
文为艺之人，不应如此。

意境，是美学范畴，其范畴当
属艺术辩证法。 意境说， 由来久
矣。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在秦汉
时期便提出了“心物”说，在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提出了“意象”

说，在唐宋时期更有“缘境”说、

“重意”说等。学界比较共论的、成
熟的“意境”说，当属明清时期。近
人王国维是“意境”说集大成者，

他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则
把意境学说推至巅峰。

意境， 是文艺创作追求的至
高至美境界。 大凡在美学史闪耀
着夺人光芒的艺术作品， 无不是
意境至上的作品， 这在中国艺术
史上在古典诗词和中国绘画领域
表现得更为突出。一首“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 淋漓尽致地描摹了思
乡之浓烈，惆怅之悠长。一幅“墨
竹图”（郑板桥） 简约而又浓厚地
表现了雅士之风韵和仕宦之高
洁。除此之外，散文、戏剧都注重
意境的营造和陈设。 大家熟悉的
孙犁的散文， 写就了白洋淀的风
情意蕴，形成了一派风格。大剧作
家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
丽叶》（我们戏称中国的《梁山伯
与祝英台》）， 抒写了青春和爱情
的颂歌，意境中“日光、月光、星
光” 等意象渲染了青春爱情之美
和人性之真。

意境，是艺术的风骨；意境，

是艺术家的灵动； 意境， 是作家
（艺术家） 内情与外物的相融；意
境，是登临极顶、放眼万壑的快意
和欣然。

为文为艺者当“意境”而求之！

结构之美是意境之要。 美学
理论中阐释的结构美大致是指艺
术门类及艺术作品的营造艺术或
技法。俗而言之，是指作品的布局
与谋篇、章法与表述、技巧与语言
等。以散文为例，朱自清的《荷塘
月色》、杨朔的《渔笛》都是在结构
“术” 上形散而神不散的典范之
作。 他们在结构上都十分娴熟地
运用了艺术辩证法， 实现了艺术
的结构精巧之美。

诗意之美是意境之本。 钟嵘
《诗品》提出的“滋味”学说，可以
说是对艺术创作追求“诗意”的直
接要求。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
得风流”， 就是鲜活的意境追求。

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 中华文
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诗学”，这足
以表述着中国艺术或者说中国气
派就是直追诗意的艺术， 是诗的
载体与写意。由此甚至可以说，意
境就是中华文化在艺术领域的经
典浓缩，是江南之水乡、是苏州之
园林、是渔舟之晚唱……

语言之美是意境之魂。好的
文艺作品，都是以“神似”彰显其
艺术之瑰丽，好的“形式”就是语
言（包括色彩、曲调、造型、材料
等）的外在表现与力量。这里所
说的语言是泛指，是指艺术的表
现形式与技巧。 但为了通俗起
见， 又常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艺
术。 好的艺术语言是朴素的、好
的艺术语言是单纯的、好的艺术
语言甚至是平淡的。大家记住了
语言大师老舍、侯宝林，大家更
追捧着赵本山、周立波，其内在
魅力不言而喻。

拉杂着说意境， 不是把意境
说到神秘诡异境地， 而是把对意
境之追求和赏玩之无限交诸君思
忖，愿人们都在艺术欣赏过程中，

在意境中寻得精神之升华和心灵
之慰藉。诚如是，此文足矣！

龙 门 石 窟

耿纪家
在九朝古都的门前
在“龙王”臣伏的水畔
舶来了形状各异的石佛
恬然打坐，意志如磐

彰显山一样的灵魂
昭示水一般的情感

充当着天之使者
致力于西内东渐

多少个无名天工
默默匠运着奉献
精雕细凿着智慧
让西东各展绚烂

追寻千年书法

有一种大美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挥
之不去，似曾相识，却神秘高远。它从历
史深处走来，一路芳香，穿行在现代文明
之中。它散发的魅力仍吸引着我，让我教
徒般地朝圣，虔诚地仰望这片星空。

一卷黄纸，一管毛笔，一方砚台，顷
刻间气象万千的世界便跃然纸上，它那
深厚的中国哲学意蕴、人格精神和理想
境界光芒四射。这就是中国书法，历经
千年不衰的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以简单
的点划极其复杂的变化表现出国人的
人文情怀，给人以无穷的美的玩味，是中
国传统艺术的核心， 有人还提出把它列
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蓦然回首，东晋的王羲之站立面前。

这位划时代的至尊书圣，出身贵族，年少
学书，后遍访名山大川，求索精进。那时
正值中国历史最动荡黑暗时期， 人的生
命和价值惨遭践踏， 相反人的觉醒和文
的觉醒时代到来了，此境之下，王羲之毅
然弃官隐居，以山林为伴，与高僧为友，

把整个生命献给他所酷爱的书法。 他的
书法“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洒脱飘
逸，有着特有的“魏晋风骨”，成为中国书
法的正统和典范，影响极其深远，也造就
了中国书法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唐朝时，书法进行楷书时代，名家
辈出，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大
家。他们的楷书工整匀称，遒劲有力。楷

书的一点一划十分讲究，以“永”字八法
为规范，既要写得筋骨俱全，又要搭配
协调，它的粗与细、浓与密、斜与正、提
与按、黑与白、虚与实都要注意处理好，

力图营造出整体美。 写好楷书很难，也
是书法的基础，写不好楷书，也写不好
行书和草书。到了宋代，宋人“尚意”，提
倡书法抒写心灵性情、学识修养，苏轼
的《寒食帖》是其代表作之一。

汉字的首要功能无疑是实用，汉末
才独立审美而成为书法。实际上这之前
的大小篆、隶书也很“好看”，应该说是
一种自然流露之美。进入书法后，这种
美更强烈鲜明，都是国人的人文情怀和
精神面貌的呈现。 试看楷书的端庄典
雅、秀美清丽，行书行云流水、意气风
发，草书的放纵潇洒、汪洋恣肆。试看古
今书家，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元代的赵
孟 、 明代的董其昌到清代包世臣、康
有为等均是所处的时代的大家。

书法依附汉字点划，通过点划来表
达。古人所倡导的“中锋行笔”和“腕力
运笔”可谓书法之“经”。只有如此，方通
神。在这基础上，借助点划自身和点划
之间的节奏调整，形成“韵律美”。最后
二者结合产生出“意境美”。这是书家必
备素质，否则创作不出好作品。

中国书法是老祖先留下的巨大宝
藏， 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基因，虽
然渐行渐远，但它那大美风范让我永远
追求和守望。

香 樟 红 叶

部队大院内有
2350

余株香樟
树， 其中的

20

余株是上世纪
60

年
代初， 单位从北京丰台移防信阳
时所栽种， 另外的

2320

多株系近
几年所栽种。这一排排四季常青、

错落有致的香樟树构成了和谐军
营一道亮丽的风景。 尤其让战友
们难以忘怀的是， 在那个刚刚走
远天寒地冻的冬季， 这些香樟树
愈寒愈勇，万枝吐绿、枝繁叶茂，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转眼又到了春暖花开之时，

尽管是大地开化、江河解冻、万物
复苏， 但这些香樟树的一部分叶
子却由绿变红， 并在和煦的春风
中徐徐飘落。“‘红’妆素裹，分外
妖娆”。这一片片归根的红叶换来
了无数新叶的茁壮成长， 这绚丽
动人的画卷永久地镌刻在一代代
战友们的记忆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由
香樟落叶，我想到，当前部队正值
干部转业复员时期， 一批批优秀
的军官就要离开他们难以割舍的
军营和朝夕相处的战友转入地方
工作了。在这依依惜别之日，我们

不会忘记， 训练演习现场老同志
们顽强的拼搏精神； 我们不会忘
记， 日常工作生活中老同志们无
私的关心帮带；我们不会忘记，抢
险救灾一线老同志们无畏的爱民
壮举。我们更不会忘记，正是有了
这些老同志的顾全大局， 才使我
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成长进步空间
和施展才华平台。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
步从头越”。如今，这些为军队现
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战
士， 即将带着对部队的深深眷
恋， 带着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无
怨无悔、满怀信心地踏上新的征
程。面对培育自己多年的组织和
单位，他们都有着“继往开来创
佳绩、科学发展上台阶”的美好
祝福；面对曾经一同摸爬滚打的
战友和部属，他们留下了“长江
后浪推前浪， 一浪要比一浪强”

的殷切期盼。

感慨之余， 我又不禁想到了
清朝龚自珍《己亥杂诗》 中的名
句：“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
更护花。”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甘为
人梯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高
尚情操的真实写照吗？

书 道 迟 悟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极讲究点画结
体、笔墨功夫、章法布局等。书，就是写
字，是书法的基本构成。法，就是书艺，赋
文字以生命。书法合成始成文字艺术。先
书后法是文字艺术的基本历程和序延。

学书法要先练精写字，不能急于求
成，这是漫长艰苦的学习过程。每个字
都需千百次心摩手练，数量到时才能得
心应手。要心不厌精，手不忘熟，人书俱
老见功夫。即使书家天才也如此。先成
书匠后成书家才是正道。前人说，书必
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开始生，

是学力未到，心手相违。熟后生者，不落
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都是神
化之功也！

学书须临帖，谓之临池，是基本功
夫。书道有碑帖之学，须深入研习。临帖
一是要深入，二是要把握特点，三是要放
大特点， 四是要同其他碑帖一起加上自
己的感悟消化创新。古人说，碑贵熟看，

不宜生临，心得其妙，笔始入神。若是胸
中有书帖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
而韵似胜。有人临了一辈子字帖，变化不
大，脱帖不能写字，是不得其法。帖临到
一定时候， 就要脱帖习之。 待到欲成书
法，必得广读碑帖，揣摩会意，融会贯通，

神到貌合，成为已出，才能成书。正所谓
三分字七分帖，帖读老时书始成。

书法用笔讲中锋， 主要是中锋行
笔，但不能执偏。侧锋、偏锋、逆顿拖撩
皆可用之。笔用六法，独用一笔，必死滞
呆板，单孤乏味。侧偏锋历为书家所忌，

实则偏误，大师无不用侧偏锋。古人云，

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常在之外，就是

不在之时，就在侧偏之处。中锋为体，侧
偏锋为用，不可偏废，用软毫笔尤甚。应
记圆不静止，偏不轻弃，尽中锋书易死，

偶用偏死而活。

墨分五色，书亦能用之。枯焦墨不
利行笔，干滞枯涩，偶用之可显苍枯劲
干；淡湿墨洇润利笔，不易掌握。然墨色
用好，必精神焕发，五彩飞扬。

篇幅的分行布白、章法布局讲究颇
多。应成竹在胸，更要率性挥洒，不为陈
规所控。字是书法的第一要素，字精熟
则竹成，随性挥洒，一气呵成，蔚成大
篇。思思停停，行行断断，看似慎谋，则
气断塞阻，单字好看、通篇难成，不为书
法。甚或只能写二三字、熟到字等，实则
功夫不到、书不精熟也！

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书
至神妙，使笔有运斤成风之趣，无它，熟
而已。 字写得熟练才能有笔势， 产生神
气，形成风格，才谈得上创新变化。书不
求工字不奇。字要奇必先工、字要拙必先
巧、字要丑必先媚，这是学书的过程。张
旭说：“深知书者， 唯见神采不见字形。”

谓之意到而笔不到是为上品。 字不熟笔
不速，描画做字，字必少神气。孙过庭说：

“专溺于迟，终丧绝伦之妙。”字迟溺必是
不熟之故，是无书也，倡慢书者不可取。

字外功夫，学识素养，人格修养和文
化内涵，是能否成为书家的基础。书斋出
来的人易成为书家，书法亦有书卷气。背
离人格学养和文化内涵，脱离文字内容，

书法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有文人
说，书法没有文学是匠笔。要有文人的气
质在书法中流淌、 要让乐曲的音符在笔
墨间闪动、 要使诗人的激情在书法中飞
扬，那才是真正的中国书法。

别让一生虚自囚

中国古代有位诗人，年轻时一心想着一鸣惊
人，期盼别人称赞自己的诗才，即使在毫无兴致
的情况下，也强制自己作诗，逼着自己苦吟，费尽
精力，拈断胡须，推敲字句，弄得人生索然寡味。

到老时大彻大悟：“人生有何味，一生虚自囚！”后
来放手写去，全不管舆论褒贬，想写便写，喜欢怎
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才真正尝到了创作的乐趣，

后来果真写出了传世之作。

作诗如此，做人、处世又何不是如此！

只可惜还有多少人至死不悟，一生把自己囚
在虚名中：为别人称赞而做事，为别人的恭维而
旅游，为别人夸奖而写诗，为别人的……一生都
为了别人……花尽了自己所有的快乐，买回个虚
名，一生都为别人而活，一生何曾为自己活过一
天？到头来，人生空走一遭，至死也没真正体会到
做人的快乐，岂不可悲！

最可悲的是，这虚名不仅使我们自己人生索
然无味，也害了我们的后代。

看看当今的家庭教育吧。一个孩子，一出生
就被功名所缠绕。两三岁时，家长就开始教其背
唐诗、宋词，学英语单词，三四岁进得幼儿园来，

就要参加多种业余学习班，学绘画、学音乐、学外

语、学诗词、学数学……课程繁杂。

我们知道，儿童时代应该是美好的，充满着
无数的幻想，童年的色彩应是多彩的，爱玩和游
戏是儿童的天性。可现在的儿童如果长大后，回
首自己的童年，还有多少值得回忆的？那“碧绿
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
桑椹……”“那长吟的鸣蝉、菜花上肥胖的黄蜂、

轻捷的叫天子、那低唱的油蛉、那独自弹琴的蟋
蟀们……”这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什么也
不曾有。有的只是：为父母而活，在沉重的压力
和负担下，背着厚重的希望，很小就学会说大人
的话、想大人想的事。有的只是：家长见别的孩
子成了扬名海内外的钢琴家， 父母节衣缩食给
自己买了架钢琴；见别的孩子拿了奥运金牌，父
母开始逼着孩子学跳水、练体操、学打球。别的
孩子几岁就开始出书， 父母开始逼着孩子写作
文，写日记。目的只有一个：出名，出名，成名成
家。

报上载，某个孩子因受不了繁重的课业压力
而自尽；因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被父母捆绑致
死……这样的事例，在如今已不算什么奇闻。

别再活在虚名中，别总为别人而活，为自己
活一回吧，千万别虚度了光阴，放下包袱，好好享
受生活的乐趣。

□

熊涛

□

李松海

□

王?

□

刘波

□

秦学书

□

李明君

山村晨曦 肖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