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兰的时尚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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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时差，经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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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飞行，

次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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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我们到达米兰国际机场。米
兰之于意大利，相当于上海之于中国。二者
还是友好姊妹城市。 不过我们团没有上海
人，这不是令人激动和亲切的理由。踏上米
兰的土地， 意味着马上就要亲眼看到欧洲，

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当然“辽宁”和“广东”

两位到过欧洲不会再有神秘与猜想所带来
的激动。其他人应该感受不同。米兰的炫彩
之于我等女性，应该是因为时装；之于诸位
男士，应该是因为足球吧。

下了飞机
5

分钟， 麦克带我们来到一辆
崭新的奔驰依维柯前，首先介绍了矮个子秃
顶的老头司机朗基亚，他将在欧洲为我们全
程服务。我提议为了好记就叫“诺基亚”吧，

大家一一与“诺基亚”握手，算是认识了。

因为女士而受优待，导游前排的首座归
我了。从机场到米兰，睁大眼睛我没有看到
现代的高楼、 宽阔的马路和规整的绿化带。

更要命的是在进入市中心的一个红灯路口
停车的间隙，我清楚地看到马路上质量性的
裂纹！不远处还有一个啤酒瓶子，看墙上，画
得乱七八糟。

“怎么，这就是米兰？怎么还不如我们信
阳啊？”我不无失望地脱口而出。“不错，我刚
去过信阳。”这话得到了“广东”的响应。

这时麦克告诉我们，欧洲的建筑层数是
受到控制的，除了稍远处有移动信号塔的通
信大楼之外，米兰的所有建筑都不许高过教
堂。道路的狭窄是为了保护古老建筑。哦，这
么说这倒是另一种进步的理念

?

那么政府
不管墙上的涂鸦， 也是放任人们的暴躁，张
扬人们的个性？不过细看那些涂鸦还都多
多少少有点艺术性，与中国的那些城市“牛
皮癣”有所不同。

麦克提醒我们要进入老城区了，这里保
留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我们将去往
米兰大教堂。不错，我们的眼神被胶着在那
些精美的古建筑上。 为了保护这些艺术珍
宝，汽车走单行道又有何妨？人们骑自行车
又有何妨？

我们几乎与一辆绿色的轻轨公交车同时
进入米兰大教堂左后侧的小广场。 从仅仅看
到一点点、一个局部、一个侧影开始，我就被
强烈震撼。心跳加速，呼吸短促。世界上竟然
会产生如此宏大，又如此精细的艺术！我落在
了队伍后面，因为景仰而放慢了速度。我举起
照相机，缓缓走近，在凝重中拍摄而去。

米兰大教堂，是一座令任何挑剔者都会

哑口无言的壮丽建筑，是一座令任何麻木不
仁者心灵都会为之震撼的艺术宫殿。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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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座尖顶塔组成的，引人遐想的森林般的哥
特式设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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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精美雕塑镶嵌的，使人
肃然起敬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以及新古典
主义艺术的集大成；由纯白色大理石的华丽
建筑构成的，天上的神宫般的令人静穆的庄
重风格。

鸽子在来回地飞翔， 一会儿飞散在空
中，一会儿聚拢在地上。广场很大，人们闲
适、惬意、满足。因为看到米兰大教堂，心
中升起感恩的情绪， 我只为它而沉醉。广
场上还有一座骑马的雕像，我也不想去问
他是谁。

随着导游， 穿过狭窄的步行时尚街。一
式的古罗马建筑及新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

顶上有拱形玻璃彩绘雨棚，地下是马赛克古
典拼贴图案。和中国的宽街高楼相比，显得
小巧精细而又相得益彰。据说这是米兰最繁
华的大街，经营着一切时尚的理念。夜晚华
灯竞放的时候最为流光溢彩，可惜我们没安
排时间参观。

离大教堂不远的米兰歌剧院的外观可
是太普通了， 却被誉为“世界歌剧院代名
词”。这可能与名气和历史有关。达·芬奇因
《蒙娜丽莎》而闻名，未必蒙娜丽莎就是欧洲
最美的女人，《蒙娜丽莎》 就是最好的油画。

说不定布歇的《蓬巴杜妇人》比《蒙娜丽莎》

好，蓬巴杜妇人比蒙娜丽莎更漂亮。但《蒙娜
丽莎》的名气无庸置疑。名气从哪来？往往以
事件为背景，在争论与炒作中形成，而神秘
与暧昧是提起人们兴趣，形成争论与炒作的
要素。假如今天的种种答案，画成之时早已
公开，《蒙娜丽莎》还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吗？

但是， 谁都无法脱俗不去认同和崇拜
名气，所以，我们还是到斯卡拉广场参观了
达·芬奇雕像并且在像前留了影。

我惊奇地发现复古主义建筑是米兰的
一大特色，就连斯卡拉广场一角警署的办公
楼也是仿古建筑。

从国际机场到米兰大教堂， 不宽的马
路，到处是自行车；不高的楼房，到处是复
古建筑。 如果你不将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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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台与米兰
联系起来作一番遐想， 你还真想不出米兰
的时尚在哪里。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从某种
层面上讲，米兰的时尚是复古主义。米兰古
典、传统的文化艺术，才是它永恒的时尚。

米兰的时尚演绎着一种既形象化又哲学化
的概念。

往 事 如 烟

在如烟的往事之中，姥姥留给我的
记忆却那么清晰。

姥姥周维静，在我眼里，是一位非
同寻常的女性。她的曾祖父，就是当地
妇孺皆知、位列文臣一品、望重四朝的
“周宰相”，曾遍任六部尚书的清朝体仁
阁大学士周祖培。清嘉庆年间曾一家考
中五名进士，即“一门五桂”的史料，正
是出自她的家族。不仅如此，她的母亲
也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回
河南创办女子师范自任校长，姥姥则是
女子师范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姥姥的不同寻常，绝非仅仅由于她
出身书香世家，系名门之后；也不仅仅
由于她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人气质。她
的不同寻常， 更在于她处变不惊的定
力，在于她超脱现实的境界，在于她适
应社会潮流的能力。她是那种在任何情
况下，都无法失却高尚气质与高雅情趣
的人。

由于母亲在偏僻的乡间任教，姥姥
独居县城。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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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前很少见到
姥姥。 记住她的相貌是在一张照片上。

姥姥前额的左上方发际有一个旋，花白
的头发沿着这个旋逐渐梳拢到脑后形
成发髻，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度与气
质。姥姥漂亮端庄，戴着眼镜微微笑着，

慈祥中见矜持，平常中见高贵。从母亲、

姨妈、舅舅的口气中，我体会到姥姥在
子女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可争
辩的爱戴。于是，还没见到她，我的心中
就充满了敬畏。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妈妈把我送上

到县城的客车。 我第一次独自出行，去
拜会我的姥姥。这次会面，姥姥给我留
下了最初的直观印象，而这种印象随着
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深刻。 细细回
味，仿佛在读一篇真实的“伤痕小说”。

当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化
大革命后期， 如今她头上耀眼的光环，

在当时应该是“黑五类”的标志。应该说
她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而且已经持续很
久了。她的住处是她家的老宅，倒是有
一点雕梁画栋的陈迹。但她只能住西头
一间，做饭只能在走廊，而正室及东边
房则被安排一家“工人阶级”，女儿是红
卫兵领袖。这一家的职责之一就是看管
我姥姥。

那一天，我按照妈妈事前的交代，

找到了姥姥的住处。 当我推开她的方
格通花门， 看见一位瘦瘦的老人坐在
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专注地读着一本
纸页有些发黄的竖版书籍。 当时她给
我的印象是“神清气定”四个字。我一
看正是照片上的姥姥， 就怯怯地走进
去，说道，姥姥，我是燕子。姥姥说，小
燕子来啦？然后放下书本站起来，在离
我一米远的地方， 目光穿过眼镜片审
视着眼前这个正在审视她的小姑娘。

她没有像别的姥姥那样亲热地拥抱她
的外孙女，而那个人小鬼大的小姑娘，

也没像别的小姑娘那样主动扑向她的
姥姥。我的脑子在飞快地打着圈，怀疑
这个老人是生活中的真实。 她应该是
书中或电影中的某位主人公。 她的目
光、她的举手投足、她的整个气质，仿

佛都是故事的化身。而这些故事又是不
能为人所知的。 我感受到悠远的气息。

我打量着她：年届六旬，身体精瘦挺拔，

修长的天足穿着制作十分精细的白底
黑布鞋，白褂黑裤，周身纤尘不染。

环顾四周，两个床，两个旧的大皮
箱，一个简易的床头柜，所有的陈设都
陈旧却十分洁净。

姥姥是和气的，却透着威严。姥姥
说，你来了，今天改善生活，做番茄蛋汤
给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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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她来到走廊，见西头墙角
有一个小小的锅台， 收拾得十分洁净，

旁边是两个纸箱子，一个箱子里整整齐
齐放着做饭用的劈柴，另一个纸箱子里
装着引火用的松毛，其中还有一些用过
的废烟盒子及火柴盒子。 她划一根火
柴，放一把松毛点着灶火，开始做饭。然
后用两根葱、一个番茄、一个鸡蛋，开始
做汤。我注意到她在打鸡蛋时，用食指
在蛋壳内灵活地一转就把所有蛋清一
点不剩地捋入碗中。这个动作被我记住
而且学到了，直至今天。我出神地看着
她修长白皙的手指优雅地忙碌着，突然
联想起她在弹钢琴时是什么样子。听妈
妈说姥姥在音乐和美术方面的修养都
是颇为深厚的。

米饭和蛋汤很快做好了。姥姥拿出
两个不同的碗。 她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把其中一个漂亮别致的淡紫色带有本
色雕花的玻璃碗拿在手里说， 燕子，这
只碗是最早的玻璃制品， 我家祖传的，

只剩一个了，你可以用它吃饭，但要小
心别弄打了。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碗，一

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觉得受到了最高的
礼遇。

姥姥的欣赏水平和鉴赏水平都很
高，每当傍晚广播里传来《智取威虎山》

中少剑波的唱段， 她都会凝神地听，并
流露出沉醉的表情。

妈妈说， 姥姥是一位眼光独到的女
性。抗美援朝时，她毅然把三个大女儿送
到部队，妈妈因年龄太小被淘汰。两位姨
妈从此进入革命的熔炉， 脱离了出身带
来的阴影。 姥姥经常和已转业到南方的
姨妈通信，她的字是很男性化的草体字，

内容也非常识大体，甚至有点“马列”。

姥姥曾经跟妈妈到乡间住过两年，

但她不愿与我们在学校同住，而是让妈
妈在一个村子的一角租了两间房。门前
的池塘绿树斜依，常有蜻蜓、翠鸟点水；

屋边的篱笆则鲜花盛开，不乏蜜蜂彩蝶
飞舞。山民淳朴，都十分敬重她。她对这
个住所十分满意，生活怡然自得。每当
高兴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吟出一些诗词
来。 也许这一段是姥姥的后半生最宁
静、愉快的时光。

姥姥去世后，妈妈把她安葬在这个
住所对面的青山上。而她的许多神秘往
事还没来得及让我知道，就随她一起长
眠地下了。

关于她的身世和她的家族旧事，是
在改革开放之后，精通文史的杨琼先生
告诉我的。于是，姥姥成为我心中最富
有哲学思辩色彩的现实人物，且时而感
受着这位给予我四分之一血统的逝者
所带来的历史悲情与文化积淀。

散 文 诗 三 章

岁月
岁月像一条河，一分分，一秒秒，在

不停地流淌。 因为永不停歇而被忽视。

可在某个时刻的蓦然回首中， 却发现，

这样一种悄然的远去， 带着毋庸置疑、

毅然决然、一去不返的神气。我们周围
的一切因此而处于永恒的流逝和销蚀
之中……

人的一生在岁月的长河中， 犹如
一朵浪花，转瞬即逝。一些人，在还没
来得及实现梦想的时候， 就被岁月匆
匆抛弃。

岁月沉浮， 带来几多涩涩的酸楚。

生存的本能， 责任心与成就感的驱动，

使岁月匆匆而步履沉重。追求完美使我
们身心疲惫。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在一
次次风吹雨打中学会承受， 学会坚强，

学会眼里含着泪水微笑。 用不停的奋
斗，代替心中的沮丧，展开那颗委屈的
心。 以善良的设想抚平恶意的揣度，对
不公报以宽容。

这就是我们的岁月和岁月中的我们。

秋日随想
秋，是一个凝重的字眼，也是成熟

的象征。

童年对秋的认识是金灿灿的谷穗、

水灵灵的萝卜，是农民伯伯喜滋滋的忙
碌与掺和着汗水的收获。

少年时代， 秋是一种冒险的幻想。

曾尝试过独自一人在深秋的山中，倾听
骇人的松涛，感觉这大自然雄浑而恐怖
的交响曲。

多梦时节， 秋是一片美丽的白云，

一片有着雁阵远归的蓝天。秋是无边无
际的美丽遐想。曾经陶醉于蓝天下的清
明高远，优美地摆动双臂去追寻遥远的
梦幻。踏着岁月的节拍去追求所有的幸
福。终于，该得到的一一实现。且把日子
珍藏起来，装订成册，丰收的秋天是一
本厚厚的书。

于是不再独自踏着被秋风抛弃的
枯叶，咀嚼孤寂与苍凉的感觉。当你历

经八千里尘寰，十万里心路，你会发现
秋是这么宁静，有如小船泊在金色阳光
下的港岸。当你把许多的梦想抛向远方
之后， 你依然在意中秋之月是否很亮，

很圆。

成熟年代的秋天， 是一方宁静幽
深的碧水， 是一幅有着红枫渲染的风
景照片。

苦乐人生
欢乐，往往是平常和共性的；痛苦，

往往是特殊和个性的。

人生是一本厚厚的书。无论这本书
的情节是波澜起伏， 还是平静如水，都
会饱含痛苦与欢乐。

有些人的痛苦，来自于现实的烦恼
,

这些痛苦偏重于物质，只计较个人的利
益得失，是一种低俗浅陋的痛苦；有些
人的痛苦，产生于理想的破灭，这些痛
苦偏重于精神， 是一种深沉博大的痛
苦，来自人类共同的忧思。

有些人把欢乐当成幸福，把安逸享

受当成幸福生活，不知道这种欢乐之中
有不幸；有些人把欢乐当痛苦，不愿在
浅薄的欢乐之中浪费生命；有人在苦难
中执着追求真理，在痛苦中体会幸福。

有些人遭遇痛苦，会沉溺其中不能
自拔，一遇挫折就会自甘沉沦；有些人
面对痛苦会选择战胜，用不停的奋斗去
战胜厄运。

欢乐与痛苦交织着人生的主旋律。

影响着苦乐观的， 除了现实的际遇，也
因为人的天性。这种天生的性格不因其
出生的高贵与卑贱所左右。这性格来自
于血液的属性， 来自于心灵的定位，来
自于心理的构成。

影响着苦乐观的，是由于人的世界
观的构成。世界观决定苦乐观。

人生这部书，自己是主人公，自己
又是读者。 也许以读者的角度看待自
己的人生，大约更容易做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把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社会
人生之中， 就会以担当社会道义为己
任， 对幸福与痛苦的理解超越个人的
痛苦与欢乐。

电影文学剧本《姐妹排》节选

（现更名《杜鹃花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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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驻地日外
傍晚。红军战士王紫燕和刘桂花拿着

馒头来到河边，边吃边聊。

刘桂花：紫燕，找到那个周维俊了吗？

王紫燕：找到了，二十五军十一师师
长。可人家已有爱人了。

刘桂花：哎，可惜呀。紫燕，你也真够
罗曼蒂克的，为了个一面之缘男孩子做了
叛逆者。

王紫燕：不尽其然。我天生讨厌倚强
凌弱，喜欢平等自由。共产主义，多美的境
界。我甘愿为此而冒险。

刘桂花：王伯伯要是知道我把你引上
革命的道路，他会怪我吧？

王紫燕：不。爸爸很开明，只要爱国，

他尊重子女的个人信仰。

刘桂花：可是你哥哥读黄埔，信老蒋，

一旦你们在战场相遇如何是好呢？

王紫燕忧郁地说：是啊，所以他最主
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
来到她们面前，用饥饿而祈求的眼神看着
她们。

她咽了一下口水，有些胆怯地小声说
道：我可以用一支歌换一个馒头吗？说完
不等回答就唱了起来：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举呀举
起来……

王紫燕和刘桂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王紫燕走到小姑娘跟前问道：你叫什
么名字？

小姑娘摇摇头。

王紫燕伸手拉住小姑娘的手，正要把
馒头递过去。突然间她瞪大眼睛愣住了。

小姑娘的手心露出一块紫红色的
胎记！

王紫燕瞪大眼睛惊讶的表情。

小姑娘见状伸出另一只手，抓住馒头
转身就跑。

王紫燕狠命地追。

夕阳下，两人西去的烁金的身影越来
越小，越来越接近，最后王紫燕追上已爬
到一座小山顶的小姑娘，抓住她，二人顺
势疲惫地坐下。

橙色的晚霞挂在天际，映衬出两个姑
娘美丽的剪影。

9.

新集军部日外
王紫燕和刘桂花带着已穿上军装的

小姑娘走出军部大门。

王紫燕叮嘱道：记住，你的名字叫
杜百灵。跟着桂花姐姐到红军医院报到
去吧。

小百灵调皮地回头向紫燕做个鬼脸，

然后跟着刘桂花向医院方向走去。

10.

指挥部黄昏内
“报告！” 王紫燕将一份电报递给

军长。

电报内容（字幕）：中央命令，红二十
八军与二十五军合并，实行战略转移立即
北上与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汇合。高
敬亭同志带领十一师手枪队、特务营部分
人员留守根据地，与赤卫队一道坚持游击

斗争，并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

11.

红军指挥部夜内
山下，新集红军指挥部。

战士们在忙碌着清理机要文件。

一位负责人对机要秘书王紫燕下达
指示：通知有关部门，迅速做好北上准备，

列宁号飞机拆散暂时掩藏在大别山；另留
下电台一部；所有机要文件留下备份在根
据地妥善保管……

12.

驻地红军医院日内
红军医院也在做着撤退准备。有的绑

着担架；有的在给伤员包扎；有的在收拾
东西……

13.

何家冲日外
溪边，杜鹃儿等几个女战士坐在草地

上擦着枪。

一个女战士打趣地：杜鹃儿，等北上
到了抗日战场， 你的名气可就更大啦，打
鬼子的时候你的枪法可派得上大用场了！

杜鹃儿脸上出现踌躇满志的神情。

女战士们脸上出现美好的憧憬。她们
似乎看到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抗日，已把
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情景，众人都很激动
兴奋。欢快的笑声传遍山谷，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笑容。

小百灵等几个年纪小些的女孩子在
另一块草地上哼着歌采集着小野花，一个
女战士把小百灵头上的一只花环抢走戴

在自己头上，小百灵和她追打嬉戏。

王紫燕拿着画板在作速写，一个小战
士问道：紫燕姐，你在干什么？

王紫燕道：马上要北上了，不知何时
才能重返大别山。 我要画下大别山根据
地，好作为永久的纪念。

刘桂花似乎有什么心事，嘴里衔着一
只野花在发呆……

14.

军部夜内
一个小电报员拿出一份刚收到的电

报交给王紫燕。

报告班长：这是各部上报的留守人员
名单。

名单：十一师周维俊
闪回：（五年前）

15.

街道夜外
一个受伤的青年男人在奔跑，被几个

地方武装人员追赶。

16.

紫燕家夜内
王紫燕躺在床上从枕头下拿出一本

《新青年》，正准备看，突然传来急促的敲
门声。

王紫燕打开门，出现一张英俊而冷静
的面孔。

王紫燕一瞬间被这张脸所打动。

愣怔了一会，王紫燕开始从他的脸部
往下看，发现他用右手捂着受伤的左臂。

这时厅堂里传来民团询问的声音：

有一个受伤的共匪跳进了院子， 你们看
到了吗？

王紫燕立刻明白了，对他说道：你呆
着别动。

然后王紫燕关上门走了出去……

他临走时说道：谢谢你，我叫周维俊。

王紫燕脸上顿时闪出光芒：你就是周
维俊？我最喜欢读你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文章！

17.

军部日内
首长（对紫燕）：好，我同意你的请求。

但你留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你家独特
的人脉资源为留守部队提供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

王紫燕郑重地点点头。

18.

军部日内
战士们坐在政治处教育室。

政治处领导宣布：军部决定，根据需
要， 将由你们组建金刚台红军妇女排，配
合留守部队，掩护救治伤员。红军医院院
长刘桂花同志担任排长。

众人闻听吃了一惊。

得知被留守，兴高采烈的女兵们一个
个变得神色黯然起来。

杜鹃儿站起来举手发问： 大家都转
移，为什么单单把我们留下？

其他战士也纷纷交头接耳， 发着
牢骚。

刘桂花见状站起来道： 不要吵了，这
是革命的需要。

杜鹃儿不服气地看了一眼刘桂花。

杜鹃儿：什么革命需要，你刚嫁给当
地人，是不想离开家长途跋涉北上，留下
等婆婆给你带娃娃吧。

小百灵见状，站了起来：桂花姐是刚
刚结婚，但她爱人要北上，他们这一别，不
知啥时能见面呢？

杜鹃儿轻蔑地说：你是哪儿来的小黄
毛丫头？刚穿上军装没几天吧？

小百灵顿时委屈得泪都流出来了，窘
迫地坐下。

主持人沉下脸，让大家执行命令。

众人这才开始安静下来。

19.

大别山夜外
淡淡的月光下。

姐妹排战士和赤卫队员抬着担架，或
搀扶着伤员，带着武器和军需行进在通往
金刚台的山道上， 她们穿过一片竹林；过
一道河滩；又翻一道山丘，上山的队伍疲
惫而沉闷。

杜鹃儿还在翘着小嘴一脸的不高兴。

刘桂花过来小声说道：杜鹃儿，是不
是觉得钻山洞保护伤员，埋没了你那女神
枪手的才干哪？

杜鹃儿偏着头有些默认地看了一眼
刘桂花，随着队伍继续前进。

刘桂花：其实谁都不愿留啊。可你那
么一闹腾，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受到纪律
处分，多不值啊。

杜鹃儿：没事，排长，我会正确对待，

将功补过的！

刘桂花：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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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燕

女，笔名晏子、燕子，

河南省商城县人，河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副
秘书长，信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从
1984

年至今，已在全国各级
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
1000

余篇。散文集《我的灌河》获信
阳市“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家园》

入选河南省庆祝建党
90

周年“芬芳
中原”散文诗朗诵会；散文诗《岁
月》入选《河南散文诗九十年作品
精选》。

2009

年开始从事电影文学剧本
创作。以环保为题材的电影《走山人》

由中亚影视投资摄制完成，今年由中
影海外部推荐拟参加欧洲国际电影
节；以大别山红色革命历史为题材创
作的电影剧本《姐妹排》（现更名《杜
鹃花飞》），被列入河南省重点文艺作
品， 今年

7

月
28

日在信阳市举行了隆
重的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现已通过
城市院线、 农村院线和电影频道、网
络，面向国内外公映。同时被信阳市
委宣传部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推荐片；与青
年编剧南飞雁共同创作、旨在演绎信
阳茶文化的作品《人间草木》已公开
发表并通过专家评审， 拟于

2012

年
至
2013

年完成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