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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明

龙椅·美雕·本命年

中学时代，每每在新一年的报刊上
见到老作家们写一篇文章，尾巴上写个
“元旦试笔”，觉得非常新鲜，也很不惑，

平常就不叫试笔了吗，或者一年就这一
天才试一次笔吗？ 等到我也写作了，偏
偏有个习惯，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这天，非要试一次笔，写个千字文或一
首小诗什么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属龙，

又加上每年大年初一到正月底，基本上
都在酒摊上过的，刚好到二月二，酒摊
子也喝得差不多了，年味也喝薄了，该干
活了。龙也该抬头行雨了，于是习惯就
这么形成自然了。

今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今年说是

到北京过年， 不如说去北京“逃寒”去
的，信阳冬天今年特冷。北京有暖气，更
有一个内因，今年是龙年，是我本命年，

我想在北京过龙年，让我有个更好的开
端。大年三十那天，我去稻香村买菜，一
位酒友向我推荐熟羊头肉， 回家一品
尝，十分对我胃口。让我惊喜的是还吃
了一个羊眼。在我们家乡，说你吃东西
吃多了，挑食了，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
吃了，就说“你吃羊眼了”略有点贬的意
思，大年三十，我怎么吃羊眼了呢？思索
中口占一首：

家乡俗语吃羊眼
风趣幽默又大胆
古稀之年享口福
祝愿平安本命年

就在成诗之时，小儿子从家中打来
电话，说书房中的老板椅，让他坐断了。

心中一顿，咋啦，龙年了，在我书房中屁
股连椅子都坐不住了吗？但我还是打哈
哈说断了算了。回去再买个新的好的老
板椅。 再说那个老板椅也该换换了。嘴
上这么说，心中还惦记着，回去后立马
买个新的好的。书桌前不能一日无龙椅
呀！

正月十八这天，我去职业技术学院
办事，出了西大门，就进了一个带“龙”

字的家居城，一眼便相中了一把棠木枣
红椅子。一问，只这一把椅子了，我说要
了。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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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还是打过折的。这时，

发现桌子上， 还有一尊木雕美女头像，

我心生一计，问能否将这个木雕美女送

给我，算我讨价还价了。女服务员面有
难色：我们不当家啊！我说：谁当家？服
务员说：我们美女老板呀。我说：打电话
就说我是谁，前年搬新家，家具全是在
这买的。 服务员果真去请示美女老板
了。回来时她莞尔一笑：先生，你真有福
气， 老板她答应把这美女木雕送给你
了。我高兴极了，又口占一首：

家居城中购家居
发现美雕动心扉
美女老板美女送
踏雪抱得美人归
那天空中飘着微雪， 小北风吹着，

心中却暖暖的。回到书房把美女木雕往
书桌上一放， 坐在新买棠木枣红龙椅
上，惬意极了。又口占一首：

美女桌上长作揖
权当找个秘书女
倘若那天不写诗
愧对时光心发虚
半个月又过去了。天天在木雕美女

陪伴下，心里非常宁静，读书写作，收获
颇丰。 刘正国摄

第一次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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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乍暖还寒，难得遇上天霁日出的天气。我们一帮子业余驴友，蛰
居伏案了一个漫长的冬季，终于盼到了艳阳东升、天光明媚的好日子，就像急
欲破茧而出的蝶蛹，早就按捺不住郊游的渴望。一人呼，众皆应。“岁岁春草生，

踏青二三月”。一溜烟齐刷刷地如约来到了市区北郊的金牛山。

起起伏伏的丘陵，茂密的林木，萋萋的芳草，竹林里掩映下的星星点点村舍，

池塘里泛着层层涟漪，远处不时传来犬吠、鸡鸣声，空气宛如滤过一样清新。漫不
经心地走进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春风拂面，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行走在青黄相
间的草地上，软软的，柔柔的，好似信步在地毯上。路边丛生的荆棘已有泛青，猛
然间会有被我们惊起的山雀从身边飞过，山野四周静谧而祥和，五脏六腑仿佛被
掏空一般，无欲无望，无忧无虑，只是默默地穿行，耳边只有脚步踏在草上的沙沙
声。时间在悄然中流逝，大伙早已是汗流浃背。峰回路转间，眼前骤现一片草坪，

席地而卧在暖暖的阳光下，眯缝着双眼，从峰峦之间仰望，天蓝蓝，云飘飘，心空
灵，思万千。凝视着身边一棵吐绿的小草，人常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借此感慨
生命的短瞬。眼前的这棵去年秋冬已是枯萎的小草，逢春风而萌发。恰如白居易
所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和万物灵长的人类
相比，小草是多少渺小而脆弱不堪。草芥者，毫无价值，不足为惜；草根者，非主
流，平头百姓布衣一族。有首歌谣却道出小草的真谛：“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
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小草
就像一个简单、平实的人，热爱大地、阳光，热爱身边的伙伴，用真我拥抱世界，又
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用寸草之心，感恩回报春晖和大地母亲。虽然散漫不羁，

却生生不息，绵绵不绝；虽然长不成参天大树，却扎根大地，不屈不挠；虽然没有
花样的芬芳艳丽，却染绿大地，美驻人间。

日升三竿，隐隐地看见远处缕缕炊烟袅袅升起，始觉腹饥。卤菜熟食，以水
当酒，团团围坐在草地上。山林作陪，鸟语为歌。一阵风卷残云般大快朵颐，何其畅快淋漓。已是许
久不知饥饿的滋味了，原来饥饿的感觉有时也会良好呀！温暖的太阳当头照，有人蓝天当房，草地
作床酣睡；有人海阔天空，神侃古今；有人楚河汉界，对弈搏杀……

有位文豪哲人叫林语堂，笔名曰毛驴，他心中的幸福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
说情话，跟孩子做游戏。原来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就这般平常而简单。当我们在人世喧嚣之中蓦然
回首，静思考量世相百态，就会惊诧地发现，有人机关算尽拥有广厦千间，睡眠不过七尺；耗心竭
智争来钟鸣鼎食，一日不过三餐。终日忙碌奔波，犹如手持铁锹把快乐、幸福一锹一锹地埋葬在泥
土之中。只知扛物在肩，却不知放下包袱。舍不得爵位的显赫；舍不得众星拱月的风光；舍不得锦
衣玉食的享乐……人生算术永远是用不完的“加法”。远离童真，远离自然，远离简单，远离平淡，

快乐、幸福也就成了遥远的海市蜃楼。

山水，不是景色而是意境；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

范仲淹如何写的《岳阳楼记》

北宋著名政治家、 文学家范仲淹
为岳阳楼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
记》。这篇文章文思充沛，词气优美，其
中“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然而出乎很
多人意外的是， 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
楼，这篇《岳阳楼记》是他受朋友滕子
京函请， 在远离岳阳楼千里之外的邓
州（今河南邓州市）写成的。

滕子京，名宗谅，北宋洛阳人，与
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在以后的仕途中，

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庆历四年（公
元
1044

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重修
江南名胜岳阳楼。楼成后，滕子京认为

“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
出于雄才巨卿者不称著”

(

《巴陵县志·
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

)

， 遂于庆历
六年（

1046

年）六月十五日修书一封，

介绍了重修岳阳楼的情况，并附《洞庭
晚秋图》一幅，派人送给范仲淹，请他
为岳阳楼作记。

当时
57

岁的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
败刚被贬至邓州不久。 这是他入朝为
官第四次遭贬， 但是范仲淹并未消极
沉沦。在邓州他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深受百姓爱戴。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

他在城东南的百花洲畔建了一座花洲
书院， 常于公干之余在书院讲学或以
文会友。

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的信后， 欣然

应允。他虽然没能亲临岳阳楼，但对水
波浩瀚的洞庭湖是熟悉的。 他在十几
岁时， 曾随继父朱文翰在洞庭湖水乡
安乡县住过五年。 当时朱文翰任安乡
县县令。 洞庭湖一年四季千变万化的
自然景观无疑给范仲淹留下过深刻的
印象。如今滕子京送来的《洞庭湖晚秋
图》唤醒了他昔日的记忆，触发了他的
创作灵感。

于是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范
仲淹在花洲书院春风堂内展纸走笔，挥
挥洒洒，一气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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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字、字字珠玑的
《岳阳楼记》。 文中他颂扬的“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 精神，不
仅是对同样遭贬的好友的劝勉，也是他
早年就有的宏伟抱负和多年执着的追

求。据史籍记载
,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
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
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为楼作记而未登斯楼， 这对作者
来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难题。但对
范仲淹这样的文章高手来说， 这反而
可以使他扬长避短，展开丰富的想象。

对岳阳楼的外观形貌他惜墨如金，未
作任何描述，仅以“增其旧制，刻唐贤
今人诗赋于其上”一笔带过。写“巴陵
胜状”，也是避实就虚、大处着笔，寥寥
数语后便以“前人之述备矣” 一句作
结。而在“阴雨霏霏”、“春和景明”两段
可以借助记忆、展开想象的地方，则泼
墨如注，恣肆淋漓。他借景抒情，转而
述志，直至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百代绝唱。

范仲淹在未亲临其境的情况下，

凭借自己丰厚的生活阅历和高明的写
作技巧为岳阳楼留下了一篇千古美
文，也为读者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文坛轶事

□

陈有才

草 木 知 春

潘杰

梅
冬以为花开满树
是为它助威
欢呼倒春寒的胜利

花还有最后几朵
猛然发现嫩芽啥时
已悄然爬上所有丫枝

星星点点的绿似凌乱的脚印
仿佛谁无眠
整晚踱来踱去

柳
守一汪池水
肯定照见了你身后
春的远影
所以你第一个高举
绿色的旗帜
薄得透明

轻如云絮
风揉不碎
雨怎么也扯不去

柔韧的枝条
汇聚成路标
让后来者不再迷失

蒲公英
如一颗颗小太阳
灿然开放
纯黄纯黄
小草们纷纷探出头
朝这里张望

分明是春天的明眸
醒来了睁大了
使个眼色
要我们打开门窗

□

卢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