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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 文/祝诚

范敬宜二题范敬宜二题
■ 文/富晓春

【自度曲】山外云·
句曲道中送友

张雨

山下寒林平楚，山外云帆烟渚。不饮
如何？吾生如梦，鬓毛如许。能消几度相
逢？遮莫而今归去。壮士黄金，昔人黄
鹤，美人黄土。

张雨与茅山真有不解之缘。他自号
“句曲外史”，又参编《茅山志》，还首创“茅
山逢故人”词牌，作“自度曲”《句曲道中送
友》。后人如明·吴绮，也写有《茅山逢故
人·醉题》《茅山逢故人·冶城》词。今人誉
其为“最美词牌”。不是吗？在“第一福
地，第八洞天”的茅山，又恰逢“故人”，这
岂非人间最美的事！

但这个词牌却经历了蜕变，变成了曲
牌【山外云】。据明人无名氏所编《叶儿乐
府》，【山外云】曲律与《茅山逢故人》词律
竟完全相同。因此张雨此词，可谓是【山
外云】的首创曲。考其曲名由来，前人诗
词多有包含“山外云”的名句，如宋·白玉
蟾的“水外青山山外云”，宋·张耒的“山外
云涛断日”；但更可能来自张雨此曲的“山
外云帆烟渚”句。

作者自拟的词牌名和题目都在告诉
我们，他在茅山道中幸会了一位“故人”，
相见甚欢，不忍遽别，遂伴送一程。并以
该词记录了晤谈的人生感悟。

“山下寒林平楚，山外云帆烟渚。”首
句写俯视脚下的近景，次句写眺望山外的
远景。“平楚”，指从茅山俯视，看到眼底丛
林的树梢齐平如毡，而天外的帆影沙渚都
笼罩在云烟之中。近景质实，远景缥缈。
这与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
山一带伤心碧”的描写颇有几分神似。这
两句，写出时空变幻不可穷究的意象，自
然诱发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不饮如何？
吾生如梦，鬓毛如许。”眼看鬓毛渐白，深
感人生如梦，不禁发出“不饮如何”的感
叹。这又恰如一千多年前的曹操《短歌
行》所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只有一
醉方休，才能借酒浇愁。作者在“送友”的

“道中”，想必是“劝君更尽一杯酒”了。这
是送别酒，也是浇愁酒，更是感悟人生酒。

后段则更进一层，追究人生价值与终
极目标：“能消几度相逢？遮莫而今归
去。”“遮莫”，不管。是说人生如梦稍纵即
逝，今日一别，还能有“几度相逢”？但不
管“而今归去”你我的结局如何，纵观古
今，不外乎是：“壮士黄金，昔人黄鹤，美人
黄土。”作者连用三个典故，概括了三类人
的最终结局：“壮士”被“黄金台”吸引而
去，所助帝业或有成败；“昔人已乘黄鹤
去”，我们也将踵武其后修道飞升；至于天
生尤物的“美人”与常人一样，终成一抔黄
土。鼎足对表明，人生命运既各有攸归之
异，又有皆由自取之同。看透这一切，作
者似乎释怀了。

此词何以破茧成蝶，由词变曲？盖因
此词前段三四五句中第三字均用了同一
个“如”字，而后段末三句第三字均用了同
一个“黄”字，正好构成曲之又一“巧体”，
这就顺理成章了。

我打小喜欢新闻，羡慕
无冕之王记者这一神圣职
业，特别崇拜现当代可称为
大家的报人，其中有《新民
晚报》社老社长赵超构和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
宜。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
和第二代的著名报人，成了
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楷
模。范老我没见过面，但与
他有过两次“接触”，而且都
与赵超构有点关系。现记
录于此，权作对范老的深切
怀念。

一
2003年前后，我在老家

浙南山区的文成报社当记
者。那个时候，我正当年富
力强，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
闯劲。现在想来，当年最不
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直接
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找
范敬宜，请他传授办报秘
籍。

拨通座机，不想范老早
已卸任离开，到清华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当院长了。我
穷追不舍，攥着话筒追到了
清华大学。范老忙得不可
开交，正缺少三头六臂呢。
我开门见山的一句“我是赵
超构家乡县报的”，在电话
的那一头，范老热情地“接
待”了我。当他得知我还是
赵超构外婆家的亲戚时，便
饶有兴致地询问：赵超构的
故居还在吗？有没有得到
有效的保护？赵超构老家
还有些什么人？你所在的
县报有多少人？发行有多
少份？

我们就像老朋友聊了
起来。对他的疑问，我一一
作了回答，还就如何办好县
级党报交换了意见。他说：

“办党报，最关键的是抓两
头，做到上传下达。党报是
党的喉舌，一定要传达好党
的声音；党报的主要读者是
广大的群众，因此要反映群
众的呼声。不管是大报，还
是小报，都有其共同或相近
的规律可遵循的。”

范老这一番深入浅出
的话语，还有赵超构的《我
们应当怎样办晚报》，成了
我后来办报的“教科书”。
我将他们的办报经验与理
念，逐渐落实到具体的办报
实践之中。

二
2010年春，文成县龙川

乡党委书记龚士东找我商
量纪念赵超构诞辰一百周
年活动，需请一位有名望的
新闻界人士为赵超构纪念
场所题字。当时我的脑海
冒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范
敬宜先生。我知道范老对
赵超构十分崇敬，他既是德
高望重的新闻老前辈，又是
当代著名的书法家。

怎样才能玉成这件事
呢？我与范老已经多年没
联系，而且他也不一定还记
得我。《新民晚报》原总编辑
丁法章先生与范老交谊深
厚，我们便请他出面联系。
丁老总去信谈了此事，范老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很
快就按照要求写好了题字。

当我与龚士东会同文

成有关领导，于三月中旬抵
达上海筹划纪念活动时，范
老早已将手迹条幅寄到丁
老总处。共三幅，分别是

“中国新闻界泰斗——赵超
构”“赵超构故居”“赵超构
文化广场”。范老的字，秀
骨之中见丰神，俊朗之处显
雅逸。赵超构纪念场所用
范老的题字，可谓成就了一
段珠联璧合之文苑美谈。

范老在给丁老总的附
信中写道：“超构老是我敬
仰的新闻界泰斗。遗憾的
是，我未能和他谋面。但他
的办报理念和办报实践，我
一直奉为圭臬。‘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事后，当我们
提出要支付报酬时，范老在
电话里坚决予以拒绝。他
说：“能为赵超老的纪念馆
题字，是我的荣幸，也是我
的愿望。”

范老还在附信中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尤其是
大字，恐怕难副雅望。如果
不合要求，千万不要勉强。
或者命我重写，或者另请高
明，我都不会有意见。”从中
可见他谦逊的品质和为人
处事的坦荡。

不幸的是仅仅过去七
八个月，范老就离开了我
们。为了纪念范老，在我后
来出版的几本有关赵超构
的书中，书名“赵超构”三个
字，均取自范老的墨宝手
迹。范老书写的“赵超构”
和郑辛遥画的赵超构漫像，
已然成为赵超构系列图书
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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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脱壳的一瞬间你脱壳的一瞬间
星辰屏住呼吸星辰屏住呼吸
你声嘶力竭的呐喊你声嘶力竭的呐喊
官宣夏之来临官宣夏之来临

春天只是你的书签春天只是你的书签
每一棵树每一棵树
都长成伞下的温柔都长成伞下的温柔
哪怕是一株小草哪怕是一株小草

一朵山花一朵山花
也有肉眼可寻的绿荫也有肉眼可寻的绿荫

你的歌声渐渐枯萎你的歌声渐渐枯萎
秋天的黄叶格外兴奋秋天的黄叶格外兴奋
与风满天追逐竞舞与风满天追逐竞舞
一幅丰收的图画一幅丰收的图画
在冬眠前布展在冬眠前布展
天地都在围观天地都在围观

经历了春的孕育经历了春的孕育
夏的考验夏的考验
秋的成长秋的成长
水稻水稻 你终于成熟你终于成熟

春天的干旱几乎让你枯黄春天的干旱几乎让你枯黄
夏天的闷热几乎让你窒息夏天的闷热几乎让你窒息
秋天的台风几乎让你倒伏秋天的台风几乎让你倒伏
但是但是，，你都咬牙挺了过来你都咬牙挺了过来

轻风拂过轻风拂过，，你舞动金黄的裙摆你舞动金黄的裙摆
看看，，田野都泛起激动的涟漪田野都泛起激动的涟漪
金色波涛翻滚着欢快的歌金色波涛翻滚着欢快的歌
蝴蝶翩然地从稻浪上掠过蝴蝶翩然地从稻浪上掠过

压弯了收获的扁担压弯了收获的扁担
原野刚收割的稻子原野刚收割的稻子
都在打谷场上集结都在打谷场上集结
摞起了一座座锥形小山摞起了一座座锥形小山

因为土地的厚重因为土地的厚重
依旧还是农民心中的寄托依旧还是农民心中的寄托
当那些漂泊的感觉疲惫之后当那些漂泊的感觉疲惫之后
只有故乡的土地只有故乡的土地
才能温暖他乡的寂寞才能温暖他乡的寂寞

醉美的土地脱贫致富奔富强醉美的土地脱贫致富奔富强
拼搏才能描绘秀美河山拼搏才能描绘秀美河山
风雨的洗礼美好的前景风雨的洗礼美好的前景
收获将成为主旋律收获将成为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