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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1998年创刊后，江
花副刊应运而生。迎来的第一批副
刊作者中，秦聿森像一粒闪光的沙
子吸引了编辑们的眼球。后来，这
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成为副刊的实
力写手，有了不少粉丝，他们纷纷打
听，那位写《平桥豆腐》《遥远的乡
音》《雕花的馄饨担子》的作者是哪
位高人？读者判断这个叫秦聿森的
人，一定是哪院哪派的学者型作家。

20年过去了，秦聿森一直在写
作，即使他在加勒比打工的 6年，也
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退休后，有了
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对自
己的文字质量要求又高，所以花了
更多的精力观察、练笔。真是应了
古人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
练达即文章。他的文章烟火气与书
卷气浑然一体，在知青作家圈，在老
年大学的文学圈，秦聿森有很多粉
丝，这是事实。

《锦灰碎檀》是一本散文集，全

书分七辑，共计84篇20万字。时间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说到当下，内
容丰富，真情实感。

秦聿森的文章有底蕴，接地
气。我很赏识《遥远的乡音》《邵庄
那一夏》《三官塘，那眼永远碧绿的
泉》等。在《遥远的乡音》里，他写到
淮腔以一句“亲妈妈”开起，气足韵
满，是提足了一口气呐喊出来的，这
三个字吐完后，歌者再吸足一口气，
这时肺部充盈，情绪饱满，然后便是
一泻千里的诉说。许多人说淮剧是
哭腔哭调。在淮剧的腔调里，作者
说他听见母亲的声音了。淮剧具有
国风的根基，有民众的心声，这是这
篇文章要表达的。

都说每个文人的心里都住着一
个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秦聿森很欣
赏苏东坡。《锦灰碎檀》里的《徐书
记》，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一
两千字，却营造出大意境。文中的
徐书记是一个文化人，在那个特殊
的年代靠边站了，但落难不坠青云
志。少年时的作者与这样一个奇人
相遇，眼界迅速地被打开。《芥子园
画谱》上有梅枝、桃枝的画法，作者
分不清桃与梅的区别。徐书记教
他：“桃与梅开在不同季节，尚好分
辨，但纸上同为五瓣，不容易区别。
梅是铁杆铜枝，梅有傲骨，有君子党
而不群的做派，一枝梅三五朵足
矣。梅看枝桃看林……”这是徐书
记的话，也是作者想要说的话。在
徐书记那里，他看完了《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怎么办》等几十部中外名
著。

结识过徐书记后，少年时的作

者知道：“自己的心里有一棵树，它
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

在《一样的江边不一样的船》
里，他写了昔日的知青与他们的子
女一同坐船畅游长江。同是潮落
里，同是夜江中，同是斜月远，知青
们当年过江下放劳动，一去十年难
回，而现在纯粹是享受清风明月。
作者说：我们遇上了一个高速发展
的好时代。《锦灰碎檀》的作者是一
个追求光明的人，他的文字即使是
回忆过去，色调也是亮丽明快的。

秦聿森是忠实的散文作者，他
几乎不写小说，偶尔写过一两首
诗。散文是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
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
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
事件的隐身衣。散文作者的叙述维
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
尽在文中，伪装不得。秦聿森说自
己是一个固执的人，纵使别人觉得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不是
知识分子；纵使别人觉得写作不赚
钱，出书更是烧钱，他也欣然坚持初
心，追逐他的作家梦，在写作中不断
成长。他说：“现实社会信息迭代速
度越来越快，给写作创造了机遇和
空间，人们精神层面上的需求扩大
化，社会充满正能量，这些激发了我
的写作热情。”

《锦灰碎檀》像一坛二十年的陈
酿，开坛那个香，细咂那个醇，让人
回忆无穷。

《南山烟雨》出版了，它是我《江
山入印痕》的续篇，也是介绍镇江历
史文化名城的篆刻作品集。

此集缘于 2015年 6月盛夏，在
《江山入印痕》出版座谈会上，拙作
得到各地师长同道的鼓励和肯定,
当时就萌生了弥补独缺南山之憾的
大胆设想。南山有丰富的旅游文化
资源。以山川造化为师，以古贤金
石为本，以铁笔耕耘于顽石之间的
篆刻形式，热情地颂扬南山。这一
粗浅的构想，也得到了王梅芳先生
的首肯和大力支持。

机缘巧合，当时南山风景区为
增加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与旅游的
融合，以文化提升旅游，以旅游传播
文化。景区将修缮的房屋列入了文
化提升范围。竣工之际，我有幸将
工作室迁于此。古人云：“足知缘分
在云山。”可能是天意吧。唐六如诗

“满地风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
琴。南山多少悠悠意，千载无人会
此心。”徘徊吟咏之间，更坚定了我
以篆刻形式颂扬南山的决心。安顿
好工作室后，沉思静想，觅得《文心
雕龙》句“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
华”，故取“清风”二字为轩名，这样
和景区的亭台楼阁形成统一景，借
以附庸风雅。同时也加深了我和竹
林禅寺的佛缘，促使我用铁笔记录
南山、渲染南山，从而寄托思古追
昔、云水禅心的初衷和情怀。

南山景区谷深林茂，幽深静谧，
意韵深厚。其间不乏古寺、甘泉、奇
洞、茂林、修竹，移步换景，目不暇
接。戴颙新声变曲，听鹂整弦，作

《广陵》《游弦》《止息》新曲，洗心涤
虑，志存山林。李涉的“偷得浮生半
日闲”道出了对待人生烦恼，寻求解
脱的态度，颇得后世文人的喜爱。
周敦颐“茂叔莲池”表现出洁身自好

的大儒胸襟。米氏于此处借得云山
烟雨，水墨点染，烟雨空蒙，神韵天
然，妙趣横生。如此种种，激发我以
铁笔寄兴、寄情、寄乐于山水的情
怀。

在南山，我沉入于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潜心检阅，寻章摘句。子夜
荧荧，萧斋独坐，但每有发现、意会，
融于笔端，则兴味无穷，全然不觉案
冷。坐冷板凳也是一件好事。经过
查找收集资料，初稿始成。根据南
山风景区主任张炳文先生的阅改建
议，我以招隐寺、竹林禅寺、文苑、鹤
林禅寺、磨笄山、黄鹤山景区内的景
点、历史典故、诗词句为主题，用篆
刻的艺术形式展现给广大读者。将
南山诸景悉数收录其中，内容丰富
充实。另一方面以印出景。利用方
寸天地，表达气象万千，于分红布白
中，达到疏密有致，而边款释文丰富
多彩，趣味可读。所谓“闲章不闲”，
在字里行间留下了南山风景区的大
量信息。从另一个侧面让广大读者
在欣赏篆刻艺术的同时，产生无限
的遐想，激起恨不能早日亲身一游
的强烈情感。古人有云：“绛树两
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
左腕能楷，右腕能草。”拙作虽然不
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但是都朝
这个方向竭尽全力地去努力。这就
是创作《南山烟雨》集的初心和本
意。此书选印一百二十六方，历时
三个寒暑，得以付梓，今命笔此文，
聊记心痕尔。

前人诗云：“金石交情松竹契，
此会几生修到”“金石成编缘好古，
丹青落笔为留春。”现在，《南山烟
雨》所有作品原石、印拓已在南山风
景区的竹林寺清风轩展示，期待各
位有缘的游客、同好指正。

《南山烟雨》琐记
□ 汤真洪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在近日举
行的作为广州文交会重要组成部分
的第11届广州演艺交易会上，著名
作家王蒙在广州大剧院就“我们的
文艺生活”这一主题发表见解。他
认为，文艺生活的崇高性、严肃性需
要培养。说起中国文化，人们想到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我们这一代能留下什么？新一代文
艺工作者应该“创造人们喜闻乐见，
又能对人们有所引领的作品。”“我
们的文艺生活不能停留在抖音、手
机段子上。”

在这篇文化报道中，王蒙对我
们今天时代的文艺生活对于民族精
神、对于时代心灵的作用，需要培养
文艺生活的崇高性、严肃性这种高
端的文艺，还是任抖音、手机段子成
为我们主要的文艺生活、精神生活，
谈了看法。这是王蒙的一种文化嘱
告，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其中，王
蒙特别强调“看抖音我也不反对”，

“我们的文艺生活不能停留在抖音、
手机段子上，否则就太对不起我们
自 己 了 ，太 对 不 起 我 们 的 文 明
了”……王蒙这是指出了抖音、段子
这些流行的时尚文艺形式，已成为
我们主要的文艺趣味，占据了文艺
生活的主要位置。

王蒙对段子文艺的看法，不由
得让我们审视。的确，这似乎是一

个段子流行的时代。微博、微信上
形形色色的段子，成为移动网络时
代全新的创作形态，几乎所有新闻
事件最终都会成为段子的养料，关
于娱乐、体育、时事……包括名人
的段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休
闲生活中，我们浏览新闻也好，我
们阅读也好，已经不断地被短信、
微博上的各种段子所覆盖。当然，
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行写作形式对
于我们的文化传播、写作方式、话
语表达形式的影响和改变。段子的
创作生产，是快速快捷的，但这无
疑又决定了其速朽覆灭的命运。因
为，追求速度、追求流行、追求消
费化，这既有违于我们的精神世
界，与我们的心灵生活冲突，更不
符合文化的规律、审美品性……

王蒙对段子文艺的看法，也让
我们思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高雅
文化文艺，只剩下段子文艺的娱
乐，是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在文化
上很难获得别人的尊敬？文艺既要
贴近生活，又必须有高端性。萝卜
白菜各有所爱是可以的，但得有尖
端的代表性。所以，我们除了要有
短视频、段子式的东西，更要有能
提高整个社会精神品位和素质的作
品。不管碎片化的、快餐式的、段
子式的文艺作品怎样泛滥，社会都
要有一种引领的文化正能量。这就

像王蒙所说，这需要培养发展高
雅、高尚、深刻、厚实的文化艺
术。

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生态、
文艺精神，到底应该是怎样呈现
的？一般来说，文化艺术应该是普
及的、日常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
方式当中，这是文化艺术的大众化
的特点，但是，文化艺术又不能仅
仅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层次上，它还
必须有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境
界，触及我们的生命和灵魂的东
西，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艺术除
了有流行的、时尚的、繁华的东
西，还必须要有静水流深的、深层
的、博大的、宏远的内涵意蕴，我
们的文化生活文艺生活中除了需要
那些通俗的、流行的文化消费，还
需要伟大的文学、深刻的哲学、精
致的诗学、宏大的美学、高贵的精
神，而这些才能给予文化艺术所赖
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
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
艺术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
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
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

文艺生活不能停留在段子上
□ 许民彤

书籍是人类心灵殿堂的基石，是
人类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人的生活
中，书籍与阳光、水分和粮食一样不
可或缺，甚至其分量还要重一些。喜
欢冬天，正是由于冬天适宜读书的缘
故。

在遥远的古代，睿智的古人就已
经意识到三冬是读书的好时节。《礼
记》中就有“春诵，夏弦，秋学礼，
冬读书”的句子；《汉书·东方朔
传》中记载了东方朔上书给汉武帝，
称自己三冬读书“文史足用”，“上伟
之，令待诏公车”的事，后来“三冬
足文史”的典故成为冬天读书成才的
佳话；三国时期的儒学宗师董遇，总
结自己的读书经历，提出利用“冬者
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
余”之“三余”时间读书，精彩的论
述让书虫们深以为然；清人金圣叹则
发出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
哉”的感叹!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一年四
季之中，冬天相对来说最为轻闲，而
又不便出门，少了些许应酬和交际，
难得时间充足，正好读书。彼时，任
窗外北风呼啸，雪花漫卷，拥炉而
坐，清茶在侧，拿一册书籍，食指和
拇指轻轻翻动书页，当一行行文字像
黑色的精灵一般跃入眼睑，身虽蛰居
一室，而人早已神游物为。不知不
觉，已是夜幕低垂。读书，让单调的
季节变得有滋有味；读书，让寒冷的
季节变得温暖如春。而这种精神专
一、出神入化的阅读，收获定是匪浅
的。

进入冬季，木叶凋敝，百虫蛰
伏，少了一些热闹，多了一些安静，
这样的环境，最宜读书。尤其是冬天
的夜晚，漫天星斗，祥和静谧，没有
不速之客叩门，没有忧愁琐事萦怀，
没有功名利禄侵扰，天地间似乎就剩
下了自己，剩下一颗简单、淡泊的
心。于是，挑灯夜读，让灯光抚摸那
些温暖的文字，让文字滋润一颗负累
的心。唯有文字，是一碗温暖的药，
才可以治愈所有的颓丧和疼痛。“寒
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从书中沉淀人生，从书中感悟生活，
充实而有意义。冬天是安静的，读书
也是安静的。三冬读书，顺乎自然，
事半功倍。

冬天是一个更适合思考和理性的
季节，最适合读书。冬天寒冷，人的
头脑更加清醒，更加灵光，人的思维
变得自由而敏捷，而横亘在视线中，
繁华落尽后山寒水瘦式的原始状态，
又最容易让人陷入哲学般的思考。周
国平在谈读书时说：“阅读是与历史
上的伟大灵魂交谈，借此把人类创造
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三冬读
书，精神饱满，思绪飞扬，更容易走
进作者的内心，更容易接近读本的真
相，更容易与伟大的灵魂产生深度的
碰撞，更容易自我发现。

古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
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
次全无一点尘。”在天寒地冻的三
冬，躲进温暖的陋室，捧一杯香茗，
掩一卷诗书，让自己沉浮在书海之
中，体验阅读的惬意和快感，生命在
阅读中厚重，灵魂在书香中丰盈，实
在是人生妙不可言的事！

三冬好读书
□ 刘贵锋

明天就是女儿的生日了，女儿
说今年她想邀请她的好朋友贝贝、
诺诺一起过生日，我和爱人都十分
赞成，毕竟女儿六岁了，有自己的想
法，能邀请好朋友一起分享生日蛋
糕，是值得鼓励的。

第二天，我们一家、贝贝一家、
诺诺一家都按时到了指定饭店。贝
贝和诺诺都给女儿送上了她们亲手
画的简笔画，上面还写着“祝优优生
日快乐”几个字，女儿很喜欢这些礼
物，她们几个有说有笑，很是开心。

爱人订了女儿最想要的艾莎公
主蛋糕，三个孩子早已迫不及待
了。我把蛋糕放在桌子上，打开盒
子，一个八寸的蓝色蛋糕上站着艾
莎公主潇洒飞翔的模型，模型前有
一个用巧克力做成的数字“6”，代表
女儿六周岁了。蛋糕所放置的正方
形底座盒子上，两边分别站立着不
同动作的艾莎公主模型，她们都摆
着漂亮的姿势，似乎在迎接着女儿
新一岁的到来。

女儿要许愿了，爱人把一个心
形蜡烛插在蛋糕上，我关上灯，点燃
蜡烛，蜡烛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发
出暗暗黄光，只见女儿双手合十，双
眼微闭，嘴唇时不时地动了几下，我
们其余人在贝贝、诺诺的带领下一

起唱生日歌，直到蜡烛燃尽，歌声结
束，我打开了灯，女儿才睁开眼睛，
放下双手，许愿完毕了。

回到家，我问女儿：“优优，能给
爸爸说一下你许的愿望吗？”

“希望给我过生日的好朋友贝
贝、诺诺天天开心、快乐，像艾莎公
主一样。”

我反问道：“我是说你给自己许
的愿望。”

女儿一脸无辜：“这就是我给自
己许的愿望啊！”

我突然有种汗颜，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羞愧自己居然还不如一个
孩子，没有像女儿这样有着一颗纯
真而美好的童心。童言无忌，女儿
的这番愿望，应该是她最真实、最迫
切、最发自心底的情感表达了吧。

怪不得我们越长大越希望回到
童年，除了童年无忧无虑之外，更多
的是有着那颗纯洁、真诚、美好的
心。悟已往之不谏，过去的事情已
经不能弥补了，那就让处于童年时
期的孩子们保持好这份情感吧，希
望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女
儿依然能够保持着那颗不变的童心
和朋友们真心相处、同甘共苦，因为
多年以后，这份情谊应该是最纯洁、
最高尚、最朴素且最弥足珍贵的！

女儿的生日愿望
□ 王 琦

心里有一棵大树在成长
——秦聿森新著《锦灰碎檀》读后

□ 陆渭南

恋上南宁
□ 张海军

突然就感觉自己恋上南宁了。
南宁古称邕州，位于北回归线

以南，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自治区
第一大市，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
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陲古城，古
代属于百越之地，有着 1700年建城
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南宁是
红豆的故乡，夏长冬短，春秋足迹只
会短暂停留。绿色是南宁的标志，
因一年四季都是满眼的绿色，南宁
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这里的
山、河、湖、溪与绿树鲜花交相辉映、
常年绿树成荫、花果飘香，被美誉为

“花园城市”“中国绿都”。
青秀山是南宁的绿肺，也是融

山水景观、亚热带园林风光于一体
的南宁植物园，山不高而秀、水不深
而清……2004年起，南宁成为中国
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的永久举办城市，也是国家“一
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
重要门户城市。

南宁，虽然没有中原黄钟大吕
的惊艳，也没有齐鲁大地的圣贤遗

风以及江南亭台楼阁的古韵风雅和
塞外大漠的雄厚张扬，但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骆越文化和中原文化
在此碰撞和交融，海洋文化与江南
秀气在此融合和贯通，逐渐形成独
特的文化墨迹和历史积淀……清代
诗人刘神清曾用诗句“邕江添雨涨，
绿晓万家春；四野重烟晓，两堤叠浪
新”描写美妙的南宁；著名作家汪曾
祺客居南宁时还写道：“铜锣生生犹
在耳，桄榔夜夜不知秋。”在树影婆
娑里，在南湖碧波上，在翠绿的邕江
两岸边，总弥漫着绚丽多姿的文化
气息、清雅袭人、活色生香。南宁可
谓“半城绿树半城楼”，这里不仅山
川奇特，文物渊古，物产丰富，且圣
地遍布；这里胜景出处，登临其间，
尽享山水之美，更有优美的绿城都
市风貌，浪漫的中越边境风光，浓郁
的壮乡民俗风情，让人如入画境、百
看不厌，流连忘返……

南宁的著名小吃如水街粉饺、
老友粉、柠檬鸡、五色糯米饭等，大
诗人杜甫有诗句这样赞道：“岂无青

精饭，使我颜色好。”南宁小吃承载
着一代又一代南宁人的记忆，蕴含
着这座城市悠久的风韵。要知道南
宁的餐饮是融汇南北之佳肴，如粤
菜馆、东北菜、淮扬菜、海鲜酒楼、民
族餐厅、东南亚风味馆等各树一帜，
中山路美食街、南国街夜市、建政南
二里宵夜等上千种民间小吃让人大
饱口福……天地造化、物华天宝，如
今的南宁已成为一座融食、住、游、
休闲、养心、购物于一体的魅力旅游
城市。

初来乍到时一定会有人感慨，
这儿的人走路怎么都那么慢呀！确
实，“慢”是这里的生活状态，也是一
种生活态度，悠然自得、怡然大方，
南宁人特别爱诗、写诗、读诗、懂诗，
每年都会举办多场诗歌活动，“红豆

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成为诗歌的经
典，“我有诗与酒，足以慰风尘”……
漫步穿梭于古镇的石板路上，在骑
楼老巷间寻觅舌尖上的美食，依偎
在公园长椅上看夕阳斜射波光粼
粼，抑或能感受到南宁崭露头角的
时尚气息……

让心情放缓，让脚步慢下来，来
到南宁，你会发现，这个海纳百川、
包容外地人的城市带来的惊喜和亲
切……在那满眼舒心的绿意中，你
会不会想起“等风景都看透，谁陪我
看细水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