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南四月
□ 李 云

亲密有间 疏而不远
□ 程应峰

仙南村的四月，也就是香樟树的
四月。

这时候，香樟树的老叶刚刚落得
差不多，落到地上的老叶有的呈胭脂
红，有的没过几日就变枯变黄了。暖
风起，这些落叶贴着地面奔跑着——
千万别小看这暖风，正因为“暖”，当
它卷着落叶跑时，就没有了冬日的萧
瑟，反倒是欢乐的，仿佛每一片叶子
都是快乐的小精灵，仿佛在说着：告
别树冠上的舞蹈，咱们也是地面上的
舞者。

于是，我们眼前的香樟树，就出
现了嫩汪汪的翡翠绿，脱掉冬衣一
般，精神抖擞神清气爽。肉嫩嫩的、
富有光泽的叶面宛如婴儿的脸。米粒
大小的花骨朵儿像米兰挂满树枝，两
三日过后，定是一片香樟树开花的盛
景。细小的、白色的花儿，香得是那
么纯粹，恨不得提前将积攒在身体里
的樟木香挥发出来。

我曾站在树下为这一抹香沉醉
过，后来去买香水，也会看有没有采
用香樟花制作的。

如果说栀子花香是大团大团的，
招摇过市一般，那么香樟花的香就是
幼时在妈妈身上闻到的乳香，甜蜜又
温情，是可以拥抱住的那种，无形中
的有形，奢侈啊。

的确是够奢侈的，这仙南村啊，
怎么就是成片成片的香樟树林。院子
的转角处、桥堍、路边，再顺着河流
走，全是开花的香樟树。那种可以想
象的厚、酽、香，像流水扑面而来，
像云朵铺天盖地，这是多么好的岁月
啊——恨不得为了这一朵花，就此定
居，成为一个朴素的仙南村人，种种
树，酿酿酒。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
雨后，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忽
然间，《中华民谣》在耳畔响起，此情
此景，只想赋词一首，只想高歌一
曲，跟树林里的鸟鸣比一比歌喉。

还有很多新生命从树林的落叶里
钻出来，野蔷薇、无名精、婆婆纳、
猪殃殃、鼠掌老鹳草等，一草一生
命，春风吹又生。香樟树林就更具备
了森林的气势和野性，人为种植的东
西被挤掉了。

香樟树四季常青，便总是成为行
道树的选择。香樟树寓意长寿、辟
邪、吉祥如意，还因为枝叶茂密，树
姿壮丽，便又象征着正直与和平，以
及坚韧。又非常适合做庭荫树，荫庇
子孙就是这个意思。在很多古村落常
常会在村口遇见年长高达一千多岁的
古樟树。

而从仙南村长出来的香樟树到底
去了那里呢？到底去了多少人家的庭
院？站到了哪些街道？赋予了人们多
少的吉祥？

我看向窗外，就在这间利用建于
上世纪 70年代的村部小学作为村部的
会议室里，通过老式的钢窗我看见一
棵香樟树高过阳台，鲜嫩的绿意掩映
在窗口和走廊上。

绿意盎然间，我仿佛看到了兴
务、后村、南田、凤仙桥、云龙桥、
孝思庵、骊宫、吴越春秋等词汇蹦跳
出来——时光轴自此拉开，一幅幅纯
朴的乡村风流图卷也这般徐徐地展
开，兴务、后村、南田三个村的老村
主任，每一张脸上都饱含着对于村庄
的深情。

也就是说，香樟树在仙南村已经
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象征，已经有了人
文气质。

为此，你要去沈家，你要去白铁
浜、要去坝里，就是去凤仙桥、云龙
桥，都得穿过长长的香樟树林。每一
棵香樟树都在夹道欢迎，将所有的事
物隐身于树后，只有转过一棵树，神
秘的面纱被揭开，这才知道，酒香扑
鼻的天池酒业、曾经的吴宫老酒厂都
在这片树林后，另一边是运河水。

来往的车辆在香樟树林里行驶，

一不留心一片香樟树叶、一朵香樟花
就落进了酒里，这杯黄酒之所以如此
好喝，如此回味无穷，如此的情深义
重，是不是就有香樟树的功劳？

“生态绿廊，醇美桃源”说的就是
一棵树和一杯酒的故事。今天不去扯
吴王夫差，历史的酒就让历史去喝，
我到铜罗不管是参加文学活动还是一
个人踽踽独行，都喜欢找个地方喝一
杯黄酒——澳根饭店，用吴江话叫是
特别好听的，就感觉一个母亲喊着自
己最喜欢的儿子，一个妹妹叫着最尊
敬的兄长。

这里每户人家的称呼里都有一个
“澳”——阿的谐音，澳毛、澳燕、澳
平……不知不觉间，澳根饭店就是咱
们的隔壁邻居了，点一个爆炒酱螺
蛳，肉丝炒莴苣、凉拌马兰头，再来
一个腌笃笋，自然，一杯黄澄澄的黄
酒是少不了的——不由自主地，我又
到了铜罗。

铜罗古镇是一个大概念，仙南村
便是大概念里的一枝独秀，她朴素、
偏远，还野气十足，就像一个自由散
漫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实则纯美
善良。藏于闺阁，但又秀于庭院，这
就必须说说仙南村人家的庭院了。

苗木之乡，最多的自然是树，房
前屋后，绿树成荫，但每一户人家都
喜欢布置一个庭院。条件好的，甚至
都可以模仿出一个袖珍的苏州园林出
来，池塘、假山、碑廊、古井，门口
还放有门当。

普通人家呢，会铺一点鹅卵石，
摆两盆盆景，再放几把椅子，撑一个
太阳伞，院门上也很讲究的贴上一块
砖雕。家家户户庭院有景，就成了仙
南村的特色。

这就说明，这里的人懂得怡情养
性，润心修身，生活不是忙忙碌碌一
生，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来与清风明
月为伴的，好似苏轼所说：与谁同
坐，清风明月我。别乘一来，有唱应

须和。
最后，还是忍不住去看了凤仙

桥。虽然古桥已经不再，但从网上找
到的图片看，此桥像一条长廊架在两
个亭子上。

古桥静不语，流水话沧桑。很多
古桥是拱形的，桥的身影落在水里，
就像是一轮明月了。像凤仙桥这样五
跨石板桥又在对岸和彼岸各建一座亭
子的甚是少见。

此桥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两堍
桥头为踏步平台，各筑四柱方亭，桥
南为栖凤亭，桥北为留仙亭，亭内均
置石栏坐槛，供过路人休息和避风
雨。东侧的桥联是：岁稳登云每多凤
侣，势怀傍汉自有仙俦。而西侧的桥
联是：凤治垂虹南连越水，仙源涌日
此接吴江。

可惜的是 2002年，这座古桥再次
被船只撞塌。于是，仅剩两堍的平台
与方亭留守在河的两岸。对此，我们
可不可以心怀美好，想象着这桥身就
像凤凰的翅膀，只是一不留心折断
了。遗憾也是一种美，残缺而是另一
种永恒；失去桥身的亭台，也是有内
涵的。不过，其中的内涵，只能留待
人们自己去慢慢体会了……

“坐而言矣起而行矣，老者安之少
者怀之。”“画桥引新凤，小座来散
仙”，这两条柱联已经诠释了一切，细
细思量，还有什么比这说得通透？

如今，站在打造一新的美丽田园
乡村里，自然就多了一首可以吟咏的
诗篇——仙南村，每一个人都在的

“仙居”。
而我在四月到来，就更具备了出

神入化的神采，一切都是崭新的，一
切都是温情和美好的。

所谓亲密有间，是指再要好的

人，也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了

适度的距离，才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

间，才有可能一个人停下来静一静，

歇一歇。

三毛说：“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

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事

实正是这样，“亲密无间”走到最后，

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契诃夫把

妻子比作月亮，但不愿意这枚月亮夜

夜出现在自己的夜空。

“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淡淡的

话锋，是如此一针见血。真正的友情

是纯粹的，无半点功利的。能帮你是

情分，不能帮你是本分。

人与人相处，一味交浅言深，亲

密无间，时深日久，难免生出是非曲

直，甚至龌龊愤怨。

如果有人要问，幸福生活的奥秘

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亲密有间。人

与人之间，如果一方无休止的入侵彼

方的世界，入侵失败就倍感挫折和愤

怒，毋庸置疑，这就是不懂得“亲密

有间”的道理的缘故。

夫妻相处，若懂得给彼此留一点

空间，留一段含蓄而适度距离，才更

有保鲜共处的可能。红尘烟火间，但

凡能走向白头偕老的人，都会给彼方

一个充分的私人空间，更甭说将自我

意志强加给彼方了。

亲密有间，方能有礼有节地放弃

和妥协，绝不会一不经心就将自己置

于无法扭转的危机之中。

所以，哲理诗人纪伯伦才会说：

“彼此斟满了酒，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

饮；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

块取食；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亲

密。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

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树荫中

成长。”

有一则寓言：寒冷的冬天里，两

只刺猬要相依取暖，一开始由于距离

太近，各自的刺将对方刺得鲜血淋

漓。后来它们调整了姿势，相互之间

拉开了适当的距离，不但能够取暖，

而且很好地保护了对方。

这就是著名的“刺猬法则”，告诉

人们在相互交往时要像刺猬一样保持

适当的距离，也就是亲密有间。只有

亲密有间，才有适时调整、容纳对方

的空间。否则，就会积聚矛盾，导致

感情无法补救地破裂。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何尝不是

对“亲密有间”的形象诠释？人与人

的交往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不利于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

距离太近了，就容易发现对方的

不足和弱点，容易产生摩擦，甚至彼

此厌倦；距离太远了，双方都不能很

好地了解，彼此容易冷淡、疏远，甚

至互相遗忘对方。所以，良好的人际

关系就是“亲密有间，疏而不远”。

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的

反而会越多；生活的幸福，越是强

求，就越是难以得到。相亲而有分

寸，抱真而不失衡，云卷云舒，亲密

有间，才会天高云淡，才会拥有别样

的自在和悠闲。

亲密有间，方见树绿天蓝；亲密

有间，才能让人性的美丽不懈不怠地

伸延。

所在的小城有一家店，叫做“懒
吧”。是座二层的别墅，一层经营棉麻
女装，二层则是一个大厅和几个单
间。大厅里有长几，有书架。顾客可
以坐在大厅里看书闲谈，也可以在单
间里喝茶写字。

你可以要一壶咖啡，在那里坐上
一整天。“懒吧”的主题词是：棉麻，
文艺，慢生活。

女主人喜欢画画，经常四处写
生。她把“懒吧”做成自己的乐趣，
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但就在这样
看似懒懒的经营里，却有着非常之多
的回头客。每次新款到店，都会顾客
盈门，让店员忙到不行。而无论买家
还是卖家，都身心愉悦，像朋友串门
一样就完成了买卖，然后笑语盈盈
地，互道再见。

从小城北行不远，是一座更大的
城。那里也有一家店，叫做“书是书
非”。紧傍白浪河畔，是一家更加严格
意义上的书吧。也是二层小楼，木制的
楼梯，“咯吱咯吱”踩出文艺的调调。

一楼的桌子少，主要安放书架。
二楼的桌子多，主要供客人看书。饮
品很多，有咖啡，有茶。除了红茶绿
茶，还有各种花茶，茉莉呀，菊花
啊，玫瑰啊。店主是非常年轻的女
生，姿容纯纯的，表情淡淡的，也不
怎么说话，每天就忙着给客人做茶
点，煮咖啡。书不用她操心，顾客尽
管自己挑，自己拿。看或者不看，
书，就在那里。

店里的客人也很安静，即便交
谈，也是悄声低语。他们多数都埋头
沉浸在一本书里，面前的一壶红茶，
醇厚绵绸，冒着热气。

当我慕名前往第一次踏进小店，
便被那里优雅的气氛，惊艳到了。我
无须买书，只要坐在那里。就只是隔
了玻璃窗，呆望那幽蓝的河水。好像
也没什么主客之分，凡是走进这里的
人，本就有着同样的气场。我们不是
主客，我们只是，惺惺相惜。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仅是
人，城市也一样。比如“懒吧”，比如

“书是书非”，它们给一座城市，添加
了丰厚而又隽永的注脚，那是，低调

的奢华。
也许真正能经营好一家书店的，

也必须是读书人吧！比如“懒吧”，它
的店面不在闹市，也不靠大街，但确
是好酒不怕巷子深，那回头客是一拨
接一拨，回头客带来了新客，新客变
成旧客，旧客又带来新客。

就在上周，我去“懒吧”买了新
的棉布裙，离开的时候，漂亮知性的
女店主忽然笑吟吟地对我说：“从微信
上看了你好多的文字呢，真是喜欢！
店里来了新的夏凉被，送你一条啊！
喜欢什么颜色？”

我一时愣住了，便觉得心里有股
热热的东西，在涌动翻滚着。这岂止
是一家店啊，这分明像是走进了自己
的家！我想，如果哪天写字不顺，一
定来“懒吧”的楼上，找找灵感。

还有“书是书非”。据说附近原来
还有不少的书店，但现在都关了门。
只有它，还开着。有很多的青年志愿
者，会前来帮忙看店，纯粹的义务劳
动。店里的玻璃门上，写着这样的
字：“开一家可以的店，见一些可能的
人。”书是书非，如它门前那只米黄色
的吊篮，自在优游，与美丽的白浪河
水，相看两不厌。

犹记得 20 年前，我在威海读大
学。班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贫穷
的，富有的。俊俏的，丑陋的。但图
书馆的大门，却对每一个人，平等地
敞开着。每个晚上，每个周末，每个
节假日，我，都会坐在那里。一想到
整个图书馆的书都是我的，那股欣
喜，真的是能让我偷偷地笑出声来！

在学校有图书馆，当踏进社会
呢？要是每个城市都能有一个 24小时
营业的图书馆就好了！那就是一座，
城市的书房啊！这书房属于一个城
市，也属于城市里，每一个自己！当
你走进它，就像踱步走进，自己的私
人领地。黄昏或者午夜，阅读或者小
憩。又或者，躺在长长的软沙发上，
沉沉地睡去。值班的店员会轻轻地走
过来，给你盖上一床薄薄的毯子。毯
子下面盖住的，就是书房的温度。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书房。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温度……

陪孩子一起读书
□ 张元丽

城市书房
□ 李风玲

可能是因为自己是教师的缘故，孩
子尚在襁褓中时，我就产生了陪她读书
的想法。

因为我知道培养孩子读书的习惯
是父母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

所以女儿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
着她一起玩机关书绘本，因为书中立
体、挖洞、触摸等各种花样百出的小机
关能吸引她的眼球，从而培养阅读兴
趣。一岁的时候，女儿正值说话的关键
期，我就带着她读一些故事情节简单、
贴近生活的绘本。

两岁的时候，女儿更喜欢图多的绘
本，文字少一点，更专注于看图。因为
对于低龄段儿童而言，图画对于他们理
解故事的情节至关重要。家长在与孩
子亲子共读之际，要有意识地引导儿童
观察、体会插画所表达的故事，启发他
们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联想，推测故事
的进展，逐渐培养孩子看图识意的习惯
和能力。

许是听得多，看得多，我惊奇地发
现女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模仿能力
呈直线上升，嘴里时不时蹦出一些意想
不到的话语，对于书中人物的言语、行
动，她也会思考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
同时还能运用到生活之中。

女儿三岁时，有一次我在跟她一起
读《我妈妈》时，突然发现她可以根据我
给的小提示，自己把这个故事讲完，而

且还能指着一些字告诉我，这是‘小’
字”，这是‘妈’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
个很大的惊喜，现在女儿对认字有了强
烈的欲望，在享受故事情节的过程中还
认识了字，完全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

之后，每个月我都会带着女儿去书
店，有时她会拿着一本大大的彩页故事
书，自己坐在角落里看图讲故事，我不
得不承认，阅读能够给孩子带来无限可
能，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

当然，在家庭中给孩子创设一个读
书环境也至关重要。

我们家比较窄，我就在阳台的一边
给她开辟了一个读书角，作为她的读书
空间，每天女儿都会在自己的读书角看
书、画画、玩玩具，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
界里。

父母也要做读书的榜样，孩子是很
贪玩的，父母就像孩子的一面镜子，孩
子会自然而然地模仿父母的行为和习
惯，如果父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将阅读
视为一种乐趣，那么孩子便会受到影
响，觉得读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久而
久之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

对于孩子来说，读书不仅仅是一本
十几页的图画书，读书时妈妈的陪伴，
有童年珍贵的回忆，有爱。

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陪她一起
读书，把爱阅读的美好种子播撒进孩子
幼小的心田。

责编 谢勇 美编 谢勇 校对 章正英
2023年4月28日 星期五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cjc@163.com春春 江江 潮潮12

地址：镇江市中山东路4号 读者服务：85020182 广告咨询：85010151/85010256 发行热线：85012697/ 85010057 全年定价：468元 镇江报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丹徒区兴园路196号

前些日子，有机会到徐州，顺便
看了看园博园，归来一直被催写点东
西，写点什么呢？写新闻稿吧，时间
过了。写诗歌吧，没有感觉。写点印
象吧，好拿捏。

第一也是目前的唯一
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创办于 1997

年，是国内园林花卉界最高层次的盛
会，每两年举办一届。第一届在大连
举办，第二届在南京举办……至今已
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前十二届要么
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举办，要么在省会
城市、直辖市或者计划单列市举办，
作为第十三届园博会举办地的徐州是
第一个拿下举办权的普通地级市，徐

州园博园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处在
地级市的园博园。

新风中蕴含着古韵
由于疫情原因，直至去年 11 月，

第十三届中国（徐州）国际园林博览会
才开幕，65个各具特色的展园向世人
展示着“绿色城市·美好生活”的园
林新风。一切都是新的，新移栽的绿
树在春风中摇曳着动人的身姿，新种
植的小草泛着醉人的青；新筑的池塘
荡漾着清澈的碧水，新开的小溪欢快
地流淌着；新砌的青砖路面，走上去
平整而踏实，新建起的各色屋宇回
廊，或亮丽或清奇，似乎在诉说着各
自的故事……连空气都是新鲜的。但

在这层层波波的“新气”之中，总会
时不时地透出些许“古味”来，东道
主展园徐州园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歪
歪斜斜地刻着“彭城”二字，古朴而
充满拙趣，彰显着徐州 5000年的文明
史 。 扬 州 园 门 楣 上 的 “ 淮 左 名 都 ”

“竹西佳处”，门柱上楹联中的“有人
吹箫”等无不昭示着那时那地的繁华
岁月。

英雄与和平的乐章
徐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是个

英雄的城市，在园博园建设上也体现
出一股英雄气。徐州园博园坐落在徐
州东南吕梁山山麓上，以石山为中
心，沿坳山、蝎子山、丁山、李山山

坡而建，这些山坡上密密地栽种松树
柏树，一棵棵笔直地站立着，像士兵
一样守护着园博园，诠释、担当着英
雄的角色。

园内，如诗如画，北京园“四院
一水岸”，上海园将单调的平面扩充为
立体的未来园，杭州园再现西湖周边
的人居环境……，各地各市的展园尽
情张扬着极富地方特色的创意，呈现
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太平盛景。

徐州园博园之大，展园之多，以
有限的文字，拙劣的笔力，难以尽述
它的美，更难以表达它的丰富内在。
只言片语，聊记这点印象，如有机
会，真希望再去。 （刘 冰 摄影）

徐州园博园印象
□ 文 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