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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籍

喻清录

杨群灿

推窗就是日日遥望的南山，在这初秋的天气
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名胜志》里说：“玉泉山在洛阳东南三十里，上
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龙祠，祈祷甚应。”玉
泉山又名万安山，山上石怪林密，清泉涌流，曲径通
幽。东接嵩岳，西达伊阙，共同构成洛阳南面的屏
障。

有山有水就是好风光，山路斜斜，白云朵朵，两
三声犬吠，杜牧上山是为了看那漫山的红叶，我一
个人进山，惦记的确切地说羡慕的是那些山里的人
家。

山下是伊滨，山上是伊川，同属于洛阳，但鸡犬
相闻，无甚往来，更别说什么亲戚了。但我每每走
在山路上，看到那些伊川的山里人家，就仿佛恍若
隔世，在哪里见过，或者说他们就是我本来就该有
的一种生活——去地里割谷子、在树下纳凉、小溪
里洗脸、山顶上放羊、沟畔畔唱寂寞而幸福的情歌
……这何尝不是我前世今生的愿望啊！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行走在秋天的山路

上，凤仙花红艳艳地招摇着那些渐行渐远的青春，
喇叭花铺天盖地地呼喊着秋天来到的消息，柿子树
张灯结彩……等待了一年的村庄，轻易就用收获赶
走了所有的恩怨情仇，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什么生
病、悲伤、牵挂、纠结、屈辱、贫穷、卑微、劳苦、不舍
和隐忍，都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在这秋高气爽的天
气里，化作欢喜，哪怕是小小的欢喜。

在一个叫虎庙的村子，一眼望不到边的谷子地
里，男人在割谷子，送饭的女人怜惜地扯起衣襟帮
男人擦去额头的汗珠，饭是红薯饭、汤是小米汤，男
人吃得津津有味，女人看得柔情蜜意。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穿过虎庙，经过一个破败的山神
庙，山坳里又是一大片的人家，村子里家家户户门
前都堆满了新收割的谷子、玉米和落花生。一个中
年女人在门口的树荫下缝被子，棉花是今年的新
棉，洁白、细腻，洗得发白的粗布被里儿，柔软、贴
身，丝绸的苏绣被面因为日子久了变得皱巴巴的，
不仅不难看，还有了那种流行的双绉真丝的飘逸，
芥黄的底色上刺着金丝的麒麟送子，周围是明黄色
的花瓣，仿佛梵高的《向日葵》怒放在秋阳下。

男人40一朵花，是说40岁的男人经风经雨变
得不惑了，那么40岁的女人呢？年轻时如靓丽、奢

华的丝绸，流年逝水，当岁月的皱纹爬上额头，恰如
双绉真丝的做工，低调、淡然、知足而又浑身散发着
成熟的味道。

秋天的山路上，我这个异乡的男人，从一个村
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日子缓慢，突然有喜鹊沿着河
岸飞起又落下，几只芦花鸡在经年的草垛旁咯、咯、
咯地叫……想起了梅艳芳的那首《女人花》——

爱过知情重
醉过知酒浓
花开花谢终是空
缘分不停留
像春风来又走
女人如花花似梦……

不要铁马银安殿，不羡玉盘珍馐富贵家，一个男
人，一个女人，喂一条狗，养两三只鸡，竹篱茅舍也
是温暖的家。

《资治通鉴·唐纪》载：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的女
儿南平公主下嫁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为妻。当时公主下嫁，因为是金
枝玉叶，从不以儿媳身份服侍公婆。王珪认为，公主虽然尊贵，但下嫁平民，
即为平民妇，岂能对公婆无礼！大喜之日，王珪与其妻端坐正堂，令公主端来
洗脸水，对公婆行盥洗礼。然后，王珪对众宾客道：“今主上圣明，动循礼法，
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从此，公主下嫁即以儿媳身份
服侍公婆，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礼的实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动静以法，每个人都按照
礼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就天下太平，和谐美满了。《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载：李弘，武则天长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立为皇太子。太子师傅郭瑜为
了把李弘培养成礼义君子，给他讲了两个典故：一是“里名胜母，曾子不
入”——曾参路过一个村子，听说村名叫“胜母”，认为是对母亲的不敬，就没
有进去；二是“邑名朝歌，墨子回车”——墨子路过一个村邑，听说邑名叫“朝
歌”，认为是对王权的蔑视，就折返而回（周武王在朝歌杀了殷纣王）。这两个
典故的内涵，都是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的。

打开中国历史这本书，每一页都有礼的印痕。如果没有礼对人的行为的
约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那真是“国将不国”了。因此，凡志士仁人、
正人君子，都是践行礼仪、推崇礼教的；反之，则为乱臣贼子、悖逆小人。

小吏不听王召唤。《孟子·滕文公下》载：齐景王到苑圃打猎，用旌旗召唤
守护苑圃的小吏前来问话，小吏不来，景王大怒，要杀他，他依然不来。原来，
按礼仪规定，君王有所召唤，应视所召唤者的身份地位出示相应的信物，召唤
老百姓用旃（zhān，赤色曲柄的旗），召唤士人用旗（上画龙形，杆头系铃的
旗），召唤大夫用旌（用牦牛尾和彩色鸟羽做装饰的旗），召唤小吏应该用皮帽
子。齐景王用召唤大夫的旌旗召唤小吏，小吏认为违背了礼仪，所以宁死也
不听召唤。孔子赞扬小吏：违背礼的召唤他不去。孟子赞扬小吏：有志之士
不怕弃尸沟壑，有礼的人不怕丢掉脑袋。

父戟子不戟。《隋书·柳彧（yù）传》载：柳彧，隋文帝时任尚书虞部侍郎。
当时的礼仪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府第门口列戟（仪仗）以示荣耀。左仆射（宰
相）高颎（jiǒng）的儿子高弘德官封应国公，位在三品，于是向朝廷申请列戟，
但他没有另建府第，而是随父亲同住。柳彧主管此事，回应道：“宰相之子没
有和父亲分居，父之戟槊已立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
既设，内阁又施！”就没有批准此事。柳彧遵从“父父子子”之礼，认为一门之
内，父亲列戟，儿子不能列戟，儿子不能与父亲等同。高颎知道后，叹服柳彧
执事以礼，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

刖（yuè）人阻拦王出宫。《晏子春秋》载：一天，齐景公披散着头发，坐着
六匹马驾的车，车上载着妇人，要出宫巡视。犯了罪被砍掉脚的守门人拦住
车不让出门，谏劝齐景公违反了三条礼仪：一是披头散发，很不庄重，不像个
君主；二是天子才能乘坐六匹马驾的车，诸侯没有资格坐这种车；三是男女有
别，君主不能与嫔妃同乘一车。齐景公听了很惭愧，折返而回，并下令免除守
门人的赋税，以嘉奖他以礼奉职的行为。

柳公绰礼敬宰相。礼重视的是某种身份，只要某个人拥有了这样的身
份，就应该受到相应的礼遇。《旧唐书·柳公绰传》载：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
823年）五月，柳公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守襄阳。不久，宰相牛僧孺因朝廷
党争被贬为武昌节度使，但仍保留宰相名分。牛僧孺上任途中路过襄阳，柳
公绰候于馆舍，极其恭敬，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柳公绰
道：“方镇重宰相，我所以尊朝廷也！”竟以宰相礼遇接待牛僧孺，时论柳公绰
执礼不讳，品行高洁。

和朋友聊天，她忽然很好奇：“你说，你做过的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成就感？凡俗如我，庸
碌半生，哪有什么成就以自矜自夸？朋友不甘心，
死缠烂打：“一件也行，你再想想，总有一件让你感
到得意满足的事吧？”她一再启发之下，我果然想起
来，我真的做过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只花
了5块钱。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
候，忽然发现一只鸟，它有尖尖的喙和棕褐相间的
羽毛，脚趾间一层薄薄的蹼，分明是一只水鸟。一
只水鸟，不管是在雾气蒙蒙的湖面上贴水滑翔，还
是在晚霞满天的小河边啄寻螺虾，都是一个令人欣
赏、欣喜甚至敬畏的生命。可是它出现在人声喧哗
的菜市场里，可想而知，它的结局只能是餐桌。

看来它在这水盆里的时间不短了，褐色的羽毛
湿漉漉地胡乱沾在身上，一身的狼狈与绝望。它拼
命地扑棱翅膀，想从水盆里飞出来。水盆不大也不
深，可是只比麻雀大一点的它，每次都是头部露出
盆沿就徒劳地落了下来。

已经有人在问了：“这是啥鸟？多少钱一只？
吃了会很补吗？”摊主不慌不忙报出价钱：“5块。不
知道啥鸟，野生的吃了肯定补。”我赶紧掏出钱，把
它带回了家。

可是怎么招待它呢？这尊贵的客人？我把它
放在客厅，为它垫上一张报纸，权当它梦想中的树
枝与青草，再送上一碟清水几粒小米。它蹲在钢筋
水泥的牢笼里，满脸不食嗟来之食的清高，视如不
见。再切几根细肉丝，它还是不闻不问。我想仔细
检查它有没有受伤，它却反头狠狠一啄，正啄在我
的手背上。是呀，我虽然好心想帮它看看身体，可
在它看来，我也许是要夺它性命的坏蛋。

听说鸟儿在黑暗中有安全感，我找出一件旧衣
服把它包起来。果然，它安静了一些，隔着一层布，
我也能感觉出它身体轻轻的战栗，甚至它小小的心
脏，扑通扑通跳动得那么快。

整个下午，它都垂着头一动不动不吃不喝。难
道我把它带回来，躲过餐桌的命运，还要葬身在这
方方正正的水泥房子里？那它的命运不是一样悲
惨？我想到十公里之外，有一条小河，它有尖尖的
嘴和会划水的蹼，那儿才应该是它的世界。

骑车带它来到河边，我轻轻打开包它的衣服，
一直处于泥塑状态的鸟儿，远远望见河水，忽然就
像通了电，嗖地一下，就射出了十几米远，在水上踏
一下，就飞出了我们的视线，消失在傍晚的河面上。

在聊斋之类的小说里看过，有人放了鸟，那鸟
踌躇徘徊不忍离开，过几天甚至会衔着宝石之类的
宝物来报恩。我放的这只鸟儿，显然没有读过小
说，它毫不犹豫地振翅而去，留下我在河边，怅然若
失，说不清什么心情。

但它已经为我报过恩了，它飞起时那一瞬间展
现的生命的力量，它振翅时分明呈现的自由的狂
喜，它踏水时与自然的那种相依相存……都在感动
着我，我认为，那就是它对我最好的报答。

时光流水一样匆匆过去，世事纷繁，那只鸟儿
早就在我的脑海中飞远了。可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使我忽然想起那只鸟儿，虽然它与我只有不到一天
的缘分，虽然它只是我花了5块钱买来的，但我觉
得，几十年来我做过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在
带它到河边的那个傍晚。

山里人家

动静必循礼

妍美遒劲的朱熹手迹刻石

有一首为人熟悉的著名古诗：“半
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就
是朱熹的《观书有感》，诗中既描绘有明
丽的景色，又蕴藏着理趣的奥妙，给人
以美的享受。

朱熹，江西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
官至宝文阁待制。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
成者，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
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
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
学派。他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
扬儒学的大师，34 岁在庐山建立“白鹿
洞书院”进行讲学，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
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他编选的《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统称“四书”，成
为南宋以后各代的科举教科书。

《朱子治家格言》至今为人津津乐
道，其中的一些话，对我们今天的生活
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黎明即
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
地，得意不宜再往。

说了半天朱熹，他和伊滨区有嘛关
系？有！

李村街有朱熹手迹刻石一组，现藏
一农户家，共四块，每块长 1.52 米，宽
0.33米，厚0.08米。土改时期，农户分得
了地主的房产，看到这几块石头，并没

有意识到它们是宝贝，只是看着很规
整，就用来做了磨盘的垫石，所以至今
保存很完好。

这组石刻皆两面刻字，1—7面为朱
熹手迹，行书，每面两行，共111字；第八
面为陈炜（明代清官，官至江西左布政
使）的题跋，凡七行，计260字。

朱熹虽不以书法名，而此书却也神
韵妍华，潇洒俊美，圆润流畅，遒劲有
法，摘录的是《易经》里的一段文字，概
括了宇宙间的变化原理：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生大业。古
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德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于是始作八卦。天地通位，山泽通气，

雷风相薄，水火不相躬，八卦相错，数往
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组石刻规范的名称叫“朱熹写经
碑”，又名“朱子太极石刻”，系宋孝宗赵
昚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
时所写，后人刻之于石。元代延佑六年
（公元1319年）时，字划已近湮灭，经人
修涤，砌于湖南常德儒学之明伦堂西
壁。至明成化五年（公元1470 年）原石
剥落更甚，陈炜求得拓片善本，“命工凿
石一大通，垂锻于河北大名郡庠”，除改
原刻逆行为顺行外，余皆因其旧。李村
所藏，显然是成化刻石之复制品，年代
无考，但因朱熹留在世间的手迹甚少，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

金秋月圆，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遥望家乡，老
家院里的那棵石榴树不知今年是否硕果累累？年迈的
奶奶是否站在树下仰望，看着成熟的石榴，想念远方的
儿孙？淡淡的乡愁随秋风飘来，掺着石榴的清香。

老家的院子很长，后院种有苹果树、枣树、石榴树
……

春天，石榴树开始萌芽，星星点点的红芽遍布所有
的枝枝杈杈，密密匝匝的盖住所有秃露着的枝干。当红
芽渐渐舒展，褪去红衫，就化成一树油亮清新的碧叶！

“五月榴花耀眼明”，当百花不再争奇斗艳的时候，
石榴花却红红火火地登场了。在浓郁的树叶之间，火红
的花瓣似一簇簇跳动的火焰，挂在石榴树的枝头，闪烁
于葱蓊的翠绿之中，在微风的吹拂下，似一个个身着红
裙的少女。

每逢这时，我和弟弟就站在石榴树下仰头细数树上
的花，一朵、两朵、三朵……期待着秋季成熟的时节，石
榴灯笼似地缀满一树。奶奶在一旁和蔼地笑言：“有些
是狂花，过几天会落的，不结石榴。”不久，奶奶的话，便
成了真的。看着树下散落的一地殷红，我觉得可惜地有
点心疼。

当花瓣渐渐枯萎，纷纷落下，挂在枝头的是一个个
张着喇叭小口、弹珠般大小的青石榴。这时，奶奶就细
心地用蘸了刺鼻药粉的棉花，塞进石榴嘴里。我好奇地
问：“药不是有毒吗？”奶奶说：“这样塞住，石榴就不生虫
了。”树梢高处的石榴，奶奶就搬了高凳子，站在上面，极
尽耐心的侍弄这些尤物。

秋天到了，中秋近了，石榴在孕育了一个夏季的热情

和滋养，也由青泛黄，由黄变红。有些还忍俊不禁地开口
大笑，露出一口皓齿，似珍珠，赛玛瑙。

中秋之夜，奶奶在院中摆个方桌，把准备好的月饼、
石榴和其他供品摆放在桌上。虔诚的拜月，口中念念有
词，无非就是保佑儿女平安、全家团圆之类的话。而后，
奶奶把石榴和月饼塞到我和弟弟的手里，弟弟一溜烟地
跑开，身后传来奶奶“慢点，慢点”的叮咛声……

而今，我和弟弟再不会在石榴树下期盼它的成熟；
奶奶也老了，佝偻的腰沧桑的像个英文字母“C”，再也不
会站在高高的凳子上给石榴嘴里塞药；石榴树也被周围
香椿树的枝繁叶茂，遮住了仅有的那片阳光，不知是因
为缺乏阳光雨露的润泽，还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期盼渐次
减弱，它也显得日趋苍老。

去年中秋节前回家时，奶奶幽幽地说：“咱家的石榴
树今年只结了七八个石榴，到后来也慢慢地自己落了，
想给你们留着，也没有留住……”我说：“没结就算了，啥
时候想吃超市都有。”不知奶奶听没听清我说的话，只顾
自言自语：“自家树上的好吃，家里的好呀！”

语气里的无奈和惆怅，岂止是在挂念石榴？她是在
盼望，盼望石榴成熟的时节，合家团圆，盼望儿孙绕膝的
那份温馨吧？

多少次，我都想，像“候鸟”一样飞回家中，吃鲜果，
感受奶奶的那份慈祥和蔼、平和宁静……

在梦里，老家，土墙泥瓦，庭院深长；院里的石榴树，
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院里住着的80多岁奶奶，慈眉善
目，让我牵挂……

奶奶•石榴树•老家
魏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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