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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清音

水是生命的源头，山是生命的摇篮。山水

养育了人类，也成就了人类。自然山水不但是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位超凡的哲学家。

她在带给人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不忘给人以

智慧的启迪。现代人从都市里走出来，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会卸掉浑身的疲惫，洗涤心灵的

忧伤。“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远离城

市的喧嚣和浮躁，聆听大自然的风声、雨声、

流水声、鸟鸣声……让人真正懂得了朴素和沉

静。“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生命接上了地气会更加旺盛。

每次走近自然，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诗

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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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　客/曾清漪

每次听到一词，曰：“烟波钓客”，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

触动。

有句古语“买舟载书，作无名钓徒，每当草蓑月冷，铁笛

风清，觉张志和、陆天随去人未远”。

“钓客”，以他们淡然的神态、蓑衣箬笠的形象，总会出

现在某些历史的片段中。

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作有《渔歌子》五首。记

得小时候背着“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只顾岸

边桃花随流水，不觉这诗的好，单单喜欢那句“斜风细雨不须

归”。烟雨蒙蒙中，一青衣钓客，不顾风雨，也不顾白鹭桃

花，只留下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出没烟波之中，无人问津。

后者还有苏轼。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但他笔

下的渔父却是超然物外。他作有四首《渔父》：饮，醉，醒，

笑。不是冷冰冰的钓客，而是带有他本人色彩的渔父：豁达、

豪放、随性。饮酒时“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醉

后醒来“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一个嗜酒好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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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平生无所求，只愿长卧一叶扁舟上，一手持钓竿，一手

持酒壶，江心月白否、圆否又有何关系？不会触景伤怀，不会

叹物是人非，只因看破一切，醒或醉已不复重要。人生一场大

梦，百岁光阴也只是一梦境。

最凄清孤冷的大概便是柳宗元笔下的钓客了。“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除了寂寞，还

是寂寞。此处的钓客，人们已经看不清他的面孔了。没有四围

春色，没有酒香酣醉，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记得学

《湖心亭看雪》时有句“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

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念至此时，总

是会想起《江雪》。诗中的钓客便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了，

连那“两三粒”的陪同者也没有了。那么，江雪中的钓客是在

钓什么呢？他是在等待春天吗？难道他的内心还有等待的急切

与向往的感情？我觉得都不是。钓客从来不钓任何真正意义上

的东西，不钓鱼，也不会钓春天。那一白的天地便是他的内

心，没有任何喧嚣。他所做的，大概便是回到那本心，回到所

谓的空的境界。

钓客，有念及物外的，有豁然旷达的，也有极冰冷的，

于茫茫天地之间，无念无想，无牵无挂，无可叹的，也无可笑

的。

有人说，“钓客”是历来文人向往的境界。是的，它便

只是一种境界了。有人愿学钓客，说是洗去风尘，让心中只有

江山风月。可真正的钓客又怎是如此？如同神秀的“时时勤拂

拭，勿使惹尘埃”。虽然眼前无尘埃，而心中仍念有尘埃。说

愿抛却尘心，而心却仍在尘世之中。

烟波钓客，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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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埃。”

开头引用的一段《小窗幽记》很容易就把人带入

烟波钓客的主题中，之后每一段间的转换也很自然，

具有美感。全文形散神不散，文末提到世人欲学钓客

洗去内外风尘实则境界已输去大半，让全文中心得到

再一次升华：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

时人错把比严光，我只是，无名渔父。文中钓客钓的

不是一种有形的物质——鱼，而钓的是一种境界，一

种心情，一种精神——淡泊宁静。现实中这样的钓客

不多，多的是假钓客之名而故作清高罢了。

——陈禧评



006 浅  草

梦游江南/胡雅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船

船头一壶酒，船尾一卷书，钓得紫鳜鱼，旋洗白莲藕。

我倚在乌篷船的船头，观赏着江南的风景。小桥上有来来

往往的行人说着话，吃着话梅；货郎肩上挑着商品吆喝着走来

走去。三月的阳光，泻下一地柔和的金黄。烟柳画桥，风帘翠

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江南的城镇是繁华的，只是不同于

京城的热闹喧嚣，这里的繁华，是一种安静的，缓缓流淌着的

缤纷。

一路春光，一路春水。流水潺潺，碧波澹澹。河岸两旁，

绿柳红桃，粉墙黛瓦。街边卖的是轻而薄的纸鸢、蜻蜓、燕

子、蝴蝶，各式各样，还有轻软飘逸的蓝印花布，甜腻馨香的

胭脂水粉。着绿衣裙的少女纤手摆弄，美目流转，顾盼含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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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耳畔依稀传来轻轻的弦索弹唱，“去时陌上花如

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听画鼓报四声愈添清冷，看娇儿酣睡

恐被风侵”……江南柔婉的词句，随着江南清润的流水荡漾，

氤氲出淡淡的芬芳。

茶

沿着幽静的曲折小道，独自攀爬郁郁葱葱的小山。爬到半

山腰便有些累了。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亭子，里面

坐着几个人，看不清在干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原来是几个

老翁在品茶。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几位老人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来来来小姑娘，尝尝我们泡的茶如何？这可是

用紫砂壶泡的正宗银针呢！”我正口渴难耐得紧，有人邀请，

也就却之不恭了。可笑我这粗鄙之人，只一口便喝了个精光。

“怎么样？”面对众老翁期待的目光，我有些歉意地摇摇头，

“没喝出什么味道。”“这样啊……”老人们有些失望，“无

妨，毕竟你年纪尚轻。等你哪一天长大了，自然就能品出这茶

的味道了。要记住，好茶入口虽无味，甚至有苦味，但稍作停

留便觉得甘甜醇厚，唇齿留香，心灵通透了。好茶也一定要用

好壶，壶不在名贵，关键在泡茶人和壶能不能心灵相通。就比

如说这紫砂，刚烧制成的时候火气还旺得很，慢慢地，平心静

气地养久了，也就变得温润起来了……”老人讲得津津有味，

如数家珍，沉浸在茶的美好世界里。我微笑着，悄悄地离开了

小亭子。

回去的路上，我一点也不渴了，心里仿佛流淌着清透纯净

而悠长的茶香。我渐渐有些明白了，原来这些老人不单是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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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也是在品味人生啊！我不觉脸红起来，深深责备自己先前

不谙世事的愚蠢回答，不是无意中扫了他们的雅兴吗。这里的

茶不仅纯正了他们的口味，也纯净了他们的心灵。

人

雨丝细密，交织成一幅名叫“江南”的画。我撑着油纸

伞，踏过青石板铺就的小径，脚边泛起层层雾气。寂寥玲珑的

小巷，木制的门，笼罩在烟雨蒙蒙之中，成了一幅浓淡相宜的

写意山水画。

我是来找人的，找江南的人，江南的女子。早就听说江南

的女子最是与众不同。有的像牡丹，如洛阳城里的千金，雍容

华贵，仪态万方；有的像芍药，仿佛婀娜的舞女一般，慵妆的

娇痴媚态，水袖一挥，可以倾城；有的像丁香，结着浓得化不

开的惆怅；有的像茉莉，在白墙黛瓦的小院深处，掀起最后一

重湘帘才寻得见的深闺里，在夜雨时唱歌的芭蕉下，隐藏着一

抺如流水般清新的浅笑。但不变的，都是江南女子的温婉、矜

持、羞涩与端庄，透着一种小家碧玉的甜美和纯净。

我轻轻地叩响了一扇门，“吱呀”一声，打破了雨巷的静

谧。

这是一个陈设简单的房间，里面摆了很多瓷器，清冷如

冰。这些瓷器的绘制很讲究，并没有牡丹、八仙、玉枝之类的

常见图案。长颈花瓶上是傲然的竹，光洁的素盘上是清秀的

荷，倒颇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了。

眼前眉目如画的女子正在绘瓷，让我有些担心刚才是否

打扰了她。专注的模样，让她显得灵秀动人：黛色的眉微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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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凤眼如同静止的泉水，唇似朱砂描绘而出。那靛色的颜

料，如她的衣摆一般，一点点在瓷上晕染开来，沉静而流畅。

那瓷，却是极白极细腻的，不仅温润，而且泛着微光。我不由

得沉思，这大抵就是江南的女子罢？像瓷一样，算不得华贵，

但细腻、温雅、娴静、特别。我不愿搅扰了这如烟雨一样静谧

的氛围，便起身准备告辞。临走前，这个江南女子告诉我：

“这瓷，名叫青花。”

蓦地，我看见江南的佳人在水边素妆莞尔，一笑倾城。

江南，江南，这就是令我魂牵梦萦的“小桥流水”的江

南？听不够的吴侬软语，赏不完的如画风景。江南的物，江南

的人，江南的事，都将留在水墨画卷上，融进茶水的雾气里，

隐没在氤氲着整个小镇的烟雨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语言非常典雅，像一章隽永的散文诗，给人的味

道很舒服。善于抓住特点，分别从船、茶、人三个不

同的方面来展示江南的美，这种美自然、朴素而又不

同寻常。它能让从未去过江南的人，马上就想背起行

囊出发；让去过江南的人，欲寻找机会，旧地重游。

去坐水乡的船，去品那里的茶，去邂逅那绘瓷的女

子…… 

 ——毓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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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一景/杨依霖

真正踏上拉市海，已是夏末。

来之前已经问好了度娘，拉市海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

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在古纳西语中意为“新的荒坝”。而

我，正是来这“荒坝”骑马的。

总是听人说，要感受骑马，只有去内蒙古。那种“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意境，碧绿无垠的草地，才是最好的选择。但可

能是这回转悠扬的名字，也可能是冥冥中的缘分，我踏上拉市

海，茶马古道的起点。

纳西族的马夫在前方悠悠地牵着马，唱着悠扬的纳西民

歌。听胖金哥（纳西语，意为“帅哥”）说，我们现在走的茶

马古道，是中国古代马帮运送茶、马等的必经之路。才下过小

雨，地面坑坑洼洼的，道路窄得仅供一人通行。

悠扬的马蹄声停止在了半山。胖金哥说这是殉情崖，一般

游客会在这儿留影。同行的人纷纷跳下了滇马。“殉情崖，据

说是《一米阳光》的拍摄地哦？”“真的吗？来来，摆好姿势

笑一个……”我被纷纷的议论声包围得密不透风，不由得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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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望向下方宁静的拉市海。

广阔的海子上，零星地漂着几叶扁舟。紧接着，便与铺天

盖地的绿接壤，绿色的田地被整齐地切割。漆黑的瓦片房零星

地散布在田地中，如同播下的种子，又如棋盘中变化多端的棋

子。缕缕上升的炊烟，有了一丝家的气息。那么当年的马帮走

南闯北，在此地稍稍小憩，抽着云南特有的水烟聊着家常，那

仿佛来自家的召唤，会不会使他们的眼角如迷雾般，一时忘记

了远方。

抬起头来，又感叹云南天气的多变了。“云南十八怪，

东边下雨西边晒”，天与远山构成了江南的一幅水墨画。左边

仍是蓝天白云，右边却已变了脸。中间结合的部分，与远处的

山脊相得益彰，组成了一个“人”字形的弧度。像是少女的微

笑，又像是少妇的愁眉。“父母在，不远游”，我想，这永不

消散的愁云，应是无数过路人的眼泪吧。

回头望去，是不见尽头的崇山峻岭。没有遮天蔽日的大

树，曲折的羊肠小道显得寒酸，摸摸比我还矮的滇马，作为脚

力，它也辛苦了。

在下山的路上，颠簸地坐在马背上，一首关于茶马古道的

诗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崎岖道仄鸟难飞，得得寻芳上翠微。

一径寒云连石栈，半天清磐隔松扉。

螺盘侧髻峰岚合，羊入回肠屐迹稀。

扫壁题诗抽笔去，马蹄催处送斜晖。

胖金哥吼着“quick”，马便在平坦的地上飞驰。我看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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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候鸟扇动着翅膀，在远山近海处，传来了纳西民歌，一时

让人有几分醉意。

再回首，仍是无声的茶马古道，低沉不语。

文章十分精练，只抓住殉情崖一处景色便表现出

了茶马古道的特色。文中的景物描写是亮点，比喻使

用得贴切精妙，且加上了作者对过去情景的想象，使

整个景物描写的深度和厚重感顿时大增，也凸显了茶

马古道的历史，可谓妙哉。结尾的收束也耐人寻味，

丰厚了文章的意境。

——妙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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