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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在岁月的河流里，总会有许多风景闪过，也会有许多思想

沉淀。于是，这些风景就定格在了昨日，这些思想就绽放成了花朵。

这些风景，是一个青葱少女的追梦历程，是一个花季少女的跋

涉履痕。在这个历程里，闪烁着她的追求和梦想；在这些履痕里，

隐藏着她的执着和坚韧。

这些思想，是一个懵懂少女的成长记录，是一个豆蔻少女的心

灵低吟。在这些记录里，隐含着她的眼泪与汗水；在这些吟咏里，

氤氲着她的欢歌与笑语。

那么，让我们沿着她文字的河流，走进来看一看吧，看看那条

河流里飞溅的浪花是怎样的一种风采，看看那条河流里翻动的波浪

是怎样的一种姿态——

我们就从《聆听，穿越九百年的烟尘——夜读〈水浒〉》开始吧：

那一日，梁山泊上插满了旗，白旗。

终归，还是降了。

诗意，涌动在那文字的河流里

——序《漫溯，逆着河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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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宋江，文不能倚马万言，武不足立功沙场，却偏偏有一副

侠义心肠，让那梁山一百零八好汉山呼一声大哥。

但宋江毕竟不是晁盖，刻在骨子里的传统让他没有余地自立为

王，既然不能忠义两全，那么，他选择尽忠。

我想，宋江也是后悔过的吧？   

我不知道答案，只好穿越九百年的时空，去聆听他的心声——

在这样的文字里，让人不禁感受到了小作者年少的激情，更感

受到了她的敏锐与深刻。是的，宋江到底后悔过没有？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小作者却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试着去解读这个

问题，也正是这样，便赋予了文章以深度，同时，也彰显了她的灵性。

而在《琴愿》里，少女徐楠则“化身”一把九弦琴，穿越两千

多年的时光，拨去两千年的烟尘，随着施夷光南下吴宫，“目睹”

施夷光这位奇女子二十年的前尘往事，感受一位奇女子的侠骨丹心、

家国情怀时，才发现——

二十年，她忍辱负重只为完成越王的雪耻梦想；二十年，她瘦

弱的身躯寄托着一个泱泱大国的荣辱；二十年，她无数次极目远眺，

终是泪落黄泉，不复永生。这二十年，不会有谁比我更明白。

也许，在这个年龄阶段，真的没有谁比她更懂施夷光，因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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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看到了旷远的天空，无边的光明，一如你绝美的笑颜，

温暖而明媚。

在这样对历史人物的解读里，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徐楠的睿智

和才情，也感受到了她认知的独特性与思考的深刻性。

而最能拨动人心的莫过于《青莲》了，文章起笔突兀——

那一日，青莲山上，我终于见到了佛。

真佛。

他面容慈爱，浅笑依然。身后，万顷光华。

果真如人们所描述的那般美好。

佛问我：“孩子，你求什么？”

我无言。“哪里是光明？怎样才能没有痛苦？”

这样的文字仿佛淬过千年的炉火一般，简练得无以复加。在这

样的节制里，让人看到了其文字的内在张力。

那一年，我十三岁，懵懂而无知的年纪。尝遍红尘疾苦，一心

想着寻求光明，皈依佛门，普度众生。

这里的十三岁，是虚指的，也是实指的，因为徐楠写这篇文章

时也正是十三岁，而她的十三岁却是如此的沉重，又是如此的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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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让人从中看到了一个少女的救世情怀与大悲悯心。

也正是为着这么一个心中的梦，她怀揣着年少的激情——

访遍了江南古城，踏着先人的步履，感受他们曾经遗留下的温

度，捡拾着历史的碎片重温一场又一场的姑苏旧梦。

寻找——归宿。

⋯⋯

无数个徘徊之后，我终于寻到了自己的归宿——寂静红尘，放

浪天涯。

庭前，青莲花开，又落。

⋯⋯

那一年，我二十岁，明白了红尘悲苦，蓬莱寂寞，寻找到了自

己的归宿。

心的归宿。

用心抚摸着这样极富禅意的文字，瞬间直让人有种庄周梦蝶之

感，恍然间便不知“我之梦为青莲与？青莲之梦为我与？”这样的

禅机又岂是一般少年所能感悟得到的？然而，她——徐楠，一个中

学生不经意间就感悟到了。

尽情地浏览这些或唯美或质朴的文字，感受着这或深刻或别致

的思索，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她的思维脉络——以文字的方式拷问

生命，用文字为心灵安家，用文字为这个时代疗伤，用文字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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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渐变冷的人心⋯⋯所以，她轻轻地告诉人们《春去春又回》，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阳而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找

到灵魂的《归宿》，才能用心灵演绎一曲《岁月笙歌》，从而活出《永

远的感动》⋯⋯

而这一切，也许就在于她天生的就对文字有一种敏感吧，正如

她在《我和文字》里所言——

几年来，文字就像是一支画笔，在空白的画卷上填涂着我行走

路上的每一种颜色。我对照着自己所走的每一个脚印，朝着梦想一

步步前行，那些多彩的文字，承载着我的希望。

我爱文字，亦爱那个创造了它的中华。

当然，毕竟才十六七岁，她的文字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稚嫩。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年轻，自然也就有成熟的希望。

不是吗？你看，她已经扬起了驶向远方的风帆，尽管那追溯的路“道

阻且长”，只要她执着地“溯游从之”，自会穿越那苍苍的蒹葭与

为霜的白露，泅过“水之湄”，渡过“水中坻”，不经意间就抵临

了理想的彼岸。

是为序。

梦阳于北京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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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儿

我师父死的时候，正是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从卢沟桥进来，

以一种倨傲的神态，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就如同十六年前那场雪一般。雪花像鹅毛

一样纷纷扬扬地坠在地上，穿堂风裹挟着数九寒天的冷气扑面而来，

壁炉的火一跳一跳地瑟瑟发抖。十六年前我被师父从街上捡回来时，

也是下了这样一场大雪。

我跪在榻前看着眼前人的面容，思绪不由得回到十几年前。那

年冬天，师父领我回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学皮影，看着桌上白生

生的馒头，我咬着手指头狠狠地点头。带我拜了祖师爷之后，师父

慢慢地教我选皮，用清水浸泡，发了软，再拿锼子一点点刮毛，过稿、

镂刻、敷彩，每一个皮影都是一出鲜活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有

各自的精彩。十几年过去，师父视我如亲子，我敬他如生父。岁月

流转，在我随师父演过无数场皮影戏之后，秋家班在当地终于也渐

渐地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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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月白，”师父突然叫道，他的声音沙哑虚弱，一双手

干枯消瘦，老天爷竟如此无情，任谁也想不到面前这人也曾声音清

亮、一双巧手如鬼斧神工。还没说话，师父便不断地咳了起来，咳

声撕心裂肺，把他枯黄的面容涨得通红，我急忙俯身过去拍他的背。

半晌，“月白，你年岁最长，秋家班就交给你了⋯⋯你是个好孩子。

你答应师父，把班子撑起来、撑起来⋯⋯这是老祖宗的东西⋯⋯咱

得守好了⋯⋯”我含着眼泪点点头，要去给他端药。

师父拽着我的手，仿佛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似的轻轻摇了摇头。

目光却落在长桌上，眼睛里泛起一种奇异的光。桌上未完成的皮影

隐约可见方面大耳、广额疏眉的人形，这一折已经做了有小半年，

师父托人找了上好的公驴皮，质坚而柔韧，青中透着亮色。用紫铜、

银朱、普兰炮色，才落了样，冬日里的第一场风寒却呼啸而至。

我心里一恸，急忙转身去取，再回头时，却已见师父阖上眼睛，

软软地垂下手。我不由得嚎啕大哭。

后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我确实把秋家班撑了起来。秋

家班成了大班子，十里八乡有头有脸的人家逢年过节必请一出秋家

班的皮影。能看到老祖宗的东西出名气，想起师父的话，人至中年，

我心里也能略有安慰。

⋯⋯

新政府的请帖送到的时候，我正在为师父最后的那个皮影上釉，

紫蟒袍、横玉带、黄金甲，手中一柄铁剑泛着凛凛寒光。我心下一沉，

叫阿泽把请帖放在桌上，帖子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秋班主亲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