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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天色烟岚里苏醒，听见的所有声音像是折进

了雾霭的清弥里，容不得半点喧杂。

有时，靠纱透霜朦的回忆想要记住些真正的往事，

然而往事如烟，想得起，却已不再是当时。静下来的片

刻，寻最初的半星渴望，沉敛向内心深处，找寻一个答

案：脱减掉街霓靡靡的风月之色，你，还剩什么？

某一日，走在街道上，风凛凛地刮过颊畔，有种不

知所往的错觉。

突然，就想到了这四个字：似已相知。

我想，心动的感觉就是它了。遇见的一切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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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瞬间的沉醉与迷失皆是由于这无由熟悉感的产

生，那种感到被读懂的不可思议像是前世因缘结下的

果，定要在这一生遇见。只一面，从此，便成为无法替

代的欢喜。

一些出现于炉香袅袅中的意象，曾经寄托了多少饱

含的深情，连作为载体的诗文也说不清。

可是这样的文字，在任何一个山水不明的时日里，

读来仍旧字字可喜。

我读到了它们，读到一颗心一份情，惦念起那众人无

视的眸中忽闪的狡黠，受蛊惑于那笑靥里永恬的鲜妍。而

这一些，我只能轻轻洒洒，用无意的散来排组这意。

写下这些文字，想要雪下掩埋的记忆得以激活，流

动，奔腾。静有时，闹有时，悲伤有时，欢喜有时。这

些任性的恣意，让人挺拔出了去留无心的姿态。

原来，阳春白雪中的一瓣羊脂也是可以在俗世的

油灯下细细夜读的。捧在手心里的脉络那样热蔓，要和

你缠绵不休。哪怕离得它远，荡进秦淮河悠悠的桨声淙

淙，存得一曲天籁，在互予的爱的肌肤上仍能浅浅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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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雅意。

人生拆段为故事，历史简析为实诉。当我相逢那

些华美传奇，却只想把其间迭转空回的情节隐之又隐。

透过时光的罅隙生辉的，一定不是起起落落的陈述与记

叙，英雄白首，美人迟暮，那或关乎爱，或关乎恨，或

关乎落寞悠然的内衬，才真正承接着善感的眼泪，以及

后世的多情。

浮华向远的日子，梦的折断甚至没有理由与时间。

要用多久，才能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梦寐以求？不作回答

的问题，有时并非是因为不想或是不能。

看着那些枝桠间探出去的影子，我想要坚定一些

信念。

时光倾城。

能读书的当下，有一种难言的感激。依靠着花木纷

然的清郁，厚重的满足感在心里一层层地堆叠，如逢月

白。看见路过的陌生面庞，会存了好意在心头，从眼神

中传递的善与友爱更像是瑶琴一曲，寻觅知音，遇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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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便读不懂。

芸芸众生，有谁甘愿繁华事散，锦簇成烬呢？只是

世情难料，我们也只能把握自己的心，不惧风烟，永怀

冀望。

迟来的美好纵是来迟，亦不会湮没于人世。

漂流在漫长虚无里的回忆已经孤单了千年，那些曾

经被人珍藏过的情愫和爱过的事物我总是不舍得任它们

流落于无人的街角，被忽视被遗忘，一次又一次。我想

找到它们，为自己衔字结巢。

流离于烟火红尘，对于禅水净心的渴求其实从未曾

覆灭。呐喊的声色凄清，如扣哀玉，呼唤着回归。

内里贫瘠的一角一直需要一样东西对其浇溉滋养，

你不放弃它，它便以绝对的柔软给予回报。无须撕心裂

肺，无须离家远走。

大隐隐于市，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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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开始蜷伏。日甚一日地，寒也多了几分收敛的

乖巧。

开始怀念日光、山河，以及泛舟向远的一段记忆。

怀念虽盛，出行到底不是那般简单的事。唯一慰藉的，

是阳光尚贴己，几日来，使人间的冰封有了释然。就着

这温暖，我躺在阳台的竹椅上翻阅那些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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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旧照片的时候，仿若在读一段冶媚又雅儋的心

事。心尖的那一缕是缱绻温柔的，依附过往时光的那丛

丛蕃盛情愫，说不出，可是感觉得到。

最近的一些，源于盛夏的苏州之行。

彼时在苏州，走走停停都由着性子，一个地方呆上三四

日，不觉倦怠。尘劳一少，入目的风景自然精致起来。苏州

水色澄明，没有高山，却另有一番山趣引人入胜。

那是园林山石。

于是，想起李渔的山石，想起《闲情偶寄》。

“幽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

居，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谓无聊之极思也。然

能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

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

他说，山石是为补憾。是因为身居城市，求不得木

石山川，心中却常牵系挂念，所以定要在居室庭院辟这

方寸天地，得偿所愿。

水卧山色，一袭盎然依稀在梦里诱着光阴。那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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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情谊盛进画杯字盅里的人，无聊之外却有让人不

得小觑的实才。

这字字珠玑，自然也使人忘不了，填这闲趣入字的

男子，唤作李渔。

李渔出生的时候其实并不叫李渔，他叫李仙侣，取

字谪凡，李渔这个名字是他年近中年时自己给改的。

他出生在烟雨江南一户药商之家，“家素饶，其园

亭罗绮甲邑内”，是真正的衣食无忧。家人大概是希望

这个孩子能富且贵的，入于庙堂之上展尽才华，优雅一

生，宛如神祇，逸若谪仙。

所有的人都愿意在开端定下一个美好的基调，仿佛

这样，无尽的岁月斑驳便不会侵蚀了风烟里的自己。

遥想的时光太远，实在的只有眼前。李仙侣懵懂起

步，开始了他未可知的一生。

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从小在中药房中长大，那些无

尤的茎根蕊苗，隐隐弥散的香苦之气，足以将一颗纯素

的心染出性灵之光。他解白术甘草，也懂歌律琴艺，词

赋曲诗。读诗谈画的欢乐像无边的锦霞，烂漫了一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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