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光 素 笺

左中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1·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王　梅　王比湘
左家琦
段金华

时光素笺

左中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www.ynpph.com.cn

rmszbs@public.km.yn.cn

889×1194　1/32

9.5

200千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

昆明亮彩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 222-10290-3

29.60元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邮　　编

网 址

E - m a i l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排 版

印　　刷

书　　号

定 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素笺 / 左中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2-10290-3

    Ⅰ. ①时… Ⅱ. ①左…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486号

序

张乃光
 

左中美的散文集《时光素笺》付梓之前，她打来电话，

请我作序。

我先是婉拒，因她的首本散文集《不见秋天》，就是我

作的序。对一位作者，反复写序，恐难出新意；但后来我又

不得不接受，因为作者那份真诚，让我无法拒绝。特别在她

的散文集获得了云南省第七届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文

学类）二等奖后，她一如既往的坦诚、信赖和尊重，让我怦

然心动。

散文贵“真”，左中美就是一个很真的人。正是血液中

流淌着的这种源于彝族祖先的真诚，成就了她的散文。

关于获奖散文集《不见秋天》，我看中的，就是她忠实

于本民族语境，用本民族语言方式进行思维和写作的态度。

这也是一种纯度很高的“真”。这种“真”，比起某些“为

赋新词强说愁”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强大而高明的，它彰显

了个性——民族的个性、作家的个性，正因为如此，这本散

文集的获奖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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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出的《时光素笺》中，不难看到，左中美一如既往

地保留着她的民族之真、个性之真、性情之真的同时，也有

了新的开拓和提升。这本散文集，向我们呈现了她在散文写

作中的新追求、新面貌、新天地。

最显著的特点，是开阔。不难看出，与《不见秋天》相

比，这本新集子，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更上层楼的。因为

作家不满足已有的高度，而是继续向上，结果便是视野的更

加开阔。这种开阔，不仅是因为集子中题材更加广阔，除了

故乡的山水、人情、故事外，还有了《在和顺》、《时光

西安》、《苍山，是一句诺言》等一批描写故乡之外的作

品，更重要的是，即使取材于本地生活题材的作品，也视野

开阔，跳出了原来的思路和套路，信马由缰，峰回路转，入

眼皆是风景，让人美不胜收。读《山居小引》，我吃惊于她

竟在日常最寻常不过的生活画面中发现那么多可圈可点的东

西：狗。猫。阳光。猪鸡。核桃树。大山。天空。野菜。青

瓦。小院。这是一篇仅2100多字的散文篇什，竟然写了这

么多东西，空间疏朗而开阔。而且，细读其中的某些部分，

比如“阳光”，发现她的书写层次，显然高于过去，有了更

加开阔的视野空间：“阳光。丈夫请来的两个老乡正在为我

们打围墙，两个人一个站在墙头上用木槌舂墙，一个用竹簸

箕抬来湿土往墙板里倒。阳光在那个弯腰舂墙的人的脊背上

起伏，在他手中起起落落的木槌上闪烁，在那个端土者举在

肩上的簸箕里移动。木槌一下又一下地打，土一簸箕又一簸

箕地倒，墙一点一点地夯实，阳光便像腌菜里的盐，一层又

一层地被洒在这墙里。有一片阳光，静静落在舂墙者身后舂

好的墙面上，等一会儿，当舂墙者再次折回头来，端土者在

上面倒上新土，在这墙里，便又多洒进了一层阳光。这墙，

我名之为‘阳光之墙’。”作品写的既是在滇西乃至云南生

活的图景，却又在对司空见惯的生活图景的俯视中，发现了

开阔的意象。这是一个作家进入一种较高写作层次后的视角

表现，它让我读后心头涌起的是一种丰盈的感动与弥远的温

暖。再如散文《普坪记》，写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却有

作者不俗的发现。作者以普坪真平、普坪真清、普坪真静，

层层递进，写出了故乡漾濞江边一个小村的面貌，这面貌是

幽远而深广的。如她在“普坪真平”中，以这样精短的文

字，写出了普坪之“平”：“普坪真平。不是那种一马平川

没有棱角的平，不是那种一望无际让人心慌的平，而是一坝

和缓的稻田，面积大小恰好够铺满一双眼睛的视野。这稻田

在半座山下如一幅缓缓展开的裙摆，细细层层地铺开。时令

刚过立秋不久，阳光下的稻田，正细细地晕染开秋的第一层

底色。这样宽展的一坝田，足够安放一个村庄春去秋来往来

轮回的四季。这样舒缓的一坝田，足够容纳一个村庄日落月

升岁去年来的转身。”这样的文字，堪称是小风景写出了大

视野，让我读罢连连击节叫好。

是的，作为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在寻常风景中发现“足够

容纳一个村庄日落月升岁去年来的转身”的一坝田，你能说她的

视野不开阔么？这是在一览无余俯视之后的重点发现。类似的

书写，在集子中随处可见。她的《女性的庄稼》，开篇第一句

“庄稼是女性的”，就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这种命名展示

了作者独到的视角。没有这样的视角，这些东西是会淹没在平

淡无奇之中的。接着在文中娓娓道来写到的荞、包谷、四季豆、

小麦、老南瓜……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个“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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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细微的意思，即能够从众多物象中发现其最“细微”的东西

（“小”）来。一个作家的视野空间不应只是三维的，而应该是

多维的。直言之，视野的开阔来自眼光的多维。

散文集的第二个特点，是精致。这种精致，既体现在作

者对事物的观察上，更体现在文本上。左中美的语言，在

《不见秋天》中，保留着彝族的特点，简单、脱俗，不刻意

雕饰。因为，在她的民族语汇中，是没有“秋天”这个词

的，只有‘冷天’和‘热天’。对于春天，村人是用模糊的

‘花开的时节’来表达；与之相对应，‘收割的时节’就是

对秋天的表达了。所以她过去的书写，更多地沿袭了祖先的

方式，以“冷”或“热”来直接表达对季节的感受，质朴而

略显粗糙。随着创作步履的推移，我发现左中美注意向成功

的散文作家学习，语言构成中逐渐多了精致的成分，这种精

致不但与她善于学习借鉴有关，也凸显了女性特点在她的写

作中发挥了作用。收入此书中的很多散文篇什，语言十分精

致、细腻，迥异于她过去的作品，在让我吃惊的同时也感到

了一个作家不断否定自己的意义。这种变化，使这本散文集

具有了更多文字的品质。如她的《厨房记》，写的虽是一些

生活中的琐事、杂事，却一一叙来，精致、有趣，在这篇作

品中，她在无意中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种信息：“每天在厨

房忙碌的间隙，常会有一些细碎的时光。比如，等着锅里的

油烧热的时光，等着菜水涨的时光，等着一个菜焖熟或煮火巴

的时光，洗菜或洗碗时等着热水管里的热水下来的时光……

若按我们平日的用词习惯，或者说词语本身所涵盖的内在，

这些细碎的空隙，应该被称为‘时间’，而不是‘时光’。

然而我在内心里，却一直喜欢这样称呼，‘时间’一词，在

感觉上精确且带着匆促，不似‘时光’给人的感觉，有着更

多的悠然和绵厚。绝大多数时候，我在厨房做事时的情状便

是这样的：手上挨序地做着事，内心平静而安然……”能通

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区别出“时间”与“时光”的细微差别

来，并把“时光”用于自己的厨房生活，可以说是准确而精

当的，符合作者笔下厨房悠闲、恬适的意味和情调。

哲思。这应该是左中美《时光素笺》展示给我的第三个

特色。但凡生活小事，在作者的注视下都显露出启人深思的

哲理和富有女性特点的睿智。我在前面说过，作家的视野不

应是三维而是多维的。而我以为，哲思或许应是散文写作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维”。有了这一“维”，原本平板的生活

变得丰盈了，原本简单的物象变得圆润了，原本普通的道理

变得深邃了，原本狭小的空间变得开阔了。读左中美的《时

光素笺》，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琐

事，都变得饶有趣味，这显然与作者在对那些小事的叙述中

所透露的睿智有关。如她在《女性的庄稼》中，写荞：“荞

花是美丽的，我不明白，那样苦难的作物，它们开的却是那

样美丽的花，像农家朴素而美丽的女孩儿。”写包谷：“包

谷，它是最朴素和坚忍的母亲，承担着最艰辛和广阔的岁

月。”写小麦：“农家形容女孩儿好，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跟麦苗儿似的。’”写老南瓜：“老南瓜温暖的橙色，

有一种老祖母的慈祥。”再如《远和近》：“许多时候我总

感觉，城市很远，村庄很近。我在城市的遥远里，常常想念

乡下近切的村庄。”《虫蛀的时光》：“那被虫蛀的不是一

样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在内心里努力想要收藏的时光。”

《厨房记》：“碗碟碰在碗碟上有声，而它们消失的过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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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把“时光”用于自己的厨房生活，可以说是准确而精

当的，符合作者笔下厨房悠闲、恬适的意味和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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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它是最朴素和坚忍的母亲，承担着最艰辛和广阔的岁

月。”写小麦：“农家形容女孩儿好，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跟麦苗儿似的。’”写老南瓜：“老南瓜温暖的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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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记》：“碗碟碰在碗碟上有声，而它们消失的过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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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虫蛀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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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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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爱你是我的幸福 

137／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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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菊花饮 

146／两个人 

目　录

往往无形。有声融入无形，无形涵盖着有声。磕磕碰碰，平

平常常，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了。”《庄稼之

美》：“那样多的庄稼，在土地上轮流开着好看的花，乡村

于是春夏秋冬、子丑寅卯地生动起来”。《窗上风景》：

“我从窗里看窗外的风景，看花谢花飞，日落星起，不曾注

意，小小的女儿却在默默地从窗外读窗里，读那一扇扇窗子

后面的人世风景。”

从这些文字，可以读出作者不一般的心思。点到为止，

不能再一一列举了，序言不能也不可能代替读者的阅读。相

信读者会有更独到的发现。

当然，作为一个彝族作家，左中美应该如何始终不忘自

己的角色定位，找到一个迥异于别人的自己？这应该是她时

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她在写作中始终注意保持“我”

的意识，是会寻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会创造一种属于

自己个人的写作方式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她的人生经历

和写作经历都预示着她的写作是有潜在力量的。

是为序。

                     2012年5月28日于苍山斜阳峰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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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漾濞的底晕是旧的。不说别的，单凭它以集镇的形式

存在六百多年的历史，已足够滋养出一种淡定、温婉的旧来。

那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历史，更多地凭依于一条古

道、一湾江流。古道是西南丝绸古道，它在包括漾濞在内的滇

西南境内的长长一段，又被称为博南古道。据说，这西南丝绸

古道发端于两千多年前，在时间上，早于西汉张骞的西北丝绸

之路。最初作为古道上的人马驿站的小镇漾濞，是被古道的风

尘和赶马人的汗水滋养出来的一个小小埠头。那一湾江流是

漾濞江，它恒久地流过小镇的脚下，在这里打了一个柔和的

弯，之后，往远处去了。史书上没有说，这同样名为漾濞的小

镇和江流，到底是镇因江而得名，还是江因镇而流传。人们

只知道，一直以来，它们便相依相伴，不可分割。倒是书上有

说到，说漾濞在历史上曾名为“漾备”，是南诏时期的一个小

诏。想必那时，这江同样也是名为“漾备”的。

称谓的变迁，讲述的本是一种被时光深深浸染的过程。在

小城漾濞临江的一隅，在漾濞作为集镇最初的发源地，而今仍

保留着一条旧街，街的名字在几经变迁后又回复本然，名为博

南。旧旧的古街，两旁许多旧旧的房子，上面几方旧旧的窗。

旧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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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铺的安静的小街，适合在傍晚的时候慢慢地散步。我曾经

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在一方旧旧的大门上，读到三个不同

年代的门牌，三个从旧到新的门牌，诉说着往日时光的记忆。

旧旧的老城，适于生长那些旧旧的、温暖的怀想。一位

少小离乡的友人，曾向我忆起我而今生活在其间的他的旧漾

濞——这个在他的生命里不能抹去的旧故乡，以及下在故乡夏

天里的雨。那个永远停留在记忆深处的夏日，雨安静地下，空

气清新且带着凉意。一个少年站在楼上，凭窗看对面的山在雨

中一片迷蒙，看屋檐上的雨水落进瓦沟里，落在上面的瓦浆草

上。故乡夏天的雨，在离乡的漫长岁月里，下成他心头的诗。

小城漾濞是少有人种荷的。有一年夏天，我在雪山河二大

桥下看到一畦荷田，在一次次傍晚的散步中，看碧绿的荷叶慢

慢铺满水面，之后，终于看着一朵一朵洁白的荷花，开在那一

片绿叶间。为着那一方小小的动人的风景，许多个傍晚，我总

忍不住要从那桥上走过，走过绿叶，走过花，走过一段清雅的

心情。次年夏天来时，桥下还是出现了一方荷田，位置从河的

那边换到了河的这边。绿绿的荷叶，亭亭的荷花。只是那样一

方荷田，便宁静了小城的夏天。

只是那样两个夏天。两个夏天之后，桥下的荷田便不见

了。夏天的桥下，只剩下朴素的稻田。桥下不见了荷田，却

有荷花开在怀念中的夏天。“记得淮安还有马厂都有人种荷

的。”朋友说。淮安和马厂是小城郊外的两个小坝子，从小城

往里走是淮安，从小城往外走是马厂，从县城往州府的公路笔

直地穿过马厂坝子。夏天的马厂坝子，公路两旁映入双眼的总

是碧绿的稻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在车上来不及看仔细，所

以才看不见那些开在夏天深处的荷。

淮安的荷我有一年却见过——我看见的是一畦即将收获的

荷田。那是有一年秋天，县里组织的一次田野采风。那时节，

绿风长长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淮安的田野里到处是稻谷收获后

的沉静安宁的景象。在一大片收获后的稻田间，我看到一畦荷

田，田里的荷叶已然枯败，水已经放干，看样子，农人就快要

来收获这荷田了。一畦快要收获的荷田，它犹如一枚即将采摘

的记忆。若是将它逆着季节打开，那些亭亭的荷，便静静地开

在夏天的雨里。

农人们在田里种荷，离乡的人在时光里种植记忆。一座

桥，一方寺院，一个地名，一种风俗，点点滴滴，丝丝缕缕。

那些旧旧的地名，那些旧旧的山水，一如农人种下的荷，一枝

一叶，在怀念的心里，长成旧日故乡的模样。

其实这么多年，小城漾濞也有许多变化。县城不断地向

东、向北发展，道路不断增多。城中的雪山河上，先后有了一

大桥、二大桥，马上，还将修起第三大桥。在不远的将来，还

将有更大的跨漾濞江大桥，让县城延伸到漾江南岸。春日的傍

晚，在雪山河一大桥以及旁边的核桃文化广场上，总有许多老

人和孩子在放风筝。彩色的风筝乘着明净的风，静静飞在小城

碧蓝的天空里。

而老街依然在那里，在城下临江的一隅，安静地，保持着

它那一份固有的淡定、温婉的旧。这些年来，当各处的古街古

镇被不断地翻新改造，重新盛装出场，这条而今名为博南的漾

濞老街却似一卷发黄的书，在稍稍漫漶的字迹里，缓缓讲述着

那些往昔的岁月。这不曾刻意去改变的老街，是小城漾濞不愿

刻意改变的旧情怀。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地的作家来到漾濞，县文联常主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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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铺的安静的小街，适合在傍晚的时候慢慢地散步。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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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乡的友人，曾向我忆起我而今生活在其间的他的旧漾

濞——这个在他的生命里不能抹去的旧故乡，以及下在故乡夏

天里的雨。那个永远停留在记忆深处的夏日，雨安静地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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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碧绿的稻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在车上来不及看仔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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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在雪山河一大桥以及旁边的核桃文化广场上，总有许多老

人和孩子在放风筝。彩色的风筝乘着明净的风，静静飞在小城

碧蓝的天空里。

而老街依然在那里，在城下临江的一隅，安静地，保持着

它那一份固有的淡定、温婉的旧。这些年来，当各处的古街古

镇被不断地翻新改造，重新盛装出场，这条而今名为博南的漾

濞老街却似一卷发黄的书，在稍稍漫漶的字迹里，缓缓讲述着

那些往昔的岁月。这不曾刻意去改变的老街，是小城漾濞不愿

刻意改变的旧情怀。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地的作家来到漾濞，县文联常主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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