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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如墨泼向远处，月亮不时从云
层里探出头来。

一辆出租车在山路上疾驰。后排
座位上一头卷发的男青年，不时偷瞄一
眼前排座位上五官精致、长发披肩、浑
身飘散着浓郁香水味儿的漂亮女司机。
在经过一段林间小路的时候，男青年突
然厉声喝道：“把车停下！”

嘎吱！出租车紧急刹车。漂亮女
司机哆哆嗦嗦地问：“为啥停下？”

“这个还用我说吗？难道你没听说
过，最近有漂亮女孩接连被强暴的故
事？”男青年淫笑着说。

“你……你就是那个连环色魔？”
“没错！”
“咯咯咯，咯咯咯……”漂亮女司机

突然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看来，我的
辛苦没有白费，终于等到你现身了
……”

“你……你是便衣女警？”这回轮到
男青年紧张了。

“没错！”
“天呐！”男青年一边抽打自己耳

光，一边心惊胆战地说：“原来是警察姐
姐啊！都怪我有眼不识金镶玉，都怪我
一时起了色心，我一定配合警察姐姐到
公安局……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刚才只
是在吹牛，我只是初犯，并不是什么连
环色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你
害怕，使你乖乖就范……”

一路颠簸，漂亮女司机终于驾车将
男青年带到了公安局，当她把男青年交
到警察手里的时候，突然身子一软，随
即瘫倒在地……

“姑娘，听那个男青年介绍说，你是
便衣女警？”

“请问，你是哪个分局的？”
漂亮女司机苏醒过来后，顿时羞得

满脸通红：“警察大哥，警察大姐，我那
是在骗他！我以前是学表演的，在遇到
危险时灵机一动，这才成功扮演了一回
便衣女警！”

微型小说

便衣女警
○边庆祝

父亲如一粒干瘪的种子，在初
春的风里日渐消瘦，再没有年轻时
的光泽。那时，他浑身上下，透着
青春的活力。可转眼间，父亲垂垂
老矣，我的心里满是酸涩。

不知不觉间，河岸边的垂柳冒
出了尖儿，河水变得澄澈透明，鸟
雀们的叫声里满是喜悦。父亲佝
偻着背，轻声咳嗽，像怕惊醒什
么。青蛙还是被惊醒了，从池塘里
探出头，“咕呱咕呱”叫起来。

父亲望着眼前黑油油的土地，很

想挽起裤脚，昂首挺胸，赤脚踏在酥
软和煦的泥土上。便是这样，又能如
何呢？年轻时他站在犁耙上，一甩鞭
子一声吆喝，水牛一激灵，精神抖擞，
奋蹄向前，那乌黑发亮的泥土在耙
齿下渐渐变得细碎平整，韵味无穷起
来——它可是为了迎接生机勃勃的
春天，养精蓄锐了一个寒冬啊！

那时，父亲像一个将军，犁完地
后，插着腰，立在田头，眼睛里盛开出
五颜六色，满目金黄的麦子，金灿灿
的油菜花，沉甸甸的玉米棒，漫漶出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丰收景象来。包
产到户后，土地像是父亲的命根子，
他不舍昼夜，在土地上精雕细琢。

爷爷心疼地念叨，“地都是一
样的，用不着天天盯着，你能看出
花来？”父亲只是笑笑，照样天不亮
就起床，地里的庄稼不紧不慢地长
着，并不因他的“视察”而加快脚
步。可他依旧起早贪黑，精心侍奉
着土地，不敢有半点马虎。

如今，父亲老了。他站在春风
里，弯下腰去，轻轻抓起一把泥土，

像要握住一个梦，然后缓缓松开手
掌，黑油油的泥土从他的指缝里飘
洒下来，酥软而温润。

读中学时，放了暑假，父亲就
会让我去稻田里拔草，那些可恶的
稗子拔了一茬又一茬，大有“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像是
和人较着劲。我抱怨天气太热，父
亲脸一沉：怕苦怕累，你喝西北风
去。我只好轻声嘟哝着，弯下腰，
跟在他的身后继续拔草。

秋收时节，望着金灿灿的稻

穗，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对我说：怎
么样，现在知道过去的苦没白吃
吧？他像个布道者，指着满地的金
黄，宛如找到了分量十足的真理。

我望着眼前白发寥落、腰弯如
弓的父亲，百感交集。春风里，他
又一次抓起泥土，顺着阳光张开手
掌，任黑色的泥土纷纷扬扬。他就
像当年养育我一样，还在想用心侍
候那一片黑土地。我知道，他还在
期盼着，每一寸黑土地都能长出沉
甸甸的希望来。

真情流淌

父亲的春天
○郑玉超

筝声一直在响着，在的的笃笃的装
修敲墙声中辟出了一方纯净出世的境
界。

我不知道那是《高山流水》还是《出
水莲》，筝声直接将我带入了李商隐的
《锦瑟》中。只是美好的情景不再只是
虚幻的梦境，而是一幅飘逸灵秀的弹筝
实景画卷。

这是一个暮春初夏的早晨，我透过
洒满阳光的玻璃幕墙，看到楼下绿草坪
上，一树开满了白花的绿叶花阴间，有
人在弹古筝。筝声清澈如水，纯净如
水。每一挑、每一拨，都有一种天赋异
禀，多愁善感，锐敏幽微散发开来，慢慢
地、一圈一圈地荡漾着，完全覆盖了俗
世中的他本人。

行云流水般的筝声，是轻风拂过含
笑花瓣的声音，是清泉淌过萋萋蒹葭的
声音，是阳光洒落在树叶缝隙间的声
音。温柔、清新、明亮、含蓄，潇洒飘逸
却又纯朴古雅。让路过的脚步急不起、
躁不得，心情变得柔软曼妙。

弹筝人的手指张扬着一种柔美的
力度，那是蘸着浓郁的中国古筝文化和
厚实的专业理论素养的指尖，娴熟灵巧
地在弦上抒写出的一种空灵、神奇的意
象，饱含着经典的中国式美学，承载着
中国人雅致的情感审美，是一种独特而
深邃的中国符号。

我推开窗子，铮铮的乐音奔涌而
来，不可阻挡地穿越、发散、渗透，仿若
他的心灵在大自然中纵情绽放，如一片
肆意怒放的似锦繁花。美好而从容的
年华，丰满的生命张力，人生的感慨和
赞美皆融于筝声中。细细品味其中的
意蕴，却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

一曲终了，他收起筝，走了。留下
那树白花在风中窃窃私语，如古筝余音
切切，回味绵长。

我完全被拽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
全是易安在乍暖还寒时节的声声叹息，
满眼都是薛涛写在浣花诗笺上娟秀的
小楷。我的心弦不由分说地被撩动了，
很久没有如此感动过。情不自禁坐在
电脑前，却许久敲不出一个字符。

弹筝的人是住我家楼下的韩建勇，
虽然邻居四五年，但我从来没有和他说
过两句以上完整的话，连名字都是从小
区的微信群里得知的。因为生活中的
他是羞怯的、木讷的，还带着一种莫名
的惊惶。

记得妈妈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这位“楼下的男生”，每次经过他家门
前，妈妈主动问候“你好”时，他总是

“唰”地脸红着闪身躲进家门。要知道，
我妈就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呀，他
却像小白兔看见了大灰狼。我也曾经
在一个春天，看到正在我家南窗前攀树
采香椿的他，我开窗轻轻地打了一个招
呼，他却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鸟，险些从
树上掉下来。

很难想象，这位大学和研究生所学
的专业都和古筝无关、却自学成为知名
的古筝艺术家韩建勇，这位在杭州运河
畔开古筝馆授徒已经十余年的山东人
韩建勇，这位在业内颇有建树、在国内
较有影响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古筝研究
文章多篇的韩建勇，这位中国音协古筝
协会会员、杭州传统文化促进会国乐委
员会副会长韩建勇，在各种文化活动、
交流会上，在电视、相机镜头前，在学生
中，是如何潇洒自如、刚柔并济、娴熟地
弹奏出一曲曲细腻深沉、舒缓流畅的古
筝曲的。

“本来早上想偷偷拍一个小视频，
不想家里做装修活的师傅来了，我妈也
来了。只好把琴搬到他们看不到的地
方，偷偷弹。”韩建勇在微信群向悄悄聆
听、并用长镜头摄下他弹奏照片的邻居
们解释。

以前只是听到他家常有筝音传出，
虽然清亮悦耳，但终究不知道是有人在
弹奏还是在放录音。而在亲眼目睹他
挑弦一曲后，才知道这位擅长于用手指
抒情的韩建勇是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
韩建勇，就像一株深谷幽兰，开成了一
树缤纷的紫丁香。从此，我走在家中的
地板上，就像踩在音乐上，走路时会轻
一点再轻一点，不忍践踏了那一首首唯
美悠扬的曲子。

虽然80后韩建勇已经走近不惑，但
我依然说他是少年，不是因为他的年
纪，而因为他弹筝时的那份纯净，恰似
他17岁那年初次抚筝的样子。筝人韩
建勇，依然像当年向诸城派古琴传人高
培芬、山东筝派著名古筝演奏家韩庭贵
学筝的样子，谦虚、勤奋，他的心灵从来
没有染上过风尘。

据媒体报道，鲁迅等一些老一辈文
学家的作品，正淡出中小学语文教科
书，换上了他人作品。而据我的观察，
鲁迅先生的作品不但淡出了中小学语
文课本，也仿佛慢慢淡出了人们的阅读
书目，这不由地使我想起小时候以及青
年时代是怎样读鲁迅作品的。

其实我最早读到的鲁迅作品，就是
课本上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甚而
我们玩的内容，也与先生当年玩的相
仿。儿时的玩伴，几乎个个都会爬树、
捉虫、斗蟋蟀、摸鱼虾。升到初中，读到
《故乡》《阿Q正传》《祥林嫂》等，既喜欢
上西瓜地里的小英雄闰土，神往于海边
的美景，也真心为祥林嫂难过。到高中
时，所选课文都是先生论战的杂文，知
道了陈西滢、梁实秋等人，只觉得有点
乏味，骂人厉害。

到了青年时代，由于所学专业缘
故，开始大量阅读先生作品并进行了一
些研究，越读越觉得先生的博学、深刻
和伟大。直到现在，先生的作品仍是我
的床头书，时时诵读，温故而知新。

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在他55年的
生命中，他创作了18卷共约700万字
的各类作品，有小说、诗词、外国作品翻
译、学术论文、散文、杂文等，其中最有
战斗精神、最体现先生个性的，是他的

杂文。我以为，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
了先生“批判社会，唤起民众”的良苦用
心，并真切地希望中国能摆脱困境，走
向民主、自由、富强。

用今天的话来说，先生绝对是当年
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敢说真
话，面对权贵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一支

“金不换”笔把政客、军阀的丑陋肮脏揭
露得淋漓尽致，把软骨文人的表演刻画
得惟妙惟肖，把帝国主义伪善的画皮统
统剥去，但对善良勤奋、却又愚昧落后
的劳苦大众，又寄予深深的同情。一个
社会，离不开清醒者和批判者，他们是
社会的道义和良知。

先生其实并不总是板着面孔，他的
许多诗文都体现了他的渊博、幽默和情
怀。对待孩子，他说：“无情未必真豪
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待朋友郁达
夫，他写诗劝阻：“坟坛冷落将军岳，梅
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
浩荡足行吟。”对国民党所谓的保护文
化，他说：“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
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
清清。”对待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他郑重
庄严地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
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
荐轩辕。”

先生的精神永存，他将与我们同在。

书人茶话

鲁迅作品过时了吗
○林椿

一直很怀念小时侯。春
夏秋三季，只要你够耐寒，就
可裸个足，在乡村四下里行
走，自由欢快的模样。

随着岁月变迁，又加之搬
迁到了镇上，裸足似乎成了一
种粗俗且不文明的奢侈。生
活的如常里，总得以着袜的端
正模样示人。唯有在家，才能
于私密的地儿裸裸足，却也只
能在离土壤更远的木板与生
硬的地砖上过过瘾罢了。设
若某天，我裸个足逛荡于街头
巷尾，我敢打赌，定会招来很
多异样的目光甚至于流言，不
是作死，就是疯癫。

但，当想至“做个认真的
人，做个有趣的人，做个自在
的人”，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喜
欢找一些理直气壮的理由。
比如说，夏天的雨最是无常，
总是毫不犹豫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从不给人缓释的余
地，而我乐得如此。从不为

“风雨欲来风满楼”做任何未
雨绸缪的事儿，“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出门我是故意不
带雨伞，也是故意常穿个易
湿的布球鞋，一切正中我的
下怀，有了风雨里撒野撒欢的
好借口。却不料，当我真个挽
起裤腿，拎双鞋子，裸足而行
之时，仍是理直气壮不起来，
引得一些不明就理的路人注
目，或一脸的惊讶好奇，再或
好笑的疑惑等。但一切都是
值得的，那种脚底板与活色生
香的土壤及花花草草紧贴的
感觉，似心连着心于大自然的
怀抱，不知有多么地赤诚、通
畅与开阔。

近段时间，读贾平凹的作
品，觉得他的文字虽倾于生活
的通俗，却又是思辨耐读的。
贾平凹的文字，是即便你趁与
人聊天的空隙也能轻易读进
去的，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朴
实。读时，总不自觉拿他与余
秋雨来比。余秋雨是一位学
者型作家，博古通今，熟稔历
史考证，要读好他的书，必得
先让人全神贯注。倒不是说

余秋雨不好，正所谓“风格是
生命的外化，语言是情操的内
涵”，感觉余秋雨是善写文化
散文，而贾平凹特擅长写生活
散文。截取贾平凹《笑口常
开》中一个片段：“陪领导去某
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
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
个肉肉的小东西，脸色微红旋
又若无其事地说：‘我还以为
是个虱子哩！’随手丢到地
上。我低头往地上瞅，说‘噢，
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哩！’会
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
被命令返回，列车上买一个鸡
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
或许，这些个人主观的看法，
其实是与我喜欢唯美且有限
的见识有关。

贾平凹，确实是当代文坛
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淅沥
的光阴，能读着他陶罐似朴拙
的文字，尔后又自顾哈哈大笑
一番，哪管旁边有人没人。

这番有趣，足不裸，真也
无妨了！

那年初夏，我正坐在北京中央
电视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咚
咚咚”，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一口浓
浓江浙口音的普通话随着门缝飘
了进来：“是李志铭吗？”来者是一
个梳着大背头，天庭饱满、戴着宽
边茶镜的中年人。听此语音，我便
断定此人正是李近朱老师说起的
沈荣达。

当时，我是被上级一纸通知召
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美其名
曰实习。几天后，著名编导李近朱
从国外回来了，李老师予以电视创
作方面的指导帮助，至今令我敬
佩。他编导的《话说长江》《话说运
河》《庐山》等系列专题，有着广泛
的社会影响，是那个时代中国纪录
片创作的标签。那天，李老师告诉
我，有一位在央视工作多年的亲密
搭档沈荣达，过几天回来后就让他
来找我。

沈荣达是浙江桐乡乌镇人。上
世纪90年代初，他从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学（电视）研究生班毕业后，一
直活跃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线。从
与他的谈话中，我明显地感觉到，沈
荣达不是个在中央台“打工”的一般
人物。虽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但
是却有着年轻人也难有的创作激
情，脑海里装满了七彩世界。了解
荣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
一个既热情奔放又传统守旧，既成
熟睿智又天真单纯的人。

那一年，电视台决定选派一名
经验丰富的记者外派锻炼。当时，
沈荣达是领导眼里最合适的人选。
可就在此时，他收到了北京广播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对于从农村出来
的沈荣达来说，上大学是他人生梦
寐以求的愿望，在艰难的选择中，沈
荣达的天平倾向了大学。这时电视
台决定，上大学的一切费用由他自
己承担。多年后，他在向我诉说时
依然是那么激动：“新闻部那么多记
者都不行吗？我上大学不也是为了
更好地报效国家，难道有错吗？”

他考取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
研究生班，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招收
的第一批电视新闻研究生。大学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长期借调
在中央电视台。也许他认为，只有
在中国最高的电视舞台上，才能使
自己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台里对我另眼相看，我更要干出
一番事业让他们看看！”在90年代
首都高大巍峨的央视大楼办公室
里，踌躇满志的荣达就想用成绩来
证明自己。

在电视策划、编导、摄影等方
面，荣达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
先后编导拍摄了《大京九》《夏衍》
《傻子沉浮录》等许多有社会影响
力的电视纪录片。他撰写的由中
国电视出版社出版的《电视航空摄
影》，是我国第一本电视航空摄影
专著。

也许人们以为，这样一个对电
视艺术创作充满激情的编导，个人
生活一定也非常丰富和浪漫吧。

在北京与他共处的那些日子
里，荣达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他
的罗曼史。早年，在电视台当新闻
记者的时候，有过一个教音乐的女
友。可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友
去了日本。初恋的打击，在沈荣达
的心里刻下了一道伤痕。很长一
段时间，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反复回味着放音机里女友弹的
《命运交响曲》，荡漾在追忆情感的
世界里。此后，许多热心人给荣达
张罗过婚事，其中也不乏优秀女
士，但他似乎与她们无缘,坚持着
自己的择偶标准。

那天，我接到了他的结婚请
柬。饭店里，我见到了神采飞扬的
荣达和他年轻美丽的新娘。妻子
是大学的研究生，也许那时的荣达
有了一个成功男人的喜悦。

一天下午，荣达打来电话，说
有急事与我商量。见到他时，我大
吃一惊，原本面色丰润、乐观开朗
的荣达，此时却是那么憔悴消瘦。

我终于明白荣达结婚后的生活并
不幸福。他的手上、脸上都有被指
甲抓破的痕迹。这是他们夫妻多
次争吵留下的纪念。

离婚后的荣达全身心投入到
了电视事业中，并且获得了教授级
高级编导职称。春华秋实，功成名
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本该是坐
看行云，笑谈人生的时候，可荣达
不这么想。“现在是我人生最好的
季节，我一定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挣脱了家庭束缚的沈荣达，此时已
听不进任何声音。他在人生的海
洋里，奋力划向自己的彼岸。

淅淅沥沥的一个雨夜，我正准
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
荣达走了！在宁波四明山革命老
区航空拍摄时，飞机不幸触碰高压
线，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听罢，我
一阵胸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眼
前晃动的全是荣达的腔调。

为了荣达，我难过了一个秋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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