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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真相

智者有言：人生的白纸全凭自己的笔
去描绘，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经历填写人生
价值的档案。此言虽然直白，却道出了每
个人行走在人生路上，必然留下属于自己
的印迹的道理。或显贵，或朴实，或跌宕，
或平淡，当我们进入了某个年龄阶段，回
望岁月，清点已有或曾有的人生成果，蓦
然发现即便是最平凡的人生，我们也已目
睹过诸多风景，或者说，那些悲喜祸福，那
些酸甜苦辣，其实都是一片片令人感叹的
景色。我们不再计较生活所赐多寡，不再
抱怨世界总失公平，恬淡心境下的所思所
感，让我们对人生之价值、人生之美妙、人
生之愉悦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当然，也
让我们有了记录和回味的愿望。

集中数天时间，细读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的《人生风景——沈志
荣抒情作品选》，不由自主地沉入其中。
于我来说，在一部作品上耗去大量时间无
疑是奢侈的，尤其是在种种写作任务压在
肩上之时。然而，当我逐页翻读这部书
稿，沉浸在段段故事、种种见闻之后，很快
进入了最佳阅读状态，乃至还挑出令我最
感兴趣的篇章研读。不消说，为阅读这部
文字质朴、故事真实、人物鲜活、见闻生
动、妙趣横生的散文随笔作品集，耗去大
量时间是值得的，不仅让我再次集中欣赏
沈志荣老师娓娓道来、质朴本真的创作成
果，更让我与他一起回首岁月过往，感受
社会嬗变的时代发展。

沈志荣老师擅长于记录社会历史，包
括记下人生经历、旅途所见、亲情友情、世
间珍奇，绝大多数文字都是他亲身体验。
之所以把这部陆续写下、新近汇编而成的
作品集冠之以“抒情作品集”，在我看来，
是因为与以往的作品集相比，这部集子更
着眼于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和难忘瞬
间，更着力于展示个人视角下的所见所
闻，更着重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激荡，由此
使得全书的抒情、感慨意味大大加重。值
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作品集中，哪怕是游
记、事件纪实、风景介绍之类的文字，都渗
透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整部集子虽被分
成“人生卷”“风景卷”，意欲区分归类，体
现某种偏重，事实上，两大部分内容在本
质上是相通的，它们以作者的真情相串
连、相粘合，两者的浑然一体成为它的最
大特色。

读完这部作品集，我最感兴趣的，自然
是沈志荣老师的六十余载人生经历叙述，
生父的不凡、故乡的眷恋、股海的沉浮、经
商的得失、写作的苦乐……尽管都是千字
左右的文章，却因篇篇相衔，各显亮点，便
不无遗漏地道出了最精彩的部分。而那些
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开始交往的文友们
的故事，仿佛让我重回那个年代，在熟悉的
人物身上寻访旧事，打捞即将被湮灭的珍
贵记忆。不少篇什实乃极为难得的文学史
料，所记录的文友间的真情尤其不可忘
却。这让我再次深感沈志荣老师以善度
人、以诚待人的个性，也为他对文学一如既
往的赤诚而感动。

作品集“风景卷”中的文字也颇为诱
人。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四处泛滥的普通游
记，说明文式的旅游记录确已令人生厌，但
沈志荣老师没有重复这一路子，始终把自
己对大自然、对人文历史遗存近乎膜拜的
喜爱融入其中，才是他的叙写主旨。以情
写景，景色便成了情感的衬托；景随情转，
情感竟成了景物的先导，王国维先生所谓

“一切景语皆情语”之说，指的应是这种观
察事物和诗文创作的状态。毫不恭维地
说，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沈志荣老师不自
觉地遵循了这一文学创作路数，自觉地视
作圭臬，且忠实地实践着，这正是他这类题
材的作品不乏个性色彩的原因。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能如此从容、恬淡、
真诚地看待人生、享有人生，是因为他拥有
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定位，一种足以抵御风
雪雷电击打的自如心态，一份能够唤起应
有的生活热情的人生目标。文学赋予我们
纳入这一人生轨迹的巨大动因，让我们能
以此作为情感依托，更清晰、更完整、更深
刻地理解人生、增值人生。读完沈志荣老
师的这部新近汇编整理的抒情作品集，掩
卷沉吟，不免感慨系之。是啊，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唯有美妙的风景是不能忘记的。

华灯初上，美丽的港岛灯火
辉煌，一派繁华景象。既显大气
典雅，又不失美丽端庄。让人感
到轻松，愉快！

这一刻，也许这里的人们还
沉浸在中国年的庆典之中，维多
利亚港湾之夜还是那么安详宁
静。随着人流的不断涌入，美丽
的紫荆广场慢慢热闹起来。有
了女儿女婿的妥善安排，春节刚
过，我们一家便来到人称东方之
珠的维多利亚港度假。

那天，我们经皇岗口岸，过
落马洲，先后游览了香港香火最
旺的庙宇赤松仙子、久负盛名的
太平山，以及港岛南部最具代表
性的浅水湾，直到傍晚才来到大
名鼎鼎的紫荆广场。

紫荆广场，热闹非凡，中央
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
紫荆花就坐落于此。自然，紫
荆花前留影是必须的。它不仅
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大历
史变迁，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
游客的观赏。

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我们终
于来此小憩一下。一则见识一
下紫荆花的无限魅力，二则想乘
游轮游览维多利亚港。当然，还
可在游轮上享受一下这里的美
味佳肴。

然而，美味佳肴由于条件所
限没能如愿以偿，而维多利亚港
的夜景倒是让人饱了一回眼福，

“秀色可餐”嘛。
说到吃，虽知道香港餐饮物价

不菲，但没想到游轮上就餐还真有
点抠。包餐一桌只配五菜一汤，而
且分量也不怎么多，想喝点小酒那
肯定不够吃。于是，我们将随身带
的一些熟食拿出来想补充一下，却
被服务员制止了。她指着船舱墙
上一条提示性小标语：每增加100
元赠送纯净水1瓶。

呵呵，香港的生意经还真是
念到家了。好在我们主要是来
欣赏夜景的。

维多利亚港沿岸的夜景，说
精美绝伦那是当之无愧。远远
望去，港岛和九龙半岛两岸高楼

密布，入夜后更是万家灯火，相
交辉映，熠熠生辉。甲板上，一
家人好不容易占领了一个靠栏
的空位。面对着习习晚风，悠闲
地欣赏着两岸夜景，喝口美味果
汁，真的好不惬意。只见港岛两
岸层层叠叠的高楼相依相偎，层
层叠叠、飘飘渺渺地漂浮在维多
利亚的海平面上，那个美哟，分
明一座绝美的海市蜃楼。

维多利亚港位于港岛与九
龙半岛之间，这里水面宽阔，景
色迷人。每天，这里的渔船、邮
轮、观光船、万吨巨轮繁忙地穿
梭于南北两岸，也见证了整个
香港的商贸、经济和旅游业的
变迁。

香港从英国回归祖国的怀
抱后，与内地同呼吸、共命运，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中
国智慧”创造了人类的“中国奇
迹”，由此谱写了一曲“香港好，
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
壮美诗篇。

今年 3 月 6 日，是中国传统
24个节气中的“惊蛰”。以前听
老人们讲：“‘惊蛰’一声雷，蛇虫

‘百脚’全出来”。按《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二月节……万物出于
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
而走矣。”“惊蛰”即天空以打雷
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

“春雷一声响，万物刷刷长”，
“惊蛰”时节，雨水增多，在气温回
升的“九九”艳阳天里，南方春意
融融，早已备耕春耕，那些勤劳的

人们忙于“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计
划中。这令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
一件往事。

那年正逢“惊蛰”时节，我参
加了一次全省交流活动，吃饭期
间，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你们知
道温州人为什么肯吃苦、勤创业
吗？”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这
位朋友说起有些温州人把“‘惊
蛰’吃梨”作为祖训的事儿。何
为“惊蛰”吃梨？他说，在中国闻
名的晋商渠家，先祖渠济是上党

长子县人，明代洪武初年，带着
信、义两儿子，用上党的潞麻与
梨，倒换祁县的粗布、红枣等，往
返两地，从中赢利。天长地久有
了积蓄，渠家便在祁县定居。雍
正年间，十四世渠百川走西口，
正值惊蛰之日，其父拿出梨让他
吃，并对其说：“先祖贩梨创业，历
经艰辛，定居祁县，今日‘惊蛰’你
要走西口，吃梨是让你不忘先
祖，努力创业，光宗耀祖。”渠百
川走西口经商致富，将开设的字

号取名“长源厚”。后来许多温
州人仿效吃梨（吃到利），有梨
（有利）可吃，比作“吃梨（利）创
业”和“勤奋荣祖”之意。

人勤春来早。说起“勤”，令
人们想起许多名言：“勤能补拙”

“勤俭不穷”“勤为无价之宝”“勤
而行之，慎而思之”……特别是
读小学时，老师讲“凿壁借光”故
事，至今令人难忘：虽家中没有
蜡烛照明，但匡衡看到邻居有灯
烛，由于光照不到他家，匡衡就

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居
家的灯光，用隔壁家的光照让自
己能读书。同样，由于家贫没钱
买书，匡衡不计报酬，去乡里一
大户人家做雇工，直至把这人家
的书通读了一遍。最后，匡衡成
了大学问家。

唐诗有云：“微雨众卉新，一雷
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
起。”“惊蛰”，让勤劳和创业的人
们，踏着春的节拍，播下辛勤与汗
水，收获幸福和美满。

一天，杭州余杭梅花草堂书
画苑里来了一位年长的客人，在
一帧帧名家书画前驻足细看。店
主谢国刚看惯了各种客来客往，
也就没有多在意，和平日一样只
管低头看自己的报纸。过了一会
儿，店里又进来一位客人，这位是
余杭本地人。两位客人从各自看
画到同看一幅画，然后开始指手
画脚地评头品足。

随着观点的分歧，他们声音
越来越高，争得面红脖子粗。为
了证明自己更专业，他们争论的
焦点从书画直接转移到他们两个
究竟谁厉害，谁是真专家权威。
其中一人“啪”地一声拍出一张紫
红色的“教授证”；另一人表示不
服，声音更响亮地拍出一张墨绿
色的“教授证”，然后气急败坏地
相互对骂“假教授”。

谢店主赶紧地放下报纸，劝
说这个，抚慰那个，为劝解一对吵
架的人，生意也没得做了。真没

想到书画苑这么个高雅之地，也
会有如此斯文扫地。

我不知道“教授证”应该是红
的还是绿的，也不理解“教授证”
是不是和“记者证”一样，得随身
携带，为工作之便要随时出示。
但我知道真有本事、有学问、有内
涵的人，往往都低调，不会挖空心
思去证明自己厉害。

新晋网红李雪琴就是这样一
个真厉害的人。半年前她拍了一
段视频——她穿了件普通的黑衣
服站在清华大学门前，姿态僵硬
呆板，一张素颜的“面瘫脸”，一口
乡音浓浓的东北话：“吴亦凡你
好，我是李雪琴，今天我来到了清
华大学，你看这是清华大学的校
门，多白。”

在一片热衷炫技、花里胡哨
的抖音群中，这姐们的简单直白、
朴实无华、土里土气让人耳目一
新。这段视频被点爆了。

很快，李雪琴在圆明园又拍

了一段类似的视频，开头也是
“吴亦凡你好”，火到惊动了吴亦
凡。吴亦凡模仿李雪琴的风格，
用东北话回了个视频给她。然
后李雪琴就不可阻挡地红遍了
大江南北，粉丝嗖嗖涨到了三百
多万。

有人不懂，这种土得掉渣、素
面朝天，说的全都是清汤寡水大
白话的人，你们到底喜欢她什么
呢。粉丝们说：她不装啊，这多可
贵。

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有
人喜欢大声喧哗，有人非把生活
中最平常的琐事拔高到“欲与天
公试比高”，李雪琴却反其道而行
之，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开出了一
朵清新、鲜活、充满生命力的花。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憨
厚朴实看着像个“傻大姐”的李雪
琴，其实是北大新闻传播学院毕
业的，还是纽约大学的硕士。她
从小就是学霸，一路第一考上北

大。可她说自己“没啥能耐，也没
啥才华，可能只是会考试”。这种

“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
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坦
荡，不正是她无须证明的真实资
本吗？

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我要
证明给别人看，我比别人强”这样
的宣言。这种听起来很有骨气、
很励志的话，实际上恰好是内心
的极度不安和自卑的证明。曾经
看过有媒体报道，有人为了证明
自己是个不凡的能人，居然在读
完硕士后不愿像普通人那样安居
乐业，而是非要离家出走，要闯荡
出一番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超群能
力。然而造化弄人，在外十多年，
年近不惑，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可
以配得上他能力的职业，混得比
普通人更不堪。居无定所、食不
果腹成为常态。因此更是无颜见
江东父老。最终，想要在临终前
见他一面的老父亲，不得不刊登

寻人启事，才找回这个落魄的浪
子。

确实，有时越是想证明自己
的人，越是成不了事，那是因为事
实上他们既无过人的学识、技艺，
又偏偏不肯承认自己的平常、普
通；明明能力不行、过得不好，又
偏偏虚荣心超强无敌，于是就有
了各种装——装有钱、装优秀、装
体面、装博学、装见多识广、装高
深莫测，想用装来证明自己不比
别人差。

所以有人说，人越是缺少什
么，就越喜欢炫耀什么，这份炫耀
的背后往往是虚弱得不堪一击的
内心，还有那小心翼翼地维持着
生怕被识破的辛苦和辛酸。就像
在画苑里被拍出来的那一红一绿
的“教授证”，并不能得到别人的
认可，相反倒成了相互揭穿浅薄
无知的利器。

真的，都只不过就是平常人，
平常人何必为难平常人呢？

雾西湖 郭建生 摄

一红一绿的“教授证”
■王珍

思绪点滴

由“惊蛰”所想到的
■钟迪良

行走随笔

魅力港岛之夜
■河流

新书评介

■孙侃

闲情逸致

盼等阳光的日子
■应红枫

微型小说

周日的黄昏，我一边用钥
匙拧开房门一边翻看手机，老
妈凑过来对我说：“庆祝，你能
帮我拍抖音吗？”

我笑了：“妈，您啥时候变
得这么潮了？六十多岁的老太
太拍抖音，是想当网红？”

“你小子，从小到大都没个
正型，我都快七十了，你见过有
我这么大岁数的网红吗？”见老
妈面色愠怒，我赶紧吐了吐舌
头闭嘴。

过了几天，我正在客厅摆
弄手机，老婆悄悄凑过来对我
说：“庆祝，咱妈是不是想找新
老伴呀？”

“怎么可能？老妈和刚去
世的老爸感情那么深！”我故作
平静地说。

“那咱妈为啥总想拍抖音，
总问我抖音方面的事儿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客厅
里翻看手机，突然，抖音里一个
熟悉的身影跳进了我的眼里。

“雅静，你看这抖音上是咱

妈不？”我赶紧把老婆拽了过
来。

老婆揉了揉眼睛，一连看
了好几遍，然后十分肯定地说：

“是咱妈，绝对是咱妈！咱妈她
……”

还没等老婆把话说完，我
的手机便不安分地响了起来
……

正巧老妈把刚洗好的水果
端进了客厅。我有些生气地
问：“妈，是谁教您拍的抖音
呀？您知道吗，您拍的抖音影
响特别大，很多人都看到了，给
我打电话说什么的都有！”

老妈叹了一口气说：“是我
请教了亲戚和邻居，然后费了好
大劲儿才请人拍成的抖音。我
想啊，我拍了抖音，你和雅静才
有多看我一眼、和我多说一句话
的可能。不然，你们整天都只顾
在客厅里低头玩手机，哪儿有时
间和我多说上几句话呀！”

我和雅静顿时面红耳赤，
傻傻地愣怔在那里……

老妈拍抖音
■边庆祝

这雨，细细密密冷冷清清
地已经连续下了快两个月了
吧？窗外总是阴沉沉的，使人
感到郁闷而焦躁，连心绪都像
是一枚受潮了的邮票。哪怕偶
尔露几缕阳光，也是转瞬即逝，
几乎看不见完整的太阳，使原
本满怀的信心变得阴郁不堪。

站在窗边，隔着纱窗吹进
来的，是不断鼓涨着的寒意。
只关注每天的气象预报，总该
有晴天的时候吧？令人崩溃的
是，气象预报的云图，几乎是望
不到边的雨云。

立春已过，这应该算是春
雨了吗？但是同样是连绵不绝
的细雨，这湿冷的画风显然和
春天温暖的细雨难以相提并
论。春天的雨，应该是细细密
密的，它虽无音乐的动听，却滋
润催生万物，正如朱自清先生
在名篇《春》中所写：“雨是最寻
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
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

丝，密密地斜织着……”
和朋友在微信聊天，说起今

年草莓等水果，可能因连绵阴雨
而歉收，彼此的语气也怅惘起
来。朋友无奈叹息道，草莓还不
算必需品，大不了少吃或者不吃，
倒是担心连续阴雨会使生活必需
品涨价呢。随后，对方扭转话锋，
给我发来几张梅花的照片，只见
梅花嫣红的花枝下，悬挂着丝丝
的冰晶，使那些梅花更加娇艳和
剔透。丝丝的寒雨中，梅花的花
瓣努力地向上仰起，俨然展示傲
雪迎春的不屈姿态。我知道朋
友给我看梅花照片，是想与我分
享梅花那积极向上的精神。

朋友说，给自己一缕阳光，
无论雨雪，霞光万丈；给自己一
片天空，无论风暴，勇敢翱翔；
给自己一抹微笑，无论得失，从
容洒脱。有风有雨才是人生，
有苦有甜才是生活。似水流
年，不管风雨，坚守自己的信
念，唯有前行，才不负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