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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万物竞

发，最是江南令人沉迷的时节。
车驶入浙江绍兴嵊州市境

内。车窗外，一江碧水宽且广，
流缓，温润，水天一色。沿岸芦
苇丛生，不时有水鸟惊飞起。同
行者说，这是剡溪。精神为之一
振。剡溪，这便是那条在唐诗中
流淌不息的剡溪，李白、杜甫、孟
浩然走过的“欲罢不能忘”的剡
溪，如今就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打着漩，在眼前静静地流淌……

一条剡溪孕育了灿烂而辉
煌的浙东唐诗之路。此行本不
为此而来，追寻的是书圣王羲
之。可循迹溯源，唐诗之路不正
是从遥远的魏晋一路逶迤而来？

东晋永和九年（353 年）农历
三月初三，王羲之邀集挚友四十
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位于今
绍兴市柯桥区）修禊，临流泛觞，
饮酒赋诗，并即兴写下被后人誉
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
序》，兰亭由此闻名。可仅仅两
年后，永和十一年（355 年），他
便称病辞去会稽内史一职，顺剡
溪而下，隐居于金庭，就是今天
的嵊州。

我们走进兰亭时，和 1600
多年前的那个日子一样，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一路修篁夹道，
清流激湍 ，游人如织 ，喧闹异
常。而来到嵊州，周遭游客稀
少，顿感静谧安然。遥想当年，
迎接王羲之的，大概也就只有剡
溪秀异的山水吧。

好在，他就是为幽静而来。

二
一座高大的石坊最先映入

眼帘，坊梁上刻有“晋王右军墓
道”六个字。走在墓道上，细碎
的鹅卵石铺就，曲径通幽，仿佛
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两旁松柏
肃立，一种静穆的气息逼近。拾
级而上，树木掩映处，就是书圣

的墓地了。
单檐挑角的方形小石亭，亭

中矗立着青色墓碑，碑面刻着
“晋王右军墓”几个字。转至背
面，也有两行阴刻字：“大明弘治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吉旦，浙江
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吴囗
囗重立”。探其源流，这里曾出
土梁大同年间（535-546 年）的墓
砖，明弘治十五年（1502 年）乃立
墓碑，后倒塌。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时任浙江等处承宣布
政使司右参议的吴钟骏，重新修
缮了墓址、墓道坊，把倒塌的墓
碑又立了起来。

墓园规制不大，墓呈圆形，
由青石条叠砌而起。时值清明，
可见新祭祀留下的痕迹。坟头
青草被清理过，裸露的泥土上新
添着枯枝落叶。

不免有些感慨，比起很多陵
墓，千古书圣的墓地如此朴实无
华！可转念一想，怎样的规制，
才能与书圣地位相埒？千古书
圣还需要怎样的踵事增华？

关于王羲之墓的真实所在，
有四种说法。一说在诸暨苎萝
山，一说在山阴兰渚山，一说在
会稽云门山，一说在嵊州金庭
山。从文献记载看，诸暨苎萝山
最早、最详细，首见于南朝宋代
孔灵符的《会稽记》，距王羲之去
世仅百年左右。从墓地实物看，
则只有金庭有墓地标识。尽管
金庭墓在明朝弘治年间才建立，
至今不过 500 余年，但毕竟“墓”
是实物存在，不是空穴来风。

在绍兴，会稽山下，有大禹
陵，最早见载于《史记》，古称禹
穴。两千多年过去，禹穴安在，
这地底之下何所有？其中蕴藏
的历史谜题，也只能一直存疑下
去。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
踏足，不断地叩问。

司马迁二十岁南游江淮，上
会稽，探禹穴。在他的笔下，夏
朝成为信史。中国最古老的治
水篇章，从浓郁的神话色彩里进
入历史的视野。在史书记载中，
绍 兴 成 为 大 禹 最 重 要 的 活 动

地。一是禹禅会稽。通过召集
诸侯共同祭祀会稽山，从而建立
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春秋战国时
代“诸侯会盟”之先河；二是禹疏
了溪。改堵为疏，“三过家门而
不入”，终于治水成功。了溪，后
称剡溪；三是禹娶会稽。大禹娶
涂山氏女后，不以私害公，新婚
四日复往治水；最终，大禹选择
了会稽山作为自己的安葬地。

大禹陵的屹立，让大禹游移
的形象如山一般稳固。在中国
历史的源头，需要有这样一位英
雄人物作为榜样，他的敢于担
当，克己奉公，坚韧不拔，深深地
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
因中。

三
在碑亭的正上方，镶嵌着一

块长条形的青石匾，匾周雕镂花
纹，却不着一字！像试卷里无从
落笔的填空题，空白得如此刺
目；又仿若书圣射出的一道目
光，日夜注视着这里的一草一
木，人来人往。

千古书圣的墓，谁能去题
写？于是，它就这样孤傲地留
白着。

好在，石柱上有一副楹联，
让人有所依傍、揣想：“一管擎天
笔，千秋誓墓文”。上联赞叹其
书艺，下联叹赏其书德，对仗精
巧，用典熨帖。那场著名的兰亭
集会后不多年，王羲之便不愿再
苟且混迹于官场，率子孙到父母
墓前自誓不仕，明其心志：“止足
之分，定之于今……自今之后，
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
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
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
之诚，有如皦日！”文如其人，书
如其人，是中国传统文艺精神。
一位书法家要名垂于世，只会写
字是远远不够的，其一言一行，
须堪为后世师表。

这副楹联，出自“杭人唐云”
之手。唐云，杭州人，当代海派
书画大师，与岭南画派的关山

月、赖少其等人都有君子之交。
因名字与唐寅音近，人称“杭州
唐伯虎”。如今，唐云纪念馆也
已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

1986年10月，嵊县（今嵊州
市）南桥举行通车典礼，唐云为
桥题字，被邀前往观礼。到了自
然要拜谒书圣墓，于是，主办方
便趁机提出要求，说这墓亭两侧
的石柱上是空的，需要有一副与
书圣得体相称的对联，希望他能
出手相助。唐云答应了。于是
有了这副楹联。

楹联的字体为行草，而非一
般墓文所用楷体或碑体，反倒显
出几分别致率性。一缕阳光，穿
越午后的树梢，斜斜地打在墓柱
上，树影晃摇，仿如一双神奇的
手，在轻轻地擦拭。又似书圣显
灵，在给我们一分启迪，如来拈
花，只看来者有无会心的慧根。

微风拂过，飘来淡淡的花香。
墓道两侧一大片樱花林开得正
盛，有早樱，有晚樱，早樱已经开
谢，晚樱正值烂漫。粉红、粉白、
浅粉、淡红，在夕阳的余晖中明灭
闪耀，轻盈优雅，清新怡人。

樱花林中，竖有高大的《兰
亭集序》碑，青石镌刻，是日本书
法团体天溪会所立。他们仰慕王
派书法，远涉重洋，来金庭拜谒书
圣之墓，并带来日本樱花树种，栽
植于此。《金刚经》有曰：“当知此
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
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年年岁
岁，樱花盛开，在枝头，为落英，以
诸花香而散其处。一如风中的经
幡，一遍遍念诵；又如书圣笔下的
文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在
天地山谷间漫舞。不是风动，不
是花动，每一次风动，都是念诵；
每一次临摹，都在朝圣……

樱花，以其绚丽易凋而动人
情怀。著名日本画家东山魁夷
在《一片树叶》中曾说：“无论何
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
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
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
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生
命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

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
爱自然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
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
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
到一种欣喜”。这样的敏感，与
《兰亭集序》如出一辙。宇宙万
物生生不息，无穷无尽，而韶华
易逝生命无常，“修短随化，终
期于尽”，所兴发的种种无可奈
何的人生感喟，挥之不去，推之
还来。

王羲之是幸运的，剡中山水
是幸运的，他们萍水相逢，生出
这天地间无限的欣喜。隐居金
庭的王羲之，“尽山水之游，弋
钓为娱”，最终，又把金庭给予
他的一切都羽化在这里的一山
一水中。

四
午后的华堂村，游人寥寥。

徽派建筑的屋檐飞翘，青砖灰
瓦，庄重素雅。曲折幽深的卵石
小道，呈井字型散布，将我们引
向一个个牌坊、祠堂、戏台、水
井。或明或暗的光亮，将历史一
寸一寸揭开，呈现于眼前。

据说，王羲之离世后，六子
操之在金庭繁衍生息，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王氏家族。王氏后
代多擅书画，喜欢将书画悬于
厅堂供人品赏 ，故其宅有“画
堂”之称。后来，由于屋舍精丽
且山水清妙，便将“画堂”改为
村名“华堂”。如今，华堂村已
是嵊州市最大的行政村，里面
居住着王氏数代后裔共 4000 余
人。建于明代的王氏宗祠，和
王羲之墓一起成为浙江省重点
文保单位。

一条石质黝黑的水圳格外
引人注目。玉带似的水圳顺墙
根而行，沿街绕户入室。当年正
是参考曲水流觞的设计，将这条
水圳贯穿全村。因其曲曲环环，
故得名“九曲水圳”。

此前，在绍兴兰亭，曾在王
羲之们“曲水流觞 ”处闲坐多
时。一条曲曲弯弯“之”字形的

水圳，清浅流淌，两侧石块砌筑，
可坐可立。一拨一拨的游客在
拍照，在嬉戏。相形之下，华堂
村的水圳更显自然而特别。一
觞一咏，何止于畅叙幽情，更兼
具实用之美。历五个多世纪，仍
是全村生活、灌溉、消防的重要
设施。

水圳自平溪河流入，河上有
平溪桥，将华堂新村与华堂古村
连为一体。桥建于清代乾隆五
十年，桥下溪流潺潺，不急不躁，
浅吟低唱，似在轻轻诉说着金庭
的千年风流。

王羲之之后，有多少高人沿
着剡溪而来，不得而知。但历代
文人墨客远涉山水，踏访剡溪，
一半是为了两岸山水，一半便是
为了金庭隐士。金庭是这条诗
路上绕不开的一个结。据考证，
在唐朝，有 400 余位诗人到过剡
溪，留下2000余首诗歌。

多次来到金庭的李白，有诗
纪行曰：“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
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
我们不再是舟行，却怀着同样的
心志——入剡寻王许。当年，王
羲之隐居金庭后，他的好友许
询、支遁相继而来，比邻而居，放
情于山水，纵浪于大化。

在华堂村穿街过巷，家家
户户可见文房四宝。我们走进
一间屋子，甚是简陋，居中两排
书桌，铺开的宣纸墨迹未干，四
周贴满了各式书画作品，大体都
是临摹右军体。主人自称王氏
55 代孙，九十老叟。他说，这些
都是村民们的习作，语气中颇有
几分自豪。又应大家之邀，现场
书写，一个飘逸洒脱的“鹅”字，
瞬间让人闪现回兰亭景区内“鹅
池”碑上王羲之所书的“鹅”字。

王羲之爱鹅，有着不尽的传
说，以至被称为“鹅书”。所书

“鹅”字，自然流贯的线条，历风
雨千年而新鲜如斯，依稀可辨其
挥 笔 时 灵 动 从 容 的 身 姿 与 气
息。这气息，流转千年，如村巷
里迎面而来的清风，自由地流淌
穿梭……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
只流过两次眼泪，且都与我当
兵有关。

父亲出生于 1924 年，我出
生于 1968 年。我姊妹七个，上
有两哥四姐。用家乡话说，我
是父亲的“老生儿”。爷爷疼长
孙，父亲爱幼子。父亲中年得
小儿，心里欢喜，待我十分“金
贵”。

寒冬雪季里，父亲怕冻坏
了我手脚，每天总是解开扎在
腰间的布条腰带，拉开斜襟粗
制大棉袄，把我包裹起来，紧紧
搂在怀里，用他滚烫而宽阔的
胸膛“煲”着我。到了夏季，父
亲则会抱着我到村西头的土坡
高岗上或桐树林里吹风纳凉。
麦罢，有先生来村里说唱打鼓
书，父亲会早早吃了晚饭，领我
去听。入了场，选好地，随着说
书先生臂落鼓响、打板声起，父
亲端坐在小板凳上，眯着他那
一双透着亮光的大眼睛，一边
入神地听先生说书，一边搂着
我，还用蒲扇为我扇风。一场
打鼓书说唱下来，少则两小时，
多则三小时，遇上“加演”甚至
要四个小时，父亲就这样不停
地为我扇风。遇到公社里唱大
戏，在人山人海、“人浪”如潮涌
般的戏场，父亲怕挤着我，总是
远远躲站在高土坡上（有时也
趴坐在麦秸垛上），然后，把我
高高举起，骑在他肩上，驮着我
看戏。煞了夜戏，又背着我步
行三公里回家。

稍大后，我与父亲更是感
情日深、形影不离。父亲在生
产队里“碾麦”，我就坐在打麦
场边的柳树荫下玩耍，等着父
亲下工一起回家。父亲给生产
队里看瓜地、菜地，我就扛着蒲
席，“尾巴”式地紧随其后，和父
亲睡在生产队的“草庵子”里。
父亲给生产队里炕烟叶，我像
欢快的孙猴子般，整天在“烟
楼”里的棚架上跳来耍去。

直至我当兵前，冬天里我
仍然和父亲睡在一起。原因
是：父亲年轻时，为抢救村里一
个难产的婶子，因给婶子输血
过多，身体极弱，引发感冒，继
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支气管炎，
直至后来转变成了肺气肿。每

到冬季，天一冷，父亲的支气管
炎病就会犯；尤其是晚上睡觉，
一 遇 凉 ，就 会 引 发 剧 烈 的 咳
嗽。从那时起，为防范父亲因
受凉咳嗽难受，冬季里，每晚我
都会脱个精光，早早钻进被窝，
为父亲暖热了被窝，再喊父亲
上床睡觉。

决定让我当兵，是父亲特
别向往而又十分不舍的事。听
母亲讲，他们新婚不久，父亲曾
随地方武装参加了解放家乡县
城的军事行动。后来父亲一度
要参军的，出发时，却被爷爷奶
奶挡住了去路。理由是：他们
生养了十三个儿女，战乱、贫穷
和饥饿夺去了他们十个孩子
的生命，最后只剩下父亲一个
男丁和我的两个姑姑。从军
未成，成了父亲一生无法释怀
的心结和痛点。这也是我们
家从我之后接连出了 4 名军人
的缘故。

17 岁那年的秋收，我正和
父亲在地里干着农活。乡人武
部薛部长骑着自行车下乡到我
们村，看到父亲，远远就甩腿下
车，和父亲打招呼，热谈起来。
在和父亲谈话时，薛部长忽然
扭过头，看了我一会儿，跟父亲
说：“我看老三是块当兵的好料
儿。”

就这样，1985年，经报名体
检，我当了兵，而且还是水兵。
当我从乡人武部里领到一套蔚
蓝色的被服，穿上崭新的军装，
站在父亲面前时，特别想让我
当兵的父亲，此时深情地凝望
了我半天，竟没有说出一句话
来。两天后的清晨，要出发时，
父亲和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为
我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在不
大的家中小院里，欢声笑语，喜
气洋洋，挤满了欢送我的亲人
和乡亲。吃过早饭，提包离家，
全家老少和乡亲围拥着欢送
我。我和他们一一告别。

突然，我发现，竟没有看到
父亲。放眼找去，只见父亲此
时正一人独坐在灶屋锅门前，
两眼望着锅底下还未燃尽的火
苗，一动不动。火光映在父亲
脸上，父亲满脸通红。我喊了
一声：“达——”话音未落，我看
见父亲眼眶里霎时盈满了泪

水，泪水亮晶晶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

泪。父亲第二次流泪，我没有
看到，是后来听母亲说的。

到部队的第二年春，我们
接到了新舰艇，随后到舰队参
加集训，集训的一个重要科目
是编队远航训练。编队启航的
第 二 天 ，父 亲 的 肺 气 肿 病 加
重。治疗一周，不见好转，而且
愈发严重。见好无望，母亲便
让大哥跑到乡邮电所，给我拍
电报。在那个山高路远海深的
年代，通讯条件不像现在，那时
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军人与家
人、家人与军人联系主要靠书
信。遇有急事，只有到邮电所
里拍电报。电报拍到部队驻地
邮局，译出，由部队通讯员每天
下午到地方邮局取出，带回部
队，然后，再分发至各舰艇。但
此时我们的舰艇正航行在碧波
大洋上，根本无法接收。这样，
电报就压在了岸上。

电报发出去一周，没有任
何动静。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进
食，母亲一边让大哥再给我拍
一封电报，一边趴在父亲床头，
大声地劝父亲：“你强吃点儿，
又往部队拍电报了，等着你的
三儿子回来……”听了这话，父
亲像灌注了“强心剂”，强撑着
喝了两口粥。又是几天过去，
还是没有我的任何消息，母亲
深夜又用我快回来的话哄父亲
进食时，父亲似乎有了先觉，用
极轻微而清晰的声音上气不接
下气地对母亲说：“不等了，我
的三儿子回不来了……可能是
开着他的军舰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去了吧……给三儿子
说，让他在部队好好干……我
觉悟着他在部队能干好……”
说完，眼角涌出淡淡泪光，再也
没有说话。天亮时，父亲面含
微笑，离开了人世。

一个多月后，远航归来，我
请假赶回家。进了家门，顾不
上歇息，便急匆匆地向“西地”
跑去——在我们村西头的自留
地里，安葬着我的父亲。

我身着军装，站立父亲坟
前 ，向 父 亲 献 上 最 庄 严 的 军
礼。父亲若泉下有知，应该会
欣慰地微笑……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在阳江，就有这么一座
名山，虽然山高只有海拔 420
米，但在山上可以看到云海翻
腾、仙雾缥缈、红日初升，这座
山叫马庙山。

马庙山坐落在阳江市阳
东区新洲镇的北桂村。北桂
村，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便是

“南宋皇族村”。据清光绪年
间纂修的《赵氏族谱》记载，北
桂村由宋太宗长子汉王元佐
之后、十世祖赵必鎏于宋末元
初所建，距今有 700 多年历
史。2015 年被评为广东省古
村落。

21世纪初，赵氏后人以投
资者的身份，在北桂村建立了

“北桂园”旅游区，经过十多年
打造，“北桂园”成为一个集休
闲、旅游、娱乐于一体的生态
观光园。

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游
玩，景区内的青山绿水、千亩
竹林、古井、古屋、碉楼、庙宇，
还有潺潺东流的北桂河，给我
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只
是，马庙山据说媲美黄山的云
海日出，我未曾观赏过。

不久前，和几个朋友夜
宿北桂园里的“皇族驿栈”。
清晨五点多，我们驱车前往
离住地约 4 公里的马庙山。
此时，天色微明，几颗星星在
天边闪烁。车在野草繁茂的
山路上行驶，蝉声不断，偶尔
夹着虫鸣蛙叫。车窗外，山
的影子、树的影子，在雾霭的
笼罩下灰濛濛的一片。很久
不曾星夜赶路了，我心里感
觉很新奇。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海拔
220 米的第二个观景台，千山
初醒，朝云出岫。虽然没有见
到云雾翻滚，但意外看到了一
幅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卷”：
近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远处
的高山林海云雾缭绕，缥缥
缈缈仿若仙境一般。听朋友
说，每年 8 月至第二年 5 月，
只要天气预报是有雾或轻雾
的状态，是到马庙山看云海
的最佳时候。

继续前往海拔320米的第
三个观景台。云雾连绵不绝
地向我们涌过来，群山都被云
海雾凇遮盖住了，白茫茫的一
片，连不远处的风车，也只能
见到顶端，置身其中，真有种

“绵绵长飘万万尺，疑是银河
人间”的感觉。

被云雾驱赶着，继续向山
顶走去。山路陡峭，泥土湿
滑，我们一边小心翼翼地攀
爬，一边欣赏变幻的云海仙
雾，终于来到海拔 420 米高的
山顶。只见远处天际露出一
抹橘色的云霞，渐渐地，云霞
不断扩展，变成了红霞。六点
零三分，太阳出来了，尽管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乍见万
道金光破云而出，周围的云层
都染上了绚丽的颜色，我们忍
不住欢呼雀跃起来，纷纷拿起
手机或者相机，咔嚓地拍个不
停。过了一会儿，太阳又躲到
云层里去了，但有此惊艳一
瞥，我们已心满意足。天色渐
明，被云雾笼罩的山峰显露出
来，高高低低，层层叠叠，飘动
的云雾如一层面纱在山峦中
游曳……

人的一生中，难免有云遮
雾绕的时候，但终会云开日
出。大自然的日月星辰、花开
花落，总让我觉得心中有爱，
活着多好。

小县城有一座迎仙桥。小桥
本来稀疏平常，屹立在两端，连
接新圩与旧圩之间，却名为“迎
仙”，真引人注目。

传说，迎仙桥建成后，有恶
神肆虐，经常风雨大作，周边民
不聊生，百姓见状，向上苍祈福，
盼望神仙降临，驱邪造福。果
然，过了不久，神仙降临，降下甘
霖，恶神不敢造次，桥头两岸风
调雨顺，故百姓名为“迎仙桥”。
虽然是传说，但寄托了民众的美
好愿望。

清代乾隆十年出版的《陆
丰县志》记载：迎仙桥，邑南门
外新旧两圩间长一十三洞，宋
宝祐甲寅知县肖泰夫建。康熙
初年为苏逆焚毁后，总兵苗之
秀修复。雍正四年，又被洪流

冲坏，邑众捐资修筑两旁翼以
石栏行者便之。当初，知县肖
泰夫以何种眼光才“敢为人先”
建起了这座桥梁？雍正四年，
当地的群众又是有怎样的公心
情怀才筹资重修呢？历史扑朔
迷离。

后来，这座小小的桥梁饱经
风霜雪雨，又多次修建。1990年
秋至 1991 年春，再次重建成长
52 米，宽 18.8 米的三孔石拱桥，
有了现在的规模。如今，迎仙
桥 两 头 分 别 连 接 迎 仙 街 与 大
街，交通往来便宜。虽然整座
桥没有过多的雕刻，但显得十
分简洁明了。两边桥头共有四
个龙首，只见精雕细琢的龙首
栩栩如生，龙角挺拔，怒目瞪
眼，尖牙显露，龙须飘逸，十分

威严。桥身设置多条桥柱，整
齐有序，柱顶端设置为仙桃状，
下盘为莲花托起状，寓意吉祥，
是否为迎接仙人而设呢？

迎仙桥也见证了岭南龙舟
的传承。每当将近端午节，陆
城各社头总会组织人马扛起龙
舟下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龙
舟赛。龙舟下水，不可谓不热
闹 ，随 着 岸 边 响 起 阵 阵 鞭 炮
声，一群青年抬起龙舟沿着迎
仙桥附近的河岸阶梯，慢慢将
船身放下水划船，便功成。龙
舟细长，除了船头一人击鼓，
船尾一人拖桨外，船身左右两
边只能并排二人，整个船身有
十 多 个 人 。 船 身 外 表 左 右 两
侧都画着色彩斑斓的神龙，有
的仿若神龙摆尾，有的好似飞

龙腾空，同时还有形状各异的
彩云片片，绕着龙身，更显神
秘感，总之栩栩如生。龙舟赛
开始，几十条龙舟浩浩荡荡出
发，一逐高下，龙舟队员们奋
勇划水，鼓声震天，迎仙桥上
传来一阵阵吆喝声。

迎仙桥是古代“陆丰八景”
之一，号称“仙桥夜月”。时光荏
苒，桥变了样子，周边景象也变
了，只能从古人留下的图画来
看看。《陆丰县志》有图为证：四
拱木桥上百姓脚步轻盈，仿佛
驻足观赏夜景，桥下泛起水波，
小船徐徐驶来，桥两岸民居林
立，错落有致，绿树成荫，想必
此刻灯火通明，照亮了两岸和
夜空，远处的龙山山势挺拔，一
碧如洗……

□陈桥生一位书法家要名垂于世，只会写字是远远不够的，
其一言一行，须堪为后世师表 书圣墓前

□梁媛

人的一生中，
难免有云遮雾绕的
时候，但终会云开
日出

马庙山日出

这座小小的桥梁饱经风霜
雪雨，又多次修建 迎仙桥 □彭伟栋

父亲若泉下有知，应该会欣慰地微笑

父亲的泪光
□常树辉

从93岁老妈妈的国画说开去
□苏小华

画语录

双猫（国画） □吴丽娥

若要追问画画有什么意
义？回答只能说是无意义。

随着 AI 绘画的出现，输
入几个关键词，只需 1 秒，就
会形成一个画面，若不满意，
又 1 秒，便又是一种新效果，
一切来得太快太容易了。此
时 你 非 要 来 探 讨 画 画 的 意
义、社会效益、功用，甚至它
对人类命运世界未来的什么
什么，大概率会对需要千笔
万笔、劳心劳力才能完成的
一个画面感到悲哀，感到无
聊。人在浩瀚的宇宙中，一粒
尘埃都不如，不知怎么来到人
间，几十年一百年又缥缈而
去，本来可能就没啥意义，那
画画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妈妈吴丽娥前大半辈子
忙这忙那，晚岁才开始习画，
若以她这个个案去谈意义，
只能说画画这行为，如钓鱼，
如绣花，如下棋，如养鸟，就
是一种喜欢。这喜欢陪伴了
无意义的生活，使这生活有
了一点点意义，这一点点意
义使妈妈有了一个充实的晚
年，让一副病弱之躯成为了
一个高寿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