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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走读

美丽乡村

永康市文联 主办

永康市作协
山川大药房

协办

从永康市区返回方岩，夜已深

沉。山高月小，四顾但见五峰兀立，山

势迫人。虽说日间各处景点皆已大致

走过一遍，但终觉月色堪怜，情不自禁

地又往五峰书院一带走去。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恬静清明

的月色无疑是一把为天地所珍藏的钥

匙，当它们在喧嚣繁琐的生活中累了，

又或者某一天心情好，就掏出这把钥

匙，打开一个花园，开始一次与和谐的

约会，怡然以自乐。譬如此刻，五峰书

院浸润在月色中，与近乎垂直的固厚

峰浑然一体，人文的胜迹与自然的风

致如盐在水，令人几乎不忍心走近。

郁达夫先生在《方岩纪静》中说：

“从前看中国画里的奇岩绝壁，皴法皱

迭，苍劲雄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现在

到了方岩，向各山略一举目，才知道南

宗北派的画山点石，都还有未到之

处。”只是此刻，月上中天，蹊径沉邃，

触目所及，但觉日间一如披甲武士的

峰崖，少了些许威武，却添了若干妩

媚。五峰书院乃南宋思想家陈亮讲学

的地方，是曾令朱熹惊叹“可畏可畏”

的永康学派的发祥地。岁月荏苒，八

百多年过去，天长地久的岩壁苍然如

铁，尤见时光痕迹。用手略一触摸，就

仿佛与先贤握了一回手。

我在书院前的陈亮像下枯立良

久，这是少有的心灵极为自由、极为快

乐的时刻。我想象着在书院的鼎盛年

代，学子们是怎样或忙碌或悠闲地打

发光阴，他们是否也曾想到，会有一天

终将人去楼空？当然，书院虽因陈亮

而出名，却并非因陈亮而存在，有人青

睐也好忘却也罢，它照样荣辱不惊地

过了一千余年。空旷的书院，像一个

微缩器，把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化成几

分几秒，在月色中演绎。伴随着一泓

流水淙淙汩汩不舍昼夜地推搡奔走，

仿佛就在霎那间，朱熹过去了，陈亮过

去了，郁达夫也过去了……生命宛如

一条大道，每个人只在上面走一段，然

后就像风卷薄云一样，被吹得干干净

净。只留下精神不灭，有如月色中这

座筋骨毕露的山，在风中屹立。

井上靖先生走在帕米尔高原上，

想到一千多年前的日本僧人曾从这里

走过，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站在先

贤们当年讲学著书的所在，却感觉月

色中的五峰书院有如一位慈母，仿佛

随时都在迎迓出远门的游子回来。它

知道，那远行者会回来，不管他走多

远，身上披雪，肩上蒙尘，他会回来。

是夜住五峰宾馆。诗人徐志摩

说：山居是福。

五峰书院夜游
□李利忠

近日翻阅多年前西津桥征联时的

应征稿件，其中有很多接地气的佳作，

很有意思。

青青山，绿绿水，看看走走，老老

少少此间嘻嬉坐坐；

阔阔江，长长桥，去去来来，男男

女女各自碌碌忙忙。

此联不见华丽的词藻，没有对本

地历史的褒奖，也没有对当前成就的

炫耀，而是用平平淡淡的语言叙事，体

现的却是眼下永康人祥和、忙碌、进取

的生活氛围与场景，宛如一幅永康的

《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联还有一副是著名书法家

马世晓先生所撰：

古渡神游，荻叶芦花，渔帆片片，

几声牧笛闻天外；

画桥重建，雕梁画阁，彩舆轮轮，

两岸欢歌落樽前。

这副联的上联是作者神游远古的

永康城，早先的永康西津，确是绿荫遍

地，江水清清，舟舸往来，漁帆片片，牧

笛声声。此情此景，有明代文征明的

父亲文林，赴任温州太守时，乘舟过永

康时的七律《永康》为证：

画舸乘风入永康，疏花缘岸一溪长。

山淘麦浪青重叠，云衅魚鳞白渺茫。

王事有程行作吏，胜游无侣梦还乡。

直输渔父芦汀畔，斗酒浑家醉野航。

除文林之外，更早的还有南朝的

沈约，也有《泛永康江》五言一首：

长枝萌紫叶，清流泛绿苔。

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

临睨信永矣，望美暖悠哉。

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

所以说,马世晓不愧是大家,他写

的联语还真有来历。而且，只轻轻的

“神游”两字，就不知不觉地把时空转

换了。至于下联，当然是指当今画桥

重建，祝贺的宾客纷至沓来，欢歌笑

语，美酒盈杯了。

好联多接地气。对联不说晦气

话，但也没有必要讲过头话。如有一

副西津桥联：

阅丽州，两千年人物，文史垂名，

有龙川真豪杰；

数婺郡，十八处古迹，赏用褒荣，

唯西津好景观。

此副联就有许多不明白之处。

一是永康建县是公元245年，到1989

年西津桥重建，也只不过 1744 年。

何来两千年人物？二是婺郡十八处

古迹，不知指哪十八处？金华有八

县，其他七县不说，就说永康，西津桥

初建于清康熙年间，永康的方岩山的

开发始于唐代。以后宋代名臣胡则

肆学于方岩。胡则逮事三朝，十握州

符，勤政爱民，七十岁在杭州太守任

上退休——兵部侍郎致仕。死后乡

人感其恩德,在方岩山建佑顺侯祠奉

祀。佑顺侯祠旁建有“佛庐”——广

慈寺。宋高宗曾亲书“赫灵”两字予

以褒奖。以上这些，明嘉靖《永康县

志》就有记载。这算不算古迹？西津

桥景观与方岩山相比，无论是人文景

观,还是所处位置的自然景观，后者

显然要比前者底蕴来得深厚,历史来

得悠久。所以，联语中讲“唯西津好

景观”，显然是过了。过犹不及，实不

可取也!

接地气的西津联语
□程瑞铛

沉睡在山里人家
□湖北青蛙

美丽乡村行
古老的房子并非安安静静
你担心，它在时时颓圮。

朋友们纷至沓来，它
就连养六畜的地方，也都一并重获光辉：
在大陈村，诗人们在旧时猪圈吃
自助餐。在塘里，文艺界人士也去牛栏
喝咖啡。

村童或许在玩打仗中望见天文学家的银河
而沉睡在山里人家的时光
得到的，是最忠实的淙淙流水——
万千世界如何在城里？
古木之下，秋风会讲述人世代谢及其历来。

多少带风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走过的路，长长地躺在后面重新去
形成景色。

在大陈村
晚间，与潘都搭伴去陈氏宗祠看戏剧
台上台下，拉大提琴，打羌鼓
人们果然，操楚国人听不懂的吴语。

晚间，得见樵隐之笔墨
在手机微信。冰水暂为茶博士
在铜院里，在夜幕降临，四分卫到来之际。

晚间，星光引导，啜饮小酒
举座皆雅士，让人生醉意
邻墙似有修禊之声，但恨无分身之能。

晨起，北山被朝雾所困不能疾行
青松修颀，喜树悬挂果实
鸟鸣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安静。

晨起，好像恢复了久别之后的年轻
记起父亲交待过，村庄才是中国的血脉
秋收后，小子要在村子里结婚。

在塘里
据说，此地皆孙权后裔
村堂瓦堂，尚有千百年遗迹。

我来时，马缨丹与画墙已被刘晓萍
摄入手机，鸟类正张开大小嘴唇。

在此一隅，屋基垒着曾经在流水中
抒情的卵石，继而生长常春藤，与王不留行。

在此一隅，每个人都有古老的技艺
生儿育女，留住筑巢的燕子。

好像每个人都可抒幽古之叹
诗人熊焱独在旧屋，茶水被主人持续注满。

湖北青蛙，本名龚纯，出生、成长于

江汉平原。2000 年外出谋生，曾寓居上

海、成都、沈阳、昆山等地，目前停留上

海。有作品发表于《星星》《青年作家》

《青年文学》《长江文艺》《诗潮》《中国诗

歌》等杂志，并有作品入选各版本诗歌

年选。

受老父亲的影响，我们一家老少

三代都是报纸迷，每天的报纸来了，一

家人争相阅读，其乐融融。

父亲早些年从事新闻宣传报道，

家里的报纸堆成了山。这其中有刊登

父亲稿子的报纸，当然多数是父亲收

集的拟要投稿的报纸，党报、晚报、商

报以及许多五花八门的行业报纸。每

天，父亲翻阅着那些报纸，将一篇又一

篇的稿子投给各地媒体，醉心于阅读，

热心于写作。

让我们一家真正热衷于订阅报纸

的缘于女儿。女儿读小学时，对作文

一直排斥，写出的作文往往风马牛不

相及，惹出许多笑话。好几次家长会，

老师谈及女儿的作文，弄得我好没面

子。后来我问父亲，怎么提高女儿的

作文水平。父亲说，这有什么难的，订

几种作文报，看别人的，写自己的，用

不了多长时间作文水平就上去了。

这招还真管用，收到报纸后，引

导女儿读了几期，就让她模仿着写

出一篇。父亲稍加润色修改，投给

报社，居然刊用，还寄来了稿费。这

下女儿的热情来了，每回收到报纸，

就迫不及待地专心读起来，读过后

就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也写这

样一篇。

后来，我再参加学校的家长会，老

师竟拿出女儿的作文，作为范文当场

读起来，听得我心里美滋滋。

过后我喜不自禁地告诉父亲，父

亲说，订报的受用是很大的，你分管着

农业工作，也应多订几种有关农业和

农村工作方面的报纸，好好研读，这对

你的工作一定会帮助不小。

是啊，公费订阅的报纸毕竟有

限。我欣然采纳了父亲的提议，挑选

了几种相关的行业报刊。

那次参加全市美丽乡村发展论

坛，我刚巧前一天在报上读了一篇有

关美丽乡村建设的剖析文章，我把文

章里的观点与前瞻，结合我们当地实

际情况，尽情发挥，居然博得领导好评

和阵阵喝彩，让我大大地风光了一回。

从此，我订报的积极性更高了，读

报的热情也更高了。订报读报用报，

成了我为官从政，提高工作效率的一

个法宝。

看我们订报读报的劲头那样高，

爱人说，我订点什么看啊。我说，你

呀，喜欢烹饪，订点这方面的报刊就

行。果真，爱人订了，报刊上那些五花

八门的烹饪名吃，经爱人翻新创新，成

为我们家的特色菜，我们吃得津津有

味，爱人就特有成就感。

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埋头读

报的镜头，寻找着乐趣，汲取着营

养。这——或许就是另一种家风的

传承吧！

把报纸读成家风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