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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城，
无声的光阴……

黑井古镇，位于云南
省楚雄州禄丰县，曾是著名的盐都。时光
似乎格外青睐这座古镇，就让它的脚步缓
慢下来。据《黑盐井志》记载：“土人李阿召
牧牛山间，一牛倍肥泽，后失牛，因迹之，至
井处，牛舔地出盐。”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
绩，遂称此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

古老的盐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
煌，却留下了很多古香古色的唐宋风貌
坊巷，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
等，让人仿佛回溯到古老的时光中。黑
井是属于那些老人的，他们衣着已经不
再光鲜，岁月也将层层叠叠的痕迹留在
了他们的身上、脸颊上。一道道皱纹里，
仿佛都写满了沧桑的故事。一如那斑驳
的石墙，展现着一种残旧却傲而不衰的
风骨。他们生长在这里，每条街，每道
巷，都有他们的脚步，他们逝去的青春。

而此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
前，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阳光。

那一盏上书“黑井”二字的灯笼，依然
高高悬挂着，颜色渐褪，寂静无声。孩子们
却总是充满了朝气，像快乐的音符，点燃黑
井寂静的乐章。孩子们在小巷子里嬉戏
着，那脆朗朗的声音，给古老的小镇带来了
些许清新自然的韵味。古镇，无论时光如
何流逝，人们世世代代地生活在这里，活色
生香地演绎着美丽的人生故事。

年轻人匆匆的脚步，行走在古老的镇
子上。现代人站立在朱红的门前，光影如精
灵般舞蹈，创造出斑驳的影像，留下无声的
空白，只留游人去冥想。那空白处，该写下
什么呢？写下对古镇的向往，亦或是怀念？
好像应该写下一首诗。不禁想起诗意这个
词，诗人戴维娜曾说：“诗意是美好的情愫与
美好的心灵相互呼应，共同生出一段美好。”

小狗也是这里的主人。它们充分享受
着这里自由而慢节奏的生活，懒洋洋，慢吞

吞。太阳好的时候，就舒舒服服地在阳台上
睡一觉。待到醒来，在小巷里溜来溜去。它
们毛色光洁，神态奕奕。古镇，也是它们最
眷恋的家园。不知哪位阿婆去菜市场买来
一大竹篮子蔬菜，安静地放在院子前的台子
上。她是在等待亲人回家吗？在炊烟袅袅
时，古镇的苍老，更有一丝柔媚的温情。

人说，光阴像魔术师，无情地将妙龄少
女变成耄耋老人，将人们光鲜美丽的肌肤
变得沟沟壑壑。在安静的古镇，我常想，幸
福也许就像一枚沙漏，流下的，是光阴；堆
积起来的，应该是幸福吧。生活在这样风
情浓郁的古镇，是幸福的。当古镇的岁月
如沙般流走，繁华不再，但是，堆积起来的，
却是满满的沉甸甸的历史和文化。岁岁年
年，盐都带给我们的，是光阴如梭和珍惜时
光的感怀。

游走古镇，心中充满了蜜一般甜美的
快乐。就像真正的幸福，不来自于别人的
羡慕，而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评判……

□ 刘云燕

游记 黑井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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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
素，耳著明月珰。”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
中描写刘兰芝装扮的这些诗句让人怦然心
动，也可知玳瑁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材料。事
实正是如此，作为一种和珍珠、玉石、玛瑙、珊
瑚等并列的有机宝石，它不仅价值非凡，还有
着可供深入挖掘的文化价值。

我国人民使用玳瑁的历史相当久远，早
在距今两千余年的先秦时期，玳瑁便作为一
种珍贵材质出现。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
载：“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
之，请命春申君客。”赵国使者以玳瑁簪向楚
国夸耀，可知其之罕见稀有。《后汉书》记载：

“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
美木之属莫不自出。”看来，当时的玳瑁已有
外国进贡。撰写《汉书》的班固曾赠送给弟弟
班超一支玳瑁黑犀簪，三国学者高柔曾送给
妻子一件玳瑁梳。唐代时，曾以玳瑁制作钱
币。宋代时，玳瑁作为一种装饰品，更是成为
品级的象征。据《明会典》记载，弘治年间，玳
瑁盂、玳瑁盒每个竟然值一贯钱（相当于一千
文铜钱），已经很贵重了。其实，人们之所以
喜欢玳瑁，正因为它是长寿的象征。作为一
种海龟，玳瑁不仅是一种瑞兽，还是一种长寿

的动物，因此被用来祝寿。据南宋将领王燮
的《杂章》记载：“伏闻令月辰立皇后，谨赉翠
羽、玳瑁甲上万岁寿也。”看来，在当时，玳瑁
便是皇家的祝寿之物。

笔者收藏有一只清代的松鼠葡萄纹笔
筒，便是用玳瑁制作而成。它呈圆筒状，口

径和底径7.7厘米，高12.3厘米，是用一块大
料制成。笔筒的口沿上，透出温润的光泽，
具有如树木年轮般的纹理，并有星星点点的
孔隙，和黄花梨的纹理色泽较为相似。在口
沿下方和底部上方，各有一圈蕉叶纹，它们
整齐排列着。在两圈蕉叶纹的中间，通过镂
空雕和透雕的方式，满工雕刻松鼠葡萄纹，
只见在葡萄架上，葡萄的藤蔓叶子旺盛生
长，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在藤蔓之间，有一
串串葡萄粒粒饱满，晶莹剔透；有一群松鼠，
便在这稠密的葡萄藤架间来回穿梭，它们有
的爬行，有的望向葡萄，准备大吃一番，有的
正吃得津津有味，还有的在嬉戏和打闹。每
只松鼠都有一只圆圆大大的眼睛，所以很好
辨认。这些松鼠，看起来欢乐无比，热闹非
凡，仿佛能听见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跳跃
出快乐的音符，因此成为这笔筒上、藤蔓间
最美的风景。

明年是农历庚子鼠年，生肖和地支相配
时，鼠和子进行组合，因此，我国民间经常以
鼠代子。然而，老鼠长相猥琐，我国人民通常
便以尾巴修长蓬松、长相乖巧可爱的松鼠来
代替老鼠。葡萄，结实众多，果实累累，因此，
松鼠葡萄纹正代表着收获不菲、富足有余。

清代诗人何钱有一首诗《普和看梅云》：
“酒沽林外野人家，霁日当檐独树斜。小几呼
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素朴有野趣，没
有什么大意象，山野人家，寻常人，寻常事。
天晴风定，一方小桌，几张小几，几个好友，闲
谈小酌。知己二三足已，另一个位置要给那
一树淡然超逸的梅花，而境界也因此清美雅
致，诗情画意也因此不落俗套。

除此，我还读出另一番味道。人在尘世
里，除了要生存以外，还有活着的方式很重
要。梅花站在那里，安静得天荒地老，不会高
谈阔论，不会把盏言欢，可我们总不由自主地
打心眼里喜欢她，看着她在冬天的山寒水瘦
里凌寒绽放，内心清淡干净。

吃饱穿暖是最基本的立足于世，这个基
本需要往往爱膨胀，以至于物质欲求越滚越
大，烦不胜烦。一味物质，很容易陷入焦躁，
患得患失。而人本能上都有向美、向好的愿
望，生活除了生存，还有活，活着的乐趣。

林清玄说，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原点，还原
到朴素之地的生活，无非是“轻罗小扇扑流
萤”，无非是“薄薄酒，胜茶汤，粗粗衣，胜无

裳”，或者是“短笛无腔信口吹”，或者是“小楼
昨夜听春雨”。扑流萤，薄酒粗衣，短笛信口
吹，小楼听春雨，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些都是
生存之上活着的美好与趣味。

很多人都喜欢看丰子恺的漫画，还有
老树画画，都是生活中的平常风景，却又不
同于俗世里惯常以物质欲念为先决的生存
状态，让人看到一些令内心敞亮的有情，有
味，有趣。那是一个句子中破折号后面的
那部分，一朵花在空气中散发芳香的秘密。

丰子恺在雕版画集《画中有诗》自序中一
开头就说，余读古人诗，常觉其中佳句，似为
现代人生写照，或竟为我代言。盖诗言情，人
情千古不变，故好诗千古常新。

自古以来，朝代更迭，光阴流转，生活习
性不同，而活着的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丰
子恺画过一幅名为《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
面与梅花》的漫画：山里人家，修竹映着茅草
屋，一女子端着菜从屋子那边来，三个穿长衫
的男子围坐在石桌边，闲聊小酌，神情悠闲。
石桌有一边空着，不多远，有一株梅花开得正
好。诗情无限，画意不尽。

这幅漫画的款识为“戊子新年试笔”，戊
子是1948年，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丰子恺
的缘缘堂毁于战火，居无定所，暂居于杭州东
山。在这样的境况下，作出的此画。俞平伯
对丰子恺的评价是：“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
人间的情味。”他给予人的从来都不是负面的
苦难，而是打开人心苦闷的亮光，希望和芳香。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世人
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这个“癖”也是
活着的那份趣味。不过，功成名就与人活着的
乐趣来说，并不是最必须的，而是在世俗的路途
中留一份“梅花”的空白，才能看淡争争攘攘的
现实，才能超越眼前的烦恼，与生活深情相拥。

常遛弯的胡同有一间裁缝铺，很多年头
了。裁缝铺的门口摆着很多绿植，郁郁葱葱
的，即使是冬日里，也不觉得冷清寂寞。门口
还有一个木桩，木桩上写着老舍的一句话：新
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看得人心里又暖又
亮。裁缝铺的主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伯，
总是在窗户前忙碌着，但因了门外的绿意和
木桩上的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而
内心丰富的人，不仅油生尊重。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这是清人姚鼐《登泰山记》中的名

句。姚鼐乃吾邑先贤，桐城派四大家
之一。先生对于泰山之雪的描绘要言
不烦，意蕴辽阔。今年的第一场雪下
在昨夜，窗外飘雪。清晨起床，我推窗
而望，雪呢？苍莽大地之上，楼顶树木
之上，皆无雪。我极目远眺，远处的龙
眠山上似有白雪覆盖。这并不是一场
很大的雪，但苍山负雪的感触还是扑
面而来，凛凛然巍巍乎白雪皑皑的意
象竟是那么的真实可触，于我而言。

少时读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东吴万里船。千秋雪，那该有多厚
啊？也许正是雪落大地的一年又一年
的覆盖，才使苍山多出了一重厚重与
别样之美。我曾到过雪域高原，面对
玉龙雪山，面对西部群山，面对千年积
雪，震撼，唯美，纯净，高远。灵魂在那
一刻，仿佛也被洗过了一般，纯净得像
个孩子。

泰山，我没有上去过，但我有过从
火车上遥望泰山的经历。那一年的夏
天，我和妻送儿子去北方上大学，车过
泰山。我趴在北去列车的窗口边，可
劲地遥望泰山，儿子趴在我的肩上，亦
遥望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泰山，忽地，他
的嘴中蹦出了一句：苍山负雪，明烛天
南。吓了我一跳，铮铮，你怎么会在夏
日吟出冬天的诗句来？你忘了，老爸，
这不是故乡的先贤姚鼐的名句么？高
中古文必背课目呀！啊？哦！那你咋
不整上一句：荡胸生层云，阴阳割昏
晓？抑或是——登泰山而小天下呢？
儿子沉默了一会，郑重地对我说道，老
爸，我现如今还达不到那个高度，相信
我，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泰山之巅，山
高我为峰的。

面对群山，面对雪山，面对泰
山，面对故乡的龙眠山，面对苍山负
雪，我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种
深深的敬畏。山不言自高，所谓：巍
巍乎高哉！苍山负雪的日子，给人
更多的总会有着那么的一种苍莽之
感与辽阔意象。所谓负者，有着承
载与担负之义，雪落在大地之上，覆
盖起一座又一座或远或近的巍巍群
山，之于一年又一年，之于亿万斯年
的轮回，之于天空大地之间。雪，落
在雪域高原，落在玉龙雪山，落在泰
山 之 上 ，亦 会 落 在 故 乡 的 龙 眠 山
上。我不知道姚鼐当年写下“苍山
负雪，明烛天南”之时，是否也在心
中默默地想念着故乡的龙眠山，以
及龙眠山上雪？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
之上，是否有雪？在世人的心中，往往
会将南山定格成心中一座超然物外之
山，其实，这于山，并非是一件幸事。
道法自然，万物归真，四季轮回，概莫
能外。南山之上，苍山负雪，或许，更
有着一番别样的情趣哩。

一场雪，一座山。又一场雪，又一
座山。绵延不绝，亿万斯年。于山，是
一份承载。于雪，是一种抵达。那么，
之于心灵呢？是站在高山之巅，还是
行走在苍山负雪之中？有时，让心灵
之上附着某种承载与担当，一路负重
而前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在这个雪落窗外的冬日清晨，
推窗而望，极目远晀，眼前山多石而少
树，而雪与人膝齐。多年之前，多年之
后，一路行走于苍山负雪之中，之于我
们每一个人，那该又是一种怎样的感
动与感悟呢？面对苍山负雪，一山的
真实与厚重，之于我们，在那一瞬间，
会不会也高山仰止且肃然起敬呢？

□ 谢丽成

艺术 玳瑁笔筒群鼠欢

□ 吴鲜

学而 苍山负雪

□ 耿艳菊

掌故 留将一面与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