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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

“种字”的人
□李小顺

母亲给的蓝皮日记本，边角早

磨成了“毛月亮”。那时铅笔字总不

肯老老实实待在格子里：写“今天下

河沟摸鱼弄脏了新书包”，那“脏”字

的一撇甩得老长，像河沟里甩起的

泥浆点子；写“后山坡刺泡儿（野莓）

酸掉了牙”，那“酸”字写得龇牙咧

嘴，字里行间沾着赤水河岸的水汽、

红土坡的泥腥味，像刚从地里拔出

的折耳根。那时懵懂，不知这歪歪

扭扭的笔迹竟是语文的“根须”，早

已悄然扎进故乡的泥土。

高二那年暑气最盛，语文课排

在日头西斜的时辰。语文老师读郑

愁予的声音像晒软的麦芽糖，黏住

满窗的蝉鸣，我们跟着念“东风不

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树影子在课

桌上淌成溪水，漫过少年人的眉

睫。后排男生偷偷传来的纸条，后

来 都 成 了 我 教 案 里 夹 着 的 淡 黄

书签。

大学那堂《雨霖铃》读得热闹：

东北姑娘一句“骤雨初歇”，字字带

着松花江的寒气；四川同学接上

“无语凝噎”，话音里滚着长江的热

辣；而我这贵州娃儿念的“兰舟催

发”，舌尖上仿佛还绕着赤水河的

湍急水声……柳永那点千年前的

愁，经我们五湖四海的舌头一过，

倒像老家灶上小火煨着、加了酒曲

的甜米酒，咕嘟咕嘟冒着微醺的

泡，腾起的是高粱发酵后暖烘烘的

人间烟火气。

10 年前的秋天，初到仁怀山里

的村小，教室后墙裂着三道大口子，

山风“呼呼”往里灌。学生的作文本

里总“晾”着半碗冷苞谷饭、三条腿

的板凳、割不完的猪草，还有爷爷说

的“红军曾蹚过家门口那条河”的故

事。我学着老教师的样子，用红笔

圈错别字，把“的地得”的用法一笔

一画地抄满整面土墙，像在贫瘠的

地里播撒规矩的种子，盼着它们在

石头缝里扎根生长。直到那个扎羊

角辫的丫头在周记里写下“昨夜里

梦着坐火车，铁轨亮得像老师钢笔

里的蓝墨水”，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

轻撞了一下。我把这句话对着山坳

念了三遍，声音撞在崖壁上荡回来，

惊起一林山鸟，扑棱棱地飞上天，翅

膀扇得山都响。

后来进了县城教书，在月考卷的

缝隙里偷养“野花”——办了一份叫

《苔花集》的小报，专登那些没分数却

冒着热气的句子：写老树在枝头抽出

绿得灼眼的新芽，写流浪猫跳上围墙

时抖落的金桂……班级读书会上，有

个戴围巾的女孩说：“我的秋永远活

着，我心自有秋朝。”玻璃窗上的哈气

慢慢淌成春天的河。

前些日子收拾旧物，那本蓝皮

日记本里“啪嗒”掉出一片枯叶，叶

子上的铅笔字还能看清：“今日阿黄

追蝴蝶撞翻了酒缸。”手指摩挲这行

褪色的字，此时窗外的雨正敲打着

老皂角叶，“沙沙、沙沙”地响。这声

音就与 20年前故乡晒谷场上穿堂而

过的风声、河谷里奔流不息的水响

轻轻重叠在一起，让我心里也跟着

“沙沙、沙沙”地响，像坡上那些红秆

秆的高粱在土里悄悄拱着芽。

山里的火车终究没通，但那个

写“蓝墨水铁轨”的姑娘去年寄来一

张明信片，背面印着黄鹤楼，旁边附

着一行小字：“老师，我顺着赤水河

走出去了。”我的学生可能不会成为

作家——可谁又说得准呢？那些被

文字焐热过的心，总会自己长出翅

膀的，有的飞得高些，有的飞得低

些，总归要扑腾着向亮堂的地方去。

语文老师原是个“种字”的人，

把前人留下的“字粒儿”，拌着清早

的露水、傍晚的夕照，一粒粒撒进学

生心里。有的发了芽，绿生生的，带

着岩缝里挣出来的那股韧劲儿；有

的还在土里睡着，做着关于山、关于

水、关于火把的梦。可总得有人一

年年守着这河谷坡坎上的三尺讲

台，把春天里雀儿叫的调子和山风

过林的声响引进小小的教室。字种

下了，心就活了——活了的心，认得

故乡的山水，也认得远方的星光，自

己会循着河水的流向和先辈的足迹

稳稳朝前走。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仁怀市盐
津街道第二小学）

杭州胜利山南小学·“皇城根”博物馆

在新建的湖边公园，我看到了许多

树干顶端被锯平了的“平头树”。

一眼就看到了非常熟悉的紫薇：灰

白色的树干，似乎被人剥去了外皮；枝

条不少，但没有几片树叶。紫薇树俗称

“痒痒树”，用指甲轻抠树皮，树枝和树

叶就会微微颤动，真像怕痒似的。

记得大学里学摄影时，看到这长

相特别、习性特殊的紫薇便觉好奇；看

到灰色低矮的树干上长着为数不多的

绿叶，脑中蓦地冒出一个摄影作品的

名字——枯枝新叶。为了通过仰拍拉

长树干，我不惜仰卧于地；为了保证只

让三两片树叶进入镜头，我不断躺在地

上寻找角度。琢磨了半天，也折腾了半

天，终于拍下一张我得意许久乃至保存

至今的照片。

紫薇之外，还有我认识的夹竹桃、

樱花树、垂丝海棠等；借助于“形色识

花”软件，我又认识了榉树、云南樟、无

患子等原本叫不出名字的树。这些树

木都是新栽的，树干或细小或粗壮，但

一律高约两米，周围用三四根木棍支撑

着，树干的顶端也都被锯平了，我因之

将它们统称为“平头树”。在“平头”周

围，这些树又长出几根枝杈，枝杈上长

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新叶。

用木棍支撑，是为了让它们即使遭

遇狂风暴雨也不会歪斜，更不会被刮倒、

被折断；锯平它们的树干，是为了防止它

们疯长，确保它们形态优美。看到园艺师

这样的防护措施，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的一

句俗语：“桑树从小抈，长大直笔笔。”

桑树是家乡早先常见的一种非常

“泼皮”的树：只要有种子，无论风从何

处带来的，还是鸟儿从哪里衔来的，得

了泥土的护佑、雨水的滋润就会落地生

根、发芽长大。曾经，深紫色、自带光泽

的桑葚，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又带来

多少甘甜啊！

桑树木质坚硬而有韧劲，农村人

常用来做扁担，不管挑怎样的重担都

不会被压断。但其生长却比较随性：

有时，长到一二尺便不再长高，而是向

外发散长出许多枝杈，可这些枝杈无

论何时都达不到做扁担的要求；有时，

好像是想向高处发展，可长着长着就

开起了“小差”，变得歪斜扭曲，这样的

树干自然也做不成扁担，更别说用来

打制家具了。所以，要想桑树成材，必

须在它还是小树的时候就将它抈直，

日后才能派上用场。

当然，“桑树从小抈，长大直笔笔”

这句俗语更多是被赋予了比喻义，是说

对人的教育也要从小加以引导和矫正，

这样长大后才会走正道、上路子。思绪

回到眼前，看着那些顶端被锯平的“平

头树”，我又多了些理解：锯平树干顶

端，虽一定程度上遏抑了树木一味向上

的欲望，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树干的粗

壮正直。至于树干顶端生出的杈枝，当

然也可能会旁逸斜出甚至有碍观瞻。

不过没事，适当修剪即可——这些树始

终保持着挺拔直立的姿态，生长于天地

之间。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兴化中学）

夏日的傍晚，天色渐暗，温度也降

了下来。我们吃过晚饭，准备开着车去

大牛山转转。大牛山像一尊卧佛，被天

际洇开的晚霞镀上金边。这座横亘于

豫南的翠色屏风，骨子里流淌着大别山

的苍劲血脉，却又在褶皱深处藏着江南

的温婉。风过处松涛如潮，恍惚有千年

光阴在叶脉间簌簌作响。

车行至半山腰，在遮天蔽日的树丛

里忽然蹦出一只野兔。这野兔比家养的

兔子要高，腿也更长一些，可能是经常在

山间跳跃，腿部力量十分发达。可惜，我

们追了一会儿，它就跳进草丛不见了。

沿着公路继续开车，忽见松林裂开

一道翡翠裂隙——一泓碧水正卧在群

峰环抱中，将云影天光尽数揉碎。几十

年前筑坝蓄水的痕迹早已被自然驯服，

路边人迹罕至，有几头小牛在吃着草，

看见我们来了，睁着孩童般清澈的眼

眸，十分胆怯。父亲回忆说，他高中读

完就辍学了，跟着大人上山修路。“那路

可真难修，抡大石锤干活，一天就得干10
多个小时。”父亲指着险峻陡峭的山峰说

道。一次，他不小心滚到山下，浑身都是

伤——从那时起，他暗自立誓，一定要考

上大学、走出大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于做到了。

远处有一方天池，水面幽蓝。立在

水边，仿佛能窥见当年建设者凿山运石

的倒影。夕阳西沉，晚霞浸透半池金

红，忽有白鹭掠过水面，惊起满湖碎金，

倒叫人分不清是羽翼搅碎了霞光，还是

霞光化作了羽翼。天池旁的芦苇荡在

晚风中悠悠摇曳，忽然想起《诗经》里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山风冷寂，我只觉今晚的衣服穿得

太少了些。往前走 2里路，遇到一位从

杭州来露营的中年人，他开着房车一路

行来，已在黄柏山停歇了半个月。继续

循溪流东行 2 里许，耳畔轰鸣渐如战

鼓。转过山坳，白布岩瀑布挟千军万马

之势撞入眼帘。200 米断崖如天门中

开，飞瀑似银河决堤，将山岩冲刷得锃

亮如钢。水雾腾起丈余，沾衣欲湿的清

凉里裹着松脂清香。这瀑流会随着季

节“更衣”，春日如素绢轻扬，盛夏似白

龙怒啸，待到深秋水量渐收，又化作百

缕银丝垂落——最妙是雨后初霁之时，

彩虹自潭底跃出，恰似神女抛向人间的

七彩绸带。

暮色四合，登上黄花岭，残阳正为

跑马场铺就金毯。传说中黄花天子策

马之地，而今只见萋萋芳草随风俯仰。

坐在当年刘邓大军指挥所旧址的石阶

上，晚风送来松涛阵阵，恍惚与历史打

了个照面，石缝里钻出的野菊轻轻摇

曳，不知是祭奠还是诉说。

夜宿山间，推窗见星河低垂。大牛

山的轮廓化作剪影，林间流萤与天上星

辰遥相呼应，远处法眼寺的晚钟荡开层

层夜色、惊起数声鹧鸪。这山是立体的

史书，每块岩石都刻着地质纪年，每片

落叶都写着四季轮回。我忽然懂得那

些扎根在此的草木——它们把年轮长

成山的皱纹，将花开作时光的注脚。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商城县第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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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这座承载着南宋古都记

忆的城市，宛如一幅古老而典雅的

画卷，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铺展。

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南宋文化，文化

的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在这

座城市的怀抱中，浙江省杭州市胜

利山南小学静静伫立，如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南宋皇城遗韵与现代教育

的交汇点上。

学校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博物

馆——“皇城根”学研基地。围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主题，博物馆

呈现出“一心多点”辐射式全方位学

习空间布局，2000平方米的空间被

巧妙划分成参观感受、体验互动、实

践传习、数字影音、亲子互动、游艺

健身、共享书房、有声书墙等多个区

域，每一个角落都承载着传承和弘

扬的使命。

博物馆为何冠以“皇城根”之

名？学校坐落于玉皇山南麓，这片

土地曾是南宋皇城所在，北面可眺

望浩渺的钱塘江，四周环绕着八卦

田遗址和南宋官窑遗址。正是因为

这样的地理位置，博物馆得以名正

言顺地被称为“皇城根”。

步入博物馆，每一个空间的名

字都蕴含深意：荣观堂、谨习斋、清

妍居、焕章阁……根据陈列区域和

主题，博物馆分为四雅馆、书画馆、

达人墙等场所，流动的南宋气韵让

游客流连忘返。

四 雅 馆

悠闲生活融入审美体验

何为“四雅”？南宋文人吴自牧

在《梦粱录》中写道：“烧香、点茶、挂

画、插花，四般闲事。”宋人将平淡悠

闲的生活融入人生的审美体验。

四雅馆内陈列着文人雅士钟情

的“四雅”物件，驻足细赏便能真切

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优雅和从容，每

一个物件都凝结着古人对生活的细

腻追求。

宋人喝茶，与今日不大相同，他

们采用的是“点茶”之法，那是一种

细腻而富有仪式感的艺术。每次参

观四雅馆，我都会被宋人对茶的这

份极致热爱所打动。点茶技艺之精

妙、流程之复杂，无不体现出一种对

完美的追求。从炙烤茶饼、碾茶成

末，到罗茶筛细、候汤调膏，每一步

都要精心操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那些精美绝伦的茶具。

茶空间的茶案上摆放着各色茶

具：建盏静卧，黑釉上油滴闪烁，在

光线的折射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一旁的茶筅，形如束起的竹帚，每一

根竹丝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和打磨，

光滑而坚韧。当我轻轻拿起茶筅

时，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仿佛能听见古人在耳边低语。茶筅

的顶端微微弯曲，恰似新月初升，既

便于操作，又能更好击拂出细腻的

茶沫——这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

一种艺术。

在四雅馆中，还依稀能嗅到宋

人的气味。各式精巧的行炉是旅途

和日常的温柔伴侣。行炉内放置点

燃的香篆，随着轻盈的步履，香气便

如影随形，为行走的每一步都添上

一抹不可言喻的风雅。坐炉以其稳

重之姿显出庄重大气，散发着沉稳

而深邃的香气。馆内还有不同材质

的香炉：铁质的古朴沧桑，铜质的温

润如玉，瓷质的细腻温婉，石质的沉

稳厚重……每一种都承载着匠人的

心血和自然的馈赠。

书 画 馆

笔墨流转勾勒艺术永恒

从四雅馆出来，顺着走廊转弯

便踏入另一片天地——书画馆。

抬眼望去，洁白的墙面上悬挂着一

幅幅宋代名画的复制品：赵佶的

《芙蓉锦鸡图》、马远的《雪滩双鹭

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虽

然是复制品，但也立刻吸引了游人

的目光，将游人带入那个充满诗意

和风雅的年代。

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特别引

人注目。绢帛之上，金秋芙蓉如雪

绽放，花瓣轻颤似凝着晨露，墨色

勾勒的枝叶疏密有致。五彩锦鸡

翩然栖于枝头，它回首凝望彩蝶的

刹那，好奇与灵动从笔锋间倾泻而

出，连被压弯的枝梢都带着将弹未

弹的张力。左下角的菊花，金黄蕊

丝与芙蓉遥相呼应，秋风的轨迹在

花叶间若隐若现。画面空白处，瘦

金体题诗如铁画银钩悬于碧空，凌

厉的笔势中藏着帝王的儒雅。诗

书画印浑然一体，恰似一曲无声的

宋韵，将盛世的雍容、自然的灵秀、

文人的哲思尽数揉进这方尺素，仿

佛听见宣和年间的风掠过画轴，带

着千年的墨香叩响心底对东方美

学的无尽神往。

继续向前，三幅《清明上河图》

在暖黄光影中徐徐舒展：北宋张择

端的墨色长卷里，汴梁城裹着薄雾

醒来，800余人物在水墨皴染间各奔

生计，漕船破浪、虹桥高悬，连肉铺

案板上的刀痕都透着烟火气；转身

与明代仇英的设色长卷相遇，苏州

城的粉墙黛瓦扑面而来，2000余人

物鲜活灵动，商船画舫在青绿重彩

中摇曳生姿，仿佛能听到吴侬软语

将江南的富庶和雅致娓娓道来；最

后站定在清代宫廷画师的版本前，

浓郁的油彩质感令人屏息，苏州的

市井烟火与皇城的庄严气象相互交

融。三幅长卷，三种人生，在笔墨流

转间勾勒出艺术的永恒。

达 人 墙

雕像背后述说一段传奇

博物馆侧门有一面 17 米的光

板雕刻墙，墙上雕刻着 20名两宋时

期在各行各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名

人，他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共同

构成了这面两宋“达人墙”。

我来到达人墙时，看到一队学

生正在开展“我的宋朝偶像”项目化

学习。他们热情地向我介绍：“柳永

以其婉约派的风格闻名于世，《雨霖

铃》描绘了离别的哀愁；苏东坡豁达

乐观，诗、词、散文皆有卓越成就，

《赤壁赋》和《水调歌头》成为许多人

的精神寄托；李清照以其独特的女

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被誉为

‘千古第一才女’，她的《如梦令》展

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

追求。”

看着这些可爱的学生，我笑着

向他们点点头，指着墙上一个面容

沉静、姿态从容的雕像问道：“这

位是谁，他有什么故事，你们能给

我讲讲吗？”学生七嘴八舌地介绍

起来：“这就是杭州的‘老市长’蔡

襄啊”“蔡襄是很有名的书法家，

‘苏黄米蔡’中的‘蔡’就是蔡襄”

“蔡襄很喜欢茶，评茶、品茶、斗茶

都很有趣”。

陆续又听学生介绍了司马光、

米芾、欧阳修、范仲淹、文天祥……

每一个雕像背后都有一段传奇，他

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两宋时期的

兴衰起落，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精神风貌。

我想，这座校内的博物馆不

仅是对两宋文化的致敬，而且是

对新时代传承与创新的召唤——

它就端坐在校园，仿佛缓缓地向

学子和游人说道：“我在‘宋韵’里

等着你们。”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胜
利山南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