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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琼

剪春罗

《剪春罗》，是潮州弦诗乐中描

写潮州乡土人情的著名民间小调

之一。（此说法参考了苏巧筝女士

的《潮州筝艺》一书中的说法，有所

改动。 ）潮州筝曲《剪春罗》，脱胎于

这首潮州弦诗乐， 此首筝曲有别

称：景春罗。 曲子表现手法比较简

单，但乐曲清新，动人。 大雨初歇，

夏夜静好，筝音清脆，时缓时快，起

伏分明。 聆听。 思绪随乐音流动起

来。是谁素手拨筝弦？一曲剪春罗，

剪开心花千万朵。

剪春罗，剪春罗，“谁把风刀剪

薄罗，极知造化著功多”。 宋人翁广

元的《剪春罗》咏的是花，叹的是春

光易老，莫负好时光。 在宋朝那些

温软的时光里，剪春罗，一种普通

不过的花儿，一定曾经开得特别地

灿烂。 也许就开在寻常百姓家的土

屋茅舍旁，开在溪水边，绿野间。 也

许就开在那些士人饮酒的堂前，或

策马经过的路旁。 同生在宋代的舒

岳祥这样说：

“谁裁婺女轻罗段，我有并州快剪刀。

色似山丹殊少肉，形如石竹亦多毫。

脂初褪黄先露，蝴蝶才成翅未高。

欲向小窗成扇面，世无陶缜倩谁描。 ”

色似山丹，形如石竹，叶如丹

青而小。 美丽的剪春罗跃然纸上。

从这一首七言律诗中，我们仿佛看

到春夏相交时，一朵又一朵的剪春

罗的花儿正在枝头绽开笑颜。 如世

间那些坚强、明丽的女子把流年裁

成细碎的温暖片断，再一心一意缝

成人生的锦袍。

也许是同样美好的时光，在某

个夏日清晨， 精通音律的某个他，

坐在春风里，品着茶，对着眼前繁

花满枝的剪春罗， 想光阴易逝，世

海沉浮， 唯有眼前丝竹可寄清音，

谱就新曲剪春罗。

也许是热爱生活的某个有心

人，欣赏那美丽的花颜，更喜欢剪

春罗可入药， 消人疾患的本性，愿

用乐曲消人愁怀，化解生活里的沉

重，因此谱曲抒情咏志。

也许是同样久远的那时，三五

知己相聚，你弹琵琶我弹筝，即兴

谱成曲，几经修改，终成新调。

时令变换， 朝代更迭，“人事

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谱曲的人，

已随流水清风去， 但曲子依旧在

民间流传，从二四谱到工尺谱，直

到现在的简谱。《剪春罗》那流畅

的音符和动人的旋律， 依然根植

于热爱潮州音乐的人们心里。 曲

子一问一答式的结构， 让弹奏变

得灵动、有趣。 而潮州筝曲的即兴

性，使得这一首小曲也很多变，它

可以随着演奏者的心情不同、弹

奏时的氛围不同而让听者感觉不

一样。

“工尺工六工尺工，四上四上

工上尺，上尺工六工尺上，四上四

上工上尺，六工尺，四上尺，六六

上，合四上。 ”

当耳边响起这样熟悉的旋律，

有人想起了关于阿公的故事，回忆

里，充满了家的温馨，满满的暖意

又或是深深的缅怀。 有人想起了少

年时，宁静的乡村生活：夏日榕树

下，月夜“灰埕”上，“闲间”里的伙

伴，丝竹的声。 这样的旋律，想必也

有人如我， 想起了剪剪红花缀枝

间，花易落，人易老，应该学会活在

当下，静享美好时光，用一颗素心

把光阴慢慢地读：“浮云吹作雪，世

味煮成茶。 ”

西江月

筝曲《西江月》，是一首轻六调

的潮州筝曲，优美、流畅的旋律，明

朗、轻松的节奏变化，让人感受到

了一种安静和祥和。

学习筝曲《西江月》之前，《西江

月》于我，只是一个词牌，因了不同

词人所写的多首《西江月》而丰富。

辛弃疾的《西江月》写夜晚的

美好：“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 ”动静相宜。写松边醉卧：“昨夜

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

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

:

去。”寥寥数

语，醉态尽显。

朱敦儒的《西江月》写世事人

情之无常：“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

似秋云。 ”分明几分无奈。

苏轼的《西江月》，写茶词，写

梅花，写真实的小情绪。

每每想起《西江月》，充满的都

是诗情画意。

第一次拨筝弦， 练习《西江

月》， 熟悉的曲调让我怀疑自己以

前学过。 仔细回想，那熟悉的感觉

应该是来自小时候听曲的记忆。

明月高挂，皎洁的月光洒落在

门口的灰埕上，凉风习习。 邻居的

几个小孩在平地上追逐、嬉戏。 劳

累了一天的大人，搬来简单的木桌

和工夫茶具， 带上录音机和扇子。

有的围坐着闲聊、喝茶。 有的拿着

竹躺椅到远一点的树下开着录音

机，闭眼小憩，听曲听潮剧。 记得那

时候，常听大人念叨着：“八月热厝

内，屋里闷得很，电风扇吹的风还

不如自然风舒适。 ”这个时候，我喜

欢安静地坐在竹椅上， 听大人聊

天，或者听录音机里的潮剧或潮州

音乐， 大人放什么便被动地听什

么。 对于小孩子而言，自由自在地

看明月，听蛙鸣是惯常事，多点别

的悦耳声音也不错。

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现在

回想起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确

幸”。 大概在那时候，《西江月》的旋

律就曾经跟其他筝曲和潮剧一起

飘进我的耳朵里， 刻进了记忆中，

只是我并没有用心去记过它。

再次听《西江月》，练《西江月》

感觉却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被动到

主动。 喜欢在一个人的时候，用心

去聆听， 用心去感受属于自己的

《西江月》。 旋律开始时轻松、柔和，

让人恍如进入一个安静的夜晚，心

无微澜，月澄天地远。 接着的演奏

变化，却如蝶起舞，轻盈、灵动。 又

让人想起友人的作品，一张江畔独

钓的画，意境澹远、清旷。 后面的

“催奏” 则让人自由地表达了内心

的情绪，从外物到自我，再到人境

合一。

下雨天，宅在家里，闲书翻尽，

轻挑筝弦，来一曲《西江月》很享受。

春日里，和三五个朋友，穿上

美美的衣服，择一处好地方，清风

吹过，裙裾轻扬，合作一首《西江

月》。 无明月，但有春花、清风相伴。

无俗事，有好友好曲，不亦乐乎。

正如“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一样，不同人演绎的《西

江月》也可能是各自不同的。 弹奏

时主旋律没有变，细节处理却可能

有不同，同一首曲子出来，主调没

有变，感觉却略不同，这也是潮州

筝曲的魅力之一。

听《西江月》也如是，年龄不

同，阅历不同，心境不同，听同一首

《西江月》，收获各不同。

月下箫声动远听

□

李笙清

� � � �一片溶溶月色，笼罩着静谧的

山野，幽深的峡谷，峭立的山峰，嵯

峨的怪石……在这样一片幽雅空旷

的意境中，一串苍凉悠远、缠绵舒缓

的箫声，伴着风卷松涛的回声，在山

谷之间悠悠回荡，由远及近，引领着

我的脚步，一步步走近这片抒情的

意象之中，走近

400

多年前的明代画

家王谔，走近他的月光如水、箫声如

诉的《月下吹箫图》。

王谔，生卒年不详，字廷直，浙

江奉化人，明代大画家，主要活跃于

明成化、弘治、正德时期。 明代早中

期，宫廷院体绘画作为当时绘画主

流，雄踞画坛长达百年之久，影响极

其深远。 据徐沁《明画录》载，明孝

宗弘治元年（

1488

年），王谔曾供奉

于朝廷内宫仁智殿，明武宗正德元

年（

1506

年），被授以锦衣千户，可见

在以戴进、李在、吴伟、朱端等为代

表的师法南宋院体的主要画家中，

王谔的地位是那样突出。

王谔善画山水，年轻时师承同

里画家萧风，后来远师南宋山水院

体大家马远，兼摹唐宋名家画迹，所

绘山水奇峰异峦、怪石奇山、古木惊

湍均气韵浑厚，极其精妙，笔力劲利

阔略，皴法硬朗，有马远山水之风。

他笔下的树石摈弃了丛生疏密的传

统技法，描绘仿若泼墨，漫生出一种

烟霞云罩、 暮霭四合的苍然画境。

在名家辈出、流派繁多的明代画坛

上， 明孝宗朱 樘特别喜爱王谔作

画，将其誉为“今之马远也”。

这幅《月下吹箫图》轴，纵

184

厘

米，横

99

厘米，绢本，设色。 画面右

下方款识：“王谔”。 画面布局疏淡

合理，构图下实上虚，与南宋著名画

家马远突出近景、虚化中景、推远远

景的取景布局极其相似。 王谔取景

布势隐去全貌，取其一角，将“马一

角”的风格技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简

括爽朗。 作者画面的取景，是一片

月光下的山野景象，画面右方，一座

斧劈刀切般的山峰直立云霄，险峻

峭拔，就像一根撑天的石柱一样，坚

挺有力，山崖之上，绿色的植被点

点，又给山岩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山

峰之畔，几座山峰用淡墨虚写，隐隐

约约只现出轮廓，烘托出近景山崖

高耸巍峨的雄奇气势。 与陡峭的山

峰遥遥相对的巨大的山石上，两棵

枫树斜斜地生长，根须牢牢植根于

岩石缝中。 月光之下的山野，枫叶

渐红，植被葳蕤，空旷之间，弥漫着

深秋的一丝清凉寒意。 巨石之下，

几间亭阁鳞次栉比，搭建在山岩空

旷之地，飞檐翘角，巍然耸立，隐隐

有仙山琼阁的化外意境，让人在一

片险峻的环境中，突然有了一种豁

然开朗的舒旷感受。

在这片近景描写中，作者突出

了人物主图的刻画。 只见一位白衣

隐士坐在一张小凳上，双手持一管

长箫，面对山谷崖壑，凭栏吹箫，神

情专注，旁若无人，意态悠闲轻松，

将自己融入一派山色月光，情景交

融，俨然合成画中一景。 在他身后，

两个小童静静地端坐一旁，一童合

掌，眼望天边，似在为动听的箫声打

着节拍；一童手指夜空，小声说着

话，似乎为箫声所陶醉，对天边的一

轮明月充满了向往。 亭阁之下，杂

树丛生，枝叶婆娑，一株不见主干的

倒松伸出遒劲的枝节，盘旋劲屈，浓

墨重染，静穆中蕴藏着无限生机，渲

染了画面的气氛。 作者用笔精工，

无论是人物衣饰的刻画，还是神态

举止的描述，都惟妙惟肖，生动传

神。尤其是亭阁的勾勒，笔法细致入

微，使用了精严整密的界画技法，线

条舒展，纤毫毕现。 整个画风与马

远相较，虽然神似，但王谔的笔触更

加细腻，放笔稍纵，秀润雅致。 特别

是构图上的取舍裁剪，以一隅管窥

全貌，为画面增添了一种意犹未尽

的主旨情趣，再加上山石水墨俱下、

棱角分明、饱含质感的斧劈皴，人物

的折芦描依法，以及松柏遒劲有力

的线条和楼阁亭台的精工界画……

无不体现出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力，

在这幅画轴上，既展示了作者纤巧

妍丽、自成一格的面貌特点，又体现

了明代院体画的时代风格。

整个画面简练耐读，幽静的环

境中，一派山野秋夜萧疏辽阔的气

象袒露无遗，虽然不见一轮皓月悬

于夜空，但通过淡雅的设色和静谧

的造景，将一片宁和安详的山野月

光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情意相交，

生趣幽然。“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

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 ”口吟唐代诗人王

建的望月诗，倾听来自几百年前古

人的清凉箫声，再一步步走进画中，

走进这片远离尘嚣的舒旷画境，让

我不禁有了一种身处世外、物我两

忘的诗意怀想。

抚琴图 陈燕侬 作

从名号里

阅读黄公望

□

古傲狂生

� � � �最近几年，《富春山居图》很火，

使得此画卷的作者黄公望也穿越千

年，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人物。 或

许，我们可以从其名号里，仔细阅读

一下这位元代最负盛名的画家。

陆坚。这是黄公望的原名，也是

其亲生父母给他的唯一遗产。 黄公

望出生在一个贫苦之家， 父母生他

时，一定希望他能坚强地活下去，所

以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陆坚也的

确完成他们的遗愿。

黄公望。陆坚幼年父母双亡，十

岁左右给寓居在虞山小山头的浙江

永嘉人黄乐为养子。 其名来历很有

趣。 据传说，当时黄乐年已九十岁，

看到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喜

出望外地说：“黄公望子久矣

!

”从

此， 陆坚便改姓换名为黄公望。 也

许，此名还有另一层含义。兴周八百

年的姜尚也称太公望， 黄乐一家人

肯定对陆坚寄予厚望， 才把这个相

当厚重的名字给了他。

子久。黄公望字子久。古人的名

和字通常都有所联系， 公望与子久

确是一对，均出自那句响当当的“黄

公望子久矣”，其次，黄乐当然希望

这个儿子能永远留在黄家。

一峰。这是黄公望的号。古代文

人不单有名有字，还有雅号。黄公望

的名字不是自个取的， 这个号则肯

定是他取的。 一峰者，一座山峰也，

笔者估计这座山峰很可能就是黄公

望故乡常熟的虞山。 虞山是一座文

化名山， 据传是为纪念古代先贤仲

雍（也叫虞仲）而得名。最终，他还是

叶落归根， 葬在常熟西门外虞山脚

下。 这么样的一座虞山怎能不让黄

公望魂牵梦绕呢？

大痴道人。 黄公望曾为小吏，

受累入狱，出狱后归隐江湖，入全

真道，道号大痴道人。 黄公望晚年

又号一峰道人、井西道人，足见他

对道教之痴迷，也足见他对世俗生

活的厌倦。

平阳。《富春山居图》 署名为

“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平阳是永

嘉的别名。 古人喜用籍贯自称，如

韩愈自称韩昌黎、柳宗元自称柳河

东，黄公望也不例外。 只是他为何

不署永嘉呢？ 以笔者想来，黄公望

原是平江常熟人，平阳、平江一字

之差，黄公望署此地名，大约是聊

表思乡之苦吧。

元四家。 这是元代山水画的四

位代表画家的合称。主要有二说，一

是指赵孟 、吴镇、黄公望、王蒙四

人， 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

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

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

画旨》。 无论哪种说法，黄公望都稳

居其中， 显见其代表了元代山水画

的最高水平。

点一盏心灯

□

卜庆萍

� � � �在人生旅途中， 我们不能盲目

往前走，更要及时点亮一盏心灯。

《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做

官之前，一次酷暑天外出，天热口

渴难耐，刚好道旁有棵梨树，众人

争相摘梨解渴，唯独许衡不为之所

动。有人问他为何不摘？他回答说：

“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 ”那人

劝解道：“乱世之时，这梨是没有主

人的。 ”许衡正色道：“梨无主人，难

道我心中也无主吗？”终不摘梨。许

衡用心中的“主”来约束自己，这心

中的“主”，便是自律和自爱。

贺龙爱抽烟， 有一次去延安

开会，带了一些旱烟叶过去。 没几

天，烟叶抽光了。 没有烟，他实在

难熬啊。 后来，警卫人员叫后勤部

的同志买来一些烟叶。 当贺龙得

知这烟叶是用公款买的时候，沉

痛地说：“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

罪喽。 ”他对警卫员说：“你马上给

司务长捎个信，告诉他，这烟钱，

一定要记在我贺龙的欠账上，不

可用其他经费冲掉， 会后如数补

还。 ” 贺龙为了补还那笔烟叶钱，

与司务长订了一个加倍节省个人

生活开支的“合同”，每餐给他减

盐、减油、减菜。 有时，甚至端起碗

吃白饭，不肯吃菜。 就这样，贺龙

一直坚持了两个月， 才将那一斤

半烟叶款如数还清。

周总理的廉洁众所周知，当

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 有一

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

木屏风， 这是总理身体力行工作

作风的写照。 在国务院召开的会

议上， 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

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

修。 ”周总理饮食还很清淡，每餐

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

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

叶。 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

议过午还不能结束， 食堂便做出

工作餐。 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

“四菜一汤”， 饭后每人交钱交饭

菜票， 谁也不准例外。 总理吃完

饭， 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

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

吃掉。 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

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 有人对他

如此节俭感到不解， 总理说：“这

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

这几则小故事，穿透历史走过

来，看似很轻，却能照亮我们前行

的路，尤其在我们迷惘时，会让我

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健康。

被窥视的人生

□

扶贝

� � � �前些日子，浏览网页时，无意中

看到诗人徐志摩的个人经历， 里面

提到， 他的一生与三位女性———张

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有关。于是，我

从网上翻阅相关资料了解， 又找来

《林徽因传》《陆小曼传》探究，从而

对三位女性的家庭背景、人生、性格

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们有着鲜明

的个性， 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也各不

相同，张幼仪深明大义，林徽因聪慧

理智，陆小曼叛逆自我。

再继续上网，我发现很多人与

我一样，对她们三位的人生皆颇感

兴趣。 由一个人的一点去探究其一

生，我用“窥视”一词来定义这个动

作。上词库搜索，“窥视”有“偷看”的

含义，但又不等同于“偷看”，“窥视”

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它就如同从

管孔中观察更远的世界， 它缘于我

们对他人人生的好奇， 亦缘于对人

性的关注。

几个字能成为窥视的源头，同

样， 一首歌也能成为窥视的源头。

当听到一首动听抑或是悲伤的歌

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追本溯源

地去寻找这位歌者。 比如听到充满

忧思的《念亲恩》时，很多人都会去

探究已逝的陈百强是怎样的一个

人，他的性格是怎样的，他怎么会

突然间陨落，他在世的时候经历了

怎样的事情……

被窥视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

上。 生活中，常有新认识的朋友会

问起我们来自何处，是如何从事现

在的工作的，又抑或是怎样与自己

的对象认识、走到一起的。 甚至，还

会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个性及人品

进行点评。 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

说，谁人背后不说人”，无论好坏，

这都是一种窥视行为吧！

每个人总在窥视着他人，又同

样会被他人窥视。 窥视是一种无关

距离的人文关怀，让许多人从他人

的人生中看到了自己。 因为窥视，

我们才拥有了一份真实的存在感。

老鼠偷鸡蛋

□

杨丽松

� � �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谁见过

老鼠偷鸡蛋的全过程？ 下面写的，

是笔者在饲料厂工作值夜时目睹的

实景。

那是

1997

年秋，普宁养殖业形

势一片大好，饲料厂产销两旺。 当

时，我在普宁饲料厂任职，一天，厂

长临下班时嘱咐我说，值夜班一定

要查明是谁偷食堂鸡蛋，外壳有针

头、牙签大的洞，蛋白蛋黄都没了，

只剩一个看似完好的空壳。

当晚十二时， 生产停止后，工

人离去，我仔细地检查全厂的每个

角落。 灯大部熄后，步行至食堂，发

现一老鼠爬进厨房的碗柜里进行

破坏活动，以四脚朝天的姿势紧抱

一个鸡蛋。 后面有第二、第三只跟

进来。 第二只老鼠用嘴咬住头只老

鼠的尾巴，第三只老鼠又咬住第二

只老鼠的尾巴，慢慢地拖至五米外

的地方。 它们吹了哨声（鼠集合时

的言语），众鼠赶来集合，把蛋用鼠

牙碰撞一小洞，然后每只老鼠吸一

口。 大约有十分钟，干掉好几个蛋，

饱食后散去。

厂长却误为人为盗窃，由此我

悟出道理：鼠为生存，盗食蛋有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不简单呀！

次日上班，我立即向厂长汇报

此事，并对工厂的工作运行提出具

体意见：各部门，生产、化验、销售、

财务应该同心同德，精诚合作。 此

建议得到采纳实施，大家互相协助

合作，工作有了更大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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