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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爱恋 游刚

文 艺 范

生 活 随 笔

这是每块泥土都深藏着故事，每条小溪都流淌着诗韵，每缕清风都飘荡着
音符的地方。

汽车沿着乌江画廊蜿蜒前行。时值炎夏，彭水满目苍翠，水碧天蓝。这武
陵山区独特的清幽与深邃，让我越往前走，多角度、立体化观赏它的景致风物
的意愿便越强烈。

彭水之行，纠正了我脑子里固有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我一直以为古黔州是
在贵州的某个地方。却原来，古黔州的州府所在地，就在彭水，具体而言，是彭
水县的郁山镇。而从古长安到彭水的黔中道，是唐朝十五道中影响很大的一
条道。这缘于古黔州在唐代作为达官显贵的主要流放地，得到了从朝廷到民
间的广泛关注。废太子李承乾、李忠等四位皇室成员，以及朝廷重臣长孙无忌
都被流放于此。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刘长卿、刘禹锡、贾岛,还有北宋文学
家、书法家黄庭坚都曾在此驻留，留下了大量作品。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这两句诗典型地代表了当时
一些无奈挣扎在落后甚至蛮荒之地的被贬官吏或落魄文人的心声。黔中道的
每一条栈道、每一块青石、每一道岩壁上，都刻下了这样凄楚、苍凉的人生之
叹。

我们踏上连接起古黔州与现代幻梦的郁山镇特大桥，走进积淀着丰厚历
史文化底蕴、曾经是古黔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郁山古镇，这里是盐丹文
化、流放文化的发源地和其他多种文化融合的大展台。它的两款特色美食
——分别创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晶丝苕粉和擀酥饼，迄今还以独特的制作
工艺和醇香口感拥有众多粉丝。然后，在稻田边驻足，在石磨盘上歌唱……

在郁山古镇，我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小心翼翼，缓缓前行。总觉得自己
脚下的土地甚至每一粒尘埃都附着了一个有知觉、有情感、有灵气的魂灵，头
顶天空中每一朵云彩都缀上了一双写满失意、忧虑而又渴望、期待的眼睛。生
怕惊醒了那一个个千百年后依然鲜活、灵动在历史天空的生命。

行走在“苗妹香香”稻田的田埂上，神醉于扑鼻的清香。这稻田以葱茏的
远山和峡谷、清溪为背景，那小溪自幽深的山谷里潺潺流淌，我感觉只要溯流
而上，就一定能够走进充满理想色彩与人性光辉的桃花源。

第二天傍晚，我面朝乌江，背依黄庭坚曾经读书、写作的绿阴轩，在斜阳中
眺望远山，目力所及处是一个小峡谷。太阳在山的背后投射来薄薄的亮光，向
我闪着奇诡的诱惑。遐想山的那边，一定有许多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许多神仙
演绎着让我心醉神迷的故事。

如果说乌江画廊是一首美丽宏阔的绿色史诗，那么，彭水就是这史诗中动
人、奇崛的篇章。行走彭水，我要在绿阴轩细细探究那些当时及后人刻下的诸
多文字——有黄庭坚的，也有他的追随者和景仰者的；我会在浮满了诗情画意
和山歌鸟音的阿依河漂流，把身心浸润在两岸青山与一河碧水中,让所有的留
恋与向往都被染上翠绿的颜色；我要坐进鞍子乡苗寨的盘歌堂里，聆听那可以
让灵魂飘飞、让心儿明亮的歌声，不舍昼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行走彭水

诗 绪 纷 飞

古镇
一

坐在古镇的石阶上
两边的屋紧闭着门
风从门缝里带出油盐柴米的味儿
也能听见锅碗碰撞的怀旧

石板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
戏台上的苔藓在阳光里枯萎
唱腔，坐打，还有水袖
一样都没经得住
短短的吆喝——
黄糖凉糕哦
声音让整条街孤零零的

那个老人
守着她的手艺
满脸的安详

二

游鱼们一直都在
就像这河，一直绕着这小镇
它们偶尔跃出水面
搅碎倒映在水里的房子

风还是照常穿过河
纳凉的那把木椅
已经在角落里睡了很多年

蚂蚁在破败的女儿墙上举着落日
我怕它一不小心
将这老屋压塌

三

河一直怀念有船的日子
渡着镇子
渡着来来往往

桥修通的时候渡口就闲下来
渡船横亘在渡口
被时光晒成一枚落叶

“起渡啰!”
谁的一声呼喊
渡船睁开眼看了看落日
又翻身入睡过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毕大师的儿童画
朱一平

在西班牙，观看了两次毕加索博物馆。一次
是在他的故乡马拉加；第二次在巴塞罗那。虽然，
之前也从画报、视频中点滴看到过其画作，知道毕
加索是立体主义创始人，其画追求破碎、解析与重
组，对人性进行多侧面的剖析。但这么大数量、长
时间欣赏毕加索的画作后，感觉眼睛对不准焦距
了！脑袋仿佛被门夹了，找不到北。

一进入博物馆，不知是到了地狱或是天堂，四
壁上或站或坐或卧的还是人类吗？这些似人非人
的人，眼睛耳朵胸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手脚有的
像兽蹄有的像飞禽或九鹰白骨爪！

感觉进入了大力乱神之地界。著名的《哭啼
的女人》，表现的是战争带来的痛苦。这个女人眼
睛如炸开的板栗，泪水滚滚，脸颊上几把匕首，下
颚由几块方形铁皮错落交替，牙齿毕现的大嘴，吐
出一大堆不知何物！这张被一大堆兵器切割得支
离破碎的脸，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痛苦，表现得惊
心动魄！这幅画算是我勉强能够揣测的。更多的
如果不听讲解，是完全蒙圈的。比如《三个音乐
家》，初看就红黄绿蓝等色块，听讲解后再看，左边
一个在吹单簧管，中间在弹吉他，右边是个唱歌
的。更抽象的是《孕妇》，一个直立的黑色铁杆上，
上端并列两个桂圆核大的黑点，代表眼睛，中段的
大圆球说是孕肚……真的是一说就明白，不说脑
壳大面积空白。

毕加索青少年时期，也是写实主义，不管是素
描还是油画，都是佼佼者。后来随着照相机的诞
生，虽然是黑白，但照片比画更加真实。还有，艺
术的发展在于创造，新的形式或许能够给绘画闯
出一条生路。也许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就是这样诞
生的。也有人说，他借鉴了非洲木雕和埃及纸草
画风格。借鉴与创新，是艺术能够不断蜕变的必
然之路。

毕加索说“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么像孩子那
样画画”。我觉得他的立体画就是高阶的“儿童
画”。有不自量力的人说，毕加索的立体画他也能
画。天啦！你会剽窃模仿吧。毕加索的立体画可
是前无古人之创造，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开山鼻
祖。而且，这些“儿童画”蕴含着无限的想象与奇
异的构想，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最近我欣赏了毕加索珍贵的现场绘画视频，他
先是单线勾勒，然后，各种颜色，一层涂画一层，每
到一层都是一幅画，以为画完了，他又涂画一层，层
层叠叠，最终才是庐山真面目。好像他开始不知道
要画什么，只是动起笔来再说，边画边想边改，直至
呈现出他想要表达的。如同幼儿最初拿起蜡笔，胡
乱涂抹。难道，成人涂鸦也是他开创的吗？

毕加索，是位双目圆睁炯炯有神的壮汉，怀揣
的却是孩童般纯粹的灵魂。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转眼之间就是七夕了。
正是暑热渐消，凉风习来之时。几阵儿细雨

之后，开始有了天高云淡的意绪，带着瓜果飘香的
喜悦，不知不觉就步入了诗意盎然的初秋时节。

七夕，正是带着诗意而来，带着人们对美好爱
情的向往而来。这个以爱情为主题的节日，携着
延绵数千年的美丽传说，承载着无数美好的祈盼
和思念，以梦幻般的满天星河，描绘出浪漫的天上
人间。

在这样的时节里，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烟
火，都在演绎最美的故事，都在酝酿最美的情怀。
有凄苦的思念，“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
星。”；有团聚的欣喜，“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
人间无数。”；有深切的祝福，“家家乞巧望秋月，穿
尽红丝几万条。”；更有无奈的落寞，“天阶夜色凉
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样的时日，让千百
年来的诗人们思绪万千，吟出的诗句灿若繁星，在
银河间闪烁着令人沉醉的光芒。

牛郎织女的爱情，最能打动我们的是彼此的
相望相守，而又能如期相逢。在我们的眼里，似乎
没有曲折和波澜的爱就无法刻骨铭心，也似乎越
是残缺或者艰难，就越让人挂念与珍惜。牛郎和
织女的故事，恰好演绎了这样的情节。我们或许
都曾在爷爷奶奶的讲述中，曾痴痴地仰望星空，看
着牛郎与织女而遐想，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为银
河上的鹊桥而痴迷。

我相信许多人，都是在这样的美丽传说熏陶
下，带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中长大，期望着一场生
死之恋，期望着一场悱恻缠绵，更期望着与相爱的
人相守到老。在这样的期待中，每个人都会迎来
自己的爱情，或悲或喜，最终成为属于自己的一世

悲欢。只是，爱情总是那样可遇而不可求，最真的
心未必能获得最真的情。即使拥有了爱情，在经
历激情浪漫之后，当生活回归到现实，爱情往往会
悄然褪色，隐退到生活的背后。几千年以来，作为
中国人的我们，总是那么含蓄，羞于表达，习惯于
把爱恋静默于心中，甚至只能在难眠的深夜，独自
默默地回忆，默默地思念，默默地向往。

还好，我们有这样一个节日，七夕节，让我们
在这样的日子里，一起大大方方地谈情说爱，一起
仰望星空，一起回味和讲述，一起观望与祝福。都
说的是鹊桥相会，其实都说的是自己心中的主
角。那本就梦幻无比的星河，为每个仰望的人闪
烁，收纳着属于人间的最美的亮色。其中，牛郎和
织女星自然异常明亮，星宿也许未动，但人们相
信，善意的鹊儿们一定搭好了桥，牛郎和织女一定
相会了，身旁百鸟啼唱，星云迷幻，那么美好，那么
浪漫。在这样的时光里，空气中都弥漫着爱情的
芬芳，让人情意缱绻，顿生眷恋。

与七夕传说故事相反的是，我的父母亲，却在
我自幼而来的眼里，演绎着平实却美满的爱情。
父母亲是媒妁之缘，在偏远的乡下结婚生子。父
亲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母亲却是干部子女，
母亲嫁给父亲，从未嫌弃父亲的贫寒。在记忆中，
父母亲每天成双成对，一起早出晚归。白天一起
在田地里忙活，中午回家一起做饭。做饭时，父亲
坐在屋檐下刮土豆，母亲提着木桶喂猪。母亲炒
菜，父亲坐在灶前加柴烧火。晚上，母亲坐在灯
下，穿针引线做针线活，父亲则坐在旁边看书。他
们偶尔也会争吵，也会怄气，但过不了多一会儿，
父亲都会想法子把母亲逗笑。后来父亲考上了干
部，到另外的地方去上班。有人曾问母亲，就不怕
跳出农门的父亲变心吗？母亲淡然一笑，脸上坚
定而从容。她和父亲，早已彼此相融，何来分离。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每到七夕，母亲都会做一桌最
香的饭菜，和父亲一起过节，一起牵手到外面去看
看星空。即便岁月浸染了风华，父母亲依然在属
于自己的爱情里，心满意足，地老天荒。

可见，无论什么样的爱情，唯有珍惜，才是幸
福的源泉。七夕，让我们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再
次沐浴爱河，且以爱情的名义，变得多情而温暖，
与相恋的人深深相恋，与相爱的人深深相惜，在爱
的星空下，共度婵娟，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身旁。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黄海子

美 丽 重 庆

张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