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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渐渐蓝了
群山顶上，一朵云也没有
一只蜗牛爬过树枝
抬头，便望见了故乡

麻雀落在一个个稻垛上
田畴是新翻的，犁耙歇在路旁
那劳作的人却不见了
天空明晃晃的，落在水里

村庄渐渐近了，泥土温暖
花朵开着，静静的风里
那些美妙的词语已经用不上了
赶路的人，就这样走回从前

山道空荡，一个路人也没有
小石子硌疼我的脚
已经顾不上了，被风吹动的人
距离故乡，还有好几座山头

回 故 乡
□ 费 城

其实在初春
我们已有预约
懵懂中
我隐约感到松软的泥土里
一粒种子破土前的萌动

那晚，风特别大
那掀起屋顶的凶猛
仿佛能把贺兰山拧成一根麻绳
仿佛要从我们的青春里
拧出一滴滴
它想要知道的秘密

那晚的灯昏黄如豆
那晚的炉火羸弱似萤
像小船上
在风中起伏飘摇

多年以后
我非常费解
具备怎样一双慧眼
才能真正辨识一朵鲜花
努力绽放的内涵和外延

夏 之 花
□ 张 杰

N 意 趣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浸
润心灵；倾听枸杞花开的声音，从火红走
到火红；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无论时代如
何发展，要清醒行动，要学会自立；诗句里
的樱桃润泽可口，跟着古人的思绪体验情
愫，深感诗词表情达意的美好。

立夏之后，湖边芦苇渐渐展叶。
想起《诗经》里的句子：“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
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里面说的蒹葭，就是芦苇。
诗中所说的“伊人”，古时指的是贤

臣，比如诸葛亮、刘伯温这类可以辅佐君
王治国平天下的贤臣、贤人。近现代，更
多指代的是女性，这首诗也往往被人视为
爱情诗。

这首诗乍看起来，讲的是一个简单的
故事：我一直追这个伊人，但是追不到；一
直追不到，我还一直追……不管怎样，就
是不停地追。

诗中的时间在不断转换、推进，折射
着追求者面对的艰难局面，体现出不放弃
的勇气。

这个“伊人”，我们可以抽象化，将其
看成一个符号，一个追求的目标。

如同暗流涌动的水面，平静的表述，实
则传递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坚定与执着。

追求美好的事物，遇到很多障碍，虽
然可能会失落，但是不放弃。

这样的追求者，会给人内心带来一种
震撼，甚至是尊敬。

这个追求者，是我们的观察对象，或
许也是我们自己——自古以来，每个人，
都在追寻着什么。

学问、健康、名声、财富、梦想……每
个人，都有向往。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

所以，其实，你也是诗中那个孤勇的
追求者。

你的“伊人”何在？
宛在水中央。

阳光娇柔。我如春风荡进万亩枸杞基地，迫
不及待地寻觅期待已久的枸杞花。兴奋不已倾
听枸杞花开的声音，感受紫蓝色花朵醉暖风的
情怀。

清水河畔水清清，枸杞地里花艳艳。一股如
诗如醉的清风徐徐扑面而来，裹挟河水的潮气。
清水河畔，如果少了小壶口瀑布，内心就会失去
湍急激流。河边芦苇摇曳，鸟雀翻飞，雕栏玉砌
的小桥，恰到好处点缀了万亩枸杞基地的风光。
满地诗意，一树花瓣，使我仿佛走进了飘飘欲仙
的花海圣地。

“万亩枸杞万里香，清水河畔清水亲。”花海
无涯，谁做舟？映入眼帘的难道都是花吗？不管
是什么，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颤栗。震撼心灵
的还有什么？欲说还休。花非要将我淹没，我也
情愿被它淹没。柳绿花繁，满眼秀色。枸杞花簇
拥着我不断向前，蝴蝶好似牵着我的手嬉笑飞
舞，暖人的风里有一种我特别想听到的声音。

一种声音嵌入耳中。金风细细，如丝竹之
弦，穿透肺腑，浸透灵魂，洗涤身心。那又是怎样
的一种色彩啊。嫩黄的叶片与紫色的花朵相倚，
竞相绽放，交相辉映。那一抹紫色，柔雅素洁。

真是谁的地盘谁说了算，谁的神韵谁铺张。地有
灵，花有韵。到底我是地的芳影，还是花是我的
芳影？不计较，就足够包容和开放。在这里，内
心还有什么不能让欣喜全部占领呢？

一种浓郁芳香沁人心脾。香甜不浓烈，清香
且质朴，淡雅而幽润。夏风徐来，淡淡花香从花
蕊间弥漫开来，香气四溢，空气中缭绕着花的香
甜，阳光里穿越着花的神韵，满世界芬芳，满眼满
心陶醉。如此沁人心脾的地方恐怕再也难找了，
索性就在此驻扎，享受喜悦时光，不啻为一种快
乐消遣。在柔风的怀抱里，枸杞花散发着独有的

馨香，展示着灿烂和风采。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抓住眼前，胜过无数昨天。

一种喜悦潜滋暗长。花香从我的身旁飘过，
我用手揽它入怀，它为我添香。当花魂入心那一
刻，我不由得向它鞠躬。那朵朵娇笑嫣然的枸杞
花不正是我向往已久的枸杞姑娘吗？

我兴致勃勃地给鲜活绚烂的枸杞花拍照，笑
容并没有藏在花丛里，而是灿烂在明丽阳光下；
眼眸并没有眷恋枸杞树枝上任何一只飞舞的蝴
蝶，而是眷恋枸杞花开的声音。它的声音能够让
我从火红走到火红。

倾听枸杞花开的声音
□ 俞雪峰

5月 13日，由宁夏书法家协会、宁夏中医医院
暨中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中医药典籍名言、名句全区书法作品展览在银川
美术馆开幕，这是宁夏中医药界与文艺界跨界合
作的创新之举，是宁夏书法界、宁夏中医药事业
工作者有力推动《“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
实施方案》落实，繁荣我区书法创作的一次生动
实践。

此次展览是中医药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的
一次交流与碰撞，艺医融合，浸润心灵。展出的
200 余件书法作品，既有柴建方、吴善璋、郑歌平
等书法名家的特邀之作，又有广泛征稿评选出的
优秀作品，老中青各层次梯队齐全，诸体兼备，形
式丰富，装裱精良。书写内容既有《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药经典著作
的选录，又有历代中医药文化相关的诗词、名言、
名句等，似有书法家开出中医“药方”之妙趣。展
厅之中，中医药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兼容并蓄，
各放异彩，于无声处展现“中和”之美，给观者带
去安宁与和谐，使人心情愉悦，周身舒爽。

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是宁夏中医药
卫生工作龙头单位，医院先后获评“全国卫生计
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优秀示范医院、全国文明单位等；连续
5 年获评全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优
秀等次；连续 4 年位列全国三级公立综合中医医
院综合绩效考核前 10%，等级为 A 级或 A+，均为
西北地区领先。展厅入口处医院宣传海报中展

示的成绩，更是让人对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医药
文化的广大中医药事业工作者由衷敬佩。

书法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瑰宝。《论语·述而》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中医药文化与书法艺术都不例外。
本次展览以书法艺术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具有时代价值的中医药文化，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培根
铸魂的作用，定会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厚植文化土
壤，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出自汉代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的这句名言，经著名书法家郑歌平先
生浑厚遒劲的书法表达，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磅礴
的宁夏中医力量、宁夏文艺力量。

展览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
涵和时代价值，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书法艺术走
进杏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交织，深度融合。

除了书法艺术，绘画可以表现中草药丰富的
色彩之美，摄影可以捕捉中草药生长的动态之
美……中医药文化与艺术还可以有更多的跨界
合作方式，医艺同心，医艺合力，定会为中草药之

“苦”增加更多艺术之甜美滋味，不断为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动力，激发新活力，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宁夏中医力量、宁夏
文艺力量。

作者简介：王晓静，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
书长。张涵，宁夏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中医药文化与书法艺术双翼展彩
□ 王晓静 张 涵

作为“百果第一枝”的樱桃，色泽红润透亮，
汁液香甜清润，历来文人墨客情有独钟，忍不住
留下千古佳作让世人赞叹连连。

“斜日庭前风袅袅，碧油千片漏红珠。”这是
唐代诗人张祜笔下气韵十足的樱桃。有着“海内
名士”美誉的张公子这日站在院中乘凉，傍晚微
风袅袅，好不惬意，抬眼望去，庭前绿油油的叶子
仿若翠碧，千片细叶之下一颗颗珠圆玉润的红果
透出缝隙。一个“漏”字，好似不经意，却又那么
恰到好处，仿若美人在风中穿着朱红裙、扭着小
细腰朝树下之人款款走来，尽显风情万种、我见
犹怜的韵致。

樱桃不仅外表透亮如珠，口感也相当喜人。
大诗人白居易在《樱桃歌》中大为赞叹：“荧惑晶
华赤，醍醐气味真……琼液酸甜足，金丸大小
匀。”晶莹如火般的樱桃，尝一口，酸甜可人、柔绵
细润，带着阵阵香醇回味无穷，诗人怎能不被这
琼浆玉露吸引？就连素爱饮酒的美食家苏轼也
不禁要在酒醒之时采来润喉舒肺：“独绕樱桃树，
酒醒喉肺干。莫除枝上露，从向口中漙。”依靠在
曼妙的樱桃树上，采撷一颗丢入口中，带着露水
的果便是极好的补充津液之品，诗人的豪爽闲适
跃然眼前。

采摘的樱桃若是浇上酥酪、冰镇的蔗浆（一
种糖浆）做成樱桃酪，在炎炎夏日更添了几分清
凉。唐朝宴请新进进士的“樱桃宴”便有此做
法。宋朝辛弃疾有词：“香浮乳酪玻璃碗，年年醉
里尝新惯。何物比春风？歌唇一点红。”莹亮的
玻璃碗、朱红樱桃配上清凉的乳酪，吃完唇齿留
香，仿若佳人的红唇让人倍感美好。

古时，樱桃常作礼用，不仅用于祭奠先祖（俗
称“荐新”），还常用来赏赐官员。身在草堂的杜
甫虽不能吃到御赐樱桃，但也有意外的厚礼。《野
人送朱樱》中道：“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
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忆昨
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
息，此日尝新任转蓬。”意思是，西蜀的樱桃想不
到也这么红艳啊，乡野之人送了我满满一笼，鲜
红、圆润，虽小心存放还是破了些，回想当年在
门下省任职，曾蒙皇恩赐樱桃，我怀着感激之情
擎出大明宫外。金盘玉箸品尝的岁月已隔甚
远，如今漂泊之身好似蓬草。诗中“也自红”“满
筠笼”“擎出”有今昔对比，诗人感激农人赠樱，
也触景生情勾起往事回忆，浓浓的乡愁涌上
心头。

相比杜甫的离愁别绪，宋代蒋捷的“一片春
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
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
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更让人动容。南宋灭亡后，诗人在姑苏一带
飘零，国破家亡之际，明媚的春光与凄楚的心情
在风飘飘、雨萧萧中对照更加强烈。青春不再、
盛世难逢，“何日归家洗客袍”的怅然与苦涩可想
而知，满满的春愁涤荡在一“帘”、一“舟”还有一
个“抛”字中。

不论是宝石般莹润的樱桃、琼浆般乳香四溢
的樱桃，还是带着浓浓乡愁的樱桃，都是古人应
景抒怀、借景抒情的体现。跟着古人的思绪体验
情愫，深感诗词表情达意的美好。

诗句里的樱桃
□ 杉 柠

自立到底是什么，或许是一个让人难以回
答的问题，正如周国平在《年龄是一个谣言》这
一书中写道：青春是一个轮回，忘记年龄的人
永远不会老。在同年龄搏击的时段里，这种心
态可以使人放松下来，在年轮里学会独自
向前。

《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词中说：“总有奋不
顾身的相信，总要坚韧恒久的勇气。”成长路
上，当你回望走过的时光，你会如何定义这一
场奔跑？你应该告诉自己：你的相信从未改
变，一如从大地遥望的那些光年之外的繁星，
温暖、坚韧。从“每一次抉择都期待一场苦尽
甘来”到“总有奋不顾身的相信，总要坚韧恒久
的勇气”，可在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去从自我

发现中寻找梦想。
的确如此，我们会在向前探寻中遇到不同

程度的磨难，很多时候，当磨难来临时，我们又
在寻找着能够躲避和逃窜的方式，殊不知，一
次次的自我“焚烧”，让我们失去了更多的
自由。

自立是成长中最不可缺失的。
于我而言，一味沉浸于创造自己的生活这

部“杰作”，而不顾他人，不顾现实的桎梏，又何
异于创建封闭自我的乌托邦？但是“读者”的

存在恰恰给盲目、困顿的“作家”有力的一鞭，
让其重回生活现实的“大地”，一次次的“封
闭”，导致了个人“自立”奄奄一息。

万事先行动，并且是快速行动，才会更加
自由、自立。用高效的探索投入热爱的事情，
才能够有更多的自立。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在尼采的“超人
哲学”风靡一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毅然写下
《罪与罚》加以抨击；塞万提斯在狱中屡受非
难，仍矢志不渝写下《堂吉诃德》下卷；陆放翁
屡遭庸帝贬谪，却仍心系苍生，坚持北伐。

“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我们要告诫自
己，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要清醒行动，学会
自立。

自立是什么
□ 张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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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郊区，出院门往后走，就见田野。
丘陵地，高高低低。有田地种了花生，还没有
出苗，薄膜覆盖着，一片一片的白。没种花生
的地方，是野草的地盘，汹涌地绿着。

这几天，刚下过雨，野草更加葳蕤了，绿意
更甚，如果蹲下身，低头，凝视一株正奋力生长
的野草，就会感觉翠绿欲滴，好像绿意真的会
滴落下来。喜欢这蓬勃的绿，绿，是生命的
颜色。

我就在这草间行走着。越来越喜欢在野
地独自行走。什么也不去做，什么也不想，只
需把脚步交给田间小路，心便是自由的。此刻
我什么都不需要关心，若非要关心什么的话，
那么只关心眼前的一株草、一朵花，或者一只
翩跹的蝴蝶，一只忙碌的蜜蜂。

只有静下来，才能听得到内心最真实的声

音。大自然能平息你内心的喧嚣，每一株花
草，如山间的溪流，洗涤你的内心。

路坑洼不平，有的地方被野草覆盖。证明
很久没有人从这里走过了。几只喜鹊在不远
处的草地上踱步，很悠闲的样子，这让我着实
羡慕。这片田野是属于它们的，是它们的花
园，而我，不过是偶然的闯入者。

其实，我脚下的这片地方，原来是一个村
庄，十多年前我刚到这个单位时，这里还是一
个半废弃的村庄，说半废弃，是因为大多房子
残垣断壁，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但还有几户人
家，房子是完好的，傍晚时依然会升起炊烟。

居住的，多是老人。
那时我和几位同事午饭后常来散步，与

在街上遇到的老人攀谈几句，看那些坍塌的
房子。我们猜测这个宅子里曾经发生的故
事，还说，如果拍电影，来这里的老宅子里
取景。

如今，村庄已经全部复垦为田，原先的居
留者搬迁去了别处。已经看不出人们曾居住
的痕迹，就好像从未在这里存在过。而我和同
事们，也好像从未踏足过这里。没有谁来证明
这一切，恍然若梦。

若一定要找谁来证明，那么河流可以作
证。这条曾经穿村而过的河，一如从前，汩汩
流淌，好像每一滴流淌着的，都是时间。野渡
无人舟自横。河上没有舟，舟在往事里，舟在
心里。

野渡无人
□ 曹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