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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里突然萌发出一句“出门
常备砚”，盖因几个文友聚会，有朋
友出了新书要赠送，其中有两本事
先在家中已经签好名，并盖了名
章。显然，出书的朋友来之前已知
道有两位友人肯定要到。至于其他
什么人要光临，他自然尚未可知。
好在，朋友有了准备，他签名之外
还有五六本。席间，大家举杯祝
贺，朋友猛喝一大杯后开始回身猫
腰去从手提袋里取书，麻利地扯掉
上面的塑封，随之打开扉页要逐一
签名，这时才发现身上没带笔，再
到手提袋里翻，也没有，不免显得
很尴尬。于是，环顾四周，希望某
仁兄此时能伸出一支笔大力相救。
结果，大家如同猢狲般在上衣裤子口
袋处上下摸索，竟无一人带笔，很是
丢了文人的脸面。一旁侍立的女服务
员不禁哑笑，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
一支签字笔，也就是文具店里常卖的
两块钱一支的那种。但此刻，那支笔
却不亚于是生命之舟，朋友当即接过
笔在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起他的大
名，并故作谦虚地还要赘上请某某方
家指正的客气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
尴尬的场面。如某人到商场买东西
忘带钱，相亲见面的竟然是上次相
亲的同一个人，还有内急的人汗如
雨下地跑到厕所，发现每个门都是
关闭的，待人出去，自己刚蹲下，
才发现墙壁上的手纸早已被上一个
人掏空。过去，人们出行多强调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即使
这样，还要提醒“出门须带伞”，包
括“穷家富路，要多带钱”。关于出
门带钱带伞的故事很多。我记忆深
刻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乡村的仓库
里，那里储存的粮食尽管十分稀
少，可是在一张书架子上居然会有
一张伟人的照片。我上前用袖子把
照片上面的尘土拂去，双手举着照
片凝神看了足有几分钟，既被伟人
的气质迷住了，也被画家的艺术之
美迷住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
能得到一把油纸伞，学着伟人的样
子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当然，也曾
想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只是当时
的经济条件、道路交通还不足以让

人有那么大的志向。
我也有过给人签名忘带笔的尴

尬。小时候，看老师和电影中的干
部都爱往左上兜上别一支钢笔，也
有别两支的，很是羡慕。大约到了
小学三年级，我才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钢笔。到了小学五年级，我意外
发现距我家五里远的地方，有个废
品收购站，我便将四处捡来的破铜
烂铁攒到一起，隔上一段时间就去
卖一次，少则卖四五毛钱，多时也
能卖三四块。手里有了钱，就可以
买小人书，买学习用具，甚至可以
买上一块多钱的钢笔，这在当时是
很奢侈的举动。有了钢笔，我可以
在左上衣的兜上别两支，显得很有
派头，也还可以装得很斯文很有知
识。至于毛笔、砚台和墨块，则不
大看重，那时哪里知道什么叫书法
什么叫颜柳欧赵，我们知道的就是
大字课，上大字课要描红模字。不
过，上大字课要自己研墨，这倒是
很吸引人的，我们不知道砚和墨对
于写字的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次
手工劳动。这就如同我们使用火
柴，只把火柴看作燃烧的工具，并
不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譬如，火柴
最早为什么叫洋火，北京人为什么
把其唤作取灯儿。

去年看电视连续剧 《觉醒时
代》，旧式文人吸引人的地方有很
多，最让我难忘的是辜鸿铭老先生
穿着长衫留着长辫举着烟袋锅，一
旁有年轻侍者端茶亦步亦趋，那遗
老范儿就是古代的王爷也未必有
的。我当即就想，那侍者的托盘里
是否还应该有辜先生专用的笔墨纸
砚呢？按今日的规则，很多出了名
的书画家，到哪不是都要留下墨宝
吗？当然，墨宝不是白留的，与其
相对应的自然有润资。以我的观
察，当下书画家到外边开会、采
风、雅集，还没有一位把笔墨纸
砚、水彩、印章、印泥带齐的。人
们带的基本上是毛笔、印章和印
泥。原因是，砚台到处都有，墨汁
已经瓶装，不用原始的研墨，至于
纸张，花上几百块钱两三天就可快
递到门。何况这些东西，邀请方早
已准备齐全。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每一次
科技进步，都会把人的体力劳动进
行解放。航天量子这些大事咱不必
说，单就洗衣机、刷碗机的发明就
让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减轻了不
少。可是，我说的是可是，就艺术
使用的材料而言，是不是科技含量
越高越好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
论。就说这砚台，各种名称、产
地、价值、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名
人轶事恐怕三五本书都写不完。仅
我能叫上名字的就有端砚、歙砚、
洮砚、澄泥砚、瓦砚，而根据材质
不同颜色变化还有翡翠、玛瑙、乌
木、竹根、象牙、牛角等众多品
种，我喜欢其中的鸭头绿、柳叶
青、鹈血的叫法，听着就有生命
感。在砚台收藏界把砚台的审美层
次分艳俗、含蓄、偏执和病态，我
想，我连最低的艳俗都称不上，我
只知道这砚台是用来研墨写字的。
如果砚台不用来研墨写字，而是像
摩登女郎一样在他人眼前来回穿
梭，那可真是糟蹋制砚人的良苦用
心和辛勤劳动了。诚然，现在有很
多的砚台也已经不再是手工制作
的，而是通过机器甚至通过电子程
序做成的，尽管目的相同，都是为
写字作画服务，可感觉终究是变了
味道，犹如流水作业的机器饺子、
包子、面条，无论如何不如手工的
味道。所谓手工，是带着人的体温
和气韵的，特别是母亲亲手制作的
吃食，其味道任何机器都无法复
制。

电视上常有鉴宝一类的节目。
我最近就看过一期，其中有一段是
鉴赏某藏家呈上的瓦砚。人们形容
砖瓦的历史厚重，经常爱说秦砖汉
瓦。不知道别人是否见过，我在历
史博物馆倒是亲眼观瞻过几件，那
物件虽然珍贵，倒也没有让我激动
得如何。二十年前，我到天水去拜
访一位书画家，临回京时，老先生
特意弄了几块北魏时期的瓦当给我
们同去的三人，我嫌那东西太沉，
拿到家也不知怎么照顾，转手就给
了另一位朋友。朋友惊讶地看着
我，说这可是个宝物，过些年肯定
升值。我说，升值不升值，这不是

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它是否为我
所用。假使我精于此道，或许它有
收藏的必要。但我确实不谙个中奥
妙，拿在手里存在家里都是累赘，
不如给你这个有缘人岂不是更好。
瓦砚，顾名思义，就是在瓦拱上凿
上凹进的池子，稍做点造型，很有
观赏性。泥瓦本是用来接雨水用
的，因为文人的利用，而成了砚
台。早知道这样，上小学时，我就
不用花上一块多钱去买什么砚台
了。过去，谁家的屋顶上没有几块
灰黑色的泥瓦!这并非笑话，大画家
关山月在少年习画时，因家里贫
穷，买不起笔墨水彩，他母亲就曾
用青瓦磨粉上山去采树叶给他人工
制造。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懵懂少
年日后会成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
物，创作出经典巨幅作品 《江山如
此多娇》 !

我是没有机会成为书法家了。
但作为几十年与文字为伴的人，我
还是希望自己“出门须带笔”，这不
是道具，它确实是我们生活中所需
要的。灵感这东西，来了就要记下
来，不然稍纵即逝，再想怎么也想
不起来了。同时，我也希望喜爱书
画的朋友们，出门常备砚。砚台不
同于印章，印章容易让人想到名
利，而砚台则让人清静，它就像一
块压舱石，随时提醒人们，你准备
好了吗？此砚，自然不包括用来商
业炒作的砚台，也不包括从来没有
被人使用过的砚台。一句话，我们
用砚台是来表现人的情感，书写人
世间的美好，不是要借砚台之名成
为金钱的奴隶。

红孩，现居北京，系中国散文
学会常务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

《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集 《城市
的海绵》、散文集 《东渡东渡》《运
河的桨声》、文艺随笔集 《拍案文
坛》、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等
十余部，创作完成电影 《风吹吧麦
浪》、话剧《白鹭归来》。

出门常备砚
 红孩

黑夜的耳朵
藏在岁月撩拨的记忆里
每一片颤栗的枝叶
都有一种倔强，一种柔情
拍打在乡村的琴弦上
眼眸中，噙着的泪花
在不经意间孕育出晶莹的诗句

潺潺流淌的音符
无法阻拦田野上的脚步
每一颗星星的目光
都被一种欲望无尽放大
成为炊烟中浸透乡愁的情怀

目送一闪而过的日子
那些羞涩的私语，且行且远
在氤氲的月色中，漾起圈圈涟漪

来不及与春天握别
初夏的阳光如期而至
远处的蛙鸣，与乡音融为一体
在疲惫的睡梦中，此起彼伏
被青鸟啄食的文字，忽略了最初的
情节
聆听到耳畔的歌谣
沉淀了羽毛下隐匿的故事
唯有那缕风，独自抚慰村庄的伤痕

走进初夏
 丁梅华

黄昏如同一位优雅的画家，缓缓地在
天际铺展开她的画布。那满天的火烧云，仿
佛被点燃的烈焰，又似天际的繁花，突然窥
见了自己的命运，即将绚烂地燃烧殆尽。它
们在天边跳跃舞动，宛如一场盛大的舞会，
每一片云都是那最华丽的舞裙，与金黄的麦
浪一同涌动，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卷入这无
边的金黄之中。

夕阳的余晖洒满了大地，将一切都
镀上了一层金黄。远处的小山丘在夕阳
的映照下，显得宁静而祥和，仿佛是大
地母亲的怀抱，静静地等待着归家的孩
子。一路向前，暮色如潮水般涌来，它
轻轻推开了我的门户，也推开了我心中
的那扇紧闭的门。

暮色四合，我置身于这宁静而美好
的时刻。在众多的词语中，黄昏确实是
最有诗意的一个，它带着一种复古而又
高雅的气息，让一切都慢了下来。紧绷
的世界弦在这一刻突然松弛，仿佛所有

的喧嚣和繁忙都随着夕阳的落下而消
散。黄昏有一种魔力，它能让人静下心
来，去聆听那些曾被生活加速而遗忘的
声音。

我蹲下身来，细心地系好鞋带，然
后踱步于池边。池边的花香扑鼻而来，
满径的花香让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
世界。我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这难得
的宁静和美好。我看到那些曾经因为生
活忙碌而忽略的细节，此刻在黄昏的映
照下显得如此清晰和动人。

尽管黄昏如此美好，但诗人们似乎
并不总是如此看待它。秦观在《满庭芳·
山抹微云》 中写道：“伤情处，高城望
断，灯火已黄昏。”那是一种深深的哀愁
和无奈，仿佛黄昏是伤感的代名词。李
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
滴滴”，则更是将黄昏与忧愁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她笔下的黄昏，仿佛是一株雨
后芭蕉，忧愁的雨滴滑落在黄昏，叹息

声隔窗到天明。
我却并不完全认同诗人们的看法，

尽管黄昏的到来意味着一天的结束和夜
晚的降临，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坦然宁静
的庄严。太阳在走过了辉煌的路程后，
渐渐西沉下去，但它依然留下了黄昏那
静静的美丽。它告诉我们，即使生命终
将走向尽头，但也要珍惜每一个美好的
瞬间。

我怀着平静而从容的心态走向夕
阳，我欣赏它的美丽，也接受它的离
去，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结束都意味
着新的开始。当暮色越来越浓时，我并
不感到恐惧和胆怯，因为我知道在这黑
暗之中，总有无数的声音在寂静的世界
里显得格外响亮。

月亮出来了，它悬挂在天空中，洒
下银白色的光芒。这光芒柔和而温暖，
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宁静。
我抬头仰望天空，那稀稀疏疏的星辰仿

佛在向我眨眼微笑。它们闪烁着独特的
光芒，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风轻轻吹过，拉弯了芦苇的腰，禾稻
也顺势倒下，它们仿佛在向黄昏告别，也在
向新的夜晚致敬。暮色把一天的苦痛包扎起
来，丢到了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而我则微
笑着接受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结束
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月光下我漫步于小径之上，感受着
月光的清凉。它从发丝滑落到指尖，给
我带来一种淡淡的凉意，这凉意不同于
太阳的温暖，它更加清新和宁静。我抬
头看着月亮，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玉盘悬
挂在天空中，照亮了我的世界。我感到
自己仿佛与这月色融为一体，成为了宇
宙的一部分。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轮明月，它独
一无二只属于我们自己。当月亮照耀我
们时，天上的月便是心中的月。有了爱
有了对世间美好景物的向往，我们便有
了多情与无情、相聚与别离、美丽与哀
愁。我们学会了珍惜每一个瞬间，感恩
每一次相遇，也学会了面对离别和失去。

当暮色来敲门时我们不要恐惧和胆
怯，它带来的不仅是黑暗还有短暂而温
暖的时光。让我们珍惜每一个黄昏，让
它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暮色敲门
 惠军明

夏天的阳光，用金色的丝线
将大地绣成了一副热情洋溢的图
景。家中的空调抵挡不住这股热
浪时，冰箱里冰镇的西瓜派上了
用场，带给我沁人心脾的清凉。

每天，我都抱着冰凉的西
瓜，一勺勺挖着，大快朵颐，享
受清甜的滋味，肚子吃得溜圆，
每当吃饭时分，我总是食欲不
振，对于母亲精心准备的佳肴视
若无睹。母亲的眉头越皱越紧，
生怕我营养不均衡。

俗话说：“夏天吃三瓜，中
药不用抓”。母亲听做医生叔叔
的建议——多吃苦瓜，以清热祛
暑、明目解毒、增强免疫力、降
血糖、减脂瘦身……叔叔列出了
一个个功效，仿佛打开了一扇新
世界的大门。母亲原本对苦瓜并
不喜爱。它外表面粗糙不平，味
道苦涩，与母亲拿手的家常菜风
格迥异。听叔叔这么一说，母亲
暗暗下定决心，要让我爱上这个

先苦后甘的消暑神器。
母亲将买来的苦瓜切片炒熟，放在我眼前。我勉强

尝了一小口，眉头紧皱，实在难以下咽。母亲也试了一
片，苦得她急忙找水喝。看来，想要让我们接受这个

“苦中作乐”的瓜儿，还需要一番巧妙转变。于是，母
亲虚心向她的老姐妹学习，尝试新的烹饪方法。最终，
她找到了适合我们口味的做法：将苦瓜切薄片，加盐加
糖水浸泡去苦，再加入红椒丝增加爽脆和颜色，淋上蒜
蓉和醋，一道清爽可口的凉拌苦瓜诞生了。

有了成功的一“菜”之长，母亲的创造灵感如泉水
般涌出。她开始用各种瓜果搭配做原料，变换着不同风
格的菜肴。清炒苦瓜、苦瓜炒蛋……每一道都是鲜嫩爽
脆、色香味俱全，让我忍不住多盛几勺饭。

随着夏季深入，我们家的餐桌上开始出现了各式各
样的瓜类美食，使得寻常的蔬菜变得清新脱俗，品种丰
富，黄瓜汁，西瓜汁，凉拌黄瓜。用苦瓜炒出的菜苦中
带甜，营养丰富；还有冬瓜汤清热解暑。一家人围坐在
餐桌旁，享受着母亲巧手制作的美味佳肴。我食欲大
增，家人都赞不绝口。我们一家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更感受到了母亲的心思与爱意。

夏天，是成长的季节，也是爱的季节。母亲用她的
爱，将每一份普通的食材变成了滋养身心的食品。让我
们在夏天感受到了清凉与甘甜，享受到了母亲无尽的关
怀与温暖。这些瓜果的滋味，满足了我的味蕾，滋养了
我的心灵。

如今，每当我品尝到任何一种瓜果的滋味时，我
都会想起那个充满爱的夏天。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母
亲用她的巧手，魔术般地将瓜果变成了治愈我苦夏的良
药，给我们除去了夏天的热气与苦涩，留下了清凉与甘
甜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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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秧苗
大地的舞者
亮出最美的姿色
登上田野大舞台

新款太阳
设置出舞台灯光
和煦的夏风
迎来一群群会跳的舞娘

摇曳的舞姿
荡漾着绿色波浪
在轻盈的节奏中
登上时代快艇

我想找到诗与远方

（二）

一株株秧苗
你是诗人梳妆打扮的诗行
走出“秧门”
穿上出嫁的服装
在初夏诗坛的婚礼上
低吟浅唱

在五月农忙盛宴上
你挥手舞起绿色的飘带
每一株秧苗
舞的都是丰收
舞的都是未来与希望

栽秧
 朱先贵

老街夕照  方树华 摄

五月
纯净的雨水
打湿心绪
蛙声阵阵传来
似游子呢喃的梦呓
蝉鸣
在寂寞的午后
千回百转

农家人美好的梦
在田地里滋长
洒一路欢歌
谱一行诗韵
祖母的蒲扇
摇曳了多少往事
沉淀的无数春秋
持续着乡间
关于飞翔的梦想

荷韵

岁月的雨声落入水中
荷牵着夏日的阳光
像恋人的手
在热浪上为你撑开
那一把把
凉荫荫的伞

嫩绿的衣裙
从不染于
禁锢的淤泥
不附和嘈杂的蛙鸣
在黑暗的世界里
求一柄独醒
做着与浮萍不同的梦
顶出一朵绝代风荷

夏之语（外一首）

 张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