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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蟬鳴
伴盛夏

楊亞爽
      蟬棲于樹，蟬聲最密集的地方自然是
在樹上。「凡有樹蔭處，皆有鳴蟬聲。」
蟬聲響起時，彷彿整棵樹都發出了聲音，
樹枝、樹幹、樹葉皆有響動。這響動隨著
空氣流轉，響徹天地間。待它們嘶喊得累
了，就歇上一會，片刻之後，蟬聲再起，
繚繞枝頭，直衝雲霄。
      記憶裡，入夏以後，這蟬聲似乎就一
直存在于我們的身邊。
      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我們的生活模式
是固化的：洗漱、吃飯、去上班。上班路
上只要有樹，多半就有蟬聲。此時的蟬聲
和晨光一樣：醒目，卻不刺眼；聒噪，卻
不惹人討厭。蟬聲起起伏伏，如人的思緒
連綿，無時不響，無處不在。
      陽光一步一腳，走到晌午，夏天的熱
意就更濃了。暑氣蒸騰，最是難熬，此
時，閒翻書卷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翻
書的時候，窗外的蟬聲似被書卷氣吸引，
又似被光和熱所驅趕，穿牆入戶，落于紙
上，順著手指的翻動，紙上蟬聲，遍佈眼
耳之間。
      到了夜幕降臨時分，忙碌了一天的人
們用過晚餐，紛紛移步到屋前屋後的空地
裡，這些空地老家人農忙時節用來曬麥
子，故稱之為「麥場」，書面上的稱謂則
是「庭院」。夜風習習，人在庭中納涼，
可見星斗漫天，明月皎皎，柔光照著菜地
裡爬行的螢火蟲，也照著樹上匍匐的鳴
蟬，頗顯詩意。
      蟬在樹上，在草木間，它的聲音則能
抵達任何一個有人跡或無人跡的地方。聲
音落在水面，浮在空氣裡，隱身于遠處的
麥穗間，煩鬧，悠遠。
      細細回味的話，蟬聲的到來是有一個
過程的，它先到人的耳邊，再不知不覺地
潛入人的腦海裡，旋即我們身上的每一個
毛孔裡都有它們的氣息了。
蟬者，禪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蟬是一
個了不起的修道者。蟬的生命極短，而它
參透了生死之後，也就看淡了得失，別人
的目光和評論顯得不再重要，好聽或難
聽，餘生有限，只顧高歌。人的一生也很
短，餘生若要無悔，當下亦當盡心暢意，
此之為人生的禪意。

初夏
張洲

 初夏盛容，世間各象都是流動的詩
行。那一葉隱花羞的顏值猶如初吻的新
娘。霞浦羞容，娓娓動人。

看 桃 花 羞 盾 ， 梨 花 放 彩 。 丁 香 是 一
簇撐傘的姑娘，將青春版面刻畫的如癡如
醉，風流倜儻。與青青楊柳媲美，更是各
顯神韻。

草與野花不甘平庸，張開胸懷，張開
芳唇，向藍天，向白雲，向遠山，向茅屋
表白著自己的天真與和藹，表白著一種情
懷的愛意。

而我站在初夏的土地上，看雞刨食，
揚頸高歌，看狗逗雞，看樹上與地上的鳥
們，時隱時現，言歡語俏，雖不懂它們的

語言，但此刻的確像站在幼兒園門口，看
著活潑可愛的童年流韻，那天真爛漫無邪
無偽的心靈是一首百讀不厭，無限流世的
詩行。

也許，就是那麼巧。初夏的雨帶著纏
綿的遊戲，沐浴更衣，撲向人間。那萬象
更新，一展新顏的俏皮盡收眼底。

雨從天上來，許是九天銀河放飛的浪
花，她們落在地面上也要玩出一圈又一圈
的漣漪，讓人無盡遐思，似童真如芳心。

立夏亂封籽。父親每到這個季節總是
說這句話。

意思是所有的農作物都可以播種了。
農桑所事，五穀雜糧都可以隨著氣候的升
溫而下播。

故鄉是坡地，沙田薄土。很難打出灌
溉機井，一直都是靠天吃飯。承蒙雨愛，
開墒下播。但父老們早已摸清了各種作物
的抗旱能力，所以每天總是起早貪黑的趕
著牛，扛著犁與時間賽跑，搶著濕墒下
種。

如今科技興農，雖是機耕，但有趕早
不趕晚的說法，所以初夏時節是農桑最忙
的時候。一年之計在于春，捉苗半收成的
概論讓父老們捨得下本，寄于秋豐。

生如夏花，無需踐踏。初夏的盛情讓
我重溫青春年華，那種豪氣與膽識，勇敢
與熱情猶如剛現世的葉子，既是感恩又是

回報，那種活潑的向上，一心為責的精神
敲擊著世間的芬芳。唯美而樂。

一路葉脈相承，一路綠浪跌宕，一路
繁華傾注，一路歌潮起伏。

城市的初夏正如花園的歌舞會，那橫
平豎直綠化帶，高低顏色風貌搭配絕好，
打底的是綠的灌木叢，被園藝師做成綠毯
鋪墊。開滿紫花的丁香如天然毛菇亦容撐
開的傘有序地立于翠柏和國槐之間。

此 刻 ， 我 穿 越 這 高 雅 的 藝 術 裡 ， 樓
是跟著我走動的藝術品，而行人如花宛如
一首首行走的詩行。此刻愛已是一顆開滿
花香的樹，葉與葉，葉與花，花與枝手牽
手，肩並肩。在初夏的風景裡，如水中之
蓮，如採蓮之女，如醉臥的石榴裙。那種
吸引眼球的美已經證明了一個時代的魅
力。

北方的初夏還不是那麼的火熱，到有
一點早穿棉衣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的
感覺。當晚霞歸去，星光燦爛時，城市的
霓裳羽衣曲紅火起來了，那弟兄姊妹舞翩
躚的詩韻又悄然而至。

時代甚好，明天安泰！
看 條 條 大 路 通 富 裕 ， 看 初 夏 如 詩 如

畫，時代的夢想如炊煙裊裊升起，如星辰
燦爛輝煌。

而 好 夢 的 路 上 不 止 我 一 個 ， 把 握 未
來。

站在古城牆腳下
張文艷

夕陽裡，我去探訪一段古城牆。城牆不高只有十多米，不長
只是一小段，斷壁殘垣般坐落在小城的南邊。我慢慢地走進它，
然後仰視，古城牆已被春日的陽光鍍上了光輝，無言中訴說著曾
經的金戈鐵馬和盛世安康。

這是明代洪武年間修建的城牆，城牆上密匝的彈坑是它無
數次抵擋外敵入侵的見證，城牆不語，卻經歷了太多。六百多年
的歲月更迭，弄丟了它身上的青磚石，也讓曾經堅如磐石的黃泥
土，有些鬆動。鳥兒們是聰明的，他們把彈坑當成天然的家，
自由自在地飛來過往，毫不在意古城牆的傷口和它的痛，然而，
古城牆是包容的，它接納所有的生靈，它以這樣的不死之軀守護
著鳥兒們，就像曾經守護著一城百姓。小鳥兒銜的種子落在了土
裡，一棵棵榆樹，一株株野草生生不息，簇擁著城牆，黃土與新
綠，歷史與生命就這樣融合在一起。

城牆的東邊就是我的家，城牆伴著我從頑童到青春。我曾經
在青春最好的年華里，和它毗鄰而居，也曾在多年前的春天與小
夥伴一起撿拾遺落的石塊，抓起一把黃土試圖瞇上對方的雙眼，
那是怎樣的調皮，又是怎樣無知，怎樣地忽視了祖輩對它的虔
誠。我惶恐。

如今，我走到城牆的腳下去探訪它，近距離地觀賞它，如
同走進歷史的硝煙，貼近大地的胸膛，我彷彿聽到了戰鼓擂擂，
炮聲隆隆，那種來自遠古的力量，在城牆的腳下裡緩緩湧動，讓

我震驚，讓我肅穆。我抬頭望向高處，望向古城牆的頂端，那裡
曾經有戰旗在飄揚，有士兵在眺望，那裡曾經傳出歸營的號角，
在淒涼的空氣中寂寞的蕩漾。金戈鐵馬，兵戎相隔，六百年的歲
月更迭，像一把軍刀剝落了城牆的盔甲，卻增疊出歷史煙雲，滄
桑而厚重。城牆看過了太多的生死，聽到了太多的故事，見到了
太多的悲歡和離合，不聲不響，埋藏于心中，以一粒黃土撫慰人
心，庇佑蒼生，詮釋永恆。我立于此處，高山仰止，無限動容。

我在此刻遐想，曾經雄踞小城四周的城牆，那是它的同伴，
它們連綿12120米，雄偉堅固。它們在戰火中相依，在風雲中相
伴。抵抗蒙古瓦刺的馬蹄，見證柳川書院的創設，作為慈禧西逃
的庇所，欣喜地看著京張鐵路修建通車，古城每一個重大的事件
都有它們的功績，它們為古城驕傲，為古城奮鬥。然而那一場戰
役，那一場風雨，它失去了它們。它望著它們一段段倒下，它心
痛，它哭泣，可它還是盡職盡責地守護在這裡，一段六百年的古
城牆，有堅強勇敢的意志，有正直良善的品行，有寬容而溫暖的
胸懷，熱情而奔放的心地。

我，一個普通的古城女子，它，一段滄桑的古老城牆，我們
在這裡相遇。我們的年華相距如此遙遠，生命的長度如此迥異，
但在這一刻，我感到自己已經成為一粒黃土，成為古城牆的一部
分。

這裡是秦時即為上谷郡，明朝為著名的長城九鎮之首，清
朝為全國72府之一的古城宣化，是「京師鎖鑰」。在歲月的更迭
中，宣化古城不斷的變遷和損毀，唯有這斷斷續續的古城牆，如
一道時光隧道，引領著我們追溯曾經的崢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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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王宏道

逝世於五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出殯

洪偉民
（南安市華美鄉）

逝世於五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5-Azalea靈堂
擇訂六月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

我如何用中文科普西方古典音樂？
——專訪德國鋼琴家、漢堡音樂與戲劇學院教授施安迪

　　中新社柏林5月29日電　　于普通人而

言，西方古典樂常顯得「曲高和寡」。但在

德國鋼琴家、漢堡音樂與戲劇學院教授施安

迪（Andreas Stier）的講解中，古典音樂變得

生動有趣起來。

　 　 2 0 2 0 年 ， 年 近 古 稀 的 他 在 b i l i b i l i 、

YouTube等海內外社交媒體平台開設「安迪老

師」頻道，用流利的中文科普西方古典樂。

目前，他在bilibili和YouTube平台已擁有43萬

粉絲，受到海內外朋友喜愛。

　　如何與中文結緣？西方古典音樂與中國

文化有何相通之處？圍繞以上話題，施安迪

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與中文結緣？

　　施安迪：這很難解釋，因為我從小就對

中國感興趣。

　　我小時候住在鄉下，收集了很多關于中

國的資料；後來我在韓國當交換生，某天和

同學出去吃午飯時，第一次聽到中文。我們

當時吃的是抻面，麵館員工說的是山東話，

我覺得很好聽。再後來，我看到中國文字，

感覺很神秘，尤其是書法寫得很漂亮，就迷

上了中文。當時有韓國同學稍微會講一些中

文，我就跟他們學習，學校有教漢字的課

程，我就去參加。

　　我也說不上來為何中文這麼吸引我。我

也學習過日文、法文、英文等其他語言，但

就是覺得中文最適合我。這可能是一種緣

分。

 　　中新社記者：您在近70歲時開設社交媒

體賬戶，用中文科普西方古典樂。您這樣做

的初衷是什麼？一路走來經歷了什麼？

　　施安迪：這一想法最初是由我女婿提出

的，他覺得如果德國的鋼琴老師在網絡上用

中文教西方音樂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其實很不喜歡碰電腦，那時對社交媒

體更是完全不瞭解，所以將想法變為現實並

不容易。後來是我的兒子幫忙做拍攝計劃，

而我祗負責內容講解，才一點點把影片做起

來。他為頻道運營投入了大量心力。

　　通過這些平台，我主要是想展現我對音

樂的興趣和瞭解。我的理念是我們接觸音

樂，但不必急于求成，要學會慢慢品味。

　　一開始我擔心，我的視頻在中國會不受

歡迎。後來通過後台留言我瞭解到，雖然文

化背景不同，但很多人支持和喜歡聽我的講

解，這令我特別高興和感動，也給了我很大

鼓勵。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決定一直堅持下

去，儘管做頻道很累，好像自己的生活被完

全佔據了。

　　一路走來，我感覺收穫很大。中西方雖

然文化背景差異大，也存在一些誤解，但藝

術或者說音樂為我們貼近彼此提供了機會。

這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文化。

 　　中新社記者：在視頻講解中，您常把

西方古典音樂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在您

看來，兩者有何相通之處？可否結合實例說

明？

　　施安迪：比如在講解德彪西的《月光

曲》時，我覺得這一曲目描寫大自然的成分

很多，就立刻想到李白的詩句「君不見，黃

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我覺得

中國詩詞非常美麗，有很多詩句意境和西方

古典音樂相通。

　　我接觸中國文化已快50年了，比如中國

的書籍、藝術品、書法、樂器等，都已成為

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通過闡明中

國文化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共同之處，消除

「陌生感」。

 　　中新社記者：在很多人認知中，古典音

樂常「曲高和寡」。那麼普通人瞭解古典音

樂有何特殊意義？新媒體為古典音樂普及提

供了怎樣的契機？

　　施安迪：我們所講的古典音樂大概是300

年前到100年前所作，那時候的生活很簡單，

也相對艱苦。古典音樂節奏上比較緩慢，就

好像是慰藉人們心靈的泉水。而現代社會講

究工作效率，這會讓人緊張，無暇思考，而

古典音樂可以讓人慢下來，慢慢感受自己內

心的世界，這對平日忙碌的生活是一種很好

的平衡。

　　新媒體為普及古典音樂提供了很大機

會。通過新媒體，可以時刻看到、聽到任何

人的觀點，也可以聽到郎朗、王羽佳等很棒

的鋼琴家演奏。不過，新媒體上充斥的訊息

量很大，節奏也快，大家還是要學會甄別，

不要急于求成。

 　　中新社記者：作為音樂教授，近年來學

習鋼琴的中國學生人數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中國學生與德國學生在鋼琴學習方面有何異

同？

　　施安迪：現在學習鋼琴在中國好像是一

種新的潮流。我們學校裡的中國學生很多，

而我自己教的學生中，中國學生比德國學生

多。中國學生來到我們這裡，我們分享西方

古典音樂，這是增進兩國文化理解的好機

會。

　　我覺得包括中國學生在內的亞洲學生有

個共同點，就是不習慣表達自己，而德國學

生從小比較強調自我的想法。對于鋼琴學習

者來說，善于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很重

要。

 　　中新社記者：您曾長期擔任德國青少年

鋼琴比賽的評審。應如何正確看待比賽在青

少年音樂學習教育方面發揮的作用？

　　施安迪：比賽還是很重要的，因為通過

比賽可以瞭解自己，也可以瞭解別人的彈奏

水平。我覺得年輕人之間的互動很重要，不

要僅局限于自己練習，也要多和別人交流學

習。

　　不過另一方面來講，音樂本身是一種生

命的享受，而比賽常會使人為拿到更好分

數，更加註重彈奏技巧，這有點違背音樂本

身的意義。我們要明白，音樂的重點還是內

容本身，技巧祗是幫助表現內容。所以從這

個意義上講，也不要太看重比賽。

 　　中新社記者：德國音樂教學有何特點？

中德兩國應如何各鑒所長，共同進步？

　　施安迪：在德國，學校裡一般不會強調

練習音樂達到的程度，更強調音樂的文化

性。音樂與歷史課一樣，都屬於副科，學生

可根據興趣愛好選擇是否學習，這也促使老

師努力把課程開得有趣。

　　如果個人想學一種樂器並達到很高的水

平，這一般都需要家長的支持。因為在德國

音樂課不便宜，國家對此支持也很少。

　　我們不太贊成孩子很小時就已專門學習

一樣東西，而是希望孩子們可廣泛接觸一些

興趣愛好，比如芭蕾、陶藝和各種樂器等，

大概十幾歲時才有專門學習的概念。

　　音樂對人類來說是尋找寧靜平衡的一種

很好的方式。以音樂為媒，我們可增進理

解，互相體諒。我去過中國好幾次了，很想

再去中國與學生們互動，為同學們演講、上

課，用中文談談西方的音樂。

2022年生態環境改善目標完成 持續改善難度加大
新華社北京5月29日電 生態環境部生

態環境監測司副司長蔣火華29日表示，2022
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保持改善態勢，年度
改善目標順利完成，但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
難度明顯加大。

他是在生態環境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
會上作出這一表示的。生態環境部當天發佈
了《2022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和《2022
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2022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
2022年，全國空氣質量穩中向好、地表水環

境質量持續向好。同時，管轄海域海水水
質、土壤環境狀況、城市聲環境質量、自然
生態狀況總體穩定。

《2022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
示，2022年，我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穩中趨
好。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總體保持改善趨勢，
優良（一、二類）水質面積比例為81.9%，同
比上升0.6個百分點；劣四類水質面積比例為
8.9%，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

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主任王菊英介
紹，局部近岸海域污染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