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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而生
尹文超

 比起平靜的湖面，我更愛洶湧澎湃的大

海，前浪推後浪，充滿生命力。在夕陽的映

照下，海面散發著粉紅色的光，在海岸交接

處，一層海浪正慢慢向前推進，倏忽一下子

騰空而起，像舞動少女的前滾翻，緊接著落

下，繼續向前，有時遇到礁石，便激起一片

白色的水花，向四處飛濺，隨後飄落。整個

海面彷彿在行進，猶如少女在熱情舞動，柔

美的晚霞給大海穿上美麗的衣裳，散發著無

盡活力，奔騰不息，湧動不止……充滿生命

力的大海，永遠在向前，向我們訴說著關於

浪花的故事。

這樣昂揚向上的張力，植物身上也很

常見。老屋西邊的院牆上爬滿了綠色的爬山

虎。每到夏天，爬山虎綠油油的身體就像上

緊的發條，從牆根開始爬，只要有點落腳的

地方，就奮不顧身地往上爬，每隻腳緊貼著

牆，高一點，再高一點，直至滿牆的綠色。

最令人驚喜的是，爬山虎的莖永遠向上延伸

著，永遠在尋找著下一個前方，沒有盡頭，

只有向上……爬山虎，這綠色的生命力一直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深處，每每我遇到困難的

時候，給我力量，教我調整方向，找到下一

個「綠色的落腳點」。

那片綠色中，有我的童年，也有奶奶

的神話傳說。小時候，我總會纏著奶奶給我

講鯉魚跳龍門的故事。在黃河，成群結隊的

鯉魚會逆流而上，到達龍門瀑布後，它們齊

集瀑下，無法前進，這時勇敢的小鯉魚們便

會騰空而起，用盡全力跳出水面，上一點，

上一點，努力跳到瀑布之上，紅紅的鯉魚成

群結隊地在空中跳躍，令人目不暇接，形成

壯觀的躍龍門圖。小鯉魚們相信，只要努力

跳，上一點，再上一點，就一定能夠到達龍

門，它們就會變化成龍。

動物尚且如此，我們又何懼歲月，哪怕

垂暮依然可以葆有生機。我曾看過這樣一檔

節目，一群滿頭銀髮的老人，激情昂揚地演

唱歌曲《少年》。他們的身體隨著節奏自由

的晃動，肆意演繹著他們的「少年意氣」。

雖說他們都已70多歲，但他們充滿活力，完

美地演繹了心中有火、眼裡有光的精彩生

命。每每回想起這個畫面，我的內心就會燃

起一股向上的力量，想像著將來70歲的自己

也像這樣的少年一樣，永遠奮進多美好啊。

聞聞海浪奔騰的氣息，看看爬山虎攀緣

的綠意，講講鯉魚飛躍的神奇，聽聽老一輩

演繹的少年。致敬這些向上的生命力，因為

向上，一切有了生機。

獨詣其是 
方有所成

高英
認識一女子，頭腦聰明，生性要強，

一心想做生意掙大錢。聽說做早餐成本

小，利潤高，於是拜師學藝，開了一家牛

肉麵館。麵館開張後生意不錯，只是人很

辛苦，每天早上四五點鐘就得起床去店裡

做準備工作，往往忙到中午還有客人前來

吃麵，等收拾好鍋碗瓢盆，打掃完店內衛

生，已經是下午兩三點了，還得籌備第二

天的用料。

堅持兩年後，她改做服裝生意。可是

由於缺少經驗，又沒有好的進貨渠道，服

裝生意甚是艱難，不僅沒賺到錢，還把開

麵館賺的錢也賠了進去。沒奈何，關門大

吉，外出打工，在一家美容院當學徒。兜

兜轉轉好多年，掙大錢的夢想也沒有變為

現實。

其實，假如她把麵館一直開下去，現

在肯定是另一番光景。

如今，不少所謂的勵志演講家喜歡

鼓勵年輕人勇於創新、敢於嘗試、善於求

變，我以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因為人的天賦不同，能力不同，他所

擅長的工作也不一樣。不能看到別人在某

個領域或新興行業創業成功，自己就盲目

跟風。

須知，某種工作適合張三，未必適合

李四。就如許多「網紅」，常常是曇花一

現，能夠屹立不倒的，畢竟是少數，這少

數便是經過大浪淘沙淘出來的「金子」。

我們在擇業時，必須要有清醒的自我認

知，要確定你自己是不是那塊「金子」。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

這「金剛鑽」就是你從事某種職業必不可

少的技能。假如你沒有，就不要為了追逐

潮流而貿然涉足那些陌生的領域。

這麼做並不是故步自封或抱殘守缺，

而是瞭解自己，認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然後專注做自己喜歡的擅長的事情，在自

己擅長的方面努力精進，而不是相反。

中國有個成語叫「揚長補短」，其

實還有另一個成語叫「揚長避短」。我認

為在幹事創業上，與其揚長補短，不如揚

長避短。要知道，人的有些「短」是很

難補齊的，即便使出吃奶的勁兒勉強補齊

了，你也不可能脫穎而出，超越別人。比

如一個樂感很差的人，就難以在音樂方面

有較大的造詣。既然如此，還不如避開短

處，竭力「揚長」，開創新局。你有理發

的手藝，就專心理發；你會做一碗好吃的

牛肉麵，你就賣牛肉麵好了；你精通計算

機，就不要去開挖掘機。千萬別為了所謂

的「求新求變求時髦」而荒廢了自己的手

藝，浪費了自己的獨到的才華和大好的年

華。

據說清代著名的散文家、桐城派散文

創始人方苞曾經想學詩，他把自己寫的詩

拿給當時著名的詩人、學者查慎行看。查

慎行說：「你的性情不像詩人，還是以古

文名世吧，把力氣合併在一起，或許能登

峰造極。」方苞聽從了查慎行的建議，果

然成為古文的一代宗師。

這正是古人所說的「同能不如獨詣」

的道理，與其拚命「補短」求得與人「同

能」，不如巧妙地避其所短，揚其所長，

做到「獨詣」，方可勝人一籌，有所成

就。

陽光是劑良藥
葉森嵐

閩南地區的冬天，陽光是溫情而柔軟的，像母親的手，帶

著煙火氣息和遠方的牽念，有點暖，有點甜，癢癢地勾著心，

讓人有一種本能的留戀。

進了臘月，閩南大地上的萬物仰起喜氣洋洋的臉龐，接受

著陽光的偏愛。陽光從薄的雲彩中灑落，穿過青瓦灰脊，翻越

低矮的紅磚牆，以成倍的熱情闖進院落、天井、大埕裡，宛如

一片片金光閃閃的水晶珠簾鋪展開，將冬日的寒意從密密匝匝

的竹匾中篩掃出去。

竹匾裡有的晾曬著臘肉、魷魚乾、蝦仁等年貨乾貨，有的

晾曬菜乾、蘿蔔條、蕃薯塊、菌菇木耳等青野之味，院子裡除

了竹匾，還有各式籐籃、粿印、蒸籠、簸籮等器皿一字排開，

連牆根處也掛滿了衣褥被套，或寬敞或窄小的大埕院落幾乎都

不留空隙，唯恐辜負了晴好的日頭。

母親還經常「曬冬米」，用井水把剛碾好的新米滌洗

乾淨，放在冬天的日頭下曝曬三天，然後收藏於陶罐中留做

藥用。倘若家裡有人生病了，母親便從陶罐裡抓取幾把「冬

米」，倒進砂鍋中加水熬煮，稍加冷卻便凝起一層細膩、粘

稠、形如膏狀的「米油」，清代醫學家王孟英在《隨息居飲食

譜》中記載「米油可代參湯」，一碗「米油」下肚，整個人彷

彿被米香和陽光浸泡著，通體舒暢、精神倍爽。

曬過的「冬米」有健胃祛濕、消食止瀉的作用，將「冬

米」、沙姜、陳皮一同放入無油的鐵鍋中翻炒至焦黃，取少量

以沸水沖泡出淡黃色的焦米湯，看起來寡淡實則清甜，是滿腹

酒肉之後最受歡迎的飲品。母親更花心思些，不論多冷的天

氣，她總是家裡面第一個起床的人，為我們熬煮好焦米粥，佐

以紅糖，讓那些爆開在碗底的焦米粒的香甜蜜意成為每一個年

節的好綵頭。

除黴菌、祛陳味、滋養生命，母親常說，陽光是劑良藥。

每日正午，母親幫我的奶奶洗頭洗澡後，會扶著她出來曬著暖

陽，自己在旁邊浣洗衣物，偶爾與奶奶搭話幾句，無非是睡得

可t好、吃得可適意之類的家常話，93歲的奶奶臉上總掛著孩童

般的笑，陽光流淌在笑容裡，皺紋彷彿熟透的麥子在黃土地上

閃亮著金色的光彩。她始終帶著一顆嚮往春天的心，在冬天的

陽光裡等待新的一年到來。

後來，我讀白居易的《負冬日》，開頭寫道：「杲杲冬日

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

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

俱。」我腦海中猛地浮現出暖橘色的陽光下，奶奶滿是得到了

回應和撫慰之後的愜意神態。

原來，陽光的治癒力是溫暖而長久的，當生命踮起腳尖靠

近太陽時，任何事物都擋不住她的陽光。我的母親，一位傳統

閩南主婦，用她對生活的熱情和愛的行動驗證了「陽光是劑良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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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清輝照古今——李清照

白舒臣，1983年出生于福建廈門，當
代茶人，喜史詩好文史。18歲開始陸續公開
發表作品于《散文詩世界》《菲律賓商報》
等。2022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茶席
美學清談》，被當代作家宓月譽為「用散文
詩般的語言撰寫的茶道之書、歷史之書、生
活之書、美學之書」。

1
泥土的氣息尚未在清晨的空氣中落盡，

殘花的馨香撲鼻而來，想必昨晚又是一夜的
雨疏風驟。日上三竿了，這幅姿容卻懶得打
扮。推開窗，推散一地的黃花四處飛揚，如
同我這近七十年的人生，滿目蒼莽。

悲歡看罷、歷盡榮辱，倒也輕鬆無垢。
只是遺憾，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日夜懷想的京
都汴梁，溫一宿那段還有他的時光。

幾十載的韶華匆匆過去，汴梁依舊，燈
前案上寫下的文字依舊，不知道是否有人留
意那文字裡「一枝春欲放」的花兒最終開放
沒有。

1084年，我呱呱落地。父親進士出身，
官位不低，母親名門之後，德才兼備。雖是
女兒身，卻幸得雙親愛惜，在辭藻非女子所
讀的年代坐擁堆積如山的典籍。

李家有女，才色無雙。
十六歲那年，母親攜我入京，一首《如

夢令》名動京城。借此，有幸登堂入室，與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成為忘年之
交，亦師亦友。

常常，沉醉不知歸路。
颯爽在千篇一律的拘謹面前，尤為稀

罕。

2
火樹銀花的那晚，他來了。
我十八歲，目光清澈如水，滿世界的陽

光明媚。
明誠長我三載，眉山目水，玉樹臨風。
遇我之前他只沉迷于金石收藏，見我之

後以「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為
夢，會意父親。

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家世又門當戶
對，我父親是禮部員外郎，明誠之父作吏部
侍郎，皆為朝廷高級官吏。

婚後，我們遠離阡陌紅塵，舉案齊眉。
每月的初一十五，大相國寺百物俱全。

明誠極愛碑文舊物，雖是學生之身，也必會
請假攜我前往。我們流連忘返于金石玩物之
鋪，常因所帶銀兩不夠，抵押身上的絲綢衣
物。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他懂我的
思念灼灼，我知他的鑿鑿心意。賭書潑茶，
吟詩作對，既是同舟共濟的伴侶，也是志同
道合的知己。

金尊倒，拼了盡燭，不管黃昏。
妖嬈艷態，妒風笑月的日子一去不返。

當靖康之變降臨，我孤身一人含淚轉身開始
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方覺曾經擁有的深情與
富貴是何其的彌足珍貴。

3
1127年，金兵鐵騎南下，踏破大宋河

山。
金戈鐵馬取代了昔日街巷的「焚香、點

茶、插花、掛畫」。
為中國歷史長河點燃文化藝術美學之巔

峰的文藝皇帝，宋徽宗及趙氏貴族一律淪為
女真族的階下囚。異族滅宋嗜殺成性，萬民
若蟻無處安身，更何況是滿室的藏物。

青州老家兵變，多年來的所藏之物盡付
劫灰。我一人捨了又捨整理了十五車，還有
十餘屋只好寄望來年。

此時，我四十五歲。
馬車一步我一回頭，心裡清楚已為俎上

之肉的王朝再難回到十五歲時「爭渡爭渡，
驚起一片鷗鷺」的舒眉展眼了。

風 塵 僕 僕 中 ， 我 耳 聞 目 染 了 金 人 的
血腥。「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
寒」，長恨此生非男兒，空有報國之志。

歷經數月，我一人終于抵達建康，相逢
明誠。

4
街坊間開始閒言碎語。身為書生的趙明

誠為個人安危半夜棄城而逃。
愛，戛然而止。
山河滿目瘡痍。無數凡夫不願屈服于異

族而于市井中受千刀萬剮，以死明志。我一
介女流都不甘苟且，奈何名門之後的知府大
人卻如此狼狽。

懦弱，無骨。
芥蒂于無形。
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

羽，不肯過江東。
此時，明誠就在身後。這詩傷了他，傷

了愛情。
但無妨。我是妻，也是大宋的子民，不

該懦弱。
第二年，明誠被召掌管湖州，官復原

職。很快傳來不祥音訊，「其病堪憂」。不
由地想起那日我們的分離，明誠欣長的身
影，欲言又止。

亂世讓人身心俱疲，這十幾車畢生心血
收藏的金石古器，在戰火中成了累贅。

我請他做主：「倘若真的有生命之危，
該如何是好？」

「先丟棄輜重，次衣被，再丟棄書冊卷
軸，再丟棄古玩，只有那些宗器，一定要隨
身攜帶，與之共存亡」。

誰曾想，此後的二十七年，我只為這個
承諾而活。

也未料到，這一別竟成了永訣。
這個唯一給過我燦爛的男人，從我的生

命裡退卻，僅四十八歲。

5
曾經與明誠愛不釋手的文物，在動盪不

安的日子成了難以承載的重負。
我一人帶著他生前收藏的金石作品，由

北向南，一路顛沛流離。舟車勞頓，月落烏
啼。

兩行淚落入剛點的茶湯，苦澀代替過
往，瘦了肝腸。

現在想來，興許是在安定的北宋享受了
太多的真誠與庇護，所以才會對虎豹橫行的
世道懷了幾分善意。

以為遇到了愛情。
張汝州趁虛而入，很快猙獰可怖。桃花

之齡的颯爽，還有一身難以洗滌的潔癖，如
一道光，在昏暗的日子裡破陳而出。

愛與憎，涇渭分明。告夫作弊。根據大
宋法律，必須入獄。

經親友們的營救，九天後出獄。從名門
貴族到身陷囹圄，從喪偶到離異，我經歷了
人生的悲劇。

豪情不減，只是意趣不在。
興盡晚回舟，一去不返。
   
時光在清明上河圖與狼煙蔓草間輾轉流

逝。無邊的絕望裡，回憶是唯一的餘溫。
醒後，重門需閉。
慼慼浮生，身邊除了幾本明誠生前珍愛

的殘缺不成冊的金石字畫，和這些零零散散
的往事，就什麼也沒有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

尾聲
不是每個人都有幸經歷文雅高貴，也不

是每個人都有幸剝落繁華，涉過滄桑。
這種對比，非等閒女子承受得起。
父親為我取名清照，寓意「明月松間

照，清泉石上流」。的確，在一眼望不到盡
頭的茫茫黑夜裡，始終陪伴我的還是這一輪
明月。

郎朗清輝中，明誠向我走來，眼裡還是
五十年前的柔情似水。

我，顧盼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