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出京剧尚派代表剧目《汉明

妃》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主演

“90 后”周美慧玉貌朱颜，娇娆妩

媚，唱念做打深得真传。开腔圆润

清亮，震惊四座，跑圆场如一叶飘

行，美轮美奂，扬鞭驭马敏捷轻灵，

一句别离汉宫时的念白拖腔，如银

镜炸裂一叹三咏，道不尽愁肠寸

断、离恨幽怨。

观演之余，不禁感慨，女子纵

有绝世美貌、天赐仪容也难能周

全，一样要和番定边

疆。本是淡扫青山、

素净娴雅的女子，出

得 深 闺 便 难 能 自

在 。 旧 时 女 子 婚 姻

大事不由自主，全凭

媒 妁 之 言 甚 至 指 腹

为婚，即便有情人终

成 眷 属 也 大 多 是 邪

端异类，不是花仙相

助、丽娘还魂得以圆

满春梦，就是白娘子

盗 取 仙 草 、水 漫 金

山，辛苦非常、难得

善 终 。 而 情 对 某 些

风流男子而言，不过

是一种点缀，或许一

时缱绻，“尔后绝不

复至”，女子则看作

生命全部，“去年今

日此门中”的姑娘，

竟 因 与 翩 翩 少 年 的

一 面 之 缘 而 恍 惚 若

失，竟至绝食而亡。

女 子 终 究 需 要

情 感 归 宿 、家 庭 归

宿，“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仍是很多本

已 自 食 其 力 女 子 的

共 识 。 白 娘 子 或 许

是“外貌协会”的创

立者之一，虽说是姻

缘前定，她也是在三

生 石 上 看 了 许 仙 的

相 貌 的 。 如 果 他 是

粗陋不堪，会怎样呢？恐怕未必会

以身相报了。

男人激进奋斗出人头地以至

获取财富，女人节食瘦身投其所好

不惜整容换面，归根结底，无一不

是被难填的欲望、死撑的虚荣所左

右。追求“高富帅”无可厚非，但也

要看自己是不是“白富美”。好在

我等凡人不必像白娘子那么麻烦，

姻缘都是自己相看缔结的，若是没

选好没看准，那是自己的事，怨不得

别人。茶有浓淡，缘有深浅，穿越千

山万水结为伉俪，不仅是缘也是天

意。爱情非一世浓稠如沸水翻腾，

年少花容时彼此眷恋不难，发摇齿

落时扶助相守不易。情感何尝不是

需饮的一杯水，若是温了、淡了，就

加点蜂蜜，或是一点盐。

当下，有些人心气太高，太需

要存在感，总是希望自己被关注被

重视。我们真的需要那些锦衣玉

食、万众瞩目吗？我们真的需要轰

轰烈烈、风风光光吗？珍馐美馔也

只能一日三餐，豪床贵榻也未必可

得甜睡酣眠。我们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付出，给亲人以关心和拥抱，

给陌生人以友善，给一朵花以微

笑，就是幸福快乐的好日子。平凡

女子自有平凡平实的好，素衣素

颜，无牵无碍，没有人前显贵、光芒

四射、前呼后拥，就不必曲终人散、

凄清寂寥、顾影自怜。

这世间有那么多的意外、无

奈、不完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

要尽力就好。生活中总有一些遗

憾，那又有什么呢？每个人都藏着

这样、那样的忧伤。如果生活欺骗

了你，对你太过苛刻，也不必悲观

失望，或许命运迫使你转个弯后，

会别有洞天、柳暗花明。“蛾眉绝世

不可寻，能使花羞在

上林”的昭君蛰伏冷

宫三载，当一个机缘

来 临 时 ，她 慷 慨 应

诏，终得流芳千古。

生 命 的 长 度 有

限，我们不用索求太

多 ，也 不 必 关 注 太

多。知道节制，肯于

付 出 ，懂 得 顺 势 而

为，大抵不会太差。

如 果 不 能 安 放 一 颗

心，无论身在高处或

低处都不会自在，只

有 心 安 才 是 归 处 。

岁月静好，是心有所

定。静能生慧，定能

成久。自己就是自己

的专属道场，无处不

是修行。有些事有些

人，有距离地欣赏就

好。我们只是天地间

的过客，不必急躁争

抢，该有的丢不了，不

该有的也抢不到。尽

可以随遇而安，从容

而不从众，随心而不

逐流。

生 活 就 是 柴 米

油盐、喜怒哀乐，该

经 历 的 一 样 也 少 不

了 。 经 过 了 凄 凄 冷

冷兜兜转转才明白，

我 们 想 要 的 不 过 是

一 个 暖 。 人 生 如 一

出戏，一旦开演，总得竭尽全力，碰

到登对默契的对手，自然花开锦绣

安详好合，就算搭戏不顺，也要倾

心尽力，总好过唱独角戏。人生只

有现世，来日并不方长，没有时间

纠结，花谢是季节的错，沮丧是自

己的错，花谢无妍，后会无期，理当

努力。更有一些东西就像天上的

星星一样恒久，比如敬畏，比如真

善，比如仁义礼信，如果我们能传

承这些恒久，自然人世无恙，月明

花好。

曾经瞻仰端坐于岷江、青衣

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的、七十一

米约二十四层楼高的乐山大佛。

我佛固然慈悲，也有无能为力落泪

之时。不忍看，不能看。因果结

缘，诚自心达，礼佛求佛，莫如求

己。岁月悠悠，江山依旧。石生青

苔，生命如流。好在，生命中还有

很多温暖的相逢，如花朵般生姿摇

曳、芳香四溢，令人沉醉。那艳丽

的花儿无一不是拼了全力，才有一

次唯美的绽放。

女儿一晚听戏竟然入迷，说：“一

招一式博大精深，道尽了婆娑的世

界，要在如梦的人生，认真寻找真实

的 幸 福 。”如

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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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沂 蒙 山 的 回 声
许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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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 河 边 的 胡 萝 卜
王晓霞

岁月如歌

灯下漫笔

画说王道 王 蒙 文 吉建芳 绘

“我来了，沂蒙山！”

“来了、来了、沂蒙山、山……”

面对着高高耸立、巍峨摩天的龟

蒙顶、望海楼，我站在半山腰的栈道

上，双手握成喇叭形，向着云天大声

呼喊。尽管嗓音并不高亢，但倾心尽

力吐出一腔情感，还是显得那样激越

嘹亮。随之而传来的大山回声，犹如

一波一波穿透时空的强音，久久回响

震荡在耳畔……

是的，我来了，亲爱的沂蒙山！

我又来了，红色的沂蒙山！

作为生活工作在齐鲁大地上的

山东老乡、一名有着十几年军旅生涯

的转业军人，我曾经不止一次来到革

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参观采访

学习。每一次都是那样让人目不暇

接，激情澎湃，犹如经历了一场激扬

圣洁的风雨洗礼，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前不久，我应邀参加了山东作

家 鲁 商 集 团 创 作 基 地 揭 牌 仪 式 暨

“硕秋天蒙作家行”活动，再次来到

了这令人魂牵梦萦、怦然心动的红

色圣地。

严格来讲本无沂蒙山，而是指泰

沂 山 脉 的 两 个 支 系 —— 沂 山 和 蒙

山。近代以来，此地的行政区划大致

归属临沂，包括沂南、沂水、费县、平

邑、莒南、蒙阴、兰山、罗庄等三区九

县。战争年代，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军民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区，曾被

称为华东的“小延安”，尤其蒙山脚下

还流淌着一条长长的沂河，于是人们

统称之为沂蒙山区，有时简称沂蒙或

沂蒙山，并且有了“八百里沂蒙”的形

容词。

沂蒙山也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古树参天，奇石林立，泉水奔涌，山花

烂漫，是国家森林公园、5A级风景区，

也是世界著名养生长寿之地。其核

心区域分属四个县：蒙阴、费县、沂

南、平邑。上世纪九十年代，临沂市

有关部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分别

取了四个“小名”，即平邑的龟蒙山、

蒙阴的云蒙山、费县的天蒙山、沂南

的彩蒙山，并发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旅

游事业，大有一番“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的意图。

“硕秋天蒙作家行”就是来到天

蒙山景区采风。它位于蒙山之阳，费

县境内，自然山水奇丽迷人，人文景

观底蕴深厚。玉柱峰直插云霄，望海

楼登高观海，玉皇顶、葫芦崖、齐鲁地

等等都有许多迷人的传说。最为激

动人心的是，这里拥有《沂蒙山小调》

诞生地、大众日报社旧址等众多红色

旅游景点。二○一一年十二月，山东

鲁商集团与费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

开发协议，建设一个综合型人文生态

旅游度假区。一期核心片区十四点

四平方公里，已建成开业。

相比而言，我更喜爱这里的红色

旅游风景线。这天上午，穿过缭绕的

漫山遍野的云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人走进了天蒙山，走进了烟雨迷蒙的

时光隧道。我们沿着崎岖坎坷的小路

逶迤前行，第一个景点就是当年创作

《沂 蒙 山 小 调》

的 白 石 屋 村 。

首入眼帘的是两块硕大的白色花岗岩

巨石，用红笔分别铭刻着两行大字，一

块上写：沂蒙山小调诞生地 袁成隆；

另一块写：深深怀念沂蒙山好地方 阮

若珊。袁成隆是抗战时期抗大一分校

文工团的团长，阮若珊是文工团团

员、歌词作者。

继续向上行走，在一片稍微宽阔

的地方，并排矗立着两座石碑：右边

石碑刻有《沂蒙山小调》的简谱，金

色的音符在黑底的衬托下，好像一

簇簇跳动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令人

心如潮涌，肃然起敬。左边石碑上

则 刻 印 着 抗 大 一 分 校 文 工 团 成 员

的名单，以及团长袁成隆的照片及

简介。在这里大家纷纷驻足，默默

沉思，仿佛又回到了那风云变幻的

年代……

蓦地，我发现那刻有文工团团员

的石碑上，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

字：刘知侠！哦，他曾是中国作家协

会 山 东 分 会 主 席 、《山 东 文 学》主

编。而参加此次“硕秋天蒙作家行”

的我，还有李掖平、刘玉栋，均先后

担任过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和《山东

文学》的主编，在此见到了老前辈，

我们感到分外亲切！尤其今年是刘

知侠先生的百年诞辰，更别有一番

怀念之情。

生于一九一八年的刘知侠，是河

南省汲县（现卫辉市）人，高小毕业后

到省立第十二中学习，阅读了许多进

步的文学书籍。一九三八年，他怀着

满腔热情奔赴陕北延安进入抗大学

习，因爱好文学写作，在边区报刊上

发表过作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抗大

一分校文工团工作。一九四○年左

右，随部队转战来到了沂蒙山区。他

本是学军事的干部，协助团长带好队

伍的同时，积极创作打鬼子斗汉奸的

文艺作品。

战争年代的文工团是特殊战线

上的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和乐

器，为根据地军民鼓舞斗志、凝聚力

量。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

根据地建立不久，日伪利用反动势力

黄沙会时常搞破坏。根据上级命令，

抗 大 一 分 校 参 加 了 清 除 汉 奸 的 战

役。文工团团长袁成隆要求创作一

支配合作战、正面宣传的歌曲。当

时他们驻地就在费县白石屋村，编

审股长李林和团员阮若珊坐在村头

大石头上，一个想词，一个参考当地

的花鼓调编曲，很快就写出了歌曲

《反对黄沙会》，这就是《沂蒙山小

调》的前身。

朴 实真诚的歌词，优美动听的

旋 律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

好……”一经传唱，立即引起了人们

强烈的共鸣，在战役打响前的政治攻

势阶段，出色地发挥了瓦解敌人、教

育群众的作用。后来随着形势发展

几经修订，成为一首讴歌家乡、人人

喜爱的经典民歌。虽说刘知侠没有

参与此歌的创作，可他作为朝夕相处

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战友，自然是最

早熟悉并吟唱这首歌的人员之一。

同时他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词

作者阮若珊和半个文工团——

“那是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胜

利结束后……”几十年过去了，阮若

珊深情地回忆道，“全团随校部到滨

海根据地休整，途中要经过台潍公

路，渡过沭河。这里是敌占区，必须

飞快地通过。我是近视眼，行军中眼

镜也摔碎了，因看不清路，和前边的

队伍失掉了联系，这可闯下了大祸。

因袁成隆主任带领的半个文工团走

远了，后边掉了队的有知侠、永淮带

的半个文工团和校部部分人员共百

余人。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知侠挺身

而出负起全队指挥的重任……在朝

阳升起的清晨，我们终于到达了根据

地！‘到家了！’觉得太阳是那样的温

暖，晴空是那样湛蓝，青青的麦苗是

那样的可爱！大家见面后亲热地庆

幸‘都还活着！’我内心深深地感激战

友们的友情。知侠受到大家的赞扬，

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好一个刘知侠！过去在我的印

象中，只知道他是一位炮火硝烟中走

来的著名作家。后来我向刘知侠的

夫人刘真骅老师说起此事，她动情地

告诉我，阮若珊专门写过一篇纪念

文章，并拿给我看。我这才知晓，原

来知侠先生还是一位临危不惧、智

勇双全的指挥员。在转战沂蒙山区

的征程上，他不仅协助袁成隆团长

带好队伍，并且采访积累了许多抗

击侵略者的素材，与沂蒙人民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写出了一篇篇动人心

弦的佳作。

除了家喻户晓的《铁道游击队》

之外，他还创作了专门描写沂蒙山斗

争的《红嫂》《沂蒙山的故事》等中短

篇小说。后来，《红嫂》被改编成现代

京剧《红云岗》、芭蕾舞剧《沂蒙颂》，

作品所提炼出来的“人民群众用乳汁

哺育子弟兵”的主题，生动形象，堪称

画龙点睛的精彩之笔。直到今天，人

们仍然尊敬地称呼拥军模范为“红

嫂”“红哥”。那首“蒙山高，沂水长”

的主题歌与《沂蒙山小调》一样，情深

意切，激越悠扬，深深震撼着人们的

心灵。

我是从军营走出来的转业军人，

又是一名从事多年编辑和写作的文

字工作者，再次来到沂蒙山，宛如故

地重游。踏着革命前辈的足迹漫步

天蒙山，蒙蒙细雨中似乎迎面遇到了

文工团的战士，心头涌来一阵阵热

流。当下文坛艺苑、舞台屏幕上流行

戏说、调侃，甚至是追捧“伪娘”“哈日

哈韩”，缺乏阳刚之气的正能量。我

觉得，这些人应该到天蒙山红色景点

来感受一下，大有益处，淬淬火，加加

钢，会挺起自己的脊梁。这里传承着

我们事业的红色基因，回荡着唤醒大

地的声声春雷。

“来，我们在这里合影留念吧！”

我招呼李掖平和刘玉栋，得到了热烈

响应。于是，我们三位当过《山东文

学》主编社长的人，站在刻有《沂蒙山

小调》和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名单的石

碑前，背靠着莽莽苍苍的天蒙山，留

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以此向已升入

星空的老前辈刘知侠、阮若珊、李林

和袁成隆以及当年所有的文艺战士

致敬！

此时雾更浓了，雨更密了，难道

是苍天有情泪眼蒙眬，在缅怀曾经的

峥嵘岁月，眷念逝去的前辈英灵？

我们依依不舍地拾阶而上，漫山

遍野层峦叠嶂，飘浮着一缕缕轻纱似

的云雾。依山而建的村落石屋和高

高的望海楼时隐时现，一丛丛尚未落

尽叶子的树木在寒秋中伸展着枝丫，

绿中透黄，层林尽染。而游人撑起的

一只只雨伞，红的、黄的、白的，点缀

其 间 宛 如 盛 开 在 雨 雾 中 的 花 朵 。

嗬！俨然一幅山清水碧沂蒙人家的

水彩画，令人心旷神怡。

倏忽间，清脆悠扬的歌声传来：“人

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

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

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啊，纯朴自然，声情并茂，“此曲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歌

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九霄云外，

飞到大山壁上再传回来，犹如天籁

之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工作人

员 告 诉 我 们 ，歌 唱 者 是《沂 蒙 山 小

调》的第三代传唱人宋守莲。一年

四季，暑往寒来，她时常穿着民俗服

装，站在农家院里原汁原味地演唱，

为天南海北的游客送上一腔浓浓的

乡音乡情。不久，我们将迎来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战争年代军民鱼

水深情和团结奋战的精神永远不能

忘怀。

一人唱众人和，我也跟着吟唱起

来。我情不自禁地站到山石上，张开

双臂，昂首挺胸引吭高歌。高高的山

峰，深深的峡谷，仿佛四面八方都是

满满的歌声、久久的眷恋和长长的情

思，那是沂蒙的精气神在回响、在传

承、在激荡。

除了日历，谁看到了时间的榫头

是朝内还是朝外？

日历是纸制的

它可以用来标新除旧，但仅此而已

希望改变的是否已经改变

有了改变的是否让人欢喜

我们的胡须有一天

在反复的刮剪中

发现了白的成分

心里咯噔一下

新的一年又来了，蓦然回首

旧的一年拖在脚后

与许多的旧年连绵在一起

形成回不去的时间之河

但到底是时间扔下了我们

还是我们扔下了时间

这是我们一生

所有问题中最无意义的问题

那就辞旧迎新吧

让高分贝的爆竹成为前行的动力

在所有的蔬菜中，有一种被称为

“良心”菜。它就是浑身是宝的胡萝

卜、白萝卜和红萝卜。

我的家乡，小滦河边萝卜营村的

胡萝卜，色泽鲜红，晶莹剔透，有时我

觉得像梵高的向日葵，释放着一种热

烈而充沛的生命力。

顶着几根茂盛的叶子，探出地面

为青色，长在地下为白色，水灵灵的

白萝卜，像等待检阅的士兵，静静地

伫立在土地上。霜降节气一过，霜水

一杀，萝卜天然的那股冲味就淡了，

甜味浓了，变得温和可口，拔萝卜的

时候就到了。

这时，庄稼已经基本收完，山野

里坦坦荡荡的，只有一些稀疏的野菊

花在风中摇晃。土地变得既坚硬又柔

软，踩在脚下高低不平。那从地里刚

刚挖出来、带着泥土清香的胡萝卜，被

扔进各种柳条筐里，仿佛露着鬼脸儿

玩闹的小孩子，横七竖八地挤在一

起。有着太阳般艳丽色彩的胡萝卜，

对长期使用电脑、手机一族，对他们疲

劳的视神经能起

到 一 种 按 摩 作

用，而且那微微苦、微微涩、微微甜，中

间芯子细小、脆甜可口的胡萝卜，有让

人立马想嚼上一根的冲动。

宋代刘子翚写过一首关于萝卜的

诗《园蔬十咏·萝卜》：“密壤深根蒂，风

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蒂染微

青。”那细长、坚硬、清脆的白萝卜，在

诗人的笔下，竟也有了几分仙气。

在齐白石老人的画中，也有白菜

萝卜。一幅写意白菜萝卜，俗得可

爱，充满了乡土气息和人间烟火味。

对于萝卜的溢美之词，当然莫过于汪

曾祺先生的一句“萝卜所惠于中国人

者亦大矣”。

在我的记忆中，萝卜从地里拉回

来以后，每家每户都放进地窖里，用

土埋起来。啥时候想吃，就扒拉几个

出来。萝卜又叫土人参，食之可以通

气，还可以解春困。立春这天家家都

要吃萝卜，可以是红萝卜、白萝卜或青

萝卜。因萝卜味道辛辣，取古人“咬得

草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菜部》

中记载：“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

萝卜，故名。”同时，他还一口气写下

萝卜的九个“可”：“可生可熟，可菹可

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

之最有益者。”说起来，萝卜真是又

入世、又善良的蔬菜啊。民间有不少

关于萝卜的谚语，比如“萝卜白菜保

平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

药方”“萝卜进城，药铺关门”“萝卜上

市，医生没事”“赛过人参安五脏，补

中益气壮阳元”。

如今胡萝卜、白萝卜、红萝卜还

有青萝卜，更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

肴。严寒冬日，大家围坐在一起涮火

锅，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炖萝卜，暖

胃更暖心。萝卜的清爽刚好化解了

羊肉的油腻感，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

清甜，美味又解馋。在京城有的饭店

餐前会上一盘生吃的沙窝萝卜，会养

生的人都好这一口。到了春天，很多

女人喜欢喝胡萝卜汁。一根胡萝卜

配上半个鲜橙子，榨一杯鲜果蔬汁，

既可改变纯胡萝卜入口时的口感，又

能对身体大有益处。萝卜除了富含

多种维生素以外，还蕴藏丰富的钙、

钾、铁等物质。胡萝卜素是保护眼

睛、皮肤及黏膜的一种良好蔬菜，还

有降压、强心、利尿、抗过敏、抗癌等

自然功效。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一种

是表达职场中，人们工作的专业性和

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表达对感情

的某种看法。如今的生活中，有人总

是心性浮躁，这山望着那山高，充满各

种贪婪的欲望，总觉得人家的萝卜比

自家的大，人家的坑比自家的好。有

首歌唱得好：“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

腿，花心心的脸庞红突突的嘴。小妹

妹和情哥哥一对对，刀压在脖子上也

不悔。情哥哥哎，真叫我心牵挂，撇东

撇西唯独你撇不下。”在情感泛滥、追

求物质，爱情已成奢侈品的今天，这首

歌中表达的对爱情的忠贞不贰及对情

感的珍视，不免令人感慨。

清代郑板桥有一副对联：“青菜

萝卜糙米饭，瓦壶井水菊花茶。”在物

质非常丰富的当下，要抵御各种口腹

之欲的诱惑，没有一定的自制力，还

真是很难做到。也只有如郑板桥这

样的文人雅士，自得其乐，满足于粗

茶淡饭的生活状态，而达到一种返璞

归真的境界。

时间的意义
陈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