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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蝴蝶与夏天
蝴蝶轻吻每一瓣花朵的芬芳
每一次振翅
都像是书写整个夏天的诗行
她用灵动的步伐
用生命的绚烂
展开一页一页关于季节的情书
紫薇花与梦
紫薇花，轻盈似一场夏日的梦
翩翩于枝头绽放
不与春日的花争艳
独守一份恬淡与悠然
沁人心脾的紫红
拂过七月的多情

七月夏事
□周丹

年度高考已经结束，莘莘学子已经手
捧高考录取通知书，奔向各大院校继续深
造了。这是他们一生的大事，他们心情自
然是无比喜悦的。那沉甸甸的高考录取通
知书，可是学子们用心血换来的。如果古
代科举考试也如同现如今的高考，当古人
金榜题名时，收到的古代“高考”录取通
知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其中学问
大着呢。

古代科举制始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
宋，兴盛于明，至清朝渐渐走向衰落。光绪
二十七年，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历经1300余
年。历代科举考试中，官府会向中榜者，下
达“录取通知书”，并由专门“报榜人”送
达，且有专门仪式。

唐朝开始出现了泥金帖子，它是我国最
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发展至唐中后期，
用来登科报喜的“通知书”变成了“金花
帖子”。直到宋朝，这种金花帖子一直沿
用，其制作方法更为复杂。这种帖子历史
学家认为，是最正式的科举录取通知书。
金花帖子要采用素绫为轴，再在素绫上贴
上金花。考生的名字以及名次，都要用洒
金粉的“黄花笺”书写。金花帖子的大小
尺寸皆有具体规定，须“阔三寸，长四寸
许”，由此足以看出这份古代录取通知书的
不同寻常。

唐中后期至宋代，金花帖子继续沿用，
到了南宋基本绝迹。南宋洪迈《容斋续笔·
科举恩数》：“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以
素绫为轴，贴以金花……相传已久，而世不
多见。”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又载：“国
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
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
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
时称金花帖子。”此文献对金花帖子记载较
为详尽。

明清时期科举录取通知书，从上至下统
称“捷报”“报帖”，民间称“喜报”。明·王
世贞《觚不觚录》：“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
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清代小说家吴
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收到的就是官
方差人送来的捷报。到了清代，出现刻板印
制的科举通知书了。

唐宋时期的金花帖子，除报学子考取的
功名外，还特别记载主考官。除了他们的头
衔，还有他们的详细资料，如生于哪年哪月
哪日，还有他们的祖父名字、父亲名字等。
主考官都要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明清
时捷报已有专用印版，录取通知书比较简
单，印好后填上被录取学子姓名、名次等
即可，但像三甲一类还是要书写上的。古
代录取通知书写好后，要加盖“录取专用
章”，谓之“过朱”。

在古代，送达录取通知书仪式较为隆
重。各级官府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
达学子家中。报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骑
上高头大马，高举彩旗、旌幌，带上唢
呐，一路吹吹打打，鸣炮奏乐，热闹非
凡。中秀才、举人或进士及第希望较大的
人家，会在煎熬中苦苦等待喜报的到来。
他们望眼欲穿，会有专人在门口等候。一
旦报喜人来了，即大呼小叫向主人禀报。
报喜可是个好差事，衙门公差争破头想干
这差事，碰到中傍的大户人家能赏些喜
钱，稍微穷点人家也能安排上一桌，赏些
酒喝。

最后细说一下古代科举，它是一种由低
到高、分级分类的功名考试，从早期二级
到后期三级、四级，可概括为地方与中央
两级。州试、乡试、童生试皆为地方考
试，当然也要发放录取通知书。一般在张
榜公布后，第一时间通知考生个人。通俗
地说，金花帖子属于“国家级”，类似于今
天国家重点高校通知书，“省市级”地方考
试有别样录取通知书。宋朝时，地方考试录
取通知书称“金花榜子”，此为解试录取通
知书。解试又称“州试”，是在州府进行
的。只有通过了州试，古代考生方有资格参
加更高级别考试，直至殿试。那么，何为

“金花榜子”？其实，是仿“金花帖子”制作
的录取通知书。

古代“高考”
录取通知书
□卜庆萍

住在富阳，转瞬间也有5年了。对于
这里的气温虽已适应，但像今年这样的高
温却不多见，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
这一整天的光景，差不多都变成了太阳的
殖民地。

在这长日如年之中，若没有蝉的鸣
叫，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夏天，蝉是夏天的
符号。“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白居
易这首描写早蝉的诗句提醒着人们夏季悄
然而至。一到热天，蝉就出世了。它们在
四周树枝上临风高唱着“知了！知了！”
的清歌，不绝于耳，仿佛在说：“好热
呀！好热呀！”

殊不知，它的发音却另有一个“发音
器”的，生在腹部第一节的地方，有两片

“鳞盖”，下面有两层薄膜，叫作“鼓
膜”。由强大的筋肉把它震动，就可以发
出声音来。另在旁面有一空囊，伸缩起
来，就有高低的声浪了。所以，天越热，
树上停着数不胜数的知了越兴奋，鸣声越
高亢，节奏此起彼伏，那叫声排山倒海灌
入耳朵，它们总是不分昼夜放肆地叫着，
生怕吵不到人们一样。每一只都不甘示
弱，“吱吱吱”欢快地叫着。

鹳山上的各种树木较多，绿树成荫，
树叶挨挨挤挤，重重叠叠，微风吹过，发
出“沙沙沙”的声音。在这些树的里面，
开始我只认得一种是梧桐，后来虽然逐渐
认识多了，但知道还有一些是认错了的。
梧桐树的树干长得七扭八歪，还生着一根
一根带豆似的东西，是否就是它的果实，我
也不知道。对于它没有孤干直上，亭亭如
盖，那雄伟高傲的气象曾产生疑问。当我

知道了梧桐是舶来品之后，确也减少了对
它的尊敬之意。

但是，那夏蝉，它仿佛是大同主义的
信徒，息在那里的，和息在别的国货的树
木的，叫得一样的热闹。

蝉的别名称为“知了”，它可以分
头、胸、腹三部，全身乌黑，有六足，眼
睛生在头顶上，有两个小小的触角。它的
身体很大，足很小，不便走路，翅膀也很
小，后翅更小，不能远飞。

蝉产子在树枝上，就变为幼虫，爬下
泥来，伏在泥里，吸食树根的汁液，在将
要变态的时候，再出土爬到树上，脱壳而
为成虫，我们就叫它“蝉”。幼虫在泥里
的时期，要经过两年，有的要六七年。
蝉的口器，我们看它好似没有的，但它
的口器却延长成吻状，能穿入树皮中，
吸收汁液，来维延它的生命，所以算是清
高的东西。

清高，在外国不知有否和这同样的字
面，但或者怕未必会有，至少在功利主义
发明了以后，是决不会有的了。但在中
国，却是一种传统的美德，虽然黄面皮
的人也和白面皮的人，一样的自命为万

物之灵，不屑与四足两翼，尤其是什么
孓虫为伍，但蝉蜕物外的境界却是人人心
中所望而不得者。比之以蝉，简直无异比
之以隐逸和神仙。其实餐风饮露无饥无渴
的自然的生活，羡慕是确也值得羡慕的，
然而所为难的，就在于人和蝉，不特形体
的大小，连机构上也有大大的分别。它能
以风露为粮，而我们则必须吞烟食火来维
持这血肉之躯，否则一日不食则饥，三日
不食则饿，七日不食则死，古往今来绝无
例外。

蝉是否因为喜欢人们说它清高而过着
绝食的生活，我可不知道，但它呐喊了几
声以后，终于枵腹而死，不会见到凉秋的
完结。它的生命这样的短促，也不能不说
是受了清高二字之累。现在的读书人毕竟
聪明得多，知道清高虽好，毕竟无补于生
命，而且他们也已看透一般捧场喝彩者用
意，不肯再上当。

“知了！知了！”在异样喧闹中，我的
心境却反而沉静下去了。但“知了”虽然
实行以绝食来表示它的清高，却也还是呐
喊了一生，发泄它的一肚子牢骚，而这似
乎也惹起人们的不快，我在春江第一楼的

窗口中，偶尔就能看得见一些人，持着一
根竹竿，竿头涂着些柏油，站在树下，循
着叫声看去，用竿头向树叶深处一按，就
有一只异色的小虫拖曳着一声最后的哀音
落下地来。

其实，粘知了是个技术活儿，特别是
粘高处的知了，得把竹竿拿稳了，越是靠
近知了时，手越不能抖动，轻微的抖动都
可以“打草惊蝉”。一只见势不妙飞走时
一声鸣叫，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号，接着
整个树干的知了像听到指令一样，不约而
同飞走，留你在那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

只有重新寻找目标，瞪大眼睛，紧
紧握住竹竿，屏住呼吸轻轻从背后偷
袭，竹竿的顶端就要靠近知了时要稍微
停顿一下，接着慢慢顺着树干把竹竿向
前移动，就要接近知了翅膀时，要毫不
犹豫干净利索地将竹竿向知了推去，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粘个知了猝不及
防。扑棱棱地扭动的身体和绝望的鸣叫
声，在树林里回荡。

蝉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重要生物。它无
论是生活在农田还是草丛抑或是树林中，
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和维护生态环境都有着
重要的作用。

紧挨着春江第一楼的古樟树，有着
30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树身足足要
两三个人才能环抱。每到夏天时，当蝉鸣
袭来，我仿佛听到了夏天的窃窃私语，她
和夏蝉通信，用一种天神的呓语，让大地
风调雨顺，让夏日百花盛开。而城里的老
居民总喜欢聚在樟树底下纳凉，他们边聊
边喝茶，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夏蝉声声
□谢华

李娟，一个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女作家。
最近，根据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

泰》 改编的 8 集电视剧热播，让观众、
读者近距离认识了她，认识了阿勒泰，
认识了新疆。其实，十几年前，李娟散
文就已经为很多读者所熟知。

在天山脚下，她第一次网络直播，
袒露自己的文学创作心路历程。瘦小的
个子，朴实简练的文字，虽坦陈“讨好
读者”的创作手法，但读者、观众更喜
欢她，而且让阿勒泰成为网红打卡地，
让很多网店的李娟图书很快售罄，处于
预售状态。

十几年前，我与李娟在新浪博客上
相遇，喜欢她的文字和她笔下的新疆生
活、自然风光，于是互相关注。那会
儿，我从书店买了她的《九篇雪》、《我
的阿勒泰》、“羊道三部曲”等，主动推
荐给家人、同事、朋友，主动送人，办
公室留了几本有我划重点的书，也被朋
友搜刮得一本不剩。爱书之人，遇到同
道张口，岂有不送之理？

特立独行的女作家

去年11月13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
会召开换届大会，从1万多名会员中遴
选 100 多位会员代表参加会员代表大
会，她当选为理事，她是 1/33。上午，
大会审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新一届理事会，
大都是程序性工作，跟她没说几句话。
下午，举办文著协服务版权产业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她是唯一的作家代表。她
发言时很谨慎，看得出，确实不是谦
虚。她讲述了遭遇的电商盗版之困。至
于她的版权怎么打理，谁是经纪人，怎
么维权、怎么做版权输出，我都没有追
问，因为她对委托同事问的几个问题回
答都很简单，似乎是“社恐”，我只是简
要介绍了我们的优势和成功经验，并明
确表示，要相信法治的力量，相信我们
的专业。新疆路途遥远，我们负责她的
往返机票和北京食宿，让单位小姑娘问
她，想去哪些地方，可以陪她在北京逛
逛，想见哪些朋友，可以帮助组织，或
者组织一个小范围媒体见面会，都被她
婉言谢绝了，她表示更想一个人随性地
走走。这是我们博客交往已久后迄今为
止的唯一一次见面。

我猜想，她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
心境在京城游走，不想被打扰、被安
排。我尊重她，便不再提任何建议，也
不私信她。与朋友谈起李娟，我脑海里
始终都浮现这样的形象：瘦小的身材，
背着双肩背包，逛故宫、游后海，爬长
城、品北京烤鸭……这次实际她去了哪

里，我也不去追问。
谁能想到，这么个瘦小的身材，竟

能创作出感动无数人的散文？
2018年，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指

导下，我们开始酝酿新一届理事会人
选。她一直是我们理事会候选人名单中
雷打不动的那几个人。毋庸讳言，邀请
她和刘亮程老师进入 33 个作家、翻译
家、剧作家、专家学者组成的文著协第
三届理事会，是我们的荣幸。要知道，
有的省只有一人入选，有的省是“光头
儿”，新疆才只有两个人：刘亮程和李
娟，而且刘亮程还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新疆作协主席 （筹备换届时刘
老师是副主席）。

散文界的独特存在

我看了她的很多散文，默默笃定，
她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年轻作家，尤
其是女作家群体。她是1979年生人，因
为不适应大学，或者不舍得离开母亲一
个人跟哈萨克族游牧生活，主动放弃了
大学，一起过起了游牧生活，这多少有
点另类，或不太让人理解。

“人民艺术家”王蒙将 16 年的新疆
生活浓缩在《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
奖，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畅
销10余年，2023年因《本巴》获得茅盾文
学奖。还有很多援疆干部、游客、当地人，
写过新疆，拍过新疆，画过新疆，还有
新疆天山南北的网红文旅局长……

很多游客自驾游、骑行、自由行，
摄影、拍摄短视频、作画、直播带货，
多角度、多形式呈现大美新疆，给人带
来不同的美的享受。

我一直以为，文字的穿透力、影响
力、震撼力最持久。

李娟的散文是文学界、散文界的独
特存在。

十几年，她一直都在通过自己的文字

来观察、思考、记录、描绘自己和周围的生
活轨迹、生活场景。我能感到，这流畅的
文字背后，自然有很多艰辛：到底是追随
水草游牧好，还是定居草原一隅好？什么
是阿尔泰？她很不容易，她的内心比较强
大，而且她没有因为后来散文发表出版和
改编演绎给她带来的名气名声，而对生
活、对工作有太大的改变。

十几年，很多场合介绍过她，她接
受媒体采访访谈不多，陆续有一些出版
单位、文化公司策划汇编类图书选她的
作品，联系我们拿她的授权。最初，她
是反对汇编这种方式的，至少是不情愿
的样子。我在她给我们文著协回复的邮
件里发现的，就让同事跟她解释，什么
是汇编权，每篇散文都是独立的一个故
事，一篇散文入选，不影响她的一本书
发行，而且很多读者因为从一本汇编作
品读到了她的美文，喜欢了，进而可能
要买她的整本书来阅读才过瘾，对已出
版的图书不会产生替代作用和消极影
响，而且单篇文章入选多个选本、多本
汇编图书，会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她的美
文，更多的出版机构会了解她，这种接
力式的传播，会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作
家，增加对作家的曝光度。这个解释过
程不是一天两天，一两封邮件能说服她
的。毕淑敏最初也是这样的作家。现
在，她们都和文著协顺畅沟通，及时回
复我们的约稿函、入选通知。很多作家
很通情达理，认可我们主动征求意见和
集体授权的做法，对我们充分信任。

阳光是阅读的标配

李娟是个很小心的人，不善言辞，个
子不高，但文字很优美，很流畅，很真实，
很感人。我每次读她的散文，都愿意坐在
有阳光的上午，在窗边，思绪随着她的
优美文字游动——那时，四口人加保姆
住在建筑面积仅仅69平方米的两居室，
西北朝向，紧临大马路，根本不朝阳。
下午才有阳光，而且是夕阳，但下午还
要上班呀！只有周末才能在家里感受阳
光，但大都要带娃出去玩耍或在厨房做
火头军，为家人展示蹩脚的厨艺。

早晨还没起床，阳光就从房顶或阳
台，洒落进屋。沐浴在阳光里，早餐，
读书，那是多么美好的早晨！印象中，
20多年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杭
州西湖边上的酒店，遇到过这样的房
间，那种美好、那种幸福，难以忘怀。
是的，与家人在一起，只要有阳光，房
子不需要太大。

她的优美文字，配上明媚的阳光，
才能体会到她的文字之美。

在北京生活接近 30 年，去新疆出差
总共也只有 3 次，每次也就是两三天，
根本没有时间追寻李娟的文字去游历感
悟大美新疆，只能从她的文字去想象，
去做梦。这个梦，因为李娟的文字，很
阳光，很放松，很美好。每每手抚李娟
的书，或想起李娟的文字，广阔的大草
原，和煦的阳光，金黄的草地，成群的
牛羊，欢快而自然地追随水草迁徙，有
时空气清新，有时弥漫着青草味儿、牛
羊粪的味道。李娟和母亲，还有哈萨克
族牧民，一幅恬静祥和的生活画面，一
幅美好的油画，伴着大自然的声音，多
么令人神往！

让我们更加爱上多姿多彩的祖国

李娟在用自己的叙事方式，认真、
用力地描写自己的生活，观察、思考所
见所闻，新疆，汉族，哈萨克，游牧生
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劳作。通过写
作，她也在改变自己，改变对生活、对
周围的认识和看法。任何大自然的美
景，都因为生活其中的人而美丽。人和
自然的交融，构成了美丽的生活画卷。

她在网络直播时说，她在写作时，
是在努力“讨好”读者，而实际自己的
境况与文字有很大差异。哪个作家不是
呢？每每看到这些朴实的文字，我都深
深陷入文字的意境之中。李娟说，她写
作，是想安抚自己。刘亮程老师说，李
娟的文字会笑。我认为，李娟就是邻居
家可爱懂事的小妹妹，她的文字如逶迤
的山间小溪，清澈见底，汩汩流淌，让
人很享受，很有幸福感。或许，这就是
作家所希望的共情吧。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可能是很多国
人的梦想。如果眼前你没有时间、没有
精力去新疆，那么可以随着李娟的文
字，来一场梦游新疆。

这个梦，可能会很遥远，但一定会
非常美好。阿勒泰的那边是俄罗斯，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也有哈萨克族。我常
常幻想，如果把李娟散文版权卖到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卖到海外很多国家，
外国人也一定会喜欢李娟散文，也一定
会爱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是的，她的《冬牧场》《遥远的向
日葵地》 已经在美国出版，我的俄罗
斯朋友、塞尔维亚朋友对她的散文也
很感兴趣。

感 谢 李 娟 ， 让 我 们 逐 渐 认 识 新
疆，爱上新疆，更加热爱我们多姿多彩
的祖国。

（作者单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跟着李娟去追梦
□张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