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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出差蜀南，工作间隙到宜宾博物院
参观，幸见正在举办的“一滴水可以见
太阳——苏东坡、黄庭坚名碑名拓展”
（以下简称“苏黄名碑名拓展”），得以在
翰墨书香中追寻古人的足迹，品味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在华夏文明的璀璨长河中，苏东坡与
黄庭坚宛如两颗耀眼的星辰，以其笔底生
花的文学才华、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肝
胆相照的一生情谊，照亮了千年的历史
时空。苏黄年龄相仿，兴趣相投，交往
之久，情感之浓，友谊之纯，古往今来
都是少见的。后人总喜欢把他们相提并
论：他们诗词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
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并称“苏黄”；
他们书法独具一格，与米芾、蔡襄合称

“宋四家”；当然，黄庭坚还是苏东坡的学
生，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
学士”。

当苏东坡第一次看到黄庭坚的文章，
称其文如“精金美玉”，称其人“超逸绝
尘，独立万物之表”，直接给黄庭坚贴上

“非今世之人”的标签，发自内心地对后
学充满期望。黄庭坚回忆初见苏东坡时，
则是“故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
得备使令于前后”。这感觉，像极了今天
的粉丝遇见偶像的欢欣与忐忑。

苏黄都曾因政治斗争而遭受排挤，被
贬至边远地区。这种相似的遭遇，使得他
们在艰难时期互相支持，共同度过政治和
心灵上的危机。这样的际遇，也更加深了
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通过书信保持联
系，互相赠诗表达情谊，给予对方鼓励，
这些诗作和书信至今仍被传颂。他们的友
谊不仅基于共同的兴趣和相似的经历，还
建立在深深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之上。

苏黄有着几十年的文学与书法上的交
流，不仅彼此影响很深，对后世更是有
着深远的影响。苏东坡的豪放和直率在
黄庭坚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而黄庭坚的
细腻和深思也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留下痕
迹。特别是在书法上，苏黄虽然惺惺相
惜，但也会直言不讳。苏东坡对黄庭坚
说，“你的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
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也不示弱，回击
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
亦甚似石压蛤蟆。”也就是黄庭坚有这样
的胆魄，敢把老师的书法比成扁肥的

“石压蛤蟆体”！
“苏黄名碑名拓展”上，总共展出苏

东坡与黄庭坚珍贵拓本100多件。这些拓
本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凝聚着艺术的精
华，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文学精
神的传承。透过这些拓本仿佛能穿越时
空，与两位大师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感
受他们的喜怒与哀乐，领略他们的智慧与
才情。

苏东坡在世时，其书迹即多被镌刻入
石，但因宋代元祐党争，手迹遭大量毁
损，致其碑刻存世不多。据不完全统计，
现存苏东坡书迹的刻帖70余种，而存世
的刻有苏东坡书迹的原石只有 10 余种，
这其中尤以 《罗池庙诗碑》《表忠观碑》

《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等著名的楷书
“四大名碑”最为珍贵。在“苏黄名碑名
拓展”上，笔者有幸见到了 《罗池庙诗

碑》和《表忠观碑》的拓本。
《罗池庙诗碑》全称《罗池庙迎享送

神诗碑》，位于广西柳州市的柳侯祠内，
因集“柳事、韩文、苏书”于一体——碑
文载柳宗元在岭南事迹，诗文为韩愈纪念
柳宗元所作，书法出自苏东坡盛年之手，
被历代文人称为“三绝碑”。因其首句

“荔子丹兮蕉黄”，该碑又称 《荔子碑》。
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柳州为追
慕其政绩，在当地罗池旁建罗池庙（即今
柳侯祠）。第二年春，韩愈闻讯后撰写

《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以悼念亡友，碑文
末尾附作《迎享送神诗》。若干年后，苏
东坡南下广东途经湖南时，选《迎享送神
诗》 以楷书书写。南宋嘉定十年 （1217
年），人们将苏东坡之作刻碑于罗池庙，
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

《表忠观碑》 是苏东坡“四大名碑”
之首，刻成于北宋元丰元年 （1078 年）
八月，现存于杭州钱王祠。《表忠观碑》
系苏东坡43岁时撰并书，此时正值东坡
壮年，不仅文词脍炙人口，书法也精妙非
常。碑文并载于 《东坡文集》 和 《宋文
鉴》。《表忠观碑》刀法娴熟浑厚，充分表
现东坡似绵裹铁，内刚外柔的书法风格，
是苏东坡留存下来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原碑笔法操纵娴熟，方整俊伟，也间以圆
笔宛温，如其竖钩颇有特点，将“我”

“相”等字取其方，“承”“行”字又取其
圆、多用三分之笔，显其丰腴，且每笔均
不为虚锋，实笔书碑一丝不苟。结体峻拔
右角，如“承”“行”“之”等等均右角耸
竦，在方整中得气韵生动。

《表忠观碑》命运多舛。由于历史变
迁，宋刻版《表忠观碑》一度消失，清乾

隆年间发现过第一石、第四石两块，共四
面，但都仅存上半截。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年），金石学家陈锡均在府学 （今
临安孔庙） 断墙下发现第二石的碎石 10
块，全部移到钱王祠保存，可惜后来又不
见其踪。直到2020年6月，杭州钱王祠进
行维修，期间在西南碑亭附近开挖排水沟
时发现了4块残石。

此外，在“苏黄名碑名拓展”上，还
见到了宋刻《滕县公堂记》《司马温公神
道碑》《雪浪斋石盆铭》《齐州长清真相院
舍利塔铭》《乳母任氏墓志铭》《陶诗饮
酒》等，这些名碑拓本都是东坡书法和碑
刻中的上乘之作，而且都散发着他重情重
义、尊老携幼的人性光辉。

相比于苏东坡，在北宋的朋党之争
中，黄庭坚只是一个“从犯”，当时的朝
廷对他的处罚也要轻一些。另外，北宋
的皇帝很是欣赏他的书法，比如宋太宗
赵光义为澄清吏治，要求在各级署衙均
设立戒石坊，并亲自从后蜀后主孟昶

《颁箴令》中挑选了“尔俸尔禄，民膏民
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箴言，
由黄庭坚书写，命令各州县长吏刻在戒石
坊上，目前，在河南密县古衙等处还能见
到这样的书刻。所以，相比之下，黄庭坚
的碑刻存世要多一些。在“苏黄名碑名拓
展”上，见到了过去很难见到的一些黄庭
坚书迹的珍贵拓本，其中多幅与展览举办
地宜宾相关。

一幅是《苦笋赋》拓本。宜宾古称戎
州，黄庭坚谪居戎州期间，创作诗、词、
文等近百篇，对戎州的风物、名胜多有吟
咏。宜宾因生态环境优越而盛产各种竹
类，蜀南竹海就是一张响当当的竹生态旅

游名片。宜宾竹的种类不计其数，其中，
苦笋也主要生长在这里。初生于土中，其
味清香而微甜，出土拔节则苦，故民间有
甜竹笋之称。爱酒的黄庭坚，也酷爱宜宾
的苦笋，写有 《苦笋赋》 一文。《苦笋
赋》全文浅明如话而有深意，借咏苦笋虽
苦食之却能“开道”之事，阐发了忠言虽
然逆耳却可以“活国”之理。

最吸引我的还是两幅 《青衣江题名
卷》拓本。一幅拓自国家博物馆珍藏且很
少对外展出的《青衣江题名卷》；一幅拓
自宜宾流杯池，系后人仿黄庭坚《青衣江
题名卷》 所刻。《青衣江题名卷》 亦称

《明瓒诗后题卷》《戎州帖》《牛口庄题名
卷》，是黄庭坚在戎州所书的巅峰之作。
自宋以来，流传有序，备受珍视。千年
间，经元代赵孟頫，明代项元汴，民国张
弧、方若等无数名家之手，又得清末民初
大学者罗振玉题跋，声名显赫。《青衣江
题名卷》 虽仅 50 字，却横跨 10 米长卷，
单字约有 18 厘米，系黄庭坚 56 岁时所
书。用笔爽利果断，字体精气十足，充满
张力，笔法丰富，提按转折之清晰，犹如
刀斧之工。同时，又不失柔和之感，字体
充满韧性，刚柔相济，和谐自然，章法布
局大方得体。在这里，丝毫没有流露出被
贬戎州的失落颓废，反而展现出顺应自
然、随遇而安、轻松闲适的生活情趣，可
见谪居戎州的黄庭坚达到了超然物外的精
神境界。

苏东坡、黄庭坚都曾流寓戎州，他们
在此创作的诸多诗作和留下的故事传
说，如同文学之甘霖与人文之雨露，润
泽着这片深厚的土地，成为宜宾历史文
化光辉璀璨的一个篇章。除了 《苦笋
赋》，举办方还精选了多幅来自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宜宾流杯池的石刻
拓片。流杯池是苏黄曾经饮酒吟诗的地
方，这里的石刻题记字体有楷书、行
书、草书、隶书等，都是北宋及之后历
代文人墨客的珍贵作品，其中还有一幅
后世文人仿黄庭坚字体刻下的 《赤壁怀
古》。史称 《荔子碑》 为“三绝碑”，这
幅苏词黄书的《赤壁怀古》，又何尝不是
一幅“双绝刻”！

黄庭坚曾有“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
夜雨十年灯”的诗句表达对挚友黄几复的
怀念，这句诗用来形容他和苏东坡一生的
交往，也是极贴切的。他们的感情有如浓
烈的酒，烈度十足，十分上头；他们之间
的关心、照拂又如夜晚的灯，彼此照亮前
行的路。只是可惜，在苏黄之间，“桃李
春风一杯酒”的快乐时光是短暂的，前后
只有三五年之久；而“江湖夜雨十年灯”
的痛苦岁月是绵长的，他们人生的大半时
光都是奔波在江湖夜雨中。

苏黄的交情，因为没有刻意，所以自
然；因为不问利弊，所以不生怨恨；因为
各有天地，所以亦不惧分离。就像黄庭坚
的诗句所言：“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
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我们
今日读苏黄，不只要去仰慕其卓越的才
华，更要去品味诗篇书画之下的纯粹和那
种文人士大夫之间真正的志同道合，既不
会在顺境时邀功攀附，更不会在逆境时落
井下石。

唐宋碑题文字古 苏黄翰墨藓苔苍
——观“苏东坡、黄庭坚名碑名拓展”有感
□黄卫来 文/摄

应朋友之邀前往其家做客。说来也
合，刚刚落座，外面便狂风大作起来，天
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有“山雨欲
来风满楼”的磅礴气势。

朋友感慨道：“今年太干旱，还落雨
呢！这次肯定要……”朋友那个“下”字
尚未出口，大雨已如瓢泼般从天而降。不
一会儿，地面上的积水便如泄洪一般向村
边水湾涌去。

雨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风势渐
缓，雨也变小了，偶尔还有几声轰隆隆的
雷声伴随着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从远处传
来。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此时朋友才想起
去开灯，没想到灯未亮。朋友说，可能是
因下大雨村里停电了。在乡村，这是常有
的事，要么是变压器自动跳闸，要么是为
确保安全村里电工断掉了。

正当我想询问何时来电时，朋友一转
身从客厅一个角落取出一盏老式带玻璃罩
的煤油灯。这是一盏商店里出售的成品煤
油灯，灯身与灯罩都是玻璃的，安放灯罩
座是铁质的，中间有一开口，灯芯便从那
里伸出，为便于调节灯芯上下，旁边还安
装了一个小巧的旋钮。朋友说，他家有
许多这样的老式泡子灯，是他从全国各
地的乡村收集而来。我这才想起，朋友
所在的乡镇，好多村里有不少人从事古
旧家具的收售生意，如今他们收集的品
种越来越多，但凡家中不用的老物件，

他们都会收集。说话间，朋友点燃油
灯，拧了一下旁边的旋钮，昏黄的灯光便
亮了起来，灯罩里跳动的灯芯，瞬间将我
的记忆拉回到童年。

我的家乡位于北方的一个小镇。20
世纪80年代初期，村子里尚未通电，夜
晚四处漆黑一片，伸手难见五指。在乡村
之中，人们一到晚上便早早睡下。有小孩
的人家，孩子怕黑，一到天黑便哭闹着不
肯入睡，大人们只好点着油灯，一边做针
线活，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唱民谣。记
得那时有一首颇为流行的儿歌：“小老
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
抱下来，奶奶抱不动，叽里咕噜滚下
来！……”，还有“噢，噢，睡觉觉，猫
来了狗来了，吓得孩子睡着了，猫走了，
狗走了，孩子不睡又醒了”。如此反复几
次，唱着唱着孩子便睡下了，如果没有什
么大事，大人们也会跟着熄灯睡下。

我家姊妹多，生活艰难困苦，家中唯
一一盏油灯平时舍不得用，只有母亲做针
线活时才会用得久一些。那个时候村里孩
子很多，几乎村村都有小学，一般是从一
年级到三年级混班。我小学一至三年级是
在自己村，课业量不大，只有语文和算术
两门课程，我大都是在课堂上完成作业，
放学回家还要下地帮家里做些农活。到了
小学四年级，我去了邻村一个小学读书，
学校要求晚上上自习，但学校也没有电，

学生们便自带煤油灯。家庭条件好的用上
了蜡烛，也有的买了成品油灯，或使用的
是带琉璃罩的泡子灯，大多数学生则是自
己制作油灯。

我家买不起油灯，虽说那时的煤油仅
二三角钱一斤，我家却也用不起。为不耽
误学业，我找来一个玻璃墨水瓶和从自行
车胎上拆下来的废旧气门嘴做了一盏油
灯，用几条棉线拧在一起做成灯芯。为保
持灯光亮度，燃烧中的灯芯需要修剪，因
为燃烧时间长了，灯芯顶端会被烧得焦
化，不修剪灯火苗就会变暗甚至熄灭。修
剪灯芯也有一定学问，可以把灯芯剪成箭
头形，也可修剪成半圆形、一字形等等，
灯芯形状不同，亮度也会有所差异。灯芯
除去剪，还要挑，用一根针或细细的铁丝
在灯芯上拨弄几下即可。挑灯芯时，看到
火苗突突地跳动几下，几个小火花从灯芯
跳出，灯光便由暗变亮了。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离家四华里的
一个乡村联合中学。晚上上自习课，我依
然用着那盏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那盏油
灯陪伴我度过了三年的初中求学生涯。就
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村里通上了电，学校
的教室里也安装了电灯。读高中时，教室
里用的是长长的荧光灯管，亮如白昼。回
到家，一拉电闸，全屋皆亮。我和妹妹们
再也不用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了。相比电
灯，虽然那盏油灯的光较为微弱，但与当

时的暗夜相比，那光是我学习的动力源
泉，是母亲对我成长的鼓励，是老师对我
学习的期盼，更是社会对我的期望。那微
弱的灯光照亮了我的前程，也点亮了我心
中的梦想。

煤油灯下学习的时光已经过去四十多
年，我和姐姐妹妹们都走出了乡村，进入
了城市，努力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城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仅实现了小时候常说的“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的生活，各式各样的彩电、冰箱、
空调、电脑等智能化家用电器也走进了寻
常百姓家。自从乡村通上电以后，各种灯
具也在不断变化，从碘钨灯到日光灯，再从
日光灯到节能灯，电灯已成为人们工作和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光源。特别是近年来
国家推广使用的 LED 节能灯具，已被广
泛应用于城市亮化、景观照明和家庭装饰
等各个领域。逢年过节之时，城乡实施亮
化工程，各式各样的彩灯挂满了街道两旁
的绿化树和绿化带，从城市到乡村的道路
上皆是灯火通明，再也不是伸手不见五指
的黑夜，而是灯火辉煌的不夜天。

如今，人们已不再使用油灯，那一切
皆已成为历史，但油灯陪伴我成长的那段
时光却是我漫漫人生的起点，是实现我人
生梦想的开端。那盏油灯连同那段难忘的
时光已被封存进我的记忆深处。

（作者为山东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照亮前路的油灯
□李树坤

人生如旷野，
迷茫中找寻，
心灵的归宿。
风沙掠过，
在这无垠陌生之地，
我将追寻真理。
沉思于黄昏，
思绪如飞鸟，
追逐着梦想，
穿越时光的隧道。
曾经的一言一笑，
已刻成痕迹，
融入自己生命的轨道。
人生是旷野，
充满了挑战，
每一步都是考验，
每一刻都是奋斗。
在这茫茫荒原，
我将燃起希望，
用勇气和坚持，
驱散黑暗的阴霾。
时光匆匆，
岁月如梭，
我在旷野中行走，
寻找生命的真谛。
虽然路途艰辛，
但我毫不畏惧。
人生是旷野，
需要勇敢的心，
面对困难和挫折，
不轻易放弃。
在这广袤的荒原，
我将开拓前行，
用智慧和勇气，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人生是旷野
□雍小琳

冬日严寒，却也要诗意过冬……
过冬，需要美食。天冷了，就想喝各种

各样热气腾腾的汤。揭开锅盖，热气和香气
弥漫。自然，吃火锅是最好的。锅一直开
着，可以涮各种好吃的食材，锅里“咕嘟咕
嘟”地冒着泡儿，吃起来自然是格外幸福。

肖复兴说：“朔风呼啸或者大雪纷纷的
胡同里，听见他们脆生生的吆喝声，就知道
脆生生的萝卜来了。那是北京冬天里温暖而
清亮的声音，卖心里美、卖卫青儿嘞！和北
风的呼啸声变成混声二重唱。”冬天里有独
有的美食。冬天必吃烤红薯。红薯一旦进入
烤红薯的大炉子，就仿佛被激发了无限的潜
能，香气四溢，能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温暖
的烟火气息。

冬天，猫冬也幸福。冬天里宜藏，我喜
欢在最寒冷的时节，把自己藏在小院子里。
此时，即使窗外大雪飘飞，雪厚三尺而封门，
那又有什么关系。没有着急的事儿去干，喜
欢在这静谧的日子里，慢慢读书，读苏东坡的
豁达洒脱，读老舍笔下的济南冬天，读汪曾祺
那些活灵活现的文字，读那一本本令人流泪
的小说。冬天，我们也要如天地般安安静静，
去感受书中丰富的世界。冬天亦可以读诗。
冬天里，你更能体会到古人诗词中的绝妙。
那是“吴中霜雪晚，初冬正佳时”的晴冬，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辽远，是“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期待。

冬天，喜欢读老舍先生的文字：“一个
老城，有山有水，全是天底下晒着阳光，暖
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
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真的，济南的人
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

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我们就可
以晒太阳，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子移到哪
里。木心说：“晴美的冬日，最好是上午，
是自己把棉被抱来，搭在竹竿上，最好是夕
照未尽，自己把棉被拍打一番便抱进去，入
睡之际，有好闻的气味无以名之，或可名之
为太阳香。”冬天，负暄闲坐也是幸福的。
因为寒冷，冬天的蓝天和阳光就是最宝贵
的。一夜风雪过后，天湛蓝如洗，显得十分
辽远，而一株株树就是蓝天下最张扬的舞
者。冬日里的阳光，是最让人喜欢的。负暄
是古人的说法，其实就是晒太阳。冬日的午
后，坐在有阳光的院子里，你的后背被阳光
晒得暖洋洋的。阳光似乎是有脚的，它淘气
地从书页的一侧溜到另一侧，而暖暖的阳
光也渐渐西斜。小时候，每次回村子里，都
会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村子里的墙边
坐得一字排开，他们舒服地晒着太阳，闲适
地聊着天，每个人都那么开心，如今想来，
这才是冬日负暄最好的解读。

如果下点雪，就更妙了。喜欢读《湖心
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
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
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
已。”我们去不了湖心亭，也可以在家门口
的山野里感受雪后山野的空旷与辽远。看麻
雀在雪地上，留下如梅花般的脚印儿，一切
充满了无穷的妙趣。

如此想来，生活总是平平淡淡的。如果
你感觉它有趣，想必你是一个有趣而诗意的
人吧……

诗意过冬
□王南海

黄庭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苏轼《荔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