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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之物语
□ 刘明礼

旗袍、“粹”及勇士之心
□ 风 荷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
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唐·元稹《小暑六月节》

小暑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排全年廿
四节气之十一。

小暑来临，单季稻正在分蘖，应及早
施好分蘖肥。暑期是蚜虫、红蜘蛛等多种
害虫盛发的季节，适时防治病虫是田间管
理上的重要环节。此时，本邑一般以副热
带高压控制下的高温少雨天气为主，但也
有的年份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势力影响，不
时出现锋面雷雨，而小暑时节的雷雨常是

“倒黄梅”的天气信息，本邑将呈霉、潮与
燥间或的物候特征。

“热在三伏”，“伏”即伏藏的意思，所
以应当少外出以避暑气。民间度过伏天
的办法，在饮食方面以吃清凉消暑的食
品为主，为的是使身体多出汗，排出体内
的各种毒素。如喝粥，用荷叶、土茯苓、
扁豆、薏米、猪苓、泽泻、木棉花等材料煲
成的消暑汤或粥，或甜或咸。同时，多吃
水果也有益防暑，但是不要食用过量，以
免增加肠胃负担，严重的会造成腹泻。
如同冰冻可乐、冰镇啤酒、棒冰等，都是
消暑的好饮料，但吃多后对身体的危害，
却是无法用这一次的清凉爽快来弥补
的。特别是饭后人体血液大多集中于胃
等消化器官，胃肠活动相对活跃，如果此
时吃冷饮，胃壁粘膜血管相应收缩，消化
腺分泌减少，胃的活动减弱，难以对食物
进行消化，形成饱胀状态，产生不适。饭
后立即吃冷饮，还会使胃酸分泌减少，消
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导致食欲下降和
影响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引起肠炎等肠

道疾病。
需要警惕的是，饭后喝冰凉的饮品

是心脏的最大克星。唐·白居易《消
暑》——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
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

躁不安，爱犯困，少精神。所以，对应这
一时节的特点，应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
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心为五脏六腑之
首，有“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之说，心
脏的养护尤为重要。平心静气，可以舒
缓紧张的情绪，使心情舒畅、气血和缓，
既有助于心脏机能的旺盛，也符合“春
夏养阳”的原则。所以，夏季以“心静”
为宜，“心静自然凉”。

俗话说，“小暑黄鳝赛人参”。根据
冬病夏补的中医理论，小暑时节最宜吃
黄鳝，尤以小暑前后一个月产的黄鳝最
为滋补味美。夏季往往是慢性支气管
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
缓解期，而黄鳝性温味甘，具有补中益
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等作用。黄
鳝蛋白质含量较高，铁的含量比鲤鱼、黄
鱼高一倍以上，并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
生素。黄鳝还可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浓
度，防治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对
食积不消引起的腹泻也有较好的作用。
在我们这一带，用素油炒鳝片加大蒜，方
法简便，老少皆宜。

民间还有“冬不坐石，夏不坐木”的说
法。暑期气温高、湿度大，久置露天里的木
制椅凳等经过露打雨淋，所含水分较多，经
太阳一晒，温度升高，便会向外散发潮气，
尤其是中老年人在上面坐久了会诱发痔

疮、风湿和关节炎等疾病。
农历六月初六，相传是龙宫晒龙袍的

日子，因为这一天一般在小暑的前夕，为一
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
强的日子，所以家家户户会不约而同地选
择这一天，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
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
蛀，俗称“晒伏”。

民间还有“六月六，百索子撂上屋”之
俗。相传，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银河
分割在两岸，一年中牛郎与织女只有七月
初七这一天可以相会，但没有渡船，所以在
六月初六这一天，少儿们都要将端午节戴
在手上的“百索子”撂上屋，让喜鹊衔去，在
银河上架起一座像彩虹一样的桥，使牛郎
织女能如期相会。另传，这一天是“小白
龙”回家的日子，因为“小白龙”犯了天条，
被龙王父亲囚禁在很远的一个小岛上，失
去了行动自由，唯有六月初六龙王才恩准
其回家探母。“小白龙”探母心切，一路上昼
夜兼程，也便带来了惊雷闪电、狂风暴雨。

民间还有伏日祭祀的习俗，这在先秦
时就已见著录，谓伏日所祭，“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炎帝传说是太阳神，祝融是炎帝
玄孙火神。传说炎帝叫太阳发出足够的光
和热，使五谷孕育生长，从此人类不愁衣
食。人们感谢他的功德，便在最热的时候
纪念他，因此就有了“伏日祭祀”的传说。
而六月初六为“天贶节”，则始于宋代哲宗
元符四年，“贶”即“赐”，为天赐之节。这是
宋代皇帝在伏天向臣属赐“冰麨”和“炒面”
之因，故称天贶节。

暑，表示炎热的意思；而小暑只是
三伏天的开始，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暑就
等在后面。暑是对人的考验，只要有信
心战胜酷暑，才能让三伏最终被人类所
征服。

不知是不是从小就这样的，我对声音
极为敏感。

我的童年是在海盐武原曲尺弄 48号
老宅度过的。

在夜晚各家关门闭户之前，老宅的声
音总是很热闹。除了交谈声唱歌声器乐
声，还有吵闹声打骂声哭嚎声，开关木门
的嘎吱声，上下楼梯的咚咚声，铁铲在镬
子里翻炒菜蔬的嚓嚓声，竹划筅清洗马桶
的刷刷声，正间梁上燕子的呢喃声，还有
鸡啼、狗吠、鸟鸣、猫叫……在所有的声音
中，我最敏感的是隔壁吴家收音机里的绍
兴戏，只要这绍兴戏一响起来，礼拜天就
要过去了，老宅大大小小20多个孩子就不
能一起玩耍了。

到我读大学时，我喜欢想象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的声音，屈原行吟泽畔“忽乎吾
将行兮”的声音，岳飞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的声音，李清照回首来路凄凄惨惨戚戚的
声音……

我曾在今年春日的一个清晨，在鸟儿
们千转百回此起彼伏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
鸣叫声里，听到了一个绵里藏针的声音，一
位五十开外的男子在微视频里矜持地儒雅
地滔滔不绝地要置一个女人于死地。男子
的音域从低到高，语速从慢到快，情绪从平
稳到激昂，渐次得意忘形起来，毫不掩饰地
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看完后我对分
享视频的闺蜜说：他绝对厉害，有才，包括
口才。不过他的语气语调，我们吃语言饭
的会听出问题来的……

今晚我想到了张培的声音。张培是上
海著名广播人、“上海之声”主持人，据说很
多“70后”“80后”都将张培优雅的声线比喻
为“上海之声”。在张培英年早逝之际我曾
经写过一些文字。我写了与张培的一面之
交。我写了我在失眠的夜晚，眼前浮现出
白发张培主持节目的样子。我还认定，这
个白发飘飞的张培，这个声音永远优雅的
张培，天上与人间，一定都能看到。

今晚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声音，是因着
一个人的离开世界。这个人就是上海电
影译制厂的刘广宁。

刘广宁逝世了。享年81岁。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对

于自己喜欢的某个人，从来不会去想这个
人会不会离去。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末到八十年代，我看过很多刘广宁配音的
电影，我对于她的声音不是一般的痴迷。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国门初
开，中国以跑步的速度与世界融合。译制
片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一扇门。

在我给师范生讲授语言艺术的日子
里，我让学生学着给译制片配音。在十多
年的时间里，影视对白配音成为学校艺术
节的重头戏。

6月 25日下午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了
《刘广宁、童自荣 1981年现场配音<绝唱
>》。晚上读到了《童自荣：我们永远的小
刘》和《儿子笔下的刘广宁》。我知道，我
喜欢的一个人，永远地睡着了。

今晚，我读中国配音网发布的《栗原
小卷女士发来唁电沉痛悼念刘广宁女士》
一文，紧接着又读起了下面留言区的文
字。当我看到“天使的声音”五个字时，瞬
间觉得我的心被击中了。

我忍不住在电脑上敲敲打打起来。
我在本文标题的位置写下“天使的声

音”5个字，我点开了中国配音网今天发布的
《以十部经典译制片深切缅怀刘广宁老
师》。我将刘广宁与乔榛合作配音的《生死
恋》中的“两地书”，来来回回地听了一遍又
一遍。那干净纯粹甜美活泼的声音，与影片
中的女主人公夏子是何等的般配。之后，我
点开了电影结尾处的“永诀”，实验室的意外
爆炸夺走了夏子的生命。我看到被雨水打
湿的网球场，一片沉寂。男主人公大宫悲痛
欲绝地伏在球场边的隔离栏上。突然，空无
一人的球场上，击打网球的声音沉沉地丧钟
一般地响起。之后是夏子清脆的道歉声回
荡在空中——“对不起，球太高了！对不起，
球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

我曾经在《轻慢不得的声音》中写过
如下的文字：心若是烂漫，声也灿灿；心若
是暗淡，声也幽幽；心若是谦卑，声也温
婉；心若是壮阔，声也豪迈。眼睛会出卖
灵魂，声音也会抖露出人里边的光景。

今晚九点，我点开360百科，刘广宁的
信息已经更新：刘广宁（女，1939年-2020
年 6月 25日），出生于香港，上海电影译制
厂配音演员。

刘广宁是3天前的凌晨走的。
人走了，将声音留下了。
我知道这个世界很不完美。所幸这个

世界还有如此完美的天使般的声音。人，
但凡是大写的人，终究还是喜欢真善美的。

——写于2020年6月28日深夜

五月底，经典悦读小组一起共读张爱
玲的小说《小团圆》。去的那天犹豫着要不
要穿旗袍，但初夏时节，热与凉有点飘忽不
定，囿于自己腰椎、颈椎的病痛，怕一着凉
愈加严重，也就作罢。

读书活动定在邹邹老师的“无”工作
室里。不大的空间，布置得很是温馨、怡
人，窗前，有她亲手染的蓝印花布窗帘、抱
枕，还有大小不同的花布装饰画，很适合
阅读，也有一股古典风。我的《小团圆》封
面是大红的牡丹花，封底是大红的凤凰，
民族风味十足。配上这样的阅读环境，如
果一群穿着旗袍的女子凑在一起秉书而
读，在初夏微醺的午后会有时光倒流的恍
惚。

可一起来共读的书友中并没有人穿旗
袍，好像有点辜负了这样的雅兴。

而张爱玲是极喜欢旗袍的，也屡屡把
旗袍穿出万种风情。那张“张迷”们熟悉的
照片，双手叉腰，微昂的头颅，上扬的眉目
和唇角，欲说还休，暗含着某种喜悦，有着
女子的内敛和含蓄，极度地倾国倾城。喜
爱旗袍的张爱玲也把旗袍浓缩在她的作
品中，在文字里裹挟着世事沧桑和人生悲
凉，正如她自己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
袍，爬满了虱子。”

其实许多女人如张爱玲般，是有着“剪
不断、理还乱”的旗袍情结的。一袭旗袍，
承载着诸多生活的雅致和暗香，掩映在时

光的流影里。
“粹”的字面意思有二：一是纯一，不

杂。二是精华。日本著名哲学家九鬼周造
的《“粹”的构造》，则剖析日本江户时代的
审美观，认为“粹”这种意境，“是一个带有
显著民族色彩的日语词汇”。

九鬼周造把“粹”的表征分为三类：一
是媚态（美艳），二是傲气（骨气），三是达观
（洗练），凡事凡物到达这三个境界，就是有
着丰富色彩的意识现象——“粹”。他说：

“在命运的安排下获得洒脱的媚态，能够清
高地自由生存，这就是‘粹’……‘粹’必须
是优美的，而且必定抱有一种淡泊、痛快、
潇洒的心境……‘粹’中还包含着活力四射
的武士道的精‘粹’。”

九鬼周造认为身穿轻薄的织物、出浴
后的姿态、杨柳细腰的窈窕身姿、“露颈”的
和服穿法等，都是“粹”的自然表现。那么，
中国传统的旗袍就与这样的“粹”有点格格
不入了。旗袍以含蓄的方式，把东方女子
的传统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流泻着孤傲、
柔性的气质，尽显女性的婀娜、妩媚。只
是，“粹”在表情上，“眼睛、嘴、脸颊等部位
必须有张有弛”，这一点，两者之间倒有异
曲同工之妙。

琴是个柔情的女子，却继承着一家传
统制造业的家族企业，每天面对的几乎都
是冰冷而大型的锻件。但她骨子里却有着
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总是曳地长裙，裙裾

飞扬。有时，她如风一般飘然在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的国度，也行走在乡间宁静的家
园，更沉浸于广阔而无垠的书海中，不断追
寻、探索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她说：“我追
求的是一颗勇士之心。”

作为一名企业家，她每天在商海中拼
搏，但又一直拿笔不断耕耘，寻求内心的欢
愉与丰盈。年初，她参加了为期一年的书
写营，坚持每天清晨 5点多钟起床，写作一
个小时，在书写中锤炼自己的意志，用文字
这把“利剑”直面灵魂、修炼自我，不断汲取
前行的力量。而她觉得最大的收获和意义
是能自利也能利他，她经常与写作营的朋
友们线上交流，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提
升各自的修行和能量。她用文字与同样爱
好写作的朋友们一起共鸣，更不断挑战自
己，向着更好的自我、更高的目标一路前
行。

曾看到琴主持女企业家联欢晚会时
的照片，身穿旗袍的她温婉、大方，有着
企业家的干练，更多的是女子的知性与优
雅，似乎汇聚了九鬼周造所推崇的“粹”
的媚态、傲气和达观，闪耀着特有的人格
魅力。

可我又常想，像琴这样爱穿旗袍却又
有着勇士之心的中国女子，或许早已颠覆
了九鬼周造关于“粹”的传统并越来越自
信而仪态万方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人生
之路上……

蝉，俗称知了。它是世间的精灵，用
微小的躯体，鼓噪着整个夏天。它居高
枝、饮清露，不避风雨，用短暂的生命，演
绎出美妙的华章。

法国作家法布尔在《昆虫记》中说，一
只蝉，从小小的卵到幼虫发育成熟，要在
地下生活四年。

可以想见，在暗无天日的土层中，它
隐忍止语，靠着泥土里的水分，孵化那颗
能穿过针孔的细卵，一点点丰裕着自己，
历经数年才成为一只通体洁白的蝉蛹。
它顽强地蠕动着，艰难而执着地向着地面
靠拢。在岁月的打磨中，练就一双利爪，
也披上了一层紫铜色的坚硬铠甲。

在夏日里的某一天，它在将暮未暮之
时冲破土层。它来不及休整，拖着一身疲
惫艰难前行，一步步爬向树枝。不小心，
它会重重地摔回地面。它坚忍着，不屈不
挠，又重新爬向大树。它知道，只有爬上
树的高处，才能华丽蜕变、羽化成蝉。它
强忍着巨痛，崩裂开背上的硬壳，挣扎着
撕扯下全身上下厚厚的那层甲胄。终于，
它彻底挣脱掉束缚，望见了星光璀璨的蓝
天！它抖动抖动透明的翅膀，一声长鸣，
高高地飞向绿叶丛中。正所谓“十年不
鸣，鸣必惊人；十年不飞，飞必冲天”！

蝉，历尽千辛万苦，才迎来了生命里
的春天。然而，它在树上引吭高歌的日
子，却只有短短的五周时间。秋风划过，

它的生命就要宣告终结。正因为此，它更
加懂得生命的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光阴的
可贵。它不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悲泣，却是
用昼夜不息的欢歌，来迎接生命的涅槃！
在有限的时光里，它焚膏继晷、只争朝夕，
尽情绽放生命的精彩，努力创造生命的价
值。在孤独寂寞中等待，在漫长岁月里积
淀，一朝蜕变，便登高唱远，一鸣惊人。哪
怕卑微渺小，哪怕生命短暂，也要放声欢
歌，直到秋风乍起，用一曲高亢嘹亮的绝
唱，点亮一生的激情与梦想！

蝉，虽蜕于浊秽，却居于清高，故古人
把其视作高洁的象征——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隋唐时期虞世南这首《咏蝉》，不仅将

蝉的习性刻画得如此传神，而且以诗言
志，以物喻理，倡导做人应像蝉一样居高
而声远，不必凭借、受制于他物的君子之
风，堪称咏物诗中的经典之作。

蝉鸣唱的旋律，是“知了——知了
——”故人们通常称之为“知了”。说蝉具
有禅心，实不为过。佛家便把蝉赋予了禅
意：在禅宗眼里，“知”是智慧，“了”是觉
悟。由“知”到“了”，和蝉的蜕变一样，是
生命的再生，是灵魂的涅槃。“蝉”与“禅”，
不仅字形相近，而且谐音。不知这是仓颉
造字的偶然，还是物理相通的必然。以蝉
说禅，既回归了本真，也参悟了人生。

天目山听蝉 彭正海 作

古诗系列之浅水（油画） 项仕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