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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外蒲山
□ 曹海兵

拥抱一棵树
□ 泥荷花

残荷之美
□ 钱续坤

变道的智慧
□ 陆 漪

偏爱旧时光
□ 青 衫

2004年，刚工作不久的我，为了打发业余时光，
某个周末，与当年的一位同事一起约定去外蒲山游
玩。一大清早，我们起床后马不停蹄，转乘了三次公
交车才到达目的地。

2007年9月，再游外蒲山，那是公司举办的第三
届集体婚礼，将那里当成了外景拍摄地。在那里，我
与我的新娘留下了许多幸福的靓照，海誓山盟的美
人鱼雕塑，见证着美丽的爱情童话，

2022年的 9月，重游外蒲山，这次是为了庆祝
《景兴报》出报300期和创办25周年。带着一群企业
里的文字工作者故地重游。记忆中，外蒲山原先的
样子已依稀模糊。

外蒲山系九龙山近海最大的岛屿，又称小普陀
岛。因西南、东北走向，西南小，东北大，中有湾岙，
山形像葫芦，亦似地蒲，且在乍浦海外，故称外蒲
山。随着大巴渐行渐近，我透过窗户远眺，横跨在陆
地与海岛之间的“通天桥”早已映入眼帘，红色的索
桥分外显眼，好似一道美丽的彩虹镶嵌在海面之
上。下车后，我们一行人迫不及待地登上通天桥。
我走近一看，修缮一新的通天桥桥梁姿态轻盈、舒展
优美。钢板网铺的桥面中央，两条对称的塑胶步道
很具人性化，估计应该是为了方便穿高跟鞋的游客
通行而精心设计的吧。当我们走在桥面时，海风吹
来，桥面徐徐晃动，心中平添几分惊险与刺激，因为
耳边不时传来阵阵尖叫声。我特意走到当年在这座

桥上合影的地方，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5年前，当时
的9对青年男女在这里留下了欢声笑语……

过桥后，沿着蜿蜒的山道一路向前，路两边的
百年古树让我们不由得驻足观赏。据路边的说明
牌显示，这里有树龄 95年的古朴树，有 167年的古
樟树和 250年的古圆柏，它们此刻似乎都在向我们
诉说着这块风水宝地的悠长岁月。这座原生态的
海岛，野花盛开，鸟语喃喃，古树旁或从地下冒出的
各种藤蔓盘绕于石阶之上，像是在招引着我们。大
家在谈笑风生中来到一处“捉蟹”的绝佳地，小伙伴
们好似回到儿时一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踩着脚
下的卵石，徒手不断翻开眼前的石头去寻找藏在下
面的螃蟹。“哎呀，这小家伙，咬了我一口！”一位女
同事被小螃蟹的“钳子”给折腾了一下。“我捉到了，
我捉到了！”一位新同事高兴得欢呼了起来……原
本寂静的沙滩被我们的欢叫声打破了，但听起来格
外悦耳。一会儿工夫，那些“迷你蟹”被一一装进空
瓶内，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大家心中充满快乐，
但到最后还是都放回了沙滩……不远处，一艘快艇
飞驰而过，激起一层层浪花，拍打着海岸。我们在
此处逗留好久，又继续一路向前。

几分钟后，一座白色的灯塔引人注目,大家不约
而同地来到灯塔脚下。在那儿，吹着习习海风，格外
舒服；远远望去，海天一线，充满梦幻。望着灯塔两
侧，经千百年海浪冲击而成的岩石，犹如鬼斧神工之

作，既陡峭又硬朗，形成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我们
在这里急忙拿起手机或相机，不断变换姿势，摆弄不
同造型，定格下只属于我们的一个个美好瞬间。收
拾好心情后，我们继续向前，只见一重檐六角形亭子
伫立在眼前。拾级而上，环顾四周，醒目的是镌刻着
的两副对联，正面是“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
自高”，背面是“碧海潮音三千沙界，白华山色一代宗
风”，这是为了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据说少年时的
他曾经在祖居乍浦镇李家埭小住，谱名文涛，后人故
以“文涛亭”予以纪念。我倚亭而立，面朝大海，似乎
听到眼前这片大海潮起潮落的声音，更感受到“朝观
东海晨曦，晚赏西峰晓月”的诗意仙境。

外蒲山最高处当属观音禅院，又名小普陀，与舟
山的普陀寺隔海相望。如今，修缮后的庙宇更加庄
严和肃穆。据说，最初的观音禅院建于东汉末年，清
代香火极盛，20世纪70年代初尚存石壁半截。在没
有“通天桥”的年代，虔诚的佛教徒都是摇着小船上
岛烧香，而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也是从这里下海前往
舟山的普陀山。美好的传说传递的都是一份平和、
一份祝愿、一份梦想。在这里，让我们抛开尘世间的
一切烦恼，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的宁静之地，给心地来
一次彻底的清理或安抚……

外蒲山——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原生态的
画作。让我们多看看身边的风景，观海、听涛、礼佛、
养神，外蒲山不失为一个值得停留的好去处。

前段时间一直是低温多雨的天气，这个双休日，
难得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于是兴冲冲地推出单
车，斜背钓竿，风驰电掣地直奔郊外的荷塘，准备美美
地享受一番野钓之乐。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光临，此时的荷塘早已
没有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葳蕤与“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繁华。目之所及，偌大的水面一片静谧，只有那枯萎
的荷叶与已显干瘪的枝干，佝偻着瘦弱的身子，浸洗在
冰凉的水中，毫无生机，难觅盎然，这不免让人的心头
掠过一丝惆怅，生发一丝忧伤——毕竟荷花已不再绽
放绚丽与芳华，毕竟荷叶已不再拥有翠绿与朝气。

然而我并非容易伤感的人，尤其像我这般热衷于
野外的钓者，更是钟情这方已将钓位全部裸露在外的
荷塘。选择性地打好几个鱼窝，余下的时间便是等
待。正好趁着这个间隙，我倒背着双手，围着荷塘或
远观，或伫望，或凝视，有时还蹲下还没有完全发福的
身子，用手去感受一下那池水的温度，或者摘下几片
已经蜷曲的荷叶，将其像帽子一样顶在头上，想重新
体验一回童年时的顽劣之趣。

说起童年，我也曾附庸风雅地学过涂鸦的，只不
过那时所画的无非红花绿叶、飞禽走兽之类。眼前的
荷塘只有黑白两色，从绘画的角度出发，肯定只适合
于做水墨画了。水墨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讲究

“气韵生动”，强调“以形写神”，注重“笔墨神韵”，因此
别看那肆意的泼墨或者寥寥的几笔，其实都蕴含着象
外之象与意外之意，恰恰，妙就妙在这“似”与“不似”
之间。

池塘里的荷叶，在生命蓬勃之时，几乎每枝都是
相似的，那如盖的绿意，那娉婷的英姿，那卓然的风
韵，让你在临风而飘的棹歌里，醉心于一片片翻阅江
南的美丽。可在生命终结之际，它们却是个性彰显、
仪态万千，有的黑褐干瘦，有的枯黄萎缩，有的低垂扭
曲，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但是看官们请留
意了，在平如镜面的池水里，每枝残荷都与它的倒影
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几何图形，如果将这些图形有机地
连缀起来，分明就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轴呀，那
抽象的线条，那素淡的色彩，那朦胧的意境，能将人深
深地浸润其中并濡染为一体。

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风霜磨砺的残荷看似寥
落，实际上是在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从容而淡定地
对镜梳妆，倔强而孤傲地洗净铅华。那高高昂起的头
颅，那挺得笔直的脊梁，那不离不弃的荷叶，仿佛在诉
说着一种精神，一种坚持，一种尊严。故有诗赞曰：

“盈盈笑对池边客，洗尽铅华也显昂。”
一枝残荷如此，一个人的生命亦然。历经万千磨

难，即便再怎么身处困境，再怎样意志消沉，也从不会
一蹶不振，更不会委曲求全。面对凄风苦雨，面对前
路坎坷，我们应像残荷那样“雨馀风际费禁持，除却亭
亭别有姿”，或者“为收嫩蕊寻余梦，重展娇姿潋滟

妆”，对未来充满灼灼的理想和无限的希望。
西方美学说：“悲剧美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

残荷呈现的自然景象，是由夏入秋、由盛转衰的典型
艺术形象，因此最具悲剧美的特质，人们从它败落残
破的样子，完全可以联想到昔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的高贵品质，从而对它的孤冷形象更加充满痛惜、哀
惋、怜爱之情，甚至是崇高的敬意。所以无论是古代
的徐渭、吕纪、八大山人，还是现当代的齐白石、张大
千、李苦禅等，都对残荷情有独钟，他们从荷花的枯萎
与荷叶的残败中，找到了另一种表达自然美与生活美

的途径，在他们的笔下，无不揭示出这样的人生哲理：
韶光流转，带走的只是生命装点的虚无；凤凰涅槃，灵
魂的神韵永远都不会凋谢！

悠然地回到钓点，见鱼窝里已有零星的水泡泛
起，我赶紧做好垂钓的一切准备。而就在兴奋地伸出
钓竿的同时，我蓦然顿悟：这荷塘不就是宣纸，这钓竿
不就是羊毫吗？是呀，此刻我也可以像那些丹青高手
一样，在这偌大的水面上，画出残荷素雅的美、沉寂的
美、婉约的美、高洁的美……不过最美的，还是钓竿下
那活蹦乱跳的鱼儿，这才是《残荷图》中最灵动的画眼
呀！

喜欢上董桥的文字，是从他的《旧时月色》开始
的。他有一方闲章“董桥痴恋旧时月光”，仅仅几个
字，我仿佛看见一位穿长衫的老文人，在昏黄的月下
独入湖心亭，举手投足间带着股婉转幽然的民国老味
道。

喜欢一个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念
旧的人。旧书旧友旧时光，往往令我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

日子在钟摆的滴答声里，汇聚成一首经忘的经
典曲目，多少个日后，我们躺在阳光下的藤椅里，脑
海中会浮现那段旧时光。我喜欢听老歌，那些老得
甚至是父母辈的歌，绵绵的曲调，沉淀下来的韵味，
流淌着光阴之美。张国荣，陈淑桦，李宗盛，他们演
唱的经典曲目，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旋律，它让一切时
光都安静地流淌。我们百唱不厌的是那份对生活的
纯真，打开音响放一曲，总是老歌伴着茶香或书香，
仿佛藏在箱底的旧衣，虽然没有时下流行的元素，却
不乏温暖与珍惜。

那日翻箱寻找一件夏衣，无意中又在箱底看见
了那条围巾。红色的毛线，简单的花样，这条朴素
的毛织物，一望便知是母亲的作品。母亲手笨，不

擅女红，天冷时，别人家的孩子穿毛衣裤，我只能穿
又厚又硬的秋衣裤。那年流行长围巾，我天天缠着
母亲要，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笨手笨脚地给我织。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成家立业离母亲有千里远，
如今的我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围巾，却没有一条能取
代它。东北严寒的冬天，在我想家的时候，拿出来
戴在颈间，温暖如春。多少次清理衣柜的时候想丢
掉它，却又一次次地小心收藏，因为我怎么也难舍
那份和生命连筋带骨交缠在一起的旧日时光。在
我们感叹生命流逝的时候，很多东西不经意间就在
生命里留下了烙印，再也撇不去。

每次收拾柜子，总会带出心底的某些记忆。除了
这条围巾，还有好多旧衣服躺在我的衣柜里。我喜欢
穿旧衣服的踏实感，它们好像渐渐消失了火气的久藏
宣纸，不用去适应，烂熟于心的穿衣感受密集地弥漫
周身。所以我总是把它们洗干净认真地叠起来，再穿
时依旧干净整洁。旧衣物，要的就是一种温暖的念
想，想着想着就会微笑的那一种幸福。

旧衣如旧友，可以轻轻松松与之相处，即使久不
见面，但是见了面就仿佛昨天刚刚一起喝过茶一般的
亲密，无需想起但从没忘记。腼腆的我，在人群里默

不作声，面对陌生人也是无言以对，请不要认为我孤
傲，我是在默默地观察与品味。如果认定你我是同道
中人，定视你为朋友，待时光缓缓凝结成珠玉，你我之
间便有了如老火靓汤般美味的老友情意。如今早已
不是贪新鲜的年龄，能一路走到现在的老友，情谊如
同落在树梢的夕阳，点点滴滴的碎光里透出美丽斑驳
的心境。

家里有个置物架，专门放收藏品的，朋友来家里
总是被吸引到。其实里面没有值钱的收藏品，顶多
算老物件而已。矮墩墩的土陶花器，小时候用过的
收音机，爷爷用过的鼻烟壶，漂亮的糖罐，仿真的青
花瓷……有朋友说这些东西和家里的装修风格不太
搭调，建议放在暗处保存。可是我总做不到，我念着
它们，想时时刻刻看着它们，因为每个物件都融进了
前人或自己太多的情感经历，过去的悠悠岁月及酸
甜苦辣，它们都在印证着。

偏爱旧时光，旧不是破烂不堪的，也不是陈腐朽
木，旧是一种时间的印记，是一段回忆，一段故事，可
以周而复始，可以细细品味。所有的旧时光，带着所
有的美好打结成曲，酿成百听不厌的经典，一遍遍吟
唱。

走进嘉兴人民公园的时候，一场大雨骤然而止，空
气里氤氲着湿漉漉的气息。猛吸一口，植物的芳香一点
点沁入，一种飘浮感随雨后的水汽渐渐膨胀、升腾。

行进在参差错落的树木间，猛抬头，迎面是一棵枝
繁叶茂的大树，高大、饱满地挺立在一片空旷的绿地当
中。粗壮的树干上分叉着盘根错节的枝条，以柔美的姿
态恣意地向空中伸展，树叶在雨水的浸润下晶莹、碧绿，
生机盎然。我凑近一看树上的标牌，原来已是百年的朴
树，岁月的沧桑融入虬劲的树干之中，却仍似一个俊雅
的男子不卑不亢，独守于世俗之外，安静、恬淡。

循着朴树的身影，我又看到了一棵棵高大、挺拔的
大树：枫杨、香樟、悬铃木等，还有斑驳、苍劲的枫树、侧
柏、罗汉松等，树龄都在百年上下。而几棵雪松高大耸
立，平垂舒展的侧枝滑向绿莹莹的草坪，长长的树叶与
地面相衔接，透出一大片的绿意。走在树下仿佛踏入

“绿野仙踪”中，我托起双手，与伸展的树枝平行，在树荫
下只留下不起眼的一小片阴影。树的博大与人个体的
渺小相映衬，不得不喟叹大自然的造化和神奇。

随后在南湖天地、小烟雨楼，我又欣喜地遇到一棵
棵高耸粗壮的香樟、枫杨、悬铃木等树，它们以各自的姿
态昂首在南湖的烟雨中，让我久久仰望，一种敬畏感渐
渐温润全身。

子城是“秀州古治”衙署遗址，其空旷的布局，大片
的绿地，特别是一棵棵茂盛、挺拔的香樟树点缀其中，在
当今到处逼仄的城市空间中，着实十分养眼。我沉浸在
这绿色的光辉里，暂时放下一切负荷，一种宁静之感穿
越身心，唯有生命的喜悦充盈其间。而门口的那一棵百
年构树，岁月的沧桑扭结在树干凹凸起伏的疙瘩之中，
依然坚贞不屈地守护着子城的大门，苍劲有力，不离不
弃。一棵大树沉淀着丰厚的生命底色，总在苍茫中述说
着人间风情，让我们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无穷力量。

这么多年去过嘉兴很多次，此次竟意外邂逅了这么
多大树，让我重新以别样的眼光审视这座城市。顺着这
些大树的生命轨迹，我好像开始触摸到这个城市的肌
理，感受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这个熟悉又
陌生的城市渐渐变得亲近起来，吸引我不断去触碰，体
验不一样的人生感悟。

很多年前去电台，看到编导吴老师正在筛选一组照
片，我一看：如绽放的莲花般的李叔同纪念馆门前飘满
了金黄色的梧桐叶，好像披着袈裟的弘一大师正踏步而
来，转眼又绝尘而去，只留下悲欣交集的回响。后来，每
次遇到一棵老树，总让我感到是一位慈祥的老者注视着
人世间的纷纭变幻。

今年初夏走进林埭都家浜景区，迎面看到一棵百年
黄檀以谦卑的姿态匍匐在水面，树上缀满一丛丛白色的
花苞，如密匝匝的雨落在绿叶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相传元朝末期，平江府吴王的公主与邹都统互生爱慕之
情，为逃避父王指婚，两人仓皇出逃到都家浜。邹都统
将“刍”去除，用“者”替换成为都姓，隐喻从平江都城而
来，曾任都统之意。而这百年的老树，以满树的繁花述
说着这美丽的传说，俯瞰着那条经久不息的小河，呵护
着“都”姓的子子孙孙。

去丽水时，最让人惊艳的是古堰画乡的千年古樟树
群，那里到处可见古木参天的古朴风景。其中有一棵被
数次雷击而不倒的舍利树，树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空
洞，但枝干仍爬满了青苔，整棵树依然郁郁葱葱，如同一
个鹤发银丝的老人依然挺拔豪迈。在村头，我看到一对
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围抱着一棵古树，可一家人伸长了
手臂仍然无法抱住。那个男孩又在父亲的指引下，沿着
树根蹒跚向上走去，边走边仰视，满是懵懂的样子。在
一个孩子的眼里，那么一棵大树足以支撑住一个世界，
那种对大树的好奇值得他用一生去读。

无论是怎样一种相遇，那些树总是好像已经跨越时
间和空间的维度，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去与之窃窃私语，
碰撞出心灵的火花。而我总是用各种感官去凝视去拥
抱一棵树，让身心融入其中，从中汲取无穷的能量。这
对我总是一种安慰，也有着某种人生启迪。

朋友的儿子吴伟，硕士毕业后回家乡的城市找工
作，数十份资料寄出去后，几乎波澜不惊。原来，他学
的是机械制造，想应聘那些公司的管理岗位，但是很多
公司都要求有实践经验，或者有过相关工作经历。但
是对于刚毕业的小吴来说，那是他的短板。他的心情
一度降到冰点，回到家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
在那儿。

朋友老吴等儿子冷静之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孩
子，虽然你学习很出色，但学的只是书本知识，没有实
践基础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要好高骛远，沉下心，俯下
身，做好吃苦的打算，将来会实现心愿的。做人要低
调，做事也要低调啊……”老吴的一席话让吴伟醒悟了
过来，他不再以硕士生自居，以一种最卑微的姿态再次
应聘。

不久，一家汽车配件制造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
枝”。在工作中，他不嫌薪水低，工作累，心甘情愿下车
间做一名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干得一丝不苟，有滋有味，
还经常主动地向老师傅请教。偶尔他还利用自己学的
电脑技术，帮同事校正电脑制配中出现的一些小误差。
一年后，他对车间中一系列的产品制作、设备装配等程
序都已了如指掌。老板发现他很能干，于是决定让他做
业务员。由于吴伟业务熟悉，而且有理论支撑，谈判桌
上有理有据、游刃有余，为公司拉来了很多订单。

五年后，在老吴的资金支持下，吴伟注册了属于自
己的公司。因为他原来在跑业务时结下了不少人脉，公
司成立后，订单不断。又经过四年打拼，如今工厂已经
初具规模，每年都有数十万元的利润。回首过去，小吴
感慨地说：“假如没有车间的那段工作经历，难以那么快
走上人生的快车道啊。也许人生注定了有些弯路是绕
不过去的，必须要走过之后才会明白啊！”

没有人愿意走弯路，但是成功者的背后往往会有一
条起伏不定的弯路。张爱玲曾说过：“在人生的路上，有
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
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
能长大呢？”

有些成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重要的是，在人
生的每一个拐点，你是选择沉沦还是突破，平庸与卓越，
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