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很少笑过。那时候家里穷，张
口吃饭的人多，父亲和母亲老是在夜里为一些锁事吵架。吵
架的结果往往是母亲和衣往床上一躺，第二天起来眼眶红肿
肿的。父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靠在墙角吧嗒吧嗒抽着旱
烟，一直到半夜。

难得见他一笑是在我考上中师之后。当学校派人敲锣
打鼓送喜报到我家的时候，父亲喜得像树上的雀儿，笑得合
不拢嘴，还叫弟弟从代销店赊了一盒纸烟，见人递上一支；母
亲也很高兴，给送喜报的人每人煎了一碗荷包蛋——这在我
家是破天荒的事儿，家里的鸡蛋多半是母亲用来换油盐的。

父亲送我到车站。他个子不高，一只手提着行李箱，另
一只手拽着车票，帮我把座位安顿好，黄瘦的脸上洋溢着喜
悦。汽车启动了，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

家里并没有因为我考上师范而出现生活上的转机。种
的十几亩田，能维持日常生计就很不错了。母亲去世的时
候，我和弟弟还没有成家。家庭的压力像山一样压在父亲一
个人身上，他的笑容更少了。

好不容易帮我完成婚事，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头也秃
顶了，脸颊的纹沟差不多能夹住一根筷子。

再次见到父亲笑是在弟弟结婚的时候。当父亲接过儿
媳端上的那碗茶时，泛着红光的脸上，皱纹像被什么抹平了
似的。堆积在他心里多年的愁苦，在那一刻得到了完全的释
放。父亲笑得十分开心，

父亲终于清闲下来，心情也舒朗了，微笑时常挂在他的
脸上。但他仍不肯把地里的农活丢掉，还在家种了一块菜
园，养了一些鸡鸭，偶尔还给人家缝缝衣服补补锡壶什么
的。他把菜园经营得十分殷实，一年四季总有吃不完的青
菜。父亲就经常骑着自制的三轮车给几个儿女送些时令蔬
菜。

2010 年腊月，大姐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农用摩托车撞了，
造成脑颅出血，耳膜破裂，还断了 5 根肋骨、2 根锁骨和腿骨，
而肇事司机家里穷，只拿出了少部分医药费。大姐家里条件
也不好，她的病只好半医半养，没有到大医院进行有效诊
治。三个月后，大姐夫又因为骑三轮摩托车出了车祸，家里
不得不借利息钱赔了受害方十万多元。两件祸事，让大姐整
天痴痴呆呆，闷闷不乐。

年逾古稀的父亲急在心里，却又帮不上忙，脸上成天愁
云密布，人也消瘦了许多。他骑着三轮车隔三差五往大姐家
里跑，送些鸡蛋和蔬菜什么的，从心里头安慰她。两年下来，
大姐病情稳定了，父亲也终于从悲痛中熬了过来。

2012 年，国家出台
政 策 让 原 城 镇“ 小 集
体”企业职工纳入基本
养老保险统筹，父亲因
为五六十年代在乡（公
社）农具厂工作过，按
政 策 每 月 可 以 领 到 近
千 元 的 养 老 金 。 拿 到
养老金的第一个月，父
亲开心得不得了，揣着
工资本笑得像个孩子。

进入耄耆之年后，
父亲的牙全脱了，不得
不去医院镶了假牙，吃
东 西 只 能 半 嚼 半 吞 。
但他的心情很好，和人
说笑，声如洪钟，露出
满口泛黄的假牙。

李 渤 之 后 一 百 年 ， 周 敦 颐 这 位“ 穷
禅”“穷儒”在官场上跌跌撞撞跌到了庐山
脚下，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担任南康知军。
他将师傅几经周折传下的“无极图”看了
又看，想了又想，终于悟出了易经的智慧，
那就是道即太极，太极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万物动静相移，阴阳相契。
因此将无极图改名太极图，这正是今天我
们看到的阴阳双鱼图的前身。周敦颐这
一发现催生了理学诞生，也为理学在庐山
白鹿洞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契机。

理学，义理、天命之学。理即物质规
律，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气即物质本身，物
质是规律的外在表现，理学乃一种客观唯
心论。它和心学的区别在于，理学认为规
律诞生物质，与西方古典唯心论如苏格拉
底和柏拉图、康德的观点接近；心学认为
凡事源于人的意识，意识诞生物质，和西
方的现代唯心论相类。

朱 熹 生 于 南 宋 ，大 概 在 岳 飞 抗 金 之
后。此时距离汉代董仲舒创立新儒学约
1200 年，距离周敦颐著《太极图说》近 100
年。公元 1178 年朱熹 48 岁，出任南康知
军。这之前他已经辞官潜心钻研理学十
余年，并于三年前在信州（上饶）鹅湖，同
理学的对立派陆九渊展开了激烈的学术
辩论，此即史上赫赫有名的“鹅湖会”。

他 来 到 白 鹿 洞 ，发 现 此 处 已 雉 兔 为
营，满目荒凉，感慨昔日风光不再，于是赶

紧除草开路，修屋建房，并上书朝廷要求
赐匾给政策。完工后马上张贴告示，招引
四方学子，自己也操起讲义走上课堂，当
起老师。一位理学宗师和地方长官，又是
朝廷红人，号召力不言而喻。根据朱熹记
录，当时常住学生近两百名，排名全国四
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之首，
白鹿洞书院成为庐山第一家集藏书和讲
学于一体的文化机构。朱熹彼时得以在
南康微薄的财政下重建白鹿洞也算想尽
办法吃尽苦头，他一时开会说我们得省吃
俭用，拿钱去建校舍，买学田！一时又央
告商贾同僚:捐几本图书吧？一时又写信
托话给全国知名学者们：有空来我这里讲
讲学啊，没有犒劳，但有几百学子的翘首
以盼！如此事事亲力亲为。不多久白鹿
洞就书声鼎沸，声势浩大，“文风士习之盛
济济焉,彬彬焉”。据说历代从白鹿洞书院
考取的进士有数百名，可见理学是如何深
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朝廷和士族大夫文
人团体，它影响未来中国千年人文生态也
不足为奇了。白鹿洞书院也因此被誉为

“ 海 内 书 院 第 一”，成 为 我 国 古 代 延 续 漫
长、影响深远、体制最完备的千年学府，相
比西方著名学院，它的历史早了数百年。
所以有人说朱熹办学本身的意义甚至高
于他在理学上的成就。这话不是毫无道
理。

如今的白鹿洞书院几经战火，经明代

大修，清代、建国后数次修葺。棂星门西
北隅，曲径通幽、山石林泉美不胜收。“钓
矶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等古
迹令人浮想联翩。钓矶石上“钓台”二字，
据说为朱熹手刻，当年的院长大人偶尔来
此雅兴垂钓。可以想象学子们听讲之余，
或坐于水边听泉观鱼，或立于山顶远眺沉
思，或聚于亭中谈论学问，场景多么生动
热闹。明伦堂后方有一洞，内有一硊式石
鹿，为明代实物，嘉庆十四年南康知府何
岩命工人置石鹿洞中，并作《石鹿记》。

徜徉于长长的碑廊中，不得不感叹先
贤们为文治学既庄重认真又幽默风雅的
品格，令今人艳羡无比。这里嵌有宋至明
清古碑一百二十余块，其中有朱熹的手书
真迹，也有署为紫霞真人的明代状元罗洪
先的《游白鹿洞歌》。它们笔锋庄重遒劲，
运笔矫若游龙，握笔者的风采历历在目。

人 们 有 理 由 相 信，正 是 如 此 风 水 宝
地，濡养并传承了中国最早的哲学体系。
然而其中董氏新儒学的“三纲五常”，道家
和佛家“无欲”的思想，在某种夸大之下直
接导致了“ 灭人欲”“ 理教吃人”的恶果。
朱熹本人最终也因此遭到诬陷迫害，晚景
凄凉。这一切相信都不是朱熹想看到的。

他想看到什么样的人类生态呢？“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
不得，反求诸己”，“正其义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穷理
也”……。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学规，是
朱熹亲自订立的，如今仍嵌于书院的内壁
上。大学者胡适曾造访白鹿洞，说，“此乃
后世七百年中国教育的宗旨也”！这些文
字 中 处 事 修 身 明 理 接 物 之 要 无 不 备 悉。
他说做人首先讲义，不要只顾利益；做事
只想着如何采取正确的途径，而不必计较
结 果 是 否 成 功 。 此 非 凡 的 远 见 实 属 难
得。想想，依如此标准培育之人才必定谦
谦君子，温润如玉。必定不残暴不懒惰不
漠视苍生。从李渤到周敦颐到朱熹，人们
看到一条虽不够长但足够清晰的中国文
化之脉，它受之先秦，传于后世，然而却无
不以一种悲壮精神呈现于世。人们能走
出悲壮的怪圈吗？理学告诉我们，宇宙内
部相生相克运化转变，该发生的一定会发
生，该消亡的也逃不过被时代洪流所涤荡
的命运。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历史
中消亡的不是朱熹，不是义理，而是某些
与人性相悖的不平与不美。

白鹿洞中至今养白鹿数头。但据说
白鹿曾经并不生于斯长于斯，它们的祖先
在地中海。也许因为感念这片土地的美
丽和文人们的寂寞，才飞渡重洋来与他们
作伴的吧。从此，这些白色的精灵，永远
和读书人在一起，它们安静地栖息在白鹿
洞书院中，是人们心底的安慰和希望！

人生，是有季节的，女人也是如此。
少女时代，女人像花，蓓蕾，一朵未开的花。
一切都未成熟，一切都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切都顺乎天然

地存在着。朴素、自然，洁白无瑕。她们不知道矫饰自己，很
自然地接受着外界的一切。躺在父母的怀抱中撒娇，总是仰
着脸，一脸的惊讶，或者羞赧；读书上学的路上，蹦蹦跳跳，头
上扎着的蝴蝶结，摇摇摆摆，仿佛要飞起来；与路人说话，有问
必答，丝毫不存芥蒂。她们常常为了某一细小的事物而着
迷。比如，看着一朵花，她们会凝视很久；看着飞起的一只蝴
蝶，她们会望着，一直望着蝴蝶飞到看不见的地方，然后表现
出一脸的遗憾；看着天上的云，轻轻飘过，她们会浮想联翩，脸
上露出不解的迷茫。她们总有很多不解的问题，藏在心中，藏
在心中，那许多的小秘密，构成一个少女的情感的“千千结”；
她们更有许多的梦想，任其在心中慢慢生长，等待未来的盛放
……她们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关爱和呵护，像一棵树，接受雨水
的滋润；像一朵花，接受太阳的沐浴。在别人温情的关怀和呵
护中，她们成长……

青年时代，女人像水，一潭柔情的水，一泓沸腾的水。
进入青年，女人长大了。所有的生理条件，都已成熟；身

体里，贮满了燃烧不完的热情。这一个时期，她们似乎，一切
都是为了追求爱而绽放。她们知道尽最大的努力去修饰自
己，穿华美的衣服，佩戴得体的首饰，争取让自己变成世界上
最漂亮的女人。她们喜欢逛街，喜欢看热闹，喜欢在人多的地
方，展示自己。有些时候，她们还喜欢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
以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些表现，常常是很淑女的：脸上堆满了
浅浅的笑，笑不露口，含蓄而内敛；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
让人觉得真是修养好得不得了。一些女人，一旦确定了自己
的爱情目标，其追求，则是狂放的，大胆、泼辣，热情似沸腾的
水，她们要用自己的“滚烫”，去煨暖自己所爱的人的心。“水一
样的女人”，最适合用以表现青年女子了。

中年女人，像树，一棵结满果实的树
人至中年，大部分女人，已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她们像

一棵结满果子的树，坚实地挺立在时光的原野里，栉风沐雨，
却处乱不惊。这个时期的女人，都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她
们努力去守住自己树上的“果子”。这个时期的女人，仍然爱
美，但已不侧重于外在的华美，而是更重视内在的美。华丽、
肤 浅，离 她 们 渐 行 渐 远；她 们 更 喜 欢 追 求 一 种 生 活 的“ 真
实”。“得体”，似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追求，衣着得体，语言
得体，一举一动都要得体。行走在街道上，不紧不慢；与人交
谈，总喜欢先让对方发言；处事交往，礼让在先。处处，都要
表现出一种沉静和内敛；时时，都要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含
蓄。中年女人，少了一份浪漫，多了一份实在和达观。

年老的女人，更像一弯残月，一弯橘黄色的残月。
她们老了，她们“瘦了”，她们洗尽了铅华，把自己修炼成

一棵枯树，瑟瑟地清矍在那儿。她们喜欢独处，独处时，则喜
欢思考，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咀嚼反刍着生活的滋味。但
每当人们看到她们时，却还是会想起那初月的明净，和圆月的
饱满。

橘黄色残月的那一抹残晖，也很美丽。

庐山莲花湖善知书院记
万花筒

■邓君安

惊蛰醒春
人生感悟

■江初昕

刘劲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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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笑容
■毛君秋

浔阳江头

惊蛰是一个集聚力量的节气，仿佛憋足了
浑身的劲似的，拼命地朝前赶去。微醺的春风
轻轻地吹拂着，荒芜苍凉的土地因春风的抚摸
而有了绿意，那无数弱小的生命在暖风中努力
着破土而出。“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知不觉中，
田 野 睁 开 了 朦 胧 睡 眼，小 草 吐 出 了 淡 淡 的 绿
芽。春风中，柳树、杨树吐露出新芽，急不可耐
的桃树鼓起了花苞，像憋了一冬的心思不吐不
快，可 真 到 要 表 达 之 时，又 起 了 怯 意，涨 红 了
脸。尤其是那田畴的油菜，早已把所有的苞和
蕾，呼啦啦地绽开了，她们摆弄着婀娜的身姿，
举着杏黄的小旗招摇呐喊：春天到了。

“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那
一声声惊雷，奏响了春天的乐章。你可以遐想：
在天际一声初始的雷鸣中，万千沉睡的幽暗精
灵被唤醒了，草木有灵，闻雷而动，蛰伏了一冬
的昆虫青蛙在松软的土里洞里蠕动起来，自由
自在地上下左右逡巡徜徉。睡了那么久，该应
声而出了，该松土的松土，该啁啾的啁啾，该爬
动的爬动。主要以昆虫为食的乌鸦将要结束整
个冬天挨饿受冻的艰难日子。所以，惊蛰是乌

鸦大喜的日子。天空里尽是乌鸦的翅影，它们
一群群飞过来，一群群飞过去，不停地鸣叫着。
乌鸦飞来飞去，就飞到一块儿了，而且是越聚越
多，多到成千上万，多到遮天蔽日。

唐诗写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
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惊蛰一到，清冷沉寂了
一冬的田地嗅到春的气息，随即也有了耕耘的
笑声，农谚云：“过了惊蛰节，锄头不能歇”。一
年之计在于春，惊蛰过后，春耕备耕即将开始
了，沟渠疏浚，农田灌水，春泥酥松软绵，赤脚踩
踏下去，一个深深的脚印。自惊蛰之日起，就得
整天起早摸黑地忙于农活了。健壮的青年都到
田地里去干活了，留在家里的女人小孩就把家
门口的菜园子收拾收拾，准备种菜了。虽然很
辛苦，但只要看到雨水滋润过的禾苗，心里就觉
得很是欢喜。

宋人范成大对“惊蛰”节气的物候有着敏感
知觉，他在《秦楼月·浮云集》中写道：“轻雷隐隐
初惊蛰。初惊蛰，鹁鸠鸣怒，绿杨风急。玉炉烟
重香罗浥，拂墙浓杏燕支湿……”历经了一个寒
冬的积蓄和储存，熬过了冰天雪地的严寒，终于
等到的是一个春暖气温的时节。最为明显的就
是开始打雷了，雷公在天际厚厚的云层中，由远

及近，雷声也次第变小，“轰隆隆”低沉的一声闷
雷，在天际边响起，仿佛是捂在厚棉絮里的爆
竹，低声闷响。虽说轻雷，却雷霆万钧，内劲十
足，一声闷雷，地动山摇。这样的初雷，又像钟
声一般，唤醒了沉寂已久的春天。河边的柳树
按捺不住对春天的召唤，饱满的嫩芽挂满了枝
头，如苍蝇附着在上面一般。远看，绿绦垂挂在
水面之上，伴随暖暖的春风轻轻摆动。桃花似
乎也沉寂不住，枝头上绽放两三朵娇嫩的花儿
来。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又显得冠绝一时。

河里的一群鸭子在悠闲的游弋，时而梳理
羽毛，时而对天“嘎嘎”而鸣，时而嬉戏打闹，撩
拨 得 水 面 泛 起 阵 阵 微 波，一 圈 圈 涟 漪 漫 散 开
来。此情此景，正如苏轼所写的那样：“竹外桃
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仅用桃花初放、江
暖鸭嬉等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早春江景的优
美画境。尤其令人叫绝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一句，他把画家没法画出来的水温冷暖，描绘
得如此富有情趣、美妙传神!

春雷滚滚向大地，万紫千红的春景就在眼
前，无限美妙的未来就在眼前。惊蛰唤醒春消
息，涌动在人们心头的更是向新的目标追寻，与
春天一样充满勃勃生机。

庐山天下悠，世间无比儔，文脉绵遐
而景色奇秀。无数峰谷胜境，然神韵灵动
且启人慧知者，当属何处？

沿南山公路蜿转上行三十余里，翠峰
绿树间，乍见一泓清水，恬静而蕴，百亩见
圆，深澈十丈，形似一朵稀世蓝莲——乃
庐山莲花湖也。

高山明湖，匡庐有三，此独冠秀。虽
无 长 白 天 池 之 驰 名，却 有 小 家 碧 玉 之 妆
姿。观其背倚庐山之巅大汉阳峰，上邻江
西省老干部疗养基地紫薇山庄；右傍黄龙
寺三宝树；正面旷廓，有长坝宛如卧龙，雍
水成湖，坝上拱桥一虹，似月跃波。坝外
深壑万丈，有岩柱耸立，柱顶复踞巨石如
鹏，乃庐山胜景“飞来石”也。崖顶一观景
亭，悬空独立，望大江萦带，云屯足底。东
可眺见白鹿洞书院千年松林，西可俯察柴

桑渊明故里和东林净土莲社，正视则周敦
颐先生濂溪堂矣！朱桂陶菊，书气莲香，
馨风徐来，隐约可嗅。

然湖之左岸最靓矣，山坪婉展，善知
书院天工筑就也！精舍五幢，布局奇巧，
灰墙黛檐，红顶焕然。蟠松密布，苍翠欲
滴，庭兰树花，四季馥郁。置庠舍百间，教
室适数，既是书院又似宾馆。设虚拟现实

（VR）、数字国学，与《四库全书》、线装典籍
共存，既崇承传统又引领潮流。复有棋廊
茶吧，琴案画室，瓷艺装点，雅韵盎然。如
此精致书院，意奚为焉？

院 主 乃 端 淑 丽 姝 ，婉 雅 如 莲 。 告 余
曰：

治世清和，寄物为荷。若能使人皆身
如荷雅，心如莲洁，何患尘世纷扰。然则，
何以致之？在教在化也！人生之程，少重
在知，壮重在行，而老重在思也。知、行、
思 者，一 以 贯 之 而 延 系 始 终 也 。 以 荷 为

楷，以莲为模者，则少尚纯、壮守净、老安
静也。少欲纯则学，壮欲净则律，老欲静
则怡也；

故此，善知书院欲以莲花为模为范，
而塑育众人，致力于打造少年学生研学旅
游基地、干部高管实践培训基地、老年康
养度假基地，用心诚良善哉；

愿景展望，迅捷将至。莘莘学子走出
教室，融身自然而研索真理，兴趣盎然，纷
至沓来。当炼其纯粹上进之志，教之以李
渤苦读而肇立白鹿之基、陶母封鲊方育成
栋梁之材。导其仰观紫薇山庄，启思能高
卧于此者，多为莲性德劭之人，而绝无缧
绁 羁 绊 之 徒 。 少 年 学 而 致 知，知 而 心 纯
也；复 又 有 机 关 干 部、企 业 高 管，培 训 充
电，益智增能，四方会集，交流互长。当嘱
其自律，惜家立命，洁净如莲。使之坐曲
拱 桥 上，左 清 波 而 右 绝 谷，临 渊 检 省，颂

《爱莲说》再温“出污泥而不染”，悟，或清

誉遐迩、或碎骨粉身，差在一念一行间耳；
再有银发翁媪，功成业就，惜憬桑榆，慕名
而至。理当由之晨歌晚舞，斗茗弈棋，惬
心怡情，助养真元。禀祈其师陶潜清风，
观岫云静好，赏菊湖滨，凝眸澄渌，深吸新
氧，颐养延寿。

于是乎，吾询院主，尔旰食宵衣，不辞
劳烦，素心如莲，将男女童叟之事尽撷于
心，助其清纯净静，于己何益欤？！则曰，
若能借莲花湖宝地、善知书院平台，渗融
于白鹿朱桂、栗里陶菊、濂溪周莲之香阵，
托庐岳之云雾，弥漫清氛满人间，至诚之
宏愿也！

闻其言，感之慨之，作文以记。兼赋
诗二首赞曰：

蓝绿红紫天然画，白云深处书院家。
漫说匡庐天下秀，应数莲台景致佳。
上行百转登莲台，青峰拥水碧荷开。
真理智识凭研索，善知书院慧香来！

踏雪寻梅结伴行，
凭窗远眺有春亭。
山房半壁喜迎客，
把盏言欢叙真情。

晓风轻展玉蕊香，
娇容笑吻朝阳。
几星淡碧点秀妆，
照影东墙。
隔夜雨柔翠叶，
情如春意绕枝长。
遥知宿雪满寒窗，
无限思乡。

王 霞

访 梅

画堂春

白海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