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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絮语

悠然的慢时光

■ 谢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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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明节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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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万花筒

慢时光似乎是不属于城市的，慢时光是属于乡下，属于从
前的……

有人说，从前的脚步好慢，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要
走一天的时间。从前的日子很慢很暖，裹在淡淡的烟火里，日
日年年。

悠然的慢时光，藏在古老的宅院、街巷里。当你走在古老
的村落里，最吸引人的是光洁、明亮的石板路，那一块块石板，
整整齐齐地铺在街道里，沿着地形高低错落。春日阳光的照射
下，那石板路反射出幽幽的光泽。有的边角处破损了，残缺了，
却依然坚守那里。于是，人们风里雨里，便没了泥泞之苦。

古老的街巷里，有一家一家的店铺。店铺比石板路高出
不少，便有高高的台阶相连。屋顶呈尖形，漂亮的屋檐下，有或
红色，或黑色的大门。早晨，人们缓缓地将门板一块一块地摘
下来开市营业；待晚上，再缓缓一块一块地闭合。一切似乎都
不急不缓，怡然自得。

从前慢，人们可以慢慢地雕琢一件器物，一幢房子。古街
上很多店铺前有出檐的梁柱和明代特有的弯脖斗拱，古老的窗
棂和斑驳的木门，使古街更增添一份沧桑之美。青砖小瓦的建
筑，古式木板门，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它们曾经的辉煌，曾经
有那样一个匠人，一刀一刀地雕刻出生活之美。他们似乎不慌
不乱，只为留下最精美的物件，最吉祥的寓意，一辈一辈流传下
去。老街就像一张老拓片，拓出了历史的悠然，和缓缓的时光
痕迹。

悠然的慢时光，凝结在一笔一划的书信里。家书抵万金，
当年《一封家书》随着李春波的哼唱，而闻名于世。那时候，人
们在信中写着日常，却每个字都写着想念，写着渴望相聚。有
的人把家书一封封地保存，竟然成了厚厚的一捆，在岁月中，也
许微微泛黄，但其中的情，却随着时光，历久弥香。

有人说：“那时候，没有一秒钟就可以到达的电邮，等一封
信，漫长如一生，但是慢一点，才能写出优雅浪漫的话语，慢一
点，才能仔细寻觅盼望的爱情。”现在想来，此言极是。相比于
日益快捷的电邮或是微信，你愿意写一封信吗？凭着一点纯美
的情思，时时都可以给人以温暖，就像流星的光辉，总是照耀在
我们的生命里。

悠然的慢时光，在宁静的山村里。春光暖暖，我们在山里
寻访春色。恰遇一位旧知，热情地邀请我们回小院喝茶。那天
下午，我们就和朋友在小院子里谈天说地。时光慢，我们仿佛
可以看得到太阳慢慢的脚步，从茶碗的一边划到另一边。我们
说到慢生活，朋友说：“放弃都市的奔波，到乡下寻找一份心的
宁静。”院子里到处是开放的花，还有亲自耕种的蔬菜。一切都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其实，最美的生活是修建心灵的藩篱，在
心里种花种草。朋友博闻广记，饱读诗书。他喜欢坐在小院里
读书、画画，自得其乐。其实，何谓成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
方式过一生，就是一种成功吧。

慢时光悠悠，藏在岁月里，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陈家的爷爷，是我奶奶的第三任丈夫。奶奶是特别
命苦的人。在我的亲爷爷三十多岁病逝后，她带着四个孩
子改嫁了一户姓蔡的人家，可没两年，丈夫也病死了。当
时娶奶奶，陈家爷爷承受的何止是精神上的压力。

爷爷是个本分善良的农民，他用双手为四个孩子撑起
了一个温暖的家。六十年代，农村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他总是把口粮分一半给孩子们，自己忍着饿完成队里分派
的繁重的生产劳动。好在我父亲和大姑姑都很懂事，年纪
不大就知道尽力帮爷爷分担。

奶奶和爷爷生了一儿一女，小叔只比我大八岁。随着
我和弟弟妹妹的出生，爷爷布满沧桑的脸上多了一些笑
容，他把大部分的爱给了我们，每次去街上卖菜，回来时都
快到中午，他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带根油条或是一个包子
给我们。七十年代末，还只能勉强吃饱饭，一根油条，对馋
嘴的孩子来说也是难得的美味。以至于稍大点的我们，老
是在爷爷要去卖菜的前一晚，抢着和他睡，只为了第二天
能早点吃到热乎的大肉包。

爷爷奶奶最疼的是我，也许是我体弱多病，也许是爷
爷奶奶疼长孙的老传统。我的父亲总忙着村里的工作，忙
碌的母亲无暇顾及我。幸亏有爷爷奶奶的疼爱，我幼小的
心才有了依靠。

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老发肚子痛，疼得厉害时满

地打滚。一个夏天的午后，母亲没怎么休息就去了地里，
我被一阵腹痛疼醒，从竹床上滚到了地下，然后哭着爬到
了奶奶家里。奶奶气得晚上和母亲大吵了一架，第二天一
大早，就让爷爷背着我去找黄半仙，据说他能治很多病。
三四里的路，只有我们借着星光行进着。到黄半仙家的时
候，他才刚起床。他问了我爷爷一些话后点燃三根香，对
着桌上的神像恭敬的作了三个揖，然后取出一张黄裱纸，
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画着符。等画完后，再拿来一碗
温开水，把符纸点着烧在了碗里。爷爷接过碗，哄着我把
略带灰黑的符水喝下。不记得爷爷给了他多少钱，只记得
我们回家时，他还一直背着我，不舍得让我走一步。至于
那符水有没有治好我的腹痛，我大抵忘了。但靠在爷爷宽
厚而温暖的肩膀上的幸福，让我终生铭记。

在我十岁时，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爷爷不幸得了脑溢血，
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导致了他后来的几年处在半身不遂、
生活不能自理的状况。他病的那一年，我们一家刚搬进新
房子，因为奶奶的身体也不好，父亲为了方便照顾，把爷爷
接到了我家住。从那时起，爷爷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我端
到他的床边，每天早上，帮他倒便桶，然后冲干净。帮爷爷
洗澡的事都是父亲一个人完成，爷爷病那么久，都没有生褥
疮或是有难闻的气味，邻居们都说爷爷是好人得了好报。

爷爷病的第二年，在我父亲的操持下，小叔也结婚了，

爷爷的心里特别安慰，身体都好了很多，能慢慢的搬条板
凳挪出房间了。我开始总是不放心，他到哪儿我就跟到哪
儿，后来看他渐渐稳当了，心里才踏实下来。小叔的儿子
出生后，当我奶奶把小孙子抱到爷爷面前时，爷爷本来就
有点歪斜的嘴角笑得更歪了，那应该是辛苦一辈子的爷爷
最幸福的时刻。我后来经常抱小弟弟到爷爷的身边玩，看
他满足的样子，我也特开心。

小弟弟只有一岁半的时候，爷爷再次病倒了，在他弥
留之际，不停地叫我的名字，我坐在他的床头，一刻都不能
离开。也许那条不归路异常地难走，他要带着我对他的深
爱才不至于害怕！爷爷疼我长大，我送他终老，这就是爱
的传承，生命延续的意义所在吧！

父亲和大叔后来举家迁回了崔家，父亲健在时，每逢
清明都带我们去给爷爷扫墓。最近几年，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只买了祭品委托小叔祭扫。不知何时起，我站在崔家
爷爷的坟前时，脑海里出现的是陈家爷爷慈爱的面容。

陈家爷爷的一生，没有值得歌颂的功绩，但他的善良
却温暖了两代孩子的心。他的爱也感染着家中的每个人，
不管是在一起还是后来的分居两地，兄弟间的情义从未有
丝毫的更改。

又临近了清明，窗外的雨声，惹出了我深深的思念，爷
爷您在那边过得是否安好？

地处赣北的山水小城武宁，是一座非
常美丽的城市。静穆雄奇的幕阜山横卧西
北，层峦耸翠的九岭山纵贯东南，明净秀美
的修河从中逶迤而来，在这里汇成一片波
光浩淼的庐山西海，将武宁的山灵水韵彰
显得淋漓尽致，因而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
山水小城”。武宁如此之美，而八音公园就
如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把武宁的山灵水
韵来了一次最为精华的浓缩。

八音公园位于武宁县城西边，东起西
安桥，西至长水大桥。它背靠县城，面临风
光旖旎的西海湾，与对岸的湿地公园隔水
呼应。整个公园以中国古典音乐中的“金、
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种乐器质材
为基线，以“山水有清音”为设计主题，将八
音元素分别融入具有鲜明山水特色的自然
环境中，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山水音乐画卷。

虽然这是一处人为的大景观，却妙夺
天工，完全没有刻意雕饰的痕迹。这里不
是山林，但那一座座精心构筑的假山，一块
块千姿百态的奇石，咫尺中包含万壑千丘，

方 寸 间 有 着 无 限 天 地，处 处 都 有 山 林 之
气。加之那些搭配巧妙、错落有致的含笑、
紫薇、杨梅、香樟、水柳、罗汉松、榆叶梅等
树木以及紫竹、斑竹、凤鸣竹等竹丛，使这
里“一年有不败之花，四季有常青之树”，移
行换步间映入眼帘的都是不同景致。沿着
弯曲别致的小道漫步，不能不陶醉于这里
的美丽与清幽。特别是这些花木山石，在
西海湾的映照下，岸上是一个世界，水里更
别有地天。凭栏四望，让人感到山在城中、
城在水中、水在绿中、绿在人中、人在画中；
行经其间，有如在观赏一幅水墨丹青，且行
且展开，美不胜收。即使在晚上，这里一样
旖旎动人。园中的七彩灯光照耀在西海湾
的波浪上，一闪一闪的，变幻莫测，使人的
心情也变得摇曳不定，飘飘忽忽的……

最为精妙的还是八音楼为中心、以八
种乐器质材命名的九座楼亭廊阁。八音楼
是八音公园的主体建筑，它处在整个公园
的最上端，底下楼开八面，暗寓八音之意，
上翘的檐角承载着浑圆的顶层，显得气象
恢弘，领袖群伦。其它的楼亭廊阁则各具
特色：土音亭在八音楼后左侧，为小小圆

亭，四面临风，浑厚朴实。丝音阁在土音亭
坡下，它轩窗小敞，后侧一树芭蕉迎风招展
着飘飘的绿衣，下面有一根竹枧，汩汩流水
四时不绝，轻注于石臼之中，非常可爱。由
丝音阁向北直行，到长水桥下为竹音亭，它
建在水中，与对岸湿地公园的亭台隔湖相
望，显得优雅别致。由丝音阁往南直行，则
是金音阁，金音阁秀丽堂皇，前面绿柳成
行，临水照影，饶有风味。在金音阁的上方
是革音亭，那里地势较高，因而革音亭显得
气势开阔，大度从容。匏音廊与革音亭隔路
相望，它曲折回环，深远幽雅。步出匏音廊，
走过一段游步道便是石音亭。它下临秀丽
的桃花溪，上面则奇石林立，显得凝重静谧
……这些楼亭廊阁都掩映在碧树花丛中，更
显得意趣盎然，韵味悠长。在石音亭上方是
木音阁，比其它楼亭廊阁更加宽敞。木音阁
建有舞台，前面是个小广场，既是市民休闲
的好场所，也可以在这里可以举行演出。它
和八音楼一方一圆，一首一尾，从北到南遥
遥相对，使整个公园有如一首和谐的曲子，
到这里有了一个完美的交代。

步入这些楼亭廊阁，里面轻响着八种

不同材质乐器的美妙旋律。时而丝竹和
鸣，时而金石铮铮，时而锣鼓震天，时而埙
磬轻响……让人不觉间便陶醉在这音韵交
织的世界里。在这个时候，如果登上八音
楼，俯瞰园中美景如斯，远望西海烟波浩
淼，而那四围的苍翠峦与天光云影都在西
海的波光里摇漾，你会觉得，有一种更为美
妙的天籁，从那清泠的山水间轻轻流出，在
你的耳际悄然回响……

真很羡慕这个小城的人们！在这里既
可 以 领 略 山 水 之 趣，又 可 以 享 受 都 市 之
乐。或是迎着清爽的晨晖在楼亭前舒展身
姿，或是踏着暮霭的余影在幽径上轻盈漫
步，或是靠着栏杆优闲垂钓，或是坐在树荫
下自得弈棋，或是对着西海长吟放歌……
正 如 古 人 所 云：“ 未 必 丝 与 竹，山 水 有 清
音。”不知不觉间，自己的灵魂便融入到了
这美丽的山水中。

当华灯初上月满楼头的时候。八音
楼前，轻歌曼舞，各个亭廊楼阁中八音齐
鸣，连着西海的波光滟影，整个小城都幻
化在从这片清泠山水间流淌出来的曼妙
旋律里……

民谚常说“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
莫迟延”。清明节原本是一个敦促春耕的
节气 ，怎么变成了纪念祖先的节日呢？应
该 说 这 与 此 前 一 天 或 后 一 天 的 寒 食 节 有
关。传说寒食节是在春秋时代为纪念晋国
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到唐代唐玄
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 寒食上墓”。因
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清明
扫墓了。

记得孩提时，每到清明节外祖父就带着
我上山扫墓祭祖。他还给我讲述某某人家
的祖坟葬在猛虎跳涧的山坡上，风水很好，
曾在明朝万历年间出过大将军；还有某某人
家的祖坟葬在凤凰岭上，风水很好，曾在清
朝乾隆年间中过进士。还有什么在民国时
期，该地方出过“五里三司令，隔河两将军。”
尽是一些带着迷信色彩的传说，我听得似懂
非懂。直到念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清明节，老
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去
献鲜花，才懂得了清明节扫墓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时代对于传统的清明节赋予了新的

内容，同时也体现出了新的历史意义。
长大成人外出工作后，我见同事们每逢

清明节都回家扫墓祭祖，还有许多在外地务
工人员每逢清明节也纷纷回家扫墓祭祖，中
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后
来，国家还将清明节定为了法定假日，贴近
群众，深得民心。

近年来，人们对于清明节的思想认识似
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人在外地工作或
务工，由于特殊岗位不能离岗或因种种原因
不能回家扫墓祭祖。他们就利用工作之余
拿起笔杆或写散文或写诗词缅怀先辈，寄托
哀思。许多人不仅是缅怀先辈，还缅怀同
学、同事、战友、亲戚、朋友。亲情、友情、乡
情跃然纸上，这种文化氛围给人留下了无限
的想象空间。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即将到来，我情不
自禁的想起了学友柯善梅。故撰古风一首，
以表哀思。

忆君总慈祥，友情自难忘。
寒窗共剪烛，鲁溪话衷肠。
而立建功业，知命赴仙乡。
人生无定数，精神永流长。

我陈家的爷爷
儿时的生活很枯燥，几乎没什么娱乐生活。观看了一

次外地人的魔术表演后，我便迷上魔术。我想学，可家里
穷，根本拿不出钱。

那年春天，我家对面搬来了位姓何的叔叔。何叔叔会
变魔术，也喜欢跟小孩玩。我跟何叔叔很快熟了，总缠着他
变魔术。何叔叔每次都会变给我看。有一次，我傻傻地问
他，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何叔叔笑而不语。一个周末，我
去他家玩，何叔叔给我表演了汤勺变弯的魔术。只见一把
汤勺在他手里挥舞几下，就弯了。我很好奇，追问何叔叔，
他依然含笑不语。

回家后，我拿了汤勺模仿。可变来变去汤勺总不弯。
后来我灵机一动，用锤子把汤勺打弯，却因用力过猛，把汤
勺折了。然后我又拿来几把汤勺，继续敲打。结果总因掌
握不好力度，每把汤勺都折了。正当我担心被父亲发现会
挨打时，父亲回家了。看到满地的断汤勺和调羹，父亲挥起
拳头就揍我。我鬼哭狼嚎，把对门的何叔叔引来了。他拦
住父亲问，“怎么啦？小帅犯什么事了？”父亲铁青着脸指了
指地上的断勺。

何叔叔问我，“小帅，你为什么要把汤勺弄断？”我很委
屈，“何叔叔，我也想把汤勺变弯的，可我变不出，用锤子敲
了几下，就断了……”

何叔叔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蹲下来对我说，“小帅，变
魔术是有技巧的，不是你用锤子敲打几下就能解决，你应该
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接着，他告诉我汤勺变弯的秘密。
原来，何叔叔事先准备好两把一模一样的汤勺，一把是没折
弯的，一把是折弯的，在快速挥舞中，趁别人眼花缭乱，他迅
速替换了那把变弯的汤勺。我恍然大悟。“何叔叔，你教教
我变魔术，好吗？”我用袖子擦了一下鼻涕哀求。可是何叔
叔仿佛没听到，转身对我父亲说，“周大哥，小帅是个好学的
孩子。应该鼓励他，而不要因为孩子好学犯下的错误打他、
骂他。”后来父亲就没再打我了。

何叔叔对汤勺变弯的揭秘更引起了我对魔术的求知欲，
往何叔叔家跑得更勤了。我总想让他教魔术，可他总不答
应。越不答应，我就越想学。我对何叔叔展开了软磨硬泡。

或许被我的好学精神感动了，何叔叔答应了。在何叔
叔的指导下，我会玩的魔术越来越多，我也得到了更多的乐
趣。后来，我不满足于何叔叔教的魔术，经常跑到图书馆找
魔术书看，贪婪地汲取书中的营养。

高二下半年，何叔叔搬走了。因为要临近高考，我的学
习也越来越紧张，也很少有时间玩魔术了。

在上大学期间，除了认真学好自己的专业，我又恢复了
对魔术的喜好，我把它当成我的业余爱好来经营。毕业后，
我以优异的成绩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

在公司里，休息时间，我会表演我的魔术给大家，不但给同
事们带来了欢乐，也拉近了跟同事的距离。再加上我能说会
道，乐于助人，在公司里人缘极好，还成了公司的文艺骨干。

有一段时间上司艾姐情绪很差，对下属态度极不友好，
办公室被低气压笼罩着。这时，我从侧面了解到艾姐因老
公出了点事情，才心情不好。于是，利用午休时间，我又拿
出我的秘密武器，一会儿变只小狗汪汪汪，一会儿变一束玫
瑰送给艾姐，一会儿变出一大杯热咖啡，分给同事，大家被
我充满喜感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艾姐的眉头也开了，忍不
住跟着笑了。后来艾姐去总部就职，离职前，她向老板推荐
了我。推荐的理由是，我不但对工作有股琢磨劲，而且跟同
事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后来，我跟漂亮下属、忠实粉丝娜娜结了婚，组成了一
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吉吉出生后，也很喜欢魔术。每当吉
吉爬上我的膝头，要我教他变魔术的时候，我都要给他讲一
讲有关汤勺的故事。

张成林 摄

茹 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