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不少女性的

形象。这些女神，由凡人变成仙女，在天

地间遨游飘飞，把世俗女子无法实现的

梦想，变成了流传在人间的故事，尽管虚

幻，却令人神往。古老传说中的神女有

很多，如补天的女娲、奔月的嫦娥、法力

无边的西王母、太阳之母羲和等等。现

代人能记住这些女神的名字，也知道有

关这些女神的故事和传说，但谁能描绘

她们的形象呢？文学家们的笔下出现女

神时，有了具体的形象。譬如屈原在《九

歌》里写到山鬼，也是神话中的女神，但

只是简单的描写：“被薜荔兮带女萝”“既

含睇兮又宜笑”“乘赤豹兮从文狸”。宋

玉《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其象无双，

其美无极”，赋中有大段对神女姿容的描

绘：“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

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宋

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形象清晰迷人。这

样描写女性之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传说中的女神中，还有一位绝色女

子，她是水中的仙女洛神。洛神相传为伏

羲之女，在洛水中溺亡，化为水神。洛神

如何模样，没人见过。但是因为一篇文学

名作，洛神翩翩而降，成了天下无双的美

人。这篇名作，是曹植的《洛神赋》。在文

学作品中，写女性之美，曹植的《洛神赋》

可谓登峰造极，超越了宋玉的《神女赋》。

《洛神赋》是一篇幻想作品，是一个梦，一

段神话，也是一首绮丽凄美的长诗。曹植

在幻想中遇见洛神，为她的绝美姿色和风

韵倾倒，从此相思绵绵，梦牵魂绕。人神

之恋，只能是擦肩而过，永无结局。

少年时代，第一次读《洛神赋》，惊异

于文中描写洛神美貌的华美文字。洛神

长什么模样？曹植这样写：“其形也，翩

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

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

风之回雪……”这些汉字的组合，产生神

奇的效果。一个幻想中出现的仙女，被

瑰丽绮美的文字化成了声色灵动的具体

形象，从她的表情神态、身姿肢体，到裙

裾衣饰，甚至是身上散发出的兰蕙幽香，

都呼之欲出。

文字描绘的美，给人提供了想象的

天地。也许，不同的读者，想象中的女神

形象并不一样。但是文字可以转化成图

画，画家可以用线条和色彩，用画面把文

字描绘的美画出来、固定下来，这是对文

学 作 品 的 再 创 造 。 曹 植 离 世 一 百 多 年

后，有一位伟大的画家，把《洛神赋》画成

一幅绮丽多彩的长卷，洛神复活在画家

的笔下。这位画家，是东晋的顾恺之。

顾恺之画《洛神赋图》，距今一千六百多

年，原作已经亡佚。世人能看到的《洛神

赋图》，都是后世画家的临摹。

我曾四次看到《洛神赋图》，每次都

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看到《洛神赋图》，是在北京故

宫博物院。那是宋人的摹本，是近千年前

的绢本长卷，褐色的画面上布满岁月的烟

尘。但谛视之下，画中的人物情景还是清

晰可见。洛神是长卷的主角，她一次次出

现在画面中，演绎着曹植《洛神赋》中无望

的人神之爱。洛神从天外飞来，伴随她的

是龙雁祥云，是奇花异草，是群仙翩跹。

画家用柔软飘逸的线条，细致地勾勒出洛

神的形象，画出她深情惆怅的表情。这样

的线条，被人形容为“春蚕吐丝”。曹植也

是长卷的主角，他和洛神遥遥相对，由远

而近，又由近而远。画中的曹植，是被随

从簇拥的王公贵族。他的目光，和周围人

的视线不一致，始终专注地凝视着洛神。

曹植在画中的形象沉稳端庄，却让人感觉

怅然若失。

第二次看到《洛神赋图》，是在伦敦

的大英博物馆。同是古人摹本，和故宫

所见，似乎大同小异。但大英博物馆收

藏的那幅《洛神赋图》，更多地留下了岁

月的沧桑。数米长的绢本长卷，布满了

千年风尘造成的龟裂，裂缝中断损的绢

丝依稀可见。但画面中众多的人物，大

多还完整地保存着。主角洛神飘然翔游

在画卷中，每一次出现都呈现不同的曼

妙仪态。画卷的最后一组图给人印象深

刻 。 当 洛 神 的 身 影 在 缥 缈 的 洛 川 中 消

隐，伤心的曹植不顾一切，乘船在水上追

赶。画面上，飘在水上的洛神正回首深

情望去。残缺的画面上，曹植乘坐的那

艘船已经残缺不全，船身和船上的随从

都已形迹难辨，唯有端坐在船舱的曹植

完好无损。曹植的目光，正执着地追赶

着远处的洛神……

第三次见到《洛神赋图》，是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拥挤的展厅里，很多人在

围观，那是古人临摹的长卷局部。那次，

我只是隔着玻璃柜远远地看了一眼，落

在眼帘中的，是一片发散着神秘气息的

黄褐色，繁密的线条和斑驳的色彩在画

页中交织，其中隐藏着洛神和曹植的梦

中之恋……

第 四 次 邂 逅 ，是 在 欧 洲 的 莱 茵 河

畔。那次，我们从德国慕尼黑坐车去奥

地利维也纳，沿着莱茵河走了很长一段

路。途经一座奥地利小城，我们进城休

息用餐，找到了一家门面素雅简朴的中

餐馆。餐馆老板是中国侨民，一位热情

的中年人，说话带着闽南口音。听说来

了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他表情有点神

秘地笑着说：“来，我要把你们带到中国

的古代去。”说着，穿过厅堂，把我们引进

一个幽暗的大包房。

进门，一片漆黑。我正感到纳闷，灯

光突然亮起来。眼前的景象，让人惊愕

不已。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暗室，四面

都是白墙。白墙上，画得满满的，都是中

国的古人。我发现，画面上的人物，都是

我熟悉的。正面的大墙上，是巨幅线条

白描《八十七神仙卷》。这是唐代的名

画，当年被徐悲鸿从海外收购回来捐给

国家，成为美术史上的佳话，相传是吴道

子的杰作。白墙上的图画，是这幅画的

局部，把原作放大了很多倍。画面上，删

去了原作头尾两群男性官吏武士，只留

下队列中那一群衣裙飘拂、姿态优雅的

仙女。我眼前的《八十七神仙卷》，当然

不是原作，是现代人用毛笔和墨汁在白

墙上的描摹，但绘者手笔不俗，墙上的画

面足够让人感觉惊艳和震撼。另外两面

相对的墙壁上，还有让我更为惊奇的画

面，墙上画的竟然是《洛神赋图》中的情

景。一面墙上，画着洛神乘坐龙舟远去

的场景。六条昂首飞行的神龙，拽着旌

带飘扬的龙舟，穿行在浪花和云波间。

坐在龙舟上的洛神，正含情脉脉地回首

凝望，眼神中，是留恋，是惆怅。对面墙

上，画着曹植，他正坐在船上，追赶远去

的洛神。两面墙上的一男一女，无奈地

隔空相望。这两面墙上的人物，永远不

会有重合的一天。

我站在餐厅包房的中间，环顾这三

面墙上的墨线白描，惊讶得说不出话。

白 墙 上 的《洛 神 赋 图》和《八 十 七 神 仙

卷》，形象传神，技法高超，是谁的手笔？

曹植，洛神，仙女，顾恺之，吴道子，正在

这小小的空间聚会。怎么也想不到，在

莱茵河畔的欧洲小城中，竟然会有如此

奇遇。餐馆老板笑着为我解开了谜团。

他告诉我，墙上的《洛神赋图》和《八十七

神仙卷》，是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留下的

墨迹。这是一位从北京来奥地利留学的

美术研究生，曾经在这座小城生活了一

段时间，吃住都在这家餐馆里。为了报

答老板的热情款待和照顾，年轻的中国

画家挥舞画笔，在这间包房独自画了很

多天，在三面墙上画出了这三幅画。这

个展现中国绘画和神话的包房，成了莱

茵河畔的一个景点，很多人慕名前来，在

品尝中国美食的同时，欣赏中国的绘画，

走进千百年前的神话世界。

离开小城，在莱茵河畔继续旅行，我

的眼前飘动着洛神的形象。莱茵河的波

光，居然和我幻想中的洛水融为一体。

洛神，传说中的中国神女，此刻正在辽阔

的世界到处漫游呢。

与《洛神赋图》的相遇
赵丽宏

不知是军旅生活的历练养成，还是

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习惯，对于读书、藏

书，乃至书房的布置，我情有独钟。

每年立春前后，我总是习惯把书房

里的书调整一番。无论是已读过的书，

还是未读完的书，新书还是旧书，我都会

按照书的大小、内容等重新排列，力求横

看成线，侧看成列，并且做好标记，一目

了然。

今年直到春分时节，书房还没有打

理好。书越来越多，整理颇需要一些时

间。整理过程中，一些书勾起了我的回

忆。比如这几本已泛黄的书，那是从读

书的军校旁一家小书店里买的。读军校

时，读书气氛特别浓厚。同学们的书，有

的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有的是周末外出

从当地书店买来。大家经常相互借阅传

看书籍，也常会在宿舍熄灯后点着蜡烛，

热火朝天地交流读书的心得。

那家小书店紧邻学校，书的种类很

多，常常十分拥挤。那里总能买到畅销

书，特别是哲学类书籍。后来得知，小书

店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不少书目

是学校几位知名老师推荐的。那时的我

们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这家小书

店让我们很受益，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滋养。正是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个

习惯，凡是喜爱的书，都会买下来，慢慢

品读。

毕业后到部队，从分到宿舍到成家

分到住房，无论居住空间多么有限，有一

些书是我一直以来的珍藏，可以说是随

身携带，比如《历代诗词名句辞典》《常

用 古 诗》《新 闻 学 大 辞 典》《大 学 语 文》

等。这些书里有背诵过的古诗词，有在

老师讲解后所做的笔记注释，字里行间，

我甚至能感受到老师点评时的目光，这

些都已成为岁月经年里永存的记忆。

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后，采访或参

观学习，我都会走进当地的相关纪念馆，

也一定会买一些具有史料价值和纪念意

义的书籍。如今，在我的书柜里，这些书

整齐地摆放在一起。记得有一年到遵义

采访，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买到《走进遵义

会议会址》一书，书上还盖了“遵义会议

会址参观纪念”的纪念印章。还有一次

到江西井冈山，我买到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全史》。同行的一位战友看到后，问

清购书地址，午休时又专程赶过去买了

这本书。后来又去了福建古田，买了《军

魂：古田会议纪实》一书。这两本书上，

也都有纪念印章。现在，这些书都已经

成为我的珍藏。

我的书柜里还有一类书，是新闻和

文学类优秀作品集。这类书大多是赠

书，每次收到，我都会及时阅读。当中不

仅有我和战友获奖的文章，也有许多认

识和不认识的同行的作品。这些书，不

仅是我向同行们学习的最好资料，更是

时光的记录和友情的绵延，是给予我感

动与鼓舞的温暖珍藏。

特别记得其中两本获奖作品集。一

本是《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获奖

作品选》，有我们的作品《党确认您》。这

篇通讯报道的是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

长、已逝老红军张绪。张老的故事让我

们感动铭记。还有一本《中国报纸副刊

优秀作品集萃》，收入我们的作品《信仰

的高地》。那次，我们来到红军长征走过

的雪山草地，采访了驻守在这里的空军

雷达部队，真切地感受到官兵们的艰苦

奉献。作为书写者，我们把所有的感动

凝练在文字里，也与可敬的被采访者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采访空军雷达部队的那次，我还有

个意外的收获。同行的战友不知从哪里

找来一册《阿坝路线基本情况》，这是一

本买不到的书。结束采访时，战友把这

本书送给了我，我特别珍惜，珍藏至今。

在岁月里与书相遇、相知，是一件惬

意的事情。我有书香暖岁月，岁月因此

幸福而珍贵。

书香暖岁月
田 霞

又见双桂湖。双桂湖位于重庆市

梁平区。梁平区多河流、湖库、稻田，

还有众多的塘、沟、渠、堰、井、泉……

湿地星罗棋布，如珠链点缀在这片土

地上。双桂湖就是珠链上一颗璀璨的

明珠。总面积三百多公顷的双桂湖，

湿地面积超过百分之五十。它倚巍峨

梁山、映绵延竹海，三面丘陵环绕，一

面平川开阔，湖水旷渺、湿地清润，是

两百多种鸟类、六百多种植物的生息

天堂。

此刻的双桂湖，空气中满满草木

味 道 。 视 野 开 阔 处 ，天 穹 澄 明 、水 天

一色。远山逶迤成一抹黛绿，又深深

浅 浅 投 影 于 一 泓 烟 波 。 环 湖 栈 道 曲

径 通 幽 ，引 得 人 的 脚 步 往 花 木 深 处

去 。 沿 湖 佳 木 葱 茏 ，槭 树 、刺 葵 、石

楠、柚子树、水杉……临水照影，情态

各具。

群鸟翩跹，挥动翅膀剪碎幽谧、搅

乱波光。野鸭三三两两结伴巡湖，将

水的镜面犁出道道细痕。白鹭懒洋洋

掠过湖面，哪怕一次漫不经心的滑翔，

也优雅如空中芭蕾。

鸟儿灵动，最能感知大自然的些

微变迁。在曾经集约化水产养殖导致

水体污染的年月，鸟儿纷纷远走，只留

给这片水域一片孤寂。好在，生态环

境治理、恢复、保护，让双桂湖渐归昔

日的澄澈，旧友新朋纷纷到来：世界极

危物种青头潜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 华 秋 沙 鸭 、阔 别 重 庆 多 年 的 灰 雁

……几年前的四五月，志愿者在湖边

发现了一群斑嘴鸭及其幼鸟，这意味

着斑嘴鸭在双桂湖“定居”了。

鸟儿们爱浅滩，人们建浅滩；它们

好沼泽，人们留沼泽；它们喜深水，人

们修深水区。茭白、莲藕、莼菜等植物

能改善水质，也是鸟儿喜爱的美食，都

给种上……春夏秋冬，双桂湖的天空

不再寂寥，双桂湖的碧波荡漾潋滟。

“ 嘎 嘎 嘎 ”，野 鸭 的 欢 叫 此 起 彼

伏。但见湖岸边的水上，漂浮着大片

荇菜。清丽的青绿色叶片，叶片下细

长的根茎半隐于水中，纤纤袅袅如柳

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荇菜，《诗经》里的古老植物，千年来一

直风雅在文人墨客的吟咏中，而今又

赋予双桂湖以别样的悠远诗意。

我曾见过荇菜最美的模样。仲夏

时节，荇菜花期正盛。清波粼粼之上，

圆圆的叶片铺就满目青绿，一柄柄鲜

黄色的花朵婷婷立于其上，婉约又活

泼。放眼湖面，嫩绿、明黄交织，如巨

幅织锦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如果说鸟儿是环境的“瞭望哨”，

那么荇菜则是水质的“监测员”，水体

稍 有 污 染 ，它 们 便 会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听公园的管理人员说，最初大家

不认识它，以为是水里的杂草，后经专

家 科 普 才 得 知 ，这 竟 是“ 宝 藏 ”植 物

——可供观赏，还为鱼类、鸟类提供上

佳的栖息、繁殖、觅食之所。

从此，荇菜开始在双桂湖繁衍生

息，如今已壮大到五百多亩。每年花

开时节，双桂湖荇菜花开似繁星，湖面

花海荡漾，与远方起伏的山丘辉映，好

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

一艘清漂船从远处缓缓而来，沿

湖岸划出大大的弧。船至跟前，我好

奇地问清漂工师傅，为何绕这么远的

弯路？师傅一边清漂，一边笑道，怕伤

到荇菜、惊着鸟儿，所以清漂船不直穿

湖心，也不从荇菜中过，只沿着岸边轻

轻地划行。“这当然会增大工作量咯，

但保护环境，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吗？”

师傅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瞬间悟到，

双桂湖何以能成为双桂湖。

饱餐后的野鸭昂然游过绿毯般的

荇 菜 ，在 湖 面 上 拖 出 几 弯 优 美 的 水

痕。岸边，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驶过，洒

落一串年轻的笑声。一群散步的老人

说笑着走过……

我感叹，双桂湖如此之美，我要每

个季节都来看它。当地的朋友却说，何

止？双桂湖每月、每天、每个日出日落

都不一样，值得你常来看、反复品……

波光潋滟双桂湖
程 华

那一年，我八岁。塬上的桃花

开了。早上喝罢汤，老人和孩子们

穿上鲜亮的衣服，年轻姑娘们脖子

上缠着粉红色的纱巾，相约去塬下

看戏。平时鲜有人影的小路上，唧

唧喳喳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欢乐的

河。我在桃花园里锄草，一阵春风

拂过，桃花纷纷落下。我听着小路

上的欢笑声，手执锄头，暗自独吟。

不大的桃花园仿佛是我的戏台，我

也想唱一出秦腔大戏。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上，肚

子饿得咕咕叫。忽然，从麦田地里

“冒”出来一个人。那个人，是我的

本家二哥。

那时，在我们村子，二哥就是秦

腔，秦腔就是二哥，二哥是一个为秦

腔活着的人。二哥如果在村里遇见

唱戏的好苗子，一定会激动不已，欢

天喜地找到人家。村里的娃儿们，

分不清他是活在生活中，还是秦腔

戏里。二哥在生活和秦腔戏里跳出

跳进，举手投足间，全是秦腔戏里的

范儿。

二哥热情地迎上来，递给我半

块点心。我连忙囫囵吞下。二哥帮

我背书包，一路走，一路说秦腔戏给

我听。起初，我听不惯他沙哑的嗓

音。但因为吃了二哥的半块点心，

不好意思拒绝，便任由他絮絮叨叨

说戏。

从那以后，放学回来的路上，二

哥一定会在麦田地里等我，他要给

我说戏。

二 哥 说 戏 的 时 候 喜 欢 手 舞 足

蹈，眼中闪着光。他常常是一手叉

腰，另一只手如刀一样，在空中往下

砍，显得很有气势。他所讲的那些

戏文，与我后来看到的真正现场全

都符合。有一年，县里的剧团来村

里唱戏，一本《秦香莲》里的戏文和

二哥讲的，竟然一字不差。

二 哥 说 ，三 尺 戏 台 演 的 是 人

生。二哥又说，秦腔来源于生活，秦

腔和秦人的性格一样，不拐弯子，直

抒胸臆。

我听得有些蒙，却莫名地觉得

二哥的话有些道理。二哥鼓励我

说：“我在麦田里割草，在桃花园里

锄地，听过你唱戏，你声线开阔，是

唱戏的好材料。”那时候在乡村，没

有多少娱乐活动，大人们喜欢在田

间 地 头 哼 唱 秦 腔 ，年 少 的 我 耳 边

“逮”到几句戏腔，便也胡乱地哼唱

起几声调调，没想到，二哥竟然听进

去了。

能得到二哥的鼓励，我很是高

兴。二哥给我说戏，让我单调的生

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回家后，我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我

说，你二哥先前在县里的剧团唱戏，

做功和唱功盖过了名角，可有一天，

嗓子伤了，唱不出音来了，才回到村

子里。

我知道二哥沙哑嗓子的秘密之

后，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对秦

腔的热爱，开始积极地配合二哥。

二哥也更加认真起来，正式教我唱

戏。教戏的二哥格外地严格，他右

手执柳条，左手上下打拍子。我哪

个地方唱得不对，二哥的柳条便落

在我身上。

那一日，塬上空无一人，我和二

哥在桃花园里唱戏，唱的是《三击

掌》，王宝钏彩楼飘彩的那段戏。桃

花园里静极了，二哥酝酿片刻，然后

登场。他一个人在塄坎上面负责

演，我在塄坎下面负责唱。二哥一

会儿演相府老爷，一会儿演丫环，一

会儿演小姐王宝钏。二哥演得很投

入，我唱得很动情。那一日，桃花园

里，我们两人珠联璧合。那场景，让

我至今难忘。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终究还是

没有走上二哥期待的那条路。今年

4 月 ，我 在 西 安 的 城 市 公 园 里 漫

步。那一日桃花灼灼，一帮戏迷们

请了专业团体的老师前来辅导，唱

的也是《三击掌》。男演员一声吼，

桃花纷纷飘落。

我 从 旁 边 经 过 ，瞬 间 有 点 恍

惚。那一刻，我想起了在台上唱秦

腔的二哥。在乡间教戏的二哥，弟

子已经遍布各地，如今，他们活跃在

秦腔的各个舞台上。而我，每次听

到那熟悉的唱腔，心依然会为之悸

动……

桃
花
园
里
唱
秦
腔

邹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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