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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伟

朋友写了一份“春天笔
记”，说要在这个春天里践行

“春天的十大雅事”，其中有一
件是“在一棵花树下小睡片
刻”。我看后觉得这件事最有
趣、最浪漫，心想着有机会也
要寻一棵花树小睡片刻。

春天里百花争艳，五彩
缤纷，不辜负盛开的花朵，才
算得上是对春光的珍惜。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惜花方式：
有人在花树下拍照，定格“人
面桃花相映红”瞬间；有人拿
起画笔，画桃花、杏花、梨花，

用色彩来表达自己对春的爱
恋……而去一棵花树下小睡
片刻，在花荫的庇护下做一
个香气四溢的梦，则极具浪
漫韵味。

我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
李树，春天花开时节一树洁
白，满院飘香。记不清是哪一
年，我回乡后发现父母不在
家。既来之则安之，面对生活
中小小的意外之事，应抱有安
之若素的心态。我便不急着
去找父母，捧了本书坐在院子
里看。我的头上，就是一树开
得正盛的李花。李花开得团
团簇簇，淡淡的花香弥漫着。

我随手翻着书页，书中的文字
也彷如染香一般，变得诗意起
来。我一会儿低头看书，一会
儿抬头看花，看书时觉得花很
香，看花时觉得文字很香。春
日的暖风软软柔柔地浮荡着，
时间好像一刹那静止了。

正是容易春困的时候，我
不知不觉打起了盹儿。那么
好的天、那么美的花，容易让
人彻底放松下来；彻底放松后
睡意便不请自来。我把书放
在一旁，靠在躺椅上眯了一会
儿。你体验过在花树下小睡
的美妙吗？那种感觉让人想
到“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知道

是蝴蝶梦到了庄周，还是庄周
梦到了蝴蝶？我也是，觉得自
己在春天、在迷梦之中变成了
一朵李花，不知道是李花梦到
了我，还是我梦到了李花？倏
忽间，一个浅梦就被春风惊醒
了，睁开眼睛，我又觉得自己
仿佛看见了李花变成了满树
的李子，嘴巴里都有了清甜的
味道。那个春天，我在乡下院
子里的一棵花树下小睡了片
刻，心中涌起了满满的富足
感，好像整个春天都是我的，
觉得整个故乡都在我的身体
里了。

如今，我朋友的设想更加

宏大，她计划去山里看漫山遍
野的桃花，就是那种开得铺天
盖地的桃花。当你置身千万
朵桃花中间，就像进入奇幻的
桃花阵一样。一片片锦缎一
样的桃花，把世界染得一派绯
红，天地间弥漫着梦幻诗意的
色彩。她说要在桃花林里纵
情奔跑，直到跑出寻到世外桃
源的欣然之感。然后，她会选
一棵有点年岁的桃树，在下面
铺一条毯子，睡在花树之下，
享受春天的慷慨厚爱。

我觉得朋友的想象太过
浪漫，甚至有些任性。她说，
春日太美，不可错过。

■赵利辉

春意渐浓，江南草长。回
想南京的春天，秦淮河畔、玄武
湖边，都是寻春的好去处。这
两处，我都曾游历过，但最怀念
的还是来燕堂。不知堂前的燕
子，今年归来了没有？

来燕堂是房东王锁匠家的
堂屋，虽说不上雕梁画栋，但从
形制讲究的旧窗棂上依然能看
出他祖上是大户人家。三十年
前，我在南京工作时，租住在老
王家的厢房。他那时已有一把
年纪了，开了个配钥匙的锁匠
铺。我每天出门总看见他坐在
屋檐下，戴着老花镜，仔细锉磨
手中的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丢了，就得来找我。”老王有
时将我视作自家人，给我看他
收藏的一把金钥匙，但那只不
过是镀了点金。有一年春，堂
屋飞进来一只燕子，先在屋里
盘旋了两回，后又引来一只。
老王看见，立刻放下手中的活
儿，拉我出了屋，喜滋滋道：“我
家燕子回来啦！你以后说话不
要那么大声，吓走了它们！”

两只燕子果然相中了堂屋
的一角，开始筑起了巢。它们
日日衔枝填絮，忙忙碌碌，倒是
老王歇了生意，坐在屋檐下喝
起了茶。夜里，堂屋的门也不
关，就连我回来都要蹑手蹑脚，
跟做贼一样。燕子的巢终于筑
好了，老王的锁匠铺才重新开
了张，他逢人就说：“我家燕子
回来啦！”街坊邻居们免不了附
和：“到底是大户人家，燕子都
是嫌贫爱富的，咋不来我家
呢？”我不信这理，老王就高声
起来：“你个外乡人，没见过世
面，怎晓得来燕堂？”

真正的来燕堂却是在夫子
庙一带的乌衣巷。经老王这一

“羞辱”，我非要去瞧瞧不可。

夫子庙的民俗文化氛围浓，那
时虽已过正月年节，广场夜市
仍有花灯摊摆出。花灯是年产
季销的民间工艺品，纸灯本小
利厚，一季的收入，可供灯户全
家一年生计。他们因此争出精
品，名目繁多，其中有不少匠心
独运之作。龙灯须作愁状，虎
灯作恶状，狮灯作笑状，所谓愁
龙、恶虎、笑狮。灯必上形，才
堪称精制。百子图灯，上有一
百个儿童，形态各异；明烛照
着，脸蛋都红扑扑的，个个天真
活泼，顽皮可爱。百寿图灯，上
写一百个不同的寿字，楷隶行
草，借灯取意，祝愿世间老人大
福大寿。我买了一个西瓜灯，
灯户现场用瓜皮镂刻花纹，皮
内衬布，使瓜皮饱满保持原形；
一烛燃明，通体透亮，清新逗
人。我提着灯，上了河畔的一
条小船，在夜色中去寻来燕堂。

船沿着秦淮河行到文德桥
下热闹处，只见大小船挤挨一
堆，性急的客人索性跳上岸，跑
桥上去寻月亮。文德桥上看
月，叫作月当头。此桥原来是
木桥，板缝间可见月影。人立
桥上，明月当头，自顾无影，唯
见桥影将河中明月分成了等
半。后来木桥换成了石桥，据
说特意留了一道缝隙，供人到
桥上寻月。但那样的奇景，非
得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夜的子
时方可遇见。我是错过了日
子，亦受不得那冻，倒觉得春夜
里，站桥上望望天都是好的。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
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
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一座桥
无所依傍，孤悬在河面，一个人
独立桥上，任凭春风吹贯衣袖，
直到新月初上，人们都回家了，
他还迟迟不肯归。

来燕堂在较为僻静的乌衣
巷，下船后我提着西瓜灯，遍寻
不着。一个摆地摊的告诉我，
来燕堂是在相府里面，大门早
已关了。我谢了他的指点，看
见地摊上摆着湖笔、徽墨、宣
纸、端砚、镜框、挂钟、唱片、丝
线、绢花、金陵的摺扇、鎏金的
鸟笼，林林总总。觉得不买摊
主一点东西，对不住他的善
意。晃着西瓜灯，我照见蓝印
花布上摆着一本旧书《爱眉小
札》，便连同旁边的美人镜框一
起买了。巷口立着个黑漆漆的
诗碑，挑灯细看，刻的是唐代刘
禹锡的名诗：“朱雀桥边野草
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回到广场夜市，我碰见了
邻居老阿姨。她见我夹个布
包，手里提着西瓜灯，十分诧
异：“小伙子也有这份闲情呐？”

她非要请我吃宵夜，拉我到一
家清真店铺——那里的生烫干
丝是夫子庙的名小吃。干丝不
煮，只放入滚开水中烫几烫，加
上油料姜丝，清爽可口。还有
麻油五味的，用紫铜火锅煮，配
烧鸭，另加半碗麻油。我贪嘴
多吃了一碗。吃饭间，老阿姨
悄俏告诉我：“王锁匠的女儿叫
燕子，在广州打工，每年才回来
一次。他这几年有时脑子不大
清楚，你别惹恼了他……”我答
应了。

等我半夜从夫子庙回来，
老王趴窗口问：“见到燕子没？”
我隔墙说：“没见着。”这样地过
了两个月，一次他又问时，我不
胜其烦，刚想发作。抬头看见
堂屋墙角的燕巢，巢边露出来
几张莺黄小嘴，啁啁啾啾，向着
大燕子要吃的。大燕子嘴对着
嘴，将衔来的食物喂进孩子的
小嘴里，一家子其乐融融——
堂屋的粉墙上，放佛挂了一轴
中国画，春意盎然。我忽地想
起乌衣巷那诗碑，脱口道：“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不如，把这里叫作来燕堂
吧。”老王身子一震，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此后，他不再问
燕子的事，有时故意和街坊邻
居谈起我：“房客那是大有学问
的人。咳，我年轻时若是像他
那样，就不做这手艺了。”

端坐春风里，如今我的年
龄已接近王锁匠当年了。想起
往年夫子庙的花灯、鎏金的鸟
笼、爽口的生烫干丝、蓝花布
上摆的旧书，我就想起了来燕
堂。“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
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
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闲情
究竟是什么，是春愁还是怀
旧？或许，只是一旦清闲下来，
便会涌上心头的一种浓郁感
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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