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snews@163.com

2022 年 7 月 8 日 星期五责编 卢先庆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卢先庆

电话:023-57737953

4

急 ( 常 ) 用电话 报警 :110� 火警 :119 � 急救 :120 � 交 警 :57682131 � 气象 :57914202��� 印刷 ： 重庆重 报印务有 限 公 司 承 印（电 话 ：023 －62805775） 内 部 资 料 免 费 赠 阅

副刊

漫游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 厚厚地裹住了终

南山和山间的别墅。偌大的别墅里，只有几个看
守的老仆。唯一的客人是李白。面对没完没了的
雨水，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女
道士。当然，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
贵的公主。 因为，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

李唐重道教，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公
主中间，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甚至出家做道
士。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同父同
母，地位显赫。 年轻时，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
叶公，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后来赐
号持盈法师。终南山中的别墅，就是玉真公主众
多修道场所之一。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拿着许氏的信，找到
许家一位远亲。 远亲官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给李白出主意说，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不
妨找找他。 张说身居高位，文章驰名天下，受封
为燕国公， 与许国公苏 ———就是李白在成都
干谒那位———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李白精心
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已经 64 岁的张说一看
名片就无比好奇：海上钓鳌客。

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 问他， 你要钓
鳌，请问用什么做线？ 用什么作钩？

李白侃侃而谈，回答说以虹霓为线，以明月
为钩。

张说又问，用什么为饵？ 李白答，以天下无
义丈夫为饵。

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
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虽然没有举荐他，但
把儿子张 介绍给了他。张 不仅是相门公子，
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

张 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 那个热心修
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她十分喜欢
王维的诗，王维借助她的力荐，一举中了状元。
对这些京城往事，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

所以， 当张 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
的别墅时，李白充满期待，他甚至能感觉得到，
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 他即将跨上彩
虹，一步登天———从年轻时起，他就不屑于像普
通官员那样一步一迁、按部就班，而是立志要像
管仲、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立抵卿相。

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 李白为尚
未谋面的公主写诗，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想
象她修仙习道，行踪无定，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
一样神秘莫测。

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
然而，一等数十天，玉真仙人毫无踪影。后来，他
从看守别墅的仆人那里得知，事实上，玉真公主

已经一两年没来过了。失望之余，李白隐约感到
被张 骗了，可他只能给张 寄两首诗，含蓄地
发发牢骚。张 没有回应他。李白只好离开。“繁
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的终南山恍如梦魇。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与唐代其他
诗人如杜甫、高适、李商隐、韩愈等人相比，李白
的确更热衷山水。他的热衷山水，既有因好道而
“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成分，也有发自内心对或
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 还有在面临失败与
挫折时，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

从终南山下来，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
坊州等地，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心情稍稍
平复后，他重返长安。 意外的是，许氏远亲避而
不见，张说去世了，他也不便再去找张 。

幸亏在坊州时，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靠这
笔钱， 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
并且，大约干谒无门，这一时期，与他来往的多
是斗鸡走狗的恶少。 为此，他遭遇了北门之厄。
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
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 大概是李白
得罪了一伙恶少，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李白
虽会剑术，然寡不敌众。 正在危急时，陆调纵马
奔来，把李白救走；旋又报告官府，为李白摆平
这场祸事。

经此波折， 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不仅
对长安失望，甚至，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 他在
《行路难》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
雪满山。 ”一方面，他安慰自己：“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另一方面，他又仿佛看破
红尘，心灰意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
载名？ ”李白的一生，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
之间纠结，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731 年暮春， 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 不
过，他没回家———尽管在长安期间，他因思念许
氏写过十来首诗———但是，他不想回家，也无颜
回家。 毕竟，在长安一无所获，他怕回家后面对
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无论是真关心的惋
惜，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

李白向东而行，经东都洛阳，折向东南而至
宋城（河南商丘）。 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
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梁园。 关于梁园，还有一
段题外话。十多年前，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
园寻访古吹台时，看到一座门坊，上书：梁园。开
封不少地名，也冠以梁园或梁苑，如梁园小区、
梁苑小学。 甚至，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
也称梁园在开封，就在古吹台一带。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
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甚受其母窦
太后爱怜，地位尊贵。受封梁王后，建都睢阳，即
商丘。梁王在世时，建造了一座方圆达 300 里的

园林，称为东苑、兔园，后人称为梁园，或梁苑。
梁王雅好文学，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枚乘
等招至麾下，出没于梁园。

那么，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尽管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开封，但更多迹
象表明，梁园其实在商丘。 因为，商丘才是梁国
都城，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距王城却有 100
多公里。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很可能
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
伟，然而到了故址一看，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
竹歌吹一同消失。 池水干涸，古木幽森，他不由
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昔人豪贵信陵君，
今人耕种信陵坟”———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
史的人物， 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 既然人生如
此，世事如此，他只好“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
醉未能归”。其间的意绪，颇像古人目睹“古墓犁
为田，松柏摧为薪”之无常，亦有“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之感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不如
及时行乐，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不过，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还没有从失望走向
绝望，因此在诗的结尾，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 它虽无甚名
气，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颍阳到
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
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李白交
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
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 有一种说法
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
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应约相见，要么
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那是
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 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
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
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
并结为知交。 聚会结束后， 李白不得不回安
陆———当他于 733 年回到安陆时， 为期 3 年的
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 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
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一年多
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

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
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按历
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
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
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 这座
如今普通的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
料上称旧孟津。 不过，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
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

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这个名字，来
源于 3000 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由
老城村向北，几公里外，黄河日夜东流，大桥西
侧，耸立着一座高塔，塔身竖列红色大字：黄河
中下游分界标志塔。

由标志塔上溯 20 公里，便是黄河的最后一
道峡谷：小浪底峡谷。 出此峡，黄河进入一马平
川的下游地区。 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
分界线。 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
口。汉语里，津就是渡口的意思。那么，孟津古渡
在哪里呢？主流说法认为，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
间的扣马村。

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 据说是武王伐纣
时，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
村子里，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一方石头上刻
着“商夷齐扣马地”。当地人说，老屋是明清时的
夷齐祠旧址。

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 李白不
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 他只知道， 要前往太
原，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

扣马村外的黄河，平缓宽阔，河中形成了一
道修长的沙洲。 唐时，供人们过河的，不是船只
是浮桥。当时，利用水中沙洲，建成了两道浮桥，
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 维护浮桥计有
水手 250 人、木工 10 人。严耕望认为它是“中古
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由南而北，大约
再步行两三天， 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
蛇，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

那便是太行山。 八百里太行呈东北 - 西南
走向，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
有一年 4 月， 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
的古道。沁阳往北十多公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
入了深山。当年，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
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 1000 多年过去
了，公路斗折蛇行，时而爬上半山，时而跌进山
谷。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年久风化
后，坚硬的石头缝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
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 给阴雨的下午带
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

与残留的古道相比， 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
平缓而宽阔。羊肠坂的得名，便是缘于古道崎岖
缠绕，有如羊肠。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六）
聂作平

很久不写那些煽情又矫情的文字， 从前我
自以为这是两个特别不显气质的词， 而在我几
近被世俗同化得再无风花雪月之时，方才知道，
那两个词真是尽显小女人家的动人。

一度以为，我定是要活成一个异类的，不知
柴米油盐贵，不识俗流烟火气，只在我打造的一
个城堡里，如何跟不同的男主谈情说爱，其间情
商爱商在线，对爱与被爱拿捏得游刃有余。 即便
是有淡下来的时候，也能从各种大量的书籍中，
抠出那些能打破一切规则的勇气和意义。

看起来，我的确是这样活着的。 惊觉于我被
世俗同化的这刻， 我正在尝试一些被既定规则
以外的东西，比如跨越年龄，再比如试图拉开那
遮蔽在女人眼前的，隔光遮羞的幕布。 事实上，
还真的做到了，可就在触手可及的那一刻，我突
然审视起过去和将来， 那些因岁月落在身上的
尘埃，因为某些来自于青春的对照，而变得越发
清醒和狰狞。 我能做的，是下意识的，将可以形
成鲜明对比的， 某一种明明得到了却又叫人心
悸的东西，推远。

起先，我并没意识到，其实我早已落入生活
的俗套，因为无力，就想要反抗得更强烈。 这竟
然是我这些年叛逆的起因。 就好像， 早在多年
前，其实我就不再相信爱情，但我非要去证明爱
情的存在。 其实我的心上，早已留下了来自离别
的伤疤，我就偏信能再有经历千百次的强悍。

我一直在跟自己对峙，大多数时候，看起来
是平和的，还用一些可以养花养狗养猫的假象，
来找到关于淡泊的落脚点，但我知道，跟身边认
识的任何人比起来， 我依然还是有那种执拗的
天真，偏执的任性，这种特质并不是天生的，竟
是世俗把我推离到安于从容的另一面。 我总是
在这端望向那端， 既不明白为什么他人可以把
掩饰做到天衣无缝， 而我却要将另一种法则原
形毕露。

不顺应天命本身就该得到惩罚， 好在我尚
且参破了顺其自然的道理。 在与既定规则对抗
的同时，懂得了来去随意的自由，这自由可能归
功于岁月的洗礼， 也可能只是， 我在同化的时
候，潜移默化磨损了身上的轮廓。

我有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也用于思考。 在
书里思考人物的命运， 悲情于上帝的手在掐着
人咽喉的时候，他的手掌竟然也能赋予温情。 还
可以在抖音上了解世界和众生， 那些最能展现
人性的形式， 暗藏着不为人知的欲望， 有人恋
美，有人慕丑，有人爱食，有人喜演。 凡此种种众
生相，既在为了活着，又成为别人的消遣。 发现
人竟然是生而卑微啊， 我们不是看不到自己卑
微，只是拼命的想要摆脱这蝼蚁似的处境，不得
不成为彼此眼中， 那个值得敬佩又值得同情的

生命。
我从来都不喜欢没有人爱也没有人的恨的

状态，那是植物才该有的。 我想成为一株植物，
是歆羡于它们静如处子的姿态， 而并非羡慕它
们没有七情六欲。 我愿意去想念一个人， 告诉
他，这俗世里有一种比血缘更神奇的牵连，与天
长地久无关，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胜过万物燃烧
的温暖。 也愿意有一个人想念我，想我坐在窗前
的影子，也想我比水还软的柔情。

如果这就是煽情和矫情的话， 我欣慰于我
在生活中，还有这么点敏感的触角，还有少少那
么不麻木的深情。

凉风透窗而来，我为我自己，在一个角落，
做我的少女。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
见李。 ”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水果，尤
其对脆李情有独钟， 脆李果肉呈浅
黄色，质地脆嫩、酸甜适度，被誉为
“中华名果”。 一口咬下去，果肉和牙
齿之间发出清脆的“咔嚓声”，声音
十分治愈。 可爸爸妈妈却与我有所
不同，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脆李，而
李花才是重点对象， 可我偏偏对任
何花都不懂欣赏， 无论父母如何指
点介绍，依旧转瞬即逝。

隐约记得那年春季， 正是李花
盛开的季节， 妈妈望着院坝里的李
树， 口中喃喃地念道：“李花又该开
放了。 ”可我似乎中听见“李”字，不
停地牵动她的衣角，欢天喜地地问：
“妈妈，你刚才是说李子熟了吗？ 那
我们什么时候去摘呀？ 我可馋了！ ”
妈妈“扑哧”一声笑了，揪了揪我的
耳朵，说道：“你呀就只知道吃，连我
说的什么都听错了， 脆李还要六月
底才成熟，现在才二月呢！ ”说罢，便
带我去院中观看李花。

我虽不喜花， 只因那香气太过
浓烈， 但李花香味虽不大， 凑近一
闻，淡雅的芳馨扑鼻而来，没有绿叶
的衬托，却更显花的纯白，如棉絮的
柔美，又似雪花的轻盈。 轻微一摇，
李花纷纷落下来，满头满身都是。 我
在这李花雨中不停跳动， 大喊道：
“哇，就像下雨一样，好香啊！ ”落的
差不多后， 只有零星的花瓣随风摇
曳，看着地上一层层的李花，舍不得
踩踏，美的是那样纯粹。 不可否认，
我恋上了这一片洁白。

往后外出旅游时， 不是没有见
过李花， 可母亲总说：“这里的李花
再美， 也比不过家乡院子里的李
花。 ”

于是， 我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
“摇花乐”， 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李花
雨。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 届
15班学生。 指导老师：易春容）

李花雨
杨译

夏有凉风
向 欣

动用全部身心
离群索居者一路向北，向北
直到立竿无影
他想看到时光之树最挺拔的颜值

风栖树上，和光密语:
� � 今天过后，离群索居者会往回走

他有野兽的激情
也有神灵的稳重———

离群索居者懂按图索骥的阳刚
当然更懂如期而至的阴柔
最孤独的时候
他只牵一匹不吃夜草的瘦马

大河边

偶尔我在大河边
我喜欢坐下来，听它说话

水鸟听惯了仍然了无倦意
它们在水上飞，总会轻点几下封面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终于知道
插图动感的来源

《诗经》里的伊人其实不喜欢
被蒹葭掩映，她翩飞到了现在

而大河依旧古老年轻，像老剧本
经典里的角色季节般推陈出新

我喜欢坐在大河边
一字一句琢磨关于自己的台词

夏至（外一首）

李成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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