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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极喜缠绵，吻过枝头，莞尔一笑，把
一枚枚浅浅的绿色吻痕轻轻巧巧落于梢，掷
于地，倏尔抽出密密匝匝的繁华，翠翠叠叠
摇曳身姿，挤眉弄眼，乔妆打扮，胭脂雪粉涂
抹了一层又一层，灼灼芬华，靓艳含香，风姿
绰约，恣意娇嗔，媚了一枝又一枝，俏了一树
又一树，染了一片又一片……一抬眸，只需
舒眉一瞻，心定然煮沸，顿然，一串串平平仄
仄的诗句欢呼雀跃、迫不及待涌向喉边，若
不是在天地之外，定捡拾如许，串一挂锃亮
的珍珠项链悬于脖颈，闭目炫舞，该是怎样
酣畅淋漓？春，生情，也生香，更
是魅惑的精妖，不经意寂然俘获
我心，不由你不嗔怪、不温软，内
心深处那点倔强，那点冷傲，那点
漠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被同化
为细软的温柔，倾其悲喜与哀愁
一起燃烧于粉彤彤的烈焰里……

面朝陌上花艳，心向幽宁静
隅，垂青静谧之美，不晓何时，爱
极了这时分，任思绪漫无边际攀
爬，繁花深处触摸曾经的殇与痛，
心雨纷飞，瘦心难当，极易染上孤
独，寂寂然，月晖清冷，柳凋枝枯，
翻阅过往，岁月吹皱，经年的故
事，或枯萎，或干瘪，或凋零，却含
着最初的潋滟，落花的香味。而
今，捡拾过往，想抖落岁月的负
重，在春里寻份温暖，找份柔情，
让那些个小清欢渐次挤进生命的
航程，替换耕植于内心的忧伤。
于是，闭目，唇于一张一翕间，纯
粹、自由、升华、蓬勃……聆听每
一个细胞饥渴的“呲呲”声在血液
里肆意蔓延，一种昂扬，一种快
乐，蓬勃而生！春是生命力量的
源泉，恋上它，灵魂里库存的那抹
绿定会熠熠生辉……

“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
乃是至纯至高的境界，于我，无法
企及。仅祈盼在春意酥怀的四月
汲取一抹绿根植于内心，生根，长
叶，葳蕤成树，当真正直面得失、
荣辱、忧患时，虽不能风轻云淡，
安之若素，束之高阁，却至少有一
叶绿可以为镜，有一树浓荫可以
为蔽，让繁彩更素淡些，让喧嚣更
静谧些，让躁动更持重些。阡陌
红尘中，把林林总总、心心念念幻
化为素素淡淡、清清爽爽……只
寄希望于真真切切、安安静静、踏
踏实实经营并打理好自己的工作、生活。不
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更不以自己的意念
猜度别人的心思，我们并非圣人，无法改变
别人的看法，只做独特的自己；于别人，远远
欣赏就是一树桃花、一靥笑容，敬，不远之，
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敬，而远之，是隔空
离世的陌路朋友！缘，虽珍惜却不强求；谊
虽可贵却不挽留。斗转星移，花开花谢，云
卷云舒，顺其自然！春虽繁华，要不紧不慢
地赏；心虽博动，要不急不躁地跳；人虽难
做，要不卑不亢地活……

我，并非柔顺之人，却甚喜以温柔的心
境感知事物之烂漫与情调，今以花的姿势入
住春的城堡，努力站成一朵入眸的景致，环
顾左右，春生处，莺啼燕舞、柳宠花迷、惠风
和畅。竭力把心盛置于第一要位，咀嚼，品

尝，体悟，不求风情万种，娉婷妖娆，只求从
生命的另一高度体味别样人生。于是，仰眸
而视，倾耳而聆，酌心而感，一番感慨自心而
逸：心真则阳，心正则春，心纯则香，心若生
春，春自生情，情若嫣红，则处处红，时时
红。若小灵魂里掺杂了灰尘和罂粟，生命便
从岁月里失去光泽乃至枯萎，艳阳、泥土、水
分来喂养盈润也未必能获得心灵的救赎。
于是乎，空出心来，让春入住，芳菲四季，恰
应春不老，心不老，世事万物均不老！

诚如是，春一旦泊进心湖，最好的时光
一定在心坎里闪亮，花事打开，
无数温暖纷至沓来，每一回际
遇，每一挂牵念，以一颗琉璃心
悉数珍藏，温暖香甜。若有幸
能在开满阳光的小径上，约三
五知己，倾一世情缘，聆听花开
的声音，赏蝶舞莺飞，再醉饮一
杯泥土和花草勾兑的清香，一
叠清浅的心语落在青青的草尖
上吟唱，一枚呢喃放飞于湛蓝
的天宇里翱翔，种在心里的欢
喜兀自轻歌曼舞，虽不可触摸，
却能盖过绽放着的姹紫嫣红，
袅袅回旋，于眉心，于肩颈，惬
意得不可名状，镶嵌于心，恒久
温润，与你一起品读，时光清澈
如水，情谊汩汩流淌，目之所及
颜色是红的，舌之所品，味道是
甜的！与你邀约，岁月如酒，时
光如茶，慢品，慢斟，静静生香
……幸运？幸福？许皆是！

遐思翩跹，漫无边际……
一路，秀水、远山、细雨、软

风，时不时轻佻双眸，只一盏茶
工夫，时光已然落地成英，一帧
帧清绝的景致缤纷成一池池五
彩水，多情落在心上，被古往今
来的诗人，用纤纤玉手裁成一
行行规整而和谐的韵律，那些
千百年来翩若惊鸿的佳诗丽章
许是这样妙手偶得，生出些许
光阴故事，任世人评说。思绪
游弋于唐诗宋词的“百花苑”里
寻觅诗人风格迥异的足音：“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那是落
寞与彷徨：时光流逝，人事变
更，无济于事的惋惜空添了时
间永恒，人生有限的怅惘；一份
相思之苦在李清照的“此情无

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短暂变化
中衍生得淋漓尽致，与李煜的“剪不断，理还
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遥相呼
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
郊那狂喜得意在春风骀荡，天宇高远中四蹄
生风……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一莺一燕，
一柳一花，一藤一蔓，一径一巷中呼之即出，
嫣然成诗，醉着过往来人！

哦！落于眸的春，情味儿，哲味儿，香味
儿，在心间，缓缓流淌……

燕雀北归，鸟语啁啾，一树树红肥绿瘦
衣袂飘飘姗姗而至，伫望，碎碎念也风尘仆
仆赶趟儿，或赏、或忆、或品、或酌、或思……
散落一地，开成姹紫嫣红，散发淡淡的幽香，
如烟似缕，于人生这道风景里回旋成“爱”的
姿势轻吟浅唱，低眉莞尔，流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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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回了趟老家，走在熟悉的乡间道路
上，首先迎接我的是那闪闪烁烁的目光，有讶异
的，惊喜的，好奇的……目光淋在我身上之后并
没有流走，而是泊在我的发梢上，面孔上，泊在肌
肤的每一根毛孔上，而后，目光的水流才随形就
势，在我的身上抚弄般的铺漫开来。我头皮发
麻，脸颊滚烫，两脚微微打颤。我定了定神，总算
没有被目光的枪林弹雨当场撂倒。

进入一个陌生的村落，或回到久违的老家，
你首先接受的就是这样广泛而热烈的注目礼。
你躲不开，却又不能迎上去，不然就成为目光与
目光的角斗。往哪儿搁你自己的目光，突然间竟
成为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麻烦问题：你抬头看天
看云，未免显得傲慢，目中无人；你迎着目光的阵
雨勇往直前，却寡不敌众；你低头看地，人家没准
还以为你在研究自己的那双鞋。你开始觉得自
己站立与行走的姿势都别扭了起来，别扭得叫自
己有点儿气恼，全身从内到外的都没有一处自
在。

你在气恼之中，突然想逃回城里。你发现，
城市与乡村在人际关系上的区别，首先就在这目
光交接的区别上。

在城市，你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几乎
不需经过任何培训，只要身处其中，便一下子学
会了避免用自己的两眼长时间盯着某一个人
看。这种本领，被命名为教养。

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陌生人之间的眼
神，充满了对所有不特定他人的冷漠与警惕。你

对任何一个稍微能够引起自己注意的陌生人，都
只会不刻意的一瞥。瞥一眼，只是表示我注意到
你的存在了。只一瞥而决不留注，象鸡毛一样的
若有若无的飘走，既表示礼貌，更表示“你固然存
在，我完全不在乎你的存在”。都市生活意味着
一个人被无边无际的陌生和异质包围，但不会被
热切的目光包围，除非你当街表演裸奔之类的

“行为艺术”。在城市，吸引别人目光留驻，需要
绞尽脑汁的策划。但在乡村，你却会被目光所包
围。目光们伸着湿濡濡的舌头舔着你，目光们张
着温乎乎的嘴在你的身上呵气儿，目光们玻璃弹
球似的一阵噼哩叭啦砸着你。

城市最有代表性的风景，其实并不见得就是
高楼大厦，而是无处不在的比高楼大厦更冷漠的
眼睛；城市最耀眼的不是霓虹灯，而是人们戒备
的目光。

但是，乡村那些海浪般朝你汹涌猛扑过来的
目光，阵雨似朝你哗啦啦淋下来的目光，那潮头
的磷光上，雨脚的水珠里，却很少凉嗖嗖的冷漠
与警惕。乡村那放肆里透着无邪的目光，好奇中

透着坦荡的目光，汹涌中透着温润的目光，都会
使你很不爽，很别扭，甚至会使你手足失措，却不
会让你产生恐惧。乡村的目光使你不自在，多半
是因为它似乎在无声地提醒你要收敛点什么，捡
束一点什么。乡村的目光又使你有某种温润润
的感觉，多半是因为在一个小地方上，彼此低头
不见抬头见，那些欺诈的心思，那些冷酷的事，谁
想做也不大敢做、不忍心做。如此，人与人之间
就多了几分泥土般纯朴，野草山花般的本真。

你要是在乡村住了下来，第二天就习惯了这
种不礼貌的目光。你会恍悟，这种不礼貌里头，
好象有一种什么很粘稠、很温热的东西。要是有
一天谁见到了你都把目光移开，甚至连眼皮都懒
得朝你撩一撩的时候，你会反而感到被冷落了，
怀疑大家伙儿一定是对你有什么看法了。你会
突然变得很沮丧，觉得有点儿孤独，觉得缺乏某
种安全感。乡邻们都不拿正眼瞧你，这在乡村世
界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惩罚。

我们把过年当成了“过脸”，但村里人没几个
真的是期待你回家“过脸”的；我们往往把回家当
成了炫耀之旅，把对目光的期待定格在羡慕甚至
献媚，而村里的目光却更多的是亲切中交织着审
视。我们不自在，是因为这样的目光不符合我们
的心理预期，要是我们自己少了点虚荣，不把自
己那么沉甸甸的端在手上，那么，在乡村的目光
浴中，你仍然会找得到那些久违的东西，那些东
西看上去质感如初，触摸起来粘稠依旧，稠得你
想稀释都难。

目 光目 光
○ 余从

十月寒露接霜降，稻香千里逐片
黄。金秋时节，八闽大地想必是一派
热热闹闹的丰收景象了。倘若心生雅
趣思接千里，即便关山遥隔，亦可览尽
故乡“冬种计划积肥足，添修工具稻登
场”的欢愉场景。

秋色秋韵，美则美矣，却也容易引
发思乡病。于我，每逢四时节气变化，
思乡之情亦日趋浓烈，所思对象定然
指向亲友师长。霜降夜，四壁寂寂，边
读边写小学至博士各阶段师长的名
姓。一串百人名单，恰似螺旋桨拖出
的一条条水带，每写出一人名字，心海
深处便漾起一道思念的波澜；又仿佛
情感的巨轮轰隆隆驶来，如磐如石般
横亘胸间，不由好一阵长吁短叹。

大概喜欢数字“六”的缘故吧，求
学期间，先后聆听邓万石、王友勋、詹
世锦、林垂枢、黄茂暖、黄克林六位语
文老师的教益，也因此丰富了自己的
文学史知识，增进了对文艺作品的理
解与认识。从不敢妄言转益多师，更
不敢讹称诸师垂爱，但因了那份“一日
为师，终生为师”的情怀道义，师长的
尊号至今犹牢牢烙印在心。

在我心中，黄茂暖先生是一道不
老的风景一位大号园丁，一位必须被
大写在记忆库中的蔼然仁者。还在先
生离世的那一年，就想写点文字纪念
这位可亲可敬的师长。世事茫茫，生
者碌碌。经年的萍漂浪走，令我难以
铺纸提笔静心抒写。而一旦忆起求学
梅邑的日日夜夜，千言万语总不知从
何说起，是以数度破题，终不成文。自
毕业以来，悠忽几近三十年。三十年
沧海桑田，几度花木葱郁、几回瓜熟蒂
落，都随白云苍狗呈现一番新气象。
慵懒如我，竟没有写成关于先生的只
言片语。

彼时，茂暖师常以合身的深色西
服示人。又因面色红润目光有神，一
副精神奕奕的模样，乍看像极《甲午风
云》中邓世昌的饰演者李默然。记得
第一堂课，当他从檐廊走向教室的时

候，便有熟悉校园掌故的同学轻声禀
报：“来啦来啦，刘少奇来啦”。此语一
出，邻桌中人顿时发出一阵会心的微
笑，初见任课教师的紧张气氛也随着
笑声消失于无形。看来，在电影演员
之外，茂暖师还拥有政界人士的气质
与风采，这予我不大不小的惊喜。我
开始打量这位外形内涵皆有可取之处
的师长，试图寻找他受学生欢迎关注
的魅力所在。

学识魅力、人格魅力以及形象魅
力被认为是估量优秀教师的三项重要
参数。一个有魅力的教师，必然是学
识渊博、人格高尚、个性鲜明、形象气
质俱佳的正人君子，唯有具备上述特
征者方配得上“魅力”二字。记得茂暖
师第一节课讲授碧野的《天山景物
记》，一篇抒情色彩很浓的游记散文，
是语文教材传统篇目。先生没有遵循
划分文章段落，阐述段落大意，进而提
炼“中心思想”的常规套路，而是让全
班同学快速阅读全文，了解文章大致
内容。接下来便接管了课堂时间：他
对文本内容逐字逐句把脉“会诊”，将
文辞拗口、行文拖沓、词性搭配欠妥、
语句缺欠剪裁乃至有异议不通顺的表
述一一指陈出来，笑呵呵说“不怕碧野
的头大”，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找茬挑
刺”，一副赳赳然挑战名家的架势。别
于传统单向度式的知识输灌，这一师
生共乐、火力全开的教学法，新颖别
致，动感十足，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

讲讲笑笑间，话题转到教师的定
位与角色上来。先生戏称自己是语文
教研组最佳“二传手”，长期为低年级
培养者候迎接棒，同时也为高年级赴
考人夯实基础。所负责年级的教学工
作，虽然处于中间地带，但就其教学内
容而言，应视为重中之重。不做圣人
状，不发高深语，没有居高飞翔于全球
战略与国际形势，没有套用既有理论
或祭出“春蚕”、“蜡炬”、“奉献”一类高

大上词汇壮声势，先生的“二传手”说
朴实在理，句句中肯。那一刻，窗外枝
桠摇曳，教室里鸦雀无声，听者虽无应
答，但无不报以赞许的眼神。

母校以学习风气浓厚著称。为求
一第，众学子个个发奋苦读。在那物
质生活不算丰裕的年代，我们信奉圣
贤书，又能因地制宜地找乐子。众多
乐子中，尤以“酸甜齐备”、妙趣横生的

“震干取枣”之招数最值记取。难忘教
学楼侧边一排酸枣树，高直挺拔，风来
则飒飒有声。枣树挂果不多，赶上果
熟的季节，总有几颗不安于现状的酸
枣从叶隙中探出脸来，彰显自己的存
在，并借机诱惑学子。课间休息，一通
胡侃海聊之后，几位同学便心有灵犀
地望向树梢。攀树摘果耗时费力，同

学中的聪明人，逐抱来偌大的河卵石
震击树干，三下五下，几声“咚咚”闷
响，愣是把枣子给震落下来。运气好
的时候，“噼里啪啦”一连掉下七八颗
枣子。手捧酸枣，我们一脸坏笑，就着
楼底不知名姓老师家的水龙头冲洗一
番，慢悠悠往嘴里丢，咬咬嚼嚼、嘻嘻
哈哈、说酸道甜，全然不顾还有单元考
期中考摸底考在等着。有一次正好看
见茂暖老师手拎提包走来，我大方地
迎上前说，“老师您也吃一颗吧，不怎
么酸”。先生摆摆手示意不吃，一笑而
过。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耸肩对
视，纳闷夫子为何这般斯文客气。于
今尤为纳闷的是，那六七斤重的“取果
神器”河卵石，为何年年现身树下？究
竟是哪位热心人从梅溪畔抱回来，还
是年级不可考的师兄届届相传的传家

宝呢？
教泽绵似水，师恩重如山。但凡

学有所成的弟子，如果时间精力许可，
总是乐意呼朋唤友探视往日师长，以
示感恩尽孝。那份“殷殷师生谊，依依
鱼水情”真真慕煞天下人。在校时，我
是一名资质平平不思进取的普通生；
毕业后，则进一步沦为木讷顽愚甘于
淡泊的路人甲、一位吃瓜校友。有感
自家身份卑微复言谈笨拙，是以偶尔
返乡，皆来去无痕，拜访茂暖师的计划
也因此一延再延。

2007 年中元节的时候，我在母校
校园走走停停，停停看看，想到因为迁
就市政工程建设，百年老校即将整体
搬迁，曾经相映成辉的天儒楼、六角
亭、篮球场，今后只能在记忆深处检索

玩味，万千愁绪瞬间压向胸口。对白
乐天《岁晚》中?“何此南迁客，去国固非
乐，归乡未必欢”等诗句深有感触。如
愿探得先生住所位置，我买了几盒营
养品和几斤时令水果，随即大踏步向
先生家走去。

终于，相隔20年之后，在当年住过
的宿舍后边平房里见到心中感念的茂
暖师。还是那副熟悉的面孔，穿一条
露膝灰色短裤，一件白背心松垮宽大，
身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依然是满头
银发，只是旧时翘厉厉的造型已不复
见。蓦然之间，我感觉眼前多了一位
体态龙钟的老者，心中少了一个睿智
俊逸的男士。先生延我坐下，半摘眼
镜瞧了瞧名片，笑着说，“文学博士副
教授，好啊好”。不知何时话题转到他
在罗源一中任教的往事，先生从桌上

递来一本书稿，“这是当年罗源学生帮
忙弄的，还没有印，拿去看吧。你学历
高，还记得我，大老远来看我，有心，真
有心”。我翻了翻内页，内容多为感悟
式语录体文字，其中不乏亮点与洞见，
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表示一定会仔细
研读。

人生犹如战场，只有老人和小孩
不必披挂上阵。在这个意义上说，古
稀老人和率真幼童永远是世上最可爱
的人，茂暖师显然可以上榜。与先生
攀谈约半小时，所谈内容大都忘却，只
记得犹豫再三之后鼓起勇气说，老师
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风格，令人遐想
倡导“性灵”、“幽默”的林语堂。您要
给本科生或研究生上课，肯定受欢
迎。闻听此语，先生从容淡然，没有客
套附和，仅仅报以浅笑。由是我想，自
己的感受与判断，兴许已经有学长坦
诚相告了。

母校校园面积不大，堪可惦念者
则不少。我惊讶于茂暖师住所的逼仄
简陋，但他却是一副乐天安命的模样，
连声说“土房子冬暖夏凉，这房子好
住”。由是我再想，大抵饱经世变，行
路千里，历事万端者，总是举重若轻，
且愿意将心底沉重，化为谈笑间的明
月清风。也正因为尘事看得透，心态
澄明豁达，他们多能接受不公命运所
掷来的种种磨难，且涵容之、变异之，
化磨难为养料，最终反过来丰富壮大
了自身，从而在逆境中铸就高尚人格。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红楼
梦》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
我经常“威胁”学生——大学四年要是
没有读完《红楼梦》、《史记》——就建
议校方扣押文凭证书，不让毕业。记
得先生说过，他曾经写下数十万字关
于《红楼梦》的阅读笔记，但书稿后来
被付之一炬。这分明是个“积郁成泪
泪又成川”的沉重话题，我想当面求证
但担心惹先生痛洒掬掬辛酸泪。在那
段人鬼莫辩的荒唐岁月，他们那一代
人，经历了太多人斗人的“革命”和人

整人的运动。先生身心善良，对人至
情至性，必然会有莫名其妙的灾难降
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
梦》，凝结了曹雪芹无数的心香与泪
酒；茂暖师心无旁骛撰写数十万字的
阅读心得，这样的文字，也当然有助于
释“梦”解“梦”，可以或深或浅地响应

“荒唐言”背后的曹霑味。倘若当初的
书稿得以付梓成书，也许在教学型师
长之外，梅邑大地就会多出一个文学
研究者，家乡文艺的库存会显得更加
清雅厚实。

美丽闽江母亲河，两岸无山不秀，
无水不奇。我时常在故乡老宅凭栏眺
视闽江水，也时常在盛夏的傍晚独自
行走在闽江边。望着那从远古流淌至
今的江水，耳边响起柔情脉脉的福州
民谣：一粒橄榄丢过溪，对面伊妹是奴
妻……。这歌谣幽幽地传递着悠长旷
远的唐音汉韵，诉说着以榄为媒、桃花
流水般的痴迷情爱，为无数红男绿女
传唱，颇具于淡薄处显神趣、平凡处见
真章的艺术魅力。

橄榄花清香扑鼻风姿绰约，橄榄
果初食有涩口之感，但不久就会感到
清甜的回味，苦尽甘来，就好像“良药
苦口”、“忠言逆耳”一样。多年来，茂
暖先生一直在我脑海中荡漾。夜深人
静之际，我时常点开微信朋友圈中的
相册，静静端详先生的照片，品读这位
只对平民说人话，不为权贵唱赞歌的
人民教师。我一直想，如果世间只有
两朵花，一媚世一遁隐，那么，茂暖师
肯定选择遗世独立的空谷幽兰，而舍
弃媚俗绽放的闹市牡丹。当然，将茂
暖师比作橄榄花橄榄果，也同样贴切
亲切，无关褒扬。

作者：刘景松，闽清安仁溪人。闽
清一中校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现职为大学教授。系澳门文艺评论家
协会秘书长、厦门大学澳门校友会副
理事长。

蔼然仁者 大号园丁
——怀念黄茂暖先生

○ 刘景松

△金鸡报岁歌盛世，

银燕衔春绣新天。

△日照乾坤披锦绣，

春临大地发光华。

△举国同心圆巨梦，

全民协力谱芳春。

△文明处世三春泰，

诚信为人万众和。

△神箭飞天圆国梦，

巨航巡海遂民心。

△花香草绿神州春浩荡，

日丽风和华夏景繁荣。

△山明水秀时时景，

草绿花香处处春。

△湖光山色春风里，

院貌村姿画景前。

△助困扶贫奔富境，

搀孤携老步康庄。

△和煦春光临大地，

小康景象焕中华。

△春风和畅神州美，

丽日清明华夏新。

丁
酉
鸡
年
新
春
联

丁
酉
鸡
年
新
春
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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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地回春灿烂天，江山景秀乐翩跹。
民安国泰精神爽，齐奔小康立志坚。

二
蜂飞蝶舞闹春忙，青柳河边对镜妆。
万里晴空抬望眼，山川何处不春风。

三
江山万里碧光连，大地繁花向日鲜。
改革兴邦欢腾日，欣逢盛世乐尧天。

四
梅邑春光美若何？脱贫致富乐呵呵。
中枢善政孕民意，请听城乡奏凯歌。

新新 春春 赋赋 诗诗
七绝四首
○ 黄正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