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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品味蒋捷的词句，内心恬

淡而丰盈。

水 边 草 深 ，枝 头 荫

浓。乡下古旧的小院里，

几株肥硕的樱桃树，斜倚

墙头，筛风弄月。颗颗樱

桃鲜红欲滴，晶莹剔透，点

缀在繁密的绿叶间，在阳

光照耀下，闪着金光。清

风袭来，芳香弥漫，纤细的

手指轻轻摘下一颗樱桃，

放入口中一嚼，鲜美、甜润

的果肉顷刻间化作酽酽的

汁水，满口酸甜，沁人肺

腑。

清代李渔说：“花之最

先 者 梅 ，果 之 最 先 者 樱

桃。”樱桃先百果而熟，素

有百果第一枝的美誉，正

如宋代诗人陈与义在《樱

桃》诗里所绘：“四月江南

黄 鸟 肥 ，樱 桃 满 市 粲 朝

晖。赤瑛盘里虽殊遇，何

似筠笼相发挥。”

暮春夏初，几场淅沥

春雨，桃李杏还如懵懂的

青涩小孩时，樱桃却似怀

春的少女羞羞答答坠满枝

头。成片的樱桃树铺漫开

来，飘逸着怡人的香甜。

颗颗如珠如琚的樱桃沐浴

着阳光，闪耀在绿叶间，像

眨着眼睛的小精灵，神气

活现地随风摇曳着。

风起时，飘零的花瓣

纷纷扬扬，木格窗外铺满

了一层薄薄的花瓣，让人

浮想翩翩。最赏心悦目的

还是初夏的到来，青涩的

樱桃在我的注目中日渐长

大，由青变黄，次第变红，

变得晶莹透亮。这时，樱

桃也就成熟了。绿的叶，

红的果，有时执书一卷，屏

息凝神，窥探那些调皮的

鸟雀把红透的樱桃偷食。

细雨缠绵，采摘樱桃

时，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

摘下，如此，樱桃果汁及味

道都不会流失，且樱桃存

放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

成熟的樱桃很娇气，不能

下手太重，不然果实破裂，

粘稠的果浆沾满了双手。

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

鲜艳欲滴，让人赏心悦目，

舒心养眼。

篮子里的樱桃，色泽

鲜润，晶莹剔透，红如玛

瑙，黄若凝脂，小而圆的颗

粒 ，饱 含 整 个 春 天 的 精

华。绿深如墨，红胜丹朱，

小巧惹人怜爱。若是雨后

初霁，一颗红润，粒粒清

圆，恰似美人朱唇，令人心

生浮世清欢。

樱桃宜白瓷大盘，相

得益彰，各逞其色。清水

洗净的樱桃，盛在晶亮的

玻璃碗里，左看右看，都叫

人怦然心动。细细摩挲片

刻，忍不住口舌之欲，捏一

枚入口，酸涩清甜的滋味

堪称绝配，爆浆的果汁让

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

中。酸甜之间，如一场深

情而纠结的恋爱，有妩媚

的娇嗔和任性，有不离不

弃的包容和担待，让人沦

陷，不能自拔。

见过一幅中国画，几

颗樱桃，红艳得似要跳出

纸页；樱桃下，一素衣女

子，仰首而望，唇上一点

红，似与樱桃轻吻。樱桃，

少女，鲜果，红颜，一组合，

便是爱情的印迹，多微妙

的感觉。

那一年，我徜徉江南

古镇。深巷处有恬静女子

叫卖樱桃，声音清如山泉，

双眸深如清塘。竹篮里的

樱桃红晶晶，如襁褓婴儿，

粉嫩，静美。纤手弄樱桃，

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

望着那缀满晶莹水珠

的玲珑樱桃，想起南唐冯

延已的词句：“惆怅墙东，

一树樱桃带雨红”。在古

人淡淡的落寞里，我们读

到的不仅是别样的美丽，

更有精彩绚烂的人生。

我喜欢樱桃，齐白石

画中的那种樱桃，让人看

一眼能够静下来的那种软

红。在这春末夏初，看到

樱桃，眼前浮漾红白或青

红，想到诗里画里的故园，

竟有浓浓的乡愁，自心底

蔓延开来。

沈顺英（马克思主义
学院199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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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我思

阿城先生是中国当代

文坛“新时期文学”中一

个独异而不可或缺的存

在。他的文字是极为朴

素，又极其准确、明晰的。

阿城深受史记影响，

也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

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汲

取了很多营养。沈、汪、

城三人的笔下，充满了对

传统乡土社会里农人、孩

子、民俗等朴素的温情。

阿城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如 说 书 人 一 般 ，寥 寥 几

句，故事就有声有色，极

为厚实有趣。

阿城的故事里则总是

有种令人无法言说的震

撼感。知青受了部分教

育，在被抛入原始的、偏

远的乡土社会，似乎理应

有资格对落后的村落进

行指导。但乡村里总有

些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

天真的、不科学的、不高

效的、不成文的、甚至算

不上习俗的东西，却冥冥

之中反过来震撼了从“现

代社会”闯进来的人。

这 些 东 西 在 棋 王 身

上，在王福身上，在肖疙

瘩身上，随着文明的滚滚

车轮，湮没于红尘之中。

有评论曾说阿城是最

后一个乡土文人，对传统

乡 村 的 生 活 描 写 得 极

好。自古皇权不下县，外

边打得再激烈，乡土里的

百姓也总是保持着某种

固定的活法。而如今很

多东西都罕有了。

但我认为乡土的消失

主要来自三场革命。一

是 民 族 国 家 的 形 成 ，在

《想象的共同体》里可以

看到，当这种国家模式在

拉美有了雏形后，很快风

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

每一个村镇里的每一个

人，都变成了国家负责而

个人也要出力的一份子，

从前偏安一隅的松散的

乡 族 模 式 受 到 严 重 冲

击。二是土地改革，我国

彻底的土改带来了新气

象 ，国 家 强 盛 、百 姓 富

裕。三是全球化的大潮，

又将所有村镇滤了一遍，

使其变得同质化，所剩无

几的乡俗如今往往只沦

为宣传旅游的卖点，从台

北到北京看不出什么大

的差异，“差不多的夜生

活，又喝着差不多的酒”。

在《甲方乙方》结尾，

葛 大 爷 说 出 经 典 台 词 ：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

它。”不止 1997，或许也不

止中国，有些故事永远逝

去了，全世界都在怀念。

中国的文人，也有自

己的祭奠方式。从钱穆、

费孝通、陈寅恪、沈从文

……到汪曾祺、阿城、路

遥、余华……绵延不息。

在那风云际会的百年历

史里，他们用脊柱顶住了

否定，用温情的目光看向

我们的乡土文化，对我们

的祖先轻声赞扬。

那些坚韧扎实的树根

是我们自信的起点，像大

地母亲一般无言地承受

着苦厄。而在黄土之上，

笔直的树干正向着天空，

茁壮地生长着。

我在阅读中窥见的阿

城 ，是 一 个 有 着 善 良 品

质、豁达人生态度的稳重

青年，在经历了十一年知

青生活后仍然对世界葆

有无比的好奇心与探索

精神。他的肚子里装着

无数生动的故事和爱吃

的面条，他的通透、克制

与真实显现出深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修为。

刘源昊（临床医学系
2009级）

超出伤痕 超越时代

长夏渐盛，南风扶穗
听从时序和大地的引领
感受取舍的智慧

行走在复旦园中
察觉到入夏的节奏在
加快
向荣的曦园花木释放
生命的活力
枝头雀跃着季节的欢欣
初夏的风里
似乎已经飘起了离别的
旋律

我在光华楼上
看着天幕似乎云烟渐起
这个季节里的风雨
总是恰到好处地平衡着
季节的气息

我想到鸟儿的羽翼即将
丰满
今日积蓄的力量
换来明日的展翅高飞
我看着人们在相遇
在别离
不会改变的
复旦就在这里

小满小满，小麦将满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夏日风物长
美好肆意生长

段瑞怀（2021 级
中文系本科生）

小满

巨幅草书“一万年来谁著史”、书
写苍劲有力的“雄关漫道”、字体婉约秀
美的《红楼梦》葬花吟……5月19日，由
刘海粟美术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
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沈国麟书法作
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50余件书
法作品是新闻学院教授沈国麟对自己
学书生涯四十年的概括，涵盖了草书、
行书、楷书和隶书等多种书体的创作。

“艺术是表达自己。写字是对内心
的探索，在笔墨中照见自己，要写出内
心的欢喜。”沈国麟说：“如果说学术记
载了人的思想，那么艺术则寄托了人的
情感。人有情感，就会变老，老天爷如
果有情感，也会变老。但情感寄托在艺
术里，就会长青，亦会通过艺术与古人、
与他者共情。”

书法展自 5 月 19 日至 6月11日
举行。

在笔墨中照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