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好就收 （外二则）

朱忠民

俗话讲 “见好就收”， 意思是做事

要掌握分寸， 适可而止， 不可贪心， 可

引申为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在绘

画创作中， 也要做到见好就收， 适时停

笔。 这或许也是画家是否成熟的一个标

志， 不易做到。 “能收” 体现的是画家

掌控全局的能力， 这种能力需要画家具

备超凡的智慧并经过长期不懈的有效训

练获得。
画家在创作过程中， 常常会 “用力

过猛”。 常常觉得自己的画面没有完成，
或者觉得还有能力深入下去。 抱着追求

完美的意愿 ， 深入再深入 ， 表现 再 表

现， 塑造再塑造， 不知疲倦。 等到认为

画够了的时候， 往往已经画过头了。 我

们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类似错

误， 徒唤奈何。
当然， 表达过多， 用力过猛， 也属

正常现象， 并 不 可 怕 ， 也 只 有 经 历 过

用力过猛 、 “画过头 ” 之后 ， 才 会 懂

得应该何时停下来 。 而能停下来 的 时

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画面技术层 次 的

处理 ， 实际上是思想 、 识见 、 境 界 提

升的结果 。 一个画家不仅应该知 道 怎

么画 ， 更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停下 来 不

画 ， 见好就收 ， 见好能收 ， 否则 就 会

“ 过 犹 不 及 ” 。 中 国 哲 学 智 慧 中 的

“度 ” 和 “中 庸 ” 的 思 辨 ， 对 绘 画 创

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不“画过头”， 见好能收， 这样的掌

控很难。 在绘画的每个阶段每个层次都

会遇上这样的难点。 泛而言之， 做任何

事， 也都需要 “不过头” 的分寸感吧。

不求甚解

写字画画到了一定时候， 总想有理

论来验证。 可是， 读了不少书论画论，
看了许多名家的评述与感悟， 常常初觉

明白， 继而迷惑， 因为相互之间往往存

在矛盾。 你总想把它搞清楚， 弄明白，
可明白过后复又疑惑， 只得在兴奋和沮

丧的交替中艰难前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 回过头来再看， 以前的问题可能都

不是问题了———不是说解决了以前的困

惑， 而是明白了要圆融地看问题， 看到

各自的合理性或局限性， 不必执念于一

元。 一切的合理、 正确都是在一定的条

件和时空下才存在， 时空转换了， 一切

也都改变了。
艺术需要不求甚解， 不求甚解就是

一种解。 从迷处识迷， 则到处醒； 将难

处放一放 ， 则万境宽 。 要拉开距 离 来

看， 要学会通达地看。 陶渊明谈读书不

求甚解， 本意说不求很懂， 只求知道个

大概 ， 现代说法谓模糊学 。 我深 以 为

然， 其特别适用于对艺术这类精神层面

的感悟。 盖欲甚解， 便多故意穿凿， 反

失却本来之意韵。
在生活 、 学 习 中 ， 通 过 一 些 事 物

一些现象明白一些道理 ， 找到一 些 规

律 ， 慢慢积累起来就成了智慧 ， 艺 术

这事也就能看懂了 。 这里边有你 生 命

中固有的一些东西 ， 也有你经历 和 思

考的成果。 年龄和经历是生命的积累，
也是你艺术的积淀 。 在明白了雅 俗 品

位 、 格 调 高 低 ， 了 解 了 自 己 的 性 情 、
擅长与不足之后 ， 你要做 的 ， 就 是 找

到自己最好的表达。

书画要 “养”

中国书 画 的 学 习 ， 如 同 古 玩 界 的

“养” 玉。 一块有硬度的顽玉， 使其生

出 柔 性 ， 成 为 一 块 玲 珑 剔 透 的 灵 物 ，
需 要 常 常 不 停 地 抚 摸 ， 行 话 叫 做

“盘”。 这抚摸的行为简单到人人能做，
只是他的见效不可思议地 缓 慢 。 大 凡

简单的行为多半是枯燥的， 需要耐心，
而要有耐心又得依赖良好 的 心 境 。 将

一种简单到单调的行为持 久 地 维 持 下

去 ， 这又需要用心 ， 使其 成 为 一 种 习

惯 ， 一种寄托心灵的方式 。 学 习 书 画

极 似 盘 玉 ， 把 学 习 和 创 作 当 作 常 态 ，
融入每一天的生活中 ， 用 心 抚 摸 ， 成

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说 ， 中 国 书 画 是 “养 ” 出 来

的。 “养” 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寂寞

清冷是常态。 这跟现代人快节奏， 高效

率的生活状态不甚合拍。 “养” 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 需要保持平和的心境一以

贯之地坚持， 但正是一个 “养” 字， 一

个 “慢” 字， 成就了中国的书画艺术。
“养” 出来的书画， 各有其生命特

征。 经年的积淀， 岁月的磨砺， 个人的

历练， 使书画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个性各异。 晚清书法理论家刘熙载说，
“但要书中有个我”， 这道出了书法艺术

乃至一切艺术的根本。 黄宾虹对美术史

的研究， 对宋画的感知， 对浑厚华滋的

独特领悟， 是其用一生的学问滋养出来

的， 只见宾虹， 不见宋人。 齐白石植根

于民间木雕艺术， 朴实真诚。 对诗文的

学习， 只是让他浓烈鲜活的笔墨多了点

文气、 雅气， 对青藤、 白阳和昌硕的学

习， 仅是汲取他需要的养料， 没有改变

他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 写出来的还是

独一无二的白石。 只有见 “我”， 才能

迈入艺术的殿堂 ， 而见 “我 ” 即 是 靠

“养” 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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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写字的兴趣
———吴小如学书自述

唐吟方

2010 年初秋， 我给北京大学的吴

小如先生写信， 向他了解青少年时的

学书经历。 早先我读到一些老文化人

有 关 幼 时 接 受 书 法 教 育 的 回 忆 文 字 ，
比 如 晚 年 以 书 法 闻 名 的 张 充 和 女 士 ，
其父给她请的塾师是精研说文的朱谟

钦， 张充和的习字从识字和临摹开始；
史 学 家 周 一 良 先 生 讲 到 其 父 周 叔 弢

1922 年为他开过一个单子， 列有详细

的字 学 内 容 ： 汉 碑 额 十 字 (每 日 写 )，
说文五十字 (每周一、 三、 五写 )， 须

有先生略为讲音训 。 《黄庭经 》 (每
周 二 、 四 、 六 ) 先 用 油 纸 影 写 二 月 。
这份课表中的习字内容， 可以看成 20
世 纪 士 绅 家 庭 书 法 教 育 的 一 个 缩 影 。
大致的情形是 “识字 ” 和 “习字 ” 并

行的， 习字又分勾摹和对临 。 我感兴

趣的是那个时候士绅阶层用于少儿书

法教育的方法， 对今天是不是还有用?
我跟吴先生求教的另一个原因, 是

他长期在高校任教 ， 又勤于临池 ， 是

当代学人中的善书者 ， 又出生在一个

书法名家之家， 他父亲吴玉如以写帖

学一路有盛名， 让吴先生谈谈学书过

程和体会， 可能对今天的书法学习有

借鉴作用。
我 的 信 9 月 15 日 发 出 ， 当 月 22

日就接到他的复函 。 移录如下 （原信

是口述打印的） :

吟方先生:
来示敬悉 ， 因去年患脑梗右手不

能写字， 故口述作答， 尚祈原谅。
我幼时父亲曾命我写欧体和魏碑，

但总写不好。 父亲认为我 “不是写字
的材料”， 我自己也没有信心。 到上中
学时， 偶然取孙过庭 《书谱 》 边认字
边临摹， 父亲认为 “还可以一试”， 接
着又写 《兰亭序》， 照猫画虎而已。 到
高中毕业， 偶然见到邓石如 、 赵之谦

的楷书 ， 加以临摹 ， 居然钻进去了 。
可是从二十岁以后到四十岁以前 ， 因
为养家糊口 ， 荒废了近二十年没有拿
毛笔。 在北大中文系有一位比我小一
岁的调干学生 ， 喜欢写字 ， 常来找我
闲谈， 他说 ： “我自问天赋和功底没
有先生好，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每天习
字 。 先生二十年不动笔 ， 太可惜了!
我劝先生还是坚持练字 。 如果您这二
十年不荒废 ， 至少写出来的字 ， 比今
天要好。” 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是这
位同学鼓励我再树信心 ， 于是重新写
毛笔字， 直到去年生病为止 。 这就是
我学习书法的过程 。 我认为 ， 由家长
订 “课程表 ” 不一定能练好字 ， 主要
目的还靠自愿和有无信心 。 我今天写
出来的字是我四十以后始终不间断的
成 果 。 受 父 亲 的 影 响 所 谓 “耳 濡 目
染”， 以及写字的技法和知识， 当然比
别人 “近水楼台”， 但自己的兴趣和决
心是首位的。

承不弃， 故以实相告， 每每自悔如
果那二十年也像后来那样用功， 成就必
更可观。 现因右手不能握管， 看来我的
书法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是不以个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 后悔也没有用。

专此敬覆,即颂
节日快乐!

吴小如 庚寅中秋

吴先生回复我的信,大出我的意料。
他明确说志学之年 ， 没有按照通

常的路子走。 举例说曾衔父命临摹过

欧体和魏体 ,效果不理想 。 到上中学 ，
偶然拿孙过庭 《书谱 》 来临摹 ， 一发

而中， 也得到书家父亲的认可 。 接下

来又写 《兰亭序》。 须知这两种是行草

书， 从行草书获得写字的兴味已非常

规途径。 再后才回过来临写楷书 ， 临

摹的对象不是魏晋唐碑 ， 却是晚近的

邓石如、 赵之谦 ， 也出乎人意料 。 但

吴 先 生 自 述 的 学 书 过 程 就 是 这 样 的 。
他 在 信 的 末 尾 着 重 谈 到 “兴 趣 ” 和

“信心”， 认为这是书功以外最重要的

因素， 而他自己一生两个阶段的学书

历程就是以兴趣作为引领的。
事实上 ， 吴小如对书法下过极深

的功夫。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的 《吴小如书法选》 ,最后一部分收录

吴先生历年写的碑拓题记 。 从题记文

字可知 ， 其对碑帖的涉猎极广。 汉碑

中 《乙 瑛 碑 》 《曹 全 碑 》 《华 山 碑 》
《史 晨 碑 》 《礼 器 碑 》 《石 门 铭 》 等

等， 皆曾临习且有卓见 。 章草则临过

《月仪帖》 《出师颂》。 又特别倾心魏

晋唐碑， 如对 《司马景和志 》 《高湛

志》 《苏孝慈志 》 《张黑女志 》 《伊

阙佛龛碑》 《雁塔圣教序 》 《信行禅

师 碑 》 《 孟 法 师 碑 》 《 房 梁 公 碑 》
《云 麾 将 军 碑 》 《陶 忠 志 》 《启 法 寺

碑》 《九成宫醴泉铭 》 等碑志用力特

多， 作过深入的研讨 ， 故对诸家都有

体 验 。 行 草 则 专 力 于 《兰 亭 序 》 与

《书谱》， 吴先生认为这是他找到书法

入门兴趣的二帖 ， 成年后依然不时临

习。 对于宋以来的名家手迹也颇多留

心， 如对文徵明 、 王铎等名家手札的

揣摩。 他对邓石如 、 赵之谦二家还有

些偏爱， 两家的某些用笔特征伴随其

一生的书写。
对于临摹 ， 吴小如也有自己的看

法 。 他 在 跋 《临 明 文 徵 明 书 〈赤 壁

赋〉》 卷提出： “临摹古人书， 有三不

可： 浑不似古人 ， 一不可也 ； 无临摹

者己之风貌， 二不可也； 所临摹之书，
不能去粗取精 ， 并古人之病痛亦一一

仿而肖之， 三不可也 。 己之所书 ， 不

能无病， 以己书之病益以古人之病而

不自知， 反以为己书已超越古人 ， 于

是书道绝矣。”
吴小如在这封信里没有涉及习字

与 “识字”、 “知文” 的问题， 却在所

写为数不多的与书法有关的文章里反

复提到。 如给齐冲天 《书法论 》 写的

序 言 ， 强 调 “倘 无 文 字 ， 即 无 书 法 ，
更无所谓书法艺术”； “夫文字本依附

于语言。 语言为人类交际之工具 ， 自

然有其涵义”。 这些话说得再明白不过

了， 遗憾的是今天的书法教育在 “习

字 ” 与 “识 字 ”、 “知 文 ” 上 是 脱 节

的。 故在 1990 年， 吴小如就对汉字形

式化书写予以抨击 ： “目前竟有人主

张写字可不论上下文义 ， 甚至只作点

画 而 不 求 其 成 字 形 ， 是 真 数 典 忘 祖 ，
将末作本者矣。”

这几年 ， “做中国人 ， 写一手好

字” 成为热议的话题 ， 这些话题也延

伸到国民的书法教育 。 只是人们提出

的诸多推广书法教育的方案不在体制

之内， 还有就是目前的语文教育与书

法教育在 “识字 ” 上不配套 。 具体到

细节上， 即使将书法作为通识教育的

一环， 入门范本的指定和选择 ， 在设

置上是不是预留兴趣的空间 ， 也是值

得思量的问题 。 吴小如先生这封自述

学书经历的信 ， 对今后书法教育的设

计者、 参与者和关注者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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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侠来邮件， 希望我能帮她拍几张

韩南教授 （Patrick Hanan, 1927-2014)
退休之后工作室的照片。 这间工作室，
就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后面不过二十米

远的一幢小楼里。 小楼原为私宅， 现为

哈佛东亚系研究生项目所用。 有一段时

间， 我几乎天天被 “关” 在燕京图书馆

善本书库里。 善本书库在燕京图书馆二

楼， 楼梯转口一式落地玻璃窗， 窗口就

朝向那幢林荫之下、 草坪当中的小楼。
有几次， 我因为进馆时间过早， 曾在二

楼转口玻璃窗前闲看一直延伸到窗口的

绿叶浓荫， 甚至还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来

此交流的馆员张晓琳一起， 讨论过直逼

窗前的到底是槭树还是鸡爪枫。 而每次

言谈之间， 我都会不经意地瞟一两眼那

幢小楼……
我想我能够理解徐侠的心情。 作为

韩南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一书的中

译者 ， 翻译过程中与韩南教授 既 有 面

晤， 更多邮件往来。 所有这些， 在徐侠

《回忆韩南先生》 一文中都有叙述。 文

章写好后她寄给我， 我辑录在了 “韩南

纪念专辑” 中， 此专辑将由陈思和教授

主编的 《史料与阐释》 近期刊发。
不料接到徐侠邮件之后， 我牙齿一

连痛了几天。 牙痛不是病， 但痛起来不

光是要命， 还败坏心情。 牙痛稍微缓和

一点后 ， 我利用去燕京图书馆 的 时 间

差， 两次拐到那幢小楼前， 孰料因为哈

佛已经放假， 小楼大门紧闭。 回到图书

馆跟善本书库的馆员王系女士说起， 她

热心地说我带你去， 遂约定两天后的一

个上午。
其实我自己早也想进这幢小楼去瞻

仰拜谒， 只是常见其大门紧闭， 过其门

却不得而入。 韩南教授去世前四年， 我

曾应 《浙江大学学报》 约请， 为其主持

过一期 “近代文学研究” 的专题， 其中

刊发了一篇我自己翻译的韩南教授的长

篇论文 《作为中国文学之 〈圣经〉： 麦

都 思 、 王 韬 与 〈圣 经 〉 “委 办 本 ” 》 。
翻 译 中 间 与 韩 南 教 授 多 有 邮 件 往 还 。
我来燕京学社之后 ， 基本上是 在 学 社

提供的办公室和燕京图书馆这 两 点 一

线之间进出 。 其间曾由马小鹤 先 生 指

引 ， 参观了现由燕京图书馆收 藏 的 韩

南先生生前部分书籍 。 在燕京 图 书 馆

编目部 ， 我见到一个据说是从 其 办 公

室取回的包裹 。 打开一看 ， 发 现 除 了

若干刊发有韩南教授论文的中文刊物，
尚有一个活页夹子 。 翻开细看 ， 竟 然

是一份完整的 《初刻拍案惊奇 》 读 书

笔记 。 向马小鹤先生询问 ， 他 说 这 批

文献都是韩南教授去世之后 ， 由 他 从

韩南教授办公室取回的 ， 尚未 来 得 及

整理编目 ， 故对此读书笔记的 具 体 情

况并不了解 。 我将这份读书笔 记 拍 照

后打印出来 ， 并告知了主持 “韩 南 追

思 会 ” 的 王 德 威 教 授 和 魏 爱 莲 教 授 。
王德威教授是韩南先生晚年英 译 中 文

小说出版的重要推介人 ， 而魏 爱 莲 教

授是韩南先生早年入室弟子 ， 对 其 治

学著述均颇为清楚 。 不过二位 教 授 对

这份读书笔记的背景情况亦未曾耳闻，
但他们都肯定这份笔记对于了 解 韩 南

先生阅读 、 研究中国古代白话 小 说 的

治学思路与独特方式等应有裨益， 并鼓

励我能 “破解” 这份读书笔记。 而我当

时就曾猜想 ， 破解这份读书笔 记 的 钥

匙， 是否亦被 “遗失” 在了那幢小楼中

的办公室里呢？
约定的那个 上 午 恰 是 一 阵 新 雨 之

后， 小楼前后的浓荫和草坪看上去比平

时更显翠绿。 这次底楼大门是开着的，
进门后一间敞着门的房间里空寂无人。
陪同的王系女士说那是项目秘 书 的 办

公室 。 我们随即上了二楼 ， 楼 梯 为 绕

行状 ， 我当时就想 ， 这样的楼 梯 ， 对

于晚年的韩南先生来说 ， 每天 上 下 恐

非易事。
二楼在楼 梯 口 由 一 个 开 着 的 门 分

成了内外两个空间 。 外面一侧 有 两 个

房间 ， 房门均紧闭 。 王系女士 指 着 靠

近楼梯口的一间说 ， 这就是韩 南 先 生

退休之后的办公室 。 办公室门 口 一 侧

的 墙 壁 上 ， 有 一 个 202 的 房 间 编 号 ，
旁边悬挂着一面铁板画 。 画面 中 似 乎

是一个献寿桃的人物 ， 但因为 当 时 楼

内光线不大好 ， 画面看上去亦 有 些 模

糊不清 。 但在门口过道墙上 ， 开 着 一

扇朝外的明窗 。 窗户两边悬挂 一 副 对

联 ， 近 看 是 溥 儒 （ 溥 心 畬 ， 1896 -
1963） 的 书 法 。 溥 儒 乃 晚 清 洋 务 运 动

中知名人物恭亲王奕的孙子 ， 四 十

年 代 末 迁 居 台 湾 ， 在 台 湾 素 有 名 声 。
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台湾 学 者 郑

文惠教授专门分析过溥心畬的 文 学 与

图像的 “文化美学”， 迄今记得。 但溥

心畬的书法对联为什么会出现 在 这 幢

小楼里 ， 其中故事不甚了然 。 不 仅 如

此 。 楼梯口一面墙壁上悬挂的 一 幅 长

轴画， 看上去亦像是出自溥心畬之手。
但无论是墙上的对联 、 挂轴 ， 还 是 铁

板画中献寿桃的人物 ， 甚至对 联 前 的

地 板 上 几 盆 生 长 得 很 是 茂 盛 的 植 物 ，
俨然都在传递着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
让置身其中的人 ， 风尘浮躁之 心 渐 趋

平顺 ， 取而代之的 ， 是一种身 心 一 体

的此时此地的安稳感。
据悉晚年的韩南教授， 就在这幢小

楼里， 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他在中国近代

小说研究领域的工作， 这也是他的中国

白话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每天行

走在哈佛柯克兰街上的学人们， 心中大

都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梦想， 这些梦想，
超越了此时此地， 关联着世界各地， 也

关联着上下几千年。 对于他们中的有些

人来说———譬如当时已经从哈佛东亚系

荣 退 了 的 韩 南 先 生———这 样 的 学 术 梦

想， 已经无关乎名利， 而成为他们生命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生命一息尚存， 梦

想即光彩依旧。 至于如此生活的意义与

价值，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心中了然一如

明镜。
而在来此观瞻的我的眼睛里， 残留

在这幢小楼中的， 似乎就远远不只是那

曾经的学术梦想了……

吴小如书苏轼 《浣溪沙》

杂草记
张宪光

五 月 ， 是 从 那 本 《杂 草 的 故 事 》
开始的。 读完了这本书， 五月就像一

阵轻快而潮润的风一样远去了， 留下

的是关于雏菊和百合的记忆， 以及满

园凌乱的杂草。
《杂草的故事》 有着英伦植物文

化考古的容量和重量， 拉杂写来， 却

活泼泼地神思飞扬， 个中缘由， 大概

如理查德·梅比所言， 杂草们喜欢生机

勃勃地四处捣乱。 每写一种杂草， 就

像带着我们探究一枚枚藏着文化密码

的考古物件， 带着我们解读一枚枚遗

落在沉沙里的箭头或一封封历史寄出

的神奇书信， 借杂草的变迁写出英国

人的习俗与信仰。 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里， 梅比便指出杂草的名声完全取决

于人类， 妖化或者美化完全是我们一

手遮天的结果。 比如， 西方文化认为

荆棘和蒺藜是对人类犯错的惩罚， 所

以 名 声 一 直 不 佳 。 在 我 们 《 诗 经 》
《楚辞》 的象征系统里， 它们的名声亦

不佳， 常被喻为谗贼小人。 其实， 枣

棘、 蒺藜长刺不过是植物的本心， 诗

人有了忧愁痛苦无以排解， 便借它们

来出出怨气罢了。 那些名声不佳的杂

草， 大抵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它们极

强的再生能力以 及 有 毒 带 刺 的 特 点 ，
本就不是为了讨我们的欢心， 而是生

物繁衍卫护自身的需要。 对于杂草的

态度， 梅比显然要宽容得多。 在书结

尾的地方， 他说杂草是 “我们培养出

来的最成功的作物”， “它们提醒着我

们， 生活不可能那样整洁光鲜、 一尘

不染”。
过去的两个月， 我一边零零星星

地读着 《草木缘情》 《杂草的故事》，
一边看着我窗前园子里的杂草如潮水

起起落落 。 那是 个 一 亩 有 余 的 园 子 ，
远处的景象跟去年秋天有些相似， 绿

篱外是脉脉的流水， 流水边依旧是那

排墨绿色的烟树， 静水缓流， 烟树深

沉， 近处则到处是茂盛的杂草。 其中

有荠菜， 有蒲公英， 有长满肥刺的蓟

草 ， 黄 色 的 花朵比蒲公英还要耀眼 ，
足足长到一人高的样子。 此外， 尚有

“众美辐辏” 一般的车轴草， 《采薇》
里 的 野 豌 豆 ， 零 星 点 缀 着 的 古 称

“藜 ” 的灰灰菜 ， 每 种 植 物 似 乎 都 在

拼命地生长， 荣枯相继， 相互之间并

无妨碍。
五月的园子， 真正的主角是雏菊。

刚刚搬到这个园子来的时候， 我就发

现地上生着一种 类 似 蒲 公 英 的 植 物 ，
只是没有它们的刺。 蒲公英尚未开罢，
它们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出黄心白瓣的

太阳花， 一大片一大片的 ， ———原来

这就是雏菊， 让人想起全智贤主演的

《雏菊》 中那片绚烂的花地。 这便是我

的五月初的园子， 五月初的园子里最

耀眼的花。 然而中旬的一场雨， 看着

软绵绵的， 却很有杀伤力， 让整个园

子露出几分颓象。 蓟草从上周就开始

凋谢了， 种子纷纷吹落， 不知被风带

到了哪里。 雏菊的叶子开始由下向上

泛黄了， 花儿开始凋零了， 有半数的

花托上已凋零殆尽， 剩下的半数花朵

也没有了上周的精神， 皱巴巴的， 有

些聚在一起 ， 被 雨 水 打 得 黯 然 神 伤 。
在莎士比亚笔下， “雏菊不仅仅象征

着 处 女 的 纯 洁 ， 还 象 征 着 春 天 的 来

临”， 梅比这样说。 但雏菊不可抑止地

颓败了， 春天正臻于颓败， 夏天开始

接管一切了。
杂草太盛了， 想种点自己喜欢的

花也不容易。 我只好用铁锨和手在窗

前辟出了三五平方米的地方， 安放了

两个塑料大花盆。 四月下旬之初， 在

里面种了很多百合球茎， 不到二十几

天的工夫， 花盆里长出了墨绿色的森

林， 又过了十天左右， 就绽放了橙红

色耀眼的花朵。 一时间， 整个园子里

最夺人眼球的就是那两盆橙色。 然而，
耀眼的东西 总 是 很 短 暂 ， 就 像 烟 火 ，
闪电， 才过去不到十天的样子， 百合

也像杂草一样露出疲态来了。 野生的

杂草， 过的是一种贴合大地、 俗气而

倔强的日子， 人工培育的百合则是光

彩夺目的短暂生涯， 各有其胜场吧。
今天早晨， 坐在园中唯一的长椅

上 ， 我看见 两 只 白 头 翁 在 池 边 嬉 闹 ，
互相胸脯对着胸脯上下翻飞。 这种鸟

儿的繁殖期在三至五月间， 所以那两

只撞胸脯的 白 头 翁 一 定 在 谈 情 示 爱 。
园中还有一种黄嘴喙的黑鸟儿， 今天

早上我才搞清楚， 它们叫乌鸫， 是一

种活泼的鸟儿， 在林间或草地上频繁

地 起 落 嬉 戏 ， 捕 食 昆 虫 。 史 蒂 文 斯

《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 说： “我有三

颗 心 ， ／ 就 像 一 棵 树 上 ／ 停 着 三 只 乌

鸫 。” （乌 鸫 ， 也 有 人 译 作 黑 鸟 、 黑

鹂， 我是偏爱乌鸫这个翻译的） 这个

早上， 我的身体里也有三颗心， 但它

们并不是安静的， 而是在争吵， 然后

在争吵里安静下来。 与这争吵莫名相

关的， 是远处树林里传来的杜鹃的啼

声， 远一声， 近一声， 在这晨光里格

外销魂。 史蒂文斯还写道： “我不知

道更喜欢哪个， ／ 歌唱的美 ／ 或者暗示

的 美 ， ／ 鸣 叫 时 的 乌 鸫 ／ 或 者 鸣 叫 之

后。” 史蒂文斯的诗， 看似浅白， 实则

常常蕴含着深挚悠远的幽情哲思， 并

不容易理解。 我唯一知道的， 便是鸣

叫常常是短暂的， 而鸣叫之后的暗示

则是长久的， 无论是欢愉或忧伤。
隔壁的两户人家， 一家正在大肆

装修， 把园子铺上了草坪， 另一家则

开垦出了一片片小畦子的菜地， 种上

了油菜花、 黄瓜、 地瓜、 豆子、 生菜

等等。 我虽暂居于此， 然而我自爱我

的毫无秩序又合于秩序的杂草。 花朵

凋零的雏菊， 如今只能举着褐色的花托

在风中并不优美地摇曳， 但狗尾草长起

来了， 芒草、 黄蒿也长起来了， 还有

许多不知名的杂草也在生长。 柳宗民

在 《杂草记》 的后记里说得很好： “那
些惹人厌、 受人嫌、 默默无闻的杂草，
也有自己生命轮回和动人的一面。” 我

想， 在阅读 《杂草的故事》 《杂草记》
一类书籍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时常低

下头来， 静观杂草动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