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
2024年4月2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谢雪梅 组版:王宏伟 校对: 陆颖 周震东 文笔塔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想
知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哪个朝
代哪位诗人吗？请翻至“莲花博士”
罗沈福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咏荷
文学鉴赏》（上、下册）第7页——汉
代无名氏的《江南》。

历代咏荷诗、词、文、赋不计其
数，但汇集成一本“咏莲词典”并不
轻松，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代佳作中
搜寻，是一件相当繁琐的事情。然
自称“莲花博士”的罗沈福先生则以
此为乐。经过8年收集整理，他精
选了自先秦到清代具有代表性的
咏荷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637
篇，并对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鉴赏
和注解。此书将鉴赏、注释融为一
体，既有对精深文字的读音和含义
注解，又有独具匠心的诗意“翻
译”，还有诗词作者的简介，雅俗共
赏，内涵丰富，别具一格。这既是一
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
又是一本修身养性的文化读物。书
画爱好者亦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寻
觅创作灵感。

罗沈福先生于1984年毕业于
苏州大学中文系，此书也可谓是他向
毕业40周年献礼。在40年的漫漫
人生旅途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
一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出版了《人
生并不如意》《人生之旅》《莲花不染
心》《黄叶满城秋》等书籍。他爱好摄
影，尤其是在拍摄莲花风姿的过程
中，更加理解和懂得了莲花纯洁高雅
的品性和独立坚贞的精神。

中国荷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尤
其是咏荷文学璀璨夺目，成为中国
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沈福先
生在卷首语中对历代咏荷文化进行
了深入的阐述，他将咏荷文学发展
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先秦时期到隋朝，
以汉代莲花赋、魏晋南北朝采莲曲
为代表，形成了咏荷文学的一个小
高潮。由于年代久远，目前流传
下来的大约有两百五十篇。荷花
出现在文学作品，从《诗经》开
始。《诗经》里有“彼泽之陂，有蒲
与荷”等许多描写荷花的诗句，荷
花在其中被用于表达爱情。之
后，荷花的象征意义逐步被挖掘，
成为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制芰
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
原以荷喻人，借荷花来寄托自己
忧国忧民、不甘沉沦堕落的爱国
情怀。“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
独灵”，曹植把荷花推为群芳之
首；他特别钟爱荷花，在《洛神赋》
中还将洛神比作荷花，奠定了荷
花与女子之间的类比关系。两汉
时期，采莲曲的产生推动了咏荷文
学的发展，《江南》是采莲曲的最早
雏形，《西洲曲》更是采莲曲中的杰
作，采莲歌谣成为劳动
中的青年男女互通情愫
的恋歌，在更广阔的时
空中被人们传唱。

第二阶段：从唐代
到五代十国，到了唐代，
咏荷文学逐渐达到鼎
盛。据统计，《全唐诗》
中咏荷诗词就有两千多
首，约占全部唐诗的二
十分之一。唐代诗人
中，几乎人人都有以荷
花为题材创作的诗文。
唐代培育出了白莲花、
重台莲花等新品种，加
上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
播，形成了以“莲花不染
心”为核心的爱莲志
趣。莲花的品格、特性，
与佛教教义相吻合。白
居易最爱白莲，有《东林
寺白莲》《种白莲》《白莲
池泛舟》《感白莲花》《六
年秋重题白莲》等二十
多首诗赞美白莲。唐代
咏白莲诗更是蔚然成
风，有齐己的《题东林白
莲》、陆龟蒙的《白莲》、
皮日休的《赤门堰白莲
花》等。同时，采莲曲出
现了新变化，《全唐诗》
中出现“采莲”字样有
80多次，唐代很多名家
都写过采莲曲。徐彦伯
的“既觅同心侣，复采同

心莲”，表达了采莲女与伴侣一起采
摘并蒂莲的良好愿望。白居易的

“菱叶萦波荷飐风”，崔国辅的“玉溆
花争发，金塘水乱流”，贺知章的“莫
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
等，都渲染了碧波荡漾、风荷摇曳的
采莲女劳动情景。

第三阶段：两宋时期，以咏荷宋
词为代表，爱莲之赋达到顶峰，咏荷
宋词精彩纷呈，咏荷文学迈向高
峰。进入宋代，人们对荷花的喜爱
愈加鲜明。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
江南民间观荷蔚然成风。宋代理
学风气较浓，莲花赋开始带上思辨
和理性色彩。周敦颐的《爱莲说》，
把荷花尊为“花之君子”，极力赞美
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气节。
宋代还有几篇莲花赋也很出色，例
如文同的《莲赋》，文中“挺浊淤以
自洁兮，澡清漪而逾丽”两句，与周
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有异曲同工之妙。宋词更侧重
于对荷花优美风姿的描绘。例如
柳永的“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苏轼的“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荷背风翻白，莲腮雨退红”。最经
典的是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干宿
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极尽
荷花之风姿。“咏荷达人”杨万里一
生作诗两万多首，其中留下一百多
首描写荷花的诗词。其中“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描绘
了一幅具有无限生命力，又充满生
活情趣的画面；“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既写出莲叶之无
际，又渲染了天地之壮阔，具有极其
丰富的空间造型感。

第四阶段：元明清时期，总体上
不能与唐宋时代相比，但也有自身
的鲜明特点，元曲的发展丰富了咏
荷文学，题画诗使咏荷文学更精彩，
咏荷诗词日趋通俗易懂。许多咏荷
小令不同于唐诗宋词的典雅瑰丽，
而是大量使用口语方言。例如白朴
的“酷暑天，葵榴发，喷鼻香十里荷
花”，商挺的“闷向危楼凝眸望，翠盖
红莲放”，元好问的“骤雨过，珍珠乱
撒，打遍新荷”等等，描绘出夏天荷
花之美。同时，以荷花为主角的画
作大量涌现，徐渭、唐寅、石涛、朱
耷、唐苂等知名画家也是画荷大
家。如徐渭的《画荷寿某君》，诗中
的荷正是徐渭自己的化身，空有芬
芳满腹，却生活在肮脏动荡的环境
之中，幽淡而感伤。又如唐寅的题
《荷花仙子图》诗，描写了荷花仙子
美丽出尘的姿态，再现了画面的优
美意境。荷花是八大山人朱耷最得
意的画题，他爱荷、梦荷、吟荷、写
荷、画荷，荷花是他艺术生命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莲花博士”，古
已有之，何许人也？乃南宋大诗人
陆游。陆游一生崇拜荷花，他自称

“莲花博士”，直至临终时还作了一
首题为《梦中行荷花万顷中》的咏荷
诗：“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月王风
露郎。只把千尊为月俸，为嫌铜臭
杂花香。”诗人梦中的景象，正是他
离世前的幻觉，诗人希望消融在大
自然的清风朗月之中，与芳洁的荷
花作伴。

这两册沉甸甸的“ 咏莲词
典”应是罗沈福先生对于“莲花
博士”“花之君子”们的致敬吧。
此书在案，每天读一篇或几篇，
乃赏心乐事。

采莲 文/图

“莲花博士”和“咏莲词典”

君子（书法）赵世平

春天，楼下的湖水清澈，开阔，而
到了夏天，扯地连天的一湖新荷又将
是另一番景致。窗外柳絮轻飏，如阳
光下的雪花。冬天对柳树倾诉对人间
的恋恋不舍。

闺女在书房看书，和我小时候一
样，她喜欢看闲书，“正经书”却不太
在意，让我和她母亲比较头疼。可喜
的是，丫头饭量增加，正餐吃得不少，
可没过多久，又满世界找食儿吃。我
不无担忧地对她说：丫头，你不怕长
胖吗？她歪头以对：我怕饿。唔，饿
不是一个好字眼。我看着她把中午
剩下的几个烧卖三下五除二地给消
灭了。看着她的吃相，我嘴巴里霎时
沁满了口水。

把一块黄金种进土里，它永远不
会变，把一粒种子撒进土里，就会出现
奇迹。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无数
歌曲曾赞美大地母亲的仁厚宽广。人
类敬仰土地，尊重天地规律，土地就馈
赠人类以食物。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
原因，土地偶尔也会歉收甚至绝产。
比如多年前有人“放卫星”，庆祝某地
小麦亩产十万斤云云。

食物匮乏的时候，大人们会和
吃死老子的半大孩子捉迷藏，把珍
贵的白面馒头抑或花卷窝头锁进橱
柜，或者用一根细麻绳高高地悬吊
在半空。珍贵的食物，你们曾经残
酷地蹂躏过一个发育中的小男孩，
你们还记得吗？

这个小孩是那么顽劣，他像一匹

小野马似的整天在外面瞎跑乱转，肚
子里的那点食物怎么经得起这样高强
度的消耗呢？饿会激发人的勇气和智
慧，人类会为财富冒险，更会为赖以活
命的食物而绞尽脑汁。

一篮新蒸的馒头悬挂在空中，散
发着小麦原始的香味儿。这个孩子，
不，这头小狼紧盯着空中的食物，饥肠
辘辘，吞咽着不由自主的口水，而肚子
发出指令，快想办法呀，笨蛋！人类总
是被这具臭皮囊指挥着干出一些匪夷
所思的事情来。

小男孩观察了下地形，他个子还
不够高，踩在椅子上也够不到篮子。
他尝试着爬上水泥池子，用脚踩住
边沿，右手抓住墙上的自来水管，左
手努力地朝篮子伸去，手指碰到了
篮子，是很实在的触碰感。他心里
狂喜，仿佛把馒头放进了嘴里。口
水又跑出来了。可是口水没有食物
的合作，白白地在嘴巴里溜达了一
圈又回到了肚子里。他把身体最大
程度地拉伸开来，努力让手指伸到
篮子里，篮子被他的手指碰到了，在
半空中沉闷地晃悠了几下，麻绳上
的积尘簌簌落下，迷住了男孩的眼
睛。男孩愤怒地骂了一句。假如这
是一次表演，他几乎可以打90分了，
他少年的身体柔韧有余，他的手指充
满了渴望，像是要喷出呐喊的火焰。
他于半空中弄出的优美造型，散发着
行为艺术的魅力。

人在极度饥饿时，最大的追求就

是怎么想办法把永远填不满的肚子给
设法填满喽。庄稼吃没了，就吃野菜，
野菜没了，人们吃树皮，树皮也被扒光
了，就吃观音土，观音土是香灰，人吃
了拉不出大便，在肚子里会形成一个
球状物体，撑得人难受。长辈们经历
过那样的苦日子，能活着就是最大的
幸福，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聊起以前的
惨痛教训。民以食为天，可得要把饭
碗牢牢地端在手里啊！

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个春天，家属
楼。小男孩饿着肚子放学回家了，家
里没人，静悄悄的，只有厨房水池上
方的一篮馒头在轻微地晃荡，篮子
下，是小男孩涨红的脸和急切的眼
神，费了半天劲也没得逞。此时他
已忘记了饿，甚至真的不饿了。仿
佛这是他和馒头之间的一场战争，他
是攻方，馒头是守方。他差点就把馒
头给俘虏了，有一次他甚至触到了馒
头柔软的身体。

春天里，万物复苏，鸟语花香，一
个孩子，一篮馒头，构成了一个历史大
事件，假如有记者在旁用相机记录下
来，或用文字转述孩子的内心想法，这
会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由头。结合那会
儿的时代背景，记者会写道，这春天里
悲怆而感人的一幕，充分表达了普通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孩子几乎精疲力竭了，可他依然
不肯放弃，他就是轴，轴得愚蠢，轴得
可怜，轴得使人唏嘘。他开始颤抖起
来，长时间的努力几乎耗尽了少年的

气力。他越来越吃力了，腿开始打弯儿，
眼里无可奈何地噙满了泪水。这时，门
外响起了掏钥匙的声音，接着，门被打
开，母亲回家了。母亲看到眼前的一
幕，先是吃惊，接着愤怒，当她抱住儿子
颤抖的身体的一瞬间，母亲的眼睛里满
含泪水。后来，男孩终于得到了篮子里
的馒头，还意外地吃到了母亲为他煎的
荷包蛋。

不出你所料，这个悲伤馋嘴又无能
的小男孩就是在下。几十年后，这荒诞
的画面还会不时地闯入我的梦里。从
梦里醒来，悠悠岁月，白驹过隙，人间境
遇，五味杂陈。心底会升起一种“很深
的难过”。

夏秋雨

吊在半空里的馒头

河上 （水彩） 李平秋

序与跋

我从事的工作是辅导儿童画画，
会常常与孩子们一起欣赏、讨论古今
中外的美术作品，如何面对一幅好
画。如何表达对一幅画的感觉？就成
了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资格证书”。我
因此渐渐养成了细细读画的习惯，经
常是在课余或冗事之余，翻开画册，一
点点看过去，既有效消除疲劳，也日益

悦目赏心。看多了多少有点心得，朋
友间交谈时，他们就鼓励我写点赏画
短文。

开始读画是漫无边际的，我写过
一些介绍名画的小文章，写过欣赏儿
童画佳作的简短文字，后来才渐渐被
南田山水吸引，觉得读恽南田的山水
画是一个挑战。《常州日报》副刊主编
谢雪梅老师的不断催稿和给予刊发，
使欣赏南田山水这个本来很个人的
事，成了小小的话题，后来又得到许多
关心常州历史文化，从事乡邦文献整
理的朋友如薛焕炳、卢联珍、童方云等
人帮助，朱龙、刘超二友又为我寻找高
清图片，才有了这一册《南田山水画欣
赏》，在此一并感谢。

从写第一篇到今天，断断续续，已
多少年过去了。所以前后各篇，口吻、
写法会有不一致，也多少会有内容的
重叠。开始南田山水画资料都不易见
到，今天南田全集都出了，才知道还有
许多好画没能涉目，那就且待今后了。

在南田的时代，四王画风细密繁
秀，刻画精深，是当时正统的、主流的、
得到广泛赞誉的美。四僧画风野逸，

也有一批山林间的同道，他们画风强
烈鲜明，精神指向明确，容易召集志向
趣味相近的人。南田山水画初看逊于
两边，却兼有二者之优。这二者的优
长，都是从董其昌的画学延伸下来的，
四王四僧各取其一，加以发扬光大，而
南田，是其中最有特殊性的画家。他
一面不遗余力地学习前贤，这方面极
近四王；而内心却又无可抑制地不安
分，有强烈的“自由表达”的愿望，这又
极似四僧。所以，他在董氏后学中最
为孤立。他兼有两边的优点，付出的代
价是也都有所减弱。不过这个“弱”，未
必是贬义。四王仿古，有时仿到无趣，
南田的减弱，就有了生涩清新之气；四
僧“自由表达”，有时也不免粗野（如石
涛），南田则在野气蓬勃之中，不失清和
温雅。仿古会用力过猛，探索也会，过
则不免习气，南田画得稚嫩、轻柔、微
妙，所以少习气，而生出逸气。

董其昌有段话，很说明一种彻底
性：

心性者，一彻俱彻，天真自然。若
宋人所云：常存敬畏，正与本地风光没
交涉。何以故？有作止故，血脉断故。

一个人本性如此，就彻底如此，才是
天真自然。宋儒提倡“常存敬畏”，董认
为这已经落第二义了，跟真正的生活没
关系了。作止，是有时敬畏，有时又忘
了；常存，就是有意地时时提醒自己——
这跟我们今天情况正是一样的，也经常
有人提醒大家要“心存敬畏”，其实就是
血脉断了，心里不真的有敬畏之意了。

把天真挂在嘴上的人，也不容易真
的天真自然。“一彻俱彻”本来是——天
真，就真是孩童的眼光；自然，则出手即
是。如果现成的依傍太多，技术上可以
是非常圆熟，但会欠缺真切，缺少新鲜的
打动人的东西。读南田山水画，则时时
会遭遇一种生涩奇异，如闻仙乐飘拂。

当然，与孩子们讨论画，其实是一种
特殊的状态。在成人世界，画可读，却几
乎不可说。尤其如我，本缺少必要的准
备和训练，自娱自乐还可以，要印出来却
不免惶然。我对南田山水的欣赏，只是
浅薄地自说自话，希望能引出高人们深
入的续篇。

（《独存孤迥——恽南田山水画欣
赏》近日由线装书局出版，本文为后记，
题目为编者所加）

——《独存孤迥——恽南田山水画欣赏》后记

野气蓬勃 清和温雅

（篆刻） 周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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