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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文学淮军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李梅芳，网名松间月，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淮安市作协会员。自幼爱好文学，曾有多篇文章在报刊发
表，喜欢自由，崇尚自然，爱在山水中徜徉，更爱描写自然之美。

李 梅 芳 散 文 选 登

与友人相约，去看桃花灼灼其华之盛景。
柳树湾这名字很诗意。长满柳树的河湾，一抹新绿

轻绽。早就听说：东有钵池山，西有柳树湾。
跨进柳树湾就如同跨进了植物王国！高高低低的

树木，深深浅浅的色彩，把这里渲染得别有洞天。美丽
的景色引来拍外景的新人，引来游人，引来放风筝的孩
子，欢快的笑声让年轻的父母也拾起了快乐的童年。我
忍不住抬脚向里面走去。

一条长长的水泥小径，将这里一分为二。左边是大
片的梨树，光秃秃的枝桠，在初春中还来不及披上绿
衫。鸟儿飞来飞去，难藏踪迹。植物的美容师们正在喷
药，虽然没有看到万树梨花满天雪的盛况，却看到了为
之准备的忙碌身影，令人肃然起敬！花蕾初现，娇嫩的
色彩预示着来日的芬芳。右边是高耸的树木，在粗粗细
细的树腿间，不时地看到红色的蘑菇小亭散布其间，围
着木椅，供人小憩，可爱又暖心。

沿着小径，来到了柳树湾的后面，前面的景是精心
布置，那后面的景则多了随意。

东倒西歪的树木，多了份率性；瘦骨嶙峋的芦苇，多
了份沧桑；拉帮结派的灌木，多了份幽静；隔岸的高大树
木，多了份写意。满眼的景，忙了心乱了步，拿着相机，
怎么拍也拍不出景的原意与深意，只能断章取义，把浑
然天成的景分割成一缕缕一块块。这其中最喜欢的还
是垂柳，一河杨柳一河烟，嫩绿的色彩是那样的明媚动
人。

最让我意外，也最让我惊喜的是浮桥。人工修成的
木栈道、铁扶手的浮桥，九曲环廊般地蜿蜒在河面上，人
动景移！是谁有这样浪漫的心思，竟然把路伸到河面
上？是谁有这样美妙的创举，可以打破常规，造出一条

水路？这个设计师必定是个多情而浪漫的人，是个酷爱
大自然的人！因了他，才有了桥上人的快乐与享受。人
在桥上走，水在脚下行，树影人影水中的倒影，全成了不
可描述的美景。此时，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此时此刻，不就是这
样的意境么？

迂回曲折的浮桥让我流连忘返，我喜欢这个刻意的
浮桥，因为这个刻意让我拥有了更多的随意。河的两岸
全是无拘无束的植物，或细小或矮壮，或丛生或独立，都
是纯自然的姿态，这些不经意的植物，用天然轻易就装
扮了河流，装扮了柳树湾，这些自然之景轻易就上了心
头。

喜欢柳树湾，喜欢它的有拘与无束。人们从有拘中
可以欣赏花儿的错落有致，色彩的红白相间层次分明，
果树的花落果现，青涩成熟！人们也可以在无束中欣赏
到率性的美自由的美，立在浮桥，目光远眺，任思绪飞
扬！管他多少琐事与纷乱，被轻风一抚弄，被河水一荡
漾，全都无影了。

柳树湾是古黄河生态民俗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占地
400亩。内有果树柳树2万余株，另有乔灌木数十万株，
春天花开之际，桃红梨白，杨柳青青，引来观者如潮；秋
高气爽之时，迎来硕果累累之盛景。四季风光，各领风
骚！它原生态的美，吸引了众多的游人，越来越快的生
活节奏，越来越让人心浮躁，在都市中有这样集美景与
古朴宁静于一体的地方，理所当然得到人们的青睐！

有心看花花不开，无心看柳柳成荫！还好没有错过
早春的柳树湾，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怎能不引起我心
的共鸣呢？

柳 树 湾 写 意
李梅芳

勺湖公园古色古香的建筑，在高大的树木映衬下，十分
典雅。一回首，看到身后不声不响的欧阳中石题写的四个
绿色大字：刘鹗故居，不觉停下脚步，细细地打量。

西长街312号，就是刘鹗故居。路东，面西。长长的围
墙，镶嵌着一个不威武不显赫的院门，浑同于普通人家。门
楣上的四个大字，在街上琳琅满目的招牌中也是极易被忽
略的，多少年来，故居就这样静静地立在闹市中。

踏入大门，正对大门的是墙及一微型假山。转过，便进
入一个长长的通道，主建筑坐北朝南，一溜往东排开。踩着
青砖镶边中辅石块的院心，轻轻地走着，怕惊动潜心于知识
海洋中的老前辈。堂屋，里面存放着刘鹗及其曾祖父母、祖
父母的画像，刘鹗的部分手稿、日记，陈列橱内陈列着刘鹗
曾经用过的木琴以及各式版本的《老残游记》，屋正中是原
来故居的模型，展现当年故居142间房屋的状况。房外屋角
一丛翠竹，围墙边摆放着各式盆景，围墙上是图案丰富且不
雷同的窗，简单却透着不凡，幽静油然而生。

再往东进入穿堂，面南有大门，紧闭，与门相对的是根
根翠竹。

最东边是主厅，还没走进，一股幽香扑面而来，抬首，方
见几枝腊梅出墙来。进院，纪念刘鹗逝世一百周年的红色
条幅鲜艳夺目。跨入，“画杉大厅”四个大字高悬，字下挂着
刘鹗画像，画像两侧是两幅对联，倒是少见。一是：奇士负
奇才一卷记游能以文奇名后世；故居陈故迹千秋藏拓堪为
国故导先河。二是：无偈不通数学歧黄修水利；有才必识封
泥帛布鉴龟文。寥寥数字，浓缩了刘鹗丰厚的学识！两侧
山墙挂有十二幅图文字画，概括了他传奇曲折的一生。

初识先生，是读了选自《老残游记》的文章。方知此书
不仅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还是中国四大讽刺小
说之一。后来又读了这本书，以老残走街穿巷行医为主线，
这其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音乐方面，将白妞说书描写得出
神入化，把视觉感觉都融入到听觉中，鲁迅称赞它：叙景状
物，实有可观！景色方面，也是清新自然，让人过目难忘。
文中着重树立了玉贤这个清官的模样，说他清官，他曾拒绝

巨额贿赂，倚仗不要钱、不受贿，同时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
很多好人。是清官但暴政！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
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得出赃官可恨，人人知
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昏庸的清官并不比贪官好多少
的观点，是深得人们赞许的。文中的老残结交三教九流的
朋友，是非分明，侠胆义肠，尽己所能，救人疾苦，这也是现
实生活中的刘鹗之本真了。

刘鹗原名孟鹏，祖籍镇江丹徒，出生于六合。在故居门
壁之上，悬有“丹徒刘宅”的木刻，故乡之情可见。故居是其
父亲刘成忠所购买，共有一百四十余间房屋组成的大宅院，
目前故居仅存十一间。我所在的这间画杉大厅，原是会客
的地方，顶棚上有彩绘，曲拱式廊檐，画杉在当时是豪华的，
其艺术价值极高！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不喜八股文，喜欢数学、医学、水
利、算学等实际学问，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学识渊
博让他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治理黄河，并写出《治河七说》，
《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写出《铁云藏龟》一书，开了研究甲骨
文的先河，有着深远的影响；医学，写有《温病条辨歌诀》和
《要药分剂补正》。

不仅如此，他还有颗救民于水火之热心，八国联军入
侵，自购太仓储米赈济北京饥民，不曾想，如此义举，却在
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将他逮捕流放新疆，次年病死，后
归葬于江苏淮安。难怪眼前的画像上有这样的话：棋局已
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这就是您紧闭的唇中无声
地呐喊吗？故居中仅存三件文物：所弹古琴一架、所穿皮袄
一件、金丝楠木围棋桌一张。睹物思人，百年前的人物还原
于眼前，时光总在磨砺着历史，存下来的都是大浪淘沙留下
的精华。

出得大厅，门前置一清水池，池边广植青竹，竹边有梅，
不大的院子，有两株高大的腊梅，凌寒而开，清香扑鼻。我
想起：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是不是刘鹗先
生的写照呢？

拜谒刘鹗故居

黄山的松，尤以迎客松而甲天下。
迎客松，仿佛一位好客的主人，正在欢迎客人的到

来。只是它这一站就是近千年，立在海拔1600多米的
高处，把山内山外，国内国外的客人迎接。用着优美的
姿态，带着热情与真诚，敞开心扉，广迎天下客。迎客松
因其宽广的心胸，谦虚的姿态，站成了黄山的标志，人们
赞美它：奇松矗立玉屏前，四季伴生云雾间。根下从无
一撮土，青狮石上寿千年。沧桑阅尽国之宝，岁月轮回
对御筵。举臂广迎四海客，和谐包纳五洲贤。知名度之
广之高可见一斑！

后山的山体，多呈裸山，在这些坚硬的山体上，斜斜
地伸出一株小小的松。这棵看上去幼小的松，却有着几
百年的历史，在岁月中，以山体为母，以缠绕于山的云雾
为乳，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扎根于坚硬的
石头中，一点一点地缓慢成长。几百年如一瞬地过去，
只为展示自己不那么高大的身躯，这种顽强的毅力太让
我感动，这棵小小的松，在我的眼中无限地放大，成为参
天大树，让我仰视。山中这样的小松，有着历史的松随
处可见，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就有可能生长出一株，
它们的生命力之强，让人咋舌！

黄山的松，千奇百怪，壮美无比。尤以那株被冠名
为“龙爪松”最为有名！它的根系很发达，且有部分裸露
在外，好似巨龙般昂首挺胸，在注视芸芸众生。看着这
些起伏在地面之上的松根，苍劲有力，紧紧地抓着岩石
与泥土，支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本应在地下吮吸大地

的乳汁，却不小心将那种姿态呈献于天下人面前。
著名画家刘海粟，十上黄山，九画黑虎。此黑虎是

一株松名，话说画家登上黄山，疲劳之际，坐下小憩，竟
朦胧睡去，梦中一只黑虎遥遥走来，走到近前却摇身变
成了一株松，等到画家惊醒，真地发现了梦中的松就立
在眼前，于是就称此为黑虎松。这松比其它的松要魁
梧，精神抖擞，很有虎的霸气！让画家爱之切情之深，欲
罢不能，竟然九画黑虎，足以明心迹了！

黄山的松，千奇百怪，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奇迹，有的
松是两株并生，根部合一，往上却成并蒂，仿佛一对相依
相偎的情侣；有的在自己的肢体上又生出另一株树来，
用自己的营养养活着寄生于它身上的另一株树，要是自
己的儿女也就罢了，偏偏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有的枝条
好似盆景，被人为地扭向一边，而这却是大自然的杰作，
常年的风向与阳光所塑造的形状。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因为黄山的松千姿百态，不论哪一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韵味，或清秀或粗放，都在展示着各自的风采，不是我们
能一言而道之的啊！

回到家中，眼前拂不去的是松的壮美，每一棵都值
得歌颂，每一棵都应该用心描绘。它们咬住青山不放松
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长出优美
的姿态，让人欣赏。人啦，真的要学习这样的精神，不论
环境多么不利，都要拥有优美的姿态，不论生存多么不
易，都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一路行来，微风吹拂，阳光温和，满
眼皆景，甚为惬意！

就这样一头闯到扬州瘦西湖中“静
香书屋”的门前，一个让人静心的院
落。“静香书屋”建于 1992 年，坐北朝
南，清代建筑风格，门前一池清水，亭台
廊榭环绕，花草树木间夹，很雅致。这
是为纪念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所建。

金农是浙江人，字寿门、司农、吉
金，号冬心。终生布衣，一生好游，际遇
坎坷，晚居扬州。他在诗、书、画、印以
及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称得上是大
家。除了很深的文学造诣外，他在书法
方面更是独树一帜，自创漆书，横粗竖
细，行笔只折不转，如漆工油漆，用大拙
显大雅，不外延，内秀，古朴醇厚，有一
种真率天成的韵味和意境。

五十开外习画，人物夸张，山水别
致，尤擅长画梅，人称“冻萼一枝”。“静
香书屋”中庭院多以梅花造型，一是因
金农爱梅画梅，更是意指他有梅百折不
弯的精神，殊不知，在他笔下的千姿百
态的梅中还有他浓浓的思乡情在内。
金农的家乡，野梅花像野草一样繁茂，
农人把梅花一扎，就可成为一道梅花
墙，天然的景致。这些野梅花从心里往
外溢出清香，渲染出思乡情，笔下的梅
多精彩，思乡情就多深厚！

天性散漫，浪迹半生的金农，停下
匆匆的脚步，在扬州停留，可想而知当
时的扬州该有多好的文学氛围与创作
环境啊！历经三朝的金农，交友甚广，上有名门公卿、富
豪巨贾，下有贫民百姓。兴趣相投，要啥给啥，不投者，要
啥没啥。这其中与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很是投机，板桥曾
说：扬州金农最好！一起游玩一起探讨一起创作。“静香

书屋”的正门对联就是板桥所题：飞塔
云霄半，书斋竹树中。作为八怪之首的
金农，不仅仅是为人的怪，以他当年的
才气，想要活得舒服些不是难事，然却
活得艰难，人生坎坷，梅受尽磨折仍傲
放枝头，不就是他的写照吗？他的怪主
要表现在艺术成就方面，他的漆书开创
了书法的一个新时代，融诸多笔法为一
体，以简单拙朴来呈现书法的内敛深
厚。他的画，古拙简练，形象鲜明，大胆
创新，看似随意的泼墨点染，却有着高
远的意境。融入多家的画风，形成自己
的风格，且影响深远，这种大胆创新的
精神为后人所称赞所传承！

金农因艺术造诣高而位于扬州八怪
之首，“静香书屋”作为他的纪念馆，也
很配合他的怪。正门背后的亭为半亭，
伸入门前荷池的舫为半舫，天然桥为半
桥，或依山或傍路，一扫建筑的对称格
局，仿佛是衬托着金农的大胆创新之风
格。走在其中，馆内镶竹嵌梅，一门一
厅中都是他的风格，一笔一砚中都是他
的才情，一草一木中都是他的情趣。立
于正门，背倚板桥的题联，面对一池清
水，想到金农的漆书“静香书屋”四个大
字，竟是浑然一体，都是用内敛之境来
表达深厚之意！真是用心良苦！

“静香书屋”，一如金农的成就，大胆
创新，别具一格，内秀不张扬，清幽雅
致。此时正值院内腊梅绽放之际，清香
四溢。仿佛看到金农正透过轩窗凝梅握

笔，挥毫泼墨，把那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融入于笔中。
一株历尽磨折的老梅傲立，散发出缕缕梅香，溢出书屋，
溢出瘦西湖，飘进人们的心中！

静
香
书
屋
印
象

杯中放入黄芪、金银花与红枸杞，开水冲泡，一杯心
仪之茶成。

这包红枸杞来自宁夏，颗粒饱满、硕大，是太极大嫂
去旅游时，从宁夏带回来送给我的。我先是用枸杞配着
几种坚果吃，说是护发养发，尤其对落发有独到之功。
一直以来，这落发让我困扰，它们落得前赴后继，毫不眷
念的样子，真让我伤心。听说枸杞与几种坚果一起煮着
吃，可治落发后，一连吃了多天，其实冬天吃最好，春天
吃的效果远不如冬天，不是说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吗？我
是抓住春天的尾巴。不知是心理作用，还真起了作用，
再洗头时，头发确是落得少了。

前年去宁夏时，特地买了枸杞，宁夏的枸杞闻名天
下，是枸杞中的佳品，到了宁夏哪有不买之理。导游一
个劲地游说，说黑枸杞如何如何好，比红枸杞要好很多，
来此地不买点回去，如同白跑一趟宁夏。众人纷纷掏钱
买黑枸杞，我也不例外。只是这黑枸杞怎么看都不如红
枸杞好看，颗粒细碎，果实太小，难道黑色的都如此袖
珍？

买回来后，用黑枸杞泡茶，这茶的颜色如同黑墨水，
喝起来无甘甜味，只泡过一回，便封存在冰箱中，再也没
有打开过。这颜色让我不想喝，虽然肚里没啥知识，但
也不想拔苗助长，喝黑墨水啊！

今天去拜访沈爹，他家偌大的四合院里长着多种花
草，近大门处一溜边放着几大盆植物，这些盆中的植物
枝条上叶片很小也很少，听得主人介绍方知它们是枸
杞，是来自宁夏的枸杞。30多年前，主人曾去过宁夏，并
从那儿将枸杞迁回并种植成活。几个大花盆里的枸杞，
是一个品种，年份不同，最大的有30多年，其次有10多
年，也有近十年，更有才一两年的。它们是一个祖宗，都
是从老枸杞身上剪下来的枝条栽插而成。主人说，每到
秋天，树上结的枸杞又大又红，非常饱满，年年采集，晾

晒成干，在以后的岁月里够一家人慢慢享用。
听了主人的话，心中一动，惴惴地开口：我可以带走

一根枝条吗？主人热情地道：当然可以，我来拿剪刀。
主人拿来剪刀后，不仅剪了枸杞的枝条，还有玫瑰的、腊
梅的。接着主人告诉我，如何才能有效地栽种它们，这
可是他的绝招，他家许多花卉都是用此法而存活的：枝
条往上移一公分处，沿着枝条转一圈轻轻地切开，剥去
皮，剪的枝条是斜切面，这样可以增大与土壤的接触
面。在枝条栽种前，先放进加入白糖的水里浸泡半小
时，然后再栽种，这样存活率极高。

我按照此法操作，带回五种枝条，活了三种。死去
的是腊梅。枸杞，初栽时，小小的叶片总是萎靡不振，一
度我都要失去信心了，没想到，田野里随处可见的枸杞
居然这么难长，只不知，田野里的枸杞又是如何成长起
来的。天天在盆边凝视，叶片的伸缩时时牵动着我的
心，没精神了近二十天，才渐渐精神起来，当我发现长出
新的叶片时，长舒了一口气，这宁夏的枸杞终于在我这
里安了家，从这枚小小的叶片中看到了硕果累累的红枸
杞，看到了杯中的枸杞，口中生津，全是枸杞的甘甜。

今天朋友来我家，看到盆中的枸杞，惊喜道：这不是
枸杞吗？我说：是的，还是宁夏的枸杞。她道：预定，明
年我要来剪枝！我说：好的。送走朋友，我蹲在花盆前
凝视着枸杞，一个多月以来，它从枯萎的边缘，活了过
来，如今长得枝叶茂盛，亭亭玉立，非常秀气，真是太
神奇了。我要好好地培养，让它也成为一两年、一二十
年、甚至三四十年的老枸杞，成为家里的一个成员，照拂
着家人，幸福着家人。

看着盆中的枸杞，喝着杯中的枸杞，就想到了友人，
拿出手机，微信中问候，言语中感谢，内心里感恩。放下
手机，端起茶杯，喝喝友谊，喝喝甘甜，喝喝岁月中的芳
香！

壮 美 黄 山 松

神 奇 枸 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