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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武陈曦

前段时间，由滕丛丛导演的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爆火，该剧
改编自李娟的同名散文。在书序
中，李娟写道：“我看似随意地，没
完没了地铺陈各种记忆里的细
节：亲密的，自由的，关于友谊的，
关于爱情的……那段记忆里最美
的最闪光的时刻，全在这里了。”

春天的风，浩荡、有力，从东
方来，长长地呼啸着，亲吻过阿勒
泰的草原，自由与希望在哈萨克
少年与汉族少女的对视中碰撞，
散落一地的，是纯洁的爱。虽怀有
赤忱的文学梦想，但在城市处处
碰壁而不得已前往阿勒泰找寻母

亲的李文秀，遇上了因哥哥去世
而暂时返乡的驯马师巴太，两个
青涩的年轻人慢慢地“看见”了对
方。在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
产生友情与爱情，是由于被看见，
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不仅
仅是用眼睛，更是用心灵去感受，
用灵魂去共鸣，用一个生命去触
碰另一个生命。

在剧中，针对巴太嫂子托肯
的改嫁问题，李文秀勇敢地站出
来，发表了一番颇为大胆的言论，
这种大刀阔斧的精神让草原汉子
巴太闻到了同频的味道，巴太真

正“看见”了文秀。相反，一如众多
传统女性的托肯，洗衣做饭带孩
子，勤劳地打点着家里的一切，而
她的丈夫却“视而不见”，到死都
没有买来一块搓衣板。所以，不能
被看见，是生命的独奏，单调乏
味、孤独凄冷。

眼里有彼此的人总是为对方
考虑得更多，但有时也会因此而
错过。文秀是自由的，因为巴太给
予了她最大的偏爱与包容。全剧
最值得让人思考的就是巴太射杀
马儿踏雪时的挣扎，那是心底最
深的痛。当巴太看着文秀被自己
最喜欢的马儿踏雪拖行得遍体鳞

伤时，年轻的巴太做出了一生最
艰难的抉择，他用弓箭一箭射杀
了踏雪。巴太对文秀的偏爱是其
他任何都无法比拟的。巴太也认
为，文秀有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她
希望在大城市里用她的文字、语
言和她最真挚的情感去搭建一座
属于她的“高塔”，那里才是她的
最终归宿，而阿勒泰只是她旅程
中的“驿站”。所以，在踏雪与文秀
带来的双重迷茫中，巴太选择离
开草原。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
文秀已经选择待在草原，待在阿
勒泰，只为了心里的那点渺茫的
希望。

原著里李娟说：“我真庆幸，
有一些话，自己到底还是没有说
出来。”但对剧中的李文秀来说，
或许早些说出来结局会有所不
同。

在剧末，三年后，文秀遇到了
回来的巴太，巴太眼中盈盈的泪
光证明了在他离开的三年里，他
有着无尽的思念与无数的心疼，
当年的不告而别，如今的欲言又
止，受过的伤终将成为一种最安
静最孤独的成长。向前走，别回
头。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烟雨 淹城
□陈昌茉

淹城很古，是刻在古
籍里的古，是古到考古专
家小铲子里的古。

独木舟，深藏水底，
一睡就是两千多年。在世
人的眼里，独木舟就是小
木船，时间久远，已是朽
木。在考古人的眼里，独
木舟是文物，是稀世之宝，
是历经了数不清的战乱、
杀戮和硝烟而留存下来的
珍宝，是被时间里的风雨
所侵蚀、泥土所掩埋的古
代文明，是被历史尘封的
实体之物，是当时江南水
乡最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

今天，在我们走进这
座古老的城池，迎接你的
首先是一缕清新的空气，
然后是满城的苍翠林木，
以及小径通幽的胜境，接
踵而来的就是水波荡漾的
三河之水，以及清脆悦耳
的鸟鸣。芳草依依，沿着
绵长小路，走走停停，慢
慢抵达古城深处。此刻，
你可以把自己置身于红尘
之外、喧嚣之外，把一颗
浮躁的心慢慢放下，变成
宁静之心、遐想之心。

下雨了，看惯了江南
烟雨的人，你可以来这座
古城看看雨飘落的姿态，
可以听听雨水没入泥土和
丛林的声音，可以看看小
荷才露的尖尖角，也可以
倾听细雨轻抚新荷发出轻

柔、低吟的声音。这轻盈
舞动的音律啊，是那样的
温婉，亦如江南少女的吴
侬软语，让人陶醉。雨，
在细细地、斜斜地飘来飘
去，似雨又似雾。

这种天气，小荷之上，
一般不会有蜻蜓立枝头那
国画般之雅趣了。你也可
以认为这场朦朦胧胧的细
雨，是来自春秋战国时代
的那场雨。那场雨来得实
在是太委婉、太柔弱了，
未能浇灭从城外飞进城里
带火的箭矢，城破，百姓
流离，独木舟哪能载得动
许多愁……不远处，隐隐
约约传来一阵凄婉的笛声，
吹得是那么的忧伤，时远
时近且连绵悠长，是对故
人的怀念还是对苍生的感
伤？让行走在这座古城的
游人，心疼不已。
《诗经》 云：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这笛声，仿佛
是在诉说着淹君美丽的百
灵公主横笛乘坐独木舟，
从远古踏波而来。这笛声，
是不是也在说着百灵公主
的爱情故事？

淹城，虽没有巍峨与
高大的砖砌城墙，但我们
不得不感叹先人的伟大智
慧，他们利用水乡地势，
因地制宜地开创了这座水
上城池。三条护城河，三

道土城墙，河护城，城绕
河，这就是水城———春秋
淹城，也是中国现今保留
最为完整的水上城池。站
在高处，看人间璀璨，风
在动，雨在下，淹城，有
如浮于水、若隐若现于江
南的烟波深处。我也算是
个踏波寻古的人吧，在这
座古老的城池里四处走走
看看，听风又听雨，也听
鸟鸣，我仿佛还能听见这
座古城里小商小贩叫卖的
声音、鸡鸣狗吠的声音以
及号角吹响、刀枪剑戟激
烈交锋时发出的悲壮的叫
喊声……行走在所谓的城
墙上（土埂），不由让我生
出一股豪迈之气。

雨，还在下。我静静地
坐在这座古老城池的小亭
里，轻抚栏杆，看斜雨，听微
风轻拂，蒹葭摇曳，心念千
年之远，叹古往今来，独木
舟已成文物，淹君殿未留下
块砖片瓦，竹木井也已见
底，白玉龟也只是传说，三
座土墩在风里雨里上演着
两千多年前的公主悲剧，一
块块站立的标牌，只是现代
人对历史只言片语的陈述，
这些都无碍，只要那座远古
的城池留下来就已足够。我
想目光远眺，终抵不住雨入
眼帘，朦胧中，一群赤膊的
先人正朝我慢慢走来……

母亲的食谱
□徐新雨

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正
午，母亲坐在窗边的旧摇椅
上，手中拿着一本泛黄的食
谱，专注地阅读。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
在她的秀发上，泛着柔和的光
晕。
她手中的食谱是她最宝贵

的指导书，母亲总能从那些看
似普通的食材中，变出一道道
令人垂涎的佳肴。

她对食谱的每一次翻阅，
都像是在重温那些家庭的温馨
故事。
我走进厨房，看到桌上摆

放着各种食材，有新鲜的蔬
菜、水果，还有几块切好的牛
肉。母亲抬头，微笑着对我
说：“今天做你最爱的番茄炖
牛腩。”
我忍不住笑了，那是我初

中高中时最难忘的味道。每当
我周末回家，总能闻到那股诱
人的肉香。

在那个充满温情的正午，
我和母亲一起站在厨房里，开
始了我们的烹饪之旅。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轻轻洒落，为厨房这个小小的
舞台铺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在这样温柔的光线下，母
亲的身影显得更加柔和，她的
一举一动都仿佛被赋予了一种
仪式感。
母亲的动作依旧那么娴

熟，我的目光落在她切菜的手
上，却发现她的手背已经布满
了岁月的痕迹，那些细纹斑点

和突起的青筋，如同时间的笔
触，描摹出她的辛勤与付出。

这双手曾是那样温柔而有
力，它们抱过我、安慰过我、
引导过我，如今在不知不觉中
刻上了岁月的印记。

我站在母亲身旁，仔细地
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我试
图模仿她的样子，却总显得有
些笨拙。

母亲耐心地指导我，告诉
我如何切菜才更省力，如何调
味才更适当。

时间似乎变得慢了下来，
缓缓地流淌。

我们一起把菜削皮、切
块，接着母亲开始翻炒牛肉，
当一切都恰到好处时，她把炒
好的菜肴盛入盘中，厨房的空
气里弥漫着菜肴的香气。

饭桌上，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说说笑笑，享受着这顿简
单日常的午餐。

番茄炖牛肉的味道依然鲜
美，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每
一口都承载着母亲满满的爱。

我看着母亲满足的笑容，
心中充满了感激。

现在，我已离开家去外面
读书。

每当我想起家，脑海中就
会浮现那个正午的画面，母亲
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还有那
本已经泛黄的食谱。

那个瞬间，不仅是有关食
物的记忆，还是爱的味道，是
家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