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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

———读《秦寒光油画》

□

杨保群

今夏的一个傍晚， 屋子里依然闷

热，像往常一样，我拖把躺椅在院子里

一边看着报纸， 一边等着入夜的一丝

凉风。 这时看见一米八高的秦寒光老

师手里拿着本书缓缓而来， 他面带笑

容地说：刚刚邮寄过来几本样书，送你

一本做个留念……翻着沉甸甸、 还散

发着淡淡油墨香的《秦寒光油画》， 我

们攀谈到深夜。 送走秦寒光老师， 不

由得联想起彼此之间

30

多年的忘年

之交……

我与秦寒光老师相识在

30

年前。

那时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

,

一次有幸

与秦寒光老师一起去博爱、济源出差，

同去的司机在小镇路边买烟， 因烟已

霉变而争执起来，被小贩伙同三、四个

人打得满身是血 （后来听说那人是当

地一霸、无人敢惹）。在邪恶面前，秦寒

光老师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那时秦寒

光老师已近天命之年），以他特有的气

质，竟令其慑服。 他那种正气凛然、侠

肝义胆， 令我对眼前这位文化人有了

重新的认识，进一步增添了对其秉性、

人品敬佩。此后，由于工作关系和个人

爱好，我同秦寒光老师常常是“对酒话

肝胆，品茗悟禅机”，由相识到深交。由

于义气相通，举止接近，从此结下了忘

年之交。

秦寒光是我市著名的油画家，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6

年生于焦作

街大槐树下一秦姓大家族， 在这个近

似移民的新兴城市里， 他可谓是地地

道道的老焦作人了。 早年他和油画大

家靳尚谊学油画， 一学就是

40

年，像

苦行僧一样为艺术攀爬着。听他说，年

轻时每隔些时日他便不远千里携画赴

京求教。尚谊老师教学十分认真，容不

得半点马虎， 他对画审视后一一指出

优劣，凡不妥之处务令速改，有时被批

得“体无完肤”，使你无地自容，倍感汗

颜。 去时总是感觉良好，自以为“天衣

无缝”，回来后仔细咀嚼所教，再看所

画，竟是“满目疮痍”。而每去一次都成

为学业上转折、升华的一个里程碑。靳

尚谊把他在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 （曾

两次荣获斯大林奖金） 在中国开办的

油画培训班中所学的一套系统的油画

知识、技法系数传授予他，甚至还把他

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许多独到的

技法也陆陆续续传授予他， 使其较快

地掌握了色彩冷暖和体面空间关系的

运用。这种言传身受，使他如鲤鱼跃龙

门般地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 至今

他还记得，在靳尚谊家的客厅里，当时

全国很有权威的几位艺术大家对他说

的话：“从你的画中可以看出， 你对故

乡有着真挚的感情，色彩也很生动；看

来你不拘泥学院派“一脉相承”，而是

拿来主义，吸收了许多人的画法，画起

来就自由多了。这些都是很可贵的，要

坚持下去”；“艺术品一是要真，感情的

真、艺术的真；二是要表现自由；三是

要完美”；“一个太行山，一个煤矿就足

够你画上一辈子了， 千万不要贪得天

边月失却手中珠， 年轻人好好用心画

吧……”。至今，这些话一直激励着他，

走自己路， 画家乡的画。 能得到靳尚

谊、 闻立鹏等这样的好老师长年亲手

指点，可谓三生有幸矣！

秦寒光老师

1960

年由省会调入

我市文化馆从事油画创作， 源于从事

摄影编辑和文化馆的工作性质，他“近

水楼台，如鱼得水”，可以经常下到农

村、工厂，在活跃工人农民的文化生活

的同时， 体验基层生活创作。 而立之

年，他曾组织全市

20

余位画家，自带

行李、画具、拉着平车徒步而行，到田

间地头、农田水利工地实地写生。他在

农家吃派饭、缴钱、交粮票，打地铺睡

牛圈，生活虽苦而自得其乐，除了画风

景还为农民画像。那时还是人民公社，

被画的社员耽误劳动， 队里还给记工

分。他们也因被画而感到光荣。此行两

月不仅提高了画家的水平， 还为焦作

开创了写生先河， 形成了日后长年写

生的良好风气。 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

下， 焦作整体绘画素质在河南省名列

前茅，省里曾三次颁予他组织辅导奖。

岁月和汗水已为他赢得了丰硕的回

报。 多年来有

400

多幅作品见诸于国

内外报刊、画集或展厅，且屡获大奖；

有

300

幅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展出或

辑入画集。三次获首展一等奖，数次参

加全国美展，如：全国第九届油画展，

两次入选全国《群星奖》。并出版油画、

散文、摄影等著作

5

部。前《苏联妇女》

画报曾辟专栏介绍其油画；

9

幅精品

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油画、散文、

摄影

5

部专著出版。

60

年来， 虽寒来暑往 ， 世殊事

异 ，为了这片热土和乡亲乡音 ，他目

无旁骛地安心潜修，在家乡的艺术源

头上细心开拓。 年复一年地拎着干粮

背着画箱 ，漫游高山阔水 ，寻觅世间

真情，修行潜学，不事张扬。矢志不渝

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丹青

之路，哪怕是山重水隔千难万险也再

所不顾，那寒窗走笔，青灯苦研，似苦

行僧般地苦修苦行，也无悔无憾。 即

使省厅数次来人催他回去工作，省出

版社也聘他任编辑 ， 他都一一谢绝

了。 他登太行、渡黄河、过长江、下江

南，也曾泛舟洞庭、激流三峡、跋涉川

甘、赏北国风光。其间孤独与落寞，艰

辛与乐趣，感慨与激动整整消耗了他

的大半生 。 他在艺术的源头细心挖

掘，即使 “古稀 ”之年两鬓霜染 ，也不

敢稍有懈怠，亦不畏艰险攀登上青藏

雪域高原，其画集后记《露重飞难进》

多有记述。

他一生崇尚 “自由之思想 ，独立

之人格”， 画风追求有真情实感和乡

土情愫。 他的画多山野林莽，田间村

头 ，具有菜根味 ，散发着原始淳朴的

自然美。 很多人看过他的画，都说其

中有“静”的诗意，多以“感情真挚，色

彩生动，表现自由”而推评。 读其《秦

寒光油画》等可略见一斑。

法国画家马克西莫夫在油画培训

班曾对学子们讲过， 一个只有画技没

有学识、 思想的人， 是一个画匠而不

是画家。 对此他深有感触。 正如他在

某大学讲学时说：“我是从小在父亲的

藏书喂养中长大的， 起初只限于中外

文学、诗歌、戏剧名著，后又喜欢美学、

哲学、历史……博学强记，涉猎广泛”。

他还铭记黄庭坚说过的：“三日不读书

则义理不交心中，对镜面目可憎，向人

语言无味……”。 他总觉得，有书真富

贵，日有书看我不穷的感觉。我们也看

到有些人，起初画得很好，进步很快，

待到了一定程度却不行了，为什么？大

概是他心中只有红黄蓝黑白灰， 却视

而不见文化学识的修养功夫吧。 试看

那些大师，哪一位学问浅薄呢？对此他

引以为戒，常常勉励自己，向艺术大师

们学习看齐。 他“宁固穷以济意，不委

屈而累己”，心系一处，乐此不疲地用

画笔去寻找那种被现代人日渐疏略，

然确实净化世风、 完善人性不可或缺

的大自然的启示。怨悔皆止于此矣！这

大概就是“心有诗文气自华”吧！

终其经验， 在其艺术道路上一是

有幸得益于同班同学我国油画大师靳

尚谊诸名家教授； 二是功夫不负有心

人，磨砺愤发，物我两忘，持之以恒。

他一生酷爱油画， 凡公事之用或

知己相求，他总是慷慨相予。现存积画

不足百幅，每每揽之有感于斯。古稀之

年为出《秦寒光油画》，他穷其所有，毅

然拿出一生积蓄，没有希求和赞助，应

了他那人品、画品独立和自由个性。记

得

2011

年我去深圳参加博览会，恰巧

他在深圳为画册校订， 我特意陪他参

观博览会艺术厅，他那步履艰难、白发

苍苍， 亦然对艺术表现直抒己见的作

风，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期间他

老了很多， 年迈的老伴心脏病突发放

了

4

个支架又花去

10

万多元。 待到

2012

年画册正式出版他却因劳累过

度患了脑溢血，由于抢救及时 ，数月

后才痊愈。 出于无奈，他才将几幅画

嘱我在北京画廊拍卖， 以补贴家用。

他的画集也多无偿相赠与文艺界同

行，从不记得失。 《秦寒光油画》被国

家图书馆、档案馆收藏后。市档案局、

图书馆、艺术学校、博物馆、旅游局等

单位为老艺术家的人品 、 画品所感

动，纷纷收藏。

《秦寒光油画》

8

开大型画集，由

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画集有著

名油画大家靳尚谊和著名国画大家卢

沉早年为作者所写生的惟妙惟肖的传

神之作的油画，素描画像及亲笔题词。

翻开《秦寒光油画》

,

大多是画故乡焦

作的山河风光田园牧歌， 极富地方特

色的工农兵人物肖像。 时过多少年

,

现在那些具有一定艺术性、 历史性，

颇有个性的工农兵人物的珍贵艺术形

象， 就如同打开尘封的记忆， 重现那

个火红时代 。 经历过的人仍倍感亲

切， 总能引起人们难忘的回忆……无

怪乎我国著名油画大家靳尚谊感慨地

说：“时过

30

年至今， 仍是那么耐看，

不容易啊！ ”并提赠： “前村深雪里，昨

夜一枝开”诗，或可视为对秦寒光其人

其画的点睛之笔。

出版这部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画

集

,

是总结，是艺术生命的延续，也是

一种人生淡然如花，自然一路芬芳。纵

观秦寒光老师的人品、画品，我想起唐

寅的一首诗：“漫劳海内称学者， 谁知

囊中没酒钱； 些许做到功夫处， 不负

胸中一片天。 ”最为贴切。

在我身边

□

李 瑛

在我身边

阳光在墙上轻轻移动

所有的东西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同文字和思想的书，并肩伫立

钢琴琴键，有的唱歌，有的睡觉

花瓶中的花兀自枯萎

越洋飞来的信是海鸥的羽毛

翻开的报纸是喧嚣的世界

在我身边

离我心最近的都是回忆

行行诗句是缕缕月光

照耀着众多朋友谈笑

茶香溢出杯盏

也有人爱和憎的面孔是重叠的

也有人看不见，躲在门后

在我身边

更多相伴的是孤独

我的孤独是一盏灯

和我面对面坐在一起

思索———

许多事，如今老了才懂得

许多事，如今老了也不懂

桃花的心事

□

东 篱

即使身临其境， 面对眼前这一弯波光粼粼的碧水

和倒映其中的挺拔俊秀的山峰，很多游客都不敢相信，

在这个海拔

2300

多米的高山之巅，居然还会有这么一

块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

自从三年前几位驴友翻山越岭来到豫晋交界处的

这个小山村，在省报上介绍了这里胜似江南的美景，刊

发了一组桃花漫山遍野开放、青山环抱绿水、绿水倒映

青山的照片后， 这个名叫桃花湾的地方便开始热闹起

来，一年四季游客不断，使这里充满了一种神秘而又浪

漫的气息。 特别是当一对对青春靓丽的新人在这里摆

出各种姿势拍摄婚纱照，洒下一串串的欢声笑语时，桃

花的心里就会愈发感到阵阵难受。

桃花是这个仅有三户人家的自然村中的一名村

妇，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人虽然长得黑了点，可她俊俏

秀美的脸庞、 婀娜多姿的身材和淳朴如山风溪水的气

质，却时时处处能给人一种自然、大气、透亮的美，叫你

感到她就是为了点缀和衬托这里旖旎的风光而存在

的，丝毫不逊色于城里那些靠涂脂抹粉、丰乳肥臀才能

艰难缔造出来的人工美女。

桃花的家就坐落在与这弯碧水一路之隔的山脚

下，是山里随处可见的几间平顶石头房，门前搭着一个

不大不小的木棚，棚下摆着几张半新不旧的桌子，看样

子是为了招揽生意用的。

就在桃花家门口正对的这弯碧水中， 架设着一

座连着两岸的木头小桥，小桥弯弯曲曲的，在前方隐

没于一片茂密的芦苇中，很有诗情画意。 小桥底部铺

设的高低不平的木板几乎就挨着了水面， 两边的栏

杆是用或粗或细、 或直或弯的树干或树股直接杵在

水底又连接了横杆而成的， 上面一走人， 摇摇晃晃

的，颇有点走钢丝的感觉。 桃花每次扛着锄头或挑着

担子从桥上轻盈地走过时， 身前背后都会引出一片

密集的相机咔嚓声和游人由衷的赞美声。 她与这里

的山和水动静互补、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立

体山水画。

桃花的丈夫水生最近心底有个谜团一直解不开，

那就是，无论他每天多忙、赚多少钱，老婆的眉宇间一

直都弥漫着淡淡的忧郁， 全然不像过去他向她报告当

天的收入时那样心花怒放、眉飞色舞的样子。他曾几次

试探着问，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或是她的身体有什么

不舒服，可她每一次都三言两语把他支开了，根本没有

让他得到半点有用的信息。

老婆越是不吐露真情，水生的心结就越凝越大、越

凝越沉。他有时正在汗流浃背地忙着生意上的事，就会

突然想起这码事，琢磨起心事来。 每当这时，他甚至都

会在暗中偷偷观察老婆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企图由

此“解密”老婆的心事。 观察来、琢磨去，他始终没有发

现老婆有任何异常。于是，他只能非常沮丧地自我感慨

说，可能是老婆见多识广了，心大了，人野了，看不惯他

这个山里汉子和这个穷窝了。

今天中午， 城里又来了一对新人在小桥上拍摄婚

纱照，水生发现，老婆一下午的情绪都很好，脸上笑得

如盛开的桃花，美艳动人。 可是等客人一吃过晚饭，桃

花一回到她的卧室，她的人立马就像变了个样子，没精

打采的，坐在床头的简易化妆柜前，对着镜子里的那个

眉清目秀的女人长时间地发呆，一语不发。

水生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见老婆又满腹心事地坐

在那里，就再次鼓足勇气说，桃花，你到底为啥不高兴，

今儿个要是再说不出个小虫叨米，我就不睡觉了，明儿

个的早餐也不做了，让所有的客人统统滚蛋吧，咱这生

意不做了！

桃花见丈夫这次真的生气了， 自个儿倒首先 “扑

哧”一声笑了，把对着镜子的脸慢慢扭了过来，用那双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往情深地看着丈夫，轻声细语地说，

我说了，你可不许生气。

说吧，只要不是叫我上天摘星星，就是要我的命，

我都会一声不吭地给你。 桃花的丈夫说得很坚决。

桃花干脆起身移步到丈夫身边， 和他并肩坐在床

沿上，有点害羞地说，我想，明天让影楼公司的人给咱

俩也拍一组婚纱照。

水生先是用万分吃惊的眼神看着近在咫尺的桃

花，突然，就用那双有力的大手一把抓住了桃花那双修

长而又绵软的手。 就这点事？ 他有点激动了，摩挲着她

的手说，你咋这么傻呀，你不知道我答应过你，这辈子

一定要让你穿上洁白的婚纱，照几张相，让你成为咱全

村，不，而是全世界最美的新娘？

女人一下子扑进了丈夫的怀中，喜极而泣。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喜地发现，昨天还在小桥头

赫然树立的 “上桥照

相，收费百元”木牌 ，

内容换成了 “凡在桥

上拍摄婚纱照者 ，一

律免费”。

江城印象

□

王道奎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我有幸随陈小旺大师一行

讲学，来到北国江城———吉林市。 该

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及陈大师弟

子专程去龙嘉机场迎接。

10

月

4

日上午

9

时， 当吉林市

武协主席张春青宣布“欢迎陈小旺大

师莅临江城”顿时吉铁体育馆内欢声

雷动。早已准备好的狮舞、太极扇、太

极剑、太极刀挥舞起来。 那娴熟的动

作、神态、意境，令人惊叹不绝。 在大

幅标语“陈小旺大师走进江城”的映

衬下， 陈小旺大师健步来到场中央，

为在场拳友们进行表演。他的一招一

式如行云流水，运用自如。 当做到双

摆莲式，只见他松气震脚，全身爆发

一种神力“咚”的一声如同惊雷响彻

全场，掌声响起。 紧接着发出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全场起立，掌声欢呼声

如同春潮，经久不息。

随后，陈小旺大师为“世界陈小

旺太极拳总会吉林分会”匾揭牌。掀开

了吉林市学习陈氏太极拳新的一章。

在热烈的掌声中， 陈小旺大师对太极

理论五层功夫进行了演讲。 谈到陈式

太极拳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练拳就像

写字一样，一撇一捺，应恰到好处，一

招一式应准确无误，达到精气神一统。

套路是手段，应形成运动体系，人体丹

田是贯穿全身力气的核心。以意行气，

以气贯通，一动全身动，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他的讲话字字如珠，句句宝玉，

精彩绝伦，一次又一次让人感动，一次

又一次响起掌声……

当天下午

2

时许，市武协组织我

们去观光， 汽车沿着松花江畔行驶，

那滔滔的松花江水，在秋阳下如镏金

般闪烁，斑驳。 同行的体育局领导介

绍了吉林的地域风情： 吉林市原名

“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江之城”，

因清康熙帝东巡所著 《松花江放船

歌》中有“连樯接舰屯江城”诗句，故

得名“江城”，环绕的群山和回转的松

花江使吉林形成 “四面青山三面水，

一城山色半城江” 的独特山水风貌。

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犹

如四神拱卫。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松花

江，呈反“

S

”型，穿城而过，俨然一幅

太极图形，绘就了吉林市“由江而来，

沿江而走，依江而展，因江而美”的如

诗画卷。

车行至松花湖畔，眼前是闻名中

外的丰满发电厂，一旁是国家级风景

名胜旅游区———松花湖。秋日的阳光

分外温柔、明丽，给松花湖涂上了一

层金色。当我乘坐游轮航行在青山碧

水间，仿佛来到人间仙境，望着前来

观光的武坛拳友那眉宇间舒心的一

瞥，那一脸牡丹花似的笑容，我的心

也分外激动， 不禁吟诗一首作为纪

念。“松花江畔映蓝天，拳友观光山水

间，一湖秋水胜钱潮，江城吉林开新

篇。 ”

以后的几天里，陈小旺大师对前

来学习陈氏太极拳的弟子及其爱好

者进行套路演练，把太极拳的精华传

授给他们，对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一

一进行了答疑。 那深邃的目光，那慈

祥的笑脸，那精辟的见解和论述给拳

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久久不愿离

去。

在此期间， 我们还有幸参观了

“吉林陨石雨陈列馆”。 这是发生在

1976

年

3

月

8

日降落于吉林市郊而

闻名于世的陨石雨而制作的大型展

览，是人类迄今为止观察到的世界上

最大的一场石质陨石雨。它分布在吉

林地区的永吉县蛟河县和吉林市北

部郊区的

7

个公社

18

个大队

11

万

人居住的近

5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却未伤及一人一物一畜，不能不说是

一件奇迹。

我们还参观了吉林市松花湖浪

木艺术展览。这里的每一件根雕展品

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谓千姿百

态、天然成趣，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文

化结晶。 松花湖浪木根艺与吉林陨

石、吉林雾凇、松花江奇石并称为吉

林四绝，享誉中外。

流光似水，一周的讲学很快结束

了。 吉林人热情好客、豪爽好学的高

尚品质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我

们一行人在龙嘉机场登机前那一瞬

间，有多少友人频频招手，再见，再见

的惜别声声声感人，多少人眼里浸满

了泪花……

今年的桂花比往年开得迟，错过了中秋节，却在十一

长假缓缓开放。推窗，一缕暗香若远若近，若有若无，淡淡

的甜蜜、恬静的暖意，这，便是桂花的气息了。

我家与市人民公园比邻，公园里的桂树便是我的“芳

邻”了。 每年中秋时节，这位“芳邻”都会毫不吝惜地赠我

满怀清香。 而我能回报的，就是用一颗喜悦的心，一遍遍

探望，一次次倾谈。一棵棵，一片片，走过，看过，仿佛能听

到那掩映在绿叶深处的一丛丛金黄、 淡黄小花次第舒展

的呢喃。 一阵风过，一阵桂雨，拈一朵，有阳光的质感，有

温暖的情怀，细细密密，沁人心脾。

月下赏桂，更得“暗香浮动”之妙。天上，一轮皎洁，桂影

婆娑；月下， 举步沐香， 衣襟飘香。 不靠近， 只远远地在

近旁徘徊，任夜风中时隐时现的芬芳，将这月色染得明净悠

长……遥想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大约也是此况味吧。

古人吟咏桂花的诗中，大都离不开一个“香”字，于桂

花而言，大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比“香”更能表达出她独有

的魅力。 辛弃疾“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杨万里

“看来看去能几大，如何着得许多香”；李清照“暗淡轻黄

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留香”……各自情怀一样香。 咏桂诗

中，独喜朱淑贞的《香秋夜牵情》：“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

秋色为谁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好一个

“人与花心各自香”，安然自然之美，随遇而安之乐，相看

不厌之悦，这可能就是花与人最好的因缘际会了。

喜欢桂花，不独是她的香，更喜欢她的从容淡定。 初

开时，一缕幽香在你不经意时和你拥抱，但若深深吸气想

寻找她的气息时，竟然一下就无影无踪了。 不需刻意，她

就在身旁，不远不近，默默陪伴。 离去时，依旧淡泊宁静，

不着痕迹。 一点点收着、收着，淡着、淡着，你找寻不到她

的身影了，她的香还久久在你的发际、衣襟，在你的心里，

梦中亦闻桂花香……

“人闲桂花落。 ”与其他花比，桂花算得“闲中一品”

了，不求浮名，但得自在。 世上大多数花，大都惊艳而来，

纷繁而去，唯有桂花，来去无迹，却“教世界都香”。

印象最深的，是张爱玲写的花落。 她写玫瑰的凋谢：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了花落的声音。 起先是试探性

的一声‘啪’，像一滴雨打在桌面。紧接着，纷至沓来的‘啪

啪’声中，无数中弹的蝴蝶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 那一刻

的夜真静啊，静得听自己的呼吸犹如倾听涨落的潮汐。 ”

还有一段，看得人惊心动魄，写的是茶花。“有一种花是令

我害怕的。 它不问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预兆，在猝不及防

间， 整朵整朵任性地鲁莽地不负责任地骨碌碌地就滚了

下来，真让人心惊肉跳。 ”

大凡落红，都少不了感伤之叹，就连荷花也不例外。

“留得残荷听雨声”，意境美则美矣，但读来依旧有美人迟

暮之嫌，不若桂花，即使离去，也是欢喜着隐退，一任清香

在记忆中悠长、悠长。

因了今年桂花的迟，又想起了郁达夫先生的名篇《迟

桂花》。去岁中秋赏桂，想到“人与花心各自香”，生出很多

感触，编写一短信发送给在杭州生活的大学同学郁力。郁

力是郁达夫先生的孙女，而我则是郁先生的粉丝，整个大

学时代，我们在《春风沉醉的晚上》，看《迟桂花》，听一个

个传奇故事。 刚发出短信，郁力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们

又一次聊到《迟桂花》，聊到“三秋桂子、十里荷香”，聊到

杭州著名的“满陇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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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郁达夫不经意间

闻到了“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遂有了对迟桂花“开得

迟、经得久”的感悟。年少时读，更多的是感慨翁家小妹莲面

对命运时的顽强和她的纯真自然， 感慨人性的光芒无处不

在。 年岁渐长，重读《迟桂花》，方悟得“迟更耐久”之理。 迟，

何尝不是人生大智慧？

一次次花开花落，一场场生死轮回，缤纷的花事不过

是以萎谢的方式、残酷的凋零，教会你识人见事，教会你

在伤痛中自省，在寒夜里沉淀。于是，你渐渐明白，狂风暴

雨是最好的试金石，试得出本性，试得出担当；于是，你终

于明白，最好的活着，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慢慢想，缓

缓开，想好一瓣，才开一瓣。 不争春光，不媚世俗，不惧风

霜。 迟一些，慢一些，久一些。

愿做迟桂花，在岁月的风雪中吟唱自己的歌。

（压题图为本报资料图片）

迟桂花

□

王 言

青山依旧在。 （油画） 秦寒光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