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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

本世纪初的一个景色宜人的春天，
我心中默默地背诵着儿时读过的陶渊
明的名篇《桃花源记》，“武陵人捕鱼为
业……”按晋代陶公的指引，寻寻觅觅
来到了湘西的武陵源。

武陵源的潭水绿绿的，岸边的小草
青青的。桃花开了，玉兰花开了，浓郁的
花香吸引着钟情于大自然的游人。我用
一颗童心，感受着晋人陶公的情怀，感受
着武陵源这多姿多彩的美好春光。

这天晚间，我们住宿在武陵源的一
个小镇。次日清晨，开始了桃花源之行。

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座小山的洞口，
这洞口，每次只能容得一人通过。我学
着导游的样子，蹲下来，趴下去，趴在窄
小的那个通往世外桃源的洞口。匍匐
爬行的这个小小的洞口，高不过五十厘
米，长六七米。里边的桃花源是美的，
但是，爬这个洞口的动作却与“美”字不
沾边。以肘，以肩，以股，以膝……犹如
蚯蚓，蠕动前行——这简直是穿越生命
的洞穴啊！

我终于爬出了那小小的洞口，站起
身来，觉得眼前亮起了一片圣洁的光，
闪出了一朵吉祥的云，出现了一个辽阔
的长空。我忆起了陶公的妙语：“复行
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世外桃园”中的那一片桃林，真
是美极了——只见颗颗露珠停在朵朵
鲜红的桃花上面，穿彩衣的蝴蝶停在上
面，辛勤的蜜蜂停在上面，因为桃花太
美了，太香了。那枝丫交错的树干，鹅
黄嫩绿的叶片所呈现出的活力，与桃花
的鲜艳相互映衬，美妙动人。那清澈的
桃花溪水从桃花林中缓缓穿过，流向一
眼望不到边的桃林深处。桃林里鸣啭
着动听的鸟语，自然我听不懂它们说了
些什么，只觉得那些有灵性的鸟儿是在
争相演讲。它们演讲的每一句都像是
说给我们听的，因为我们感悟得到，那
鸟语是世界上最圣洁的语言。

清晨，来桃花潭打水的桃花源人络
绎不绝。大水桶，小瓦盆，红陶罐，在早
霞的映照下，伴着一串串水珠，闪闪放
光。

桃园的青砖瓦舍也是很美的。瓦
舍前，呈现一条石径，弯弯曲曲地通向
那美丽的潭水。那潭水碧绿如玉，甜美
如蜜。当地人说，这汪桃花清泉，不枯
不涌，水温冬暖夏凉。那泉水注入潭
中，潭水便格外清纯。这泉水养育了桃
花源一方热土，浇灌了水潭畔一行行桃
树，人们说，这里结出的桃子又红又大，
异常甜美。

桃花源内，还有成片的马尾松，郁
郁葱葱的斑竹林，挺拔高大。一行行桃
树，红艳艳的桃花，争奇斗艳，一丛丛绿
色的斑竹构成了桃花源繁花似锦的小
世界。据说，这里的桃树和斑竹，并没
有人专门去修剪，它们却悄悄地秩序井
然地占领了这片肥沃的土地，红艳艳的
桃花，在蒙蒙烟雾中绽放着，燃烧着，团
团簇簇，炽热而庄严。绿油油的斑竹，
层层叠叠，郁郁苍苍。是一种什么力量
创造了这人间美景？我被这人间奇迹
折服，为之陶醉了。

桃花源的潭水清碧如镜，四周不仅
有桃林和斑竹，还有几株合抱的垂柳。
桃花源人在垂柳下耕耘，在潭边垂钓。
听人们说，每到中午，这汪水是男人的
澡堂；夜晚，便成了女人的浴池。这里
是天上人间，也是嘈杂乱世中，名副其
实的“世外桃源”。

几个孩童在溪水中学习游泳。他
们将青蛙的姿势展示给溪水中的鱼
群。他们时而躺在水面上仰望蓝天，时
而潜入水底追逐游鱼，他们以为自己也
是一条快乐的鱼儿。

也有的孩童在岸边石缝间捉螃蟹，
螃蟹那坚硬的长夹，夹住了一个孩童的
小手。尽管疼痛难忍，但他没有懊恼，
可能他们从这小小生灵的举止中，学会
了拼搏和刚强。

正如陶公所言：桃花源人，“怡然自
乐”。桃花源人爱好音乐，很多古典的
现代的歌曲，他们都会哼唱。他们制作
的一支支竹笛，有男有女，或坐着，或站
着，在桃花溪旁静静地吹奏。成群的鸟
儿停在他们身旁的树枝上，随同他们大
放歌喉，似乎是一种天作之谐音；成群
的鱼儿也游过来，兴奋地摇头摆尾，似
乎在表示它们是桃花源音乐人最忠实
的听众。

我尤其喜欢听桃园里那些小鸟的
歌唱，这些小鸟的歌声像是送来了吉
祥。它们扇动着腾飞的翅膀，似乎是在
启迪着人们翱翔的愿望。

似乎是余游未尽，这天晚间，我们
重新爬进桃园，桃园的夜晚静悄悄的，
这里的媳妇和小姑娘们，挎着竹篮，提
着水桶，三三两两来到潭边，潭水立即
荡起了圈圈涟漪。

待月亮升起来，水朦胧，树朦胧，鸟
朦胧，村姑们便脱去衣服，进入潭中。

于是，我们便听到了姑娘们的悄悄
话语声，泼水声，追逐声，还有那银铃般
的笑声，还时时传送着一阵阵愉快的歌
声，整个桃园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我
感悟到，那桃林环抱的潭水，就像是一
根巨大的琴弦，任姑娘们弹拨。那是世
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那是满怀激情的倾
诉，那激情伴着桃花的芳香，伴着斑竹
林里黄鹂鸟和布谷鸟的啼鸣，谱写成世
界上晚间最美的交响乐章。

桃园春天的夜晚是多姿多彩的。
我喜欢看缀满繁星的天空和草丛中飞
来飞去的萤火虫，那如期而至的小精灵
与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格外好看。孩
童们备好了玻璃瓶子，轻手轻脚地捉了
许许多多的萤火虫。那装满萤火虫的
玻璃瓶，就变成了一只忽明忽暗的灯
笼。当孩童们藏进黑暗的角落，那只闪
烁着淡绿色光芒的“灯笼’就更亮了，这
亮晶晶的小灯笼，将游人带入一个美妙
的童话世界。此时，我忆起了姥姥给我
讲过的那个“千里送京娘”的美丽故事。

突然间，手提“灯笼”的孩童们朝我
们这边跑来——原来他们的父辈带月
荷锄归，他们将要跟随父辈回家用晚餐
了。这时抬头看去，只见座座瓦舍，袅
袅炊烟，在月光下，丝丝袅袅，团团片
片，直向青天。

见此美景，我默默地吟咏了一首小
诗《鹧鸪天·游桃花源》：

桃源户户皆友邻，
绿水潺潺一汪春。
烟雨茫茫舞彩虹，
炊烟袅袅穿碧云。

溪水岸，荷锄吟，
织布机旁穿梭人。
古人妙笔生花处，
今人入境似成真。

（祁淑英，作家，现居石家庄）

好友Z君系医学博士，但喜读丰子恺，
去岁他到香港出差，为我买了三册董桥牛津
版的集子，又为自己买了一册丰一吟在香港
三联书店出版的《父亲丰子恺》。Z君告诉我，
每读丰子恺，能使内心变得澄静如水，故而常
温又常新。前段时间，我告诉Z君，海豚出版
社刚刚出版了《丰子恺全集》，值得收藏，但价
格颇不菲。又过数日，Z君告诉我，他结识一
位出版社的朋友，可优惠购买这套全集，不妨
一人一套。再过数日，Z君亲自将这套《丰子
恺全集》送到了寒舍，两大箱子，煌煌五十
卷。对于购买这套《丰子恺全集》，因为价格
缘故，买与不买之间，甚为犹豫，因为之前已
买过多册丰子恺的文集，但Z君学医，如此热
爱丰子恺，我等自诩爱书之人，岂有不纳入囊
中之理。这套《丰子恺全集》果然漂亮，编委
会专家数年如一日辛苦编选，出版社策划组
织和设计也功不可没，大16开精装真是美轮
美奂，寒舍能有幸收藏一套，也是可以作为书
斋里的宝爱之品的。说起丰子恺的文集，我
因爱其文章，便也搜购过一些不同的版本，其
中有三种集子颇值一说。

其一是关于丰子恺的初版本《缘缘堂随
笔》。我偶然在孔网的旧书店上发现一册民
国出版的《缘缘堂随笔》，价格不甚高，品相
看着也不错，于是立即下单。但随后收到店
主电话，抱歉说此书早已下架，因电脑故障
没有及时进行处理，我甚为懊恼，却也只能
无可奈何。初版本对于研究一个作家，实在
特别重要。幸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曾
策划“新文学碑林”丛书，收录丰子恺的初版
本《缘缘堂随笔》，我买到此书作为参考，也
是聊胜于无。此书送来，真是大吃一惊，初
版本的《缘缘堂随笔》，仅有67页，不足5
万字的内容，但对于理解丰子恺实在太为
重要，出版社策划初版本，文字内容一如其
故，也是有眼光的做法。后来我根据此初
版本，写过一篇读书札记《空山春雨》，刊
发在浙江桐乡的《梧桐影》杂志策划的“丰
子恺和他的儿女们”专题之中，此文的大意
是讲丰子恺的文章风格，在这本丰子恺最
初的小书中就已确立了。了解丰子恺，能
读全集固然不错，但若是普通的读者，这本
薄薄的《缘缘堂随笔》便是足矣。

其二则是桐乡丰子恺纪念馆编选的《缘
缘堂随笔选》。此书系内部交流，2006年编
选，2010年印刷，系纪念丰子恺诞生110周
年而编选，其特别之处，还在于此书扉页钤
有丰子恺生前所用印章一枚。我买此书，乃
是偶然在微信公众号“旧纸新寻”上看到购
买此书的消息，既能得到丰子恺钤印的著
作，而价格又实在是合适，乃有何乐而不为
的想法。虽然无缘也无力购买丰子恺的民
国版著作，但能得到这册盖有丰子恺印章的
集子留作纪念，也是一件小小的书缘了。此
书编写之法，根据编者叶瑜荪在《前言》中的
介绍，乃是因为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包含
了很多具有浓厚乡土风味的作品”，故而由

丰子恺的缘缘堂纪念馆来编选文集，“就是
要编一本乡土题材的散文集”。此文集选文
54篇，包括未曾单独出版过的《缘缘堂续笔》
33篇，以及其他与故乡石门湾、缘缘堂有关的
散文21篇。其实，好的编者，一定是优秀的
研究者。一本文集的编成，也将会给读者带
来不同的阅读感受。这本《缘缘堂随笔选》呈
现的是一位热爱乡土的丰子恺，如此我们再
集中读读丰子恺谈音乐、谈美术、谈儿童文学
以及谈佛教的文集，都会大有启发的。

其三是浙江文艺社1983年出版的《缘
缘堂随笔集》。此集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
编选，收录丰子恺1925年至1972年的随笔
104篇，其中有86篇文章选自丰子恺出版的
各类集子，另有未发表的18篇文章遗稿。
丰一吟女士一生以整理、编辑和研究父亲丰
子恺的著作为最大使命，而且在绘画上也能
继承其父的风格与神韵。海豚出版社出版
《丰子恺全集》，也邀请丰一吟担任顾问。子
女编选父辈的文集，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整
理遗稿，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故而此集中
收录18篇丰子恺的文章遗稿，这是丰一吟
女士的功劳。前段时间见到周作人的后人，
谈起周作人遗稿整理，诸如坊间出版的年
谱、文集以及部分摘录的日记，都或多或少
有断章取义的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而
作为后代，则是有义务来恢复这些作品的原
貌的。但也有后代因为某些忌讳，在出版时
有意删改内容的事情，这些都是要区分对待
的。丰一吟女士编选的这册《缘缘堂随笔
集》，以编年时间为序，封面书名集丰子恺书
法，封面设计采用底图为丰子恺的手稿，颇
显清雅。

我珍藏的这本《缘缘堂随笔集》，其特别
之处，则还在于扉页上有丰一吟的签名留
念。此一书缘，乃是我曾有文章谈对于丰子
恺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初步认识，恰好浙江桐
乡的《梧桐影》杂志策划“丰子恺及其子女专
辑”，承主持此刊的夏春锦兄不弃，便将此文
刊发在这一特辑上。收到样刊后，知道春锦
兄因编选特刊和丰一吟先生多有联系，故而
请他帮助联系，以便寄书给丰老，请其签名
留念。春锦兄回复说，丰一吟老年过八旬，
近年已身体欠佳，加之健忘得厉害，读者寄
书，往往是泥牛入海，故而还得再等机缘
了。我心想这或是婉拒，不料去年年底夏兄
忽来信，说他拟元旦假日去看望丰老，可代
我当面实现此愿。又不久，我收到夏兄挂号
寄来的这册著作，扉页上果然有丰一吟老的
签名，“朱航满 欣赏 丰一吟 2016年12
月31日”，并钤有印章一枚，寥寥数字，却是
满纸的清雅与沉厚。我极喜爱丰老所写的

“欣赏”二字，令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关于读经
典的那句名言:“慢慢读，欣赏啊！”深宵夜
静，捧读此书，感叹丰子恺此集之特别与珍
贵，也感念丰一吟老的一片冰心，更感谢春
锦兄古道热肠的君子之风。（朱航满，作家，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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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