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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对于中国人来说，柿子是瑞果，是吉祥果，
故尔，不仅寻常百姓喜欢它，历代画家，也对之
情有独钟，于是，柿子就屡屡成为画家们绘画的
对象。

画家们，在绘画中，寄情达意，托物言志。
南宋·蜀僧牧溪，画有一幅《六柿图》（现藏

日本龙光寺），纯粹用笔墨点染而成，六枚柿子参
差罗列，只是水墨浓淡不已。墨者，至黑，浓浓
一坨，看上去是那样的凝重、陈实；淡者，极
淡，淡至一白，有两枚柿子，若然不是那黑色的
柿蒂，你就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如此黑白错
落，就生发出一种极强的扩张力和冲击力，因
之，台湾著名的文化史研究者李霖灿先生，就如
此评价道：“给人的感觉，像是墨分五彩，一片缤
纷照眼；又像是摄取了对象的时空综合凝聚，使
人感受到：宇宙可以过去，但艺术家笔下的几枚
柿子却会万古长存。”换言之，一幅 《六柿图》，
彰显出艺术的极强的生命力。

牧溪是僧人，而且是高僧，据说，他画《六
柿图》，“六柿”，是谐音“六识”，而“六识”则
是指心智作用中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
感觉，在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知觉上
所产生的六种认识作用，所以说，牧溪的《六柿
图》，禅意十足。此等禅意，就是慧，就是智，就
是觉，其中内蕴的，其实就是一份禅家的悟性欢
喜。

“明四家”之一的沈周，画有一幅 《荔柿
图》，荔、柿均为折枝，荔枝在上，柿枝居下，荔
枝，枝叶婆娑，果实累累；柿枝，则枝叶疏落，
枝条瘦瘦，柿果仅两枚，但每一枚都圆润、饱
满，沉甸甸，垂垂然，细长的瘦枝，仿佛有不胜
之感。真是丰实得厚重，沉甸得欢喜。

画面有题跋诗一首，其中最后两句曰：“行酒
不妨从小子，耦耕还喜约比邻。”可见，“荔柿”
同画，有“比邻”之意。画面寓意，似乎可作两
解：其一，荔柿，谐音“利市”或者“利事”；

“利”于“市”，或者“利于事”，都好。其二，是
“荔”在上且多，“柿” 在下且少，可喻指为“利
多事少”。但不管怎样，其喻义皆是美好的，都是
皆大欢喜的。

白石老人，以画蔬果虫鱼而知名，其中，柿
子是他常画的题材之一，他甚至自喻为“柿园先
生”。

白石老人，画青柿子，也画熟柿子。青柿子
是一种青灰色的方形柿子，看上去结实、敦厚、
安稳，有一种棱角凸显的方正感，洋溢着一份倔
强不屈的生命力。熟柿子，呈红、黄两色，表现
的是一种成熟，是一种吉祥，画面喜气洋洋。故
尔，白石老人所画熟柿子，就大多以“柿”与

“事”与“世”之谐音，表达一种吉祥、期盼或者
祝福。六七只柿子，放于一提篮之中，安安静
静，于是就《事事安然》；五只柿子，处在同一画
面，就是 《五世同堂》。白石老人画柿子，更喜
欢，或者说更讲究“搭配”：两枚柿子、三四枚芋

头，搭配在一起，就是《事事遇头》；两只柿子、
三只苹果，就是《事事平安》；两只柿子、两棵白
菜，则为《事事清白》。

白石老人毕竟出身农家，所以说，他的柿子
画，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俗世的、大众化的、民
俗的欢喜。与农家的新年版画，精神一脉。

白石老人，及之前的古代画家，画柿子大多
就只是“柿子”，无枝无叶。此后，包括与他同时
代的陈之佛等人，画风为之一变，画柿子不再是
单纯的“柿子”，而是枝叶、柿子并存，画面也就
越加热闹、欢喜。

不过，画整株柿子树的还是比较少，画家大
多喜欢画折枝。

陈之佛，号雪翁。他与白石老人，几乎是同
时代画家。他的柿子画，就大多是折枝画。如他
有一幅折枝柿子画：画面，巨枝之下，分出小枝
数枝，柿叶苍碧中隐隐溢颓败之色，大红柿子数
枚，果实饱满，色泽鲜艳，枝头白头翁一只，扭
首张嘴，似在喳喳鸣叫。整个画面，陈实饱满，
真是“事事欢喜”，熠熠生辉。

曾见过一幅无名氏的柿子画作：半截老树，
伸出柿枝三两，枝上柿果三两枚，特别饱满、红
硕，一只花喜鹊，扎煞着翅膀，飞临半空，凝目
注视着其中一枚红柿子，那副急于啄食的表情，
栩栩然，生动然……

整幅画面，古雅、红火、生动，极具灵性，
秀润朗朗，真是欢喜极了，欢喜极了。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柿柿”欢喜
□李孝泽

2021年9月28日
峄县六亭之北，山亭凫城之水。群山撩人，沧浪神醉。孔子听

歌，沧浪渊文化节；香火会萃，三月三古庙会。北观沧浪逢时，南览
青檀派对。人头攒动，活禽諠豗。百货琳琅满目，羊汤丸汤俱备。车
水马龙，商贸盛汇。沧浪，龙祠，古石桥，传为佳话故事；老人，妇
女，小孩子，叫卖香火庙会。庙内庙外烟雾缭绕，树上地下爆竹声
碎。拜沧老爷保佑，祭天人寿丰岁。

绿水悠悠，青山叠翠。蜿蜒河流，峄县氶水之源；峰峦叠嶂，丛
山峻岭之最。春夏之交，蝉鸣蝶舞绿荫葱葱；秋冬之交，北国风光宜
人陶醉。尽享四时美景，赏析鸟禽花卉。美哉、悠哉、乐哉！神往心
醉。一派秀美风光，沁人心脾：苍崖峭立涓溪，石壁梯叠；山冈横卧
汇流，一潭碧水。故乃沧浪渊，扬名之谓！

魅力沧浪，历史悠久。沧浪渊倚傍神龙祠，“霖泽”庙额徽宗赐
受。庙前块石躺卧，“霖泽”断碑佐证，奈何复修。古庙失缮圮毁，
八零民办自救。传之后人，“功德碑”誉千秋。沧浪之水，世事哲
理。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
以濯我足。” 警世忠告，然哉。 史传记载，孔子此听“孺子之
歌”，文化底蕴深厚。

注释：沧浪渊，故址在今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王湾村附近，相传
为汉代广武君李左车隐居的地方。死后被崇为雹神，行雨、司雹之
神。老百姓尊其沧老爷，建庙祭祀，庙会物质、文化交流。

峄县，故址为今枣庄市峄城区。原峄县，1958 年，迁驻枣庄
镇，1960年在峄县行政区基础上建立县级枣庄市，1961年枣庄市升
格为市级省辖市。

凫城，即山亭区凫城镇。
六亭，秦汉时 10 里设一亭，供行人休憩，亲友远行常在此话

别，引申为六亭，即60里的意思。
丰岁，是一个汉语词语，指丰年，引申为人寿丰岁，即风调雨

顺，人寿年丰的意思。
徽宗，即宋徽宗赵佶，宋朝第八位皇帝。据记载，宋宣和年间，

徽宗赐匾额，并御笔亲题“霖泽庙”匾额。
(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沧浪渊赋

○王晓阳

金风匝地
一簇菊举起秋的标签

打开佳节的大门
稻浪翻滚金黄的时光

散发着清香
柿红守望村口

照亮游子回归的路
一行大雁捎来远方的佳音

擦燃一片夕阳红

携一壶菊花酒
踏着红叶铺满的岁月小径
寻找阳光高悬下的图腾

共品一块重阳糕
打捞起记忆的粉色匣子

堆雪两鬓的茱萸
插满思念的风帆
笑声追赶着小鸟
在天空如菊绽放

任岁月流沙
云图翻腾

只想陪您们慢慢老去
（作者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

一枝重阳开在故乡

○王晓阳

秋风吹灭了蝉声
池荷枯败

承受不起一场秋雨的重量
百花归寂

梧桐褪去繁华
在秋的臂膀上沉思

蜂蝶被时光的寒霜追赶
从此退隐江湖

一丛菊开放在故乡的田野
朴素的衣衫

透着村姑般的纯美
淡黄的笑容

掩饰不住清丽的初心
在霜降中挺起风骨

为落叶唱起动人的离歌
为远空雁阵送去归乡的祝福
为空寂乡村点燃温暖的火焰
为重阳时节插满不散的乡愁

（作者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

菊花
□武华民

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火了，观众被志愿
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悲壮故事感动了。人民日
报官方微博，也刊发了《他们化作长津湖》的宣传
画，纪念那场战争和英勇牺牲的烈士。

长津湖战役，是志愿军第9兵团在极为艰难的
条件下，与装备一流、战功显赫的美军第10军，于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在长津湖地区进行
的战役，创造了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使美
军这支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
却”。电影 《长津湖》 用艺术的手法，真实再现70
年前那场战役的惨烈与残酷。主创人员怀着敬仰和
追忆的心情还原历史，塑造角色，展示出中国军人
保家卫国的情怀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
被感动了，被电影里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情节鼓舞
着，冷静下来，对那场战争有了些新的思考。

当年，美军为摆脱被分割包围，由古土里向南
撤退时，水门桥成了最后一关。水门桥宽8.8米，两
边是悬崖，没法绕行。水门桥往南就是辽阔的平
原，到了这里，志愿军就没办法追上美军的车轮子

了。美军深知水门桥的重要性，派重兵守桥。志愿
军两次炸桥，美军两次修复。第三次炸桥后，我方
侦察后认为，没有半年时间，美军不可能修好桥，
美军已成煮熟的鸭子。就在美军陷入绝境时，美军
营长帕特里奇中校提出大胆设想：请求总部空投桥
梁组件，现地组装架桥。方案获批后，日本三菱重
工连夜赶制了 8 套 M-2 型钢木标准桥梁，8 架
C-119运输机空投，其中6套伞降后完好无损。美
军紧急施工，一天后，一座载重50吨的钢制桥梁完
工，死伤万余人的陆战1师通过水门桥，仓皇逃出
了包围圈。

在这场战役中，美军对我后勤补给线疯狂“绞
杀”，道路、桥涵被炸毁，志愿军御寒装备奇缺。身
着单薄棉衣的志愿军战士，在零下五十多度的极寒
雪地上潜伏，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冰
雕连”。一幕幕悲壮的画面激动人心，撞击着人们的
心灵。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志愿军若拥有与美军
一样、哪怕是相差不多的技术和装备，就不会有那
么大的损失和伤亡。由此想到，未来战争中，高科
技和现代工业的深度较量，将对战争的进程和胜负
影响深远。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反复争
夺上甘岭。为保存实力，志愿军一线兵力暂时放弃
表面阵地，退守坑道，发明新的战法---“坑道作
战”。坑道由猫耳洞发展而来，志愿军将其发展成了
一种马蹄型坑道里面纵横交错，易于隐蔽和进攻，
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依托。

1952 年春、夏两季，志愿军共挖掘坑道 7789
条，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长的战线上，构
成了一条坚固的地下长城。志愿军司令部还统一坑
道工事构筑技术和标准，提出防空、防炮、防毒、
防雨、防潮、防水、防寒的“七防”要求，把防
御、进攻和生活融为一体。坑道工事的普及和运
用，极大地保存和提高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鲜血染红的长津湖，如今已是碧水蓝天。但那
场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必胜的信念和家国情怀，却一
直激励着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自身在装
备、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
未来的战争中，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文学爱好者）

长津湖已是碧水蓝天
——观《长津湖》有感

□李志杰

寒露已至，上午飘落了一些雨，老天总算带
来些微凉意。这不正经的秋天，紧紧拽着夏天的
尾巴，蓄意将高温进行到底。久旱逢甘霖，那些
蔬菜们，多么欢畅呀，一个个仰着小脑袋，微眯
着双眼，任清凉的雨水滑落全身，然后拼命允吸
泥土散发的芬芳。

秋雨落菜园，小沫菜，绿油油，水滴滴，茎
和叶都汪着水意，这哪是菜地，分明是一池碧
波。小沫菜长大才是小青菜，小沫菜是秋日菜园
里的小清新。小沫菜的叶片那么圆，像圆圆的脸
蛋，有几分天真和调皮。小沫菜吸足久违的秋
雨，似乎一瞬间，就长大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
沫菜，需拔掉一些，才挪出充分的成长空间，才
能长成碧绿的小青菜，才能移栽到更广阔的菜
地，长成肥嘟嘟的矮脚青菜。待到降霜时，那青
菜，赛羊肉啊。这拔掉的小沫菜，烧汤，极嫩，
特鲜。与木耳、绵条肉烧，青绿绿的，鲜美异
常。与豆腐烧，清清爽爽，清清白白，蕴含朴素
的做人道理。

秋雨落菜园，葱更加水灵。乡下有七葱八蒜
之说，七月种葱，这时节的葱已经郁郁葱葱了。
秋雨滋润的葱，像一根根绿色的笔管，蓄满大地
的汁液与热情，随时准备泼墨书豪。你看，近旁
的莴苣秧、安菜头、小菠菜已经破土出芽，正是

葱的绿笔点点画画，让绿意染满菜园的角角落
落。八月才种的蒜，修长的绿叶竟也亭亭玉立。

我们这一方的葱有两种，一种较细小，叫小
葱或小米葱。一种稍大一点，叫大葱。在北方大
汉似的大葱面前，我们这里的大葱真是秀美的江
南女子。我们家菜园，小葱大葱都有。秋雨落菜
园，看着这水灵灵的葱，就想掐几根。小葱拌豆
腐，一清二白。葱花炖鸡蛋，香得不得了。大葱
来几根，绕成葱结，烧鱼烧肉，去腥增香。这
葱，是家家户户做菜少不了的调料。有人家搬到
城里住，家当中有一个盆，盆里长着葱和蒜，置
于阳台，随取随用，是微缩的菜园，弥漫实实在
在的家乡味道。

秋雨滋润的蒜，也茁壮成长，与葱一样，蒜
做菜做调料皆可，一碗正宗的麻雀头馄饨，一定
要撒一些切细的蒜叶，如果用韭菜或别的什么代
替，滋味就差很多。秋雨落在硕大的芋叶上，大
珠小珠落玉盘，银光闪闪的，真是美极了。中午
就挖一棵，够吃好几顿。这芋头烧汤，奶白奶白
的，需撒一些蒜叶，芋香才浓郁。

秋雨还在下，扁豆滴着晶莹的水珠，饱满而
秀美，紫的粉的扁豆花在雨雾中迎风飘荡，似花
仙子一般，秀出朦朦胧胧的美感。丝瓜老了，风
干成枯黄，与枯藤败叶一起，在秋风中摇响，为
逝去的岁月唱着挽歌……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学爱好者）

秋雨落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