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4 2022·10·27 CONSTRUCTION TIMES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李兴龙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水
仙
水
仙
（（
国
画
国
画
））

郁
维
良

郁
维
良

学无止境（篆刻） 胡万宝

奖赏，有时候是开大会口头表彰，有时
候是发一张奖状，有时候是送几张超市卡或
者奖金……拿到奖金后往往很兴奋，但是过
不了多久就忘怀了。唯有这先期得到的邀
请，才那么长久地震动我的心弦，那是一种
特殊的“授勋”啊！

是的，这次机会又来了，奖赏又来了，
那是2009年9月的一天，杨浦区总工会邀请
我们几位作家去参观上海正在进行的一个特
大工程——上海长江隧桥。先睹为快，可以
先采访，尔后再写报告文学；也可不写，作
为作家的一种生活素材积累——这种“无任
务之任务”布置得很高明，这可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隧桥结合工程，投资 126 亿人民
币！我们血脉贲涨了，怎么可能不写？

大巴从浦东五号沟直接驶入还未正式通
行的隧道，开了数分钟，大巴停下，一位姓
张的先生招呼说：请各位作家下车吧，我们
走一走，看看这个国家重点工程。

带队的总工会宣传部长介绍说：长江隧
桥是 2006 年动工新建的，经过 3 年多的建
设，现在基本大功告成。现在，接待我们并
亲自为我们讲解的这位，是隧桥公司的张经
理，大家鼓掌！

我下车后四下打量：隧道内很宽敞，但
是空气浑浊，灯影迷蒙，弧光闪闪，工人们
正在电焊，清扫，粉刷，打磨。我拿出照相
机拍下了这场面——回家后，竟然发现照片
上呈现很多星光，一点一点，还是彩色的。
可是我拍照的时候，肉眼并没有看到彩色的
点，我也没有用星光镜拍摄。我请教一位信
佛的朋友。她说：地底深处不会有星光，也
许是佛光吧？保佑这条江底隧道。

张经理一边走一边介绍：总体来讲，这
条长江隧桥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长，一是
大，一是深。先说深，我们现在正好行走在
隧道最深的地方，在长江江底之下55米深的
地方……

我暗暗算了一下，就算头顶上的长江航
道水深是 12 米，那么 12 米加上 55 米就是 67
米，也就是说我们离开地面已经有六七十
米，一个小学操场上的跑道也不过六七十米。

张经理接着说：正因为深，我们在建造
隧道时必须考虑水文条件，考虑江水对河床
的冲刷，考虑淤泥对航道的淤积，要严格控
制基础的沉降和变形，保证头顶一江水，滴
水不漏！

我赞叹：隧道里这么高，这么宽敞，真
没想到。

他点点头：我们开挖出来的土方达到280
万立方米，如果把它们堆在地上，相当于一
座占地 6000 平方米、高 450 米的巨型圆锥
体，比金茂大厦还高。我们现在看到的“管
子”，还仅仅是一部分，你们看，隧道每隔开
800米就设一条横向的人行联络通道，共有8
道。我们的上层是烟道层，在紧急情况下能
把烟迅速排出去；我们的下层是为轨道交通
预留的空间，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到长兴岛到

崇明岛要开通地铁了，接上头就是了。
有个作家说：所以我们这根隧道就特别

“粗”，原来三根并一根！
张经理道：您说得对，这是世界上隧道

空间利用率最高的大型隧道。大家上车吧，
我们已经走过隧道最深处，接下来要去看长
江隧桥的另一半：桥。

有作家问：为什么从浦东到长兴岛不也
造一座桥呢？毕竟造桥要比造隧道方便一
些，至少能看见；隧道在水下，看都看不见。

张经理回答：岛的两边如果都造桥的
话，船舶从长江进进出出就有困难，高度受
到影响，通航受到阻碍，所以我们一侧造
桥，一侧挖隧道，这叫南隧北桥，隧道不会
影响船舶进出需要的高度。刚才我介绍了隧
道的三个特点，已经讲了一个深，隧道还有
一个就是长，我们的盾构一次性掘进 7.5 公
里，从 5 号沟开始，穿越南港水域，在长兴
岛西南面登陆，全长8.95公里，这是世界上
绝无仅有的。正因为隧道这么长，我们必须
控制通风和降温，控制三维轴线，控制隧道
纵向稳定性，控制火灾和救援疏散。隧道还
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我
们的两台超大盾构，直径达到15.43米，几层
楼高的机器绝对是盾构中的巨无霸！

大巴钻出隧道，外面一片光明，我们已
经到达长兴岛，大巴直接驶上了长兴岛到崇
明岛的长江大桥。窗外空气清新，阳光明
媚。大巴开到大桥的一半，停下。

张经理说：我们下车，看看我们上海的
长江大桥，在桥面上走一走。这座跨江大桥
长度将近10公里，双向六车道。等它正式开
通，也就是2009年10月31日，再也不可能让
人在桥面上行走，车水马龙，日夜不息。现
在大家在桥面散步，这是长江隧桥给各位作
家的“特殊待遇”！

哦，大桥还未完全竣工，桥面上有的缝
隙还没有封掉，从上面能直接看到下面滚滚
的长江水，我的腿肚子有些发颤。

再看桥边，有的栏杆还没有装好，空空
荡荡的。

张经理说：大家不要走到桥边去，有危
险。桥面的护栏我们采用钢和混凝土组合结
构，可以承受集装箱大卡车的撞击，一旦全
部装好，它就坚不可摧了。这座大桥的建造
很不容易，桥梁结构形式的多样化，施工方
案的多样化，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极大
的风险，而我们在设计和施工时，偏偏很多
项目没有类似经验可供参考，国内也没有专
项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我们是一边探索，一
边创新。整个隧桥设计寿命为100年，能抗7
级地震。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隧桥结合工
程，我们一定要做到大桥和隧道并驾齐驱。

一个作家问：我们不到桥的那头陈家镇
去了吧？那么今后从陈家镇开车到浦东五号
沟，要多少时间？

张经理回复：20分钟，最多半个小时就
够了。好吧，各位作家，现在我们上车，返

回浦东！
怀着感激之情登上大巴，我回味：这条

上海长江隧桥，说小的，是进一步拓展城市
发展空间，带动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三
岛经济，三岛联动；说大的，是打通国家沿
海交通大通道，了不得！

我采访过上海的诸多重点工程：辰山植
物园、上海世博会、青草沙水库、横沙吹填
工程、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深水港……分别
写过报告文学。在写作完成之后，在报告文
学见诸报端之后，甚至在还没有动笔之前，
有 几 个 工 程 指 挥 部 便 给 予 我 “ 最 高 奖

赏”——先亲眼目睹看一看。
有个哲学家说得好：对于一件完成得很

出色的事情的奖赏，就是出色的行为的本
身。我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我接
受了伟大的设计者建设者双手捧来的精彩

“作品”，那份沉甸，那份隆重，我在肚子里
发问别人：你们在杨浦大桥桥面的正中间步
行过吗？浦西这一头走到浦东 602 米，浦东
走到浦西也是602米。你们在长江隧道55米
深的江底行走过吗？不是车过江底。你们先
于市民乘坐过磁悬浮“专列”吗？没有吧？
可是我有，我得到过这种最高奖赏！

最高奖赏
这些年在全世界行走，作为诗人，瞻仰

过矗立在众多城市的伟大诗人雕像。譬如
在德国法兰克福，我和诗人宁宇曾在歌德雕
像前合影谈诗。在布达佩斯裴多菲雕像下，
我曾兴致勃勃地与大书法家张森夫妇共吟
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的名诗。我在莎士
比亚的故乡莎翁雕像前留过影，也在圣彼德
堡皇村普希金雕像前献花后沉思。……一
个城市矗立起本民族的伟大诗人雕像，不仅
是对本民族伟大诗人的尊重和热爱，更是让
城市充溢和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和浓浓诗
情。因此，当我行走在新西兰名城但尼丁
时，发现这座城市不仅在最繁华的市中心矗
立着苏格兰伟大诗人彭斯的雕像，而且围绕
着诗人雕像还有条当地人称之为的作家小
路，也有人叫它为诗人小路，这让我倍感稀
奇更感慨万分。

我是乘坐钻石公主号邮轮在早霞满天
中抵达这里的。但尼丁是新西兰南岛第二
大城市，全世界除苏格兰外最象苏格兰的城
市，全城不仅星罗棋布着苏格兰风格的众多
老建筑。而且连但尼丁这个市名也曾是苏
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古名，难怪有人到了但尼
丁直呼犹如到了爱丁堡。还有，在这座城市
行走，会让人感到处处很有种诗意的氛围。
一个城市可以让人感觉很豪华很古老很浪
漫，但让人感觉很诗意可能不太那么容易。
我说但尼丁很诗意，因为那座采用文艺复兴
建筑风格，如油画般矗立在蓝天白云下的老
火车站，有一列老式列车停在站台上，火车
早己停驶，但老式车厢成了年轻人的婚礼现
场。在火车汽笛声和婚礼乐曲中，一对对新
人携手共度爱河，让诗情画意扑面而来，不
仅如此，老火车站最醒目处还掛有一牌子，
上写此处距上海9865公里，原来上海与但尼
丁是友好城市。有人还在边上涂鸦了一只展
翅鸽子。让人顿感眼晴亮亮的，浮想联翩。
在全球最陡的鲍德温街上，说这条街全球最
陡，因为它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街不长，也就
350 米。但它的最低处与最高处落差竞达
47.22米。最陡的一段路从高处向低处落差
居然70.6米，倾斜度为38.3度。就在这条陡
街上，我看见一对又一对青年恋人相拥着向
上攀爬，他们爬一段停下来不忘来个热吻。
一对又一对当地老年夫妇也相互扶着向上攀
爬，他们爬爬停停，也是一段诗意风景。但尼
丁的风吹过奥塔戈半岛原野，白云低低飘飞，
羊群缓缓流动，让人如浴诗的春天。苏格兰
伟大诗人彭斯的雕像就融洽而又贴切地矗立
在这座很诗意的城市里，诗人之路也顺理成
章地蜿蜒在这座很诗意的城市里。

八角广场是但尼丁标志性地区，广场四
周不仅有建有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市政
厅，财富戏院，卡内基图书馆，第一教会，薩
伏伊商业大楼等著名建筑和商业文化场所，
而且但尼丁旅客服务中心也设在此，许多游
览班车也从此发车去各景点。彭斯雕像立
于广场最高处，可见但尼丁市民对诗人的敬
仰和尊重。我来到诗人雕像旁时，恰是早晨
八点多钟，早霞刚刚散去，二月的阳光暖暖
地洒在大理石基座的雕像上，诗人身穿大衣
坐在树桩上，让人想起他是农民的儿子，一
生用诗歌为穷人鼓与呼。他的脚边是刚完
成的一叠诗稿，那仰起的额头上一缕又一缕
阳光掠过，他的眼晴望向远方，诗情似在胸
中涌动。雕像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位苏格
兰伟大诗人的动态形象。大理石基座上写
有诗人生平。彭斯1759年生于苏格兰一个
农民家庭，从小便跟着父亲在地里干活，母
亲是农村民歌手，因此，他从小就知道穷人
的汗水浇灌了禾苗生产了粮食。由于他从
小就受民歌的熏陶，并以极大热情和精力搜
集和整理苏格兰民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诗
歌创作。因此，当他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
写的诗歌》书一出版，及在整个苏格兰引起
轰动，并奠定了他在苏格兰甚至全球的诗歌
地位。彭斯的诗歌不仅苏格兰人民喜欢，而
且在全世界都有众多知音。他为奥斯卡经
典电影《魂断蓝挢》写的主题歌“友谊地久天
长”，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他为农民
写的诗，他的爱情诗，他的讽刺诗，以及他的
许多政治抒情诗都成为苏格兰诗歌经典，并
跨越国界，为全世界读者所接纳。

阳光很温馨，风也很温柔。我边瞻仰彭
斯雕像，边迈动步子在诗人之路上行走。同
时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还有一群但尼丁奥塔
戈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刚在彭斯雕像前敬献
了花篮，朗诵了彭斯诗歌，又来走诗人之
路。我知道，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和全世
界的游客，慕名而行走在这条诗人之路上。
我边走边望着彭斯那立于蓝天白云之下的
雕像，想起了自己在写诗道路上读过的彭斯
许多优秀诗作。我特別喜欢他那些明白如
话，但又诗意盎然，发人深思的诗。他的代
表作《不管怎么说》和《一朵红红的玫瑰》《高
原的玛丽》《再亲一个吻》《歌》《是谁在我闺
房门口》等名诗，被著名诗歌翻译家汪飞白
先生译到中国后，引起了众多诗人和读者喜
爱。中国还出版了他的诗歌专集《彭斯诗
选》，在中国出版的《世界爱情诗选》《世界名
诗鉴赏词典》中都有他的诗作。彭斯的诗不
仅得到了中国诗人的赞赏，更受到中国读者
的追捧。是的，我边望着彭斯雕像边深深思
考着一个问题，彭斯作为一个苏格兰诗人，
为何在万里之外的但尼丁市中心为他建
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诗是没有国界的，
一个优秀而又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既是民族
的，也是世界的。他的诗既诉诸着个人情感
的同时，也诉诸着大众和人类的共同心声。
他的诗根植生活，也汲取着本民族优秀文化
和世界文化的营养。他的诗随时代而前行，
也代表着时代的心声。我想，彭斯的诗就是
这样的诗，彭斯也是这样优秀而又伟大的诗
人。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和创作道路，今天仍
极具现实意义。彭斯只活到三十七岁，生命
之路便戛然而止。但他雕像旁的诗人小路
却悠长而又悠长。

我离开彭斯雕像的时候，特地买了一束
鲜花，还急就了一首诗，题目是《为人民歌唱的
诗人永垂不朽》，一起献在了彭斯雕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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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三十年前，我和友人去桐乡石门镇
拜谒丰子恺故居，彼时缘缘堂修缮后刚开始
对外开放，尚鲜有人知晓。我们一路辗转寻
访，有的人甚至连丰子恺其人都闻所未闻。
如今这种情况则不可能发生了，我想，丰子
恺肯定是当地知名度最高的文化名人，说

“妇孺皆知”也绝对不是夸张。记得那一次，
我在缘缘堂买了好多册丰子恺的著作，其中
有一套六集的《护生画集》，为海天出版社一
九九三年三月版，至今仍处在我书架上的显
著位置。我查询资料一看，不料此套《护生
画集》，竟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最完整版
的《护生画集》（六册）。

《护生画集》 是丰子恺先生的代表著之
一。全套六册共四百五十幅图，先后有弘一
法师、叶恭绰、朱幼兰、虞愚书法配诗，其
创作出版的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最初的
缘起丰子恺已写过回忆文章，那就是一九二
七年秋，弘一法师云游途径上海，于丰子恺
江湾永义里的家中小住。其时恰逢丰子恺三
十虚岁生日，丰子恺正式皈依弘一法师，取法
名“婴行”。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为了祝弘一
法师的五十寿辰，丰子恺发愿欲创作护生画五
十幅，并由法师于每幅画题诗五十幅，合成《护
生画集》一册，此书正式出版为一九二九年，
正好也是弘一法师虚岁五十寿诞。

所谓“护生”，用丰子恺的话说是：“护
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
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
的。”在第一册的《护生画集》编选之时，弘
一法师身在温州，但对于画集内容的选择和
形式的要求，则几经揣摩，当时由丰子恺创
作，李圆净居士负责编印，故弘一法师与两
人鱼书往返，对构图内涵、配字的大小乃至
装帧的形式，皆详加叮嘱，如曰：“此画集为
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
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
值。”弘一法师是艺术全才，又当过编辑，所
以其眼光独到，对编书出版都非常讲究，不
容苟简。又曰：“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
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须多注重于未
信佛之新学家一方面，推广赠送。故表纸与
装订，应注意新颖醒目，俾阅者一见表纸，
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旧式的劝善
书。”虽自己为出家人，但弘一的思想则非常
开明，他喜欢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
不希望把这“护生画集”当做“劝善书”，而
是要做成让读者乐于接受的艺术品。

《护生画集》出版后，在佛教界、文艺界
以及社会的普通读者中流传，颇获佳评。丰
子恺也对恩师承诺以后每过十年，创作一册

《护生画集》，为老师的整十寿辰庆贺，画幅
也分别递增，取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之意，
直至百岁。所以至一九三九年时，丰子恺为
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将六十幅护生画创
作完毕，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文字。大师
收到弟子的画稿后百感交集，虽来日茫茫，
但护生之心永不停歇。他给丰子恺写信说：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
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
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

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
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当即表示“世寿所
许，定当遵嘱！”时虽值抗战期，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但想到恩师之殷切期望，自己岂
能辜负？

然而，当《护生画集》第二集出版后才
两年余，大师圆寂于泉州。越六年，也就是
一九四八年，丰子恺为践前诺，再次着手创
作第三集《护生画集》七十幅，并请叶恭绰
为之题诗，为弘一师的七十冥寿纪念。也就
是这一年，丰子恺初次与神交已久的广洽法
师在厦门相遇，其后三十年，若无广洽法师
的鼎力相助，丰子恺的《护生画集》要得以
功德圆满，将六集出齐，真是难以想象也。

广洽法师俗名黄润智，一九 OO 年生于
福建泉州的南安县。童年时并没有读过多少
书，后受到佛教思想的薰陶，二十二岁时礼
厦门南普陀寺监院瑞等上人为师，瑞等上人
为他取法名照润，字广洽。一九二八年冬，
弘一大师南游时途经厦门，住在南普陀寺，
于是，广洽法师始认识了这位曾经名噪艺
林，如今是德高望重、持律严谨的弘一大
师。弘一大师晚年在闽南期间颇多，广洽那
时年轻，本着对大师仰慕崇敬，执弟子礼随
侍大师，恭敬供养，朝夕请益。大师居南十
余年，也得力于广洽之照应，诸多生活琐
事，皆委托广洽办理。广洽法名照润，弘一
大师还为他改名普润。一字之易，使蕴意更
甚。数十年后广洽回忆他随侍大师的一段因
缘时，撰文记之：“衲以天假之缘，于大师三
度弘化闽南之期间，亲侍讲席，每承耳提面
命，慈诲独多，薰沐恩波，水流识海。曾在
厦门南普陀养正院，每日常课授以其精选之
读书录，日省录课文，亲自批注，要言不
烦，语语殷切。”

随侍大师受教多年，影响了广洽法师的
一生。一九三七年，广洽应剃度师瑞等法师
之召，往新加坡龙山寺襄助瑞师弘化。一九
三九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开个人画
展，以义卖所得支援抗战。广洽法师也踊跃
支持，给徐悲鸿画展予以很大的帮助。其间
为了给弘一大师祝六十寿辰，他还请徐悲鸿
为弘一大师作油画像一幅，为现代两位艺术
大师接上了画缘。此幅画像迄今仍保存在福
建泉州开元寺的弘一法师纪念馆中，成为该
馆弥足珍贵的藏品之一。

因弘一大师的因缘，广洽与大师的几位
弟子自然也就从神交到至交了。在《丰子恺
全集》的“书信卷”中，丰子恺致广洽的信
收有一百八十九封，超过给幼子丰新枚的一
百五十四封，是书信集中最多的一位，可见
关系之密。以下这封信从内容看，应写于一
九四六年，其时抗战结束，丰子恺正准备从
重庆返回上海。虽信中表示日后欲赴北京定
居，但事实上此念后来未有实现。这是丰子
恺致广洽法师的早期书信，因他俩初见于一
九四八年，故此通信时他们其实尚未谋过面。

广洽法师座下：
友人转来尊址，多承锦念，至感盛情。

弟流离八年，故园旧业，尽成焦土。幸全家
十人俱告无恙。今在渝候船，大约六七月约
可返上海，在上海小住，即随小儿 （在北平
图书馆供职） 赴北平卜居。因南方旧业荡
然，旧友亦少，故今后拟迁北方也。

弘一法师逝世已三年，丏尊先生又于四
月廿三日在沪作古，老成凋谢，可胜浩叹！
新加坡情景如何？尚盼有以见告，赐示可寄

“重庆保安路开明书店”。若弟离渝，该店亦
能妥转也。顺颂

净祺
俗弟 丰子恺 叩 五月六日

丰子恺先生的书法很有自己的个性，书
法初入门者往往看了不太适应，因为他走的
不是二王那种秀美飘逸的一路，而是先从魏
碑入手，如二爨、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
其后又得力于西晋书家索靖的《月仪帖》，此
章草书风神凛然，骨力非凡，丰子恺写字用
笔雄浑，笔笔稳重沉着，就“像箭头钉入坚
石似的”，入木三分。他曾对著名美学家朱光
潜先生说：“近来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
进停滞时，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
丢开来作画，会发现画就有长进。如此书画
参差交替，互为相长。”我们观丰子恺先生的
书法，其实就是一幅画。他在章法上大小参
差错落，欹正相间，线条上则生涩凝练，利
用行笔之节奏变幻，给人以非常耐看的韵味。

自从丰子恺与广洽法师结缘后，他俩则
鱼雁不断，分劳奔走，一心以弘扬和纪念弘
一大师的精神为己任。那时丰子恺已定居陕
西南路的长乐邨日月楼，稍有空闲，则抓紧
收集资料，创作画稿。至一九六O年，《护生
画集》第四集八十幅以及朱幼兰居士书写的
八十幅配诗业已完成，但苦于国内无法出
版。为此远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获知后，立
即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故 《护生画集》
第四集延宕至一九六一年初，在香港印制出
版，后第五集丰子恺提前于一九六五年完
成，曾任厦门大学哲学教授、也时常向弘一
大师请益的虞愚居士配字，同样由新加坡广
洽法师的薝葡院出版。

广洽法师曾写有一篇 《方外知音何处
寻》的回忆文章，对丰子恺不惜以生命的代
价践守师嘱，“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
病魔的侵患而退馁”，表达了至高的敬仰。当
然《护生画集》的圆满出版，广洽法师也是
居功至伟。而且，广洽法师还将 《护生画
集》一至六集的原稿收藏保存，并于一九八
五年丰子恺逝世的十周年纪念时，悉数无偿
捐赠给了浙江博物馆。说来这画集手稿的汇
聚，也是缘分。《护生画集》至第四集起，均
由广洽法师印制出版，故手稿也保存完好，
而一至三集的原稿，早已散佚，再历经数十
年来的兵燹战火，其存亡真难以卜知。然
而，奇迹还是发生，六十年代时期经查考获
知，第一集弘一法师诗文手稿以及第三集的
书画手稿，均在大法轮书局苏慧纯居士之
手；第二集原稿却被丰子恺的私淑弟子朱南
田在上海旧货摊上发现，变卖了家中沙发后
筹钱购得；后丰子恺发动苏慧纯、朱南田皆

将原稿慷慨相赠于广洽法师，由于第一集画
稿已失，丰子恺又将五十幅画重新绘制。于
是，《护生画集》的所有原稿，都完璧归藏于
广洽法师，可谓尽善尽美。当时，广洽法师
惠寄千元港币，让丰子恺分出六百元以答谢
苏、朱两位居士的割爱。丰子恺“平分秋
色”，送苏、朱俩每人三百，“二居士皆坚不
肯受，经弟力劝，方始领受。”这些真实的情
景，均记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丰子恺致广洽法
师的书信中，细心而有兴趣的读者，皆可自
己去查看。

丰子恺与广洽为“护生”而相交一生

迪士尼之夜
这一晚
没有雨丝
没有月色
席地而坐，坐成
黑夜一片，城堡
婉如天姿绝色的贵妇
在红蝴蝶簇拥下，从世界
另一头走来
声色光影
五彩缤纷
灌人烈酒一口，扭动的灵魂
在夜空到达高潮
空气被麻醉，现实的
疼痛被消解
这一晚
回眸明月，能否常圆

老藤
也许因为站立时间
过于长久，青筋暴突的老藤
只能倚墙而伫，躯干
被日月烟熏
历经沧桑
历经风雨
仍不忘口吐翠绿，赐庇荫
予来者
不屑与晨练者为伍
不喜好为人师
即便屡屡被硬拉拖拽
依然醉心河边
独处，把岁月饮下
任波纹刻上额头……

车行途中
车在前行
绿皮车上续命的插座少

我拿着手机像牵马
到处找寻饥渴的马槽
终于有食可进了
我让它闭上眼
专心做好一件事
牵马的人真多
多到可以整编
一支长长的队伍

车在前行
夜深了，这支队伍
多数灵魂早已移师
远方
用仰躺或者俯卧的心火
交换着彼此
另一拨人却在梦乡
想着靠钱来卸下自身
黄土的肤色
想着把高原土地献给城市

车在前行
思绪在前行
我和车窗
坚定地与树的卫士在一起
月亮以及爱国的房舍
留下的灯盏
指引着我前行
我要去榆林
我要去拜见镇北台
守将们
和他们说说 当今
最危险的敌人在何方？
车在前行

走出时间
撒落在长椅上的时间
如同月光
细碎而温暖的光亮
它推动一切纷呈

有梦的鸽子
丝毫不忌惮
知了内卷的嘶鸣
它扑楞坚固的翅膀
把风打碎，向前，一直向前

慈祥的老藤张开枝蔓的双手
多情地搂抱善解的家园
病毒被电闪雷鸣击退
你感谢泥土
感谢有风的那一刻

撒落在长椅上的时间
如同珍珠
细碎而温暖的光亮
从右到左，瞬间一生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
而是走出时间……

日子
酷暑似把刀 在坚硬
如核的夜晚舞动
被逼退的聒噪和
暂别了风
一个留在梦里
一个却在他乡
此刻 在夜的眼睛里
清洁工老谢拾起
五味杂陈的日子
他说老家是因为缺水
才缺了与土地的联系
他还说等那半截墙长高了
房顶上就会有许多
熬出来的收获
老谢递上一支弯了腰的烟
我没拒绝 我俯身点上
任思绪万千
谁忽略了黑夜
谁就不能感知白天的光亮

撒落在长椅上的时间 （组诗）

张 耀

童孟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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