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

走进三月，天气还是没有转暖，窗外的雪还飘
着，供热已经停止的北方室内不免有些清冷。沏一
壶茶水，坐在电脑前浏览自己的博客。博客打开后，
电脑音箱里响起了优美、隽永、清婉的古筝曲的《云
水禅心》。

喜欢古筝曲，在博客里和自己收藏的音乐中古筝
曲占多数。在诸多的古筝曲中，最喜欢的是《云水禅
心》和《菩提树》，当然还有《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

《阳春白雪》、《禅院钟声》、《寒鸭戏水》……听着博客里
的音乐，望着窗外的春雪飘飞，我想：此时应该弹奏那
首和风淡荡、凛然清洁的《阳春白雪》；当我看到片片落
雪落入偶有野鸭嬉戏的江水中，却想：此时弹奏的应该
是格调清新、韵味别致的《寒鸭戏水》；当我再看见落到
江水上的雪花随水东去，又想：此时应该弹奏委婉质
朴、流畅多变的《春江花月夜》了。无论自己有多么丰
富的遐想空间，现实中我的耳畔回响的是清丽如水、飘
然若云的《云水禅心》。

三月的阳春白雪，自在、洒脱地飘落在寒意未退的
北方阔野上。风伴雪舞，雪随风飘。独自听琴，阳春白
雪风在香。一场阳春白雪，何尝不是清静为宗、虚无为
体、柔弱为用？何尝不是包含万物，幻化天地，无始无
终？看着窗外飘飞的三月阳春雪，我所有的思绪随着
窗外的柔情春雪和室内《云水禅心》的曲子走进了简单
而无尘、洁净而清晰的意境之中。

都说水可以洗涤世上很多的污垢，那么当晶莹的
雪化成东流的春水之后，是否会流进人的心灵？当音
乐变得像水一样从人的心中流过的时候，人的心灵是
否得到了一种洗涤？每当我听着美妙的音乐书写自己
心爱的文字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站在远离人间烟火
的一方净土上。我掏出了自己的心，放在音乐中洗涤，
放在文字中清理。生活中，所有的日子也都因为这空
灵的音乐变得洁净而清晰，所有的日子也因为有文字
的相伴而变得充实惬意。

音乐，喜欢云水禅心，听音乐感悟禅心。文字，崇
尚世外桃源，写文字寄情云水。我在这样的时候会进
入了一种，行云流水、安然行处的境界。这种悠然自得
的心境，可超越浮尘和人世的杂乱无绪的情结。听着
音乐，我在用指间敲打着我的心灵。或许我的心是水
做的，高兴的时候就似流云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其中
的快乐只有风知道。而有时心中便会有一种莫名伤感
的情绪，对人生充满了感叹。像一只没有方向的小舟，
在寻找着永远的舵手。

流年似水，似水流年。我无力穿透那扇封陈已久
的心门，就好像我无力挽住时间刻在我脸上的皱纹。
我珍藏了岁月的底色与流转的斑驳，有多少不敢触及
的故事，在徘徊中随着水声而走远。你归期的远征，随
一缕迷漫的袅袅青烟，笼罩了我凝视你远去的双眸。
放眼望，天水蓝，你就在天水之间。我不知道若干年之
后，还有谁也会像我一样独坐在清冷的夜里，静听这如

水的禅音？
方寸小，幽梦长，又是一个寂静落寞的午夜梦回。

往昔的流水，亦如今年般匆匆，只是，少了那驶向远方
的小舟。送你别去的那个夜晚，明月楼顶竖着的一池
镜，映出你驾舟别去的源流。我则于江岸为你在月光
下建了一座面向江天的楼阁，期望我能在这座楼阁上
望见彼岸的你。多少年走过来，我无数次地问：镜中
花，水中月，酒中悬影，是否是远方的你？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
不在乎。涤荡尘世浮躁和疲惫，带去空灵清雅和澄
静。红尘烦扰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的洗礼后，想逃离
尘世，消除心中不安的躁动，寄情于自然界最纯净轻柔
的山水中，让自己寻觅一种心的清逸，形的逍遥。让风
随我静，星随月静，月随禅静，禅随意静。我静，静成天
空中一动也不动的云。滚滚红尘，祥云缭绕，也只在一
瞬间，消散尽净……

夜，依然覆盖着黎明。酒，依然醒着我的灵魂。
雪，依然敲打着早春的玻璃。曲，依然在空旷的室内盘
旋。望着窗外的飘雪，让我感受到了三月阳春白雪的
柔美。看着她飘飘洒洒地落入江水中，随水东流，似乎
把我带到了江南的春江花月夜的诗情画意中。无数次
听古筝曲《云水禅心》，感觉某些神韵和陶渊明的《桃花
源记》很相似。一个是用音乐来抒怀，一个是用文字来
寄托，都表达了一种超脱世俗的愿望。也许这也是两
个作者都经历了人世的曾经沧海后的人生感悟吧！无
论是音乐还是文字，都让我于幽静、澄澈、空明、冲淡的
氛围中感受到了飘渺、清朗、明净的境界。

人生如逝水，烟波云海间，已淡化了流转的斑驳和
情海物欲。在《云水禅心》古筝曲优美的曲调里，在徐
缓的节奏中，闲品着一份雅致的情趣。面对佛语，纯澈
了心底的尘埃，庄严了飞逸情绪，似乎在空灵缥缈的虚
无中得到了顿悟。筝音清雅、佛意庄严，似乎，在这一
刻，已经真正地做到了大彻大悟，成了具有仙风道骨的
隐居方外之人。人生于世，起于红尘，止于尘土。心中
有份坦然，脚下处处为静土。一曲云水禅心，萦绕于
心。禅音渺渺，起于心，止于情。

云淡风轻听琴语，静思禅慧洗俗尘。静静随意，
随风，随缘，让游离的思绪随风轻飘，忘我忘情。遥
远的红尘里，夜未央，人清幽。悲悯的韵意，在徐缓
恬静的节奏里得以升华，使幽思如涓涓流淌的泉水，
逐渐清冽透澈、浸润心扉。情如何？权如何？生生
死死又如何？惟有一曲低回清雅的云水禅心，可让
心境静寂。静心是一次心灵的开花，它为我洞开一
扇禅的智慧大门，带我进入一个清凉的世界，亲近一
方灵魂的净土。

阳春三月的雪夜，静心聆听来自天籁的清音，意境
深远的旋律，跳跃的音符，似清泉拂去心灵的尘埃，又
似颗颗水珠扣响了心弦。禅音渺渺，水声潺潺。听的
是韵致，是心境，品的是人生的喜悲和世事的沧桑。此
时，此刻，无欲无求，梵音清清；此景，此情，淡泊宁远，
深意幽幽；此意：云卷云舒，心境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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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子又名为“协”，在甘孜县境
内有孔萨协钦、仲萨协、格达协、郎
扎协等，其中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
创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格
达弦子尤为著名，如今的甘孜县，还
存有当年格达活佛写下的22首弦
子词。这位与红军结下深厚友谊的
活佛在红军离开甘孜，走向草地时，
写下这样的词句：“高高的山坡上，
红艳的鲜花怒放，你跨上骏马背上
枪，穿过荆棘的小路，攀到山那边去
了，啥时再回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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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察·洛绒曲吉

阅读《荷马史诗》，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主要人物
阿喀琉斯，他是希腊联军的一个英雄，他的性格特
征是善战、忠于朋友。史诗是通过阿喀琉斯退出
战斗和重返战场的鲜明对比来表现这个人物的。
阿喀琉斯退出战争后，希腊联军节节败退，溃不成
军，甚至死去了数位勇士，特洛伊人甚至攻击到希
腊联军的战船上来了，可见特洛伊人一样的英勇
善战，并占据了战斗的绝对上风，在这样的情形
下，阿喀琉斯放弃了个人恩怨，毅然重返战场，阿
喀琉斯在愤怒之下，杀死了特洛伊的第一位英雄
人物赫克托耳，显示出了阿喀琉斯的强大威力，并
残忍地把赫克托耳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上游行，这
一情节一方面表现了阿喀琉斯的残忍，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他对已战死的朋友的忠诚，这也是阿喀
琉斯双重性格的生动表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阿
喀琉斯既有自私的一面，大统帅阿伽门农侵犯了
阿喀琉斯的战利品，伤害了他的个人利益，他就拒
绝战斗，这是他的弱点。但是，当他的拒绝参战导
致希腊联军惨败，他重新燃起愤怒之火，“愤怒”正
是他鲜明个性的生动体现。再从阿喀琉斯愤怒之
下杀死了赫克托耳，并残忍地拖尸绕城，手段十分
残酷，导致特洛伊城的一片悲哀，他全然不顾，这
正体现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部落首领
的特点，再加上阿喀琉斯与太阳神阿波罗抵触，甚
至对阿波罗口出狂言，最终被帕里斯暗箭射死，从
这些情节足以看出阿喀琉斯十足是一位残忍、任
性和执拗的人。史诗始终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表
现人物的个性，表现手法极为高超。

古希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早期所蕴含的文
明，实在是令人向往的。不难想象，在汪洋大海围
绕的岛屿上，建立了那么规模宏大的城堡，无论是
战场还是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富有魅力的。一种神
圣的氛围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经久不息，令人不禁萌
发向往之情。

在这个岛屿上，那么多神的群体形象，那么多
的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无论是神，还是半人半神
的人，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人的光芒，他们不同的
性格也是人所拥有的，甚至使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
在，距离我们很近。他们的悲剧还是喜剧，都是人
的自然、真实的描写。这就是史诗的本来特征。

这些神和人，他们和今天的人一样，有爱有恨，
甚至与人谈情说爱，这就成为人们热爱史诗的重要
原因。无论这些神和人，他们怎样的自私，怎样地
扩张，他们都与今天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
多性格特征都是当代人所具备的。

史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述主要人物的
同时，还没有忘记刻画其他人物，如赫克托耳，他
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阿喀琉斯的对手，他也知道自
己死后妻子会成为奴隶，但是，为了国家、集体的
利益，他选择了战死，这是多么值得肯定的人性。
他宁肯战死在战场上，牺牲自己的幸福，也不投
降，这是多么伟大的品格。史诗就是这样巧妙地
凸显神与人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特点，千百年
来，史诗始终被人们传诵，始终成为后世人类的精
神食粮，连同史诗的创作特色，也是后世文学大师
不可多得的借鉴内容。

今天，天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营部来到团部，在
新华书店看了一天的书，内心世界感到由衷的满
足。书店的包叔，特地为我准备了油条和豆浆，中
午，我们一起吃饭，他炒了一份白菜肉丝。

■黎大杰

篾匠

挑两片青篾，压住一片黄篾

竹篾一片一片地押成人字

老篾匠的眼中就有一行雁，向着村庄飞来

铁匠

一使劲，铁砧板似乎就软了

老铁匠脸上一颗麻窝便动一下，许多也跟着动

一颗汗珠滚落下来

铁砧“滋”一声，不说话

剃头匠

一挑子，一椅子，一蜂窝煤灶

剃头匠用烧热的铁夹，卷起一头长发

村头树上起风了，一波一波地浪

石匠

抡起大锤之前，对着大山狂吼一声

村子里门就开了

正午了，幺台该端上坡了

补锅匠

街头那地儿，在乡场边边上

每走过一个赶集的人，补锅匠都要看一眼

他不在乎别人看不看他，他只补锅

不补其它

木匠

满山坡都是树，树大多是杂树

弯来桕拐的

木匠最喜欢的还是打嫁妆

可以边打边偷看一下，红脸蛋的新娘

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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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匠人

■张海静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
有一种孤单、寂寞的情绪悄然爬上
心头，此刻，一段熟悉的旋律、一首
恍若隔世的老歌，就能轻易击中你
平日里自以为坚强而实际上却很
脆弱的情感，串起记忆深处的那些
浸透着酸甜苦辣的往日岁月。

老歌像一截古旧的城墙，青青
黑黑的砖上，布满了青苔，砖缝里
还点缀着嫩绿色的野草。唱起它，
心中会涌出昔日难再的苍凉，有些
生疏，有些迷惘，更有一种沉重和
失落感油然而生。老歌又似一本
年少时代的日记，锁进抽屉，或许
已经多年没有再翻动过，不经意
中打开它时，已逝的灿烂年华便
清晰如镜地浮现在眼前。在老歌
的旋律中，那些稚嫩抑或圆滑、鲜
活抑或苍老、甜蜜抑或忧伤的面
孔便一一在眼前掠过，曾经历过
的甜蜜的忧愁、迷惘的憧憬、纯真
的友情，一切的一切，迅速在心中
复苏。那一刻，现时的境遇，糟也
好、妙也罢，仿佛都不复存在，你
只会全身心地沉浸在往日的温馨
和美丽之中。也许，那个曾经和
你一起在小河里捉过泥鳅的儿时
玩伴，会真真切切地站到你面前，
向你调皮地微笑；也许，那个曾经
让你幸福又令你忧伤，和你一起

走过那条幽静小路的男孩，会唱着
那首梦一般悠远的、属于花季的
歌，依旧纯真地走来……

老歌总是那样情真意切、让人
心动，又总是那样略带感伤，令人
惆怅。过去的一切，纵然美好，毕
竟已经永远过去。时隔多年，当初
和你一起牵手、一起欢笑、一起幻
想未来的人，或许早已天各一方、
音信杳无；曾经朝夕相处、为之慷
慨激昂、为之抛洒汗水、也为之流
泪、为之失望过的故乡、校园，你也
可能早就离它而去，连梦中都难得
和它再次相聚。然而，此刻，你独
自一人坐在草地上，遥望星空，如
水的月光静静地洗涤心灵的尘垢
时，不知从何处偶然飘来一段熟悉
的旋律，或者只是夜行人随口哼出
的一句歌词，便猛然触动了你心底
的那根似乎麻木已久、其实依旧非
常容易感应的琴弦……

顷刻间，你清泪如淋。
老歌催人怀旧，但不会致人沉

迷。一次次地吟唱，便是一遍遍地
净化心灵。老歌唱罢，带一份温
情，带一份对生命的珍惜，你会更
加认真地走向明天，在回眸昨天中
再次憧憬着未来。

老歌常唱常新，尽管老歌中蕴
含着的昔日烟云再也唱不回来，但
你还是喜欢唱、喜欢听，喜欢让老
歌带你入梦。

弦子又名为“协”，在甘孜县境内有孔萨
协钦、仲萨协、格达协、郎扎协等，其中白利
寺五世格达活佛创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格达弦子尤为著名，跳此舞无时间规
定。起初用此歌祭祀亡魂、超度灵魂、免荒
灾。以后逐渐丰富其内容而流传于民间。
表演时无伴奏乐器，起舞时，男女两队轮歌
共舞，围成圆圈，相对而立，男女舞者统一着
朴素藏装，男舞者抬头，头戴金毡帽，身着

“氆氇”衣，但不配戴腰刀；女舞者低头，扎小
辫子，身着“氆氇”衣，脚穿藏鞋，沿着弧线，
先慢后快，边歌边舞，舞蹈的脚步动作矫健，
带有“夏卓”的风韵。格达活佛的诗歌，具有
藏族文学的新内容和新思想，每当节日人们
就在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格达弦子的
词、曲均由格达活佛创作。

格达活佛出生在甘孜普通的村落，一个
贫穷的差巴家里。五岁时经严格挑选，被遴
选为灵童，在白利寺坐床为五世格达活佛。
他十七岁赴拉萨哲蚌寺学习佛学经文。潜
心苦读，二十四岁便获得了寺院里学问最高
的学位——“格西”学位。格达活佛婉拒了
留在拉萨发展的绝好机会，回到了康巴，选
择了为贫苦农牧民众，信徒们“布道”的路。

就在年轻的格达活佛徘徊于不知如何
更好地普渡众生的时候，红军来了。他与
红军从躲避到相识，从相识到相融，从相融
到相助。在红军离开以后，一座不大的白
利寺，和当地的藏民一起，留下并保护了四

百多名红军伤病员。为此他遭到迫害，不
得不背井离乡，逃亡十年。解放军回来以
后，他与人民政府肝胆相照、心心相印，以
至最后他做到了以命相许。1950年7月，格
达活佛为了新中国，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
结统一，婉拒了朱总司令、周总理要他到北
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邀请，入藏劝和。
他的爱国言行，深受藏族僧俗人民的赞颂，
但却在昌都受阻，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和亲
帝势力的谋杀。

格达活佛为红军写的诗歌在甘孜当地广
泛传颂。在红军继续北上，离开甘孜地区时，
他用诗歌抒发了对红军依依难舍的心情：“红
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心不焦，焦心的
是红军走了”。又如“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
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们给我留下了
金石的语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导下成
长。”诗歌抒发了自己对红军的惜别之情。红
军离开甘孜北上之后，当地的反动统治者又
重新骑在人民头上进行压迫剥削。他又用

“恩人红军”会来“搭救”的话来鼓励藏族人
民，他写道“山高有什么可怕，红军给我了一
匹骏马；谁说没有同情，有搭救我们的恩人
红军”。又如“山上种树盼果实，地里播种盼
丰收；英雄的红军早回来啊，藏民盼的是苦
日子有个尽头”。据说格达活佛写了二十四
首诗歌，并教大家唱，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
有唱有跳的民间舞蹈——格达弦子。

（县委中心报道组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