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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东藩书院读你

另一面

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时所作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历来妇孺皆知，
至今读来亲切依旧。他少年成名，中年考中进士，老年成为狂
客，一生诗、酒、书法陪伴。据说贺知章还喝过三泉王的李子
酒，对这酒赞不绝口呢。

话说，三泉王的交通一直就比较方便，因为交通便利，所以
村里也比较热闹，开着不少店铺，出售各种时令山货、茶叶和各
种酒，而最最出名的是他们自制的米酒和李子酒。

所有店中，最最亮眼的要数那家李子酒店，店门口竖着两
根酒幡子，“李子酒”三个大字特别醒目，在微风中飘扬。这店
里的王掌柜不但酒量过人还豪爽好客，一碟花生米也能把李子
酒喝个尽兴。在王掌柜的组织下，三泉王村每年都有一次品酒
会。品酒会这天，四乡八镇那些爱酒人士都像赶集一样，赶到
三泉王村，来品尝美酒。

相传，贺知章也参加过三泉王村一年一度的品酒会。
那天，也真是凑巧，贺知章和随从翻越衙门岭从绍兴府回

家，六月天，孩儿脸，在他们翻越衙门岭时，突然刮起了大风，随

好久不写文章了，那天在东藩书院见到王丽华老师，有了
想写写她的冲动，但一时又不知该从何写起。

王丽华，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萧山花边技艺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写过她与花边的人已有不少，那么我就不凑这个
热闹，写写她的另一面吧。

认识王老师，已有七八个年头了，第一次见到王老师，就让
我想起了当代作家王朔的一本书名《看上去很美》。是的，看上
去很美，美得让人舒心，她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气质，她的盈
盈一笑，足以让人屏息。

一间书房，半生滋养，每个喜欢读书的人，都梦想有间属于
自己的书房，安静地滋养着自己。那天，在东藩书院喝茶时，聊
到兴趣爱好和追求，王老师说她除了花边和珠绣，还学过很多
东西，有古琴、小提琴、古筝、象棋、国画、书法、茶艺、礼仪、舞
蹈、瑜伽、心理学、英语、美食等等，除此以外她还喜欢养些花花
草草。见她列举了如此多的门类，着实把我听得惊呆了，如今
人们的生活节奏都如此之快，仿佛永远赶不上时间的步伐，而
她却有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这些东西，于是带着好奇和惊
讶，说出了我的想法。

谁知王老师说：“姐姐，时间可以合理安排出来的，就像舞
蹈，是我儿时的梦想，那时在农村，我们没有幼儿园、兴趣班，但
看着电视上的小朋友们，舞跳得那么好，很是羡慕。后来，在我
儿子小时，我就利用晚上送他去上围棋课的那一个半小时，为
自己报了同一时间段的舞蹈班。儿子从幼儿班到五年级，围棋
一学就是八年，我就利用这八年时间，学了舞蹈和瑜伽。”于是
我点着头感叹着她会合理利用时间，是个有想法有追求有行动
的人。

同样，她利用零零碎碎时间，当别人在逛街、跳舞、打麻将
时，王老师却一直走在努力的路上。除了努力，她还是一个极
其有心的人，她的书房里摆放着不少兰花，那是因为她在美院
学水墨画的时候，喜欢上了画兰花。为了画好兰花，她得先了
解兰花的品种、兰花的习性，像春兰、蕙兰、金边兰等等；开花季
不同，叶子形状也有所不同，她就得像养孩子一样把一盆盆兰
花养好，然后细细观察，再用心去画好她的兰花。

都说用心做事的人最美，是的，她除了美，还发现美，制作
美，一根普普通通的橡皮筋，一块不起眼的零碎布，在她的眼里
都是宝。那天在书院，我想把长发扎起来，却忘了带皮筋，王老
师打开抽屉说：“姐姐，我有很多我自己手工做的，你喜欢什么
就随意挑几样。”我一看，琳琅满目的各式头花和皮筋，有花形
的，有蝴蝶结的，也有简简单单圈形的……我满心喜欢，边挑边
说谢谢，她却说：“别说谢，做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情如姐妹的
你，不说谢。”

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艺术是相通的，万事万
物都是一个道理，很多东西，除了苦练，还得有天赋，还得有岁
月沉淀下来的修为。

都说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事，都不会白
费，最后一切都会回馈于你。是的，也正因为这些，才慢慢形成
一个人的风格，在日常生活中一览无余，最终成了现在的你。

防火题材的漫画我画过几幅，角度也各有不同，这幅画是想
以较小的物体和很容易忽略的事件切入，让烟头来说话。

我想把烟头画成火灾的元凶，让它爬着制造危险。
烟头会爬？这是十分荒诞的事儿，可是在漫画里，什么都可

以成为真实，这也许正是漫画的魅力所在。
开始，我只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吸烟能够引起火灾，而且

这种事情在所有火灾的比例中不是小数目。那么怎样表现这一
主题，才既明确可信，又有漫画的幽默感。除了静物的堆砌之外
必须注入生机，才能唤起读者的警醒。

开初，我在桌前画上了一堵窗户，窗外的黑夜映进一弯残
月，烟头在烟灰缸里丝丝飘烟。画完后老觉得那窗户不论从画
面构图还是表现思想上都是多余的，烟头也只是被动地燃烧，燃
尽后也未必造成什么后果。便去掉了窗户，又琢磨烟头。我开
始让烟头动起来，让它像只害虫一样，主动地袭击那易燃电器和
纸垛。桌上留下一条散落的烟灰，告诉读者它从哪里爬来，打算
爬向哪里，上面那飘动的一缕烟丝是虫子前进动势的烘托，也起
到引导读者视线的作用。

我把边框做成椭圆角，以此对比出桌子、电脑和纸张的质感，
薄而易燃。整个画面只有烟头加了阴影，此举为强调主体而做。

工作几十年，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夜间值守，随着时间的推
移，有些却恍若眼前，历历在目，记忆特别深刻。

20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监控中心值班，和中心几位
工作人员一起坚守岗位，眼睛紧盯大屏幕，对全辖所有网点进行
动态监控。深夜，我们看到某台自助取款机防护舱外有人晃来
晃去，而里面是一位女顾客在办理取款业务，监控中心员工随即
按下通话按钮，“这位女同志你好，你身后有位男士，请确认一下
是否认识？”我们从屏幕上看到这位女顾客回头，并在一侧的对
讲机上回答，“他是我老公，谢谢你们！”我可以想象，此时，女顾
客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无形中被人保护着，她一定感到了温
暖，获得了安全感。

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离家远，交通不方便，经常住在单位
宿舍。每个月轮到周五周六晚的守库值班，因为诸多同事都想
回家，经常找我代班，我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值班室度过。与我
一起值班最多的是位老同志沈师傅，瓜沥昭东人。他长住在单
位，很少回家，也承担了很多同事的值班任务。老沈去过朝鲜战
场，自称担任过机枪班班长，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陈年往事和防
身技巧，虽说他年龄较大，但警惕性很高，这大概同当过兵上过
战场有关系。有一晚的后半夜，只听得老沈大喊我的名字，有情
况！我忙穿好衣服，拉开铁栅门，营业场漆黑一片，在窗外明月
照射下，看到窗口站着一个人，定睛一看，是老沈，只见他手拿铁
棍，贴着窗口，眼睛看着外面。我出来后，他小声对我说，刚才听
到营业场这边有响动。我们一老一少默不作声，我开始还带着
恐惧感，后来慢慢地松懈下来。见没有什么情况，便关门又去睡
觉了（金库房在我这一间）。第二天早上起来，老沈说，昨天晚上
我看到一只猫，可能是猫踩到了外营业场的空饭盒，引起了响
动，害得白忙一场。说完，笑了起来,声若洪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小型纺织企业倒闭，企业经营
者不辞而别。我管辖的客户也有出现类似情况。沙北村一个小
企业，在我们这里借款5万元，主要设备有10来张有梭织机，还
有倍捻机、络丝车、发电机等，担保人比较有实力，是同行。那天
我在家里吃过晚饭，担保人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去借款人厂里看
守值班，因为经营者外有民间借款，内欠职工工资，有迹象表明，
今晚可能会有人过来搬运设备。我电话汇报领导后，领导说，我
们事先做点防范，为担保人减轻点压力也是对的，要我和另一位
同事一起过去。厂里很安静，业主一家人不知去向，担保人老戚
走进来打了下招呼，便不停接听电话，很是忙碌，他担心厂里的
设备被哄抢，要承担连带责任。老戚身边坐着五六个人，看样子
是他带来的，几个人一口杭州话。老戚是有备而来。晚上10来
点，厂里开始有动静了，陆续有男男女女进来观察，说是厂里的
职工，又过一会儿，有人开始搬运电饭煲、煤气瓶、筒管纱线之类
的小东西，老戚也没有去为难他们，只要纺织机器等设备不动就
好。子夜时分，又进来一拨人，像是要拆机器的，嘴上说着“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之类的话，老戚和那五六个人一拥而上，围住那
个领头的，说，你敢动动看？你敢拆，银行贷款归你还。对方被
老戚这边的气势压倒，嚷嚷着退了出去。这个晚上，我和同事没
有合眼，经历了惊险的情节，东方破晓，一切归于宁静。

上午，法院工作人员带来了封条，将借款人的厂房和设备悉
数贴上了，这是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采取了法律诉讼程序。

值守的过程很辛苦，但换来的是单位的平安、资产的保全、
顾客的信任，是一种责任，也有很多乐趣，经年累月，成为回忆。

在我眼中，母亲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屋外的农
活，屋内的家务，村里的公益，村外的赶集……母亲永远都能
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鲜少喊累。这或许与母亲从小的成长
环境有关。出生于山村里一个贫困家庭的母亲排行老四，六
七岁时就担当起小大人的角色，既要帮着照顾弟妹，又要操
持一些简单的家务，哪有什么机会在父母面前撒娇，为人妻
母后，一心扑在丈夫儿子上，唯独忽略了自己。

但我没想到的是，花甲之龄的母亲，居然还怀着一颗少
女心！

那个清晨，母亲拎着洒水壶，来到小院里，一边哼着轻柔
的歌谣，一边细心地为她心爱的植物喷洒雨露。

自从我们兄弟俩在城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回老家的时
候越来越稀罕后，小院里的植物就渐渐多了起来：多数是我
们哥俩在城里种不活的植株，少数是特地买来送给母亲的盆
栽。从刚开始好种易活的绿萝、吊兰、铜钱草、蟹爪兰，渐渐
演变为娇贵的兰花、清雅的茉莉、稀罕的昙花……母亲来者
不拒，一律养得生机勃勃，花开不败。

原本宽敞空旷的小院，迎来了一盆又一盆的植株：有的
青葱可爱，有的烂漫多姿，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植物的香。母
亲在盆与盆之间留出了一条可供一人踏步的蜿蜒小径，这个
清晨，我目睹着母亲轻盈的身体，在花草之间灵巧自如地穿
梭往来。忽然，母亲在两盆茉莉花面前停了下来。

这两盆茉莉是弟弟搬来的，刚刚入住小院那会儿，枝叶
枯黄，奄奄一息。母亲修剪了枯枝败叶，松了土、施了肥、浇
了水，耐心等候。春天的时候，原本毫无生气的花盆里萌发
了嫩芽，长势一发不可收拾，等我再回家时，茉莉的枝条上挂
了数粒花骨朵，小拇指指头大小，羞怯地掩隐在并未比花骨
朵大多少的绿叶下，看着不起眼，却让人感觉到空气中正酝
酿着一场盛大的茉莉花香。

此后每月来去匆匆，茉莉花竟然开了一茬又一茬，甚至
在酷热的暑假里，这两盆茉莉花也“天赋仙姿，玉骨冰肌，向
炎威，独逞芳菲”。真不知是母亲养护手段高呢，还是茉莉也
通人性。

尽管小院又迎来了各种各样的绿植，但母亲对茉莉花似
乎格外偏爱，只要空闲下来，就会驻足于茉莉花前，或俯身陶
醉于茉莉芬芳之中，或久久凝望着洁白玉润的花朵。这个清
晨，母亲浇完了水，又一次停留在茉莉花旁，俯身采摘着一朵
朵茉莉花。“茉莉芬芳香洋溢，一杯清茶送快乐”，没想到母亲
也懂茶道啊！

午饭时母亲落座，我忽然闻到清淡的花香，定睛一看，母
亲的手腕上居然带着一串洁白的茉莉花串。母亲见我凝目，
有些羞涩地问道：“好看吗？”“好看！”我由衷地赞美。

母亲低头浅笑，笑容清澈单纯。那一刻，我竟然觉得，花
甲之龄的母亲，竟然也拥有少女感——不是胶原蛋白满满的
幼态，而是对待万事万物都兴致勃勃、眼里永远充满者好奇
的“智者之态”。

■丹儿民间故事

贺知章爱喝李子酒

着一道闪电，接着轰隆隆的雷声响起，然后哗啦啦地下起了阵
雨，而路上一时又没有地方可避雨，贺知章全身都被淋湿。翻
过了衙门岭后，太阳就出来了，此时，贺知章遇到了一老人，老
人一看贺知章这湿漉漉的样子，于是关切地说：“你们是刚才下
雨淋湿了？”

“是的，大爷。”贺知章回答道。
“今天村里的虎山酒庄边，有个品酒会，快去喝点李子酒，

喝了这酒就不会受风寒了。”老大爷指着村子说。
贺知章谢过老大爷，就向三泉王村走去。大凡诗人，都爱

酒，贺知章和很多诗人一样，也爱酒，一听李子酒能祛湿寒，脚
步都轻快了不少。

品酒会很特别，有酒坊酿的酒，也有热情好客的村民们自
己浸泡的各种水果酒，如杨梅酒、桑葚酒、青梅酒、李子酒等等，
各种各样的酒在一张张桌子上，一字儿排着，酒碗也一只只一
字儿排着，他们品酒不为什么，只为分享美酒和快乐，每当大家
品酒后说：陈家的杨梅酒香味浓郁、王家的李子酒鲜美，张家酒
坊所酿的酒香醇……喝的人带着满足感，这酿酒、浸酒的主人
也有种成就感，而同类酒，他们也会相互品尝，互相取经，期待
来年浸的酒味道更好更香醇。

贺知章他们来到品酒处，随从拿出一些碎银两，向大家使
了个礼说：“我们主仆俩淋了雨，刚才路上遇到的大爷说李子酒
可防风寒，想买点李子酒品尝下。”

李子酒店的王掌柜一听，马上说：“客官是第一次来品酒
吧？我们这酒都是热心人拿出来分享，图的是热闹，分文不收
的。也正是缘分，我带来的就是李子酒，请两位品尝。”王掌柜
边说边为他们倒好了李子酒。

白色的碗，装着酒色红润的李子酒，如红玉入樽，此时，空
气中早已弥漫着沁人的酒香，就是不会喝酒的人，也被诱得想
尝几口呢。贺知章见王掌柜如此热心好客，连连道谢。

贺知章先闻了下，一种特有的芬芳，让人觉得香味纯厚，喝
一口，酸中带点甜味，唇齿留香，久久不散，细细品尝，只觉这李
子酒口感十分的细腻、清爽……情不自禁连连叫绝：“好酒啊，
好酒！”

王掌柜介绍说：“这都是我们山上自己种的红心李浸制的，
个个都是熟透了的，汁水多却自带甜味，所以这酒果香味特浓、
口感特别好。”

“红心李，味道酸甜，口感细腻、清香，喝了有益身体，做成
果酒是它们最好的归宿。”贺知章称赞道。

王掌柜一听，激动地握着贺知章的手说：“真是酒逢知己
哪！我也觉得这是李子最好的归宿。”

王掌柜见李子酒所剩不多，于是指着他的酒店，盛情邀请
贺知章：“你我有缘，不妨去小店喝个痛快。”

贺知章碰到好酒，也正有此意，于是随王掌柜去了李子酒
店，一碟花生米，一盘带壳毛豆，两个人喝了个尽兴。当贺知章
起身要回家时，示意随从再次取出银两，但王掌柜却一定不肯
收，说是难得的缘分。

贺知章见王掌柜如此客气，又见边上有纸和笔墨，知道他也
是个读书人，就吩咐随从研墨、铺纸，等一切妥当，只见贺知章挥
动着手中的笔：“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一首《咏柳》笔力遒健，一气呵成。

王掌柜一见，连连称道：“好字！好诗！”
只见贺知章与随从已出店门。等王掌柜再次欣赏时，才留

意到下落款上写着“贺知章”三个字。
王掌柜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一起喝酒的竟是大诗人、

大书法家贺知章。这可是他为自己留下的墨宝啊！

■赵雪峰醉花阴

《入夜》让静物活起来

五味子

值守中有乐趣

■长风

亲情树

老母亲的少女心

■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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