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下旬，受邀到宜兴进行采风，三天的
旅程，不由得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这座江南小
城。

山水秀美 生态宜居
宜兴古称阳羡、荆邑，地处江苏省南端，

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太湖，南部是连绵起伏的
宜南山区，一望无际的竹海、千姿百态的溶
洞、郁郁葱葱的茶园、风景秀美的太湖，成就
了宜兴“阳羡山水甲江南”的美誉。

身在繁华的长三角都市圈，处于强大的
苏南经济阵营，当下的宜兴并没有被工业时
代的漫天烟尘所遮蔽，依然保持着清水芙蓉
般的天生丽质。这里的天碧蓝如洗，这里的
水绵软甘甜，这里的空气清新湿润且略带花
香。漫步宜兴街头，远有绵亘的苍山，近有纵
横的秀水，大片大片的香樟林郁郁葱葱、油绿
欲滴，一丛丛盛开的杜鹃花、茶花点缀其间，
路边的建筑无论厂房还是民居，都建造考究，
高低、式样、色调虽各有不同，但都保持着江
南建筑的风韵；从高铁站有发往各个景区的
免费旅游直通车，公共自行车存取点遍布市
区街头，在市区近十公里的漫步中，没有见到
一块缺损的地砖和凹凸不平的路面。这里的
各种存在，不论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入眼都给
人以和谐的美感，入心都让人感到舒适祥

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城市、中国
最具幸福感县市，以一名普通游客的感受去
评判，宜兴当得起这些荣誉。

人文荟萃 名家辈出
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

内涵。宜兴这片中原文化和吴楚文化的交
汇、交融之地，既有古代经济文化演变发展的
风雨历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阳
羡山水地理和民俗风情文化。源远流长的宜
兴地方文化神韵，使得李白、苏东坡、唐寅、文
徵明、仇英、石涛等历代文学艺术大家，都钟
情这块神奇多情的土地，纷纷来此游历讲学。

当获知自秦代建县以来，这里先后出过
4 位状元、10 位宰相、400 多名进士、900 多名
举人，现当代又涌现出 26 位两院院士、近百
位大学校长、8000多名教授，徐悲鸿、钱松嵒、
吴大羽、尹瘦石、吴冠中等艺术大师的籍贯也
都在宜兴时，我们这些游客被震到了！为什
么这里能诞生这么多学术巨擘、艺术大家？
是中原文化与吴楚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宜兴
自古以来的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抑或是这里
绝佳的风水？在周培源故居、徐悲鸿故居、吴
冠中艺术馆，游客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答案。

陶茶辉映 誉满天下
要说宜兴最有名的特产，非紫砂壶莫

属。这一把小小的茶壶，集书画、诗文、篆刻、
雕塑于一体，传扬了宜兴“陶都”的美名，也最
大限度满足了喜茶之人对茶具审美和功能的
追求。“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
土。”来到宜兴丁蜀镇，便是寻到了紫砂的
根。在这里，游客可以到国内最早成立的专
业陶瓷博物馆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一睹历代
紫砂精品的芳容，可以到一间间紫砂大师工
作室现场观看紫砂器具的制作过程，可以到
中国陶都陶瓷城慢慢挑选有眼缘的紫砂茶
具，总之，只要你感兴趣，就一定能满载而归，
手中大包小包拎着的是壶，心中满满盛着的
则是美。

宜兴产好壶，也产好茶。在宜兴山区，青
山逶迤，绿带萦绕，百里茶区生机勃勃，清香
四溢，令人心旷神怡。“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
不敢先开花。”阳羡茶清香淡雅，滋味鲜醇，唐
朝时即被纳入贡茶，颇受帝王赏识，也倍受历
代名士盛赞。用宜兴水质上乘的金沙矿泉水
泡阳羡茶，盛于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
夏不易馊的宜兴特有的紫砂壶中，即为有名
的“江南饮茶三绝”。作为游客，心向往之但
无缘常享，真是羡慕宜兴人的好口福啊！

佛光祖庭 与佛接心
此次宜兴之行，正好赶上了这里一年一

届的国际素食文化博览会，有幸来到大觉寺，
一睹星云大师的佛颜风采。宜兴大觉寺始建
于南宋年间，迄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星云
大师曾在此出家。“文革”期间，大觉寺被毁。
1989年星云大师返回宜兴礼祖，立志复兴祖
庭，乃重修大觉寺，并命名佛光祖庭。走进大
觉寺，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座寺院与通常的寺
院有很大不同，这里没有烟雾缭绕的香火之
气，处处散发的是佛学禅宗的文化味道，不论
山门北侧高六米、长两百米的“佛陀行化图”
巨型浮雕，大殿外回廊上十二幅星云大师一
笔字书写的“佛陀经偈”和十二幅浮雕彩绘

“佛陀行化本事图”，还是滴水坊里的书香茶
韵，美术馆里的水墨情怀，都充分体现了星
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给人信
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人间
佛教”宗旨。在这里，游客不知不觉中与佛
接心，受到感化。在素博会开幕式上，当八
十九岁高龄的星云大师乘着轮椅被推入会
场时，台下的宾客不约而同站起身来向大师
挥手致敬，问候声和掌声响彻会场。可以听
得出，这问候声和掌声是带着深深情感的，
是大家对这位佛学大师发自内心的敬仰、爱
戴和祝福。

在游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会场义工的
热情服务，他们都是宜兴的普通市民，共有六
百多人。早上六点，这些市民就从宜兴各地
赶到了大觉寺，打扫庭院，布置会场，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服务。他们享受着宜兴
的美，保护着宜兴的美，同时，也在创造着宜
兴的美，他们是宜兴当之无愧的主人。

宜兴，一座打动人心的城市！

平山

四月到宜兴

六一儿童节前夕的一天早晨，我和同
住一层楼的七岁小朋友亮亮一起乘电梯下
楼。我问还睡眼惺忪的亮亮：“六一儿童节
你准备干什么呀？”亮亮顿时两眼放光：“撒
欢玩一天，什么补习班都不上！”说着，还挑
战似地斜睨了妈妈一眼。亮亮妈妈立刻表
示不同意见：“那可不行，你前几天生病落
下的钢琴课，就靠六一这天补上呢，早就给
老师约好了！”亮亮的眼神马上变得暗淡
了，他知道反抗也没有用。于是，长叹一口
气，用与他这个年龄极不相符的口气说：

“活得真没有意思！”又引来亮亮妈妈一声
呵斥：“胡说！”

说到“撒欢玩”，我不由想到我的少年
时代。那时固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
游戏机，没有“嘉年华”，但我们一样玩得欢
天喜地，玩得丰富多彩。只要一放学，做完
作业，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不是下河戏
水、摸鱼，就是上山摘花、采果。春天摘桑
叶、放风筝，夏天拾麦穗、弹玻璃球，秋天捉
蛐蛐、看斗鸡，冬天堆雪人、打雪仗。每次
都是玩得灰头土脸却又兴高采烈，不是大
人喊几遍，就不会回家。至今想起，还是非
常美好而温馨的回忆。而且，虽然当年没
有那么多的作业，更没有名目繁多的课外
辅导班，父母也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望子成
龙的期盼，但这都没有影响我们健康成长，
照样有许多人成为各行业的栋梁之材。

今天的孩子生活条件太优越，物质的

东西太丰富，父母的期望值太高，孩子的学
习负担也太重。我见过左邻右舍不少像亮
亮这样的孩子，平时忙着上学，早起晚归，
十分辛苦。到了节假日就更忙了，上完钢
琴班上绘画班，补习完英语又去补习语文，
如牛负重，连放假想“撒欢玩”一天都成了
奢侈想法。可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一定
能成材吗？我看未必。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一个正常的孩
子，应该爱玩、会玩，在玩乐中学习，在玩乐
中认识世界，在玩乐中增长知识，在玩乐中
健康成长。如果强行剥夺孩子玩的权利，
逼着他们去学他们没兴趣的东西，去干大
人干的事，春行秋令，拔苗助长，这样的孩
子也许学习成绩确实不错，会几样技能，但
心理性格可能是不健全的，生活自理的能
力也不会多强，将来走上社会也很难获得
成功。

上世纪 4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提出培养儿童要“六大解放”：（1）解放小
孩子的头脑。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
曲解中解放出来。（2）解放小孩子的双手。
因为人类的活动靠双手进行，不许小孩子
动手会摧残创造力。（3）解放小孩子的眼
睛。使眼睛能看到事实。（4）解放小孩子的
嘴巴。有问题准许问，有话敢直说。（5）解
放小孩子的空间。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
大社会，扩大眼界，以发挥其内在的创造
力。（6）解放小孩子的时间。给儿童个体学
习、活动的自由时间。陶先生说得比较全
面而且理想化，可能不容易完全做到。我
以为，最重要的是，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和
时间，适当给他们玩的机会。玩，也是孩子
不可或缺的学习。

六一儿童节到了，作为家长，如果是真
爱孩子，就让孩子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

“撒欢玩”，这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齐夫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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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朋友说了一晌话，雨声
贯耳，再不是满世界的离愁别恨。

温爱不在别处，生活也不在别
处，它就在每个人自己的手边儿。
有句话叫“练习死亡”，从苏格拉底
扯到现在，想来也都是不着边际的
闲篇。要让我说，人来到这世上，
不是为了练习死亡，而是为了享有
每时每刻的活色生香。

晚上回到家，雨还在下，《二泉
映月》响起来的时候，我打开了那
瓶智利红魔鬼。举杯在手，不为消
愁，只为卸甲归真。

微信上说：“这个世界,没有一
种痛苦是单为你准备的。”一句话
道尽了林林总总，所有的苦和愁，
还有怨和恨，都是自找的。

窃以为，人在世间就几十年，
最重要的还不是练习死亡，而是练
习独处，练习自洽。因为谁也替不
了谁的爱恨情仇，连一日三餐也不
能。无可挽留的生命在指尖滴落，
泪水也好，汗水也好，血水也好，它
们止不住地流啊流，伴随着秒针的

节拍，不快也不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然这样，何不
调好心弦，一任它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廓清浑浊，只求
个和光同尘，平静安然……

朋友推荐一本书——《遇见未知的自己》，买来看，封
面上印着“华语世界第一部销量过百万的身心灵必读的
经典”。“身心灵必读”，好大的口气，比成功学还牛不知多
少次方呢！转念又想，一脸灿然的朋友文子，和众人一样
被酱在物欲横流的俗世红尘，却因了年年岁岁天南海北
地“驴”，与大自然这个宇宙能量场息息相通，得以享有了
逍遥天地间的大自在，所以视域宽广、心域也开阔。这么
一个人说好，肯定值得一读。

一读之下，果然有收获：陀螺一样疯狂旋转的现代
人，迷失在外物碎片的龙卷风中，咬着欲望的尾巴不停地
转圈圈，不知不觉，将宝贵的生命变成了赚取名与利的工
具，迷失了本性。

世界就在那儿，我们却视而不见。从情场到职场，从
虚名到实利，无不成为花花绿绿的名片，就像晃动在猴子
眼前的各色花帽儿，吸引众人你争我抢，实在是累且蠢。
扪心自问，年过花甲，依然不消不停，我这是忙什么呢？不
可深究，一究就露出了真相，无非是虚名浮利稻粱谋而已！

浮光掠影把书看过，有点明白了什么叫身心灵必读。
人总是收不住开水锅一样的胡思乱想，对出现在脑海里的
东邪西毒鬼迷心窍照单全收，想让简单明白本真如初的自
己逃出生天，还真得借助身体这条必由之路，借助当下的
感觉——每寸肌肤上的冷热酸麻痛，锁住心思这匹野马，
穿过重重沸水乱溅的幻河魔谷，沉入潜意识，调整好人生
这驾马车，慢慢地接近真实的自我，那个泰山崩于前而心
若止水的大我。这是一条幽深的探洞之路,未知的险难等
在未知的前方，打通重重关隘，才能遇到人从来都不曾谋
面的自己——让你大吃一惊的陌生的自己。

有路可通吗？书上说有，瑜伽，冥想，参禅打坐等等
等等，可对于我来说，这些功夫太过高深。书上又说了，
走路总会吧？呼吸总会吧？洗衣做饭总会吧？秘籍只有
两个字——专注，专注于当下此刻的具而微。比如，这会
儿，好狗泰格暖烘烘地偎在脚边，它的小呼噜让敲打窗玻
璃的夜雨有了温情，有了散朗舒心的美意……

遇见未知的自己？说真的，有点难。张德芬若是真的
遇见了深不可测的那个大我，将大好人世的荒诞看了个底
儿朝天，她还会费心巴力，耗时五年，弄出这么一本“都市
身心灵修行课”，并且大卖特卖，赚个盆满钵满吗？

世界就在那儿，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
不过没关系，只管向前走啊，也许有一天，我真的遇

见了素面朝天的自己，呵呵一笑，一切都释然了。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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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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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在书店看见一本《欣慰的纪
念》，许广平先生的再版著作。很想买，看了
看价格，要 80 多元，犹豫一下又放下了。回
到家里，还惦记着那本书。第二天，不吃早
饭就跑到了新华书店，谁知书都已经卖完
了。之后，一连几天吃饭不香，就像走失了
一位好朋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普通的百姓
来说，是个很奢侈的梦想。如今有钱人多
了，行万里路的多了，但读万卷书的却越来
越少。俗话说，好花只开三两枝，好书要读
三五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要有选择
地读，要读好书、读经典，尽量别碰垃圾书。

啥是好书呢？能够口口相传，经过历史
淘汰，流传至今的书就叫好书。就文学书籍
而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
记》就是好书，是至今仍被口口相传的经典
名著。清代有学者说过，开口不讲《红楼
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
中自有千钟粟”，那是旧时代诱惑读书人的
口号，带着功利读
书，结果会越读越
糟。如今行走在大
街小巷，到处可见
低头看手机的年轻
人，捧书阅读的却
寥寥无几。

高尔基说，书
籍是青年人不可分
离的生命伴侣和导
师 。 这 话 很 有 道
理，与书为伴就能
修身养性，提高自
己。每个人在生活
中 都 不 会 一 帆 风
顺，总会有些坎坎
坷坷。激烈的社会
竞争和快节奏的生
活，常常压得我们
喘不过气来。据世
界卫生组织调查，
心理疾病已经成为
威胁人类健康的重
要杀手之一。放松
身心有很多途径，
读书就是最重要、
最实用、最便捷、最
经济的方法之一。

皮罗果夫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
社会，它能陶冶人的情感和气质，使人高
尚。当你手捧书卷，书中主人公的大喜大悲
会让你感慨万端，想想心里的那点忧愁烦恼
就不算什么了。人生几十年的光阴一转眼
就过去了，你又何必计较一些毫无疑义的事
情呢，鸡争鹅斗，你死我活，为的是一己之私
一时之快。活着三碗饭，躺倒三尺床，当你
想明白了这些道理后，你会发现，困惑也好、
惭愧也好、失望也好，都是自己画定的心牢，
你只需舍弃一点，学会放手，就会转换心情，
走出另一方天地，外面的阳光就像童年一样
美丽。

读书让我们有了一双智慧的眼。我们
看到了文明的传承，与我们的祖先父辈进行
心灵的交流。

在读书的那一刻，我们总能有发现、有
收获。夜晚，当我们看着满天星斗，就有了
探索宇宙的愿望；当我们看到路边的玉兰
花，你会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朵花的
色彩如此艳丽动人？当我们读到泰戈尔的
诗歌，你会感受诗人的胸怀有多宽广，诗句
有多美妙。同样，当我们应付生活中形形色
色的考试时，有的人敷衍塞责，投机取巧，只
求过关。而喜欢读书的人，都会认真应对，
从中发现容易被忽略的知识，牢记在心，充
实自己，把考试当成一场劳动的收获。读书
让我们增长智慧，陶冶情操，充实自己，让我
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人生可以没有宏大的理想，也可以没有
太多的奢望。但你总要读上几本好书，也不
枉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闲暇之际，一把椅
子、一杯信阳毛尖、一本《红楼梦》，怡然自
得，真痛快呀。

母亲今年七十岁，原来是中学老
师，退休前在学校育人，退休后转战
大江南北，帮着我们兄妹继续育人。
如今，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育了
一辈子人的母亲也从“岗位”上退了
下来。

退下来的母亲就像一部老车，各
处的零件都稀里哗啦地响，整个人的
状态也很消沉，终日唉声叹气，感慨
自己的无用。我们兄妹三人天各一
方，不能近前陪伴。一时间，母亲就
像霜打了般，直接抑郁了。

“妈，我最近因工作需要，建了几
个朋友圈，需要有人帮着管理，给我
搜集一些写作素材，你看亲友的这个
圈你帮我管一下如何？”假期回家，我
对母亲说。

“你们小年轻的东西，我不懂，再
说我老眼昏花的怎么帮你啊？”母亲
有点怯怯的，两眼却放出了些不易察
觉的光彩。

我拿起母亲的手机，指着我早已
悄悄下载好的微信说：“你看这些人

全是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你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留
意着点儿，看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你愿意回复，就按住这
里说话，他们就能听到了……”母亲拿着小本子认真地记
下了我的话。

“你哥烧的‘一笋俱笋（损）’看着卖相很好，名也取得
有意思，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手。”“你表姐种的花开得真漂
亮！”“前几天，你小姨去爬山了，六十多了身子骨还不
错。”“你大表哥前段时间去了德国，那里的天可真蓝！”

母亲隔三岔五地给我“汇报”着亲友们的信息，言语
里透着工作时特有的自信，声音也洪亮起来。当然，她朋
友圈里的亲友，我朋友圈里也都有。看着母亲在新的岗
位上忙碌着，心中略感欣慰。

不久，母亲不仅学会了点赞，而且还会做一些简单的
评论。一直对我们兄妹十分严厉的母亲，竟然会公开在
朋友圈里表扬起我们来。

“丫头文章写得不错，加油！”
“小弟能每天坚持走十公里健身，值得表扬！”
“会烧饭的男人才是最有智慧的男人，赞一个！”
每次看到母亲在朋友圈里点赞、评论，我心中都暖暖

的。不管走到哪里，母亲的关注都会跟着我们，母亲也不
再觉得我们远离了她、不再需要她了。

“妈，你工作做得不错！”一天，我给母亲留言，“放假
我要回去，你看看组织一下群里的亲友聚个会……”

母亲看到我的留言，就像接到“圣旨”般，用语音给群
里的亲友们下“通知”，接到“通知”，大家纷纷响应。母亲
又用微信把聚会的人数和地点“汇报”给我，那认真、干练
劲，绝不亚于她当年做班主任。

有了帮我管理亲友圈的新工作，母亲精神倍增，身体
也硬朗起来，抑郁症早不知飞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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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没有风扇空调，炎炎夏日，或栖
于树荫下，或倚靠在水畔亭旁，避暑的方
式完全是自然的。古人把自己的感情倾
注于笔端，于是，便有许多脍炙人口的避
暑佳作流传下来。

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坐在树
下或走进竹林，是古人普遍采取的乘凉方
式。南宋杨万里 《桑茶坑道中》浮动着一
个牧牛的小童为避酷暑睡卧柳荫之下的
悠闲情趣：“睛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
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
西。”唐代王维为消暑，抱着古琴走进幽深
碧翠的竹林，席地而弹，乐而忘返，给后人
留下了千吟不厌的《竹里馆》：“独坐幽篁
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
临水之地也是古人避暑的佳处。炎

炎夏日，若得一处亭台楼榭桥畔相伴着实
是纳凉人的福气。杨万里《暑热游荷池
上》云：“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
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
诗中，作者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用“愁
热”与“深藏”两词反衬出静谧而安宁的荷
塘，的确不失为一个美妙清凉的世界。对
此，陆游也深有同感：“携杖来追柳外凉，
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
池莲自在香。”此诗表现的是在莲花池边
和柳树荫里月下乘凉的乐趣——杨柳随
风飘拂，荷花送来清香，在画桥畔倚床休
憩，欣赏船家悠扬的笛声，真是盛夏酷暑

时的一种美妙绝伦的享受。
当然，“心静自然凉”。这一点，在古

人的诗中，也多有描述。宋代梅尧臣的诗
说得好：“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
何朔饮，煮茗自忘归。”唐代诗人白居易喜
欢独坐院中，迎着徐徐清风而自得其乐。
他在《消暑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
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
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
与人同。”

在炎炎夏日，品读古人的纳凉诗句，
其实就是在乘古诗的凉意，消自身的暑
气。这等上好的乘凉方式，既有情、有感，
又有趣、有味，别具一格，就像品一杯菊花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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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诗中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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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仙子” 沈俊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