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 ! ! !天太热，我家来了一个快
递。递了一杯水给那晒得黑炭
一样的年轻人，他竟谢了一声

又一声，吓得我赶紧把嘴边上的话咽回去，原先我想
说，你家大人知道你这样辛苦，该心疼了。转口说，
啊，你这肤色真时髦呀，不像大多数年轻人惨白的。
他咧了一口白牙，笑得欢，说，下一站是嘉定。这是
中午十二点时的事。
想到自己年轻时，也是不肯把自己在社会上的辛

苦告诉父母，都是找些滑稽好玩的事情来说给父母
听，让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年轻时代的辛苦有自
己的好处，就是也好玩。也许每个人都这样，将自己
的辛苦放在心里，将辛苦化为滑稽有趣，这样的，将
岁月一点点过去。在大西洋荒芜的海岸上，有一块大
石头纪念碑，纪念那些出海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纪念
碑上刻了句话：!"#$ "% #&' !"(")*。人们奋斗啊，
奋斗啊，这样的辛苦，是为了接近自己心中有尊严的
生活。愿上天垂怜那些自己拼命努力的人。愿那些人
在傍晚回到家时，能得到问心无愧的好好的休息。愿
这世界让人种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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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微笑了吗"

曾 博

! ! ! !一批批青年官兵怀揣报效
祖国的忠诚梦想，翻山越岭来
到边境一线连队———绿春雷达
站。绿春雷达站坐落在海拔
++,-米闻名遐迩的魔鬼山上。
其山路之崎岖，气候之恶劣均
超出了初到此地的官兵的想
象。但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并
没有因为心里的那一点点落差
而一蹶不振，反而在内心深处
像一根强劲的弹簧，迸发出了
惊人的战斗力。
雾气侵袭，清晨的绿春雷

达站时常被浓雾笼罩着。走廊
上的窗户被一层雾水阻隔着。
透过窗户看朝阳，天空呈现出
一幅多彩的红晕，仿佛置身于
一幅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山水画
中。连队正门右侧挂着一面正
衣镜。由于雾气的缘故，在清
晨的时光里，它也失去了正衣

冠的作用。而恰恰是这浓雾，温
暖了大家的心。

指导员陈醒每天早早起来，
在雾水笼罩的镜面上画上一个大
大的笑脸。起初，我们谁也没在
意。时间长了，我们都注意到了
镜面上的那个笑脸。笑脸仿佛充
满了魔力，感
染了每一个人
的心灵。不知
不觉中，在固
定位置的笑脸
周围，出现了许多与之相伴的笑
脸……与此同时，那镜面上的微
笑也逐渐投影到了大家的脸上，
看似一个不经意的笑脸，却潜移
默化植根在战友心中。我们彼此
之间的信任感逐步加强，内部关
系像万里长城般牢不可破。
常年驻守在边境一线，大家

难免遇到一些困难。在远离家

乡、远离亲人的情况下，战友之
间的帮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新
兵刚下连队时，难以适应恶劣的
自然条件，导致平时的生活与工
作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连
队领导、老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都及时给与他们帮助，耐心

地与其谈心交
心，让他们更
快地适应了连
队生活、工作
条件。我们连

老兵刘谋强家中父母常年生病，
他的家属来队探亲时又意外摔断
了腿。连队领导在了解了这些情
况以后，立刻组织连队全体人员
捐款，为刘谋强在经济上减轻了
一些负担……这样的事情很多，
正是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温暖
了我们的心。我坚信：这份爱的
接力棒定能一直传递下去，用正

能量激励官兵，温暖官兵。
一张笑脸凝聚了军心士气，

让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诸
多困难历练了我们，培养了我们
勇于担当的、敢于突破的性格。
些许互助温暖了我们，让我们从
似寒冬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更将
这份美德不断地传承下去。我们
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当代革
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
族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贡献着
自己的一份力量。
清晨，沉寂在夜色的“魔鬼

山”在第一抹晨曦中缓缓地苏醒
过来。浓雾笼罩中，一声急促的
哨声划破长空，我们开始迅速整
理内务，出操，微笑着开始了新的

美好的一天。
明起刊登

一组游记《萍
踪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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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勃拉姆斯在第三交响曲的开端开宗
明义地陈述了对他来说意味深远的座右
铭：“自由，但快乐。”这一乐思被反
复陈述。如阳光洒过每一粒尘埃，月光
亮在每一个星夜。音乐的主题带着一种
深秋的爽朗和高远，天高云淡，飞鹰翱
翔，天涯望断。

即使生命中有什么会被错过!

秋天里

总会有它该

结的实果"

就算世

上有什么不

公的评说!

生命中

总该有些豁

达的洒脱"

第二乐
章，著名的柔版。勃拉姆
斯在自己知天命的年纪，
不愿回忆往事。因为往事
已被风无痕地带走。也许
唯有真诚的咏唱，才可以
表达生命在延续。

你的笑是一种香!

浸润了前生来世的喜

悦!

萦绕在今生现世的相

约!

让我钟爱无悔"

你的爱是一道光!

穿越了生死相依的盈

缺!

洒落在携手共走的岁

月!

让我无怨相随"

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的心中似蒙上一层伤感
的忧郁，眼中竟也是泪盈汪汪。不过当作曲家钟爱的
木管奏出淡淡的哀伤的时候，优美的弦乐仍在唱着幽
幽的喜悦。但无论世外的风云是如何变幻，作曲家一
直坚守着内心的安宁。

人生如茶 人生如酒

浓与淡 醒与醉

冷与热 忧与欢

光阴而已 多情而已

人生如花 人生如梦

素与艳 真与假

香与无 得与失

自然而已 虚幻而已

终曲乐章，这是一个纯粹勃拉姆斯风格的结束。
所有的波澜只在内心汹涌而不会泛滥出来，黑暗的影

子只是我们期待的光明的前夕。
在深秋之际! 天! 越来越高了!

云! 越来越淡了"

而寄于云天之间的风! 则从来就没

有留下过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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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徐星州（新周）是一个被忽视、低
估的近代篆刻大家。
学吴昌硕不妨先学徐星州。徐星州

的篆法结体、章法布局乃至用刀习性，
虽取法缶翁而不为其囿，且形式更纯
粹、面目更清晰，更易上手入门。
徐星州的名头，从当今来看，并不

算大，甚至可称“小名头”，专业圈外，
基本无人问津。但放在晚清民初的印坛
来看，他却是一个内外走红的大名头，
日本篆刻界一直把徐星州捧为“缶庐第
二”，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印坛
就有“南徐北陈”之称，南徐即徐星
州，而北陈是指陈师曾。.-/0 年，宣
和印社方节庵曾辑《徐星州印存》，请
当时的篆刻名流王福庵、谢磊明、邓散木、陈巨来等
为之题名书扉，可见其声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

最初知道徐星州的大名，记得是在大阪的藏家
处，曾见二方落款“星周”的旧印，苍趣扑面，印象深
刻。后有缘觅得星州原石，如见窖藏，如获至宝，屈
指数来，已近三十年了。.--/年，梅舒适领衔的日
本篆社（后更名日本篆刻家协会），刊印了“徐星州特
集”，社员人手一册，同年，东京堂又出版“徐星州
印谱”，但真正全面认识、了解徐星州的篆艺，还是
近十年间，得益于其所从事的印章拍卖鉴定工作。
晚清民初的印坛，吴昌硕、王福庵、赵叔孺“三

足鼎立”，各领风骚，吴昌硕以其雄浑苍茫、粗犷豪
放的大写意印风，风靡南北，追随者甚众，志趣粗放
的印人“莫不模拟缶翁以合时趋”，当然包括许多吴
门弟子，徐星州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既能谨
守师法，又能自出新意。吴昌硕在《耦花盦印存》序
跋中，对徐星州篆刻赞赏有加“精粹如秦玺，古拙如
汉碣，兼以彝器封泥，靡不采精撷华，运智抱拙，星
周之心力俱瘁矣，星周之造诣亦深矣，星周通六书之
旨，是以印学具有渊源，余虽与之谈艺，盖欣吾道之
不孤也”。
徐星州比吴昌硕年少九岁，但可算得上是同时代

人，由于历史时空、人文社交以及篆刻理念的相仿，
导致了两人在印风上无限相契，星州自入师门，耳濡
目染，窥得门径，“无论工细粗豪，都能毕肖”（蔡
哲夫语），赏星州的印，灵动中见豪放，韵味香浓，
好比湘菜，回味无穷；而观缶翁的印，雄浑中见细
腻，韵味浓厚，犹如川菜，脍炙人口，真可谓如出一
辙，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徐星州在传承缶翁衣
钵的同时，别开生面，化圆浑为方折，变恣肆为整
饬，尤其是徐氏擅刻多字印，端庄清丽，极尽缜密构
思之能事，风神自具，独创一格。
徐星州（.,1/—.-+1），江苏吴县人，原名新周，

字星州，别署星周、星舟、星洲等，以星州最常用，
斋名陶制庐、耦花盦。自幼好古，尤嗜金石篆刻。后
见吴昌硕篆刻，为之倾倒，得缶翁应允，忝列门墙。
徐氏平素读书既博且精，凡史传、诸子百家、先秦两
汉词赋乃至汉魏碑刻，无所不知，更把其中的清词警
句摘以入印，刀笔文采，双美合一。与书画家蒲华、
潘飞声、张祖翼、杨守敬、黄宾虹、高剑父、蔡守、
丁辅之、葛书徵等友善，过从甚密。生前辑有《耦花
盦印存》行世。
本印谱所采用的原钤印蜕，主要依据民国宣和印

社辑《徐星州印存》，杨广泰先生 .--2年所辑《徐星
州印聚》，以及近十年由我亲手鉴定的朵云轩、西泠
印社拍卖会上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新见作品，属首次
发表，相信对篆刻爱好者学习徐星州印风，会有所启
发，对篆刻印章收藏者，品鉴吴昌硕流派，增添了新
鲜资料。 （本文为《徐新周印举》前言）

十日谈
守卫边防线

轻波丝绪共徘徊
胡晓军

! ! ! !那年夏天，中国女足
夺世界杯亚军，举国欢庆。
上海文艺界也盛情邀来几
位沪籍的女足队员联欢，
其中有个节目，是由书法
家向巾帼们作书赠字。那
位书法家，是张森先生。
当天中午，离联欢会

还有大半小时，他就
来了。我将他迎进了
休息室。偌大房间，只
有我们两人。张森闲
来无事，一边翻看为
他准备的文房四宝，一边
与我聊天。聊到书坛的人，
不少是共识的同事和朋
友。话语稍顿，张森忽说：
“我送个字给你，好吗？”
不等回答，提笔蘸墨就写。
但见笔锋引着浓墨在雪白
的宣纸上左右龙行、高低
云飞，“慎独”二字须臾
即成。张森落款、钤印，说
这幅字随便看看，你会写
诗，我写一幅你作的诗，下
次把诗稿寄给我吧。
嘉宾到了，只听门外

掌声响成一片，音乐骤
起。张森正待出门，回头
又问：“你家多大？”我说
我刚成婚，房子很小，总
共才四十多个平米。张森
点头离去。

联欢节目有戏曲，有
歌舞，有杂技，十分热闹。
张森的现场作书更是激起
了全场的兴致，女足队员
列队与张森合影，她们捧
着条幅，宛如在领奖台上
捧着银牌。我始终站在侧
幕望着，但我心里，却一

直想着请张森写什么。
正巧前几日去了南

浔、游了小莲庄。此庄建
于清代，主人为当地首富
刘镛，因庄子中心有大片
的莲塘而得名。我素爱
莲，对着一池清涟之中如
颜粉瓣、似伞绿叶，凝视
良久，拼成一律———

清香趁雨染深苔! 旧

苑新莲次第开" 初蕊玉容

相仿佛! 轻波丝绪共徘

徊" 水轩未被流年扰! 尘

事已将故梦埋" 又见刘家

梁上燕!为谁归去为谁来"

当时年轻，虽心上
高，但腹中空、笔下飘，
不但为赋新诗强说愁，更
是不得佳句搬古人———最
后一句“为谁归去为谁

来”，系从欧阳澥的咏燕
诗抄来，难得意合而又韵
适。主意打定，怕张森笑
我字差，不敢誊写，就用
电脑印了一张寄去。
不觉过了两年。
那天正午，忽收到书

法家协会转来一个信封。
忙拆开看，是两条一
米来长、浅黄色的对
联。“初蕊玉容相仿
佛，轻波丝绪共徘
徊”，十四个隶书犹

似十四朵荷苞，端丽灵
秀，似乎正待破纸绽放。
我心喜极，急拨电话

致谢。张森说，此事耽搁了，
但心里一直放着。最初考虑
全诗都写，觉得过大，最后
取了其中一联。特意写得
偏小，适合你挂在家里。
只取一联的原因，张

森说了一个。或许还有一
个，是我在多年后偶然猜
得的。当时跟朋友逛古玩
城，在各家商铺间走南串
北、东张西望，忽有一幅行
草扑面，是欧阳澥的诗：
“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
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
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再看落款，正是张森。我
心一凛，原来此句来历，他
早知道。很可能是，他为
免我尴尬，没有点破。
此后常见，在会议中、

讲坛上或餐桌边听他的谈
论，观他的作品。时间愈
久，我愈觉得，书法以简驭
繁的线条、以素见粲的墨
色，实乃抒写人性的最佳
艺术，其始端必是性情与

思想，末端必是美感与神
韵，中间须以笔法、章法将
两端牵连起来。若能有幸
得此三昧，人便能以独立
的精神、自由的姿态行走
于庸常的生活和平淡的世
界之中。张森本是性情中
人，难得又充满着理性，这
使他的书法既流露感性的
奔放自在，又透射出理性
的严谨缜密，并在
完美技法的支撑下
融合无间、和盘而
出。张森的独立与
自由，更表现于将
抽象化作形象、将哲理付
与生活，入于深刻而出之
浅近。比如他把写字比作
画人，字的下半部分要长
些，如同人的下半身长一
些才会好看；又如他说真
草隶篆同出一理，只要理
通、笔法改变，兼擅各体实
非难事，好比用刀切肉，只
要心中有数、奏刀得法，
切块切片切丁还是切丝，
都是手到拿来的事。
不觉过了八年。
张森乔迁，邀几位朋

友去他家做客，我也在

内。坐着豪华的洋沙发，
看着墙上的旧字画，听着
新潮的现代乐，嗅着他亲
手沏的普洱茶，我将古代
与当代、经典与前卫、哲
理与情思一并注入生活之
杯、一饮而尽。临别，张
森为每人作书一幅。正待
下笔，回头又问：“你家
……”我忙说我也搬了新

居，现在客厅就有
四十多平米。张森
听了，取来一纸四
尺对开，目送手挥，
大开大阖，写下一

幅行草《渔父》。
但我心里，却想起了

八年前的那副对联。
回到家中，急忙取出

那副对联。这十四个字的
隶书仿佛殷殷初蕊、皎皎
玉容，在眼前再度绽放；那
十年前的回忆恰似缕缕轻
波、袅袅丝绪，在脑中又
生涟漪。凝视良久，我将
原诗的后两联改成———
墨痕未被流年扰! 忆

海难将片语埋"

又见枝头飞燕尾! 泠

泠恰是为君来"

更有潺潺流水 （中国画） 黄仲达

化 境
邱 生

! ! ! !王阳明《传习录》指出：“读
书须入化境。”这是一种至高的
境界，人与书渐入化境，同其融
为一体，也是我们对精神境界
的成熟、自由和洒脱的期盼。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说：“心之所至，手
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
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
章之化境也。”这种文章的“化境”并非说作者不动
脑、不动手，而是指那种引而不发、含而不露之妙
笔，尽管看似漫不经心、不着一字，但是恰恰大有深
意，因此占尽了风流。
推而广之，人生的化境也无处不在。解决各种矛

盾，最好的方法是化解；受高人指点而顿悟，称之为点
化；为好人好事牵心，这就是感化。化干戈为玉帛，
是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化腐朽为神奇，是人们对智慧
的追求；出神入化，是人们对艺术的最高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