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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把佳人比作鲜花，可
能有些俗气，但通常不惹
人厌，因为佳人和鲜花，
都是看不厌的。何况俗气
与否，因花而异。比如荷

花，天然去雕饰，自是第一个不俗的。
李白诗云“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
即使沐阳承露、光彩灼人，也毫不损其
清纯脱俗之质。李白自号青莲，我想除
了他对童年居处的眷念，恐也与这股倾
慕之情有关，事实上他中年时的情人刘
氏，便是一位江南的美人。
但这朵荷花竟让李白失望了。她嫌

他布衣清贫，对他冷嘲热讽，那情状如
同汉代的崔氏羞辱她不得志的丈夫朱买
臣，更说出分手之类的绝情话来。李白
定是恼了，才会在四十二岁时喜接圣旨、
进京做官之前，冲口骂出“会稽愚妇轻
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后面两句，
便是著名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显然，此话不是对
那些蓬蒿人说的，而是对这位淤
泥中的荷花，不，蓬蒿说的。不
是每一个佳人都配得上荷花的。

却也有生把荷花比俗了的。
陈师道看美女挽起袖子、露出腕
子、托着腮帮子，提笔就写“玉
腕枕香腮，荷花藕上开”，比得
过实，比得乏味，读来就像被扼
住了气管。白居易见了邻家少
女，张口便说“娉婷十五胜天
仙，白日姮娥旱地莲”。没有圆
月的嫦娥究竟会怎样，姑且不
论；但要比佳人作荷花，无论如
何不能少了一物，那就是水，清清的
水，否则必然笨拙、必然俗气。相比之
下，陆游的“美人独立何所拟，白玉芙
蕖秋水中”就要清新可爱许多。曹雪芹
说女孩是水做的骨肉，水便是女孩的命
根子。他书中最爱惜的女孩之一英莲，
谐音“应怜”，就是一枝未开先折的荷
苞。在《金陵十二钗》副册中，英莲排
在第一位，她的判词，第一句就写着
“根并荷花一茎香”。

佳人也是人，不因外力也会老去，到
那时便有残荷等着她们。李璟有词：“菡
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
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王国维读了，
摇头叹息：“众芳芜秽，美人迟暮。”
不过既是比喻，总有欠妥之处，不

如直写佳人采莲，来个二美相得，最是
能出好诗。还是李白：“笑入荷花去，
佯羞不出来。”还有王昌龄：“荷叶罗裙
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白居易这
回得了水，也出了佳句：“逢郎欲语低

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可惜如今此景休说难以得见，便算

是有，无论是做的还是看的，无论是人
儿还是心儿，都浑不似当初了。圈囿在
钢筋森林之内，穿梭于水泥管线之中，
纵使有堪比荷花的佳人，也多被功利心
和烟火气熏脱了水，遑论其余。至于屏
幕里的影像，除了缺水，更增了层虚假
和隔离之感。与其看电视，还不如做梦
来得亲切。
一个微风轻拂的良夜，我果然做了

个梦，随着风飘到了纳兰性德说的那个
“明月小银塘”。只见月光将碧绿的池塘
镀上了一层银色，池水则将月光涂上了
一抹淡绿。渐渐起了雾，愈来愈大，愈
来愈浓。就在浓雾之中，忽有几朵荷花
出现眼前，她们的轮廓是用水月之光剪
裁的，异常清晰而精巧；她们的幽香则
是淡淡的，似乎被小心地遮掩了起来。
醒来回想，原来梦中有视觉、有听觉、

有触觉，却唯独没有嗅觉。
虽是初次梦荷，但我总有曾

经惜别、今又重逢的错觉。很有
可能前生不知聚散了多少次，却
不是我短暂的此生所能忆及的。
若在平日，我即使行走万里也寻
不到她们的踪迹，可是今夜，她
们让我尽情欣赏纯洁的仙姿，只
为抚慰和修复我因磨损而变得愚
钝的心灵。我才明白，其实天涯
并不遥远，只要相知便可相见，
便可将枯竭的才情唤醒、将断续
的笔迹相缀。梦醒之后，就算仍
有雨丝风屑不停来袭，我的眼前

心头也能长葆清新明丽。
银塘碧月!渐雾迷潋滟!弥望遮绝"

巧剪波光!悄掩幽香!泠泠几朵清越" 佳

人自是初相见! 恍错识# 曾逢依别" 料

已经#聚散千回!不是此生容说"

知我何从以谢!只怜我冷落!来慰消

折" 万里无踪! 一霎倾情! 教看仙肌冰

骨" 天涯咫尺原厮守! 又缀起# 片诗残

阕" 梦觉时#眉下心尖!拂尽雨丝风屑"

我用《疏影》将此梦小心地记下。
在梦里，在词里，荷花永远不会凋零，
佳人也永远不会迟暮。这支词牌原是姜
夔用来寻梅的，寻梅不着只是其表，佳
人难逢其实是里。于是，梅花就不仅是
梅花，佳人也就不仅是佳人，而是所有
清美情怀的化身。为了等待梅花佳人，
姜夔准备了一片小窗横幅；而我只在心
头留存一汪碧月银塘。我相信，拥有这
片清波，即使荷花佳人不来，也总有纯
美安详的希望；失去这片倩碧，即使荷
花佳人来了，我都无从感觉得到。

为魔术而生
孔 曦

! ! ! ! !"#!年 $月 !%日下午五
时许，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
《中国魔女严荷芝》签售活动
正在进行。在读者的注视下，
英姿飒爽的女魔术师严荷芝用
红绸子红扇子变出了一只只活
泼泼的白鸽；空无一物的透明
箱子，眨眼间变出一个年轻女
郎……在笑声和掌声里，等候
签名的读者排起了长队。人们
非常好奇，这位蜚声中外、被
誉为中国女大卫的魔术师，经
历了怎样的艰辛和坎坷，付出
过多少汗水和泪水？
严荷芝出生在舟山长白岛

一个渔民家庭。&' 岁的她在
乡办越剧团唱小生，在定海一
天演三四场，生生把嗓子唱
倒。这时，她偶遇来自上海的
魔术师虞雪芬，毛遂自荐、程

门立雪，从此步入魔术王国。
!%岁那年，她回到故乡，

成立 ( 个人的东海少女魔术
团，携带笨重的道具在舟山群
岛辗转演出。后来，她成立常
驻上海的舟山魔幻艺术团，遭
受过公演在即被人挖角的打
击；她涉足影视圈，有过片约
不断的辉煌……演毕自传体电
视剧《东海小魔女》，她顿悟：
魔术，是她此生的使命。
为重新组团，她四处奔波

筹集资金。数不清，求了多少
个人、碰了多少次壁。!%%)年
(月，在上海三盛宏业集团的
资助下，上海虹影魔幻艺术团
入户虹桥镇。同年 #%月，她投
资百万，融杂技、歌舞和魔术于
一炉的舞台剧《魔幻艳彩》在
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随后在

国内和欧洲巡演，载誉而归。
有一次，美国魔术师布

雷·丹尼斯来沪演出，与她切
磋技艺。布雷表演了一个乒乓
球变出 (个的小魔术，她微微
一笑，一个变出了 *个，令布

雷赞叹不已。这个绝技，是她
当年走路练、坐车练、睡觉
练，历经 (个月学会的。
商业演出的同时，严荷芝

不忘回馈社会，经常率团参与
公益演出。传记签售的前一
晚，她还在台湾与刘谦同台出
演两场大型慈善晚会。多年的
辛勤耕耘，使上海虹影魔艺团

在全市 &!!家民营剧团中脱颖
而出，为她个人和团队赢得了
不少荣誉。比如“中华知名艺
术家”、“上海市十大优秀民
营剧团”和市文广局颁发的
“服务基层贡献奖”。近年来，
她陆续接受了央视和凤凰卫视
等媒体的采访，成为《鲁豫有
约》等节目的嘉宾。
声名日隆的严荷芝没有飘

飘然，潜心致力于大型魔术的
创作。她再度投入巨资，邀请
台湾名导演董成莹执导，以舞
蹈、对白以及全面创新的服装
造型演绎有剧情的魔术故事。
《魔舞音画》大型魔术专场在
上海开启全国巡演之旅。“空
中飞人、人体分离”等 !"多
套大型魔术令观众耳目一新。
其中的“古钟幻影”获上海国

际魔术节“最佳道具创意奖”。
严荷芝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聪颖的天资、坚韧的毅力、不懈
的勤奋、敏锐的艺术感觉、美丽
的形象、上佳的舞台感觉，加上
良好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这位魔
术名家。
严荷芝还有三个梦想：有一

个固定的演出场地，能天天演
出；像美国著名魔术师大卫·科
波菲尔那样，把东方明珠变
“没”；办一所魔术学校，把多年
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后辈，
繁荣海派魔术。
想来，总有一天，这些美好

的梦想能一一实现。
为本土文

化存史立档!

请看一位老人

的不懈努力。

———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蔡西民

生死悠悠无定止
! ! ! !马勒的交响曲，通常被认为是生与
死的交响曲。其中第二交响曲中马勒对
关于生死最原始最古老的命题的苦苦的
追问始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强音。
生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来做

什么？去做什么？
这就是马勒为自己的关于生死的交

响曲给出的命题。
第一乐章是一首葬礼进行曲。这首

哀伤的挽歌，是马勒对自己过去的埋
葬。只是该葬的尽管被葬了，但未来的
出路在哪里呢？

第二乐章是一首轻快的连德勒舞
曲，但马勒在此并没有太多的欢乐可
言。
第三乐章充满了宗教的意念。当人

类在尘世中放逐自己，无忌地追逐欲望
的时候，什么是可以拯救的力量？马勒
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有答案。
尘世如此苦难，那么什么是我们的

希望呢？在第四乐章里，马勒第一次在
自己的交响曲里唱出人声，女低音庄严
而虔诚地唱出：
人类多么贫困

人类多么悲伤

我多么希望去到天堂

第五乐章：马勒用一个狂暴的令人
恐怖的开始来表现末日的审判。生与死

的对峙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在这里音
乐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我们的心
灵因一次次的震撼而颤抖的时候。生命
随风而逝，但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在
天上诸神轻轻吟唱之中，复活的意念被
深远地传递。如果肉体的死亡是惨烈
的，那么精神的复活是轻盈的，如风中
之羽；崇高的，如雾中之光。
复活的圣咏终于响起，马勒以克洛

普斯托克的“复活”为本重新写了歌
词：

挥动我的翅膀

我将高飞

我将死去

为求重生

在最后一次万乐齐鸣后，马勒过往
的逝去重生了。

毫无疑问，在第二交响曲的终曲
里，马勒把精神层面上的复活作为生与
死的唯一出路。如果精神能够因复活而
超脱，那么永生就得以存在，从此之
后，这种复活也成为马勒之追求。

十二生肖
赵荣发

! ! ! !明道虽若昧，其中有
妙象。十二生肖便是我国
农俗中的妙象之一。它成
于何时，史载不一，我们
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与十
二时辰相对应的十二样动
物，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猪。
!"&) 年是农历癸巳年，
生肖为蛇，蛇
年之说即出于
此。
十二生肖

的来历，也无
定论，各种民间传说，读来
却是机灵鬼怪，意趣横生。
这里不妨随举一例———
据说远古之时，猫和

老鼠是对十分亲热的邻
居。一天，它们听说人类
要选十二种动物作为生
肖，都想去报名。可是猫
爱睡懒觉，只怕早上爬不
起来。老鼠马上主动提
出：“猫老哥啊，你明天

尽管睡你的大觉，我一早
来叫你不就行了嘛！”可
是到了第二天，老鼠醒来
后便急急出门，匆忙中把
昨天说的话忘得干干净
净。结果老鼠捷足先登，
如愿以偿，猫却落选了。
猫以为老鼠是故意扔下自
己的，从此对老鼠恨之入

骨，见了它就
满世界地追
杀，老鼠百口
难辩，惟有仓
皇逃命。

史料的记载则有别于
传说。我国古代南北朝就
出现了沈炯的 《十二属
诗》：“鼠迹生尘案，牛羊
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
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
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
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
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
蠡窗悠哉。”如今版本用
词虽略有不同，十二种生
肖动物的习性却被极其简
洁地描叙出来。
不过，与二十四个节

气相比较，十二生肖明显
缺少了科学理论的支撑，
那种按照生肖和时辰来判
别一个人的长相个性，乃
至两个人是否相合或者相
剋的做法，调侃一下是可
以的，却当不了真。

我有位朋友的祖母，
就因此落下一个大错。原
来，他母亲共生养了一双
儿女。可惜他妹妹一生下
来，他祖母就拿了他妹妹
的生辰八字去求卜，结果

算命先生一
掐手指便连
声惊呼：“这
小女子与他
父亲命中相
克，如不送
走，必有血
光之灾！”
他祖母一听
大惊失色，
连夜就把他
妹妹送进一
家育婴堂，
等他母亲发
现，却再也
追不回来。
更 伤 心 的
是，他父亲仅过了两年还
是因患急病故世。“唉，
我祖母也真是糊涂啊！”
我朋友说起此事，只能摇
头叹息，“幸亏我妈还算
通情达理，虽心有怨恨，
但对祖母并不苛待，倒是
我祖母常为此事自责，至
今提起，还悔恨不已。”
老人的过失值得我们

鉴戒。但奇怪的是，上辈
人是因为迷信才抱残守
缺，而如今关于生辰八字
之类的是非论断不仅没有
被冷落，反而风生水起地

热闹起来，甚至连“星
座”也成了一个人性格命
运的评判砝码。今天之茶
室或咖啡馆里就不乏这类
测试物件，在这种看似随
意的游戏中，其实还是夹
杂着诸多的“有所谓”。
生肖只是一种天然的

属相，英雄人物和反派角
色与生肖之间毫无因果规
律。一个人最终是否有出
息，归根到底，在于他明白
应该走哪条人生之路，这
倒是我们可以选择，也是
必须慎重选择的。

静安诗草三首

乡情咏怀 郭幽雯

雨霁云霓妆夕阳，山
坡田陌采收忙。绿肥红瘦
畦中稻，瓜熟果垂河畔桑。
但有衰翁驼背妪，却无健
妇壮年郎。应嗟欲养亲不
待，反哺承欢围膝长。

听"二泉映月#

华锡琪

雷尊殿冷一盲人，棚
下街暝卖艺辛。百事忧心
凄怆曲，二泉映月孑然身。
哀叹饮泣颤魂魄，怨恨生
嗔撼鬼神。流誉到今成绝
唱，映山湖畔沐长春。

游台儿庄感怀
周梁芳

明清峄县旧辉煌，北
往南来孔道傍。商贾如云
杨柳岸，楼台醉月梦魂乡。
抗倭名气垂青史，卫国功
勋立庙堂。自古废墟多绝
唱，今朝黎庶写琼章。

李 峰

! ! ! !孩子开始去小荧星艺校学习声
乐歌舞了。看上去他很愿意去，在
那里玩得不亦乐乎，回到家里也不
忘哼唱课堂上学的歌曲。

我听到他在唱一首《数鸭子》
的歌，便随手在电子琴上弹了起
来，边弹边问孩子，是这样吗？孩
子惊奇地说，对呀，爸爸你怎么会
弹的呀？
孩子的这一问，使我想起来我

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我家住在
一个弄堂里，弄堂里还住着一个叔
叔，单身一人，态度和蔼。经常和
我下象棋，其实在我记忆里，我从
未赢过他一盘棋，但他却
从不厌烦，一直陪伴着
我，使我的象棋水平提高
了不少。
有一次我拿着口琴在

弄堂里边跑边吹着玩，他
看见了，就邀我进屋，也
拿出一支口琴，还搬出一
台卡式录音机，播放歌曲
给我听，当播放到一首当
时风靡全国，由陈琳演唱
的《酒干倘卖无》时，一
边听，一边居然用口琴将
这首歌的旋律吹奏了出

来，这使我大为惊诧。因为他并没
有这首歌的谱子，就靠着聆听录音
磁带便知晓歌谱了。这使我大为感
叹，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人世间
居然有人具有这样一种神奇的能
力，这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大受
鼓舞。因为一个榜样活生生地就在
我眼前，仿佛在暗暗地提醒我，他
能行，我是不是也能行的。
在榜样的感召下，经过长时间

的练习和尝试，我逐渐也具备了这
种能力。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这
样一段经历，我与音乐的缘分可能
要更浅一些；如果没有这样一段经
历，我可能会疏远一些能力，因为我
不知道他们原本可以培养起来。
清人史震林在《西青散记》里

记友人柯山论人生有四大憾事：
“幼无名师，长无良友，壮无实事，
老无令名。”
诚哉斯言。我幼年时期的这一

点滴甘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
滋养良多，如今我还要将它继续滋
养我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