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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副刊

踏足于人间秋色，明暗有察，色彩缤纷。
较春天的朦胧诗意，秋色多了一份回落后的
沉稳；较夏天的热烈浓厚，秋色多了一些恬淡
的安宁；较冬天的暗流涌动，秋色多了一种潜
伏的个性。若论季节，秋是收获的季节，也是
收敛的季节；是珍重的季节，也是珍惜的季
节；秋是感悟的季节，也是回望的季节，是感
恩的季节，也是回馈的季节。秋在天地大美
而不言的氛围中将颗粒默默归仓，无争无赶，
恰逢其时。若论人生，秋是人在大起之后的
逐渐回落，那些韶华此时逐渐沉淀，那些拼搏
此时彰显光芒，那些疾苦此时不值一提。若
论年华，秋或许是而立之后的不惑，或许是不
惑之后的耳顺，或许是耳顺之后的古稀。人
至中年，便步入似秋之殿堂，此时天大地大，
有十分冲刺的劲道也要保留七分，因为输不
起。此时额宽胸宽，有十分不愉快的情绪要
摒弃二十分，毕竟经事多需看开。此时名轻
利轻，哪怕拥有一支点金之笔、一座金山也要
看轻看淡，毕竟锦上添花不恒定。此时健康
第一，哪怕山珍海味也要合理膳食，毕竟肠胃
承载有限。若然如此，大千世界，菩提镜台，
我们何不将目光停留在美好的晚秋和晚秋下
的归人，他们已耳鬓染霜，历尽风雨，却将一

生的艰辛困苦化作雨后的七色彩虹，无关名
利，不问前程。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都说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折射着自己经历的影
子，而曹学芹能够撰写出如此壮观恢宏的一
部巨作，与他家族的兴盛衰败必定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是当时皇帝御用江宁织造官
员曹寅之孙，曹頫之子，可见家世显赫，少年
时经历了一段极为富贵豪华的生活。后因其
父曹頫因事株连被革职、抄家，家族遂败落，
随家移居北京。晚年住在北京西郊，举家食
粥，更为艰难。在如此境况下，曹学芹以自身
亲历亲闻的生活为基础，以“真事隐去”“假语
村言”的方式，书写了其人生阅历和感悟，最
后形成了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红楼梦》
是曹雪芹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伟大贡
献，其深邃丰厚的内容、诗性的叙事、丰富多
彩的人物形象和感人肺腑的情节，具有永恒
的魅力，留下千古绝唱，“红学”也因这部名著
而长盛不衰。

90多岁高龄的郭鹤年先生，系马来西亚
籍华侨，享有“酒店大王”和“亚洲糖王”之称，
他的名字不仅家喻户晓，且已成为财富和成
功的代名词。他创办的嘉里集团已发展到世

界各地，经营的业务也极为多样化，从甘蔗种
植，制造糖、面粉、油脂等，到地产、金融、酒
店、种植业等。他成立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已成为世界上最佳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全
亚洲最大的酒店集团，遍布世界各地。他心
系贫困人群，创办的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
我国15个农村和城市基地以“敬天爱人”为理
念，以项目扶贫的形式助力乡村振兴，为创造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2012年他荣获“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其成就荣誉闻名海
内外，但他仍以“不辜负每一次机会，不亏待
每一个人，不虚度每一寸光阴”为宗旨，90多
岁高龄不退休，依然坚持身体力行，实现了跨
时代、跨行业、跨国界的巨大成就，也树起了
一面伟大企业家的光辉旗帜。

彭定中先生，祖籍湖南省保靖县。曾任教
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杜邦公司全球副总裁。在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12所高校和研究单位设
立奖学金。在担任香港国际机场管理局行政
总裁期间，香港机场连续5年蝉联“全球最佳机
场”。在70多岁高龄时任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行政总裁，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为组织使命，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项
目，范围涵盖卫生、教育、产业、环境等诸多领

域，为中国扶贫事业贡献了力量。他设立的
“素兰基金会”，帮助多个省份的贫困大学生完
成学业，在资助的同时，也教会他们怎样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平凡如我们和身边的银发鹤年的老
人。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嘱你行安全，有人
帮你带幼子，有人疼你如幼犊，有人惦你如星
月。没有三头六臂的我们，为生活奔波而焦头
烂额，为追逐名利而筋疲力尽，然而在生活的
赛道上，总有一双关爱的双手伸向你，总有一
丝阳光般的温暖包围你，总有一种无言的支持
默默跟随你，这些都来自于身边老人。经历过
人世间的风霜雨雪，老人们虚怀若谷，不再为
世间零碎事而焦虑。走过了人生四季，他们平
静如湖，不为人生的起落而懊恼。迈向即将来
临的冬季，他们坦然自如，以昂扬的姿态踏雪
而行，在他们的心里也期待着春天。

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
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让我们以宽广
的胸怀拥抱夕阳，以美好的情怀善待夕阳，以
无限的尊敬崇爱夕阳，以传承的美德让夕阳更
加灿烂，让老人生活更加幸福。

人间秋色沉蔼，独爱夕阳灿霞，愿天下老
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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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海存

岁月轻轻滑过指尖，许多往事便渐渐弥散
在如沙漏般的光阴里。时光的淘洗中，有一缕
芬芳，被我珍藏在心底，随着光阴的流转，更加
迷恋。

2003年9月，我如愿成为教育界的一份子，
虽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代课老师，但是能为教
育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荣幸。几番周
折，最终还是留在家乡的中学担任初中一年级
的语文老师。当我以一名老师的身份站在讲
台上，给学生讲课时，成为老师的喜悦油然而
生，那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真真切切的成就
感，我享受着那只有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教学过
程带给我无限的荣耀。

快乐而又单一的生活日复一日，每天上完
课阅完作业便回家。家中，母亲在自家菜园里
忙个不停，尤其是夏秋季节。看着母亲瘦弱的
身躯，有种莫名的伤感。母亲在村里是出了名
的种菜能手，我家的菜园里菜种齐全：碧绿的
波菜、卷心大白菜、青绿色的豌豆、芭蕉扇般的
青菜等，在菜园里绿意流淌。餐桌上，其它蔬
菜我可以不吃，但青菜是必须吃一根的，而且
不能中断，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吃晚饭时一家人围桌而坐，尽享母亲做的
美食。正中间是父亲，靠右是母亲和妹妹，靠
左是我和弟弟，一家人其乐融融。快吃完饭
时，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今天宣布一件事，我
已经跟隔壁老马说了，给你找媳妇，年底结
婚。”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梳理，习惯性地

“嗯”了一声，随之后悔得肝肠寸断，因为我已
有了心上人。

爱是乍见之欢，非你不娶的勇气。过了几
天，隔壁老马叔叔笑呵呵地来家里。那天正好
是周六，我在备课。老马叔叔说东扯西，大致
意思是，当天下午就安排了相亲，看是否投
缘。虽然心有一百个不满意，但时间紧迫，为
了不让父母难堪，还是答应见一面。结果双方
父母都很满意，回到家父亲一直在说对方的优
点，我找借口离开了。

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回到家中已是夜里，
父亲坐炕中，母亲坐炕头，他们在等我。婚姻
乃人生大事，我实在抗不过，就半红着脸说：

“爸妈，您俩别生气。我一直都没跟二老说，我
有自己喜欢的姑娘。”父母亲先是一愣，接着呵
呵大笑起来，父亲说：“好！既然你自己有喜欢
的姑娘，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们为你担心。
既然这样，改天约个时间，去见一面，人家姑娘
父母如果同意，就把事办了。”

第二天，双方父母带着各自的孩子如约而
至，因为是远亲，也算是知根知底，所以双方家
长都满意。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因为之前我去亲戚家开斋时见
过。那姑娘年方十八，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记
得那天她头上披着红头巾，可红头巾怎能盖得
住她的美貌。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活脱脱能
说出话来，高而笔直的鼻梁充满了撒拉族艳姑

特有的那种美，红红的樱桃小嘴包着洁白如玉
的糯米小牙，穿一件大红色绣牡丹花的旗袍，
一头如瀑的长发，藏在红头巾下，讲话时如同
莺歌一般，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正值青春的女子
出嫁，一片灿烂欢喜。撒拉族婚姻一般都是注
重“门当户对”，我们两家条件相当，于是按照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请来两位德高望重的村
里老人说媒。很快就到了定茶日，席间一来二
去把婚期也定了。过程十分顺利，我身心愉
悦，感觉泥土的气息都是甜的。

传统的撒拉族婚礼一般选择在冬季举行，
当然我的婚礼也定在冬季。婚礼那天阳光明
媚，天边飘着几朵白云，两家人喜气洋洋，下午
两点半左右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出
嫁时撒拉族阿娜（女孩）有一段必不可少的“哭
唱嫁歌”，一般都称“哭嫁歌”。这一习俗代代
相传，是撒拉族传统口头文学之一，也是撒拉
族文化的艺术精品。

自出家门，新娘由亲属搀扶，嚎哭退出大
门，同时倒着走，一步一句哭出对家的不舍之
情，一字一行哭出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新娘哭
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娇弱动人。护送的众
人无不掩面啜泣，人群中新娘的父亲尤其难
过，父母亲哭得泪流满面。随后，新娘被姐妹
们搀扶倒着走到婚车旁，绕婚车三圈后，在哭
诉中被舅舅和姐妹们扶上迎亲婚车。

往事如烟，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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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吉
明

那天走在巷道里，看见地摊上摆着百十来
本书。

一位老人穿着棉衣、拄着拐杖，坐在凳子
上。天冷，他的脸冻得通红。这个卖旧书的老
人，是我第一次见，他用温和的眼神打量着过往
的行人。我探下身子，翻看着一本本旧书，老人
忙着给我介绍。

我翻看本土作家的书，他开始跟我聊陈元
魁的《麒麟河》，说他20多年前与陈元魁在麒麟
湾一起下过棋。他聊井石的《麻呢台》，说他去
过湟源的这个村子，他说着昌耀、海桀，还有龙
仁青……我选了一本《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忙问他价钱。

他说，十块。
我又选了本《了凡四训》，看见书中有小楷

写的批注。他说，这些书他都看过。
他问我，看我有多大岁数。
我说，该有七八十了。

他笑了笑说，他是属鸡的，1933年生人，今
年刚好90岁。

我说，跟我爷爷是同龄人，但我爷爷过世已
经三十年了。

他问我，买旧书的人少了，看书的人也少，
买回去，谁看呢？你父母亲或小孩爱看书吗？

我没有回答。至于看书，我的父辈中确实
有爱看书的，也有爱买书的，但他们已相继离
世。他们有的看医书，有的看名著，但终究在六
十多岁时，近十年里相继离我们而去。

我躲开这个话题，紧问，这些小楷批注，是
您写的感受吗？他说，他年轻时爱用毛笔写小
楷批注。他甚至说出了脂砚斋，这让我很惊讶。

他指着一本蔡义江写的《红楼梦诗词曲赋
评注》，密密麻麻的指甲盖大小的字，这让我更
加地钦佩他。

我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来摆书
摊？家里人呢？

他轻轻地说了声，儿女已经过世了，孙子在
外地工作。

他指着地面上的书，说都是他以前看过
的。现在只想把旧书卖给需要它们的人。

我不经意间拾起一本张瑞图和董其昌的
书法字帖。刚要打开张瑞图的书法字帖时，他
已经开始背字帖《感辽事作六首》，“三岔河北玄
菟城，二十万人齐列……”如此高龄，竟能倒背
如流。他说，他教孙子写过这些字，这些字帖都
是他孙子临摹过的。

他笑了笑说，十多年前他
很爱看书，也爱写点儿什么，主
要是记录他的儿女离世后的生
活，怀念他曾经和孩子们一起
生活过的点点滴滴。他说得很
平淡。

当我刻意去记录这个故
事，或者想为这个卖旧书的老
人写个故事时，我知道这些真
实的细节，已经存在于生活的
点滴，不需要虚构。他爱读书、
爱写，他有自己的生活，90岁的
卖旧书的老人，我才发现他身
边 有 两 只 小 泰 迪 静 静 地 蹲

坐着。
我要回家了，拿起书要付款时，我正担心自

己没有现金，没想到他拿出了智能手机，点开了
收款码。

对买旧书的这位老人，我有许多的想不到。
我笑着说，这您也会啊？他说“这不算什

么，我还会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的文字，都是
用语音输入转换成文字。”

他的小楷，多少有点文征明的影子。

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卖旧书的老人
◇ 周有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