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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桃花的诗词，开先河的大约算
《诗经》了。《国风·周南》中有女子出嫁
时所演唱的歌诗：“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夭夭形容桃花开得繁盛，从而为
中国人创造了“桃之夭夭”这个成语。
后人以“逃”易“桃”，又搞出一个“逃之
夭夭”，把《诗经》里的优美意象搞得分
毫全无。

桃花诗里佳句颇多，像李白的“桃
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元稹的“桃花
浅深处，似匀深浅妆”，崔护的“去年今
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张志和
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都算得上千古传唱的佳
句。这些诗句读多了，也不免让人生
厌，难道就没有独辟蹊径的桃花诗吗？
当然有。杜甫有诗云：“癫狂柳絮随风
去，轻薄桃花逐水流。”诗圣果是大手

笔，把桃花与轻薄联系，自此赞颂和鄙
薄在桃花诗里可说是平分秋色了。

诗豪刘禹锡有两首著名的鄙薄桃
花的诗，很见其风骨。第一首是他被
贬23年后，回到长安，因去玄都观看桃
花，写出了一首惹祸的诗：“紫陌红尘
扶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
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朝的大
官们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混小子
骨头还真硬啊，还得接着贬。于是刘
诗豪被贬到天高皇帝远的广东连州，
14年后他又回到长安，傲骨依旧，再次
咏桃花：“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
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
今又来。”我刘郎又回来了，你们那些当
初整我的混球又在哪里啊？在刘禹锡
笔下，桃花成了面目可憎的当权者的代
言人，比起历代咏叹桃花的诗歌来，这
真可谓是匠心独运、另辟蹊径了。

事情还没完，宋代女诗人朱淑真
沿袭刘禹锡游诗意，又写得别有一番
韵致：“尽是刘郎手自栽，刘郎去后几
番开。东君有意能相顾，蛱蝶无情更
不来。”虽无诗豪的豪情，却有着女性
独具的细致悲悯。

桃花诗里经常会提到“碧桃”俩
字，譬如苏轼有“隔南山人不渡，东风
吹老碧桃花”，清代袁枚有“二月春归
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沈曾植有

“碧桃花自今年发，客舍寒迎旧历
春”。想来桃花只有粉、红、白三色，怎
么会有碧桃花之说呢？原来，碧桃原
产我国，是桃的变种，花后一般不结
桃，花多重瓣，花色艳丽无比，乃观赏桃
花中的极品。至于因何碧桃名碧，传说
古时有个叫陈碧的人，流血止不住，死
后化作桃林里的一棵最大的碧桃树。
要不碧桃花怎么会那么血红呢？

徜徉在桃花盛开的古诗里徜徉在桃花盛开的古诗里
古傲狂生

近日，全国省级山东商会会长
座谈会在济南举行。会上，河南省
山东商会党委书记、会长刘继臣建
议成立水浒市，发展水浒旅游文
化。刘继臣提议，成立水浒市，将
与水浒有关联的县整合，统一规
划、管理，充分发挥文化品牌效益，
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还想来。

其实，设立“水浒市”的呼声一
直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过这样
的建议，这一次刘继臣只不过是再
次拿出来说事而已。不同的是，当
时的呼声没有被媒体推向前沿，如
今的这次呼吁则借助互联网广泛
传播了。

由于历史原因，水浒旅游文化
出现了“四分五裂”。梁山划归济
宁，郓城巨野划归菏泽，东平划归
泰安，阳谷划归聊城。如果当时的
区划能够将涉及“水浒内容”的地
方连成一个整体，应该说会是不错
的。不过，这种遗憾，也因为时间
的推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随着这几年的发
展，各地的“水浒旅游”也发展得不
错，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都有了
一定的旅游群体，实在没有必要将
这些地方从目前的行政区域剥离
出来，单独成立“水浒市”了。

再说了，《水浒传》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

的高于生活”，其中的很多人物本
身就是杜撰出来的，场景也是杜撰
出来的，还真算不上是“历史文化
的厚重”。因为一部小说的存在，
就要成立“水浒市”。那么，延伸了
来说，是不是还要成立“西游记市”

“红楼梦市”“三国演义市”？是不
是所有有点名气的小说，都可以打
造一个单独行政区域的市？这不
是不伦不类吗？

假如真的成立了“水浒市”，那
么其下属的县区、乡镇，是不是也
要与时俱进地修改名称？难不成
还要成立“宋江县”“孙二娘区”“鲁
智深镇”“鼓上蚤时迁村”？这岂不
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事情。

为了争夺旅游资源，一些地
方不惜唇枪舌剑，有的说“桃花
源”自己最正宗，有的说“琅琊榜”
自己是真的，有的说刘邦的家乡
在某某地方。发展经济的想法很
好，然而不该为了小地方的利益
不择手段，把文化搞得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如果真的需要整合旅游资源，
还是有路径的。比如，涉及“水浒
内容”的这些地方的文化旅游部门
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水
浒文化旅游圈”，大家联手发展，共
同致富，实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搞
一个所谓的“水浒市”。

设立“水浒市”，
还设个“红楼梦市”不？

郭元鹏

他生于豪门，本是人间富贵
花；他父亲是太平宰相，他是鲜衣
怒马的相府公子。曾有过多少盛
宴歌舞、豪饮千盅的岁月啊！“彩袖
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
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然而，至和二年（1055），他父亲去
世，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春风得
意马蹄疾的岁月到此为止，此后
的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外部世界
的人情冷暖、雨雪风霜。他把愁
苦凝结成文字，为世人留下一部
充满着美丽与哀愁的《小山词》。
是的，他就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
多舛的晏几道。

多情是一把锋利的剑，每一次
对准的，却是自己的心。小山就是
一个多情之人，注定他要比那些薄
情寡义之流承受更多的苦痛，当这
些苦痛被诉诸笔端的时候，《小山
词》带给我们的就是落笔成愁的哀
婉。诚如学者杨海明先生在《唐宋
词史》中所说：“《小山词》的成功，
首先就根植于它极为真挚悃悃的
爱情意识上。”相思说不尽，还要写
相思，《小山词》中就描述了很多相
思之苦：“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
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
相逢是梦中”；“记得小苹初见，两
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诉相思。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两鬓
可怜青，只为相思老……真个别离
难，不是相逢好。”这些伤感的诗句，
写尽了人生的相思之苦，也构成了

《小山词》忧婉的底色，令人不忍卒
读。就像作者在《小山词自序》里所
说的那样：“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
人，或垄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
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
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
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使小山开
始移情于酒，想用酩酊大醉来解千
愁，《小山词》中出现了多次醉酒的
描述：“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
里路，飞雨落花中”；“新酒又添残
酒困。今春不减前春恨。蝶去莺
飞无处问”；“缥缈歌声，记得江南
弄。醉舞春风谁可共。”是啊，面对
着万念俱灰的残破人生，他只能借
酒消愁。“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

虚名身莫负。劝君频入醉乡来，此
是无愁无恨处。”只有在醉意朦胧
中，他才能达到一种无欲无求、无
愁无恨、物我两忘的状态，求得暂
时的快乐。

秋天是个惹人相思的季节，一
花一草一木都能牵动人的愁肠。
在晚秋的天气里，作者怀念一位远
行的友人，他想把自己的思念告诉
这位友人，可思念却无法寄出：“红
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
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
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
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秋
风吹打着残花，满目荒凉中的萧瑟
景象，化为无尽的愁思：“淡水三年
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
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小山的父亲晏殊也写愁，但作
为太平宰相的他，所写的愁只是一
种闲愁：“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
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而小山笔下
的愁苦，却是用血泪凝成的，因为
他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失意，心早就
冷了：“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
为花愁。明朝万一西风动，争向朱
颜不耐秋。”

许多时候，离别意味着永别；
再见，意味着永不再相见！“渡头杨
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
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现实的无
奈，无以排遣，就只好寄托到梦中：

“长亭晚送。都似绿窗前日梦。小
字还家。恰应红灯昨夜花。”送走
友人后，凉月满天，如水的月华又
牵动了无尽的思念：“凉月送归思
往事，落英飘去起新愁。可堪题叶
寄东楼。”

他是个千古痴情人，黄庭坚在
《小山词序》中称他为四痴词人：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
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
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
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
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
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吴
世昌说：“语言明白自然，清丽宛
转，千古无如小山。”斯人已去，《小
山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大放异
彩，被千古传颂。

落笔成愁《小山词》
唐宝民

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好聊天实在太
难，碰到一个不会聊天的，分分钟就能
把天聊死，但情境所需又必须要聊，这
样尴尬的聊天被网友们称为“尬聊”。

说起“尬聊”，首先想到的是父母
与孩子。孩子年龄越大，“尬聊”出现
的频率就越高，这在中国是普遍存在
的一种现象。尤其到了青春期的孩
子，父母想向其阐述某种观点，他能静
心听完都算得上懂事，如果还能将内心
世界向你展现一番，那几乎是父母们可
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我接触过不少
孩子在读初中或高中的家庭，很多家长
的感慨出奇一致：别管聊几句之后尬在
那里，至少说明你们还有得聊，我家那
孩子，你还没张嘴，你就已经错了。此
种情况，家长或许可以用“逆反期”来自
我调节，用“别人家的也这样”来进行自
我安慰。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层，如不
尽快“破冰”，等孩子参加工作甚至组成
小家庭之后，“尬聊”的情况是否会愈加
严重？若再开一剂后悔药，如果孩子上
幼稚园或者读小学时就形成与其散步
聊天沟通交流的习惯，是否就能减少日
后“尬聊”情况的发生？

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过与父母
的“尬聊”。他说：“你不知道，我爬山
发个朋友圈，老爸会回复，就算爬到山
顶又有什么意思，连个女朋友都没
有！你说，看到这样的讯息，还怎么
聊？”也曾听过父母的心声：“现在的孩
子真是体会不到做家长的良苦用心，
你说我们图什么？还不就是希望能看
到她早点嫁出去，开启新的生活。结
果呢？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有一段时
间竟然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春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交流的
时分。外出打拼的游子们如归巢的鸟
儿般飞回温暖的巢穴，按理说，好不容
易回趟家，得有多少话说不完？但是

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新华社等媒体
近日调查发现，一些游子返乡后与家
人交流遭遇诸多障碍，有的陷入无话
可说的尴尬境地。这种“尬聊”，让人
烦恼，更多的是无奈。

当然，现在沟通的方式太便捷了，
各种社交软件几乎都能做到“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那种“复恐匆匆说
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情况已经绝
迹。想视频，想语音，拿起手机等电子
设备就能“见面说话”。然而，等到真
正见面之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甚
至有人说，平日习惯了文字、语音和视
频，面对面聊天还真感觉有些别扭。
在一些人眼里，过年回家就是在同一
张桌子上吃顿饭，因为其他事情依靠
网络都可以搞定。事物都有正反两方
面，科技的发达的确方便了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交流，从另一个方面看，确实
也减少了“期待”的含金量。

环顾四周，一众人在同一张桌子
上吃饭时，也都抱着各自的手机刷
屏。聊什么呢？几个来回的语言互动
之后便再没什么好聊的。即使在微信
群里，这个群聊死了，再转战下一个
群，有时候忽然会发现，十几个群竟都
慢慢没有了声息。好在不是面对面，
彼此并不会觉得很尴尬。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位前辈
在闲谈时指点我，一定要学会抽烟，会抽
就行，不必成为“瘾君子”。什么意思
呢？他颇有几分神秘：“你和别人无话可
说的时候，掏出烟来递过去，就能打破尴
尬，新的话题会在火柴燃烧时迸发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真有
些佩服他，那时候还没有“尬聊”这个词
汇，但老先生早已把破解之术传给我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男不问钱财，
女不问芳龄”，由此看来，钱财与年龄
对于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很敏感

的。我感到好奇，曾经试着问过一些
不同的男人每月挣多少钱，也问过一
些女性今年多大了。结果，很少人直
言相告，一些人转移话题，大部分人冷
眼相对，继而陷入“尬聊”之中。

问题产生了，有没有办法破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之所以会“尬
聊”，大概是因为聊天的人没有站在对
方的角度上聊。假若你问一个土豪，
一个月挣多少钱，他多半与你相谈甚
欢，说不定你想转移话题都转移不掉；
假若你与一位刚刚离异的人分享你自
己婚后的甜蜜生活，对方转身离开在
我看来都能算得上是风度翩翩。当
然，这与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没关系，我
想表达的是，话说出口之前，要考虑考
虑听者的感受。那样，别人才有可能
觉得与你聊天是如沐春风，如浴甘
霖。如若只站在改变对方的角度，则
很容易出现“尬聊”；再是出于好心，也
要尽可能尊重别人的生活价值，至少
照顾到别人的趣味。

还是泰戈尔说得好，“爱是理解的
别名”，套用一下：理解是化解“尬聊”的
神器。

有时，理解也非“万金油”。前几
年，我的妻子偶然得知自己小时候的
玩伴调来我们这座城市工作，于是兴
致冲冲地前去找对方叙旧，回来却是
一脸的惆怅。我劝她，两个人分开时
间太久，所经历的教育、所处的工作生
活环境、所经历的人和事，包括生理心
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过境迁，聊
不到一块去也正常。我后来想，这多
少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多
少年过去了，再见面我可能还是当年
的迅哥，但你已不是瓜地里那个刺猹
的少年，彼此只能默默无语，只能陷入
令人无奈的“尬聊”之中。

茫茫人海中，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散
了，从“有聊”到“尬聊”最后沦为“无
聊”，那么，只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
我的独木桥”。不过，也不必失意，有了
时光的发酵，机缘到来之时，彼此或许
又从“无聊”到“有聊”。毕竟，只要情意
在，世间万物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

遭遇“尬聊”
翟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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