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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微山·随笔

观春到老眼如镜
李沙(莲都)

� � � �我读书的时候，对面教室挂
了一副联子，是他们班主任自己
写的毛笔字，上联是“观春到老
眼如镜”，下联未曾记住，因为这
一句就很是让我惊为天人了。字
写得很漂亮，清癯干净，与这句
话相得益彰，我甚是喜欢，每天
都要探头去看几遍。

后来我读书读到辛弃疾的
《送湖南部曲》，看到“观书到老
眼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我才
知道这么些年是我误会了，那个
字不是“春”，是繁体的“書”。 可
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太深了，虽然
知道了本意为何，每每回忆起这
句子，我还是要念作“观春到老
眼如镜”，毕竟，我咂摸这句话咂
摸了许多年。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是观“春”呢？ 而不是观“夏”，观
“秋”，观“冬”？ 一定是夏天太过
繁盛，秋天太过萧条，冬天太过
肃杀。 春天刚好，春天是层次最
为丰富的，它是一点点、一点点
的萌生出来，渲染开来，直至不
可收拾的无处不在的铺天盖地

的春意盎然浸透到每一寸空间。
树梢头上的浅绿鹅黄，台阶墙角
慢慢长老的苔藓，次第开放的各
色花儿， 都在诉说着时光的流
转。从最冷酷的寒冬到最黏腻的
盛夏，这中间居然是由最温柔的
春天来衔接的， 它低吟浅唱，迂
回婉转， 让我们不要抗拒成长，
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忘却了生命
的单向，四季轮回里，蕴含着伟
大的力量。

孔子说过很多话， 我最喜
欢的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 ”“观春到老眼如镜”恰
好给了这句话一个生动而具象
的注解。《说文》曰：“观，谛视
也。”谛视，就是很仔细地看。用
心去看，心眼相通。我初中的学
校与瓯江一街之隔， 街这头是
大水门，那头是小水门。藉此方
便，我上学前，放学后，总要故
意花些时间去江边坐坐， 看山
看水，自得其乐。江岸下游是一
片小树林， 冬天刚过， 春天将
临，那林子顶梢还未长出叶子，
望过去一片氤氲如烟， 是我最

爱的光景，初中三年，我看了三年，
从来不觉得厌倦。 古人写诗，爱用

“烟树” 一词，“青萝袅袅挂烟树”
“烟树远浮春缥缈”，每每看到这些
诗句， 我眼前便浮现出那片烟树，
我，和写诗的人，便仿佛对上了暗
号，一个隔断被打通了。 记得我父
亲也曾对我提过一个词， 他说，以
前不懂桑之沃若这个“沃若”是什
么样的， 直至有一次去到一片桑
园， 看到满眼肥泽丰润的桑叶，恍
然明白古人写词之准确，“沃若”二
字便活了。如果不是亲眼见过许多
美好的风景， 那么许多美好的词
语，也终究不过只是纸上的黑白文
字，可惜了阅读者未能赋予它二次
生命。 或许，无论是观书，还是观
春，还是观别的什么，只要我们用
心去观、去思、去体验，终其一生，
自会心明如镜，悟得真谛。

“观春到老眼如镜”，虽然只是
一个孩子很傻乎乎的误会， 但因着
我的理解，却也成了我心中的真理，
教我于自然万物中，于生活百科中，
汲取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滋养自己，
浸润自己。

此日花事
任惜春（景宁）

� � � �这一天，注定与花事相伴。
晨起，信步走在水栋（即河边游步道，景宁

人尚且这般称呼）上,徐徐春风送来阵阵芬芳，
沁人心脾。 不用说，是水栋上那一树树吸睛无
数的梅花在灿然开放，其艳若桃李，灿如云霞，
极为绚丽。 随手摄下这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幕，
发到朋友圈，配文字曰：你好！ 清晨！

这样的清晨，为遇见如此的梅花而分外美
好！

推开办公室的门，映入眼帘的自然是窗台
上那盆正蓬勃绽放的长寿花，今天的它似乎比
昨日开得更为娇艳，十几个花头齐刷刷地吐露
着芬芳。 之所以如此宠爱此花，只缘于无意中
的一次发现和感动。 多年前曾栽种了一盆长寿
花，有天不小心弄断了一撮花头。 这花头便如
弃儿般遗落在阳台黑色的花岗岩上，艳丽的粉
色被衬得惨兮兮的，自是无人问津。 可就这么
个花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风里雨里，一
如既往、不管不顾地继续绽放着她那还未绽开
的花蕾， 犹如岩石上开了一朵永不败的花儿。
每次偶遇它，我都忍不住要注目凝视，这该是
多么奇特的生命力！ 对美丽的解读如此别具一
格。自此，我每年不栽它个四五盆不过瘾。此花
花期长，极易栽种，又值冬末初春绽放，恰好装
饰了这个稍显落寞的时节。

这不，这些天它们被我安置在各处，让那
丛丛红艳时刻陪伴我，温暖我。 前不久，我还将
开得最好的一盆送至乡下陪伴父亲。 年已八旬
的父亲愈来愈迷恋故乡那逼仄的祖居，常一人
久居，不肯返还城里，但伴随的是健康每况愈
下。 作为子女的我们甚为担心，却是无力改变。
想着长寿花好侍弄，它不会因为父亲的不事花
草而怠慢自己的花期，便给他老人家抱回去一
盆。 这些天，那盆长寿花该也是红艳艳的开，定
能如我所愿，能够及时给从书籍中或低头著书
中抬头的老人家送上灿然的微笑。

正思忖着今天得寻个空给父亲打电话问
候下。 发现有一花蕊的 QQ 头像在闪烁，打开，
某副刊一编辑在向我招呼，解释说某篇文章未
能如期刊出的原因。 望着电脑屏幕，那边的她，
真诚，负责；这边的我，诚惶诚恐，感激不已。 我
们虽素不相识，却因为文字，成了朋友。 日常
中， 将一些成熟或不成熟的文字发往他们，惴
惴中，希望得到的是支持，是认可。 于是，在人
海中， 便有了这么一种暗香盈盈的真诚的友
谊，告诉你在前进的路上并不孤单，鞭策着你
努力前行。

午间，小弟孟春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要种
植兰花，说昨晚抽空修整兰花，给整出不少。 小
弟最喜植物， 他家角角落落不缺的是花花草
草，整个居所弥漫着植物气息。 常常翻山越岭，
为的是找寻想一睹为快的某种植物。 每每跟植
物们一起时，用他特意购置的微距相机细心地
给它们拍照。 面对庞大的植物体系，他对它们
的名字了如指掌， 对它们的一些习性如数家
珍。 记忆力表现得这般强大，常让我感觉电视
节目“最强大脑”也不是虚构。 或许唯有挚爱，
才能如此上心。 他还为此特意开设了公众号

“植物者的告白”，每次将撰写的有关植物的文
章置放其中，这颗热爱自然的心和充满植物气
息的文字感染着无数的阅读者。

夜幕降临时，我开始种植从小弟处拿来的
兰花。

晚间，我枕着花事入梦，让缤纷的它们来
装饰我的梦境！

画中画
随风（市区）

� � � �三月的天，乍暖还寒， 天还
是下着小雨，瓯江边上，小船微
荡，远山云雾缭绕，烟雨中的古
堰画乡如诗如画。

蒙蒙细雨中，一个艳丽的红
点从远处向前移动， 走近看，是
一大一小撑着红色雨伞走来，应
该是父女俩吧，走到江边，在一
块稍大点的石头边上停了下来，
女孩放下书包，脱下外套，拿出
本子和笔， 在石头上开始画画，
一旁的父亲则拿着女儿的外套，
撑着雨伞为女儿挡雨，没听见父
女俩有什么交流， 似乎习以为
常，我想这肯定不是他们第一次
来这里画画。 好一幅景中画，画
中景！

古堰画乡依旧游人如织，
游船穿梭而行， 女孩时而抬头
看看前方，又继续画画，撑伞的
父亲依然未动， 很想探知她画
的是什么， 但又怕打扰她的思
绪， 就在稍远处看着。 粉色毛
衣，大红雨伞，如同江边美丽的
花朵， 成为今天这里最为亮丽
的一抹春色！

古堰画乡是丽水著名的景
点，这里白帆点点，一江春水向
东海，不仅自然风光独特，而且
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浓厚， 有建
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的通济
堰， 距今已有 1500 年历史，是
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
程 ，1962 年列为省 级 文 保 单

位，2001 年 6 月 25 日， 通济堰作
为南朝至清代古建筑， 还被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 这里人灵地杰，有
让习总书记记忆深刻的巴比松油
画， 一批有思想有担当的艺术家
借鉴了法国巴比松画家的精神：
画我家乡，走向自然，创作出了有
丽水特色的巴比松油画。 这里的
自然美景吸引了众多艺术高校师
生的青睐，成为学生的实习基地，
也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源
泉。 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一方
人让这里的水土更美， 这里定会
越来越好，或许若干年后，女孩的
作品也会走出丽水， 走向更加广
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