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

随想
□ 姜姜 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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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逼仄的办公室待久了，浑身哪

儿都不舒服。忽然想起，以前在顶

楼办公的时候，办公室旁边有个大

露台。那里，曾是我的天堂和乐园。

趁着休息的间隙，索性上了楼

顶，推开门踏上露台的那一刻，眼前

豁然开朗。顺着露台环顾远眺，几

百米开外，在春日暖阳的爱抚下，沉

默的霍山似乎多了几分俏皮，不远

处的麦田里，泛着绿光。一排排整

齐的家属楼，从掩映的树梢背后悄

悄探出了头。俯视南边的梧桐树，

虽然已近清明节气，依然还是一片

枯寂。再看北边的马路上和市场

里，却是流动着人和车，升腾着烟火

气。

一时竟有些眼花缭乱，不知该将

贪婪的目光落在哪里。而经过这一

番远眺和俯视，我的眼睛像是被淘

洗过一样，心也跟着敞亮起来。在

这不动声色的春光里，我僵硬的身

体似乎也变得柔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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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以来，连着几个周末，我都

会去河边，与其说是等春，赏春，不

如说是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在我

的心里，固执地认为，只有桃花开

了，才是真正的春天到了。然而，连

着去了三趟，河边多情的垂柳含烟

吐翠，海棠和紫荆相继开放，只有桃

花的蓓蕾迟迟未开，不由得有些失

望。

等花不开，我只好把目光移向了

别处。疫情还未消散，人们都戴着

口罩。虽说已是春天，空气中还透

着几许寒意，悠闲漫步的人们，依然

穿着厚实的衣服，但脚下的步伐是

轻快的。偶尔有几身轻便的运动

装，从身旁掠过，跑向了前方的春色

里。最是欢快的孩子们，争相玩着

滑板车、平衡车，叽叽喳喳，欢笑声

与打闹声，惊起了河中的几只野鸭。

河对岸，有高亢的音乐声传来，

有人在空旷处跳舞。头顶传来一阵

轰鸣声，抬头，一架小型无人机盘旋

在河面上，那是摄影爱好者在航拍

这美丽的春景。心也随之飞向了高

空，飞向了远方。尽管依然没有等

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景，我

却感受到了更加辽远的春天。人们

心心念念地盼春等春，喜爱春天，正

因为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生生不息的

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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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那盆朱顶红养了好些年，

以前年年春天含芳吐艳，最近却连

着两年没有动静。今年开春的时

候，我也没奢望它能再度开花。

然而，还没出正月，这株朱顶红

就悄悄冒出了花剑，而且接二连三

长出四枝，似乎要把前两年欠下的

都补回来。于是，每天看着一枝枝

花剑长高长大，一个个花苞裂开绽

放，我用手机记录下它们一点一滴

的变化。因了这个小小的牵挂，平

淡的日子多了几分生趣。终于，朱

顶红上的第一朵花悄然盛放在春光

里，也盛放在我满心的欢喜里。此

后，花儿次第开放，将美丽赠予我，

将春意留下来。半个多月以后，最

早开出的那朵花已经有些枯萎了，

而紧挨着它，另一枝花剑上的花则

开得正红正艳。

一朵花盛开，一朵花凋零。这对

比鲜明的画面，令我心下一惊，而后

又有所释然，生命的过程不就是这

样吗？正因为有朝一日，生命终会

凋零，我们才要倍加珍惜旅途中的

每一日每一程，努力吸收养分，默默

积蓄力量，绽放出最美的自己。如

此，才不负这美丽的春光，不负这宝

贵的生命，即使走向凋零，也会留下

花香和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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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去上班，地铁上总会听到呵欠声

和抱怨声：“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迟，周末加

班是家常便饭，这工作简直像紧箍咒，让人喘

不过气，真想睡到自然醒……”

谁不希望摆脱工作的束缚呢？谁不向往闲

云野鹤的生活呢？但既然需要通过工作来保障

生活所需，为啥不能从工作中寻找乐趣呢？

一次，我们正埋首在图纸堆里，一个监理

在工作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引得同事们一阵

惊叹。我们种的乌桕树，长得高大多杈，叶子

落尽之时，露出四瓣雪白的小果实，星星点

点，挂满树梢。天是蓝的，乌桕果是白的，别

具一番淡雅与繁美。乌桕树下，两位男士穿

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临着长江谈论工作，

身上披着一层阳光的斑点……硬生生的工作

照竟然如此富有诗情画意，我们啧啧称赞，还

开玩笑说，如果换上穿古装的俊男俏女，就更

美了。同事笑成一团，枯燥的项目部里弥漫

着愉悦的气氛。

有一次在现场测量，我拿着轮式测距仪测

量路面。A区已经对外开放，初春的阳光暖暖

地照射过来，河边有垂钓的老人，路上有跑步

的青年，几个头上戴着休闲帽，颈系鲜艳纱巾，

穿得花花绿绿的老太太，在我们已完工的船型

广场，打卡拍照。船型花坛里，小兔子狼尾草、

粉黛乱子草，绿油冬麦草，质朴和自然的背景

把她们衬得美丽妖娆，给人一种盎然生气。我

沉浸在视觉的盛宴里，突然领悟到工作的意

义，工作不仅意味着辛苦劳碌，也意味着收获

与满足，为城市增添活力，为市民提供生活便

利，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价值追求。

工作的本质，就是互利互惠。我们在为

别人服务的同时，也享受着别人对我们的服

务。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回”。世界，

其实就处于“帮助他人，成就自我”的良性循

环之中。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再抱怨

工作，而该热爱工作。“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热爱工作，就会发现工作的美好，享受工作的

快乐。

热爱能抵岁月漫长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 蔡随芳蔡随芳

古代梅瓶是传统名瓷，梅瓶是一种小口、

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

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

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

为梅瓶。

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

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

《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

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

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

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

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腹有“清沽美酒”与

“醉乡酒海”的诗句。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

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梅瓶多制

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

优美。

磁州窑在宋代是著名的民间瓷窑，梅瓶

是磁州窑系代表器物。工匠艺人在设计与制

作梅瓶时，将人体美的因素融入了梅瓶抽象

的形体造型中。瓶体细高，短颈小口，丰肩瘦

腹，权衡比例犹如古代淑女，玉立亭亭。黑色

的牡丹缠枝纹饰，就像一件漂亮的外衣，在适

合着瓶体，使细高的瓶体显得端庄富丽，给人

以娴静挺秀而又朴实的美感，显得十分大

气。以审美眼光看，瓶体又展现出人体抽象

美的含义，因而让人十分喜欢。

宋代民窑梅瓶，制作成型后，要先在瓶体

施一层很厚的白色化妆土，再施加含铁量很

高的黑釉，然后用墨笔在上面分割出不同的

装饰部位，再在每个装饰部位上勾画出所要

装饰的纹样，这时工匠用竹笔划绘出正式的

纹饰，再用竹刀剔去纹饰之外的黑釉，接下来

再罩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白釉黑花十分明

快。

宋梅瓶是装酒的器具，上博收藏有两件

磁州窑梅瓶，瓶体上饰有“清沽美酒”和“醉乡

酒海”的字样。由此可知，当时梅瓶是装酒的

容器。梅瓶很美，贮酒仍是它首要的实用功

能。为了盛酒多，又不失“窈窕淑女”之美姿，

制瓷艺人把它最大的直径往上提高，这样加大

了盛酒的容量，又不失瓶体优美的形象。美酒

美器，让人喜闻乐见。梅瓶上部重大，下部窄

细。这样重心较高，日常使用时容易倾倒。为

了保持瓶体稳定，制作者在成型时，往往巧妙

地将瓶体下部加厚，致使底足厚重不易碰倒，

保障了它的实用功能。搬动时，梅瓶形体适合

捧在怀里，和置放在安定架上。由于梅瓶有很

高的审美价值，后来人们不再拿它来装酒，而

是摆设在家中，供人欣赏。由此可知，陈设瓷

是由日用瓷发展而来的。

最初的陶瓷器皿，是单纯模仿自然形体

而成，比如模仿瓜型和葫芦型等等。而后才

逐渐依据不同器物的使用功能和制作者的审

美意识，来进行独立设计和制作，由低级到高

级，由巧的遇合再到熟练的掌握，在反复实践

中得到启发，总结出规律制订好程式。梅瓶

和其他一些陶瓷器皿，大体上是这样进化而

来的。

宋代梅瓶，以刻绘黑色花纹者为上品。

自从邢窑烧出白瓷之后，磁州窑器物上的釉

上刻绘和同一时期的红绿彩，应算是白瓷釉

上早期的装饰。白瓷最早出现于北齐，经隋

至唐，白瓷烧造已成熟。最著名的白瓷窑，当

属隋唐时期的河北邢窑。邢窑烧出了如雪的

白瓷，从此开创了瓷器釉上彩绚丽多彩的新

时代。

宋梅瓶纹饰题材广泛，常见的有牡丹花

卉纹、游龙云纹、山水纹、鱼藻纹，还有世俗人

物等。装饰样式有牡丹缠枝式、游龙云纹单

独纹样式，还有锦地开光式等。

宋梅瓶体型一般都较高，在视觉上略有

不安定感，装饰部位的分割，就是为了减弱这

种不安定感。这样横破竖高，在视觉上就舒

服了。几个装饰部位又按主次做宽窄之分和

疏密之别。这样的装饰，求丰满求均匀。整

体纹样要适合瓶体整体空间，局部纹饰也要

适合局部空间，处处讲适合，处处求饱满。纹

饰越饱满，瓶体就越显稳重和美观。

宋梅瓶，从造型到装饰，无不表现出宋代

民间工匠的才能和智慧，还有他们那朴实无

华的艺术语言。明清两代，梅瓶已成为景德

镇的官窑产品。这时梅瓶胎质已完全瓷化，

宋梅瓶在材质上应属半陶半瓷。明清梅瓶，

形体不像宋梅瓶那么细高，而是略显敦实，立

地稳当，口底反转交待非常清楚，瓶体曲线也

柔和，且抬肩收腹撇足，有着美男子的气韵，

显得振作而生动。

四爱梅瓶是元代的文物，小口外撇，短颈

丰肩，胎白体重，施白釉，上绘青花纹饰，在肩

部饰凤穿牡丹，腹部为主体纹饰，有四个菱形

开光，内绘“四爱图”，即:王羲之爱兰，陶渊明

爱菊，周茂叔爱莲，林和靖爱梅、鹤，人物形象

生动，下层为一圈变体仰覆莲纹，三层纹饰以

忍冬和锦带纹相隔。整体纹饰层次分明，繁

而不乱，为进口青料，色彩青翠艳丽。

明清梅瓶，多以青花纹饰为主，色调雅

致。装饰题材多样，常见的有龙凤纹和人物世

俗画及山水画等。由于一些文人画家参与绘

瓷，致使明清梅瓶文墨气十足。明清梅瓶在工

艺制作上要求严格，这是宋梅瓶所不及；而宋

梅瓶潇洒自如的风格，又是明清所不如的。

梅瓶梅瓶

□□ 王家年王家年

料峭春寒。一连半个多月的春雨仿似无数把小银锁，

将人锁在屋内。

乡下菜圃的种子一定破土而出了，雨滴汇合成小溪，

将作物一一灌溉。

在离故乡不远的城市工作，周末的雨天，居家无事消

遣。书桌上年前购买的书籍已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内心

不免苦笑，真是“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

一时兴起从书桌中抽出了一本书，仿似推开了一道陈

旧的木门。读小说，读了几页便心生退意，顿觉书中故事

繁缛，人物关系复杂。算了，又从书桌中抽出了另一本，好

像是在抽盲盒。

这是著名诗人梁平主编的年度诗选。虽是2019年的旧

书，但对我而言，没有读过的书都是一个新朋友。读一本诗

选，比较随心所欲，无论从哪一页开始阅读都可以迅速进入

读书状态。读书第一要义应该是悦己。有幸读上一两句巧

夺天工的诗句顿时神清气爽，有触电一般的快感。

在屋内读一本诗选，不用刻意营造诗情画意的环境，

在俗世中读一本书其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在朋友

圈看到过一个诗人朋友发的感慨，现在都不太读诗集了，但我

每一年的诗选都尽量阅读。诗选是从各大刊物上选了又选

的作品，大浪淘沙终归是有一些“珍珠”的。

有时，我也在想，读书的价值是什么？记不清在哪看

过这样一个观点，最珍贵的事物往往都是没有价值和免费

的，比如空气。或许，读书也是这样。悦己和求知，二者得

一便是美事。

雨天读一本诗选，诗中有四时、黄昏、月光以及万物生

长……

雨天读一本诗选
□ 严来斌严来斌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

天……”转眼又到了草长莺飞春

暖花开放风筝的时候，可是我从

小到大都没有放过风筝。

我问母亲放过风筝没有。母亲

说她小时候要帮外公外婆喂猪喂羊

喂鸡鸭，春天要到山上拔草，哪里有

时间放风筝。母亲生了我们几姊妹

以后，彼时家里穷，哪里有钱买风

筝。

风筝真正引起我的关注是去年

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刚刚退休，就受邀去

一个平台做编辑。平台第一次举办

的征文就是写放风筝的故事。

我在编辑这些征文时，既兴奋

又认真，有些修改地方拿不准的，我

还咨询先生的意见。我和先生是组

合家庭，结婚十四年了。虽然也有

过争吵，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

我们越来越合拍了。

征文中有一篇写风筝与婚姻的

文章。作者讲述的是他与妻子吵架

了，到广场上散心，看到许多孩子在

放风筝，还看到一个快80岁的老人

在卖风筝。作者向老人讲了他的烦

恼。老人说，婚姻像放风筝，彼此都

可以成为那个放风筝的人。不管男

女角色和位置如何转换，只要掌控

风筝的那个人，不生拉硬拽把线扯

断，彼此就会相安无事不离不弃。

从作者的文章我联想到自己第

一次婚姻的失败。我就是把对方看

得过重，明明知道抓得越紧越容易

使婚姻变形，却还是不遗余力，结果

距离远了，心凉了，人走了。其实，

我那时除了想着抓住对方，也要适

当地松一松抓紧的手；婚姻就像放

风筝，适当地收放，才能让感情越来

越好。

曾经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每

个人都是一只被牵挂着的风筝》：儿

时，你是父母手中的风筝；上学后，

你成了老师手中的风筝：工作后，你

成了领导手中的风筝；成家后，你成

了妻子手中的风筝；老了后，你又成

了子女手中的风筝。作者感悟到：

人生是风筝，总有一根线牵着你，或

长，或短，你在这头，爱你的人在那

头。

也曾读过卡勒德·胡赛尼著的

《追风筝的人》。书中说：”曾经那个

愿为我千千万万次捡风筝的人已经

逝去，人生中错过了就不会再得到，

也许我们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

乎都已经晚了。每当放飞风筝的那

一刻，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

真的珍惜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林清玄说：“父母对待儿女，虽

然儿女像风筝远扬了，父母的心总

还是绑在线上。充满爱的脸是文字

难以形容的。爱，只能体会，不能描

绘。”

春光里 □ 辛宇卉辛宇卉

拌了一盘黄瓜，想淋上麻油，可

油瓶已空。在厨房寻了半天，依然

未找到麻油，只好将就着吃。用完

饭后，还是觉得缺了些什么，只好坐

到书桌前写一篇麻油，聊补遗憾。

芝麻油在我们这喊麻油，在北

方有地区被称香油。麻油之名重形

质，香油之名重气质。还有地方干

脆叫做芝麻香油，这是一个内外兼

修的好名字，彰显着本味，提升了滋

味，生成出欲说还休的回味，融汇生

活，存于自然。

没有汉代的张骞，就没有中土

的芝麻，也就没有调味的麻油。在

享受麻油芬芳的时候，我仿佛看到

了滚滚荒漠下，一位着汉装的老者

牵着马从西域走来，在他身后的马

背上，驮着好几个布袋。不知走了

多久，当他看到不远处的城墙时，终

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打开其

中一个布袋，夕阳下，泪光中，用手

捧起里面的一粒粒闪着熠熠光泽的

芝麻……也就从那之后，麻油像长

江、黄河一样，润泽了华夏，渗透到

味蕾中。

以麻油为媒，我见识了不少美

食，认识了很多地方。我在扬州吃

过麻油干拌面、在成都品过麻油鸡、

在安庆尝过麻油豆腐乳、在南京买

过麻油绿豆糕……麻油是是全国名

产，也是地方特产。一方水土一方

油，不同地方的麻油有不同的味道。

我最心仪的是故乡的小磨麻

油，其因以小石磨研磨得名。这并

非是偏袒故乡，而是吾乡麻油确实

好，之前有湖南朋友前来作客，我送

他两瓶麻油，他回去不久，又联系厂

家买了二十瓶。做麻油的俞师傅和

我说，小磨麻油不但要有好工艺，原

料也重要，以长江沿岸五十公里内

所种芝麻为佳，出了这范围，品质大

为降低。南橘和北枳之间，差的就

是天时地利。

麻油优劣，口鼻可验证。“油香

不怕瓶颈深”，好的麻油，开瓶后，香

味循循而来。抹几滴到入口，抿着

嘴，鼻息里喷出的都是芝麻香，好一

阵子，似乎鼻头上挂了一只叮叮当

当的小油瓶。

当下麻油也有“半进口”的——

国外原料，国产工艺。有商家为节

省成本，引进北非地区一年收获两

季的芝麻制作麻油，但这样的麻油

香味不浓，入嘴有一丝苦涩，相较本

土芝麻所制麻油，多有不及。

麻油起到的只是烹饪中的点晴

之效，不可多食。我的一位朋友结

婚时，因酒力不济，以麻油为酒回敬

宾客，结果事后得了肠胃病被送到

医院诊治，这样的花烛之夜注定让

他难忘，也注定成为朋友们茶余饭

后的笑谈。

麻油香麻油香
□□ 李李 晋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