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巷是我小时候家所在的巷子，
位于山阴县城东面，山阴火车站和山阴
旧一中的中间。今日闲来无事，突然想
回先进巷看看。

从朔州回山阴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五
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车很快驶入山阴
县城，我开始循着记忆寻找旧时的家。

顺着立交桥往下走。我想过了立
交桥右拐向南，走到去火车站的那道
街，然后从街中间的广场进去，向东，直
达中商街，然后从中商街中间的小东巷
进去，到达先进巷，这是我曾经常走的
一条路。虽然可以有几条到达先进巷
的路，我却独喜欢走这条路，这条路会
让我回忆起很多曾经美好温馨的往事。

记得很长的一道街，我却很快就到
了街中间的广场大门，可是，大门围了
铁皮，应该是修路或者修建，我想那就
继续往南，到了火车站然后向东拐进山
水巷，直走也可以到达先进巷。

山水巷的尽头是精神病院，往西走
一点就是曾经的山阴一中，山水巷的中
间是先进巷。

从山水巷沿着繁华的街道，走到了
十字路口，那四个大楼还在，只是修葺
一番后，透着新时代的光彩了。我放慢
车速，从拥挤的车流中穿过，看见通往
先进巷的路也用铁板围起来，我想，我
只能在十字路口再向北走，走走中商街
也好，从中商街中间的小东巷向东穿过
去先进巷。

可是，我目不暇接地看着老街改头

换面的繁华，不觉就走到了一处寺庙，
我恍惚觉得我一不小心已经走到了北
头起，北头起曾经听说有个寺庙，如今
这个寺庙已经重建。

我想索性就从北头起寺庙的右边
向东走绕到先进巷后面的曾经的山阴
一中，然后向西走，也能到达先进巷。

走过北头起，向东，一条繁华的大
路在我面前延伸。宽阔的六车道柏油
马路，林立的高层楼房，我的眼前一亮，
视野瞬间变得开阔，一股赏心悦目、心
境澄明透亮的感觉，我仿佛穿越了，从
一个小镇穿越到了大都市，我的车路过
一个个高层小区，金玉花园、棣阁文盈、
浦东新区、时代华庭……小区大门豪华
威严，大门前面宽阔干净，大门里面，假
山喷泉，绿树成荫。这小区，不就是繁
华大都市里的小区吗，怎么一不小心落
入这个小镇？

从一个一个这样的小区穿过，突然
恍恍惚惚，分不清自己是在小镇还是在
北上广的大都市，灰色黄色墙体的楼
房，庄重的铝合金窗户，绿意盎然的草
坪，我不知道我的小镇发展得这么快，
已经跟上大城市的步伐。

走过这样的十来栋小区，走过宽阔
的柏油路，我在记忆中搜寻，这里是曾
经的哪里？我从哪里转弯才会找到曾
经的山阴一中，转回到先进巷？

可是，这里已然是一个繁华的都市
了，我从哪里才能找到它旧时的痕迹？
这里，曾经是哪里呢？正在困惑时，看

到路边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精
神病院”。啊，我找到了，过了精神病
院，就是一中，过了一中，往西走，就是
先进巷。

我激动地跟着指示牌向西拐进去，
这是一条乡间小路，我记得它，我想着
曾经，不觉已经走到山阴精神病院的门
口了，前面的路又用铁板挡住了。

此路又不通啊，我只得下车查看，
前面确定是在修路。我只得问了一位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医生，怎样才能回到
先进巷？他笑着说，这里一直在修建，
你当然不好找了，你再从来时的大路返
回去，从左手边看到一条大路进去，就
是以前山阴一中的东墙外，过去后就可
以到先进巷。

我谢过后，原路返回，终于在热闹
的街头找到这条一中东墙外的小路，它
和曾经一样的静谧，思绪陷入久以前的
岁月，不觉走过小路，向东拐过去，一条
熟悉的路出现了。

闻着熟悉的味道，找寻着曾经回家
的路，看见一个熟悉的路口，走进去，

“先进村”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只是，
它怎么比我记忆中的小了，先进村委会
大门前已经硬化，找不到我小时候的痕

迹，周围的房屋也有变化，都被水泥包
了，我只能再次调动记忆，找寻我回家
的路。

我的家在先进大队村委会后面，我
便沿着村委会的墙往后走，是了，就是
这道小巷，先进巷，两旁的房屋依旧亲
切，只是路都是水泥铺就的了。

曾经这条路坑坑洼洼，一下雨更是
泥泞的出不去，小时候无数次的深一脚
浅一脚行走在泥泞小路的边缘，如今，
这里是水泥路，还有了下水道。十年前
回来过，还是曾经的模样，一点没变，我
想它已经被时代遗忘了，曾经有过突然
的心疼。

何时，修了这样的水泥路？竟不得
知。时代原来并未遗忘它，它也与时俱
进了。

拐进去，我儿时的家就在眼前了，
它虽还是旧时的模样，但是，旁边那个
偌大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不见了，开阔
干净的水泥路上放着三个垃圾桶。洁
净的水泥路把记忆中的垃圾场已经覆
盖了，代替它的是绿色的垃圾桶。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我小时候的
家，先进巷已经有了新面貌，我小时候
的家附近已经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新城，
不复以前的模样。新时代的大潮席卷
而来，它大刀阔斧，改变了旧时小巷的
容颜、小街的风貌，而且，依旧在建。我
想，我再回来的时候，它更会变得让我
认不出它的模样，它将以全新的姿态展
现在我的面前。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就让我
张开双臂迎接美好的未来吧！

重回先进巷重回先进巷
●●樊海霞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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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三时许，我在开发北路
熟悉的林荫人行道上来回折返着“健
步走”，忽而想起有个微信需要回复，
此时路上没有任何行人，因而我就边
走边翻阅手机微信。

“咣当”——突然一个声响传来，
我抬头一看，在便道上有一辆行驶的
电动车，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了地
上。我急忙跑过去一看，一个女孩双
眼紧闭，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眼镜及
手机也散落在地上，电动车的链条也
掉了。

我左右回顾，看了看路上没有任
何大小障碍，现场的下水道的井盖
也没有问题。此时路上没有行人，
路过的车辆也不停车。“咋办？扶不
扶？”我想，我肯定不敢轻易去扶，于
是就赶紧呼唤女孩“醒一醒，你能动
吗”。这时女孩身子略动了动，头也
摇摆了一下。

我想拍张照片，但一看女孩年轻
漂亮，因而就想——还是不拍照为
好。片刻以后，女孩睁开眼睛就问“我
的脸破了吗”？我看了一眼，除了额头
擦破了一点皮、有些红肿以外，并无什
么大碍。“没事，你放心吧，”我又急切
地问她“你能坐起来吗”？ 女孩痛苦
地答道“没事儿”，过了片刻，她就自己
尝试着坐了起来。当时我也不好意思
去搀扶，赶紧将她的手机、眼镜从地上
捡了起来。好在只是眼镜腿儿损坏
了，手机看似没啥问题。

看着女孩身穿紧腿裤，也不会存
在裤脚卷入车轮的可能性呀，于是我
又急切地问道“你咋能摔倒呢？是电
动车坏了吗”？“你需要去医院检查
一下吗？”女孩只是将头埋在怀里，不
言不语。“你家在哪里？我帮你联系
家人吧？”我又问道。女孩回答“我
是 中 北 大 学 的 学 生 ”，此 时 我 在 想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不是改名为
山西工学院了吗？“那你赶紧联系
同学吧，”我说着就把她的手机递给
了她。

“不用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女
孩说着挣扎着起来，坐在了马路牙子
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女孩的右肘及
脚踝擦破了点皮儿。估计刚才女孩突
然间被摔懵了，现在女孩已经完全清
醒，我想应该没啥大问题了。于是，我
就用手机拍了现场照，然后又将电动
车扶到了马路边上。

不过，我仍然有些不放心女孩，于
是就暂停“健步走”，与她攀谈起来。
原来女孩是中北大学朔州校区改名前
的大四的学生，现在已经毕业，很快就
要离校了。

看到女孩已经正常、平安无事了，

我感到很欣慰，于是就继续健步去
了。等我再返回来时，女孩已经能够
正常地走路了。“叔叔，谢谢您！”女孩
很诚恳答谢我，而我也随即叮嘱道“以
后骑车小心一点呀”。

女孩道谢后走远了，我却一直在
琢磨，她为啥骑车就突然摔倒了呢？
在左思右想之中，我突然领悟了——
原来女孩闭口不谈其骑车摔倒的原
因，可能是她单手扶车把并接听电话
或者看手机吧。如此这般的话，当她
骑的电动车越过下水道井盖时，车把
突然一歪，她与电动车也就猛然地摔
倒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路上没有
其它行驶的车辆，否则的话，后果就不
堪想象了。

晚上我静坐下来，反思自己走路
看手机、女孩骑车摔倒的事，真是细思
极恐呀。暑期即将到来，上学的孩子
们很快就要放假了。在此，我们应该
郑重地提醒大家（尤其是外卖小哥
们）——骑车或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
全，不要单手扶车把，也不要随意接听
电话或看手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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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树，生于江边。
紧靠火种，在千万年前。

在我年轮的夹层中，
刻着一位诗人的遗言，
他将与水相融，
与天地相欢。

自此我的树叶再非树叶，
而是谱着音韵的苍凉诗篇。

“所不死者，垂名万年。”
我总是沉吟，借冽冽风寒。

山西的山
我们怎么都想着逃离，
遗忘了脚下的黄土地。
离开时再看远处的山，
是否察觉出她落寞的贫瘠，
和她无奈的叹息：

“若你们执意离去，
请别忘了，下次为我提笔，
山西的山，要带着苍老和锋利。”

破晓
你问我什么是破晓，

我说是西边零星的鸟窝，
搭在树上与月比肩，
树的脚下沟壑交错。

你问我何时死亡，
我说那便是破晓。
日光普照前一刹，
我的灵魂虔诚下跪，
将自己归还
大地的宽厚与仁孝。

最好
最好林间喧哗，
树叶抖落身上的灰茫。
最好啄木鸟总是打盹，
老树静倚着阳光。

最好湖畔有一秋千，
湖面映着弦月和天空。
最好有一阵晚风吹起，
伴着清朗的蝉鸣。

而那时我刚好独醉，
等着日月又一次轮回。

汨 罗 江 边（外三）
●●王一然王一然

先自表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本人如是回答：我是个一辈子在医
院家属院窝居，又一辈子在市委从事文
字工作的“笔杆子”。日常亲见亲闻在
鲜血淋漓的“生死场”中挣扎的人，又习
以为常耳闻目睹在“近水楼台”的“名利
场”中打拼升迁的人，这样强烈反差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使我较早看淡了人生
的生死沉浮，同时也塑造了我执着倔强
的品性，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文学是我终生的爱好，尤其是个“红迷”
发烧友。幼时十几岁就从父亲的旧书
箱中偷看过《红楼梦》，多出于好奇，但
印象不深。二十几岁再看时,只关心爱
情故事。三十几岁又看时，较多关注人
情世态。四十几岁复看时，比较专注于
人物的命运。每过十来年总要重读一
遍，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大多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如轻舟过河滑过去了。直到
离职后，有了自由的时空，才再续“前
缘”，再解未了情。

记得退休时曾以陶潜的《归去来兮
辞》与同行共勉，职场生涯的结束，不是
写作情缘的了结，而是自由撰稿人生的
再出发。花甲之年没有走进“桃花园”，
却一头扎到“大观园”，不改痴心，一往
情深。只不过是从命题的“官样文章”
转换为自由的审美文稿，虽常引外人讥
笑甚至家人抱怨,但由此开启了我人生
的第二个春天。游走大半生，归来仍少
年。我与《红楼梦》的缘份，没有任何功
利目的，全都是思想、精神、心灵、生活
的渴求。我所谓的观红谈红，像老农在
自家田地耕耘一样踏实，完全是思想认
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审美认同，是
内心的呼唤、精神的寄托、生命的需
要。我是把《红楼梦》作为小说，当作文
学圣经来拜读，只作文学阅读、审美鉴
赏和哲学思考。期间，偶有所得，或感
或悟，随兴散记，闲笔漫谈，旧文新作，
累积成册，与同好者交流，以博一笑。

我阅读《红楼梦》，是一个不断阅
读、逐步感悟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修
炼、自我净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一个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
水不是水；又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
水这样的过程。欣赏《红楼梦》应读原
著，学原文，天天读，月月读，悟其情，解
其义，知其境，感其韵，品其味。走进

《红楼梦》，除了阅历的丰富、学养的积
累，关键要破我执、破法执，不断剔除遮
蔽自性的尘埃，包括各种名词、概念、方
法、妄念，如此放下负累才能轻松谈论

《红楼梦》。因为《红楼梦》的哲学要旨
就在于看破一切色相。人生的成熟过
程也是“看破红尘”的过程，把各种色相
都看破，把物色、财色、官色、美色、器色
都看穿，从色中看到空,从身外之物中看
到无价值,便是大彻大悟。《红楼梦》不是
虚无主义作品，是在放下各种妄念和世
俗追逐之后仍然有对“情”的大执着、大
哭泣、大思念，万事皆空情不空，一切都
了情不了。文学鉴赏是个人的感受、感
想或体悟、领悟。这种个人性的审美，
很难用实证的方法，用逻辑和计算的方
法。没有佛教的东来，就没有禅，就没
有《红楼梦》。中国的禅宗，便是悟的哲
学。尤其《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大悟书，
充满佛性悟性，正好用悟对悟，用直觉、
联想的方法，紧贴小说文本去综合分
析，进行感悟研判。人类有实在性真理
和启示性真理，后者只能凭直觉、凭体
悟，去悟证。比如小说中的“梦幻”，宝
玉的“意淫”，黛玉的“幽香”，宝钗的“冷
香”，主要人物的心灵内涵，只能意会、
神通，只有靠悟证才能获得，唯有悟证
才能把握其核心命脉。不能用头脑用
皮肤，而要用心灵去感应，用生命去体
悟，明心见性，以心传心，以悟读悟，心
心相印，与作者产生灵魂共振，如此才
能逐步走入《红楼梦》的殿堂。曹雪芹
自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或许已透露——
唯有痴者解其味。

《红楼梦》是国宝，是经典极品，是
人类智慧的最高峰，可以与人类有史以
来的任何一部伟大作品媲美，是近代中
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文化的集
大成之作，更是文学的坐标和参照系。
早在清代晚期陈蜕先生就提出了曹雪

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
《红楼梦》应归入子部。红学泰斗周汝
昌认定，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天
才，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水平的思想
家、哲学家，是相当于释迦牟尼和孔子
一级的大哲士。建议为曹雪芹立祠建
庙，像成都的草堂少陵祠看齐，一个是
诗圣祠庙，一个是稗圣祠庙，遥相辉映，
供后人瞻仰礼敬！刘再复先生把《红楼
梦》视为“袖珍的祖国与故乡”。还有这
样的说法：“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
书也惘然。”著名作家王蒙说了句狠话，
不读《红楼梦》这辈子就白活了。领袖
毛泽东就讲：“不读《红楼梦》就不是一
个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曹雪芹
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还
给世界贡献了华美的篇章。他还说，曹
雪芹对当时社会生活做了全景式的观
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可见，这部文化
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小说之不同，
影响巨大。《红楼梦》自产生以来，各种
研究、批评、论辩汉牛充栋，各种理论、
学派应运而生，无论考证、探佚、索隐，
不论红学、曹学，恐怕任何一家之言都
难下断论。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的
研究，王国维、鲁迅、胡适、蔡元培、俞平
伯、陈寅恪、聂绀弩、舒芜、林雨堂等名
家辈出、各有建树，前辈的成果都是我
们继续探索的阶梯。

中国几千年文明才孕育出一部《红
楼梦》，问世以来就以其灿烂的光辉照
耀着中华大地，以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
力，倾倒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中国人对《红楼梦》的喜爱，似乎已
经超越了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迷恋，人们
围绕着《红楼梦》总有说不尽的话题，以
至于产生了红学这种专门的学问。外
国有“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有

“说不尽的曹雪芹”。《红楼梦》作为一个
伟大的文化存在，代表着中国文化未来
发展的方向，它带给中国人的是无穷无
尽的艺术审美、精神享受、人生感悟。
百科全书的评价绝非过誉，你想了解什
么，你还想知道为什么,你总能在这部小
说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并且即刻产生一
种亲切感、信任感，或有相见恨晚的遗
憾，或有老友重逢的感慨。

欣赏《红楼梦》，还是要读故事、读
人物。尽管这部书千头万绪，人物众
多，情节复杂，但只要抓住贾府由盛而
衰与宝黛爱情、悟道出家这两条线索，
看这本书就有了脉络，就不会觉得混
乱。阅读《红楼梦》，要入乎其中，出乎
其外。不能嗜红成瘾，产生异化，钻进
去，出不来，中了蛊，那就成了《红楼梦》
的虫子。所以先把故事、人物读通，因
为尽管我们距《红楼梦》时代已近三百
年，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构成文学的内核、社会众生相，每个
人的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爱恨情仇、人性人情……这些
变中不变、同中不同，仍可以在《红楼
梦》里得到回音、共鸣，特别是当我们在
人生过程中，碰到挫折难关时，这部小
说中熟悉的人物、面孔、命运、场景、情
节、故事，或从正面、或从反面，给我们
以启迪，而豁然开朗，让我们思考，而幡
然醒悟。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红楼

梦》永葆青春活力的原因所在。
《石头记》《红楼梦》两个名字最切

合全书的主题主旨。有“记”有“梦”，说
明《红楼梦》是部家谱式小说、传记式小
说；又以“记”为基础进行虚构，表达了
作者关于人间世界的“梦”。“诗意栖居”
是《红楼梦》的总梦，即审美理想。主旨
可用“尊严生命，诗意生活”来概括。大
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作家、艺术家
的作品，如果真正称得上是天才的创
造，那么，就不应当是单一的色调。《红
楼梦》也不是单一的主题。《石头记》一
名以亲身经历为喻，《红楼梦》一名则点
醒是女性主题。“红楼梦”三个字意思是
说：石头化人，投胎入世，经历一生，悲
欢离合，如红楼一梦。全书写的是众多
女子的不幸处境与悲剧结局，写兴衰、
荣落、聚散、悲欢、炎凉、美恶等相对相
反的巨大差异与变化。“沁芳”是全书的
总象征，即“花落水流红”的痛语浓缩，
也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另一艺
术表现方式，“葬花”“饯花”均是最好的
注解。全书的主题即是：春的践踏，美
的毁灭。整部《红楼梦》所追求的“梦”
就是诗意恋情、诗意栖居和诗意生命永
存永在的梦，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青春
颂”。总之，《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写
了王公贵族，但主要描写了一个贵族家
庭的生活及其盛衰，最后指向人世的沧
桑无常。而伴随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衰
落，演绎出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
王熙凤等为代表的青年男女特别是诸
多女儿的生活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
剧、婚姻悲剧，深刻地写出了人情世故、
炎凉世态，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对社会、
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所以，《红楼
梦》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作“泪书”

“血书”，是史诗一般的千古绝唱，是哀
婉的乾隆盛世的记录，是中国文化的

“天鹅之歌”，是千古不灭的诗意生命的
挽歌。

《红楼梦》是一部活色生香的中华
文化的艺术作品，曹雪芹的一枝椽笔，
囊括真善美，包含儒道释，贯通文史哲，
手法千变万化，出神入化，是我心中的

“泰山北斗”。我这个在市委工作一辈
子的“笔杆子”，是个唯人、唯情、唯爱主
义者，自不量力，蚍蜉撼树，阅红评红，
恐引世人非议。俗话说：十月怀胎，一
朝分娩。我的“红缘”大约四五十年,一
年分娩,可能是个“怪胎”，但毕竟也是我
的“孩子”。在这期间断断续续、曲曲折
折，艰难行进，百味尝遍。拙作《红楼十
二曲》,表示我对《红楼梦》的多方面感悟
与理解，正好与小说中的多层十二相合,
不过是比喻读《红楼梦》可从多个方面
去诠释，并非只限于此，切勿“以词害
义”。从中既反映了我的审美观、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又照见了我多年来
阅红观红的轮廓轨迹，以及笔痕心迹，
也反映出我的人品学养。这一领域是
最能体现“双百”、发扬学术民主的地
方，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将拙作敬献给读
者，不吝赐教，幸甚。每个乐章可能只
是雪芹灵魂投影的一点、一角、一面，合
起来就是一阕悲怆的交响曲。以此表
达我对大师的仰慕与膜拜！

是为序曲，诗曰：
千红万艳沁芳溪，同悲一哭群芳碎。
红楼大观解梦人，堪叹古今情不尽。

红 楼 序 曲
●●赵永泽赵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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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老屋人家
炊烟山屋古道，袅袅何其妙。六

畜耳边曲，齐音律、抒情调。乡土萌寸
草。春光照。迎客桃花笑。

门庭考。深房筑梦，灶前白发翁
媪。田头问食，厮守安平温饱。此处
人文景致好。知晓。清风厚德遗老。

长城脚下是故乡
怀愁冰雪日，心系故乡春。
常忆陈年事，独嗟邻里人。
真忘残夜尽，乃当壮年身。

喜极情深处，归来已向晨。
远山青不尽，芳草翠如茵。
弱柳当年种，垂荫满目新。
友朋疑问息，客路往来频。
烽火曾经处，民风积厚醇。
旧关何止汉，明月可知秦。
一曲走西口，千年泪湿巾。

鹧鸪天·扬州行
三月扬州牵梦华，随风兜转入梅家。

阳春到处萌芳草，流水窗前赏雨花。
尝至味，试新茶。琴丝悦耳慰天涯。

西湖宜瘦千秋月，淡淡烟横挂暮纱。

诗 词 三 首
●●郝玉奎郝玉奎

人道雪梅香透骨，又言秋菊傲寒风。
喜见荷花水上舞，默默无言睡衣红。

咏 荷 花
●●刘刘玥玥玥瑶瑶

一座假山滴水真，满园芳草爽身心。
儿童最爱秋千荡，伸手摘得五彩云。

游平朔公园
●●高瑞宇高瑞宇

雁门关外

太行山上

清静

赵德邦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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