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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迎三月三上巳节。这个隐藏
在历史深处的古老节日，与“天下第
一行书”《兰亭集序》相互成就，一同
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完美体现出
传统节俗与艺术经典之间的再造
之功。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
上巳佳节，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
的王羲之，于会稽郡之兰亭，与当世
名士 40余人雅集修禊、曲水流觞、
玄谈赋诗。诗罢结集，众人推王羲
之为诗集作序。据说王羲之趁着微
醺，手抓鼠须笔一气呵成，写就《兰
亭集序》。之后他本想回家誊清正
稿，但终无法超越草稿，遂将其作为
传家之珍保留了下来。

岁月流转，《兰亭集序》光耀古
今。一次雅集，何以固化为永恒的
文化意象、成就流传千古的法书
经典？

唐代孙过庭《书谱》云“暨乎兰
亭兴集，思逸神超”。所谓神超，是
指书写者超越技法层面，进入到忘
除机心、纯任自然的超神入妙的创
作状态。何以至思逸神超？可从孙
过庭所谓的“五合”来看：“神怡务
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
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
然欲书，五合也。”上巳节，古人郊游

踏青，引河水沐浴，祓除不祥，称为
“修禊”，正是“神怡务闲”之时。当
时参与兰亭雅集者，大都是载入史
册的重要人物，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此即“感惠徇知”。当日，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诸峰映翠，修竹摇曳，此
正“时和气润”。执鼠须之笔，为器
具之良，此为“纸墨相发”。佳节承
邀，酒至微醺，乘兴作序，此为“偶然
欲书”。正是这众多因素的合力作
用，促使王羲之进入心手双畅的自
由境界。

外媚内遒、冠绝千古的技法高
度，造就“中和之美”的典范，也让

“兰亭”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
词，推动了上巳节的文人化传承。
虽然相传行书由汉末刘德升所创，
然后人未见在王羲之前的行书面
貌。即使王羲之本人书作，亦多行
草夹杂，纯然行书如《兰亭集序》风
貌者仅此一件。观此书迹，引锋纤
毫毕现，飘然而入，矫若游龙；字虽

铜钱大小，然愈放大，愈见其骨力洞
达，誉之为“入木三分”毫不为过。
后世书家，或得其肉、其骨，或得其
纵跃，或得其冲和，未有全面悉敌
者。既为书法史上所见最早，又在
技艺上冠绝后世，合“姿媚”与“风
骨”为一体，《兰亭集序》岂非“天下
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史上的
一颗明珠，更是文学史上的一篇佳
作，文情并茂、书文双胜的道艺契
合，体现了中国人永恒的精神追求，
也为上巳节注入哲学意蕴。作品前
半段描写山水之景，文辞优美，创作
之初，或有欲与西晋石崇《金谷诗
序》争胜的意识，故得时人与后世共
赞。作品后半段进入哲学思辨，论
得失之感、慨死生之叹，充满人生智
慧。推考其创作背景，东晋北伐沦
为争权夺利的手段，王羲之目睹黎
庶之苦，屡谏难止，不久后便誓墓辞
官，终身不仕。观《兰亭集序》，优美

文辞与哲学思辨之下，精神内核是痛
彻肝肠的隐忧，乃兴寄之作。《兰亭集
序》前半段书风如涓涓细流，春风拂
面；后半段至忧怛处，涂写狼藉，情辞
俱注。“天下三大行书”都是情与艺、道
与技高度融合的佳构，纵观书法史，能
将情技道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实不
多见。

后世有不少书法名家传摹临写
《兰亭集序》，庞大的摹本谱系构成了
“兰亭文化链”，即使在今天，亦可从中
获得不少启示。客观地说，随着学书
条件进步，当代学“二王”者中涌现了
不少好手。在技法层面很难说他们有
多大的不足，但总不乏“抄书”之讥。
一些创作者缺乏深厚学养，更遑论书
技之外的功言德行令人感佩，未能让
人“见其书而想见其人”。“书，如也。
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
人而已。”书为心学，要通过笔墨的表
征承载人的风神品学，实现文化精神
的自由与超越，铸就国家民族的文化
根基。非此，仅技也，非道也。

“书以载道”，书是道的载体，而非
目的本身。古人谓书有“厚人伦”“翼
卫教经”之用，在建设文化强国新征程
上，呼唤书法艺术的精神回归，是急切
的课题，也是我们重温经典的意义。

（据《人民日报》）

再读《兰亭集序》
□祁小春

我这几年买花的频率越来越高，不知不觉
间，家里窗台前的一小块地方，都快被花盆填
满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美好的事物，我
们总会心生向往。从玫瑰到百合，从菊花到郁
金香，四季都有花朵装点我的生活。尤其是一
到春日，各种花香交融盈满屋子，常令我心生愉
悦。其实，我喜欢买花，也是近几年的事。毕竟
过去的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无用的东西感觉买
了很浪费。然而，随着女儿渐渐长大，我渐渐养
成出门买花的习惯。因为女儿实在太爱花，每次
看见卖花的小摊或是经过花店就不肯走，非要我
们给她买一束或一盆，才愿意离开。久而久之，
我有时逛到超市的绿植区，看到货架上摆放的一
盆盆绿植花卉，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购买的冲动，
若是看到价格合适，定会随手买一盆带走。

虽然直接插在花瓶里的鲜花很美，但花期
实在太短，盛开不久便会蔫掉，所以，我平时更
青睐于买盆栽花。碧玉、佛手、月季到水仙花、
招财树……都曾被我收入囊中。这些盆栽花一
溜儿全都摆在窗台前，每天等待着我的“检
阅”，照顾它们，我一向用心，一两天要浇一次
水，每一两个月还要给它们施肥。每次看到盆

栽里的叶子翠绿发亮，花骨朵饱满待放，我心中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

一个春日傍晚，我从农贸市场出来，眼角瞥
见路口有一个卖花的移动摊点，地上摆满各式
各样的鲜花，争奇斗艳，甚是夺目。只因多看了
一眼，我的脚步就被吸引到摊前。问了下价格，
觉得不贵，于是我当下便挑了一盆郁金香，瞧着
紫色的花蕾含苞欲放，心想将它摆在窗台上一
定好看。后来，郁金香被带回家，女儿一见就夸
说“太漂亮了”。将它摆到窗前，果然如我所
料，在一堆绿植盆栽的衬托下，郁金香显得“鹤
立鸡群”，尤为光彩照人。

如今，不少人都有在家侍弄鲜花的习惯。
对于商家来说，春季也是一个鲜花销售的旺季，
买花、养花也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鲜花装
点生活，让一个家、一个阳台变得更加美丽，无
比芬芳。每当我望向窗台前的一片繁花，心中
都会满溢幸福，这幸福是女儿看到花时眼中的
惊喜与雀跃，也是亲手照料这些小生命，看它们
在我的呵护下茁壮成长、绽放的满足，还是在忙
碌日常里，这一抹缤纷带来的宁静与慰藉。在
花香萦绕中，琐碎日子也变得温柔，每一朵花带
来的小确幸，也让平凡日常变得愈加动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杂
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是冬天也是春
天》，其中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

“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的，生命的
钟表不能一味地往前拨，要习惯自
己是生活的迟到者，当生命的时针
张弛有度，疾徐有致地行走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才会随着日升月落，发
出清脆的足音……”我不禁思索，在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能否尝试
让自己慢下来？

回顾过往，从儿时考试周的慌
张，到升学时的挑灯夜战，再到大学
时忙于学业、学生会竞选与奖学金
冲刺，毕业后又为求职奔波。工作
后，身为教师的我仍然每日被教学
和学生管理事务缠身。我的人生，
似乎从未慢过半拍，经常是慌慌张
张地一路向前。

在这匆匆的日子里，我们真能
放慢脚步吗？直到上周国旗下讲
话，我在自选的主题《享受春天，拥
抱春天》中，才找到了答案。

“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
春光。”春天带来的，不仅是草木的
复苏，也为
我 们 的 内
心 注 入 一
股 蓬 勃 的
力 量 。 在
讲话中，我和学生们分享如何培养
积极乐观的心态，其中一条建议是
每天记录属于自己的“小确幸”，这
也能让我们有理由放慢前行的
脚步。

我告诉同学们不妨试试“每日
记录三件事”的方式，就是每晚睡
前，写下当天发生的三件小事，无论

是让人感到快乐、有趣的事，或者是
能带来成就感的事都可以。一些平
凡的瞬间同样可以记下来，比如听
春雨落在屋檐发出的悦耳响声、跑
操时感受掠过耳畔的暖风，或是课
后解出一道数学难题的喜悦。春日

的 校 园 里
从 不 缺 乏
美 好 的 事
物 ，一 朵
花 、一 场

雨、一句鼓励、一次进步，都可以被
我们记录，也值得我们放慢脚步去
感受。把这些小事记录下来，不但
能为自己储能，也会让自己在之后
的学习生活中更有干劲。

反思自身，作为家长的我，步履
匆匆间也在无形中催促孩子快步向
前。常常不给孩子充足的思考时

间，结果导致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做事
拖拉、依赖父母。反之，若不被“快”的
思想束缚，孩子反倒能按照自己的节
奏，从容应对挑战，处理意外状况。人
生之路，不必急于求成，稳步前行、脚
踏实地，也能顺利抵达终点，又何必强
求孩子遵循我们的节奏呢？

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旅程，并非
短跑冲刺。急于求快，往往容易在匆
忙中迷失方向、摔倒受伤。只要我们
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慢半拍又有何
妨？慢下来，是给自己留一方静谧天
地，去沉淀思绪、思索人生；是在忙碌
生活中寻一处栖息之所，去感受微风、
沐浴暖阳；是于岁月长河里掬一捧清
泉，品味生活的本真与美好。让我们
学会适时慢下脚步，如此，方能在人生
旅途中，聆听生命的足音，收获属于自
己的独特风景。

人生也可以慢半拍
□林美聪

清晨6点，身体暗示“绿道晨跑开始”，却听到雨打在窗
棂，徘徊中，我想起那四季多变的雨。

春雨“知时节”，最是温柔如水，她可以把整个春天浸润
在雨水里。她让草木愉悦生长，她让山涧清泉涌动，她让春
山浅笑，她让生命之力蔓延。

这时檐角挂着雨帘，雨声细腻绵长，滴滴答答，伴着富
含氧离子的清风，轻轻敲打着宋代的老青石板。谛听，似乎
有人在和自己对话，话里有无限柔情，也有生机盎然。

这时，空气总是湿湿的，有一股草木香，我总愿意上山
约茶，找一处静室坐定，三人两面，取出随身携带的旅行茶具，
让乌龙茶在“功夫杯”中自由舒展，袅袅茶香交融着雨气，氤氲
出别样的清幽。这种香能够克服一切阻碍，飘荡在山林，奔跑
在旷野。但是，过多的春雨对于农作物就不友好了，对于胃肠
功能较弱的人也不利，还造成室内物品“长毛”，这让人无可
奈何。

夏天的雨热烈，富有激情又随性，仿佛是大自然的一场即兴演奏。刚刚还
是阳光明媚，突然就雷声轰鸣、乌云密布，疾雨无需预告，说来就来。

看着雨滴砸向地面，听着声音急促又响亮，我望着那水花在出神，想起古
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想起“江村入夏多雷雨”的变幻莫测，更想起“茶
烟轻扬落花风”的雅致。

骤雨过后，山色更青，万物发亮。山林草木间雨珠尚在滑落，躲雨的小鼠
已在树间跃动，蟋蟀又到草间吟游，夏蝉继续在林中歌唱。

秋雨深沉，“一场更比一场凉”，这让我想起杜牧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
有感二首》：“秋雨不问梧桐意，孰冷孰暖君自知。”但秋天的桂花只要几株，常
常就能把秋雨点亮点香，满鼻芬芳。

印象中，每逢山中桂花盛开时，经常会有接二连三的秋雨打湿桂花。雨中
的桂香，黏黏的，但“桂花含珠”，竟又多了几分动人的姿色。这时，即便茶过三
巡后，我总还要含一口温茶，撑着雨伞，溜进林间欣赏桂花，闻那淡淡的香，看
那娇弱的样，想那清瘦的人。

在秋雨的催请下，山林日渐斑斓。这时，山中的柑橘、柿子、油柑等“致富
果”也已经成熟了，引得许多孩童，趁着周末，呼朋引伴，踩着湿漉漉的枯叶，欢
天喜地去采摘这些“开心果”，犒劳年少的胃。

冬雨有些冷酷，她悄然而来，这时的北方定然下着飞雪。料峭的冬雨，刺出
更深刻的寒，对比当年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悲凉，我不禁
感慨万千，更加珍惜当下“何事冬来雨打窗，夜声滴滴晓声淙”的宁静生活。

但是，我终究还是决定打破冬雨带给山林的冷静，我会选择一处空旷野地
来一场篝火，邀约上几个家庭，用红色的炭火烤红薯、玉米、糍粑、洋芋和肉串，
再泡上一壶优质荒野茶，又来几杯健康小酒，甚至看上半天的书。这时候，冬
雨仿佛也变得热情起来。

一场雨，一壶茶，一杯酒，一本书，一段闲适的时光，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
中寻得片刻宁静。家乡的雨，不仅洗涤了山间的尘埃，也涤荡了心灵的浮躁。
在这方净土，听雨、品茶、看书、饮酒、冥想，恍若与天地融为一体，感受着自然
的脉动，体味着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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