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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思
面前 是一片 萧 瑟 辽 远的原野 。
他耸着 肩 ，斜挎 着 心爱的 猎枪 ，皮夹克 领子

翘着 ，护着双耳和 半拉 脸 ，腰 间 悬着空 荡 荡 的 猎
袋，皮 靴将玉米茬地 踩得 哗哗直响 。

往年这会儿 多 撩 人啊 ！几个哥儿们抄着 家伙
趟兔子 ，待那 鬼灵 精儿 从草 窠 里 刚一跃 出 ，一枪
准铆在那儿。要不 裹身 雨衣 ，窝 在 泛着 寒气的河
滩边打那满 天飞的野 鸭 子 。想过瘾了 ，夜半摸 出
去打狗 ，拿身 架遮 蔽 过 枪 身 ，悄 悄 踅过去 ，枪猛
一端平 ，照 前胸一 下子 。没 说的 ，吭 也不带吭地
就撂翻。燃起篝火 烤 那带连血丝 的肥肉 块 ，热烘
烘、香喷喷……嘿 ！想 到 这儿 ，他用舌头舔了 舔
干燥 的唇 。

今儿真 不

顺。较 真 格
的，这两天不
顺的事也太多
了。阳 子迷上
了什 么新技术
项目 ，三儿也
半月 觅不见影
儿，连广广 这
混小 子居然 也
想起凑热 闹考
什么 工大抓文
凭，眼瞅着 这
群兔哥儿们着 不 着边儿地 散了 摊儿 。更 斜 性 的
是，老婆 也会助兴 ，干脆住进老丈人家几天不露
脸，明 摆的给 好瞧。真晦气。

一阵 巨 大的 煞车声惊醒了 他。他抬起头 ，乖
乖，什 么 时候上了 公路 ！

一个脸膛红红 的 后生跳下车来 ，冲 冲地 ，一
把抓住了他的手：

他茫然地 注视着 那张热切的面孔 ，迷愈地摇
摇头 。

“再想想看！”来 人热 烈 地 摇 动 着 他 的
肩。

噢，想起来了——前些 年过陈庄 ，在村东头
小住 ，那 个花两毛 钱 雇 的撵着 自 己屁股背 兔子的

房东 的鼻 涕 猴 ！天 ，日 子原 来快 成
这德性 。

他不禁 微 微笑 了 。
“行 啊 ，小子。这 ‘东 风 ’是

你庄上的！”
“ 得 ，兔哥 。来吧 ，我捎你会

儿。”
没容 他反应过来 ，人 已 被拽上

了车 。那红脸后生话特别 的多 。
“ 什 么庄里 的。前几年 ，姐姐和 我包 了 队 上

的鱼 塘 ，这 两 年呀 真 叫玩 命。你 猜 结 果 怎 么
着？”

他想起 了 那 个长辨子 ，见着 他那打号 码 的破
工作服眼睛都绿了 的姑娘 。

“ 好兆头啊！头拨出 网 ，吓！懂吗 ，好 几万
斤呢 ！刨 去交队的 ，家里砌 了新 房 ，买 下 了 这
车。赶 明儿 上我家 ，就 犯 不 着 钻 柴 楼 挤 地 铺
喽！”

他想起运 气好时 ，一天下来成 串 的野味 ，三
五张 “大团 结”也还是有指望的 。

“ 哎 ，兔哥 ，怎么老不来我们 陈庄 了 ？听说
这些天工厂 里 日 子正闹得红 火 ，你 准忙得腿肚 子
转了 筋 ，今儿出 来兜风散散心 吧？”

“嗯 ，红 火……”他搭讪着 。忽然 ，又有点
不对磋儿似 地哽住了 ，脑海 里 浮现 出 为泡 劳保和
车间 里老任头的那场 好吵 ，还有那在厂部 搁 了 些
年头 ，大 概 已 积了 一摞 子灰的停薪 留职报告。一
种莫名 的窘迫使他透不 过气来 ，抓着 枪身 的手 也
渗出 了 细 密 的 汗珠 。

车终于算 是停了 。他跳下车 ，没顾看那 驾 驶
窗外 挥动的手 臂 ，木然地 向 着高坡上走 去 ，把枪
搡到一边儿 ，然 后直直地躺下 ，让清凉的 泥土 和
枯色的草儿撩 着 他那发 烫的面颊。

他支起半截身 子 ，留 恋地望着这迷蒙 、深 沉
而厚实 的 田 野。

是啊 ，也该 归 去了。（题 图　插 图　顾 长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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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 交响 乐与唐诗
交响 曲 是典 型 的西

洋古典音乐形 式；唐 诗
却是中 国古典文 学 的重
要样 式 ，似乎它们 彼此
间是风马 牛不 相及的 。
可是 ，不然 。它 们 之 间
也曾 有过 这 联 系 。二十
七世纪初 ，犹太 族的奥
地利 籍作 曲 家马 勒 ，就
采用 过唐诗作歌词 ，谱
写了 他们 的交 响 曲 。这
些唐词 是 ，李 白 的 《悲
歌行 》、《采莲 曲 》、
《 春 日 醉起言志 》，孟
浩然 的 《宿 业师 山 房待
丁大 不 至 》，王 维 的
《 送别 》等 。

这些诗都 是 由 贝 特
格译成 德 文 的。这 首
交响 曲 名 为 《大 地之
歌》。按 编 号 ，它应为
马勒的 “第九交响 曲”，
但马 勒 并 没有用 “第
九”这 个 数 字。《大
地之歌 》是马 勒 一生创
作最 后 的一部交响 曲 。

（ 陈 本 固 ）

海天疾涛 （国画） 张利 祥

烛光 中 ，他看见 （散 文 ）
井频

淡黄淡黄 的烛光 ，在这里 、那里飘
荡，闪耀着 。偌大个剧场，犹如浩 渺 、
深邃 的星 空 。

他走 向 舞 台前 沿的讲桌 ，朝 观众席
看了看 ：众多面 孔 ，影影绰绰。就 着 两
只腊烛的光 亮 ，翻开讲课提纲——《漫
谈歌剧文 学创 作 》。真是多灾多难 ！近
千人的课堂 ，由 于停 电 ，只得借腊烛照
明；扩音设备失去效用 。多 象 当 前不景
气的戏剧景观 ！

这是古城第一座面 向 社会的群众性
文学院 ；参加 学 习 的 ，有 大 专院校的
学生 ，有社会 待业青年 ，有年过花 甲 的
离休高 干 ，有 双肢瘫痪乘着轮椅 的 工人 ，
有同来 听 课 的父女两 辈人……不 少人远
在外县 ，最 远 的要从黄河岸 边 的孟塬赶
来。而 今天 ，大 家又都是冒 雨而来的啊 ！

跳动 的烛光 ，捉弄人似地在他眼前
闪着 。他讲着歌剧文学 的特性和 艺术魅
力。心 中 却一点儿也不 知道 ，人家是否感
到了魅力 。这些年 ，歌剧太冷清 、太寂寞
了。年轻 人对它怕 也是很 陌 生 很 冷 淡
的。自 己 从事戏剧文学 多年 ，不也对歌
剧的 出路甚感惶惑 了吗？本来就心 中 无
数，加 以 失去照明 和扩音设备的帮 助 ，
他只 好尽力提高喉咙吼着 。极 是吃力 、
紧张。他 感 到 讲的糟透 了 ，准 是一场对

不起观众 的 “演 出”！
台下递来 了条 子 ，要求 他

不要赶得太急 ，说 时 间 如 不
够，还可 以延 长 。看来还有兴
趣。又一张条 子 ，请他把 引述

过的那 部歌剧 的咏叹 调剧 诗 ，再重复一
遍，说它太美 了 ，太激动 人心 了……多
么珍贵而 及 时的 信 息反馈 ！

他略 微 松驰 了些 ，可以 用 目 光 和 台
下交流 了 。那两张 少女的面 孔 ，在烛光
下是那样专注 、凝神 ，不 时 地 互 相 看
看，或轻轻说些什 么……她们 是两 个准
备献 身文学 的大 学生吧？一缕微弱 的烛
光，照 着侧 门 座位上一位满头花 白 的 老
人，大 概就 是那位离休 的高干。抛 却 了
权位 、小车 ，每 个星期 日 的清晨 ，踏 着
自行 车匆 匆赶来……当 他领略 了 这淡泊
事业 的寂 寞 之 后 ，对照 他那 热 闹 的 往
昔，该 会有些什 么感触？哦 ，那 同 来听
课的父女俩 ，坐在什么 地方 ？那轮椅上 虽
然截瘫 却 依 旧 同 命运抗争的 青年工人 、
那孜孜求 索 执着追求 的 中 学 教师……
他想看见更 多更 多 的面 孔 ，触摸触摸更
多的心 。

课间 休 息 了 。好多学 员拥上舞 台 ，
把他围 了起来 ，继续递条 子的 ，当 面提
问的 ，伸 出笔和本子 ，要求签名 留言的
… …立时 ，腾起一股活力 和热流 。他感
到一 种 冲击 。只有 真 正与 时代 同 步 的 艺
术才是永远不死 的 。他在纷纷伸来的本
子上 写 下 ：

诗言 志 ，歌 咏言

求索 、攀登 、拼
搏……

淡黄淡黄的
两柱光 焰 、欢快
地飘动 着 、闪 耀
着。他继续讲着
歌剧振兴能否 出
现。刚 才，课堂
主持 人 对 大 家
讲：“今天这烛
光照 耀 的 课 堂本
身，就 是 一 首
诗，一支歌 ，就
是一种预示。”
他还没有来得及
揣摸 ：主持人指
的是学 员们献 身
文学 的执着精神
， 还 是指这追求 出现在秦汉古都 、盛唐长
安的二十 世纪 的 今 天 ，抑或是还 包含着更
广阔 的什么……

烛光 ，在闪 耀 、在燃烧 ，他似乎 已经
看见那……

附记：这是去年写的一篇小文。文 中
写的西安文学院那一届学 员已经结业，其
中的二百 多学 员 ，正在该院举办的提高班
继续学 习 。这种普及文学 、培 养新生力 量
的事业 ，受到古城文学爱好者 欢 迎 和 赞
许。愿 这篇 小文 ，能 为这一事业 留 下些许
纪念。1986年 4月

语言 的 洁 纯 性
曹志 前

有些 作 者 ，为 了 表 达 “浓郁
的生 活 气 息”，使 作 品 达 到 “活
灵活 现的 艺 术 效 果”，往 往 自 然
正义地照搬 生 活 中 粗 劣 的 语 言 。

有篇 小 说 ，第 一 段 有 三 百 来
个，竟 用 了 六 个 脏 字 。其 它 如

“真 他妈 盖 了 帽 啦 ”等 等 之 类 的
话，也 比 比 皆 是 。这些 语 言 对 于
刻划 人物 性 格 不 能 说 没 有 任 何 效
果，但过 多 地 用 这 种 不 经 加 工 的

“粗坯”，便很 值 得 商 榷 了 。
中国 语 言 是 世 界 上 最 美 的 语

言之一 ，它 不 仅丰 富 多 彩 ，且 在

音调韵 律 上也
颇有 魅 力 。文
学语 言 来 自 生
活，但 无 论 是 在 思 想 上 还 是 艺 术
上都 应 比生 活 语 言 高 出 一 头 。因
此，善 于 对 生 活 语 言 的 加 工 提炼
是至 关 重要 的 。语 言 本 质 的 美 为
丰富 的 文 学 表现技巧 提 供 了 基
础，诸 多 的 修 辞 手 段 可 为 文 章 增
光添 彩 ，不一 定要 拣拾 语 言 渣 滓 。
这种 作 法 ，即 使 不 说 是“亵 渎”，
也是 一 种 “技 穷 ”的 表现吧 ！

五十年 代初 ，老 舍 先生 的 《

骆驼 祥 子 》又 一 次 再 版 ，考 虑 到
时代 的 变 迁 ，老 舍 在 再 版 时 毅 然
删削 了 一 些 “不 洁 净”的 语 言 。
《 骆驼 祥 子 》写 的 是 旧 社 会 的
事，但 老 舍 先 生 在 不 影 响 人物 形
象的 情 况 下 ，注 意 保持 语 言 的 纯
洁性 ，不愧 是“人民 艺 术 家 ”的 典
范。在提倡 社 会主 义精 神 文 明 的
今天 ，净 化 文学 语 言 是 极其 重 要
的。

字谜

①林字多一半
②甜一半辣一半
③取一半送一半
④要一半扔一半
⑤夺 出 一半 留一半
⑥一 口 咬去一多半
⑦半对半对、凑成

一对
⑧吃一半还有一半

（ 谜底见本报 ）
（ 杨 跃 旗　辑 ） 《 断桥 》新编 胡美俊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