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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妙

“琵琶”虐我千百遍
我待“琵琶”如初恋 ■李浙平

早起

■姗 姗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山水

天刚有些蒙蒙亮，我便起床

漱洗，穿上晨练服，徒步朝万松山

而去。

这 段 路 需 要 走 20 来 分 钟 。

此刻，路上行者稀少，一切都显得

寂静。偶尔驰过出租车，给这片

安静中带来一些热闹。道路两旁

榕树已经开始了它的落叶，一夜

秋风让落叶铺满了地，像是一幅

牛皮纸上被无端洒上许多墨汁，

难看极了。在有些凉意的晨风

中，我看到一位穿着橙红色工作

服的环卫工人，拿着一把大扫帚，

正用心地扫地上的落叶，然后装

进垃圾车。被他扫过的地方，很

干净，仿佛是一片雨后的天空。

很难判断这位环卫工人的年

龄，看他那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且

爬 满 皱 纹 的 脸 ，应 该 有 60 多 岁

了，但看他那矫健的扫地身手，仿

佛还未达知命之年。也许是这个

职业的辛苦，也许是他必须每日

要于凌晨早起重复这一种劳动，

也许他总是靠一个人之力默默地

去完成他的工作，他在扫地过程

中的表情始终是沉默、僵硬的。

而当他的嘴在缓缓嚼碎口中食物

时，才略显一丝生气。没有路人

会去向一个正在劳动的环卫工人

嘘寒问暖，这使得他们的言语很

少。但是，他们的眼神总归是炯

炯的，因为他们要看清哪个角落

里还留有垃圾。

当我走过他的身边，踏过没

有落叶和垃圾的地面，不由得生

起一股敬意，如果没有这么多像

他一样的勤奋劳动者，我们所处

的环境将会怎样。于此，我有什

么理由随手抛垃圾呢？

于我这个不好晨练的人，登

山石阶总显得陡而长，目的地遥

不可及。但是既来之，则当登临

一番，不负这大好秋意。

上山下山的人很多，人一多

就有了热闹气氛。又因为是晨

练，人人可以自由地边行边做着

各种各样的动作，而不怕旁观者

视若异态。我缓步拾级，渐渐可

以看到身后市区的房顶了。这时

候，旭日正以它的温暖穿过树丛，

让我身上的寒意尽去。东方已经

红霞满天了。

树 枝 相 互 纵 横 交 错 ，密 密

的。只闻得鸟雀的叫声，此起彼

伏，却不见鸟儿栖枝、穿掠的身

影。在光合作用下，叶子送出沁

人 心 脾 的 氧 分 子 ，让 我 神 清 气

爽。有阳光的日子里登山，是令

人舒畅的，因为消失了雨季里腐

叶败枝蕴结的蚀气，一切都变得

芬芳。于是，登山脚步也变得快

捷，不久便到了我想要到的位置。

沿着盘山小径，我缓步而行，

转珠默诵，目含大千。迎着沐面

的秋风，却感不到秋的肃杀之酷，

这便是初秋之美吗？没有凋零的

恐惧，没有秋寒的落寞，没有淫雨

的肆虐，没有残红的忧伤，一切都

是那么无念，一切都是这样自然，

我不应该辜负这初秋于我的净洁

之恩了。于是，用手机拍了两张，

题曰：“独自登临，观旭升，闻鸟

鸣，沐清露，静诵缓步，其自在也

无穷。是念无念，一脱挂钩。”发

于微信，也得诸友一赞。可见，人

人都爱大自然，爱我们的家乡之

美。

万松山被美化了，虽不成其

为调心净域，却也不失为健身之

所在，这是需要感谢许许多多为

它付出劳动的人们。然而，山中

有些地方，尚有诸多空旷坟茔露

于地面，何时以绿化掩其苍凉之

状，或许也会是登临者所期盼的。

美，就在身边。但需要我们

为之持续不懈地付出劳动。

集善院门前高郎桥。

关灯，熄火。车窗外是起

伏的蛙鸣。远处隐隐约约的鼓

词声传来，唱腔悲凉沧桑。我

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凝视着对

面重新翻修过的集善院。

无数个寂寞夜晚，当我写

作《琵琶情——高明传》遭遇瓶

颈时,都会把车停在“高郎桥”

上（真正的高郎桥已不知所

踪），夜深人静时，听河水无声

细流。传记写作，我是个新手，

此前除了写人物采访和散文，

从来没有接触过长篇。对于这

样一部长篇巨著，传主又是世

界闻名的戏剧家，我底气不足，

怕写不出高明的精气神。但是

我又是如此地热爱他，就像寻

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急于和

他拥抱。我打小就从他身边走

过，凝视这破旧的院落，好奇打

量着里面的坟茔，心中一直有

个解不开的谜团：他从哪儿

来？又去向了哪里？他是如

此默默，以致身为乡邻的我对

此一无所知。直到高中，才得

知我身边沉睡的故人竟然是

世界戏剧大师、南戏鼻祖高

明，他创作的《琵琶记》演习梨

园，几半天下，独创的双线戏

剧结构，成了明清传奇的写作

范本。

600 多年的光阴逝去，想

不到有一天我会和他在文字

里重逢，感受着他的喜怒哀

乐，触摸着他的七情六欲。关

于他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

少，如何还原他，一时成了难

题。好在我们是同乡，根据有

限史料，我们（本书另两位作者

张益、胡少山）一步步丈量他生

活过的空间。虽隔着时间距

离，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河流

游过泳，在同一个庙会赶过

集。那么，我不写高明的伟大

和不朽，尽量把他还原成一个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古人的苦

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

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

累寸寸血泪的承受。

为了更真实地触摸600多

年前高明生活的地理环境，

2013 年 8 月开始我们两度顶

着酷暑，冒着台风，从瑞安阁巷

高则诚纪念馆集善院开始，历

经丽水、缙云、义乌、杭州、绍

兴、慈溪、宁波、鄞县栎社、嵊州

等地，绕着浙江省探寻高明的

生前足迹。

寻踪艰辛又坎坷：在开往

义乌城郊的路上突遇一场大暴

雨，我手握方向盘，战战兢兢驶

离暴雨地带。义乌当时是“东

边日出，西边雨”，好不容易逃

出暴雨雷声的魔爪却在导航指

示下又开进那片前不见天，后

不见地的白茫茫雨幕中。如此

境遇，和史料上的三杯亭师生

分别的天气十分相似。

每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我

们匆匆的步履，一只瓷碗，一个

带钩，都是创作元素。一轮孤

月，一场暴雨都怀想着古人的

愁肠和纠结。曾记得杭州宋城

瓦肆回眸一笑百媚生遇见的惊

喜；曾记得栎社滂沱大雨沿着

旧时的屋檐倾注而下；曾记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瑞光楼遗址就在芙蓉楼河

畔静卧，当时狂喜到扔掉雨伞

围着遗址碑文又蹦又跳……

时隔一年又北上元大都和

元上都寻找高明生活的时代背

景，通过那蛛丝马迹毫不连贯

的踪迹，我似乎触摸到了高明

生命的温热。

2012年开始起草创作时，

一边忙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一

边挑灯夜战写作，紧张和劳累

让我不堪重负。我一直盼望，

早点结束这炼狱般的生活。我

多希望早点把高明写“死”，他

“死”了，我就解脱了。然而当

笔下一点点靠近真实的高明

时，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中

举，我欢欣；他沉抑下僚，我愁

眉不展；他受冤屈，我比谁都难

过；他有爱不敢爱，我一声叹息

……我一直盼望着他早点“死”

去，然而真正写到尾声“死”去

时，我崩溃了，坐在电脑前号啕

大哭。尚读小学的儿子吓坏

了，不断地抽出纸巾帮我拭泪

……哭过之后，我知道，书未完

成，还不能激动，于是尽量平复

自己情绪。我在键盘上敲出高

明死在荒凉古道上的情景，悲

到极致；与此同时的场景是高

明创作的《琵琶记》正热闹上

演，欢到顶端。“死”与“生”对

比，“悲”与“欢”相衬，“孤坟”和

“欢场”呈现，我借用了高明独

创的双线结构叙事方式。于是

我的家人经常看到这一幕：我

一边流泪，一边欢笑，疯疯癫

癫，虐心到极致，键盘噼里啪啦

……高明的形象在书中不受控

制地朝我原先没预见的方向发

展。书出版后，这一页我不忍

直视，看一次心痛一次，因为我

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

往事一幕一幕，高明倾尽

毕生的精力只为一部《琵琶

记》，我也用了3年还原高明的

一生。虽然自知无法达到他的

高度，但亦用了真诚的心一字

一句在电脑上敲出来的。这样

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

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角落，过

着寄人篱下的困窘日子，却依

然一腔热血向戏剧。他生前是

那么渺小、卑微、凄清，不能不

令人抱怨天道的不公；可他又

活得那样从容、正直、笃信。

这样叙述着，我有了一种

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

种新生的力量让我从世俗生存

压力之中超拔出来。

“琵琶”虐我千百遍，我待

“琵琶”如初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

非仁者，更不会自诩智者，只

是个无爱不欢的小女子。

朋友去旅游，问我意见，

我给出了很私人的答案：“重

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和谁一

起去。和喜欢的人，不论男

女，即使去水沟边也能如去马

尔代夫度蜜月，旅游只不过是

换个地方留下彼此相爱的脚

印。”

回想起我这几年，省内的

大好河山阅览无数，不喜欢教

科书般的旅游攻略，更达不到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三

重人生境界，最怀念的还是和

小A牵手走过山水，潮涨时相

扶观海，潮落时牵手相爱的日

子。没有山盟，没有海誓，只

有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那时我稚气未脱，小A尚

年少。我们都喜欢唱邓丽君

的歌：“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

你就笑，因为我已爱上你，出

乎你的预料，我一见你就笑，

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

一起，我永远没烦恼。”

走过许多海边，每个海角

都留下我们的脚印。

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前往

西湾海滩，晚夏傍晚时分最

好，也正值小蟹横行之际，沙

滩上星星点点的小孔，我们往

深处挖，挖到有水的地方就有

小螃蟹。小螃蟹浑身半透明

浅黄色，放在手心像个豆子那

么大，或张牙舞爪或四处躲

藏。最终大自然的归自然，我

们放它们回归海滩。

每到海边，我都要挽起裤

脚在沙滩上徘徊，小A则从各

种角度为我拍照。潮涨时，我

把头歪倒在他的肩膀上，他用

手揽我入怀，说着你侬我侬的

情话，一起看着落日余晖。海

浪轻轻地拍打着我们坐着的

礁石，诉说着海的多情。山对

岸已然华灯初上，亮起万家灯

火，我们起身告别，身后留下

无尽的眷念。

车开到半山腰时，已是月

朗星稀，看到水面上星光点

点，想起龙应台《幸福》里的句

子：“有人在城市的暗处挨饿，

有人在房间里举起尖刀，但你

仍然能看见，黑沉沉的海上满

缀灯火的船在慢慢行驶，15

岁的少年在慢慢长高，一只鹅

在薄冰上滑倒。”而我们不仅

看海上的船，还能停车拍照，

在傍晚守着三脚架用慢快门

拍船行驶的轨迹，耳边晚风呼

呼啦啦地吹，身边的车呼啸而

过，山脚边，月亮下，我冻得瑟

瑟发抖，小A站在风口为我挡

风，我把头埋进他的胸膛。这

也是龙应台说的一种幸福吧。

温州的水是浑浊厚重的，

那千岛湖的水就是绿清静。

看过朱自清写温州梅雨潭的

绿，“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

荡。那醉人的绿啊！仿佛一

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

奇异的绿。这平铺着，厚积着

的绿，着实可爱”，看时唏嘘不

已，以为这辈子难见到这样的

水了。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让

我们见到绿水。打着看弟弟

的名义去千岛湖游玩，投宿到

弟弟家里，我和小A相拥在窗

台上，半夜微风吹拂窗帘，凉

风习习。我们相拥望向窗外，

低头亲吻，耳语着相亲相爱的

情话。

时光荏苒，虽然我们无法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我从

不后悔那段不顾一切去爱的

时光，海滩边的脚印可以随着

时光漫漶，但那些年的山水，

那段情，那段爱在心间永远无

法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