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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霞

夏日炎炎，酷热难当，寻幽不仅
仅是寻一处清凉，更是找一方清幽，
让燥热的身心舒缓安适下来。

这个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
并没有预判到 2022 年的三伏天会热
到 一 个 新 高 度 。 一 个 经 商 的 朋 友 感
慨：要是生意有这样火爆就好啦！

另一个附和道：生意清淡，就做
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吧！

“ 哈 哈 哈 ， 除 了 脾 气 更 火 爆 了 ，
其他都随时间一天天老去啦！”

时间不会老去，友谊也会也会因
为“变老”而显得弥足珍贵。

这次结伴而行的是一帮年轻时因
工作结缘的老朋友。年龄虽有十来岁
的差异，但优秀的人似乎有一个共同
之处，那就是年龄不影响心境！随着
岁月的增加，心胸会更豁达开明、处
事更淡然随心，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
验不说，对人生的深度认识，一个个
都足以给年轻人当导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酷夏寻幽
有这样一群优秀的人同行，相信一定
是一次愉快之旅！

记得戴复古在 《大热五首》 里写
到：“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万
物此陶镕，人何怨炎热。”哎呀，还
真觉得酷夏里的钢筋水泥之城简直就
是一个点燃了炉火的“大窑”，让人
被困其中到无法呼吸。

范成大的 《剧暑》 更是把酷夏描
写得活灵活现，“赫赫炎官张伞，啾
啾赤帝骑龙”。其中的“赫赫”“啾
啾”，让人读来不觉是象声词，而是
酷夏的形容词了。

记 得 陆 游 在 《苦 热》 里 的 诗 句
“ 万 瓦 鳞 鳞 若 火 龙 ， 日 车 不 动 汗 珠
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
中”，好一个“瓦如火龙”“坐如蒸
甑”，这就是生活在几个有名的“火
炉城市”人的生活感受啊！

作为著名的三大火炉城市之一的
重庆人，自然深知其中滋味。

虽同处武陵山区域，之前对武隆
没有什么印象，直到有了仙女山旅游
小镇之后，随着它的名气越来越大，
尤 其 在 酷 夏 ， 价 格 和 舒 适 度 都 让 人

“景仰”。
曾 经 来 过 仙 女 山 几 次 ， 因 为 工

作，都是来去匆匆，记得某次是夏天
来的，除了感觉“凉快”，再难找其
他关键词。

直到山上度假房屋如雨后春笋，
车来车往需要一个交警大队来指挥，

纳凉人数多到景区管理者发出“不要
再来”的通知，印象自然就加深了，
也产生了再来一游的念头。

从家里出发，高速一小时车程后
便开始一路向上往山的深处走，从海
拔几百米到一千八百多米才停下来。
因为旅游公路等级高，并不觉得盘山
路的艰难。先是路过景区大门，因为
度假功能后于旅游功能，度假区的大
门 在 景 区 大 门 之 后 ， 有 点 层 层 防 守

“过五关”之感。
山 路 越 往 上 走 ， 森 林 植 被 也 越

好，视线里少了度假房楼群，感觉在
往自然的怀抱里走去，想来也应该比
旅游小镇上更清幽更凉爽吧！心里也
期待如唐朝的王毂在 《苦热行》 诗中
所说：“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
天下热。”

让仙女山的“凉快”扫去几日的
酷热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到了酒店还得在大门口排队检查
防疫码和行程码，之后还得扫个场所
码，三码齐全加上身份证以及人脸识
别，OK，拿了房卡进入房间。

看 看 时 间 ， 离 家 也 才 两 个 多 小
时。

同为武陵山区，自然景观和人文
环境都差不多，干嘛花钱费时间的跑
人家地界上纳凉消暑？

这 可 不 是 个 好 回 答 的 问 题 ， 毕
竟 ， 旅 游 就 是 “ 到 别 人 呆 腻 的 地 方
去”，但一个地方如何吸引别人来？
这个话题以后再聊。

毕竟，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除了秩序和规律以外，决策者的着眼
是否高远，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记得仙女山发展之初，当地不少
人为之嗤之以鼻，幸得决策层坚持，
甚至立下军令状对质疑者说，“以后
你们就搬个板凳坐在上山的路口，保
证让你们数车也数不过来！”

这 个 “ 军 令 状 ” 是 否 原 话 不 重
要，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仙女山
的旅游大数据早就不是人脑能够计算
得过来的了。

写下这段文字，已经五点半了，
收拾整理一下就急匆匆下楼和大家汇
合吃晚餐。

这一帮人虽是交往了几十年的熟
人朋友，但大家都先后退休回归家庭
了，平时见面机会不多，我想，这相
聚的第一顿饭估计会吃得很兴奋。

果然，晚餐后大家还意犹未尽，
三三两两相约散步聊天。几个资深美
才 女 被 夕 阳 彩 霞 红 云 诱 发 得 手 舞 足
蹈，找各种角度摆多种姿势拍照，直
到夜幕被星光点亮，便安静地坐在台
阶上吹着凉风聊起天来。不觉暮色苍
茫，凉意上肩，也口干舌燥了，大家
才起身回房。

回到房间还舍不得散去，聚在一
个房间，一边吃水果，一边摆弄带来
的乐器。

一个人弹起来，另几个便心有灵
犀 地 唱 和 起 来 。 咿 咿 呀 呀 的 歌 声 琴
声，很业余，却很开心。不觉时针指
向九点，大家不好意思再闹腾影响酒
店的其他客人，有的回房洗漱，余下
几位又相约下楼到草坪上散步看星星
去了。

旅游不仅是到陌生的、有趣的地
方去，更主要的是要和一帮老友，或
三两位意趣相投的知己一起，借机聚
聚，小酒也可，品茗也行，在朝晖和
夕照的光晕里散散步，聊聊天，舒舒
怀 。 如 此 ， 便 给 光 阴 增 加 了 几 抹 色
彩，忘记生活中的烦忧，心情也灿烂
起来。

夏季寻幽避暑哪里去？有老友知
己，哪里都是春秋桃源。

酷夏寻幽记 （一）
——往山的深处去

□湘斌 阿林

曾有“书痴”之誉的清末慈利
籍土家文学家吴恭亨，终生与书为
伴，将书视为至亲，经常默念“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之句，他并从前人读书经验中悟出
读书三境界，遂有诗曰：“才气从何
来，书宝门自开。沉下一颗心，必
入三境界。”

吴恭亨还在 《读书随记》 中写
道：“读书、藏书、著书，是历代文
人毕生之乐事，毋庸置疑，书自然
成了文人最心爱之物。书读多了，
就有了层次或境界之分。”

一 是 书 痴 。 视 书 为 第 一 要 物 ，
也就全神贯注沉浸在书中。但决不
等于“书呆子”。这种现象，寻章摘
句 者 也 。 评 介 书 籍 ， 多 从 修 辞 造
句、谋篇布局、华章美文角度去考
虑，至于书内涵几何，观点成否，
则居其次，概不深究。再者，对世
事无洞察之功，心无定见，书云亦
云，心随书走，终被书所虏，朱熹
谓之“书痴”，故他写下名诗 《观书
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之
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意在要读好活书。

二 是 书 鬼 。 纪 晓 岚 在 谈 读 书
时，讲了书鬼的故事：那天张松会
见曹操，翻一遍曹操半生著就之兵
法十三卷，顷刻间倒背如流，使得
曹公惧其窃文而将其付之一炬。又
道：王勃于宴席上写 《滕王阁序》

时 ， 气 恼 了 宴 主 阎 都 督 爱 婿 吴 子
章。他早经宿构，却被王勃夺了魁
首，明知才不及他，也忿然不平，
在王勃 《滕王阁序》 刚作完之时，
就称早已见过此文，也是从头到尾
背了一遍，仅序后七言律诗一首不
曾防住，才露了马脚。想那张松、
吴学士不是鬼才是什么？但他们读
书如蜻蜓点水一般，若神侃起来则
天南海北，无所不知，深究书中之
理，却茫然无绪。

三是书神，亦称书仙。吴恭亨
在 《读书随记》 中记载了韩愈趣说
书仙一段妙语：仙家又有散仙和正
宗仙家之分。散仙者身无重负，心
无沉思，闲暇之时，顺手拈来，一
目十行，顷刻一本，随手一扔，一
笑 了 之 ； 或 者 睡 前 灯 下 ， 半 卧 在
床；一书在手，眼过心迷，三页不
过，鼾声大起。此等读家，岂非仙
人？正宗仙家则就无此福气了，他
们或有惑求解，或心存高远，书中
探源，字里求根，博采众长，苦酿
甜蜜，把精选之书前翻后阅。世人
知其知之甚广又颇有见地，不解其
中苦乐滋味。吴恭亨中年时曾对好
友杜心五说：“有人恭维我说，我是
书神，那是高抬我了，充其量算个
书痴罢了。但我有信心在晚年能成
书仙。”他的“书痴”就是从此而
来。

（资料来源杜心五 《我与吴恭亨
论读书》 等）

妙论书人三境界
□杜千鸿

鸽子在城市上空飞翔，它们洁白或灰白的
翅膀摩挲着湛蓝的天空，光润的羽毛酌满了灿
烂的阳光。白云般的优雅之外，它们还拥有着
自身的灵动；翩然上升悠然下降之间，让人联
想 到 海 涛 上 的 闪 光 、 浪 花 的 飞 溅 抑 或 帆 的 起
伏 。 嘹 亮 而 短 促 的 哨 音 一 如 六 月 阳 光 下 的 骤
雨，直筛下一片清亮。当一群群鸽子在纪念碑
的氛围四面回旋时，它和绿色的橄榄枝成为同
一象征，唤起诗人的沉思。它们栖息在汉白玉
的 柱 上 或 苍 翠 的 枝 头 间 ， 一 动 不 动 ， 安 详 平
和 ， 黄 橙 橙 的 眼 睛 向 你 注 视 ， 带 着 亘 古 的 忧
郁，显示着美丽的大智大慧。

然而让我们看看它与人类的关系吧。我们
已经知道，人类驯鸽至少已有 4000 年的历史。
人类与鸽子悠久的历史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宗教，其次是信鸽。在宗教世界里，
鸽子就是和平、幸福、爱情的象征。当耶稣洗
礼时，一只白鸽翩翩飞临了，于是天国之门缓
缓 开 启 。 鸽 子 为 神 传 递 福 音 ， 成 了 和 平 的 使
者。在古埃及，每逢军队凯旋归来，都要放飞
成群鸽子以庆胜利；作为和平的象征，这一习
俗至今已在全世界广为流行。亚、欧许多宗教
寺庙里都饲养着大量鸽子，备加保护，不得伤
害。

至 于 信 鸽 ， 在 人 类 生 活 中 亦 是 存 在 悠 久
了。大约公元前 2000 多年，古罗马凯撒大帝的
将军们在战争中已开始用鸽子传递信息，到中
世纪十字军远征时，军鸽已成为重要的通迅工
具 ， 而 在 近 代 战 争 中 ， 它 一 直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1870 年普法战争，巴黎被围，信鸽大显神
通，昼夜不停地往来于伦敦、巴黎和法国其它
城市之间，传递了大量的信件。至今在法国，
仍有着不少为立功的信鸽所建的纪念碑，为绿
树繁花所簇拥掩映。

德国是世界上建立军鸽最早的国家，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城市都有了相当数量的
军鸽房，每个鸽房可容纳 400 只军鸽。英国空军
于 1916 年建立拥有 11 万只军鸽的军鸽团。美国
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数所军鸽学校，
培养大批训鸽人才和军鸽。当战争中发生电话
线路被炮火摧毁，无线电通迅因气候恶劣、地
形险阻不能畅通时，优秀的军鸽便大显神威。

有 一 只 叫 “ 爱 咪 ” 的 军 鸽 ， 它 的 “ 遗 体 ”
至今还放在美国军鸽博物馆中。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有一批美军越过前线进入敌阵地，被
重重包围，弹将尽粮将绝，通迅中断，最后他
们将求援的一线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一只军鸽
上。当“爱咪”携带情报起飞后，先在它所栖
息的鸽房上空盘旋数周，似要认清自己的基地
似的，尔后在炮火掩护下，展翅飞去，顺利完
成了飞行任务，立了大功。但它的胸腿却受了
伤，医治无效，最后“光荣牺牲”了。

然而，什么时候，这智慧的鸽子将会完全
彻底地取消“军”这一姓，而完全欢欣地翔于
我们人类欢欣的领空呢？

让它在诗人作家的领空盘旋吧。“我爱你就
像天空中的鸽子一样，时刻跟在你身边，生怕
你被人夺走。”莎士比亚的 《如愿》 中，女主人
公 罗 莎 琳 把 情 人 比 作 一 对 在 天 空 中 飞 翔 的 鸽
子。在 《亨利四世》 中，克里弗德说：“当幼鸽
走路时，母鸽总是用嘴护着孩子。”在 《哈姆雷
特》 中，哈姆雷特表白自己的哀怨时说：“我是
一 只 有 肝 无 胆 的 鸽 子 ， 无 须 再 尝 受 压 抑 之 痛
苦。”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认为，莎士比亚首先
知道鸽子有肝无胆是件了不起的科学发现。莎
士比亚算得上一位称职的养鸽能手。而在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以鸽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曾风
靡一时。

至于用色彩和线条创制神奇魔力的绘画领
域 ， 谁 能 不 知 道 毕 加 索 那 震 撼 人 心 的 《和 平
鸽》 呢？

智慧的鸽子

□石少华

早些年央视 《新闻联播》 的一
则新闻让我忍俊不禁：最高人民法
院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子女可
不随父母姓的法律解释。

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
序和文化传统，婚姻法规定“子女
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实
际生活中，却有不少父母给孩子选
择 了 父 姓 、 母 姓 之 外 的 其 他 姓 氏 ：
有 父 母 因 父 辈 当 年 参 加 革 命 改 姓 ，
想让自己的孩子回复祖姓；有人因
受 他 人 恩 惠 ， 希 望 孩 子 随 恩 人 的
姓 ； 更 有 人 为 给 外 婆 家 延 续 香 火 ，
欲把孩子改随外婆姓；甚至有的什
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为了好听，给
孩 子 取 了 既 不 随 父 姓 也 不 随 母 姓 ，
其中有的还有蛮多字数的姓名。另
外有的女方嫁人后也想随夫姓。凡
此种种，公安户籍部门出于身份管
理的需要，根据赋权性规定的婚姻
法，严格控制在派出所上户口，为
此个别当事人把派出所送上了被告
席。他们的理由是民法规定了“公
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

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他们认
为姓名权是私权利，取一个好听的
姓名，是追求美的体现，自不应该
受任何约束。

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了
民法、婚姻法所涉规定的含义，认
为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公
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在我国
有深厚的伦理基础，是我国姓氏文
化的重要体现，可以增强家庭凝聚
力、维护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符
合 绝 大 多 数 公 民 的 意 愿 和 实 际 做
法。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行使姓
名 权 ， 原 则 上 应 当 随 父 姓 或 者 母
姓 。 但 同 时 ， 考 虑 到 社 会 实 际 情
况，仍然规定了公民在尊重社会公
德 ， 不 损 害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的 前 提
下，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父姓和母
姓之外选取姓氏的几种情形。

由此，我看到的是中国法治精
神的进步、中国公民自我意识的觉
醒，看到的是当政者对公民个人自
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

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民族的
进步。

姓氏的选择

《觉醒与超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
代化》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该 书 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百 年 观 、
彰显人民主体性、坚持群众路线、中
华文明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等方面，全景式、立体化、多层次
地科学总结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
文 化 ， 全 面 解 读 雄 浑 壮 美 的 中 国 故
事，立足现实又前瞻未来，植根学术
又贴近实践。

胡塞尔选集 （上下）
倪梁康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
（1859-1938） 所 提 出 的 现 象 学 思 想
以及他所运用的现象学方法不仅为欧
洲大陆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
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
础，而且它还影响了现象学运动以后
的西方哲学、心理学、病理学、美
学、文学、社会哲学、神学、教育学
等学科的问题提出和方法操作。近年
来，胡塞尔的思想，越来越引起中国
哲思者的关注，本书选录翻译了胡塞
尔一生各阶段重要著作、片断、讲演
稿、手稿，力求再现胡塞尔思想体系
及其发展，也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习
胡塞尔思想和方法，提供新的基础。

《卓别林自传》
[英] 查理·卓别林 著 叶冬心 译
译林出版社

卓 别 林 生 于 1889 年 ， 去 世 于
1977 年 。 撰 写 自 传 时 ， 他 已 60 多
岁，回顾自己的人生，剖白从影心
境 ， 展 示 自 己 全 部 的 魅 力 、 勇 气 、
追求和信念，记录自己在伦敦南区
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为
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
败的婚姻、从好莱坞的逃离等。在
这部回忆录中，重现了电影和戏剧
史上的许多细节与轨迹。

《秦汉的飨宴：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
王辉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读这本书如观剧一般，既轻松
有趣，又常有恍然大悟的快乐，通
过浅显易懂的讲述，让读者体会到
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性格
的养成与影响，让你再也不害怕穿
越到秦汉，坐到案几面前，与秦时
明月汉时风，对影成三人。通俗有
趣且图文并茂的方式，很容易将读
者带回两千多年前秦汉的飨宴现场。

读书人语

文化视点

《蒲塘秋艳图》，纸本设色，126.4×
56.4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
左上方有题跋云：“蒲塘秋艳。抚南田公
本。女史恽冰。”下钤白文“恽冰”及朱
文“清于”。题跋左侧有朱文“养拙道人
珍玩”、朱文“少大私印”两方鉴藏印。
画面描绘了秋日荷塘的一角，几枝荷花
在绿荷的环绕中袅娜地生长。作者熟练
运用没骨技法，对物像外形的把控也十
分 准 确 。 整 幅 画 构 思 精 巧 、 技 法 纯 熟 ，
是恽冰传世花鸟画中的一件佳作。

清 恽冰 蒲塘秋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