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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春日早上，木空老突然微信
我，“画说红楼梦你要吗？”我一愣，回了
两字：书吗？

那边很快拍图发过来，原来是他的书
《画说红楼梦》印出来了，这真值得祝贺。

木空老画《红楼梦》的事，多年前媒
体有过报道，但我那时并没看到。2005
年，他因为画长卷《合肥昔景》上过一次报
纸；一年后，又因为画十八米长卷《合肥环
城翡翠》而被报道。三年后，《画说红楼
梦》208幅作品完成，复又惊动媒体一
次。但上述几次报道，因并未见诸我所在
媒体，所以不知道他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他却说，他和我是“三十年的书
友”，微信上这样说，那天去他住处拿
《画说红楼梦》时，他也是这样写，“卅年
前书友”。他说他在三十年前来报社找
王丽萍，要找戴厚英的相关报道，王丽
萍不在，是我接待的，我还给他看了合
订本。老人家的这个回忆，应该是错把
别人当成我了。因为我和王丽萍那时
候并不在一幢楼里办公，我在晚报社，
她在日报社。所以木空老的这个回忆，
我在记忆库里，是怎么都找不到半点印
象的；而我记忆中的认识他，是在另一
个场景。

2014年4月2日，我和台湾《联合报》
老记者吴心白合著的《白马集》印了出
来，那一天，88岁的心白老从台北飞深
圳，他此行专为此书而来。4日中午，飞
抵合肥，我去机场接他。6日下午，刘政
屏先生在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四楼，为
此书策划了一个活动，名之为“两岸文学
民间交流会”，活动开始前，画家高军突
然现身，他带着一位居士过来，便是此年
71岁的木空老，我好奇于他的身份，便在
高军的介绍下，互加了联系方式。

高军当时正在写一本奇特的书，写
画坛那些奇闻逸事，而这些故事多与老
合肥有关，木空老显然是一位能走动的

“活掌故”，他知道这个城里几十年前发
生的很多事情，他家虽非高门大族，却
也是大户人家，何况他又从小染指丹
青，认识这个城里的很多画家，他本人
经历也算奇特，画画、玩鸟、玩丝竹，出
世而又入世，在社会的边缘上生存，又
在庙宇中居住过多年，要写古怪的书，
访谈对象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

木空老画古城画自己的故家，亦是
故事多多，而这些，恰恰也是媒体人关
心的。

认识不久后，木空老便来编辑部里
找我来了。具体的情形我已记不得，只
知道他当时正苦于如何把他的随笔小
集《浮生梦影》，从稿本变成印刷品。我
便帮他找了我的同事帮忙，让她在工作
之余，把那些文稿录入到电脑里，然后
让他拷走。不久后，这本簿簿的小书就
印了出来，送了我一本。许是没人校对
也乏人编辑的缘故，小书中的错误实有
不少，印得也有些粗糙，可就这样一本
粗糙的印刷物，在我多年后扔出去很多
不要的书时，它却始终留在我的书架
上，我每每翻到，还会读它一读，十余年
来，我看它，至少也有三回了。

值得我看上三回的书，是少之又少的。
很多书自从请进家门，有不少连一

回都没看完，便被弃于一边，更何况是
三回呢。

这本小书值得留下来，思量起来原
因总有几个，一是因它是本小书，容量
小，不占地方，百余页笔记本大小，只消
花个半天就能看完，这就是小书的可爱
之处。类似的小书还有几本，无非来路
各有不同，比如某位画家的京漂故事，
我也一直收藏着，这是其一；其二是，里
面写的他的家族史，个人史，都和合肥
这座古老的城池有些关联，所以文本虽
然粗糙了一些，但内里自有其光芒在；
其三，作为一个体制外画家，木空老长
达五十余年的绘画史，虽艰辛艰难多有
坎坷，却屡屡画出体制内画家画不了的
大作、长卷，比如他顷八年之力画《红楼

梦》，乃安徽独一人；他画他记忆中的
《合肥昔景》，也是独一个。这种众人不
画他独画的风格，正是我钦敬他的地
方。他还敢说敢写。六零年代他当过
六年兵，转业后在工厂里做工人，因倔
犟而刚直，不讨领导欢喜，工作中便被
屡屡穿小鞋。后来虽然在橱窗设计中
获过大奖，但获奖归来却被领导“贬”去
做木匠，所以他戏称自己是“木画师”，
而木空这一僧名的由来，亦和其做木匠
这段经历有关。

木空老，大名张国瑞，1943 年生
人。他这个张，和合肥张家四姐妹的那
个张，是有些关联的，至少他们的远祖
都来自江西同一人，无非落户合肥后，
分枝散叶属于不同的支脉而已。

在《浮声梦影》扉页上，他写了赠我
的时间是“2014.5.22”，可见这本书的问
世，就是《白马集》见面后不久的事。他
为了酬谢录入者，托我送了画给她，也
送了画给我。

然后即此别过，又是多年不见。
这本小书的序非常短小，以许有为

先生写的一首《古风赠木空居士张国
瑞》作序。诗云：

国瑞先生擅丹青，开福古刹潜修行；
闲云野鹤甘自守，兴来泼墨绘彩屏。
庐州风物笔底走，百尺长卷惊古城；
妙公上人重才俊，赐君雅号曰半僧。
半僧虔诚佛弟子，木空居士其嘉名；
愧我红尘槛内客，半生蹭蹭无所成。
木空是我槛外友，槛内何妨啖荤腥；
君子之闪淡如水，方内方外皆可名。
这首古风诗写得实在是好，诗写出

来后，许先生委托同是张家的画家张以
永书之，故其诗中跋语为：

己丑清秋燕居，忽念及方外友人国
瑞潜修于山中，闪念间大有“雪夜访戴”之
思。诗兴泉涌。旋即命笔占古风一首，倩
以永贤弟台捉刀书之，聊以补壁耳。

己丑年，应是1985年。而木空老为
这本小书写的自序，写于 2011 年的 2
月。序中曰：

余自幼受庭训，酷爱涂鸦；童年遭战
火，年少遇饥荒，而立逢文革，一事无
成。然不惑之年欣闻佛法，皈依三宝，花
甲又剃度为妙安长老关门弟子。长住开
福禅寺，茹素念佛，闭门读书，潜心作画，
喜结善缘。弹指挥间，年来虚度二万一
千六百日，大半沉酣于花鸟虫鱼之间。

沉沦丹青五十余年，顽固不化，孤
芳自赏，穷困潦倒，但承蒙看客厚爱，知
音夸讲，乃至各媒体宣传报导。拙作被
世界各地爱好者收藏并被有关机构聘
为画师、教授、会长等，实在惭愧，免
提。终将以作品为准，勿误！

这短序写得不差吧？自序的最后
还有其小诗一首以自嘲：

生来自负懒求人，不惯逢迎受折磨；
人事诗剑两蹉跎，引颈吟风自唱歌。
木空老的性格、经历和遭遇，在这

篇短序及诗里已多多少少做了交待。
那天带朋友去他住处，问他那本小

书可还有？他说没了，早给光了。
三四年前他在微信里说，除《浮声

梦影》外，他还写有《寺中随笔》和《炉中
日记》（部队日记），他想把三书合成一
本印出来，可忽忽数年过去，他期待中
的这本书还只是一个梦而已，并未做
成。而这本《画说红楼梦》，他花八年时
间画它，要印出来也是其难无比，他找
过很多人帮忙，最后才印了三百本出
来，印刷费3万块钱是他自己出的。他
的退休工资，从刚退休时的一百多，加

到现在，总算加到三千多，所以印行这
本书也是诸多不易。他说不是谁向他
讨书他都给。

画红楼梦时他还住在寺庙里，画到
一半时他离开了，在外找地方租住，名
之曰“一张画室”，可见其小。后来的住
处也是别人提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小屋一间花鸟虫鱼，书画丝竹样样
有”，闲时听听鸟语，吹吹丝竹，在小画
桌上铺纸画画，写点小字，算是其乐。

他的小屋在视频中我已无比熟悉，
那天终于见到了。

也就十来平的小屋带一个东阳台，
门楣上方贴着“苟奋轩”三字，为其手
笔，显见是其斋名。窗台上方挂着2005
年端阳日迁新居时写的“九久小舍”四
字，果然是小舍，内里却丰富极了。集
画室、居室、花鸟虫鱼室于一体。老照
片、作品则散布四周。门上亦张贴着
画。小而窄的小舍里，满满当当，却也
丰富无比。而他那些被媒体报道过的
珍贵画作，大多放在一个有年头的木箱
里。17岁时画的《岁朝图》应该是他的
处女作，精裱后挂在床头上方，尤其令
人震撼的是他凭记忆画出的童年故居
《仓塘老屋》，挂在小屋的东南边，抬头
一望，便可见合肥旧时风景扑面而来，
画中他的故居里有花园，有依依垂柳，
有房屋数幢，旧房数十间，邻包河，邻老
城池东门，且来看其跋语：

仓塘老屋。童年故居。木空于二0
一九年二月二十七忆写。老居又称合
肥小南园，祖父创业，位合肥东南城墙
脚下，与洪家花园毗邻。一九三八年合
肥沦陷，老屋被日军司令部占用，一九
四五年胜利又被国民党占用，四九年合
肥解放，小南园又是安徽军事管制委员
会驻地，一九五三年成立中共省委，老
屋被征收，全家搬迁，直至文化大革命，
老屋仍存一路，后拆除建高楼，为省委
宿舍。木空又记。

这段跋语我一字一句录入，内心有
点小小波荡，木空老凭记忆画出他小时居
住过的小南园，该是何种心情？而他临
老，却在城里并无一屋，又是何种心情？

读者诸君自可理解。故其在《浮生梦影》
的封面下自署“木空（南园旧友）”。七十
年前的合肥小南园，现在的合肥人多已茫
无所知，我亦如此，旧居的风华也只有梦
里去寻，画里绘出，方能了然。

这一天，画说红楼梦的原作我也看
到了。木空老自己亲自裱好，装祯好，
封面也是自己设计的。七十年代百货
大楼的橱窗设计师，差点要被影院调入
做电影海报设计的木画师，这些技艺，
只是随身携带的小玩艺而已。

为何画红楼梦呢？
因为熟啊，这本书他读过至少五六

遍。有些章节，也许读的次数更多。
年少时，母亲就讲红楼梦的故事给

他听，他们家还有红楼梦的老版本。他
母亲是大家闺秀，床头上就放着宋词
书。父亲也是读书人。祖父是创业的
老板，小南园就是他置下的。李鸿章故
居对面，有一经营杂货兼批发零售的商
铺，名张同裕，曾经是合肥的老字号，便
是其祖父张日春肩扛手提白手起家创
下的家业。可其祖父不知得罪了何人，
在1938年初合肥沦陷前夕的小年夜里
不幸遇害，此案八十余年，至今未破。
此后的张家，则只有旧梦可寻。

木空老在孤独时看红楼梦，在无聊
时看红楼梦，在痛苦时看红楼梦，他说
红楼梦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全写到
了，看看红楼梦也就够了。他的读书也
就痴迷这一部。

画红楼梦是一稿成，还是要画几次
一改再改呢？朋友风忍不住发问了。

木空老似不屑回答。然后慢慢地
吐出来，画画要有激情啊，没有激情是
画不出来的。激情到了，自然一稿成。

风不是画家，只是一位热情的写作
者。和我一样，也曾经是纸媒的编辑。
她曾经呆过的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木
空老，可她居然，也无有印象。

我说这些画作可以捐出去。捐给
美术馆博物馆，我认识的不少老画家，
现在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把作品捐到美
术馆去。我还居间联系， 让老
作家石楠先生捐画给安徽省美术馆，这
事后来办成了。

可木空老说，捐给谁呢？官家可
要？要了后弃之一边他又该如何？的
确是个问题。

他说起黄宾虹死前把所有的画作
都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结果呢，被丢
在地下仓库里无人问津，直到几十年
后，这批作品才被“发现”。这是他不愿
意见到的。

画《红楼梦》的老人
●马丽春

正月十三凌晨六点，我轻轻摇醒熟
睡的爱人。她睁开眼，恍惚了一瞬，随
即想起今天要去上海看病，眼神立刻清
明起来。我看着她摸索着起床，动作比
往常迟缓了许多，她像极了一只受伤的
鸟。通往上海的高铁上，阳光透过车窗
洒在她苍白的脸上，我能看见她眼下的
青影和微微颤动的睫毛。爱人是北方
人的性格，再难受也要强撑着。我想起
昨晚她躲在卫生间里压抑的抽泣声，水
龙头的哗哗声也没能完全掩盖。痛是
会传染的，我的心揪着疼。

医院里福尔马林的气味刺鼻。候诊
区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
写着焦虑。爱人紧紧攥着挂号单，指节
发白。我站在她的身边，忽的发现她的
手心全是冷汗。叫号声在空旷的走廊里
回响，像是某种审判的钟声。门诊室里，
一个男博士翻看着检查报告，眉头越皱
越紧。我的心随着他的表情一点点下
沉。爱人却出奇地平静，甚至还能对医
生微笑。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等待
检查结果的那几天，我们住在医院附近
的小旅馆里。房间是女儿提前订的，一
个小套间，站在客厅窗前能看到上海标
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夜晚，塔身的灯
光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像一座遥远的灯
塔。爱人说，等病好了，一定要去塔顶看
看。我点头，喉咙发紧。

爱人一直吃素，她吃带荤的就频繁
地呕吐，吃不下东西。我跑遍附近的小
吃店，一家家试，终于找到一家要求师傅
做了碗青菜面条。看着她小口小口地吞
咽，我的胃也跟着绞痛。痛是会传染的，
从她的身体传到我的心里。深夜，她蜷
缩在床上，疼得发抖。我感受着她单薄
的身体在颤动。她说，对不起，连累你

了。我的眼泪终于决堤，滴在她的发
间。原来痛到极致时，连呼吸都是疼的。

终于等到手术那天。清晨，她咬着
嘴唇，一声不吭，但额头上的冷汗出卖
了她的痛苦。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
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无用。推进手术
室前，她朝我笑了笑，那个笑容比哭还
让人心疼。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红灯
亮起。我站在走廊里，感觉时间被拉得
无限长。消毒水的气味更浓了，刺激得
我眼睛发酸。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步
履匆匆，白大褂的下摆翻飞，像一群忙
碌的鸽子。我在手术室外来回走动，三
个半小时后，主刀医生走出来，说手术
很成功。我瘫坐在长椅上，才发现自己
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病房里，麻醉
未退的她安静地躺着，脸色苍白如纸，
但眉头是舒展的。我感受着她微弱的
脉搏，那是生命最动人的律动。

夜深了，监护仪的滴答声格外清
晰。我望着窗外的东方明珠塔，想起她
说过要去看夜景的约定。塔身的灯光
在夜色中闪烁，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
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痛，终
将化作生命的力量。爱人在病床上翻
了个身，我连忙凑过去，替她掖好被
角。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为她的睡颜
镀上一层柔光。这一刻，所有的疼痛都
值得。因为爱，让痛有了意义。

朝着村庄赶路
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洒在蜿蜒的

小路上。露珠在草叶上闪烁，仿佛无数
颗微小的钻石。这条路通向一个宁静
的小村庄，我正朝着那里赶路。脚步轻
快而坚定，心中充满期待。

村庄的名字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
但在我心中，它却如故乡般亲切。小时
候，我常常听祖母讲起她在那里度过的时
光。她的故事里有潺潺的小溪、葱绿的稻
田，还有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如今，我
终于有机会亲自去感受这些。路两旁是
大片的田野，远处山峦起伏，像是大地温
柔的脊梁。田里的农作物随风摇曳，发出
沙沙的声响。偶尔可以看到勤劳的农人
在田间忙碌，他们的脸上挂着汗珠，却掩
不住内心的满足。不远处，一个小男孩在
放风筝。他的风筝在空中翻飞，时而高高
跃起，时而轻盈滑落。男孩的笑声传到耳
边，像一首欢快的乐曲。那种纯真的快
乐，让我不由得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继续前行，路过一片竹林。竹子在
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悦耳的低语。阳
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喜欢
这样的时刻，仿佛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剩下大自然的低语。隐约可以看到村
庄的轮廓。青砖灰瓦的房屋错落有致，
几缕炊烟缓缓升起，在空中描绘出柔和

的线条。村民们早已开始新一天的生
活，他们的简单与质朴，让人心生敬意。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果然如祖母所说，枝
繁叶茂，树干粗壮。树下有几位老人正
坐在一起，悠闲地聊着天。他们的脸上
布满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依旧清澈明
亮。看到我，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那种
发自内心的温暖让我感动。孩子们在路
上嬉戏，追逐打闹，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
村庄。看到他们，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
童年，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我沿着小路走向村外的小池塘，水
清澈见底，有几只鸭子在悠闲地嬉戏，
它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抖动翅膀，水
珠飞溅，发出悦耳的叮咚声，如同一首
动人的旋律。在村庄的尽头，是一片开
阔的稻田。金黄色的稻谷在阳光下闪
烁，微风吹过，稻浪滚滚，仿佛大地在轻
轻呼吸。田间的稻草人静静矗立，守护
着这一片丰收的希望。此刻，我站在田
埂上，任微风轻拂面颊，心中充满宁
静。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自然、简单，却
又充满生命的活力。大自然用它独特
的方式，讲述着生生不息的故事。

在村庄待了一天，我已深深爱上了
这个生育我的村庄。这里的人们用勤劳
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
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人敬佩。夕阳
西下，回头望去，村庄在晚霞中显得格外
美丽。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小村庄将永
远在我心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带着满满的感动和思索，我朝着
家的方向赶路。心中明白，这次旅程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探访，更是一次
与内心的对话。生活的意义或许就在
于此——在不断前行的路上，找到属于
自己的那片宁静与满足。

陪诊记（外一篇）
●王双发

题渡江烈士陵园

何堪捉笔绘清明，
不是锥心写不成。
岁岁鹃啼花似血，
遍山冥帛祭天兵。

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

肃穆忠诚到馆前，漫观图展忆当年。
三军壮势无穷勇，万里长江第一船。
鼓角声消形未暗，风云影乱意尤坚。
旌旗所指民心向，海峡弯弯筑梦圆。

清明二首
●王中华

持续的细雨，无声地下着
道路一路潮湿

墓地挨着村道，小松林
圈起一块寂静

墓碑正面凹陷的笔画里
住着
父母在世时的容颜
拜台石吸饱了雨水
像一块
久已失效的
止痛贴

枯草与新草，在坟前

纠缠不休
像是有着
叮嘱不完的话语

风翻动松针，抖落
泛黄的影像
而绵延的根系尽头
却已经是天涯

小路蜿蜒，倒春寒
渗透进了鞋底

返程的路上，故乡
褪成了一道折痕

故乡褪成了一道折痕
●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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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清萍，淇水情深
岁月朝暮，被长歌短调氤氲

那些质朴的歌谣，在淇水上生长
与戚寥抗争，让苍茫岁月
在妖娆中飞扬，绽放，世间风情
喜乐慈怀在碧水青天间流淌

君子如玉，居淇水之滨
美人如花，思思念念
在光阴中奔跑的白马与爱默契
或是“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之情伤
三十九粒种子，在我身体里长出藤蔓

从此我梦中的白马
缠绕数千年亮丽的风景
她们气质优雅，还有淡淡清香
复活于淇水的质朴与清纯

我惊讶于复制的光阴，如此漫长
长歌短调还回旋在淇水的天空
捕捉一声声唱和的鸟鸣
有风追逐那天边的白云
窥视那时满天的星星
听她们地老天荒，诉淇水情长

此刻，在时光的影像里
我俗不可耐，推开周身屏障
我要穿越时空，让万束阳光
布满心间，荡去浮华
我四十余年光阴，从没有
如此亮丽，通透

三十九朵小花，每一朵
都是淇水孕育的精华，我要
借淇水永生的歌谣，剪辑三分光阴
装订七分真情

2

你从遥远的蛮荒中来
挽着五月的麦浪，捎着八月的桂香
淇河水早已苏醒，柔情荡漾
有莲叶，菱角花开在河面

望天，望月，望人间
我又回到魂牵梦绕的山川

那山，那水，那人儿
深藏在通往光阴的缝隙中

长长的西山，杜鹃花红透
烂漫无邪的时光仍在莽原
柳叶染绿了淇河水
紫云英坐拥着田园

你把最好的时光编织成清泉
流淌了数千年，朔风也不能吹散

当柳叶儿悄悄褪去绿衫
当紫云英远离田园
当淇河水已经凉透
你还是如此从容，笃定

唯我四十余载光阴，想要
窥视你几千年的风华
有些力不从心，还是这样销魂

人间的淇河，你是长生天宠过的

“诗经”的乳娘，自成情调
春花秋月，夏荷冬雪，尽入胸怀

3

从那个世纪吹来的风，拂动青烟
吹不散的苦与乐，离与合

“朝歌”的兴与亡，先民的血与泪…。
凝固成村庄上的炊烟
炊烟的深处，藏有人间的烟火

有烟火的日子里，把希望寄托给
高高的石佛，佛不解风情
也不能止人间的战火，但可渡众生
登极乐
那些王者，那些诸侯
那些晓勇的战将，那些鼓噪的谋士
终从庙堂上走失，尘归尘，土归土

太白诗曰，“古来圣贤皆寂寞，”
我不慕圣贤，不慕饮者，只慕
淇水的天空，星光灿烂
寂寞的不只是圣贤，还有江湖
唯有那些灿烂的星光，能照亮人间
两万首诗行，交相辉映
丰满了云梦山，淇河水

载驰载驱，浅暮流殇
济水有情人无情，阻我回故乡
思国千百遍，归家梦无期
登上一高丘，见母在山头
千秋穆夫人，泪洒斑斑竹
化作长歌短调吟

隔了数千年时光
我已猜不出当初的镜像

“思君如流水，流水可是血水？
血水中有多少折戟沉沙，电闪雷鸣。”

我听见马蹄声此起彼伏
战车滑过的声音，渐行渐远
我听见你长歌当哭，忧国怀乡
这歌声渐渐清晰，与你的肉身
一起融入你脚下的泥土
我看见垒垒黄土上草色青青

4

淇水之上，云淡天高，蓝天生养白云
一些在山尖打坐，一些撵着春风
抚摸万里河山，淇水之畔，春风几度
樱花开始璀璨，一路欢歌
闯进三千米樱花长廊
三万多春的信使，身披粉红装
化作彩云，铺展时光

肉身总在花影和梦境中来回
心要寻找光明，只需一道闪电
人间草绿花红，共浴万吨阳光
山河正锦绣，春风开新颜

淇水乐园，诗苑，光阴在打坐
等待一场春的盛宴，更新，归藏

怀念蛮荒时的先民和诗魂
我不能，不能敲开那扇门
他们是率性无邪的精灵
就让他们一直修行，抵达仙境

樱花如此妖艳，眼眸中深情脉脉
又是人间四月天，看淇水谱新韵
你是非愿隐于她的每一首诗篇

长歌短调淇水情
●陈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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