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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欧洲杯
□尤泽勇

球迷的盛大视觉盛宴———2012年欧洲杯拉开帷幕。

我钟情欧洲杯甚于世界杯。16支队伍风格多样，实力平

衡，悬念多多，冷门迭出，充满戏剧性，将足球的魅力演绎到极

致。至今记得1992年以编外资格顶替战乱的南斯拉夫侥幸进

入欧洲杯的丹麦，竟在小组赛、淘汰赛一路凯歌杀进决赛，以

2:0战胜老牌劲旅德国夺冠，让人目瞪口呆！那些日子与丹麦

相关的每一场比赛都格外扣人心弦，赛前赛后引发热议———

球迷共同参与续写了丹麦童话成人版。无独有偶，2004年欧

洲杯上，之前仅参加过一次欧洲杯和世界杯且铩羽而归的菜

鸟希腊队，也不可思议地打进决赛，并战胜东道主、号称白金

一代的葡萄牙，活生生再现希腊神话现代版———欧洲杯一切

皆有可能！

我喜爱看欧洲杯还有一个狭隘的理由———没有中国队，

甚至也不像世界杯有亚洲的日韩、伊朗，因此没有心理负担，

没有欲望也没有失望；没有黑色三分钟的煎熬，没有恨铁不成

钢的纠结；临门一脚的感觉是纯粹的快感而不再揪心揪肺，打

加时、踢点球增加的是刺激而不是精神崩溃；终于可以优雅地

将足球当成艺术来欣赏，可以只看过程不介意结果，可以走走

神看看红男绿女及最新时尚……

看欧洲杯很辛苦，每天两场都在深夜，而且都在下半夜。

不过倒也好，避免了与上班打架。无须煞费苦心编造理由从班

上溜号，无须人在会场心在赛场、通过电话打探进球，可以安

全无误地在第一时间随心尽兴收看现场直播。2004年葡萄牙

欧洲杯和2008年奥地利瑞士欧洲杯，从揭幕战到决赛几乎一

场不拉，自嘲生物钟调到了欧洲时间。今年一场不拉看来是不

行了，精力不济，不过自己钟爱的球队及关键场次还是不会遗

漏的，如葡萄牙对德国。

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得以生活享受为主的传统节日逐渐

失去吸引力。如眼前快到的端午节，粽子成了时令食品，想吃

就吃，而许多人并弄不清端午究竟在哪一天。好在“上帝关上

一扇门，同时打开一扇窗”。在传统节日消逝的同时，多样多元

色彩斑斓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节日，欧洲杯就是球迷的节

日。球迷不分年龄大小，像童年扳着手指盼过年一样，等待着

四年一度6月上旬的欧洲杯开赛；也像过大年由送灶到除夕、

由初一拜年到元宵闹花灯那样，从小组循环赛到淘汰赛，再到

半决赛决赛，历时三周，大喜大悲，昏天黑地。

有爱好，真好；过自己爱好的节，真好。

吕居荣书画浅识
□薛龙春

二十多年前，我刚考上大学时

就认识了居荣兄，那时他在高邮市

政协书画会办的集雅斋工作，既搞

经营也搞书画创作，每逢放假省亲，

我在乡下无处可去，便经常到他那

里坐坐，看他的作品，也交流一些想法。居

荣兄那时多写北魏碑志，画则是大写意花

卉，都对我的胃口。记得他和另一位友人

王建兄举办书画展，我还跑去给他搬画

框。那个年代喜欢书画的年轻人大多单

纯，对于艺术有很大的抱负，说理想主义

也不为过。每次与居荣兄见面，我们都有

谈不完的话题，从书史源流到近代人物，

从某块碑刻的风格特点到临习时具体的

工具材料。居荣兄虽僻居小城，但他常和

老先生泡在一起，故知识面广，眼界高，我

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我在外地读

书，他也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书界的新信

息，尤其是苏州书家的情况。

到我工作以后，回老家的次数比读书

时少了许多，但有时间总会去拜访他。居荣

兄谦虚，每次都拿出很多近作征求我的意

见，谈起自己的艺术见解来往往亹亹不倦，
语出惊人，亦时常被人背后讥作“狂人”。居

荣兄于书主张率性，用长锋笔，生宣纸，取

法大多为残砖断碣，意欲化腐朽为神奇，绝

不以精好柔媚为能。他的路数是碑学，自谓

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尝见书散氏盘集联一

副，用笔古朴中饶有秀色，点画之凝练似遥

接虹庐遗绪；又见写汝南王修治古塔铭字，

歪倒中有天真之趣，而用笔一任自然，绝不

加以巧饰。今人学古代金石文字，或以荒率

为高古，或以妆点为工致，皆堕恶道而不自

知，其人未必没有书才，只有憎恨读书。读

书对书法品位的滋养，没有立竿见影的效

果，今人什么都求快，求捷径，故大多不相

信读书的好处。居荣兄好读书，闲窗无事，

喜手持一编，或史或集，诵其文而味其意，

自得其乐。久而久之，他对艺术史及美学趣

味的理解已远超同流，故挥翰操觚，虽不假

思索而佳趣迭出。

我很少见到居荣兄的临古作品，对于

古代书法遗迹，居荣

兄常如黄山谷所言，

悬之四壁，置之座

右，熟看而意会之，

下笔自能合辙，绝不

喜亦步亦趋，以有出

处而沾沾自喜。或有

人诋居荣兄之书无

功力，实不然也。功

力者何，非日夜操练

而后得，在明其理，且尽其用。居荣兄行草

书最不见蹊径，似颜、似苏，似何子贞，似赵

撝叔，又皆不似，不似者何，居荣兄之个性
也。不过居荣兄的学书方法似不能推而广

之，无其才而鼓吹遗貌取神者，多为盗名欺

世之辈，反不若亦步亦趋为中。

居荣兄学山水画，从乡先贤熊纬书先

生之教，自王麓台起步，远绍元人黄鹤山

樵、黄公望、吴镇诸家，其意在云烟滋养，

故不以貌多为矜。居荣兄认为，一个画家

的目的应该是在有限的构图方式与笔墨

语言中，寻求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而不是

将古人的笔墨手段炒成杂烩，因此形式传

统中很多好却不适合你的东西，也必须舍

弃掉。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人们并不关

心你画什么，而是你能否画出语言不传

之妙，令人沉冥有思。所谓余味曲包，匪

止论文章旨味，书画亦如之。有此见识，

济以写字功夫，居荣兄的画自非匠者流

可望，观其用笔，一波一拂俱见笔法，勾

皴点染皆有深情，至于蕴藉缱绻，似与

其人攀掌而谈，久而忘去。

我和居荣兄交二十年，很清楚他的

志向，也了解他的为人。砚交师友，居荣

兄时择善而相从，朋从往还，居荣兄多

得体而谦让，此皆不必缕举细述。值得

一提的是他对乡邦文献的重视。熊纬书

先生，河南商城人，文革期间曾下放敝

邑，直到1989年回到南京。他曾任职国

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安徽省报编

辑、中国国史馆协修，新中国成立后，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工具书编辑处副处

长，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先

生能诗，兼善书画，然因于时势，声名不

出乡里。居荣兄尝执礼问学，备知先生

学殖深厚，艺术敻绝，故在他去世之后，
遍搜所作诗文书画，并出家赀为印画

册，办展览，征评论，于是专家学者

纷纷有作，熊先生书画遗作亦时时

见诸书报，先生之杰出成就遂为艺

林所悉知。顷又闻居荣兄合海内诸

有识之士成立熊纬书研究会，意在

宣传与研究熊老书画艺术，俾熊老令名不

致湮没于浮躁之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

以薪火传承。居荣兄之崇乡贤、举逸民，其

志愿可谓诚乎？

五六年前，得梅墨先生推荐，居荣兄

毅然北上，先后修业于国家画院、清华美

院、中国文物学会，其间会师友、广见闻、

请教于当世宿彦名流，书画之境为之一

开。然则京城为人才之渊薮，亦为俗客之

渊薮。挟一能而奔走不遑者，虽美其名曰

“砚食”，实随人俯仰之市侩。居荣兄处其

间，脱然从容，曾无进退维艰之烦恼。缅想

往日与居荣兄谈，月旦天下人物，志气激

昂，豪情勃发，如今尚能如是否？

草木蚕种场
□成维英

2001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世间万物，生命之网。我特地

在场留守，为养蚕值班，更为了记录特别的心绪。

日落时分，采了一束每年此时最平常的一种草花以怡心。

灯光下，那白色的花瓣透着一种淡淡的紫气。在人们的眼里，

她再平常不过。此时，场部办公室庭院里草坪上只散散地生着

几株，远不如花池中的石榴耀眼。她的香气细如游丝，是一个

脂粉气太浓的人嗅不出的，是那种极清淡的一种，甚至经过其

旁也不会多看她一眼。但若有闲情采集来，聚拢起她那繁多而

清雅的花朵，随意插在盛水的茶杯抑或易拉罐中，却显得热烈

而又淡雅。俨然一个赤着脚走来身着淡妆头戴栀子花的水乡

清纯的少女。这种叫不出名字的草花，场生产区大院里满眼皆

是，白天也只有蝴蝶光顾，忙碌的人们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草花

是直茎生长的，主干高而纤细，花期也不太短，从农历的五月初

陆续开花直至七月的伏天。好像是六月里，农人们最忙的时候，

也是开得最旺的时候。

记得先前全家住场，儿子只有三四岁，下班时常常母子手牵

着手出门散步。由于受我的感染，儿子看到这种不知名的小草花，

也往往显得很雀跃。特别是从农村原蚕点“跑蚕”回家，总不忘从养

蚕人家剪两枝含苞待放或次第渐开的月季花，偶尔也会有较为珍

贵的玫瑰花和这无名的草花只那么疏疏地一插。经我的“创意”，还

美其名曰“母子插花”。淡雅的小花作背景的铺垫，深红浅红的月季

一高一低或一直一欹作为主色，再用手掬上几点清凉的蚕种场的

深井水，使整个插花显得鲜活而有生机。简单的花瓶放在简陋的餐

桌上，虽没有珍馔，但此时的心情会顺畅不少。枯燥平凡的生活也

因此增添了一点亮色。有时也忙里偷闲为养蚕时节熬夜的同事送

上一束，活一下眼目，好消除些许工作的艰辛带来的疲倦。

生活中的美随处存在。蚕种场是个特别的农场，除了桑树作

为最主要的自然及经济资源外，只要你有一双慧眼，就会发现有

别致的美。这也许是一个久居此地而不易的人的“阿Q精神”，

为自已的生存状态找个借口。但是，不管境况如何，我的情感里

永远揣着这份“情结”，也不管将来的命运顺畅与乖蹇，这都是我

个人生活的财富。

这里有殷红的野草莓，有芬芳的野菊花，有粉色而丛生的野

蔷薇，还有春秋皆宜的野生枸杞，有初春里清脆而味新的野生蒌

蒿。此处的场生产区大院里还有一种很珍贵的树种，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从南京植物园与樱花一起移来的南美洲落羽杉，因为习

性，落叶较比当地常见的水杉落叶要迟近一个月，因为江苏地区

常常的“小阳春”气候，阳历十二月上中旬场区大院里，近百株双

排的落羽杉，浓密而火红的树冠，满是落叶的路面，浓雾紧锁的

早晨，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此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初冬的梦里，

但不清冷。高邮场被称为“花园式蚕种场”，场区绿化带很多，树

种也多，原有一片竹林，现已改造成杉林；从前田间原南北东西

主要干道均以松柏绿化，后因防治微粒子病的工作需要，说松毛

虫、桑毛虫与家蚕存在交叉传染，为宝贝蚕儿不得已忍痛割爱。

我场职工因此都分得了大段小段的松柏作为板材打造“堂桌”，

为家居增色不少。这也算是一种地方特色了。

场区里还有一片松林，以雪松为主，还有不少的宝塔松、撒

金柏，及每年阳历四月份开花的洋绣球。这种花较特别，起初并

没有花苞，而是绿色的一簇，随着气温的上升，渐开渐白，渐渐蓬

松，如一只松软而又青白的绣球。它开花的时日迟暮还是我们场

家蚕催青时日安排的一种依据。逢四月气温高的年份，花期也

早，可及时安排催青时日。

在这里，月桂花遍地都是，有金桂，有银桂。中秋前一个月，

场区及场部大院里即有暗香浮动。值中秋前后，月桂花盛开时，

这里的人习惯用小竹篮采集起小小而繁盛的月桂花花瓣，用糖

腌制起来，直至春节、元宵都可享受用它作馅包成的桂花汤团，

令客人满齿留香。这也算得是一大地方特色点心了。

最可惜的要数樱花树了。每年四月中旬，场院里两株花期参

差的樱花，绽放满树如云的樱花，虽色似乡村常见的桃花的粉

色，可是她那个“纯净”却始终让人倾心、驻足，留连忘返。同时，

她那个“娇”却经不起一夜的风雨。雨后的清晨撒落满地的缤纷，

如一片粉色的梦乡，也不免让人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我们场的两

株樱花在当时的高邮都是很珍贵的，是一九七五年从南京植物

园引进的。一九九八年因办公室迁址而一同“乔迁”时枯萎了。那

时花期刚过，为了一身的绚丽，已耗尽了全身的养分。如果是在

冬天“乔迁”，也就不会有樱花的“失落”。自然有天成的定数，自

然有自然的规律。

野菊花同样是八里松的“野生物种资源”。为了收集它，更为

了沐浴秋天的阳光，我曾多少次放弃午休远足，独自采撷，然后

自然风干，送给几个长辈做“菊花枕头”，还可以做“菊饮”。在崇

尚自然的今天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此外，蚕种场地处的八里松到了农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

沟渠边、田埂边、运河堤内外，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野生枸杞。虽

然红色的浆果没有宁夏特产的那么大，却是个个饱满透亮。特

别是运河堤外那陡峭的地方，往往那儿的一丛最是亮丽灼眼，

而枸杞的刺针也是那么的尖硬，因而往往也是最难得手的。我

常带着儿子一同采摘，也曾就此跟他讲一些道理。由于没有专

用烘干设备，我常把采得的新鲜枸杞果和水煮汤。其汤色淡红，

甜里带酸，是那种淡淡的原汁原味，喝汤时连同那淡黄色的籽一

起吞服，有明目保肝的功效。清明时分，去桑园的沟渠边，定有收

获。采摘那一丛丛枸杞的嫩芽，愈靠水边的愈肥美，带回家加糖

凉拌生吃，有些苦，也是该时节一道时鲜的菜蔬。还有田边渠边

那一丛丛摇曳的荻花饱蘸着初霜融化而成的露珠，剔透晶莹，阳

光下，亦真亦幻。正是这野外荻花的特质的美，因而也成为我最

爱的秋冬季自然插花的材质。

因了八百亩桑园的净化作用，本地少污染，少噪声，“空气维

生素”即负离子丰富，因而本地的鸟类资源也很丰富。最让人舒

心的是：院区里有一种极精致的小鸟，在啄食了草坪草里的小虫

们之后，还会在纵横的水泥路上优雅地漫步，全然无视人类的存

在。有幸遇到此事，人们也会有意避开，只对它类行注目礼。其时

它也在观察着人类是否真的把它当作朋友。今春场区大院里曾

客居了一大群长脚的鸥鹭。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及空气质量可

见一斑。正因为如此，高邮当地的城里人常常会一大包一大包地

在乡里人那里买了“枸杞头”“歪歪菜”送北京、上海、南京那些大

城市的人，让那些过惯了现代生活的人也尝尝乡野的风味，忆想

忆想乡土的气息和故乡的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