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者归来
! 吴忠

当克罗地亚选手西里奇接
发球下网，费德勒卫冕成功！这
是费天王夺得的第 6个澳网男
单冠军，也是他的第 20个大满
贯。费天王是一路顺风未丢一盘
进入了决赛的。尤其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郑
泫更是兵不血刃，打得韩国人在此场赛中严重

“怀疑人生”，第二盘就缴械投降。要知道郑泫完
美战胜德约科维奇后，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刮起了
一阵强劲的“泫风”，还让韩国媒体着实高潮了一
把。

对于费天王，正如颁奖嘉宾说的，用什么词
来赞美都是“词不达意”。我们还是来看费天王的
一组数据：ATP史上最长连续单打世界第一周
数记录（237周）；大满贯男子单打 20次冠军、10
次亚军，史上第一；连续 23次大满贯四强，史上
第一；连续 36次大满贯前八强，史上第一；大师
赛45次进决赛，史上第一；年终总决赛 9次进决
赛，史上第一；2003至 2005年，对世界前十连续
24胜，史上第一；四大满贯均 5次以上进决赛，
单项赛事连续 10年进决赛，8个温网冠军，澳网
美网温网各 5个以上，草地 65连胜，硬地 56连
胜，75个室外赛冠军，36岁以后获得三个大满贯
……这些都是史无前例。当然，他还连续四年获
得象征国际体坛最高荣耀的劳伦斯奖……无须
多言，这些恐怖的数据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网球项目不同于一般其它体育项目，对体力
要求极高，三十岁以上属于“高龄”，这个年龄的
网球运动员无不伤病满身，没有超强的意志品
质，是很难再坚持下去的。费天王在 2008年状
态开始下滑，特别是 2016年由于背伤和膝伤，
半个赛季都报销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媒体
上标题多为“费德勒已成为过去”“费德勒走下
神坛”“老去的‘奶牛’”“费德勒的眼泪和纳达尔
的微笑”等等。比费天王小好几岁的德约科维
奇、纳达尔，成为新的王者，这本来符合自然法
则。费天王与阿加西、桑普拉斯、休伊特等老一
代球王同场竞技过，后与德约、纳达尔、穆雷一
起号称“网坛四巨头”多年，已经是网坛的“不老
神话”。即使在 2016年费天王完全退役，他的人
生也已经很完满，因为他已经缔造了网球界的
神话。但，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是费天王了。苏
黎世《每日导报》网球记者瑞内施道弗在人物传
记《费德勒的故事：追寻完美》里写道：罗杰·费
德勒的生命里除了网球，其它什么事也不关心。
是呀，他是如此地爱网球，网球就是他的生命，
他能爬起来再继续战斗，我们都能理解。不过尽
管这样，人们还是没料到，36岁“高龄”的费天
王在 2017年竟还能如此强势回归，一年内夺得
包括澳网、温网在内的五项冠军！人们惊呼：王者
归来！费天王要逆天！费天王的极限到底在哪？！

20个大满贯冠军个数，
在男单中已经遥遥领先，
可是费天王还没有停止，
以他目前的状态，再夺几
个冠军也不是问题。大多
数运动员职业生涯“高光
时刻”就那么几年，而费
天王从 2003年首次夺得
温网冠军，已经整整过去

15年！有网友发帖说：初中时偶
尔看网球比赛，冠军是费天王，
多年没看，现在工作几年了再
看，冠军怎么还是他？还有网友
发帖：费天王统治世界网坛时间

如此之长，生生耗死了 85后还有 90
后。

有人说，费天王运动生涯之所以
长，是由于他打球不用蛮力。是的，他
追求完美，技术一流，不属于力量型球
员。世人评价费天王：英俊的面容，挺
拔的身姿，高贵的气质，华丽的进攻，
潇洒的单反。我们每次看费天王比赛，
都仿佛看到他不是在打球，而是在跳
一种特别的舞蹈，一种力与美相结合
的舞蹈，让无数“奶粉”获得一种美的
享受。费天王打球不主要靠力量，是他
有能力不用靠，是因为他具有网球的
天赋。可是费天王自己不承认自己比
别人有天赋，他觉得取得这样的成绩，
只是因为自己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和
费天王合作了 18年的体能教练帕格
尼尼从他的视角向媒体揭露了费天王
成功的秘诀：成功没有捷径，费德勒比
谁都练得更狠！费天王如此努力，帕格
尼尼都不得不劝他：“我们有的是时
间，没必要把自己练这么累。”但是费
天王全然不顾，在确保不受伤的前提
下，他每次都要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帕
格尼尼说，这么多年来，费德勒从来没
有哪怕一天偷过懒。“有时候他已经很
累了，但是他这时候往往会比平常练
得更多。从这点来看，他真是一个不可
思议的球员。”

费天王不光在球技上独步天下，
品行方面也是有口皆碑。赛场上有时
候会出现裁判对他不利的误判，没见
过他像有的运动员那样多么争辩。他
好像总是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即使在
不顺的时候也从没抱怨。从没见过他
摔拍子、扔毛巾，或者对谁发泄不满。
这就是天王的气度！他对人总是保持
着谦逊的微笑。取得了成绩，他认为自
己只是比别人多一些运气而已。赛场
外，费天王热衷于慈善事业，他的慈善
基金会特别致力于帮助非洲贫困、幼
儿死亡率高国家的儿童接受教育。

有伟大的人物才会有伟大的时
代，没有传奇我们的生活会如一潭死
水。罗杰·费德勒，这个原本只是瑞士
男子职业网球一个普通的运动员，他
用他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书写了这
样的传奇。他迷人的微笑就像日月星
辰的那一片光，照亮我们庸碌迷惘的
人生。在 2018年 1月 28日，澳大利
亚墨尔本公园球场，当费天王举起象
征至高荣誉的诺曼布鲁克斯挑战杯，
他流下了幸福的泪水。那一刻，世界各
地会有多少人也和我一样，泪眼模糊，
无比幸福。

等
! 居述明

人活着，总有些期
许。等一个人，等一个
过程，或等待花开。

花开让人欢喜。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
我等。”这是沈从文在
小说《雨后》中写下的第一句话。
四狗等到了她，“黑色的皮肤，红
红的嘴，大大的眼睛与长长的眉
毛。”那份质朴而原始的爱，开了
花，结了果。沈先生作这篇小说
的后一年，1929年，受胡适之邀
任教于中国公学，遇到同样皮肤
黑黑的聪明美丽的张兆和，三年
的追求，自称“乡下人”的他品尝
到了那杯甜酒，等到了他的“三
三”。

也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开。
《庄子盗跖》有一则尾生抱柱的
小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
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故事当然不是让后人学尾
生那样抱柱淹死，或是抱着电线
杆冻死。文人素有文以载道的传
统，这里面更多是含有”人无信
不立”的教化。不过，如此的执
着，倒是可以让人发点感慨呢。

同样是等，结果不
同。

数年前，母亲做手
术，我在手术室门口
等。前两日，朋友做小
手术，我也在同样的地

方等。等待厚而冷的门缓缓移
开，告诉我“一切顺利”。 这样
的等待有点煎熬，我虽不希望
有，但人食五谷杂粮，怕也难免
吧。

也有怕的，荒诞剧《等待戈
多》中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
等待的戈多，今天没来，第二天
也没来。观众不知道戈多是什
么，问作者贝克特，答：我要是知
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有人说
戈多的本性就是他不会来，他只
是个虚无且无望的幻影，活在糟
糕而无聊的现实中的人们，就在
荒唐可笑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
的生命。是不是有种叫人后背发
凉的悲观?

那，是不是可以不等？不贪、
不嗔、不痴，心似菩提，我们常人
做不到。既然活着，看来还得等，
当然，最好是等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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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罢莲花又一年
! 陈其昌

如果说，《高邮日报》的
副刊《文游台》《盂城驿》是邮
城文艺繁荣的一个窗口，那
么，一年数十万字的灿烂文
字已衍化为“寒梅已作东风
信”“春在千门万户中”。随便翻阅案头报纸
重温，总会有一些思考比较，耐人寻味，令人
遐想，甚至怦然心动。

申泰岳，一个久违的人，一篇深情的文。
申泰岳写的《满怀深情写华章》，在漫议陆建
华为人、为官、为文中点赞了老陆的文学成
就，也勾起了我对申、陆二人的思念。同期
副刊也刊登了陆建华的《〈草巷口〉杂拾》，它
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汪老的《草巷口》竟然
是在《高邮日报》上首发，可谓空前绝后。

姚正安的散文以哲理性、思辨性、缜密
性见长，一篇《多点提醒》便充分显示了作者
的功力、才气。一个极为普通的问题，从不
同角度予以剖析、诠释，“提醒别人也是提醒
自己”，何乐而不为！一篇《蟹话》典故史话
中，对蟹不太感兴趣的作者，却钟爱高邮湖
大闸蟹，为之推介，又不自卖自夸。搞书法
的方爱建也写小说、散文。《差不多就行了》
看似讲的老故事（我小时候早听过），“道出
的却是人生哲理”，只是他加了个“现代版”，
多一点善意的提醒。

周荣池的创作谈和在全市率先夺得长
篇小说的省“五个一工程奖”让人羡煞，令人
称道。他以精品力作向世人宣告，土地是光
荣的！

扬州职大师范学院（原高邮师范）教师
陈友兴，一个外地人，用他生花妙笔，史海钩
沉，写了多篇关于高邮史事、名胜的佳作，披
露的史料让高邮人信服。《从苏轼致王巩的
一则手札说起》《闲话泰山庙》，信笔所至，条
理分明，有根有据，确实是记录高邮人文历
史的佳作。诚然，他的一句“明确王巩此时
确在南都”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陈先
生挑战“四贤聚会”之说吗？转而思忖，也不
足为怪，在他以前就有人否认“四贤聚会”。
高邮人应有一点雅量，存此一说又有何妨。

以《悲情歌手秦少游》名扬远近的许伟
忠文学、史学功底深厚。他的《高邮北门那
些事儿》，介绍北门瓮城、城楼的那些事，详
实、有据、可信、有趣，使人了解它的前世今
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曹坚是我的学弟。当他写马饮塘的散
文见报的时候，我眼睛一亮。我早知道他是
个笔杆子，但有《百年沧桑中市口》等见诸副
刊，并不多见。我看了，佩服他惊人的记忆
力和娴熟的表现力。因为是“新人”新作，编

辑只好在报上“寻找”曹坚
了。两篇散文从挹古扬今的
角度上看，同样可以让老一
辈读者在“悦读”中怡情养
性。

与汪曾祺平辈的汪泰出身书香世家，他
和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写作题材，一
是与汪曾祺、汪曾炜的交往，亲情真切，行文
自如；二是插队知青的生活，他曾经的身入、
情入、心入，比一般的农民还熟悉并热爱那
片土地；三是他的本行，一种小人书，他酷爱
过、迷恋过，小人书陪伴着他成长、成才、育
人，用小人书的故事编织他的“小人书之
恋”。

潘国兄的《两把椅子》是忆旧，通过对爷
爷和父亲做的两把椅子的记述、比较，赋予
了它们秉性和灵气，也彰显了两个长辈的性
格，一个是容易相处的，一个是有脾气和底
气的。普通的椅子，似乎都有着人的真性情。

文艺作品就是通过写身边的人和事，反
映新时代的诞生。八十多岁的佟道庆写的
《截取运河一段情》，即是为时代唱颂歌。

朱玲笔下的清洁工张嫣是个时尚美女。
每月工资只有 1000多元，每天化妆要一个
小时。她人美、心灵更美，她在工作的卫生间
放花而不用香水，她说化学的东西伤人身
体。她还想出办法打扮自己，衣着是买、改、
做，她那翩翩风度就是新时代清洁工的新形
象。

扬州 50位文化名人之一、高邮唯一的
朱延庆，近几年研究方言，成就颇丰。他在副
刊上不时发表研究成果，对方言的正音、解
读、释义、举例、用典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
地步。

副刊还登载不少游记，作者众多，作品
也琳琅满目。顾永华的《绵山游记》，写登攀
路径，写天下第一岩，写险峻山崖，写人文景
观，一一道来，让读者与作者一道感受着“万
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的情趣。其
他的如杨晓莉的《旅行》、汪淮江的《明故
宫》、高晓春的《骊山探幽》、赵科的《涛声依
旧》等都各有千秋。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周游
的游记，熔史、诗、景、情于一炉，他笔下经典
的岩桑就是凝固的人，他本人则是参天的岩
桑，天人合一，情景交融。

濮颖和邵鑫等则是极有希望的新一代，
只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美梦一定会成真。

喜看今日之“文”“盂”（民国时期高邮最
早的文学杂志便是《文盂》），可谓“唱罢莲花
又一年”，文友汇聚舞翩跹。

春到马饮塘
! 顾永华

绿荫掩映着青砖黛瓦，古街老墙上
光影斑驳，行走在春意盎然的高邮古城，
领略春到马饮塘河畔的美丽景色，两岸
小桥流水，水榭亭台，雕塑点缀，曲径通
幽，草长莺飞，无不尽展水乡最美的清
韵。濒水岸边散布着具有浓厚古色古香味道的民居院
落，那些木结构的门窗，带着吉祥图案的装饰，白墙黛瓦
的院落边，有落满青苔的石板，有清凉甘洌的井水，也有
花架上的蝶舞幽馨，那一片枝繁叶茂的樱花树林，彰显
着生命的葱茏。

岁月是一首无言的歌，总会将曾经的过往点滴，谱
写成最美最动人的语词，放入流年的素笺，如诗，如画。
蜿蜒处，亭桥一体的清风亭有人在拿笔轻描，素雅的纸
张，精心的勾勒，把马饮塘河畔的满园春色描绘成画。
彼岸，一位老者手握钓竿安静垂钓，那表情，有一种对生
活的自信，又有一种自在的安然。或许，他在这儿安然
垂钓，不仅是为钓得一两条鱼儿，更重要的是为垂钓一
份生活的诗意。绿荫深处的茅屋，几经沧桑，依旧无言。
长满青苔的井沿旁，曾经踏印过多少洗衣女的脚步，终
是被岁月的尘埃抚平。陌上，春风暖暖，柳丝翩跹。暗
香，宛如袖底风，吹皱一河春水泛着金波。折柳，成韵，
记着春风的得意。

眺驿廊檐前，谁家蛰伏了一冬的蔷薇趁着春雨，借
着和暖的风势像孩子一般玩皮地骑上院墙，悄然而又肆
意地把无数条枝蔓垂挂下来，丛丛簇簇，密密匝匝，拼了
命地招摇着花事。绿意遍染中，繁盛着难以计数的花红，
一朵朵娇媚，一缕缕芬芳，好个“千叶绿欣欣，万花红点
点”，透着季节的热烈与浓郁，那一幕鲜活的花景，红得
夺目，分明是夕阳掠过留下的倩影。每次看到蔷薇，心
里总会涌动起一份别样的情怀，几分陶然，微醺到心里。
随风而来的不仅有景致变迁的美丽，更有一些得失的感
慨。曾几何时，我们从青春懵懂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已
经走到了中年的不惑和从容。是时光的仁爱，是岁月的
宽厚，教会了我们懂得盛极即衰败的残酷，在一片流云
的来去中感受岁月的仓促与无奈。无论繁华和富贵，无
论简洁和平实，都在心里清亮。览尽世间风景无数，入

眼只在一朵花的安闲与淡雅。
静对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看滚滚

人流，来来往往，有些记忆中熟悉的音容
笑貌，就裹挟在匆匆时光的脚步声中，慢
慢消失在茫茫人海。终于在懂得中明白，

有些风景，只适合路过；有些人，只适合擦肩；有些故事，
只能藏在流年的深处。过往，终如烟，时光在每一天的寻
常中悄然流走，任凭岁月沧桑，亦不再喧嚣，不再有往日
的悸动。鲜衣怒马的时光，竟轻易被我们荒废，只在回放
的老旧陈曲中存在。走过繁华，走过四季，我们紧随着岁
月的脚步，一路笙箫静，一弦清音弹。时钟的滴答声，绵
延着人生步履的恒久，安寂的修行间，我们踏着每一个
季节的明媚，一路坎坷，一路曲折前行。

有风，缓缓拂过小桥、拂过流水、拂过人家。一念起，
最好是在某个月亮升起的夜晚，在枕河人家的亭台上，
泡一杯鲜爽浓郁的香茶，看茶叶在盏中慢慢沉落，缓缓
舒展，静静地呷上一口，淡淡地品味着岁月的暖香。在氤
氲缭绕的水汽中，推开那扇木制雕花的窗棂，让银白色
的月光倾泻进来，铺满临窗的桌子，浸染翻开的书页，挥
洒到我倚窗而立的身上，而眼前流淌的，则是月色下泛
着星光平静而恬淡的河水。又一念，在一个细雨霏霏的
清晨，撑一把伞，独自踏着雨滴的节拍，行走在青砖铺就
的雨巷，听瓦行流水滴穿青砖发出的“汩汩”清韵，让足
音回荡在时光的长廊里。抑或，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坐在
清风亭边幽静的庭院里，感受春天午后阳光的温和，翻
一本书，融入浅浅的心思，沉醉在身边那一片开得正艳
的蔷薇花影里。

从心底里喜欢，我有这样一座闲逸宜居的古城，留
恋那些老旧的时光，喜欢老城老街老河那些清宁与淡
然、古朴与典雅，喜欢鱼翔浅底的清澈的河流，喜欢一切
关于老城流传不灭的故事。古城水乡历史蕴积的沧桑，
粉墙黛瓦的清朗，枕河而居的静美，绿荫蔽地的亲和，迎
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让春的诗意在心底缠绕，吟诵出
唐诗宋词的韵味。花香飘动的岁月，坚守安谧的日子，是
一缕春风的舒畅，是一滴雨水的碧透，是一片云儿的自
由，是一米阳光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