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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卞荣中散文集《碎步集》（百花文
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洋洋洒洒70
多篇文章，虽以“家人闲坐”“军旅于此”“乡
人旧事”“动而思静”四辑名称予以区分，但
其核心，始终难逃一个主题，那就是亲情和
乡愁。卞荣中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把生活
中最美好的亲情和乡愁，视作他文学、生活
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滋养。

《碎步集》富有“人情味”。老卞虽轻描
淡写“家人闲坐”的家事、从戎时的“军事”、
从政后的“人事”，还有“乡人旧事”，却是活
生生的，可亲可感，这些人和事好像就出现
在我们身边。譬如《母亲的叮咛》《岳父是
父》《哥们》《何阿姨》《张爹爹》《女兵》等篇
章，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普通人的生
活、亲情、友情和对故乡的魂萦梦绕，就像
隔壁邻居在和我们拉家常，脑海里顿时浮
现出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模样，“除
了邻里之间的笑谈以外，就是告诉你一些

‘真骨子’的情况”（《相邻而居》）。老卞素
具悲悯的艺术情怀。在他看来，众生平等，
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尤
其是异乡人。“异乡人是漂进陌生河流里的
一叶小舟，不谙水性，但仍需航行。我曾经
三度离开故土，独自在异乡漂泊了十八
年。或许是因为自己饱尝过独在异乡的滋
味，我对身边的异乡人多了些关注。”（《异

乡人》）
《碎步集》散发“烟火味”。老卞笔下没

有所谓的重大题材，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他就写他熟悉的故土、亲人、往
事。他将亲情、故园与时代结合，写出了作
者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心灵的感悟和表达，
能够抵达人性的深处，能够抵达生活的深
处，触及到人性的本真，触及到生活的真
实，尤其“家人闲坐”那一辑。老卞写作忌
于晦暗与模糊，故一切都表为清晰、清爽，
不藻饰，不用典，不设障碍，即便偶有奇思
妙想，也蔼然可亲可近。他所写的多为日
常琐事，譬如食事、酒事、烟事、茶事，也是
一种生活的乐趣，满纸尽是烟火味，很是吊
人胃口。

《碎步集》蕴含“哲理味”。老卞的文章
大都是“动而思静”产物，从中反映了他对
人生的一种态度。老卞出生在一个父严母
慈的家庭，薅过猪草，采过桑叶，还捡过知
了壳，穿过两个兜的国防绿，如愿考上军
校，自然摇身一变四兜军官。在直线加方
块的军营，他开始思考：“生命对于军人，仿
佛只是使命和意志的载体。为了使命的实
现和意志的体现，军人是可以抛弃一切乃
至生命的。所以他们需要刚，需要硬，需要
勇，需要超越和强大，需要以另一种方式珍
惜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打赌倒

成了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合理存在。”
（《打赌》）关于安静，老卞写道：“安静，让安
静的女人投射出一股神奇而含蓄的力量，
如禅，能让男人们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淡定
而不浮躁。安静的女人只是用一种态度和
情绪去影响男人。而影响男人并非她们的
本意，男人们却被吸引着去阅读她们，并且
因为难以知晓究竟而又不遗余力地阅读。”
诚如姜琍敏指出：“这些表述中的女人可能
只是一个喻体，真正所表现的哲学境界是
写作者打开心门一般的深思，这让生活成
了表达，让经历成为经验，让语言成为思
考，有了‘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热度、
深度与高度。”（《一位军人的侠骨柔情》）

平心而论，老卞散文记人叙事为胜，辑
本所选的诸篇大致可见一斑，但这又非老
卞的全貌。他“不会跳舞”，但是性情中人，
并且“不睡懒觉”，执着地想维护这种特质，
因而，他的散文就成了这种性情的展开方
式之一。文中谈得很多的是他的嗜好的趣
事，譬如读书、品茗、吸烟、喝酒、下棋、掼
蛋、游泳、骑行，有雅有俗，既意会于风雅之
事，又常试图揭示人生的真谛，绝无尜尜的
矫情，而是真诚的愿望。有时写到细处，兴
味悄然而且浓郁，有时情思婉转如柔肠，有
时意绪缥缈得似在空中展翅飞翔，而总体
上又味于禅、衷于趣，以至清旷高达。老卞
文字简洁纯真，不见些许绮丽缛华，叙事从
容不迫，更不横骛乖张令人惊诧于优游无
心之中，暗喜于声色容仪之外。故读其文，
虽短，常不见其短，长则又不见其长。

《碎步集》是卞荣中退休后第一本散文
集。可以说，他退出官场终于以其优雅的

“碎步”跻身文坛，祝愿他今后昂首阔步走
起来！

优 雅 的 碎 步
——读卞荣中《碎步集》

□ 周游

荣声期（一说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隐
士。关于他的行迹，史上记载甚少。《孔子家
语》记录了一则荣声期与孔子交谈的故事，或
许正是这次孔荣之遇见，使荣声期名留千古。

故事不长，文字也很简朴晓畅，不妨抄录
于下：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声期行乎郕之野，鹿
裘带索，鼓琴而歌。

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
期对曰：“吾乐甚多，而至者三：天生万物，

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得为男，是二乐
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得以行年
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
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宽者也。”（《孔子家
语·六本第十五》）

简要复述一下：
一天，孔子游历泰山，在郕国(古国名)郊外

遇见了荣声期。荣声期穿着粗劣的衣服，腰间
系着绳子，弹着琴唱着歌，显得十分快乐而满
足。

孔子有些不解地问：“先生您这么快乐，是
为什么呢？”

荣声期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最快乐的
事情有三件：天生万物，唯有人最尊贵，我既然
能成为人，是第一件快乐的事；人有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人们以男子为尊贵，我既然成为男
人，是第二件快乐的事；人有没出生就死在母
腹中的，还有在襁褓中就死亡的，我现在已活
到九十五岁，这是第三件快乐的事。贫困是士
人的常态，死亡是人的最终结局。处于常态以
终天年，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孔子听了不禁感叹：“好啊！荣声期是一
位能够自我宽慰的人。”

用通常眼光看，荣声期所说的快乐，至少
有两件是不值一提的：一是为人，二是为男（有
人说，荣声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落后，这是用现
代观念衡量古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就一定
有时代的烙印，人不能拽着头发向上）。茫茫
人海，非女即男，又有几人因此而快乐呢？在
人均寿命三十左右的春秋时代，荣声期能活到
九十五岁，且能鼓琴而歌，确实是一件了不起
的事，但年老也有年老的痛苦。然而，荣声期
一无所苦，且说“吾乐甚多”。

这个故事，我反复读了多遍。我感到荣声
期所说的快乐，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从
自身出发的。为人也好，为男也罢，抑或九十
五岁，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涉一丝身外之物。

拿荣声期的快乐观衡量当下，绝大多数人
都应该是快乐的，可是，大千世界说难诉苦者
多多。

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国企退
休人员，每月退休金七千有余，老伴收入也挺
高，一儿一女发展得更好。可是，这位老者常
常唉声叹气，说自己因为没有争取，未能获得
高级职称，所以每月比同龄的同事少拿了千
把块。我听了直觉好笑，劝道：您在这座小城
收入算高的了，再多的钱给您，花得完吗？他
却说，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而是心里不舒坦。
你看，这不是自找不自在吗？时过境迁，为什
么要与别人比呢，你自己觉得快乐不就成
了！荣声期身边未必没有富豪、没有锦衣玉
食者，但人家不比，穿得破破烂烂，而乐在其
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究，《孔子家语》
中记下这个故事，不过是借此表明儒家以人为
本的人本观、听天由命的生死观和知足常乐、
安贫乐道的快乐观。

也可以说，荣声期的快乐观影响了儒家思
想的发展。无论是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还是颜回的“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都能看到荣声期的影子。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满足现状的
人比那些总是幻想的人要幸福，因为他们用积
极型情感战胜了消极型情感。”罗素还曾转述
《四福音书》里的一句话来说明幸福：“别总去
想你缺什么，多想想你有什么。”

罗素的话好似对荣声期快乐观的解说和
阐述。想想荣声期的快乐，我们每个人没有理
由不快乐！

不可忽视的是，孔子对荣声期“三乐”的点
赞是非常经典的，不仅是对荣声期人生态度的
肯定，也不失为世人的人生指南——“善哉！
能自宽者也。”人是需要常常自宽的。

荣声期的快乐
□ 姚正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张轩烈士命名
的原张轩乡是高邮市的锅底洼，易涝易
旱，生产落后，农民贫穷。陈恩荣从经济
较发达的车逻乡调到张轩乡任党委书记
后，头脑中一直思考如何改变穷乡僻壤
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走上幸福的富裕
路。他把目光瞄向上千亩的白马荡，这
是一片沉睡数百年的滩涂芦苇湿地。他
通过走访调研，听取林业专家教授意见，
召开党委会和两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认识，最后形成决定，计划分年实施，利
用冬闲时间组织劳力对千亩荡滩开发造
林。说干就干，当年冬季就组织千人会
战，将荡滩挖成隔垛，垛田栽种水杉树苗
和耐水的池杉树苗，垛沟放养鱼苗。第
一期开发的193亩荡滩造林获得成功，垛
田杉木苗成活率达 90%，垛沟养鱼也有
了收获。这件事不仅得到上级领导的重
视和支持，还引起国内外林业专家的重
大关注，对张轩荒滩造林项目进行学术
研究，被认为里下河滩涂可以人工造林，
15年后将变成绿色银行，这是一条很有
希望的绿色致富之路，更是一条美丽乡
村的振兴之路。

从此，张轩人对荡滩造林的信心更足
了。连续几年组织千人会战，对白马荡分
期开发造林。那个年代的张轩人民，寒冬
腊月天气吃睡在草荡，硬是靠锹挖肩挑，开
沟筑垛，先后营造速生丰产林2566亩，基

地林保存率达95%以上。正是靠这股拼
劲，张轩乡千亩荡滩人工造林十年左右，垛
田树木成林。原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
曾来这里考察，对此赞不绝口，他用手中的
相机拍下了好多张池杉林图片。1992年5
月，我国著名林业专家、教授江泽慧带领19
个国家和地区近百名专家学者来张轩和马
棚考察，对滩涂造林和林农复合经营进行
学术研讨。1992年3月，张轩乡林场还被
当时的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乡村林业全
面质量管理奖”。

日前我回张轩老家，找到一本早已泛
黄的四十年前的笔记本，1983年9月10日
的记录让我触景生情。这天，陈恩荣书记
在张轩乡乡级干部和村支部书记及部门负
责人会议上，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说：

“根据县委研究，我工作调动到马棚乡。我
跟同志们一起战斗六年了。六年来，做了
一些应尽的工作，缺点也有不少。现在要
与同志们分别了，请大家给我送点礼物，就
是提出批评。同时，希望同志们要维护现
任乡党委领导，加强团结。还要拜托大家，
把荡滩树林造好、护好……”恩荣书记说这
些话时有些哽咽。

《高邮经济开发区志·人物篇》中有这
样一段关于陈恩荣的文字记载：“1983年
10月—1986年 6月任马棚乡党委书记。
他在担任马棚乡党委书记期间，针对乡
情，1984年组织荡滩开发，亲自参与现场
考察，制定开发方案。两年中，共改造荡
滩1200亩、挖土100多万方，栽植水杉、
池杉15万株，为建设旅游胜地东湖湿地
公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马
棚乡林业经济、渔业经济发展留下了宝
贵的财富。他由于长期劳累，身患重病，
医治无效，于 1989 年 4月病逝，享年 54
岁。为了不忘陈恩荣书记执政为民、滩涂
开发的业绩，马棚老百姓自发投资在林场
建造一座‘恩荣亭’。”该志在《旅游景点》
一节中，又专门有一段描述千亩池杉林的
文字：“ 1984年开发的唐家荡池杉林现为
度假区标志性景点，荡滩上开沟堆土，积
垄成行，人工栽植池杉树，成片面积约
1200亩，约15万株，树高约20米左右，大
的直径50公分。置身池杉林，就如进入大
氧吧，空气清新、沁人肺腑。池杉林四季
景色美不胜收。春季嫩芽新出，春意盎
然；夏季苍翠欲滴，绿树成荫；秋季红叶
遍地，秋色尽染；冬季林海雪原，素裹银
装。畅游池杉林，仿佛到仙境。”如今的
千亩池杉林已成为江苏省里下河湿地旅
游著名景点，恩荣亭已成为送给恩荣书
记的一曲林业赞歌。

植树时节思恩荣
□ 温元祥

深秋，单位组织到高邮珠湖小镇赏
芦。我想，到高邮而不去汪曾祺纪念馆，岂
不是枉来一趟。如果中国有个文化地图，
汪曾祺纪念馆应属标志性地方之一。尤其
在我们普通写作爱好者眼里，它更宛若一
座文学圣殿。于是，趁游览珠湖小镇后的
余闲，我独自坐车奔趋纪念馆。

纪念馆位于高邮市井味道浓郁的老城
区，依附汪曾祺故居所在地而建，整体形态
远望如同一摞叠放的书本，颇具现代文艺
感，典雅厚重的灰色砖墙又与周围古朴的
老城区融为一体。

不需事先预约，我在纪念馆入口处按
要求扫码，经工作人员登记后即可参观。

由北向南，我依次细细浏览。一个个
展陈单元，展示了先生的生平事迹、主要作
品及其摘录。其中有不少是先生的手稿，
整洁娟秀，从中不难看出他有深厚的书法
功底。此时，我的眼前好像出现了先生执
笔伏案写作的样子。

纪念馆共两层，有11个展厅之多，按
“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
人和事”等主题分类，资料齐全，美轮美

奂，配得上一代文学大师的为人和为文，
可见其家乡人是用心和花了功夫的，他们
用这样的方式热忱地爱着本土走出的文
学大师。

一圈看下来，粗略了解了先生作为小
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美食家、诗联书画
家和“老头儿”汪曾祺的不同方面和不凡
成就，更增加了对文坛一代大家的尊敬和
爱戴。

纪念馆内设有不少读书角以及独立的
阅读阶梯室和“一汪情深”咖啡馆，供观览
人随意阅读和休息，感受文学的魅力。还
有个迷你汪曾祺书店，我从来没见过那么
多汪曾祺的书排列在一起，而且没有封膜，
任你打开阅读挑选。我仔细挑选了好久，
买到最心仪的三本书，很是满足。

纪念馆是亲民的，正如汪曾祺先生其
人其文。这位文学巨匠以文人雅士的风

范和纯净的文风著称，蜚声海内外，被誉
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
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
将自己放到很低，低到芸芸众生般的平
常，他说：“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他在
这种平常中如鱼得水并启迪我们：生活是
第一位的，有生活，就可以头头是道，横写
竖写都行，没有生活，就会捉襟见肘，或
者，瞎编。生活中的他真诚坦然，他在《蒲
桥集》自序里说：“我希望把散文写的平淡
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并坦言：

“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
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
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
闻嗅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
气息。”

纪念馆入口处，是铁凝评价先生的一
段话：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
望”着，走在自己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
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寞或热闹的
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馨的文字，抚慰着常
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参观汪曾祺纪念馆
□ 吴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