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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是佛家语。凡尘俗人，
心怀善性，不随意践踏生命，已是难得
的修为。如若面对同类，可心存敬意，
尊重每一个个体，须达到一种极高的
境界。而当所有生灵入眼入心之时，
能怀一颗悲悯的心去平等相待，去关
照去热爱它们，乃至去读解去赋予每
一种生灵于世间非同寻常的意义，这
是一种至境。冉冉长诗《群山与回
想》，向我们展开这样一种至境。

《群山与回想》是一首长诗，长得
容纳着千姿百态的万物生命，长得绵
延过千年万年的时光隧道，长得穿越
了辽无边际的山山水水。从瘿瘤蚜、
萤火虫、金龟子，到鱼儿到鸥鸟到青蛇
到蝙蝠到柳莺，到戴菊到画眉到绿萝
到百合，到种种说出了和没有说出的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亲疏远近，
在模糊了边界的时空里，尝世间百态，
也展世间百态。

自然会联想到，被簇拥着的诗人，
走入人们视野，气息跟周遭和谐相
融。没有名人所带的逼人的光芒，对
四周的仰慕者真诚微笑着，没有远近，
不分亲疏，邻家姐姐一般，温婉，内敛，
平易，柔和。

只有内心宁静的人，才可以细水
长流地爱。诗人的内心，有一种超然
世外的宁静。所以，她安放自己精神
的那栋山腰上的浅橘色楼房，右边是
车道，通往城市；左边为小径，消失于
崇山峻岭。所以，“窗户是朝山野敞
开”的。我们可于此种精神构建中，清
楚地看到一颗来自尘世归于山林的自
由灵魂。这样的灵魂，是洗净尘埃
的。“月光洗净墙壁也洗净了窗纱”，只

“洗净”一词，已可感超凡出尘，而主语

“月光”，再给一切蒙上圣洁的面纱。
诗人说，每一个日子都“宁谧安详，轻
松洁净”。这是诗人营造的一个不被
打扰的世界。茨威格在他《从罗丹得
到的启示》里写道，“再没有什么像亲
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
那样使我感动。那时，我参悟到一切
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
大或小的事业的全力集中，把易于弛
散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爱也是这样，忘记名利，忘记得失，忘
记纷争，忘记一切世间俗套。用心地，
长久地，去爱。《群山与回想》里的文
字，记录着这样的爱。

一颗满含悲悯的心，为每一种渺
如方寸之末的物象，注入爱的甜蜜。
哪怕只是瘿瘤蚜，诗人用“蜷曲”描绘
其状，叫人似乎看到诗人眼中痛惜的
泪光；哪怕只是萤火虫，诗人说它“拖
曳着米粒大的灯盏”，“米粒大”，显其
微小，“灯盏”，见其光亮，词句里融有
诗人的敬意，对所有微小却彰显着力
量的物象的敬意；还有金龟子，“舞动
的”金龟子，“比小星星更明媚”的金龟
子。不刻意，不求工，情之所至，世界
均是爱意融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也
是一位醉心于自然美的风景画家，他
说，他努力在“自然界中寻觅和揭示人
的心灵的美质”，即使是自然风景描
写，也总是努力同时表现出一种人性
和社会性的内涵。在《群山与回想》
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心灵的美
质。诗人跟普里什文一样，胸次间充
溢着对生活对大自然温热博大的爱。

给微小生物建一座温情的暖房，
慰藉它们草芥命运的忧伤。豆子的一
生，是用“春日的发酵”酿成的；莴苣和

豆芽的表面，被落日的余晖“闪亮”了
一下；狗尾草，在“暧风抚弄过柔和的
阳光”中“摇摆”了一下，“又恢复袅娜
的站姿”；总是给暗淡加些亮色，总是
为冷清添点温暖，总是让普通变得多
姿。诗人随心所向，轻挥手中拂尘，驱
去世间阴霾；以心为基以神为柱以情
为经以爱为纬，造四季都在春风里唱
歌的楼房；再动神妙之笔，为楼房雕梁
画栋、雕龙画凤。请进天下苍生，在寻
常的生活里，品尝到幸福的滋味。

苍生幸福，我们才能真正幸福。这
是诗人在诗中委婉讲明的道理。爱，首
先要奉献。“眼下我的手忙碌不息”，因
为，“金毛需要轻抚下巴以提高音量，橘
猫因轻微时差，要摸耳朵才肯终止迷
糊”，与别的生命心性相通，你才会了解
它缺少什么，你才会懂得它需要什么，
你才会尽己可能去帮助它，去减轻痛
苦，去增添幸福。人与人的共情，尚且
那么艰难可贵，何况去探求人类以外的
生灵生命规律和情感世界，这得需要多
么细腻的心多么宽大的胸襟和多么炽
热的情怀。显然，这些，诗人都具有。
除了共情，还有平等相待。因为平等相
待，让不知从哪里来的土狗与自己心爱
的金毛享受着源于自己同等的爱。“我
蹲下身，一手搂着一个毛孩子，它们面
相不同，毛发却一样细长蓬松，类似轻
黄金”；因为平等相待，才会像告诫朋友
或是自己一样告诫金毛，“假如你不够
聪明，一定要足够笨”。

幸福是一种能力，以色列的沙哈尔
博士用《幸福的方法》这样一本书来阐
释这样的观点。同理，爱，也是一种能
力。自己有能力幸福，才会带给生活里
所有生命幸福，才会爱众生。诗人幸福

的能力，很强。“山居的我们，不用看也
能见到很多，不用出行也能遍及千山万
壑”，这是阅尽千帆历经风雨之后胸有
丘壑的宽广与安宁；“我们酿酒，不是为
了沉醉，而是为了将一只只粗糙的空坛
盛满”，这是源源不断日积月累放眼长
远的踏实与从容；如诗中所写，“密桃的
闺房来自苦恋，唯有深爱，才有那般优
雅的形状”，是啊，唯有深爱，果实才会
变身杜鹃或黄鹂，“飞姿不断变换，脆薄
的鸣叫宛若落英”；唯有深爱，对生活的
爱，对生命的爱，才会热切关注树叶的
窸窣，滴露的呢喃，流云丝白，芽苞的光
斑，“把所有的声音都听成了天籁”。这
般细致的柔情，这般深沉的热情，都是
资本，幸福的资本，爱的资本。

有了强大的能力，有了坚实的后
盾，在悲伤与失落、艰难与苦难面前，
便可以云淡风轻，坦然淡定地去直面
去接纳。“遗失在子夜的哀怨，走出歧
路又重蹈覆辙的叹悔”，“一簇簇混乱
的呓语，颠倒的闲话”，还有奋力划船
桨的船夫，赤膊躬身挣扎前行的纤夫，
触礁的船只，遇难的人们，鸥鸟的击杀
捕掠………思想站在高处，便会明白，
万物有其自然之态，万物遵循生存法
则，一切，都该顺其自然。心中怀有深
情，就能疗治那些被苦难撕裂的伤
口。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尔在诗中写
道，“心地的温情，是大自然把眼泪给
予人类的同时，赠予人类的礼物”。

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卢梭
认为悲悯是人的天性。诗人冉冉在
《群山与回想》中告诉我们，万物，平等
相待，平等相爱。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心怀众生，平等相爱
——读冉冉长诗《群山与回想》

■ 刘红梅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
当行本色也。”中华文坛几千年，其中
的女词人寥寥无几，有才有貌又兼具
人格魅力的女词人更是凤毛麟角，千
秋才女李清照就是其中的翘楚。

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很
有文化修养的文人。父亲李格非是个
知识渊博的学者，为“苏门后四学士”之
一，有《洛阳名园记》等著作传世。母亲
王氏，也能写文填词。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李清照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少有才名，并工书画，通晓金石，尤擅诗
词，一支生花妙笔，写尽人生的美丽哀
愁。她爱花、爱酒，敢饮敢醉，敢爱敢
恨，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男儿之豪
气。“易安倜傥，有丈夫气。”

李清照 18 岁时与赵明诚喜结良
缘。赵明诚历任州郡行政长官，喜好
金石学。两人结婚后，举案齐眉，感情
甚笃，夫妻俩收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
金石书画，共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共同的爱好与兴趣，使两人成为“志同

道合”“相敬如宾”的伴侣。诗情画意
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亮丽的风景。
这时期的词作，反映的是她闺中生活
及其思想情感，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
光和短暂的离别、相思。然而，随着金
兵南侵，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俘，政
局动乱，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被迫背
井离乡，举家南渡。

南渡以后，随着金兵的入侵，李清
照从一个社会上层的贵妇沦为民间嫠
妇。国破家亡的惨祸，颠沛流离的流
亡生活，加上目睹了祖国山河破碎和
广大人民悲惨命运，更是加深了她对
异族的仇恨和对腐朽统治者的愤慨，
此时的李清照，已将自己与祖国的命
运紧紧地牵系在一起，这使她后期作
品中的爱国情怀更为强烈。虽为一介
女流，却养成男儿般的豪爽之气。如
今身处乱世，国家正是用兵之际，奈何
一些官员贪生怕死，置大好河山于不
顾，哪有什么民族气节？恨只恨自己
乃女流之辈，无法上阵杀敌，也只能写

些诗词，以表愤慨。
李清照愤然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

《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夏日绝句》表达了李清照深沉而
又复杂的思想情感。首先，诗的前两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直接表达了
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认为
一个人无论生或死，都应该追求卓越，
成就非凡，认为人活着要做杰出的人
物，为国家应该建功立业；即使死去，也
要成为鬼中的英雄。这种强烈的爱国
之情和对英雄的赞美，震撼人心。同时
也展现了她对英雄主义的崇尚和对英
雄事迹的怀念，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真
正爱国力量的渴望和追求。

其次，诗的后两句“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诗人引用“楚汉之争”的
西楚霸王项羽，他兵败垓下“不肯过江
东”自刎的古典故事，歌颂了项羽宁死
也不当俘虏的悲壮之举，辛辣地讽刺
了宋朝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

无耻行径。
《夏日绝句》短短四句，句句掷地有

声，热情歌颂了宁死不肯过江东的项
羽，赞美他是“人杰”“鬼雄”，用托古喻
今的手法，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在中原
沦陷、山河破碎和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偏
安江南的统治者，也表达了对生活在水
深火热中仍坚持抗金的将士们及中原
人民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清照
的确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强烈家国
情怀的女词人。她的诗词所表现的对
社会时事和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切关
注，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李清照
的一生，尽管遭到时代风雨的无情摧
残，尝尽了人间甘苦，但她始终未向命
运屈服，她把自己强烈而又深沉的家
国情怀，通过手中的笔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篇章。

（作者系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

李清照《夏日绝句》家国情怀探析
■ 龙云辉

最早认识泥文，是
从一首名为《桐麻园，我
的村庄》的诗歌开始，我
从“你身体瘦削，四肢
疲软……”这段文字里，
读出了一个想要走出家
乡、有所作为的农民儿
子的心声。

第一次见到泥文，
是在陈泰湧组织的某次
文学公开课上。他戴着
一顶鸭舌帽，坐在最角
落里，我还是一眼就认
出了他。后来通过他的
文字了解到，他不仅诗
歌写得好，小说、散文、
文艺评论同样写得很出
彩。

长篇小说《尘光》是
泥文的新作，小说主要
讲述了农民工傅路娃因
为打晕童伴吴春，在吴
春生死未知且惧怕吴春
父亲“收拾”他的情况
下，几经辗转，从家乡
逃 跑 到 申 城 ，在 贵 人

“王福生”的引荐下，来
到 拆 迁 工 地 上 拆 房
子。从建筑工人到带
班、包工头，到承包二
手工程的老板，再到自
己承包工程的老板，傅
路娃先后遭遇了吴春
在高空作业时从高处
摔落不幸身亡，父亲因
老家房子年久失修、墙
壁坍塌砸中头部后无
钱及时医治而身亡，外
甥苟飞指使社会混混
儿刺伤自己等重大的
人生经历后，仍初心不
改，将赚到的钱投于家
乡建设，修公路、搞民
宿、种植药材。温暖的
人 性 光 辉 ，也 在 这 一
刻，被傅路娃从冰冷的
钢筋丛林里凿出来，洒
在贫瘠的“抱村”的土
地上。

小 说 语 言 至 简 至
朴，读来一切是那样自
然、平易、纯净。故事
情节紧凑，富有张力，
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
想 不 到 却 又 合 情 合
理。作者通过细腻的
笔触，将主人公的心理
变 化 展 现 得 淋 漓 尽
致。文首采用倒叙手
法，引人入胜，在铺陈
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大
量巧设“曲折”情节，让
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像
一 曲 悲 壮 激 越 的《命
运交响曲》。作品中的
人物姓名往往体现了
作者的匠心。主人公
的名字傅路娃，谐音福禄娃，又
音同葫芦娃。在人们记忆中，
葫 芦 娃 们 不 仅 拥 有 超 凡 的 能
力，还象征着勇敢、团结和正
义。这些美德，在傅路娃身上，
都能看到。俗话说，“心苦开智
慧，身苦得福禄”，小说最后，傅
路 娃 也 的 确 收 获 了 幸 福 与 财
富。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申城开始大规模
扩建，旧房改造、房屋动迁，上
海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
期，突然出现的用工潮，刺激着
农民工不断涌向城市。吃苦耐
劳、敢闯敢拼的开州人，是上海
拆房业的主力军。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作者通过主人公傅
路娃的生活经历，展现出社会
底层人的情感与伤痛，反映了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打工人生
活的深刻洞察，以及同情和赞
美之情。

《尘光》虽是一本小说，却
详实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上海治安情况，拆房业的各
种现象和问题，以及当地人与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之 间 的 一 些 矛
盾。作者以傅路娃的视角，用
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打工人的
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譬
如，外来务工人员因列为“三无
人员”而被治安队抓去遣送；公
交车司机将外地人的手臂撞骨
折 了 ，还 能 理 直 气 壮 地 骂 对
方；偷盗电缆电线会被拘留，会
坐牢，仍然无法遏制那些工人
对钱的欲望，拆房是高危行业，
摔伤、摔死的事故时常在工地
上发生。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
积淀，没有至真至诚的思想感
情，作者很难把这些生活片段
照实描绘。

书里有些故事情节看似荒
诞可笑，却又那样地真实可叹。
例如，傅路娃买无证自行车最后
被卖家坑进派出所遭拘留的“人

生奇遇”。傅路娃推着
刚刚买的自行车，迎面
遇上查办自行车的人，
说按照政策规定，自行
车没有上牌照，没有行
驶证，不准上路，要查
收。傅路娃努力地想
要证明自行车是“买的
不是偷的”，却无能为
力。傅路娃就是一个
现代版的“骆驼祥子”，
仿 佛 有 走 不 完 的 霉
运。他当带班时，一个
工人从高空摔下来摔
死 了 ，死 者 家 属 仇 恨
他，老板怨恨他；好不
容易当回包工头，工人
工资又拿不到；后来有
机会自己做工程，又遭
外甥算计，被社会上的
混混儿刺伤，差点“就
伤到肠子”，以致给身
体留下后遗症。有人
说，任何看似荒诞的事
情背后，都有它最真切
的原因。如果你觉得
它荒诞，那很可能是因
为你不理解它，未曾真
正地走近它。这就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
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
状态，除了经济上的拮
据，命运也总爱“刁难”
他们。他们想在坚硬
的世界里，凿出希望的
光，不知要从岁月的尘
烟中咀嚼出几多的沧
桑。

作 者 在 进 行 创 作
时，将大量的笔墨用在
了傅路娃进城务工后
的生存状态上，在书写
爱情这条线时，则要简
化许多。“毛橘子”是傅
路娃青梅竹马的同村
玩伴，她读书不多，性
情率真，一直爱着傅路
娃。傅路娃不爱毛橘
子，面对毛橘子的爱慕
及纠缠，他的态度并不
明朗，只是在心里将她
定义为恩人。因为始
终坚守着农民式的淳
朴和善意，对待爱情，
傅路娃显得优柔寡断、
不自信。所以，当后来
遇见自己心中所爱“常
欣”，傅路娃并没有勇
气去展开热烈的追求，
以致“苟飞”颇有心机
地介入其中，让这段爱
情走向扑朔迷离。即
便兀自沉浸在误会的
阴霾中，黯然神伤，傅
路娃也只能等着对方
冲破世俗的阻挠，主动

来找他。“常欣”是拆迁办主任
“常维”的女儿，是照进傅路娃
灰暗生活里的一道光，她将他
从打工的洪流里解救出来，给
了他家庭和财富。与其说是老
天的垂怜，不如说是作者从坚
硬的成人世界凿出的一道光，
献给“邪不能胜正”的故事结
局。

在快速发展的钢筋森林里，
拆迁工地犹如一片原始森林。
人的欲望，也随着对森林的开垦
而不断增长。农民工傅路娃，虽
然为人谦逊，不卑不亢，“遇事不
怕事，遇到强硬的他会顶上”，但
他对利益关系“不善钻营，只凭
一腔实诚的热情干事”的性格，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如果没有
裙带关系的照顾，实则很难赚到

“大钱”。而真正能够成为千万
富翁的，恰恰是“王福生”这样的
人，他们对事业和财富有极大的
野心。他们在被骗后，“近百万
的投资落入水里”后，便不再轻
信他人，一旦有机会让他东山再
起，他们定会像“苟光”那样欲壑
难填、不择手段，直到资产上千
万上亿时，或许会记得反哺家
乡。

小说的封面有这样一段文
字，“爱这人间，得拥有足够的旷
野，盛装十分之一的蜜，十分之
九的辛酸与跋涉。”读完全书，你
会发现，这段文字正是作者的寓
意和思想内涵。

如果不是作者以文人的悲
悯情怀，给予傅路娃艺术化的

“关照”，以上海人的精明，没有
互换资源的等量筹码，这个“倒
霉蛋”鲜有机会娶到“拆迁办主
任”的女儿，从现实世界里获取
一笔巨大财富来反哺家乡，饱
尝生活的“蜜”。作者好似马
良，以《尘光》为笔，借傅路娃的

“手”，为自己“身体瘦削”的村
庄，神奇地画了一道乡村建设
的“曙光”。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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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中国楹联。楹联是中国文
学艺术中的明珠，是世界独有的文学
艺术。两行文字万千变化，雅俗共
赏。山光名胜、帝阙故宫，琼楼庭院、
寺庙廊亭，处处各具特色，皆流音溢
韵……可谓“两行浓墨，万朵奇葩”。
中国楹联形式变化无穷，妙趣收藏不
尽，使人能“楹联感悟疑云散，哲理清
明迷惘诠”。

中国楹联不呆板，形式多样，花色
千般，趣味横生，令人遐想联翩，驱愚
启智。如偏旁完全相同的对联，不仅
文字功底深厚，而且学养广博，哲理深
含。如：守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客官
寓安宅，富室宽宏。

这副对联上下联各九个字，字字
都是宝顶盖，文字功力厚实，宰相宿贫
寒之家自然要面对寂寞寒窗，商贾住
旅店，富室必然豪华宽宏。每个人无
论贵贱或高职或布衣、或腾达、或悲惨
都得随遇而安。

最著名的则是乾隆的一副嵌金木
水土火五行偏旁上联“烟锁池塘柳”精
妙绝伦，称为天下绝对。大才子纪晓
岚掏尽心思、用尽才智才勉强对出下
联“炮镇海城楼”，“海城楼”音调仄平
平不对“池塘柳”音调平平仄，第二字

“镇”应平而仄，平仄失替，因而对仗不
工整。不少人应对的下联都有偏颇，
而一位女子却信口对出了下联“炮堆
镇海楼。”这女子的下联中既包含了金
木水土火五行，又平仄对应正确、对仗
工整：“炮堆”对“烟锁”，“堆”音调平声
对“锁”音调仄声，“镇海楼”对“池塘

柳”，“镇海楼”音调仄仄平，对“池塘
柳”音调平平仄，堪称最佳的下联，连
大才子纪晓岚都不得不叹服。

回文联亦妙趣横生：“居然天上
客，客上天然居。”将上联反着读，和下
联顺着读，完全一样，十分有趣。上联
惊讶天上来客，蓬荜生辉，下联客人享
受天然居，好不荣幸！天上客、普通
人、仙凡同界，贵贱衰荣方寸间，哲理
深含。

“雪映梅花梅映雪，莺宜柳絮柳宜
莺。”此联上联重雪重梅，下联相同位
置重莺重柳，意境平添，难能可贵处此
联为拟人联，把梅花、柳絮拟人化，描
述了寒春交替的景象，令人流连忘返，
萌动联意诗情。

数字联即在对联中嵌入数字，使
数量词在对联中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用数量词组成的对联别具一格，平添
乐趣。如下：

《民间对联故事》总第 287 期出上
联（并征下联)：

驾一叶扁舟，荡两支桨，支三四片
篷，坐五六个客，过七里滩，到八里湖，
离开九江已有十里；

迎群邦大贾，来无数商，签宏微条
约，详丝毫指标，凌百波水，驰千波舫，
纳送万物吐吞长波。（下联系本文作者
应对）

哲理联令人清醒感悟：“净土莲花，
一花一佛一世界；牟尼珠献，三摩三藐
三菩提。”这是一副佛界哲理楹联，言浅
意深。“三藐三菩提”代表一种升华的境
界，不仅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也象征着

如何从困扰中得到真正的解脱，达到平
等、喜乐、寂静的理想状态。一朵花就
是一世界，见微可知著，小不是真小，小
中蕴含大世界、大能量。

哲理给人智慧，令人清醒。哲理联
多、涉及面广，诸如：贤人常克己，俗子
不饶人。三思知进退，一笑对乾坤。若
不撇开终为苦，各能捺住即成名。

上述三副哲理联言简意赅，哲理
丰富深刻。特别是第三副联“若不撇
开终为苦，各能捺住即成名”更是一针
见血，对复杂的社会、沉浮的人生用

“撇”“捺”两字解释、解决、指引、导
航。文学造诣之高，哲理清晰之警，让
人佩服，令人深省。这副对联，我简称
为“撇捺”联。“撇捺”联奇妙在中国文
字，一是解剖文字，二是释义发挥文字
的广义和狭义。十四个中国文字就写
尽了人生仕途沉浮、荣辱、进退、收获、
失去、好友、对手等，而且指出只要能
捺住就有希望、有成就、有名望，反之
就要放开撇开就没有痛苦。

上联首字“若”，解剖下，如果中间
一撇不撇出去就成为“苦”字；下联首
字“各”的捺笔只有收住就是“名”字。
一撇一捺该放开的要放开，当收住的
就要收住。这是对待人生的哲理，撇
开了就离开痛苦，撇不开放不下就自
寻苦恼，捺住了欲望、贪婪就真正成
名。人们在社会中、在工作中、在生活
中、在竞争中有得失、有祸福……但没
有永远的得到，也没有永远的失去。
得与失、祸与福相互间是辩证的，即有
得有失，有祸有福，相互转化的，就看

你撇不撇得出，捺不捺得住，时机掌握
得好不好。

人生一世有喜悦、有忧愁。喜悦
之中藏着忧愁，忧愁中孕育着喜悦。
喜悦与忧愁亦是相对的，并且相互转
化的“撇捺”联启示人们要撇得开，撇
得开就有喜悦，捺不住就会有忧愁。
工作学习中有顺利，亦有困难。顺利
与困难都不会永久存在。我们用“撇
捺”联处理对待顺利和困难，正确适时
运用“撇捺”就会将困难克服转化为顺
利，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
好友又会是对手。好友与对手不会永
久是好友、永久是对手。好友与对手
亦是相互转化的，撇得开对手变好友，
捺不住就会好友变对手。总之社会和
人际关系中是难得有好友，却常常逢
对手。对手就有竞争，催人奋进，对手
对你了解，使你知差距；对手强大，使
你自强不息，不断前进上进。

对联两行文字，万千变化。哲理联
帮助我们正确对待社会、人生。这副

“撇捺”联，不仅文化修养高深，而且哲
理广阔、逻辑严密、辩证清晰，使人受益
匪浅。这副“撇捺”联的精髓就是撇得
开，捺得住，收获不沾沾自喜，失去不会
杞人忧天，这样自然就会苦尽甘来。小
楹联蕴藏大智慧。中国楹联的确不简
单，真是：“双行浓墨，万朵奇葩。”

（作者系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秘书长)

从一副对联看中国楹联文化深刻博大的哲理
■ 李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