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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曰：“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诗句被
千古传唱。一种深刻的思念和一种心
灵的叹息总叫人升起美的遐思，从此，

“在水一方”成为古典诗词中一个明丽
又带点忧伤的意象。这“水”，当然是秋
水，是安静、明丽、深邃，甚至有些微寒
意的水。从《诗经》出发，“秋水”是顾盼
生辉的，每每叫人旷达，叫人沉醉，叫
人思绪万千。

秋天往深处走，天高云淡，秋水愈
发清美。秋水的美又把风景映照得十
分空明、洁净，甚至宏远。宋朝谢逸有
《渔家傲》写道：“秋水无痕清见底，蓼
花汀上西风起。一叶小舟烟雾里，兰
棹舣，柳条带雨穿双鲤。自叹直钩无
处使，笛声吹彻云山翠。鲙落霜刀红
缕细，新酒美，醉来独枕莎衣睡。”碧波
蓝天，美如碧玉，笛声回荡，山色苍翠，
这自然是一幅美景，但更见生活的诗
意。清朝陈步墀也写了一首《渔家
傲》，似乎意境更空阔，心醉的程度也
许更醇些：“浪絮浮萍江海里，秋云遮
断秋山紫。棹入芦花船不系，风景异，
斜阳天外余霞绮。钓得碧鲈刚半醉，
苍茫长伴烟和水。恰好前汀眉月起，
人两地，溯洄从此销魂矣。”宋朝朱熹
（一说为程颢）写有《秋月》一诗，更叫
人心旷神怡，超然忘物：“清溪流过碧
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
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清澈的溪水
流过碧绿山头，又一泻而下，夜色溪水
如此明朗、澄清，这秋景，把人世间隔
在三十里之外，白云红叶，又自由自在
得很。这里，秋水，肯定有着许多诗人
的寄托了。

“碧水涵秋空，幽花映奇树。茅亭
四面开，是侬钓游处。”这是明朝龚诩
的《秋水亭》，一派自在的闲情，身心在
幽静之中全打开了。其实，在村野的
景色里，秋水自有其独特的气质。宋
朝张耒写有二首《海州道中》，其一曰：

“孤舟夜行秋水广，秋风满帆不摇浆。
荒田寂寂无人声，水边跳鱼翻水响。
河边守罾茅作屋，罾头月明人夜宿。
船中客觉天未明，谁家鞭牛登陇声。”
鱼翻水响，罾头月明，这是静静的苏北
农村夜景，虽说环境偏于静寂，色彩不
见得温暖，但诗人观察细致，感受深
切，自有一番特别的意味。宋朝翁卷

写有《野望》一诗，写得浅淡、单纯、明
净，是空朗的写意画：“一天秋色冷晴
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
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画面醒豁清晰，
秋色本虚无，着一“冷”字，秋色实在起
来；远近山峦伸向天边，是静景，但境
界阔大；三四句诗意简单，野水和青山
却给画面添了萧散的野趣，倒是切合
了诗人的闲情逸兴。

“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滕
王阁序》中的名句，实际上，秋水长天，
正是秋天最胜之景，惹得诗人们总想
融入其中，像梦一般享受无边风月，或
者放飞着逸兴豪情。宋朝张孝祥的
《念奴娇·过洞庭》写得最美。我们读
一读上阕就特别有感受：“洞庭青草，
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
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
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
与君说。”诗兴是勃然的，“宇宙意识”
也不是肤浅的，画面是静谧开阔的，内
心世界又是恬宁的，词人的心被宇宙
的空明净化，朗朗之景又被词人的纯
洁净化，多么晶莹的境界，读来叫人有
十分的亲切感、快意感，而“妙处”，其
实就是心境了。唐朝刘禹锡的《望洞
庭》写秋水长天，也境界远大：“湖光秋
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
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全诗轻
轻着笔，一个“和”字下得工练，描摹出
水天一色、玉宇无尘的融合的画境，而

“镜未磨”又表现了千里洞庭的安宁温
柔；皓月之下，洞庭山水愈青翠清澈，
山水浑然一体，像银盘里盛放着一枚
青螺，十分惹人喜爱。全诗短短二十
八个字，荡思八极，奇思壮采，艺术表
现力惊人，传达出诗人高旷清超的襟
抱。再读李白的《游洞庭湖》：“南湖秋
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
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是内
涵丰富、妙机四溢的浪漫主义杰作，无
边洞庭多么富有、多么慷慨！“赊”月
色，去“买酒白云边”，虽是异想，却是
奇情，壮阔的月色之中，诗人已忘却尘
世一切琐屑，有着十分酣畅的诗意和
心意！

唐朝大诗人王维的“秋水”情怀很

丰富。他在《辋川闲居赠裴秀
才迪》中写道：“寒山转苍翠，秋
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
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
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
前。”全诗音、画、音乐结合得完
美，刻画了诗人和裴迪两隐士
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
映成趣，闲居之乐和真切友情，
都是叫人十分感怀的。其中山
间泉水潺潺作响，日复一日，有
守恒之意，虽是写景，却传达一种对自
然的由衷热爱。王维在山水名篇《山
居秋暝》中又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
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
山，就是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一
新，又写月下青松、石上清泉，文笔随
意挥洒，毫不着力。诗歌除了艺术上
的炉火纯青，实际上还是表达对理想
社会的追求，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
怀。王维还有一首著名的《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
溅，白鹭惊复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
的情景，以宁中有惊、以惊见宁的手
法，通过“白鹭惊复下”的虚惊来反衬
环境的安宁和静穆。宁静，正是诗人
所坚守的境界。我们读王维的种种

“秋水”意象，总可洞烛他的澄明心
智。在盛唐，王维确实是一个个性鲜
明的存在。他的气质是广袤旷远、幽
深沉静的，值得有十分的诚意看待。

秋水透亮清澈明净，很美，当然得
和美人联系在一起了。宋朝李石说

“肌肤剪秋水，垂云出龙宫。”这个秋水
是描写水仙花肤色的，其实也可指女
子花容月貌。文人们常用“秋水”“秋
波”来形容美人双眸，自然“杀伤力”极
强。宋朝赵必象说“秋水盈盈娇眼溜，
春山淡淡黛眉轻”，这是写眼眸流转之
活力。唐代韦庄说“西邻有女真仙子，
一寸横波剪秋水”，白居易说“双眸剪
秋水，十指剥春笋”，也是写眼睛的明

亮大方，光
辉照人。宋
朝晏几道说“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
多”，这是说，清扬的眼波比许多明珠
还要透亮，极言眼神的不可抗拒性。
越剧《西厢记》有一段曲词，恐怕是写
秋波最厉害的：“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
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
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
石人也意惹情牵。”这讲的是张生第一
次见到崔莺莺的情形。莺莺小姐倒未
必就立马有情意的，但她的“秋波”实
在威力大，张生的百般痴想，皆因秋波
而起。这千古一秋波，不知荡漾了多
少痴男怨女的春心！后人评曰：“‘秋
波’那一句，是一部《西厢》关窍。”

“平湖秋水浸寒空，古木霜飞落叶
红。石径小桥人迹断，一庵深锁白云
中。”这是明朝憨山大师的一首《山
居》，秋意很深。霜落石桥，人迹罕至，
白云深处，却藏着寺庙烟火。全诗有
禅意，反映了一种真正的践行苦修，不
过，亦可感受到平稳的生命气息。全
诗静美，有些冷，但纯粹，又温柔，实在
叫人喜欢，能体悟到人生的一些真
谛。清朝张应昌有集句联说：“闲看秋
水心无事；久住西湖梦亦佳。”也真是
好句子！说穿了，一个人的心情顺溜
了，不和自己过不去，有一个明净磊落
的境界，一切，自然是往和和美美方向
走的。

古典的秋水
艾明艾明

剪刀桥，宽三米，长十米有余，原名泉
湖桥，后异名剪贪桥，再名剪刀桥，乃韶山
至湘乡必经之桥。

剪刀桥？有桥冇刀；剪贪桥？有桥冇
贪。想当年，桥上四方云集，车行人担，繁
华热闹了得。如今桥道早废，车辙可见，遗
一个桥名，引发后人，叹沧桑之变，效古人
之情。

据县志记载，桥建于明朝天启年间。
新桥礼，场面浩大，方圆百里人集于桥岸。
为官者身着官袍，头戴官帽，净手净身，在
道士和尚的引领下，祭拜天地各路神仙，祈
风调雨顺路路通平安。又载：当日雨后天
晴，彩云飘飘，礼炮三声，新桥礼成。忽地，
云朵翻动，一条白龙在云朵中时隐时现，且
彩虹也在桥南北两岸升起，犹如一条美丽
的花环，给新桥带来了无限的神秘。人们
猜想：此等奇象，是要伟人渡吗？

如是，人们记住了这座桥，是一座吉祥
桥！做生意的求个财，走亲访友的求个吉
利，舍近求远也要走剪刀桥。北至的道林、
花明楼、如意、韶山的人马车辆，均改道从
野猫坳来过剪刀桥。

而今，看 600多年过去，剪刀桥上的那
道彩虹，是否应验了伟人渡呢？想一想，捋
一捋，先把剪刀桥的故事一讲，你便不期然
而然地，会想到一位伟人。

把历史拉回到建桥的当初——
泉湖桥刚建成，朝廷的一位巡抚王大

人，不晓得闻到了什么风，竟不邀而至湘
乡。当时的知县姓胡，便客气地邀王大人
行新桥礼。

吉时吉日，太阳下，王大人高喊：通
——桥——啦！

礼成，胡知县躬身王大人：大人亲临敝
县，为新桥剪彩赐福，我等无以为报，请大
人收下这把剪刀，留个纪念。

王大人看剪刀，金光闪闪，明白胡知县
的意思。

王大人脸一沉，皱了眉头，问：今年税
收可好。

回王大人的话，好！好！
造剪刀的黄金哪里来的？王大人一脸

严肃。
税库里……胡知县一看巡抚脸色，吓

得冷汗直冒。
我来时，见街头许多叫花子，你咋不拿

出点黄金施舍他们？！王大人提了高声。
胡知县低头，不敢抬起。
王大人痛恨贪腐，责令身边人查一查

胡知县。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胡
知县竟是个贪官！翌年，胡知县被革职，后
来浪迹市井，俨然成了乞丐。曾有人怜其
遭遇，多次替他告饶求情，但王大人始终面
如铁色，金口不开。以至于后来，民间便流
传这么一句话：巡抚大人不开口，哪个虫儿
敢做声。

后来，一位新上任的知县，告诫自己戒
贪，便将泉湖桥改名为剪贪桥。但随着时
光流逝，喊着喊着就变了味，竟喊成了剪刀
桥。

话说伟人渡，那就是毛泽东在东山书
院读书的往事。剪刀桥的地理位置，往北，
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往南，是湘乡的东山
书院。

毛泽东读东山书院后，往返于家和
书院之间。每经过剪刀桥，他喜欢在
桥下或歇凉停顿，或游泳健身，或
走访附近村民，表现出一个少年少
有的好学向上的情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贪腐是
深恶痛绝、绝不留情面的。或
许当年，他也听到过剪贪桥的
故事吧？

剪刀桥
陈子赤

风物

湘潭话把潜水叫作“闷湎子”，把善
潜者称为湎师。十八总沙湾刘家篾铺的
满伢子刘八爷，就是最会闷湎子的湎师。

刘八爷精瘦，鹭鸶腿、蜂腰、猿臂，
胸、腹、臂肌肉一股股的，看起去一身的
劲。长年日晒雨淋，皮肤黑里透红，水洒
上去挂不住。标准的板寸头，从河水里
拱出来，用手往后抹几下，水便弹珠状向
四周喷出，再摇两下，脑壳上就没了水。
刘八爷自小在湘江河里泡大，从狗爬式
开始，无师自通，水中的十八般武艺也是
样样精熟。那时正好评《水浒》，于是乎，
邻居地舍就送了他个绰号“浪里白条”。

艺高人胆大，但走多了夜路总会碰
鬼。那时湘江河里经常有从永州放下来
的木排。排客在风里浪里讨生活，一般
会武功、力气大、水性好。排一般有五六
十米至百把米长，二三十米宽。排客一
个猛子扎下去，从排这边潜到那边，好玩
一样。刘八爷天生不服输，也准备学
样。排客喊应他：“莫搞，会拐场。”刘八
爷不信邪，一个猛子扎下去，初时还有方
向感，但排下面黑咕隆咚，潜游了五六米
就乱了坨。好在排客见刘八爷潜下去以

后，怕出事，跟在他后面也潜了下去。看
见前面刘八爷乱了方寸，他便加把力气
潜游到刘八爷前面，以手拉着刘八爷往
排边潜出。出水后，刘八爷大口喘气，吓
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晚上，他拿了一
碗烧卤肉、一碟花生米、一瓶湘潭汾酒，
到排上谢排客的救命之恩。

习习河风吹皱江面，层层水波漾动
竹排。刘八爷从排客那里又学得了几
招。一是练耐力。横渡湘江，一般人游
过去，再游回来就很难，多是从东坪镇搭
轮渡或是攀着轮渡尾舵板回来。而刘八
爷一天至少要练两个来回，还要气不喘，
脚不打跪。二是练定力。每天在原地回
旋上百圈，还要能回到最初面对的方

向。初时是天旋地转，东倒西歪。功夫
深了以后，像小彩旗一样无论怎么转，总
能定位定向丝毫不差。三是练速度。练
速度是指练加速度，练法也很特别，从乡
里买来麻水鸭，往河里一丢。鸭子一受
惊，两个脚蹼连划地划，两个翅膀也扑腾
起来，游得飞快。刘八爷练的就是不超
过五米要抓到鸭子。四是练憋气。用一
个脸盆打好水，把鼻子、嘴全淹到水里，
从最初的三分钟，到大半炷香的时长。
五是练胆子。到荒山野岭、坟地破庙过
夜，练到一切相皆是虚幻，无所住而生其
心。这五艺娴熟后，刘湎师出江湖了。

平日里，他下水的装扮是，戴着一副
潜水镜，腰缠红绸，上插两把钢飞镖。他
每次下水前，总要先点三根香，对着祖宗
牌子鞠三个躬，然后再潜到石嘴垴深潭
里去射鱼。水下三米能见度就只一个手
臂那么长了，不知他是怎么看到鱼的。
每次发出飞镖后，再扯连着飞镖的细红

绳，一般镖无虚发，总能射到鱼。一次还
射到一条近八十斤的横钗子，鱼有一米
多长。老渔民见了都称奇。横钗子即是
鳡鱼，又称水老虎，是食鱼的鱼，在水中
游速极快，一般人拢不得它的边。

刘八爷还有一个兼职，即捞尸体。
他一般不喜欢接这个营生，耗阳气，伤运
程。但他心善，看不得苦主家哀天嚎地
地痛哭。他不像有的人捞尸体起码收费
一万以上。他捞尸体不收钱，只要苦主
家给他一瓶湘潭汾酒，并在他拖着尸体
出水时，赶紧点一挂大鞭炮。他说，最见
不得青年人、细伢子的尸体，多鲜活的生
命，说没就没了。

刘八爷最后一次显神通，是一次傍
晚时分。他在堤上纳凉，看到一个细伢
子在河里沉下去了。他三步并作两步，
从三米高的堤上跳了下去，一下子右脚
踝关节骨折。他拖着伤腿，三下两下蹦
到河里，一个湎子扎下去，几分钟后把细
伢子捞了上来。然后把细伢子肚子里的
水控出来，再人工呼吸把细伢子的小命
从鬼门关夺了回来。

后来，刘八爷的脚没有治好，走路一脚
高一脚低。再也没有笑傲江湖的敏捷了。

一次，我陪刘八爷喝酒，问他：“闷不
得湎子了，后悔不？”他抿了一口酒，说
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生命至
上，我这点小技艺不值一提啊。”他望着
窗外的湘江，沉默良久，又抿了一口酒，
说：“值。”

闷湎子
张岱

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