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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音乐和建筑而言，俄罗斯无疑是精神殿堂。托尔斯泰、普
希金、果戈理；柴可夫斯基、夏利亚宾、格林卡；喀秋莎、山楂树、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列宁、红场、冬宫……总之，和俄罗斯的林林总总似乎
神交已久。多年来，几乎是怀着朝圣般拜谒之心，我们向往着这片陌
生而又熟悉的土地。
终于，在今年盛夏的一天，北京时间凌晨 !点，莫斯科时间晚上

"#点，我们一家踏上了横跨欧亚大陆、土地面积为世界第一的俄罗
斯领土。遥望星空，黑夜还没有降临，高纬度的圣彼得堡夏季常常到
零点才进入黑夜，而凌晨 $点天就亮了，名闻遐迩的白昼虽然已过，
但时光在这里依然神奇不已。

一下飞机，大巴很快就驶上了圣彼得堡笔直宽阔长达 "%公里的
莫斯科大道。只见大道两旁满是雕塑和纪念广场，导游还在介绍列宁
塑像的来历，门捷列夫的塑像已悄然而过；右边是纪念战胜德国法西
斯而修建的胜利广场，左边是列宁格勒英勇保卫者纪念馆；前方迎面
而来的是 "&"!年迎接打败拿破仑军队凯旋而归的俄军的与巴黎凯
旋门几乎一样大小的凯旋门……虽说已坐了 "#个小时的飞机，人已
极度疲倦，但这浓浓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气息却给了我们特别震
撼的力量，我们睁大眼睛，用相机不停地记录着承载着俄罗斯人民的
智慧、勇敢和斗志的人文景观。
用三天时间，我们参观了圣彼得堡的皇家行宫夏宫（上下花园）、

极具历史意义的冬宫、圣彼得堡要塞博物馆、“十二月党人”广场、瓦
西里岛以及彼得大帝送给妻子叶卡捷琳娜的避暑之地———享誉世界
的叶卡捷琳娜宫殿；我们徜徉在涅瓦大街上，贪婪地吮吸着那一座座
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所透出的古老而沧桑的气息。最令人激动的是
我们找到了涅瓦大街 "&号，这是诗人普希金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即奔
赴决斗场的咖啡馆，斯人已去，留给后人无尽的思念———“假如生活
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
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
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我们还
乘坐莫斯科 "!%号游船畅游圣彼得堡的母亲河———涅瓦河……所到
之处，充分感受到这个拥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城市的人文底蕴，那厚
重的建筑、栩栩如生的名人雕塑、各种性质的纪念广场，犹如一幅幅
人文风景画扑面而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而言，它是一种对人类
文明成果的共享和交流，一切都已化作永恒，而正是这永恒让我们对
这个伟大的民族肃然起敬。
今年上半年，我读了舒乙旅俄后写的《磕头碰脑的人文标志》后，

就下定决心要亲眼看看圣彼得堡的人文标志是怎么“磕头碰脑”的，
如今，我终于体会到舒乙的用词实在太精妙了。

圣彼得堡是一个最能体现人类创作智慧的城市，城市建设从一
开始就具备明确的创作理念并严格按照规划蓝图进行。建筑师们非

常注意城市建筑的整体效应。圣
彼得堡的地标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冬宫（现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
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高度 !'

米，为捍卫冬宫在俄罗斯人民心
中坚不可摧的地位，圣彼得堡人
民的所有房屋建筑均不得超过
!'米，而且所有曾居住过名人的
房屋一律让普通百姓居住，但不
允许内部结构的改动和装修，必

须原汁原味，外墙由政府统一修护和粉刷。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俄罗斯这样如此尊重崇拜文

化名人，看似风格统一甚至有些呆板的建筑实则蕴含的民族精神力
量是巨大的，住在里面的居民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同时，也会有一种
对自己本国文化的自豪感。听了导游的介绍，女儿问我，上海的地标
是什么？我哑然了。

挥别圣彼得堡，我们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 !'%次列车，经过 "#

个小时的颠簸，中午 "!点抵达莫斯科。
作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心，莫斯科见证了皇权、苏维埃政权、

总统制政权三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其森林覆盖面积达 %#(，是一座
建立在森林中的城市。
虽然莫斯科的城市建设缓慢，但我们依然从神圣宏伟的克里姆

林宫、庄严肃穆的红场、令无数后人凭吊的“无名烈士墓”和世界三大
公墓之一的“新圣女公墓”中，读出了它苦难而又灿烂的历史。
莫斯科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爱国主义教材俯拾皆是。
最令我们感动无比的是，政府规定给“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是

每一对新人举行婚礼时必不可少的程序。在长达 "$"&个苏联卫国战
争的日日夜夜中，有约 !)##万人为了祖国的自由与人类的和平，贡
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深红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的这排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
辉。虽然“二战”结束已 *#多年，但祭奠英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已深
深植根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
有“露天雕塑博物馆”之誉的“新圣女公墓”埋葬着为俄罗斯做出

杰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名人，有文艺巨匠、科技泰斗，也不乏政治军
事界的杰出人物。尤为珍贵的是，所有墓地上的人物雕塑没有一座是
重复的，或半身，或全身，或浮雕，神态各异，刀法多变，生者对死者的
哀思与评价、理解尽在这一刀一凿之间。在这里，我看到了“契科夫”，
他的墓碑上笔直地竖立着三根利剑，寓意着他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作家；我还看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卓娅”，“她”昂首闭
目，视死如归，毅然走向刑场；我还看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
马雅可夫斯基……好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一座“新圣女公墓”
就是一部俄国革命的历史啊。
站在为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五十周年而修建的“胜利广场”上，

那一次次著名的战役———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
反围困战如影像般呈现在眼前，心底油然升起敬畏之情，这个民族曾
经并且依然屹立于世界之林，有其必然的缘由。
怀着无比依恋的心情，我们结束了 &天俄罗斯的“文化苦旅”。在

与丈夫的对视中，我们显然读懂了些许遗憾，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
伏尔加河……“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时，我们
还将开启一次俄罗斯文学音乐之旅。

（作者系宜川中学教师）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旅俄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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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晴

“敬老旅游日”
（杨宏富图/文）沪西电影院每年有一个

“敬老旅游日”，让本单位退休老职工在这一

日尽情游览上海及其周边的著名景区，一段

时间以来，已经去了崇明、周庄、枫泾、朱家角

和上海摄影基地等，今年金秋时节又去看了

无锡灵山胜景。为了组织好每一次的“敬老旅

游日”活动，院退管会和工会都精心策划精心

安排，确保安全舒适。工会领导还陪同往返，

游览时，工会领导事无巨细，瞻前顾后，来回

奔忙。敬老旅游日深得退休老职工的欢迎，大

家说，“一到秋天，就天天等着单位叫伲旅游

白相。”

远方的风景

初到嘉义。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两边房子都是不高不低的五六
层楼，一幢紧挨一幢，鳞次栉比，看不到边，颜色也都是灰灰的，是水
泥的色彩加上铁皮的色彩再加上陈旧的商店招牌的色彩，很陈旧的
暗淡模样。可这种陈旧感，就像我第一天来到台湾，在夜色苍茫中看
到的那座未知其名的城镇一样，总让人有时光到流的错觉，似乎是三
四十年代大陆的某座城池。我也搞不懂，三四十年代的城镇印象，我
是从哪儿得来的，而且又是那么的怀念，这种怀念或许原本是潜在
的，一到台湾，就被这种“陈旧感”给激发出来了，陈旧中有一份亲切、
有一份故友重逢般的亲切，感动莫名。大巴在主干道上行驶，马路并
不很宽，两边都有道路分岔开去，望过去，似乎也没有尽头，远方应该
还有值得一去的地方吧，我在问自己，我常这么问自己，但我也清楚
这是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我都会产生这
份好奇，偶尔会脱离大众，独自去走走，但更多的是留下一份念想，可
能就是这份念想使这些异地他乡更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还会不
由自主的在心理上赋予这些地方、尤其是那些尚未见到的远方的风

景以淡淡的美学迷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着与我相同的旅游心态，
但我记得伊凡·蒲宁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林间小路一直延伸到远
方，仿佛没有尽头，它们消失的地方优美而迷人。”心态其实是一样
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是把距离感的不可逾越和消解这种距离感的
欲望混杂在了一起，节制和向往重叠着，有点像柏拉图式的恋爱。
路边的石偶

进阿里山之前，从桥头到龙隐寺前广场，路边的杂草地上放着石
头人偶，沙弥造型，简洁生动，有十几个，站在草地里，排成一排，活的
一般。这些石偶造型十分相似，都是硕大的脑袋，像动画片里的“一
休”小和尚，但不是儿童模样，一个个倒像是稚气未脱的小老头；眉毛
之间几乎也是统一的，都是两条卧蚕眉，偶尔有上翘的，除了那些戴
眼镜的，整个石偶身上就这两条眉毛有颜色，黑色，其余都是石头的
本色，很是素雅；身上穿的也都一样，是那种简便的和服，表情执着而
憨厚；一个个在草地里并不安分，身上带着刀棍的，在那里舞弄，身上
什么都没有的，也摆出个武功的架势，小手小脚都有不同的姿态，栩
栩如生。带着眼镜的石偶，镜片和眉毛一起涂成黑色，像太阳镜，而且
这副眼镜戴得还颇有趣味，有规规矩矩架在鼻梁上的，但大多不是，
而是戴在脸颊上，前者像现在 &#后走在马路上的那份“酷”，而后者，
倒像是个在给旧衣服打补丁的老婆婆；“酷”和“慈”两种气质在这些
石偶身上都有，设计者非常有童心。这些小家伙都站在溪水边的草地
里，难道都是从八掌溪中跳出来的？这些小小的人儿，一直站在这大
自然中，又是龙隐寺，又是八掌溪，又是“天长”桥，又是“地久”桥，日
精月华，时间久了，也会“神形俱备”的吧。如果把这样的人偶放在我
们这儿的公园里或者街边的小绿化带里，那肯定非常讨人喜欢———
好看的容颜多看看，人心也会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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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理

一条巷，曲折蜿蜒，青砖斑驳，灯光微醺；一条路，张灯结彩，
光影斑斓，平平直直，似是一条碾不断的线，一头系着自己，另一
头系着心中所盼，线却从没有被打上过结，乃至从没有如愿遇到
盼望的人或事。
是什么时候已经将无尽的等待化作是掩藏在心底的一份盼

望了？那些盼望松松垮垮地累积在心里，是无形的画纸，被风花
雪月风干了想念，被岁月轮回垄断了希冀，我不敢妄加臆断没有
人实现过这些盼望。但是盼望之所以被称作是盼望，也就是等待
了许久都等不到的事物，亦或者是等了很久才终得片刻满足。盼
望子女归家的父母盼了两三年，才得一家团聚；盼望香港回归中
国盼了多少年，最后终将香港拢回祖国怀抱。
也是因为有了等待所以才会有盼望的吧，将心头系着的思

念牢牢锁住，等待着一个熟悉的剪影闯进来打开那把锁。
记得还是你眉眼粲然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搬家。那时的不

舍是缎带，紧紧地系着你我的友谊却又一次一次疼痛的拉扯着，
清晰的告诉我们将要分开了。待你离开，我们经常一起玩耍的小
平台便是我盼望你的地方了。无论是雨水交加的时节或是烈日
当头的酷暑，哪怕是寒风凛冽的严寒又或者是风和日丽的暖春，
都没有停止过对你的盼望。
盼望你的回来，覆手能还给我们当初的友谊；盼望你的回

来，执手能回忆起那时我们的欢乐；盼望你的回来，素手能交叠
起年少幼稚的游戏。
———岁月是无情的剪刀，将幼时与现在割裂开来，以至于现

在再也没有了你的消息。
能够让我继续追忆你的只有一张色彩还算鲜艳的照片，照

片上的你和我笑得如花般灿烂。看着它，再怎么盼望你也不会觉
得累了。
还是一日一日、一年一年的等待着你，盼望着你。窗台上的

那盆玛格丽特凋凋谢谢了已有四五个来回了，也从未见过你回
来。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人们说等待是漫长的。每一次的等待都抱
有着必然的心情，但是每一次却都落了个空，这样子长久等待，
再乐观的心情也都会被打击得一无所剩了吧。
还是那个午后，我趴在窗台上盼望着你应该还能记得我这

个儿时玩伴，还能再回来看一看我。眼皮沉沉的耷拉下来，视线
模糊的已经看不清玛格丽特有几片叶子了。却模模糊糊的倒映
出你的身影———是你回来了吗？连续几年盼望的欣喜终于在这
一刻爆发起来，你笑着朝我跑过来，挥手让我出来再一次和你重
温幼时的游戏。
我笑着应允，转身便跳下椅子朝门口跑去———
梦醒人未来。于是就这样，重新将那些欣喜收拾好，铺垫在

心底，趴在窗台边上，数着玛格丽特的叶子，继续盼望着你。
（作者系北海中学学生）

窗台边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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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佳

出枫泾，上沪杭高速，过嘉兴，一会儿就到桐乡，正赶上菊花
节，热闹非凡。在千年古刹福严寺东南，有块面积 %'#余亩的杭
白菊种植地，遍地菊花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在寒风萧瑟的深秋
里怒放，迸发出生命最后的辉煌。观赏之余，买几盒杭白菊带回
家。打开精美的纸盒，面对一朵朵干枯的花，无法见到它的青春
与鲜美，但它还会开放：开在茶杯里，在温水中慢慢舒展那烂漫
而淡雅的姿容。闻着淡淡的菊香，慢慢啜着菊茶，品出浅浅的甘
苦滋味，勾起我对一位长者的深深怀念。
长者是浙江老家的已故百岁老人范达枚先生，长我三十多

岁，与我是忘年交。我业余爱好书画，有次去拜访他，见墙上一条
幅，墨凝柳骨、笔挺韩筋：“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出自司空图的
《诗品》。

范老出身绍兴书香门弟，伯父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早年
毕业于复旦大学，长期从事蚕丝工作。六十年代初，正遇国家困
难，年近六十的范老被退职回家，再无分文收入。他以大局为重，
不计个人得失。靠女儿接济，粗茶淡饭，尽管经济拮据，生活仍过
得有滋有味。到了八十高龄，老伴故世，饮食起居凭自己动手料
理。在外地的四个女儿都想接他去养老，可他舍不下街坊邻里，
在家里腾出 "&平方米的一间房，办起家庭文化室。十多年间接
待约 '万人次，受到邻里和家长们赞扬，戏称他为“孩子王”。他
也多次被评为市、区优秀校外辅导员，被授予“老有所为”奖。地
方报纸多次刊登他的事迹。他笑呵呵地说：“同孩子们在一起，其
乐无穷。有生之年为教育下一代尽力，是我的责任。”九十高龄
时，范老被接到大女儿家养老，仍思维睿敏、精神矍铄，直至百岁
那年秋天无疾而终。临终前一天，我赶去看望他，他已不会说话，
紧捏住我的手，微微露出笑容。人们常说“事到知足常得乐，人到
无求品自高。”在范老身上，我领悟到什么是“人淡如菊”。
人淡如菊，要像菊那样朴实内敛、守信执著。菊花开在“飒飒

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之时，甜甜淡淡地把美丽和挚爱
献给大地。范老就是这样，即使妻子长期瘫痪在床，自己年事已
高，也要服伺到老，相伴到老。人间繁华烟云会瞬时而过，惟有夫
妻情缘，不论荣辱成败，永远敞怀相待，这是舍不下、撇不开、心
意相通的情感啊。
人淡如菊，要像菊那样超凡脱俗，平淡对待得失。范老就是

这样，学有专长又精通英语，可一生无怨无悔，畅达时不张狂，挫
折时不消沉。在人生的历练中，涵养淡定从容的定力，在潮起潮
落的人生舞台上，举重若轻，击节而歌，平静地面对人生。他每天
上午外出健身，到图书馆看报读书。傍晚在家里用英语写日记，
一生写了十六本。
人淡如菊，要像菊那样以生命的最后气力迸发出无穷的辉

煌。范老就是这样，八十高龄还腾出房子，拿出省吃俭用的积蓄，
买桌椅、图书，办起家庭文化室。记得八十年代初，我请范老到家
里来，范老对我儿女说：“世上什么事最快乐？吃得好，穿得好，都
不是，帮助别人才是最快乐。”范老生前实践了“助人为乐”的心
愿，如菊花那样“以生命的最后气力拼发出无穷的辉煌”。
菊花，坦然且亮丽，淡定又从容。即使干枯了，泡入杯中，也

能清凉明目，平火润肺。我想，范老在世时像一朵平实淡定的菊
花，离开我们后，更像一杯菊花茶，仍在惠予我们。

人淡如菊
!

章柏寿

熟识我的朋友都说我喜欢“管点儿闲事”。比如，前一阵和孟
侯夫妇去参观世博园区，看见一位中年游客将烟蒂随手丢在路
边的花坛里，我笑着迎上前去说，先生，你知道烟蒂该放在什么
地方吗？那游客脸微微一红道：不好意思。随即拾起烟蒂，快步朝
前方的垃圾箱走去。我知道孟侯素喜嘲人，估计他又要发表高
论，果然，他开口了，你做得对！呵呵，原来我刚才没讲错啊。
其实，他可能不知道，我“管点儿闲事”是有些年头的。九十

年代中期，我热衷于言论写作，经常在市里各报言论版“自说自
话”，在我所居住的小城有点小知名度。有天晚上，邻居携妻来寒
舍小坐告诉我，他最近买断工龄的一笔钱欲投资股市，因为他妻
子经常看我晚报发表的小言论，认为我“有见解、有思路，故一定
要亲自听听我的建议”。照理说，像这等牵涉到家事的，作为一般
邻居，也就打打哈哈应付应付就是了。但管闲事的性格使然，我
竟自作多情地指点邻居趁目前小城房价低落，“购两间小房出租
补贴家用，股市风险太大了”云云。后来的事实证明，冲入股市的
遭重创，而我的邻居稳笃笃进账月租钱，加之这十几年房价房租
比翼齐飞，邻居对我评价甚高，在原有“热心人”的基础上，还奉
送“理财人士”的帽子，真叫我飘飘然了。
又比如，前一阵我小城朋友的儿子大喜之日，恰巧气象台播

报下午有大雨和雷阵雨，管闲事的劲儿上来了，欲去电朋友家
“通风报信”。家人揶揄道，等你想到了，人家早安排好了。接电话
的是朋友的先生，他听完我的建议，一迭连声地“谢谢”，还表扬
我“想得太周全了”。搁下电话，家人问，怎么样？我如实相告：他
说马上打电话通知出席喜宴的亲朋好友备好雨伞。那天晚上朋
友儿子婚礼的亮点是来自小城歌手俞小姐一曲“好日子”。声情
并茂的演唱和喜庆的氛围丝丝入扣，让人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
掀起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把婚宴推向高潮。这当儿，不知咋
的，我那爱管闲事的劲儿又上来了，我拉住朋友说，你不觉得应
该送束鲜花来渲染气氛又表达对歌手的感谢吗。朋友这天尽管
忙得昏天黑地，但脑筋还是煞清。她说，今天你这句话不是幽默，
是精彩创意。哦，到底是识货朋友！于是，我所在桌的小年轻根据
朋友的“旨意”将鲜花献给歌手，那场面当然是大放光彩！
虽然我自作多情“管点儿闲事”有好为人师的嫌疑，不过，朋

友们还是持理解、欢迎的态度。我常想，既然没有仰望星空的胸
怀和境界，那就从身边的闲事小事做起吧，不是有集小善为大德
的说法吗。让人欣慰的是，我的热心我的自作多情、包括我的好
为人师还是被身边朋友认可和尊重的。

管点儿闲事

!

金洪远

没想到妹妹在普陀区的曹杨路花鸟市场做的小盆景那么受
欢迎，每次回家大家一定会听到她谈小盆景的艺术造型，家里的
亲戚被她说得都动心。父亲去世后，她星期六就回来陪母亲，而
母亲是个明事理的，知道双休日花鸟市场生意好，子女赚钱非常
不容易，双休日回来可能就会失去许多客人。可母亲又不知道怎
么去说服她，好在我家姐夫有想法“没关系，我们带你去，一是看
看女儿的手艺，二就当是去旅游，看看普陀的发展，三呢，家庭聚
会在普陀”，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通过。
还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妹妹竟然把这小盆景做得有声有

色，我这个当哥哥还蒙在鼓里。常常听别人说现在许多白领喜欢
小盆景，而且就是普陀区曹杨路的那个最好，到她这里一看才知
道这几年她拜师学艺，店铺叫“民生盆景”，是用老师的名字命名
的。在她那里我知道了她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她做的每一
个盆景都是养活生根以后才出售的，甚至于还会帮助爱好者修
剪，传授简单的手艺，成为大家的老师。她那儿最出名的是大家
熟悉的“爬山虎”，这“爬山虎”通过她和民生老师的手竟然也生
气盎然，原来这些小盆景就是靠他们拗造型拗出来的。有人说这
些是微型盆景，也有说是手掌盆景，而我还看到了和手指甲差不
多大小的盆景，无论怎么形容这些盆景，最关键这些盆景都是活
的，带回家只要好好养护，那一盆盆的小盆景就是一件件让人赏
心悦目的艺术品。
更没想到的是妹妹还给我提建议了，她让我拿一部分剪纸

书画给她布置，因为他知道我经常为普陀报写稿，“你来这里展
示，与普陀的剪纸书画爱好者交流，你就是普陀人，而且现在政
府都这么重视文化，你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也可
以到普陀找接班人……”其实十几年前我就在教普陀白玉兰幼
儿园老师了，普陀确实有我很多熟悉的剪纸、书画和写作的朋
友，以前活动的时候朋友们常常说，“我们认识你的文字和剪纸
就是在普陀报上的”。一段时间确实是想到普陀去交流，可就是
路程太远。经妹妹这么一说母亲也觉得好，这样她双休日过来就
可以看到两个“活宝”了。
花鸟市场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缩影，一个地方文化发展如何，

看看那里的文化市场，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花鸟市场最平民却
也最能感觉文化品味。

妹妹的盆景
!

郑树林

桃溪之畔，真如校园，辛卯暮春，修教师品茗休憩之阁，
吴君长江嘱余题额撰联以记之。溪涛二贤与焉。遂撰联曰：
“桃溪清流涤烦子，古刹红烛不夜侯”，额之曰“如意阁”。

桃溪者，一方水土自然风貌也；古刹者，千年历史人文
情怀也；清流者，浇灌学子心田甘泉之蕴涵也；红烛者，奉献
教育事业人格之象征也。
“涤烦子”，茶之雅号，典出唐·常伯熊《烹茶账中》，曰：

“常鲁公随使西番，烹茶账中。赞普问：何物？曰：涤烦疗渴，
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
酒为忘忧君”。“不夜侯”，茶之美誉，典出晋·张华《博物志》，
曰：“饮真茶，令人少眠，故茶美称不夜侯，美其功也”。又胡
峤《饮茶》曰：“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如意”
者，真如中学茶馆功能之谓也，三言两语，上下沟通，饮者如
意，精神焕然。阁之创意，功莫大焉。
阁坐北朝南，东西通贯，东户可望“秋窗读书图”嵌于西

壁之右；西扉则见“煮茶论道图”镶于东墙之左。嘉宾临阁，
平添几多韵致，难分何为景中画何为画中景；高朋入座，横
生无数妙趣，莫辨孰是茶香心语孰是心香茶语。阁邻琉璃古
刹，难望宝塔巍巍，常闻钟鼓声声；座伴根雕笑佛，不见香火
袅袅，时悟禅理谆谆。
如意阁日日开、如意香天天闻、真如普陀教师时时来，

是为事如人意者三也矣。
辛卯夏初记于真如中学

桃溪如意阁记
!

袁志良

●新疆那拉堤草原

●莫斯科郊外 ●涅瓦河 ●契科夫墓碑 ●叶卡捷琳娜宫殿

·旅痕心影·

远方的风景（外一篇）

新疆赛里木湖

新疆泽普金胡杨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