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纪行（组诗）

黄森林

汉西门城墙

我不会肤浅地认为

看见你

我就认识整个南京

六朝古都

七千年文明史

我心目中

神圣的南京

远不是一截城墙

就可以承载的

但是你有你的高度

你有你的历史

你有你的故事

着一袭沧桑

就是智者

不言而威

面对你斑驳的身影

我唯有满心敬畏

清明节

这是史上最隆重的

一个清明节

国旗半垂

警报长鸣

十四亿国人

与山河同悲

因为身在南京

我就无形中

把这些崇高的礼仪

礼敬给

那不屈的

三十万亡魂

朝天宫竹林七贤石像

你们这七个家伙

原来躲在这里

这是在玩大隐隐于市吗

要知道

你们的脚下

便是繁华的南京城

不知你们

数没有数日子

现在早已不是魏晋

早已不是唐宋元明清

现在是更风流的时代

不信你们抬抬头

满世界都是朗朗乾坤

连空气都是自由的

像我

这一介草民

竟堂而皇之地

踏进朝天宫

这个从前皇家祈福的地方

负手仰头

东瞅西望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

变成石头

无动于衷

来吧

我们一起

畅谈理想

讨论诗文

我还备有好酒

刘伶不是能喝吗

那就饮尽不留零

醉了就醉了

决不假倒

我宁愿醉卧红尘

也不愿当一尊酷逼的石像

在莫愁湖路

其实我只想

进行一场散步

却无意间

闯入莫愁湖路

那一刻

晨曦正好

我心安然

莫愁湖路

向北

向南

那么长的旅程

那么久的时光

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

我知道

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可以

也无风雨也无晴

莫愁湖路

只是一个路名

与心情无关

我和你一样

都是匆匆过客

轻轻地来

轻轻地去

不会留下

任何牵绊

城市的映山红

我不去探究

你是不是想

花开时节动京城

但我明白

生命从来不是一种点缀

而是一场修行

花期到了

便灿烂怒放

无论在城市

还是乡村

我还是希望

你能开在山中

最好是大别山深处

这样才能照亮

我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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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言妙语·
柿柿有情

深秋到河北易县摘柿

子， 是我们这群北京摄影人
的“老节目”了。 5 年里去了
3 次。

摘回来后， 我会把这些
又硬又涩的柿子搁纸箱里 ，
错层码好，放阳台上。 三天两
头 ，摸摸这个 ，捏捏那个 ；然
后，“柿子捡软的捏”，熟一个
吃一个。 这个过程很长，也很
有意思，通常能吃到春节。

易县哥们儿小孙的柿

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小
子特热情。 他说：“柿子多的
是！ 卖不了几个钱，还不够采
摘的人工费。 你们敞开摘；剩
下的，喂鸟得了。 ”是啊，村里
村外 ，漫山遍野 ，柿树成片 ，
已成乡村一景。

于是 ，我们和鸟 “抢食 ”
来了。

也是好心： 鸟们整个冬
天没别的食物，光吃这个；而
柿子中含有 10.8%的糖类，吃
多了容易使血糖升高。 它们
不得糖尿病么？

哈！ “人事”还没管好，就
管“鸟事”来了。

这次 ， 我们是 11 月初
去的 。 摘柿子要等 “霜降 ”，
否则柿子摘回家也存不住 。
“霜降 ” 一过 ， 柿叶也跟着
“降 ”了 ，光秃秃的枝条上只
剩下柿子 ，远远望去 ，像挂
满红彤彤的小灯笼 ，煞是好
看 。 如果再来点雪 ，白里透
红 ，好 “摄 ”者们就 “欣喜若
狂”了。

柿树易活。 嫁接后 3 年
至 4 年开始结果 ，15 年后达
盛果期，经济寿命长达百年，
有 “一年种植 ，百年收益 ”之
说， 是开发山区治穷致富的
重要树种， 也是自然界维持
生态平衡的优良树种。

我国是世界上产柿最

多的国家 。 长江和黄河流
域 ， 就是柿子原产地 ，有
1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 。 据
说柿子有 300 多个品种 。从
色泽上可分为红柿 、 黄柿 、
青柿 、朱柿 、白柿 、乌柿等 ；
从果形上可分为圆柿 、长
柿 、方柿 、葫芦柿 、牛心柿
等 。根据其在树上成熟前能
否自然脱涩 ，又分为 “甜柿 ”

和 “涩柿 ”两类 。 涩柿 ，必须
在采摘后经人工脱涩方可

食用 。 嘿嘿 ，偏偏咱们这疙
瘩的柿子 ，都属于这类 。

我对柿子的感情很复杂。
倍儿甜的柿子， 能让我

等甜食爱好者得到极大满

足。也知道它是好东西：维 C
含量高。一天吃一个，摄取的
维 C 基本上能满足每天需
要量的一半。还有润肠通便、
润肺生津等诸多好处。 我爸
生前最爱吃冻柿子， 吸一口
带着冰碴儿的甜瓤， 冻得直
吐舌头。 到现在我还能回忆
起他的憨萌模样。

在树上自然成熟的柿

子 ，少之又少 ，当属 “极品 ”。
那种原生态的纯正香甜口

感，秒杀一切水果。
当然不敢多吃。 更不能

空腹吃。 柿子含有较多的鞣
酸及果胶 ，在空腹情况下它
们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

大小不等的硬块。 如果这些
硬块不能通过幽门到达小

肠 ，就会滞留在胃中形成胃
柿石。

柿子皮也最好不吃。 因
为柿子中的鞣酸绝大多数

集中在皮中 ， 在柿子脱涩
时 ，不可能将其中的鞣酸全
部脱尽……

下午两点钟 ，一群在易
县小饭馆 “菜足饭饱 ”的北
京人 ，爬上了小孙家村头的
高坡。

如果你以为来的是一

只馋猫队伍 ，只热衷于摘柿
子 ，那你就错了 。 请看看他
们手里的家伙 ，除了兜兜筐
筐 ，还有 “长枪短炮 ”。 他们
更感兴趣的是 ： 拍柿子 、拍
摘柿子 ；如果运气好 ，也许
能邂逅枝头上果腹的鸟儿 。
还有自拍 、 互拍 ， 各种抓
拍 、各种摆拍 。 这可是摄影
人的乐趣之一 。

最搞笑的 ，是中国摄影
家协会原组联部主任包同

学。 他特地到小卖部买了条
毛巾 ， 手提竹筐头裹毛巾 ，
在柿树旁做了一回 “表情
帝”。快门声此起彼伏！这条
毛巾可派上了大用场 ，大家
抢来抢去 ，争先恐后冒充村

姑、村爷。
“地头蛇 ”小孙 ，也不甘

落后，只见这厮窜到树上，大
摆 POSE。 虽说他土生土长，
身手敏捷， 仍然吓得俺一边
拍一边喊 ： “小心点 ！ 小心
点！ ”随后，小孙迫不急待地
把照片发到朋友圈， 特别注
明：司马小萌老师拍的。

从北京到易县地头一个

来回，溜溜 200 多公里。 算算
油钱、餐费、过桥费，哎哟喂，
够买好多筐柿子了。

咱摄影人不算计这个。
那晚， 我们的微信摄影

群很是热闹， 大家纷纷上传
照片。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本人制作的 “九宫格 ”：每幅
照片收纳九张图， 汇总各位
摘柿子的滑稽表情。

不是俺喜欢嘚瑟， 实在
是大家的神态相当嘚瑟！

“乐极生悲 ”的是 ，回京
后， 十人中有三位女士感冒
了， 有两位甚至夸张到上医
院取药。 我不由得调侃道：这
帮城里的娇包， 真把自己当
林黛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