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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风越雨

2022年元旦，我在“守岁”中
通宵达“旦”。

手机显示：1月1日凌晨，2：16，
元旦。突然发现，我越过了
2021—2022的界限。时间的界
限。此时，手捧阿来的《就这样日
益丰盈》，我正如痴如醉，其中的
《界限》一文尤其令我着迷：

“新的一天开始时，周围的世
界陷入了梦境。我在烛光下打开
地图，找到了自己此时在世界上
的准确位置，一颗心就得到了些
许安慰。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心随着大地的呼吸缓缓跳动
……”

2020年11月，我的散文《关
不住的山》经晚报刊发，在社会上
引起一定关注。因为它说出了大
众的心声和期盼，一定也刺痛了
某些人。某资深报人就曾问我，
你在文章中说“鲧治水九年，只知
用堵的办法，如此固执，如此愚
昧，终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见
报后有何反响？看来，他是担心
了有些人的担心。

时间到了12月29日，由铜
官山所在的环科园主办的“我心
中的铜官山”民意征集活动启
动。官方媒体报道称，宜兴环科
园将以民意为导向，携手蓄能电
站，利用铜官山的天然资源，打造
宜兴城市后花园。元旦当日，环
科园还在铜官山举行迎新登高活
动。从2022年1月2日至20日，
铜官山每日开放400个名额参观
体验铜官山，并请市民对铜官山
未来的规划建设献计献策。

宜兴的朋友第一时间就通
知了我，并持续发来上述信息。
对于宜兴人来说，这不啻于新年
的最大礼物，最好消息。我兴奋
着朋友的兴奋。从此，大家可以
突破围墙界限，自由自在地攀登
铜官山了。

这是一场体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政府与市民
共同规划活动”，是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央企与
地方政府联合行动”。然而，这一
切的背景是铜官山长久被锁闭。

君山（铜官山）归来。我看到
了山的幅面，人的胸怀。

仍是《界限》：“只是因为一种
盲目的渴求与孤寂的驱使，十分
偶然地来到这个地方。我关心的
只是，辛勤采撷到的言辞是永恒
的宝石还是转瞬即逝的露珠。”

读书、写作，是我所喜欢的，
而写作需要更多地深入生活，关
注现实。阿来在《以文字记流年》
中说：真正胸怀诗意者，都是从亲
身经历和日常生活中开掘出来
的。他还说，在写作进程中，语词
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
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
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
我在铜官山上撒网，网题材、网灵
感。一网下去，我捕到了阿来所
说的通感、象征、隐喻。网里面，
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
星星中，一个“关”字尤其令我兴
奋，它是一个准确的词，是一个形
意全出的字，它撑起了我这篇文
章精神与情感的架构。

现实的写作理念，合乎“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一方面，散文要反映时事，另一方
面，要为现实而作，哪怕反映的事
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
现实，这要求作者“走出书斋，走
进生活”。

文学作品以美感染人，散文
以其靠近内心，靠近真挚，接近生
活，更易引起共鸣而唤起人们心
中的美好感觉。也许我只是呼吁
之果的掠美者，但是我仍然兴奋
于《关不住的山》直面当下生活中

的痛痒，并且很快产生了正面效
果。在从外表美到内在美的探索
道路上，此文令我欣喜。我还兴
奋于把夜里汇沥出的文字，带着
我的精神和情感走入白天。

是心中的魔、心中的痴驱使
我来到铜官山，并引导我得到了
永恒的宝石。

《界限》：“你不能把这条溪流
仅仅只看作是一条小溪，而要看
作一条界河……就是这样一个看
上去遥远宁静的地方，也同样地
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也在人们的
思想中制造可怕的东西。有了这
种东西，人们表示敌意或轻蔑就
有了一个可靠的依托。”

铜官山之所以之前深锁闺
中，是管理者基于开放和安全的
矛盾、服务与管理的矛盾而作出
的简单决定。

为了生存而思考和行动，你
我站在自己这个面来说是完全没
有问题，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不仅
仅存在自己，还存在别人！当自
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时，我们以自己的利益或者感受
为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忽视别人
的利益与感受，我们以自己为中
心时，会偷走本属于别人的利益。

不断突破自我，是人类发展
的内涵之一。

《界限》：“而这条作为界限的
又是一条多么美丽的溪流啊！
好似一条大江之源。水流哺育
着文明、生命和天地万物。”

铜官山景色优美、山水相
依、翠峰如簇，“铜峰叠翠”是“荆
溪十景”之一。这里除了有备受
户外运动和徒步爱好者喜爱的
盘山公路，还有香炉峰、望氿亭
等景点。根据同济大学的初步
规划设计，未来铜官山景区将突
出山水文化休闲、轻户外运动和
能量科技体验，成为宜兴市民的
身心放松地、长三角亲子客群的
能量探秘之境和苏南轻户外爱
好者的热门打卡地。通过相关
配套设施、新型业态的植入，打
造山脚服务配套区、山腰叠翠户
外谷、山顶能量探秘境、山顶心
灵瑜伽山的“一山一境一谷一
区”功能格局。

阿来在《一起去看山》中，对
位于大都会成都附近的四姑娘
山的旅游开发前途，曾表示过充
分的信心，它同样适合我之于铜
官山：我也相信，沿着这样的思
路做下去，铜官山所蕴含的美的
资源会得到更精准、更系统的呈
现，游客依此引导，可以在景区
作更深刻的探寻与发现。大美
不言，可涤心养气；仰赖审美力
的提升，而自然界是最好最直观
的课堂。

群山之君。多么雄伟、多么
美丽的一座山。

天空放亮时，我终于有了睡意。
我想，梦中的自己一定有甜

美的笑容。
宁静的夜晚，有的东西并没

有停止生长。

2022年岁次壬寅，属虎。
我国古代民间对虎十分尊敬，不是尊之

为“大王”，便是喻之为“大虫”，文人墨客更是
奉之为“山君”，《说文解字》注：“虎，山兽之君
也。”其实虎的别称还有许多，古代楚国人称
之为“於菟”，鲁迅先生的一首诗中就有“知否
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小於菟指的
就是小老虎。又西汉杨雄所撰《方言》中称之
为“李父”“李耳”“伯都”。这是不同地域虎的
方言称谓。而隋书《五行志》上又称其为“黄
斑”。唐代《传奇》中又称其为“斑寅将军”，这
一拟人化的将军名字道出了虎与军队的关
系。因为虎的形象威风凛凛，自古以来都被
用来象征军人的勇猛坚强。古代把处理军机
要事的地方称作“白虎堂”，把帝王调动军队
的军令信物叫做“虎符”，把将帅的营帐称为

“虎帐”。“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三军江
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就是古代军营
生活的写照。而英勇善战、出奇制胜的将士
或部队，常被誉为虎将、虎士和虎师。抗日战
争期间，令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美国志愿援
华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就被誉为“空中虎
帅”，他所指挥的航空队被称之为“飞虎队”。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盛大的阅兵庆典
中，曾有许多诞生于战争时期的英雄部队，其
中就有“猛虎团”，他们受过硝烟炮火的洗礼，
有着战绩辉煌的战史。受阅的三军多兵种方
阵中，个个英姿勃发，虎虎生威，为世界所瞩
目。

虎和龙一样都是古老中华民族的图腾之
一，《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
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在远古时代，我国的
一些民族部落，将其作为神兽，虔诚地顶礼膜
拜，并将虎的形象刻画在体表、服饰、祭祀器
皿或武器、用具上，作为神圣、正义的护符。
虎前额上的花纹构成一个“王”字，据说汉字
的“王”就是因为老虎而来的。英国牛津大学
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老虎比狮子的脑容量
大，老虎和狮子虽然都是兽中之王，但最有

“头脑”的还是老虎，老虎更为“智勇双全”。
中央四台《国宝档案》栏目中曾播出过饰有虎
纹、虎口、虎尾、虎爪造型的陶器、青铜器、铁
器、金银器、玉器、瓷器、石刻、石雕和画像石
等各种出土文物。而涉及虎题材的绘画、小
说、戏曲、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更是丰富多
彩。在年画、泥塑、皮影、剪纸、布玩具等民间
工艺品中，虎的形象更是变成了可亲可爱的
玩意小动物。当代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笔下
的“美林虎画、陶瓷雕塑”趣意盎然，堪称一
绝。

民间常将虎画挂在中堂墙上当作镇宅之
宝，为了驱邪避祸，祈祷吉利，至今许多地方
还保留着喜欢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老虎头布
鞋的习俗。在我国，虎还是专司人间财富的

“财神爷”赵公明元帅的坐骑。正月初五清
晨，家家户户特别是商家还相袭接财神的传
统。在西方神话中，虎是专为酒神驱车的。

中国是虎的故乡，我国的东北虎、华南虎
在世界上享有盛名。2021年12月，《扬子晚
报》、新华社曾先后发表了两则消息：一是苏
州市动物园内的四只华南虎宝宝迎来了出生
后的“百日”；二是“完达山1号”野生东北虎
再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虎是我国一级保护
动物。2010年1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
的“保护老虎国际论坛”（老虎峰会）通过了

“全球野生虎种群恢复计划”并发表了《全球
野生虎分布国政府首脑宣言》，倡议共同努力
促进野生虎及栖息地的保护，并确定每年的7
月29日为“全球老虎日”。

虎年将临，“春风丽春色，虎岁壮虎威”，
愿祖国龙腾虎跃，繁荣昌盛，也愿所有朋友们
虎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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