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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里的女人
□北京师范大学    虎    莹
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飞快地在连绵不绝的群山中穿行，在乍明乍暗的光线变化中，让
人恍惚觉得是在通往世外之地。终于过了最后一个长长的隧道，这便是到了循化了。
时隔三个月之后，我再次回到这里，依然是不变的风景和建筑，街道上随处可见精心妆扮过
的女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悠闲而又自在地谈笑着从我身边飘然而过，干燥的空气和尘土的
气息，飘荡其间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撒拉话，瞬间又把我拉回到了这个小城的世界之中。
回到家中，在这个传统的撒拉人家的小院里，永远的窗明几净，一切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井井有条，而这一切的背后，乃是女主人日复一日孜孜不倦辛苦操劳才能维持的成果。撒拉
族妇女的精巧能干、吃苦耐劳、隐忍克制，令我又是赞叹又是怜惜。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索菲亚，羞涩地向我道“赛俩目”。这个可能才二十出头的姑娘，衣着
打扮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眼神也有些许疲惫。在我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这个年纪的姑
娘，本应该在学校里过着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一时忽略了她已为人妻为人母，
并且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的事实。
早早结婚、生子，又经历婚姻的不幸，最后黯然离去，孑然一身，这些境遇加在一个花一般
灿烂年纪的女孩身上，任何人都会为这样的不幸遭遇而感到同情和愤懑。然而，在当地，大
家都有些习以为常了。
我始终记得，三年前第一次见到索菲亚时，她刚刚初中毕业，也不知道是没有考上高中还是
家人不打算让她继续念书了，反正那个时候她已经辍学在家，帮妈妈照看一家小小的服装
店。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她少女时期的模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充满异域风情的完美五
官和脸型，同时具有孩子的稚气和少女的娇羞，微笑着叫我姐姐，那样的惊鸿一瞥，那种天
真烂漫未经修饰的自然美，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再次相见是半年之后，那时的索菲亚却已嫁作人妇，少女的脸上画着厚重而成熟的妆，遮住
了她本来独特而惊艳的美，迎合大众审美的千篇一律的装扮让她变得俗气而平庸，我看在眼
里，心中为这对美的摧残而心疼不已。
在这个小城，时间对于女性的塑造和改变似乎是以倍速在进行着。一个女孩，她本应用漫长
的时间去体验和感受身体和心理发生的微妙变化带来的美好，尽情地享受青春的自由时光。
然而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这周遭的世界再也不像对待孩童时代的自己那样富有耐心了，所有
人突然变了一张脸，迫不及待地要把她往外推，仿佛稍微迟一天，她就变成了没人要的破
烂，遭人嫌弃。
女孩们在惶恐不安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推向了另外一种生活境地。她们早早地承担起生
活的重担和琐碎繁重的家务，在茶米油盐的日子里，生儿育女，成为别人的儿媳、妻子、母
亲。倘若幸运，她或许有一个体贴怜爱她的丈夫，给予她些许慰藉和温暖；如若不幸，她便
只能在失败的婚姻中仓惶逃离，在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中，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默默舔舐伤痛。
我与阿伊莎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虽然没有见过面，却觉得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和索菲亚不
同，阿伊莎幸运地上了大学，有知识、有文化、有眼界。我喜欢看她的朋友圈，经营得诗情
画意，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享有青春所赋予她的一切明媚和自由，我想象着她的生活，
和外面城市的女孩子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有一天，她对我坦言她内心的痛苦和纠结。
在明媚、自由甚至有些叛逆的外表下，是对摆脱不了早已被安排的命运的抗拒和恐慌。不管
现在的她多么优秀，多么无拘无束，等到毕业，她可能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按照父母和
周围人的意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再快速找一个人相亲、结婚，过一种被他人所期许的按
部就班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或许很安稳，也还算幸福，却不是她们想要的生活。
这是一种似乎既定的宿命，女孩们长大成人，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标签，却唯独不能成
为她自己。
在这座小城里，人们信仰笃定，信仰内化于心，表露于行，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
力量和信仰相互渗透，交织其中，盘根错节，坚定而不容置疑。
我曾经为了追求真挚美好的爱情义无反顾地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努力在这片有黄河流淌
过、有信仰浸润过的土地上，寻找身心的归宿。我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与一个
个鲜活的人们相遇、相知，我观看他们的生活，正如同观看我自己的生活一般。我的生活与
命运，早已与这里的人们紧密联系到一起，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不同的个体可能有着不同
的悲欢离合，而作为一个被共同的地域、文化、信仰所连接到一起的群体，我们却有着同样
的责任，去为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开放、包容、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我深深地为许多女性所遭受的不幸而感到痛苦，甚至因此而常常对自己生活的幸福而感到一
种负罪感。我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以至于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也是如此单薄无力，我仅仅是简
单地想要去记录下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命运，并希望更多如花的女孩，可以通过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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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勇敢地去做自己，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
对女性多一点尊重和包容。如果天堂在母亲的脚下，那么，当一个个更优秀的女孩成长为母
亲时，这个民族才会更有希望和力量。 

落  日                            □六安市裕安区青山乡黄大桥小学     陆秀红/摄 

美丽的分量
□定远县职工子弟小学  余元杰
花朵是沉默的，可每一次花开，总让人心动。
我居住的地方，两栋楼宇之间，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是砖头、石块和一些建筑垃圾。空地
的东南角，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有人倾倒垃圾，渐渐地，倒垃圾的人越来越多，这一角便成
了一个垃圾堆。
距离垃圾堆最近的，是住在一楼的一位性情暴躁的老头。他曾粗野地大骂过好几回，仍无济
于事。这一路段的保洁工，是一个沉默而尽职的老人。他默默地来了，又走了，垃圾堆被清
理干净了，又堆满了。
也有人曾想过在空地上种点什么，大概实在是长不出什么来，最终还是放弃了，再也无人理
会。
春天到来的时候，那一片空地上长出了一些野草，真让人感叹它们生命力的顽强。那些野
草，似乎想努力证明点什么，到了夏天，一片繁茂，接着，一朵朵蓝色的牵牛花开放了。渐
渐地，它们的领地越来越大，牵牛花也越来越多。当那些长得较高的蒿草被征服以后，牵牛
花的藤蔓、叶子已经把那片野草全部覆盖了——那些野草，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
牵牛花是早晨的花。每天清晨起来，当我推开窗户向楼下俯视，它们早已静静地开放了。
秋天来了，牵牛花依然开放着。同时，我惊奇地发现，那个垃圾堆，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当牵牛花伸向这里的时候，肯定有一些人迟疑了。
我想，让他们迟疑的，一定是蓝色的牵牛花——沉默的美丽，有时比语言更有分量。

西递古楹联—文化的结晶
——赏析西递古楹联
□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李    伟
西递，位于皖南黟县城东8公里，它是一处典型的，以宗教血缘关系为纽带，经数十代繁衍
而成的同族聚居村落，这里居住的大多都是胡氏家族的后代。
然而，来到西递，最令人羡慕的是西递那纯朴的民风和古文化魅力。这里生活的人们，从容
不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清贫却怡然自乐，寓情于自然之中。这种一切顺其自然的田
园牧歌式的生活，对于那些终年生活在涌动的人流、车流之中，在现代竞争中疲于拼搏，身
心交瘁，苦不堪言的人们，便仿佛跃进了时间隧道，在历史的长河中逆流而上，进入一种历
史与现实交叠相映的隔世佳境。
怀着对西递古文化浓厚的兴趣，许许多多的人都慕名而来，尽兴而去，这里的古街、古民
居、古建筑、古文化和西递人的智慧，都让人们感到惊奇、新鲜和振奋。然而，来到西递更
让游人驻足流连的，还是那垂挂于民居厅堂上的一副副楹联，它体现了主人在特定历史环境
中的追求和向往，和对人生的深刻体味，及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劝谕、告诫。
在西递古民居厅堂中，悬挂着大量古楹联，也是古民居中的一大特色，它以简洁的文字语
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手法，吸引了众多观赏者，给人以启迪，以教育。让人仿
佛置身于久远的历史文化长廊之中，让人回味无穷，体会多多。
首先我们来到“瑞玉庭”， “瑞玉庭”以其小巧玲珑，厅堂古朴典雅而吸引游客，然而，
最具特色的当属其厅堂上悬挂的那副写“错”字的楹联。这副联文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
宜多自吃亏来”的楹联，辛苦的“辛”字分明多了一横，吃亏的“亏”字又多了一点，西递
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原来，这副楹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与处事哲学的人生体味，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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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在人生和经营中，多付出一份辛苦，就能多收获一份体现自我价值的快乐，而多吃一
点亏，往往便能获得更大的便宜。“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其内涵无不让人感到折
服。
当我们来到了西递的“履福堂”，厅堂中最具特色的楹联当数那副“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递村的兴盛，是建立在商人成功经营的基础上，按理说，楹联应
写为“第一等好事只是经商”。这里写成只是读书，使人感到文人常有的那种自命清高，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情结。西递村的商人先读书，后经商，与那些不读书就经商的
人，经营成效大不一样，前者往往是运筹帷幄，以一赢十，而后者，往往是为蝇头小利而疲
于奔命，而且因为先读书后经商，与那些先读书后做官的人感情上比较贴近，这也是历史上
徽商为何比其他地域的商人高出一筹的主要原因。
在西递“笃敬堂”中，最具特色的当数“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
难，知难不难”。在这里，作者强调的是“效益”，而把取得效益的手段降在次要位置，无
论是读书还是经商，只要取得效益就是好的，这里专以成败论英雄，你读书没有当上官，没
做出学问，说明读书对你来说，不是第一等好事，同样，你经商没赚到钱，说明经商对于你
来说，也并非第一等好事。这副楹联的内涵使人联想到“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
猫”的名言。对于西递人的智慧，后人真是不能不服。一副楹联，也道出了西递人的价值观
念。
在西递古民居中，类似这样的楹联举不胜举，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楹联的主人，不强
求别人家遵循自己的训导，只是要求自己的子孙这样去做，其寓意令人深思，所以，当人们
一踏上西递这块土地，就激动不已，这些楹联形成的文化氛围，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
息，仿佛是一位跨越千年的智者，向每一位拜谒她的人，娓娓讲述那人生深沉的哲理和感
悟，给后代以教育和熏陶。
西递古民居中的楹联，从书法艺术价值来看，可以说是一笔保存完好的艺术财富，而从思想
内容来看，站在历史的角度，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以朴素而精辟的哲理，鼓励人们积
极向上，诱导人们遵循它，自觉进行自我道德完善，从而形成西递人传统上淳朴的民风，造
就了一大批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西递人，西递古文化也展示出西递人的聪明和智慧，从而
也大大提高了西递古民居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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