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陵的古风
□ 樊星

夜幕降临，我就着台灯温暖的灯光，翻开了桌上的日
记。在日记中，我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与远方的朋友交流，与
未曾谋面的读者分享。每一笔、每一划，都是心灵深处的情
感流淌。在这寂静的夜里，它们是我心灵的慰藉，是我在孤
独时刻的温暖怀抱。

日记，岂止陪伴了我，穿越到 800 多年前，也陪伴着南
宋诗人陆游。尽管晴空万里，但陆游已洞察政坛的黑暗。
选择入蜀，成了他逃避现实、寻求心灵慰藉的出路。在旅
途中，他轻抚日记本，记录下当天的所见所感：“听闻此地
溪水甘甜，适宜养鱼。尝试品尝，果然清爽怡人。溪水丰
饶，鱼群自然繁盛，此言非虚。”那一刻，陆游心中的苦闷被
溪水的甜美一点点稀释，所有忧愁尽被冲刷而去。宦海沉
浮、怀才不遇、生活困窘、孤独寂寞，这些困扰着他的难题，
都在笔墨间得到了化解。看到陆游的豁达与坚韧，我亦深
感安慰。

日记不只可以记录人生的风风雨雨，“芝麻绿豆”同样带
着力量。鲁迅，这位文学巨匠，以文字震撼国人心灵，也与世
界对话。而日记，是他与自己对话的私密角落，是真实情感
的流露。他的《马上日记》以坦诚和果断书写生活琐事，并将
此转化成了力量的源泉。对我而言，写作同样具有治愈的力
量。每当难过时，我也会以文字与古人对话，与鲁迅这样的
文学巨匠心灵相通。他的孤寂与思乡，我的愁思与困扰，都
在笔下得到释放。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生活的诸般
苦楚，而写作，正是那最温柔的疗愈，它让我们在难过时找到
依靠，重新找回生活的色彩。

再大的人物也需要在文字中寻求力量，再小的角色也能
从纸页间看到希望。多年来，父亲笔耕不辍，字字句句流露
出他的喜怒哀乐。每当新一年的日记被整齐地放入书柜，他
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这令我深感敬佩。前年，父亲
病重，虽不能提笔，却能从日记中重温过往，与过去的自己对
话。那二十几本厚厚的日记，如同一个坚韧的灵魂，陪伴他
走过泥泞坎坷。日记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与生命的对话，
更是他在病痛中最大的安慰。

岁月悠长，这日记，古人写着，现代人也写着，写不尽
风霜雨雪，道不完人生苦短。但放下笔的那一刻，便看到
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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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意荆州

名名家随笔

人人在旅途
在肇庆捡一块石头

□ 何爱萍

江陵这个地名，因为李白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
而闻名古今。而且，这是多么富有画面感的地名：在滚
滚长江边，有开阔的丘陵地带。又因为在汉字中，陵与
墓常常连在一起（陵墓），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恰好
成为历朝许多古墓的风水宝地。在江陵的八岭山郁郁
葱葱的森林中，有众多的楚墓群和明藩王墓群，其中就
有曾经称雄一时的楚庄王墓和明辽王墓。楚庄王“一
飞冲天”“问鼎中原”的故事充分展示的楚人之狂（正所
谓“楚狂人”），早已为人熟知了，而明辽简王朱植从北
方改封荆州，也与那段靖难之役的动荡故事有关：朱元
璋死后，建文帝继位，曾有借朱植之力制衡野心勃勃的
燕王朱棣（也是建文帝的叔叔）的谋划。不想朱棣后来
凭武力夺了皇位，朱植当然受到冷落，因此被贬到荆
州。他经此劫后低调处世，移情诗文，终老江陵。在宁
静的辽王墓前，我忽然想到了明朝大兴土木修建的武
当山，还有钟祥气势恢宏的明显陵，二者都是名列“世
界文化遗产”的钟灵毓秀之地。其中，八岭山距离明显
陵八十公里，距离武当山三百多公里。三处明朝文化
遗产彼此守望，其中有多少历史的玄机、命运的安排！
再威威赫赫的王朝，也免不了争权夺利的悲剧；再高贵
的身份，也经不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风暴摧残。

江陵还有马山楚墓群。其中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
量保存基本完好的罕见的楚国丝织品，引得古代服饰
专家沈从文先生见后也激动得跪了下来！还有凤凰山
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县官遂少言保存完好的男尸，与长
沙马王堆汉墓中保存完好的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妻辛追
一起，创造了考古史上保存遗体的惊世奇迹，那神秘的
防腐剂至今难以破解。也还是在江陵，望山楚墓中居
然出土了越王勾践剑，两千年深埋也没有夺去其闪闪
寒光，依然锋利无比，其高超的制造工艺至今令人赞
叹，而且难以复制。连同勾践的宝剑为什么会出现在
楚墓中，也成了不解之谜。这些深埋在历史深处的国
宝文物，弥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氛围，隐隐昭示着江陵
历史的厚重与神奇。那些不知道还藏有多少秘密的古
墓群，连同唐代诗人岑参的故乡岑河镇，还有荆州城内
的明朝名臣张居正的故居，加上郝穴镇长江边那尊气
势威严、逼视着滔滔江水的清代铁牛，都散发出浓郁的
文化气息，引人入胜。其中的铁牛，就很有来历。按五
行学说，牛属土，土克水（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
说），因此能镇住蛟龙。尽管遇上洪水泛滥时，铁牛也
不能不望洋兴叹，可围绕着铁牛的种种传说，还是足以
勾起思绪万千：土能克水，为什么历史上仍有那么多的
洪涝灾害？水灾频仍，可又何曾窒息过人们治水的梦
想？从大禹、孙叔敖、李冰父子、郑国的业绩一直到现
代的李仪祉、当代的黄万里的殚精竭虑，都没有灰心丧
气过，也都一直在奋力拼搏。同时，“万里长江，险在荆
江”的俗语不也是代代相传不绝于耳吗？就连三峡工
程完成以后，水患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不是仍然产生
出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吗？……铁牛就这样为这座小
镇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江陵再添一处古迹。这尊铁
牛还使我想起山西永济（那里有鹳雀楼，有《西厢记》故
事的发生地普救寺）黄河边上的唐代黄河铁牛，那也是
历代饱经水患的百姓梦想所寄。

放眼望去，江陵的山山水水，都因为那些星罗棋布
的古墓群以及令人惊喜的考古新发现而平添了悠远的
沧桑感。江陵因此充满诱人的神秘。富饶辽阔的江汉
平原曾是楚国的腹地。洪水肆虐过，战火燃烧过，到而
今，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展开了保护古迹、发掘文
化遗产的事业，频传的捷报不断填补着历史的空白，也
拓展着时代的视野。

当然不会忘记熊家冢。那里距离荆州古城不过四
十多公里。仅规模恢宏的车马坑就长 134 米，宽 23
米，气势直追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车马坑。加上众多
殉葬墓和大量精美文物的重见天日，一派王家气象惹
人遐想（至 于 是 哪 位 楚 王 ，仍 有 待 后 续 的 发 掘 与 揭
晓）。这一带楚国故地不知道还有多少神秘有待揭
晓。楚国的故都郢，就位于荆州城以北八公里的纪南
城。楚国历史上曾有二十个王在此生活过，历时四百
年，占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一半。众多的楚墓中埋藏了
多少慷慨悲歌与绝望浩叹、英雄豪杰与昏君佞臣！从
楚庄王称霸、孙叔敖治水、屈原赋骚、春申君黄歇叱咤
风云，影响直达吴越之地，伍子胥逃难到姑苏，励精图
治直至复仇成功，这些楚人的杰出代表都以出众的才

情谱写出楚文化的辉煌篇章……而他们命运的跌宕起
伏，又多么像有涨有落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楚人性情
峻急，率真热烈，祭起神来感天动地，打起仗来山呼海
啸，请起客来咋咋呼呼，说起话来也高声大气，行事全
无温柔敦厚之风，也常常因为冲动失算而叹息、怒吼、
呼天抢地。也就为此，上演过多少大起大落的英雄壮
剧——从楚国八百年的熊熊烈火到清末湘军的崛起，
再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的慷慨悲歌……而荆州
不也有许许多多“洪湖赤卫队”的壮歌和“跟着贺龙闹
革命”的故事吗？江汉平原，水网密布。按说这里的民
风也应该如水一般柔情万种，可事实上，无论是抗洪，
还是打仗，做生意，这里的人们都热烈、强悍、风风火
火、至情至性。这就是“楚魂”吧！常言道：“荆楚饶劲
士，吴越多秀民”。同为草长莺飞的鱼米之乡，荆楚常
遭洪灾，人们在抗洪中历练出强悍的意志；而吴越并无
洪水大患，因此民风也比较柔慧吧（尽管浙东民风也以
粗犷坚毅著称，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也许是
两地民风不同的奥秘所在吧！

江陵在古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李白那句“千里
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指的就是古荆州。当时，他
为什么不在宜昌下船而是到了江陵？是不是因为这
里离他在安陆的家更近？而沙市的青莲巷相传正是
李白住过的地方。那可能正好是他来到江陵的落脚
地？不管是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为江陵作了最好
的广告，就如同崔颢的诗《黄鹤楼》为黄鹤楼作了千古
广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岳阳楼作了最好的广告
一样。其实，江陵县城也一直就是荆州古城的别名，
一直到 1990 年代末，才因为区划调整迁至郝穴。世
事沧桑，区划多变。可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古迹、乡
音、民风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厚重的荆州古城墙，高
九米，周长十多公里，建于明清，至今保存完好，堪称
奇迹。荆州古城墙因此与其他保存完好的城墙，如西
安、山西平遥、安徽徽州、四川阆中和云南丽江等地的
古城墙一起，成为国内现有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同
时也是旅游的闪亮名片。登上古城墙，可以眺望城内
的古文庙，那里至今屹立着古朴的棂星门和气势不凡
的大殿。紧邻西北城墙不远，可以看到建于明代的太
晖观。那风格古朴的道观中，也曾留下了一段动荡的
历史悲剧：明初朱元璋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在此建造
王宫，规模宏大，“雄甲荆楚”，却因石柱上雕刻有盘
龙，被人告发有僭越之罪。建文帝派人前来问罪，朱
柏急忙改王宫为道观。却最终因难以自证清白而被
迫举家自焚。他的梦想和自焚都堪称狂放，可与楚庄
王“问鼎中原”、屈原“问天”、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
申包胥哭秦廷七天七夜、张居正改革引发反对派群起
反攻一起，成为“楚狂人”的证明，尽管，他的祖籍是安
徽凤阳。正因为在楚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赋有了
楚风之狂吧！而在王宫改道观的轶事中，也体现出朱
柏笃信道教的情怀。在这一点上，他和朱棣、朱厚熜
信仰相同。可他也许不会想到，一怒之下的自焚，也
会一直为人铭记，令人感叹。

到了荆州城南门，还可以看到一座关帝庙。那里
据说是关羽镇守荆州时的府邸故址，“威震华夏”“忠义
千秋”的匾额令人联想起关羽也曾有过的英雄事迹，由
此还可以想到离此地一百多公里的当阳玉泉山“汉云
长显圣处”的石碑（据说那是最早纪念关羽之地），而当
阳长坂坡也正是当年赵子龙大战曹军、张飞怒喝断桥
的故地。距离长坂坡不远的麦城还是关羽败走、落难
之地。就这样，文庙与关帝庙、太晖观彼此遥遥相望，
都在古城墙的怀抱中和谐共处；而荆州城与当阳古战
场也隔空相守，默默呼应。更有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
青石板路，温馨地联通起一条条古街、一个个小巷，安
静得如同梦境，恍然间令人想起刘禹锡那首诗：“朱雀
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

这便是江陵。这便是荆州。两个古朴又典雅的地
名重合在一起，在浩荡的江风中，可以唤起多么悠远的
沧桑之思……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
《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学
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系中国
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
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

荆州吟
□ 卢钟绪

滔滔荆江水，九曲围江城。
南国遗完壁，媲美长安城。

一部《三国》史，半部载其名。
关羽镇荆州，遗迹遍古城。

纪南楚都郢，屈子《离骚》成。
诗人汩罗故，端午祭忠魂。
令尹孙叔敖，庄王股肱臣。
春秋五霸主，贤相辅弼成。
明代张居正，湖广荆州生。
内阁居首辅，千古顾命臣。
三袁公安派，一门三进士。
文章载青史，故楼今尚存。
诗仙与诗圣，名篇誉江陵。
唐宋边塞诗，四大数岑参。
楚地多才俊，传承华夏风。
三日道不尽，璀璨若星辰。
我今吟荆州，群英兴古城。
荆北并沙北，市容日日新。
古城复古样，穿越至明清。
九老仙都建，楚韵荆街成。
银燕长空舞，高铁穿城过。
蔚蓝天穹下，屹立荆州城。

一个字，写一生
□ 陈桂珍

一句话很轻很轻
吐出它空气都不曾震动
一个字很重很重
需要认真地写上一生

就像小时候 描红
写一笔
停一停
回头看一看
再修正修正

我怕写不好
辜负了纸的白
墨的黑
辜负了光阴和深情

南瓜，冬瓜
□ 廖日春

我喜欢南瓜的表里如一
内外红润，每一瓣都墩厚实在
圆大又具高山峡谷的风韵
我也喜欢冬瓜的直来直去
一身修长，一清二白的风骨
没有虚伪，皎洁的内心与岁月同在
一心一意，没有花肠
不管现在，过去，还是千年
和南瓜一样留存
在田野里
只有风懂得，土壤懂得
老农懂得它们的本性
他们用粗糙的手精细为你搭棚立架
护佑南瓜冬瓜长长的或圆圆的
那一愫情怀

立夏如立志
□ 王传顺

熏风的扰攘和蛙鸣的微暑
都在耳廓遇见。泄漏的樱桃之味
被鸟类传播，更多的会被掩埋
在一堆紫红的香尘
之中

雨，试着敲开梅子的黄色
每敲一次，会加一把温度的力气
笔，用勤奋催促走在字里行间的晨暮
而在香尘中的果核，就是那几个
文学家族传宗接代的姓氏

那被传播出去的酸甜，在春的尽头
变成故事后，又
开始发芽，犹如再生的
新生活疯长。尽管作品的品相各异
但眼睛的浅尝里
都回味着浓浓的美好

立夏如立志。在暗地里
起誓，要让民歌
更倜傥，要让人间更丰腴

相比北方盛开明媚的春天，南方的春天更为阴柔清
凉。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我们在北岭山下的集合
地，见到了热情的书友一行。我们在交谈等待时“大岭
砚桥”的大门也随之开启。美轮美奂的砚石精品徐徐向
我们涌来，饱含了对传承的膜拜、对珍品的惊叹、对修为
的尊重、对他者的友善，海量的感受席卷而来。雨帘低
垂，桥檐之下，天下访客倚门细语，驻足廊下，未达庭院，
便已心灵相连。对陌生的超越和对人心的连接，也许正
是桥廊主人梁弘健先生付诸前庭的意义。

千种风情汇成西江秀美，问鼎江山。百家砚铺组
成中国砚都，名扬世界。作为一个有幸触摸过端砚极
品的访客，我已经知道什么是“老坑鱼脑冻”“冻上火
捺”“冻上眼”“蕉叶白”“冰纹”“玫瑰紫”“金丝银
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注解与创意，多像一个文艺人
的觉知之路。在造型各异的砚台里，总有一种形态与
受众的喜好叠加，成为伏案的静定，成为精进的决心。

一下午的时间，在砚的前生后世里沉迷。在肇庆，
还有河鲜的约定。天色渐晚，春风摇曳，在茉莉花开的
街角是当地最有名的河鲜餐厅。在当地文学爱好者的
亲切会面中，我们像模像样地享受了一顿河鲜大餐，吃
了清蒸的、油焖的、水煮的，再吃姜炒的，又喝掉一瓶好
酒之后，我们才在微醺的满足里安心地挥手。这样，接
下来的行程便直奔清和堂书院。也只有琴棋书画、舞
文弄墨的夜晚，才配得上雅集中书画堆叠、芳华尽显的
情趣与欢愉。全程摄影师朋友热情取景，也为事后的
回味提供了充足的影像呈现。

经过一夜的休整，奔赴而来的疲惫和温暖的体验
酝酿成一种更为浓厚的吸引。早餐的时间，有砚台爱
好者加入，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又增一分学识的滋养。

初入鼎湖山，候车的流光里便有“此去菩提境，当
持清静心”的悉心点化。在时雨时晴的催化下，我们免
去了攀爬的辛苦，搭车直达精华名胜。柳永在“此去经

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的感叹里告诉后人，当下是稍
纵即逝的，和相谈甚欢的人在一起，遇到好心情、好风
景，这样的饱满便是最真实的当下。

宝鼎之下人山人海，莘莘学子虔诚以求。其实，人
都是脆弱的，都需要一点信念的支撑和依靠。同行的
人都有过这种感受，也经历过，只是这样的忐忑与期待
已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主题，凭栏的释然和远眺的探索
成为中年新的基调。拾级而下、红尘渐远、天穹隐退、
银河清泉、沿幽探源。摩崖石刻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从
唐代到清代，从民国到当代，记录着历代官员的巡视或
文人的感怀，是天溪的另一种风景。行到梁高岳题字

“能移我情”处，我与友人都发出了不同的感慨。友人
笑对山河：“自由无价，绝不交出”。而我的理解是，古
木的久远和山谷的幽闭构成一个修养生息的空间，本
就给人类一个从凡俗角色中解脱的机会，在一程的相
遇和想像中涤荡自己、放空自己、重构自己，然后在下
一个路口，轻灵地回复到现实的生活。

船过西江，“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鎚，以出
斯珍”的情境尽在眼前。紫云谷的抵达，有人以为是静
心的沉淀，有人以为是养生的修行，而这一程的糜从，
最深的心愿是对“踏天磨刀割彩云”的还原。正如引导
所言，在天地洪荒之后，接下来的行程是低头沉浸脚下
的时光。溪下的石板是端砚，巨硕的山崖之上也是端
砚，跨溪而过的小路是端砚，清泉瀑布下是端砚，连甜
品店的桌角下也是端砚，随处可见的砚石便是肇庆最
具盛名的美。行至风雨桥，有人提议就此折返回程。
至于未到达的远方，未唤醒的未知，暂且安放在那里。

鼎湖有这么多的砚石，微风细雨也为他们赞颂。
吃过了山水豆腐花，还要默默捡一块石头放在口袋，然
后坐在湖水与青山之间，请砚石专家仔仔细细地鉴
别。我们欣喜于这里的一切，砚石把紫云谷变成魔幻
的世界，惊叹并且好奇，快乐而又有趣。

世间美食有酸甜苦辣，或叫人心向往之，或叫人敬而远
之。但在外公看来，只要乐观处世，餐餐都可以是玉鲙丝莼
一般的饕餮，道道都可以是人间至味。

一次，妈妈买来些甜食点心，外公拿去后竟偷偷锁进了
自己的柜子里。妈妈欲让他拿出来，他笑嘻嘻地说：“我这把
年纪，好的坏的都走了一遭，现在吃是我唯一的念想。”妈妈
只好依了他。他转头拿出那些甜食，坐在阳台的摇椅上吃起
来。外公轻轻拈起一块曲奇送到嘴边，一口咬下去，酥脆的
外皮与柔软的内馅在口中碰撞交融，他的嘴角漾起微笑，他
沉醉在黄油香气中，仿若一个孩童般满足。不一会，外公就
把点心扫荡一空，在甜蜜的回味中打起了盹。外公嗜甜如
命，人生步入暮年，却非常乐观，活在当下，更懂得享受当下
的生活。

外公对甜点如此，对正餐更是亦然。有天我去探望外
公，午饭时他又在吃最爱的红烧肉，只见他搛起一块肉，转动
筷子裹满酱汁，放入嘴中，微闭眼睛感受唇齿摩挲，绵密与弹
嫩交织成嘴里的甜。我边看边挑出肥肉扔在一旁，外公却不
紧不慢，笑着将肥肉捡回自己碗里，就着米饭吃得津津有
味。他挑出一块肉说：“囡囡，你看这块肉，有肥有瘦。但肥
瘦都是肉，有肉吃就是福，就该多吃。酸甜苦辣，各有千秋。”
外公在贪吃中品尝生活的个中韵味，在柴米油盐中乐观处
世，享受百态。

这份乐观在年复一年中依然如故。外公的生日夜，他
戴着生日帽，在家人齐声欢唱的第九十个生日歌中许愿。
暖黄的烛光轻轻摇曳，衬得外公身上的红毛衣仿佛一团燃
烧的火焰。“呼”的一声，外公吹灭蜡烛，在掌声和欢呼声中
给自己切了一大块蛋糕。外公也舀起一大块蛋糕分给我，
说：“今年的蛋糕吃得越多，来年过的也就越甜。我们都多
吃一点，一定能越过越好。”他嘴角沾着奶油，像老人的胡
子，眉眼弯弯，与我记忆中的笑靥渐渐重叠。话音刚落，他
双手合十再次许愿，口中念念有词，皆是对未来美好的祝
愿。外公在吹蜡烛前许愿向百岁进发，期盼着下一个蛋糕
的甜，等饱餐后又再次许愿，希望亲人健康快乐。虽已至耄
耋之年，外公仍是生活虔诚乐观的信徒，心中盛满对未来的
期望。

外公在一日三餐中吃出了乐观的人生哲学，在人生道路
上孳孳不息，尝今日之欢，赴明日之月。

那年到北京十三陵旅游。一走进长陵的祾恩殿，导游
用鼻子深吸一口气，转身问大家：“闻见香气了吗？”随后指
着殿里的一个个粗大的柱子娓娓道来：“这些都是金丝楠
木制作的，金丝楠木是有香味的，常闻其香味，能静心安
神。而且这香味越久越醇厚。然而金丝楠木的香味，只有
长出金丝才能散发出来，可要长出金丝，则需要六七十甚
至上百年的时间。金丝楠木为什么珍贵，就是因为它大器
晚成。”我深吸一口气，果然一股淡淡的幽香沁入肺腑，顿
时神清气爽。

猛然想起那天去江边拍雪景。因为来晚了，担心光线不
足，我匆忙爬上江堤。忽见西面射来一道金闪闪的霞光。我
驻足西望，只见一轮橘红色的落日悬挂天边，霞光四射。被
白雪覆盖的江堤和波光粼粼的江水，像撒了一层夺目的金
粉，炫耀似地闪着莹莹的光芒。白雪、金色的江水、绿色的防
护林，组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画，让人看了莫名的心情愉悦。
太阳在被黑夜吞噬前，还能上演一幕视觉盛宴。人生也一
样，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大森林的小木屋》的作者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是在
大草原长大的，她喜欢这里的一花一木。女儿就鼓励她，把
热爱的一切都写成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于是她这才鼓起勇
气拿起了笔。在 65岁时，终于完成了《大森林的小木屋》一
书。虽没有华丽的词藻，曲折的情节，但那林间跳动的小松
鼠、梅花鹿、潺潺的流水、皑皑的白雪，却让无数小朋友为之
痴迷，成为了世界儿童经典名著。即使生命过半，前方仍有
朝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句诗用来形容饶平如老先
生再合适不过。在他 87岁时，与他相伴 60年的妻子美棠病
逝。在闭门悲泣数月后，从没有接触过绘画的他，拿起了画
笔。把留存在时光中和妻子的美好回忆，还原成一幅幅手绘
画。从初见美棠临窗画唇，到两人喜结连理，直到美棠离世
前恋恋不舍的最后一滴眼泪。他用 200多幅手绘画，隔着时
空向亡妻诉说无限的思念。尽管进入暮年的饶平如名不见
经传。但他和美棠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故事却治愈了
无数人。

夕阳无限好！是啊，夕阳的美没有边界，因为蕴藏着无
限的光和希望。

千里江陵一日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