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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一颗荔枝，绛红色的纱衣轻轻裂开，宛如晨露微
凝，玉香四溢。甘甜在唇齿间悠然流转，更在文化的血脉
里绵延不绝。从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到苏轼的

“日啖荔枝三百颗”，荔枝以其独一无二的韵味，俘获了无
数文人雅士的心，铸就了一段段特殊的文化情缘。

荔枝的生命轨迹，恰似一个精妙绝伦的隐喻：粗糙的
外壳下，包裹着晶莹剔透的果肉，恰如中国文化中“外拙
内秀”的为人哲学；短暂的保鲜期，让人学会珍惜当下，与

“花开堪折直须折”的生活智慧不谋而合。苏轼被贬岭
南，却能慧眼识珠，发现荔枝之美，这不正是中国人面对
逆境时，化苦为甜的坚韧精神吗？荔枝赋予我们的，或许
就是在生命的局限中，品味那稍纵即逝却恒久的美好。

荔枝在中国文化中的尊崇地位，始于唐代那个流传
千古的爱情佳话。杜牧在《过华清宫》中描绘：“长安回望
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枝来。”杨贵妃对荔枝的钟爱，令唐玄宗不惜劳师动众，动
用国家驿道，从岭南远道运送新鲜荔枝至长安。荔枝在
此，已成为权力炫耀的媒介、爱情抒发的载体。唐代诗人
张籍在《成都曲》中吟咏：“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
枝熟。”勾勒出一幅蜀地荔枝成熟的画卷，而蜀地，正是当
时荔枝北运的重要枢纽。

宋代文人对荔枝的痴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苏轼被贬惠州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将荔枝与流放之地的认同巧妙融合。在《四月十一
日初食荔枝》中，他细腻刻画了荔枝的风味：“海山仙人绛
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
姝。”将荔枝比作绝世佳人，展现了宋代文人物我合一的
美学境界。曾巩则从另一视角赞誉荔枝：“玉润冰清不受
尘，仙衣裁剪绛纱新。千门万户谁曾得，只有昭阳第一
人。”荔枝在此被赋予了高洁超尘的品性，成为文人自我
期许的象征。

明清时期，荔枝的文化意象愈发丰富。明代诗人丘
浚在《荔枝》中赞颂：“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
纱。”将荔枝视为世间至美。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则
详尽记载了岭南荔枝的品种与特色，体现了对地方物产
的实证精神。尤为有趣的是明清时期形成的“荔枝文化
圈”，在岭南地区，荔枝成为社交的重要媒介，亲朋好友间
互赠荔枝，是维系人际情谊的重要方式。每年荔枝成熟
之时，文人雅士常举办“荔枝会”，一边品尝鲜果，一边吟
诗作赋。

进入现代社会后，荔枝的文化象征发生了微妙变
化。如今每到荔枝上市季节，街边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的
声音，大家围着买，那景象真是热闹。荔枝从诗歌中的高
雅意象，逐渐转变为市井生活的鲜活场景，成为超市货
架、街头巷尾水果摊上触手可及的寻常美味。

荔枝的韵味之所以能够历久弥香，或许正是因为它
承载了太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在这个意义
上，每一颗荔枝都是一枚文化的种子，在味蕾上绽放，在
心灵中扎根。

大学路上的青春风采大学路上的青春风采
大学路是上海一条充满时尚艺术动感和洋溢

着青春气息的马路。
大学路非常“年轻”，它的路龄很短，建筑成型

于2006年左右；它的路基原来是江湾五角场镇陈陆
家宅和复旦科技园及上海钢窗厂的地盘。大学路
不长，只有五六百米，从西端的国定路口一眼就能
望见东端的淞沪路及江湾体育场。

江湾体育场建于1935年8月，是当年“大上海
计划”所规划的“地标”建筑之一，如今已成为上海
市历史保护建筑。环绕着这个历史建筑的便是“创
智天地科教广场”产业园区，这是2006年左右杨浦
区创建“智慧杨浦”的一个显著标志。

创智天地是一个类似美国硅谷推动科技创新
创业的产业园区。这个园区紧靠五角场城市副中
心，与万达商业广场、百联又一城等大型商厦及复
旦、同济、上海财经等大学近在咫尺。周边有轨道
交通3号、8号、10号线和众多公交线路，交通发
达。不少复旦、财经、同济的毕业生在决定自主创
业时，也都选择在创智天地打江山。因此，依托“创
智天地广场”，以“创智天地坊”命名的多期商住两用
小区便星罗棋布，一条汇集特色餐饮、休闲服务、游
览观光的大学路应运而生，应时而兴。

从国定路开始，政民路与大学路分岔，沿虬江
向东伸展，正好形成一块三角地带，整个“创智天地
坊”及四周正处于虬江的左岸，因此大学路路口的
高楼和围墙上分别有“创智左岸”的艺术字标示，这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黎左岸”。巴黎塞纳河的左
岸曾经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的聚集地，“巴
黎左岸”便成为艺术与自由思想的代名词。

漫步大学路，两旁的多层楼房立面简洁，色泽淡
雅却线条镶嵌，色块相拼，侧墙辅以色彩鲜艳的涂

鸦，动感十足，令人赏心悦目；这些楼房二层以上空
间可以随意分割，亦商亦住；并采用围合式多层建筑
形式，推窗即可见绿意盎然的树木和花园。与传统
的写字楼相比，这里多了一份鲜活自然和轻松惬意，
让工作也变成了一种享受。目前，这些楼层里分布
着创意工坊、特色书店、个性服饰店、化妆品零售、
心理咨询、皮肤保养、网络实体店……

大学路虽然不宽也不长，却有锦建路、伟德路、
锦年路、锦创路、智星路等横向小马路和几个小型
广场，通向“创智天地坊”各个小区，使大学路有了
延伸的街巷。沿街八九层的商业楼宇内也有不少
店铺和工作室，又将商业空间放大数倍，也有了万
家灯火的生活气息，让人感到这是一片正在生活着
的充满年轻活力的街区。

大学路不仅吸引了周边大学的学生们，还吸引
了全年龄段的消费者，包括亲子家庭、外地游客、背
包青年、遛狗的周边居民，
甚至还有上海阿姨“旅行
团”……

大学路很注重氛围营
造，或者说是一种设计。主
要街角的墙壁上和大楼侧
面，都有巨型时尚的壁画
或涂鸦，每家店铺门前还
设有露天的餐饮区域、步行
空间和设施摆放区。在步
行通道和车行道之间，行道
树、花坛、自行车停靠位、垃
圾箱、路灯和其他辅助设施
有序布置，既划分了人行通
道，又保证了视觉上的通

透。在这种空间布局之下，每个店铺都可以用自己
的设计为马路添彩，通过招牌、花草、遮阳伞、外摆
区、雕塑艺术品等个性化设计和不同色彩，创造出
室内和室外餐饮空间的连续性。

在风和日丽的周末午后或夕阳西下的傍晚，沿
街两排外摆位更是将氛围感拉满，悠闲坐着的人
们、冒着香气的小食和咖啡，甚至比炫目的广告牌
更吸引人；在富有现代艺术气息、商品新潮精致的
各种小店里驻足流连；在锦创路口的“天地创市集”
里浏览购物，听大学生街头演唱，甚至认养小动物；
在街角或是沿街铺设的座椅上品茗饮酒喝咖啡，或
与朋友交头接耳，促膝谈心，探讨创业之道……这
便是大学路最美的风景。

总之，大学路是一条处处飘荡着年轻学子身影
与欢笑的马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路也算得上
是一条目前上海最年轻的马路。

木塔峨峨，肇基辽代；丹楹翼翼，雄镇寰中。峙雁门之咽要，控三晋之喉冲。接云
气于广漠，揽日月于苍穹。如砥柱中流，镇山河而永固；若巨阙凌霄，贯岁月而长崇。

夫观层檐叠翠，斗拱飞虹。匾额琳琅，皆载鸿踪。若逢晴霁，霞飞九域；如遇雨
霖，雾锁千重。斯塔全凭榫卯，不设一钉而固；独运匠心，尽藏万巧之工。风铃振玉，
疑闻法界之语；画栋流丹，恍见诸天之功。

嗟乎！木塔巍巍，阅尽人间今古；梵音袅袅，长传物外清钟。盖闻匠心筑梦，岁月
留踪。木骨铜筋，承千年之风雨；禅心慧语，度万劫之昏蒙。登临者感沧桑之变，凭吊
者叹兴废之匆。某难禁抚栏而叹：千年风雨，未蚀其坚；百代兴衰，难移其挺。

盲人按摩师赵玲的手指在穴位间游走，
手下的按摩力度精准得如同校对文字。他的
世界没有光，但《平凡的世界》里的段落如溪
流般从他口中淌出，沙哑却有力的声音换来
每位顾客的用心聆听。

54岁的他是我在大西北遇到的一位盲
人作家，自幼聪慧、成绩优异，却在高二那年
因病失明。为了养家，赵玲曾拄着盲杖沿街
乞讨。在黑暗中，他找到了听书这条路。他
连续听坏了3台收音机，从四书五经到现代
小说，伴随着文学经典的灌溉，他的内心逐渐
平静起来。

现如今的他，开了一家按摩店，并在当地
成立了大山纪行慧觉文化学社，带领当地的
国学爱好者读书、弹唱。虽然看不到世界的
光亮，但他却通过点亮心中的文学之光，照亮
了自己的人生路，犹如他说：“一谈起文学，我
就光芒万丈。”

赵玲所在的宁夏固原西吉县，是首个“中
国文学之乡”。在这里，还有许多点亮心中文
学之光的人。

29岁的马骏，自幼罹患小儿麻痹症，只
能瘫坐在轮椅上，靠父亲背着考上了大学，却
因父亲不得不照顾残疾的弟弟而放弃了上大
学的机会。他曾经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一言
不发，直到看了朋友赠送的《我与地坛》。循
着史铁生的轨迹，他开始坐着轮椅在柳树下
读书。轮椅在柳树下轧出的辙痕，是他写给
大地的诗行，柳枝垂落轻抚他的稿纸，仿佛命
运终于对他温柔了一次。

如今的他，以“柳客行”为笔名出版了首
部散文集《青白石阶》，并获得了“骏马奖”。
年纪轻轻的他，面对苦难并没有抱怨，而是用
心中的那束文学之光，治愈了身体上的伤
痛。犹如他说：“阅读，让我能平静面对一切
苦难。”

除了苦难能成为文学的催化剂，在西
吉，还有像单小花这样的农村妇女，将柴米
油盐熬成了墨香。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她
并没有从早到晚只围着孩子转，而是在尿布
与锅铲的间隙里捕捉灵感。凌晨3点，趁孩
子熟睡后，她偷偷摸出藏在炕席下的铅笔和
孩子背面空白的作业本。灶台边的笔记本
上沾满了面粉，锄把上也缠满了皆是排比句
的纸条，她用心中的点滴光芒照亮了人生的
前进路。

如今的她，已将苜蓿花的香气与犁沟的
深浅揉进了散文中，先后出版了《苔花如米》
和《樱桃树下的思念》两本散文集，相关作品
陆续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刊出，她的事迹更
是被多家媒体报道，激励和温暖着无数人。

“我们农民不仅能拿着锄头种地，也能拿起笔
杆写出好作品。文学点亮了我的心灯，我希
望能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西吉，一个文学在六盘山褶皱里生长的
地方。除了这些当地作家一日日笔耕不辍，
在各自舞台上成为一束光照亮别人之外，还

有一些人默默地在背后守护着大家的梦想，
助力他们成长，在黑暗和寂寞中把自己打造
成一个光源，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部伟大的
作品。

木兰书院创始人史静波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出生的他，曾是一名公务员。近年
来，西吉文学飞速发展，他心中那颗文学的种
子逐渐萌发。怀着反哺乡土的执念，他毅然
决然地离开了自己奋斗十几年的工作岗位，
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县城。

他没有全职投身到文学创作中，而是开
了一家极具特色的公益书院。每周末，不少
文学爱好者齐聚于此，作诗颂文、谈天说地、
畅享未来……那是梦想绽放的声音，更是心

灵碰撞的声音，犹如他说：“我们每个人终其
一生，追求的无非是能把自己活成一部伟大
的作品。”

在黄土高原，风沙磨砺了他们的笔锋，六
盘山的褶皱里藏着未刊的诗行，每个字都带着
血性生长。有人用残缺的身体证明，完整的灵
魂不需要视力；有人用点滴的实践证明，梦想
可以照进现实……

当夜幕降临，我静静地散步在西吉街
头，四处灯火通明，似乎听见了按摩店里的
收音机声，轮椅下的柳叶沙沙声，灶台边的
落笔声……这里的光，从来不需要眼睛看见，
文学也从来不是庙堂之高的装饰，而是匍匐
在地时的呼吸方式。

荔枝之味
□ 周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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