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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承认“雨，有时是会引
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是本
段中心句，那么，汪曾祺《昆明
的雨》的这一段其他内容的乡
愁在哪里，就是一个要费些思
量的问题。因为除第二句借

《夜雨寄北》表了乡愁外，剩余
词句起码从字面上是看不出多
少乡愁的。难道作者的乡愁真
的是“淡淡的”，淡到只需一首

《夜雨寄北》即可？
　　　　遵“书读百遍，其义未必自
现”后，只好退一步，用“读自
己”的法子硬来，也就不管会不
会被人说山猪细糠。
　　　　按文字顺序，我们先寻觅
作者雨中去的这个地点——莲
花池里的乡愁。地点没问题，
西南联大校舍毗邻此处。据
载，这个莲花池源于唐代，到明
朝初年就是“滇阳六景”之一，
有“龙池跃金”的美誉。莲花池
不止有景，也有历史人文。其
中之一就是作者看了石像的

“作比丘尼装的陈圆圆”。陈圆
圆是何许人，我们不做介绍，她
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和汪
曾祺（江苏高邮）是仅相距百十
公里老乡的事实却不可不提。
在2200多公里外遇到同样身不
由己，客死他乡的老乡，会不会
唤醒一点儿乡愁呢？不要喷我
这是强拉硬拽，《藤野先生》里

“明的遗民朱舜水”不就做此解
并成定论了吗？
　　　　吴三桂不止给作者的老乡
在莲花池内修建了安阜园，还
将流亡缅甸的南明永历帝朱由
榔绞杀并焚尸埋葬于此地。辛
亥革命后，云南辛亥革命志士

为激励“反清”的斗
志 ，曾 在
“ 故 君 陵
寝（吴 三
桂反清后

修 建）”的
土堆前祭奠
永历帝。而
为躲避战火
来此求学的
汪曾祺不见
不闻不录亡
国之君，却
只“看了作
比丘尼装的
陈圆圆的石
像”，是不是
可稍稍增加

点有乡愁寄寓此中的说服力？
　　　　既然“雨又下起来了”，那停止游玩，找个
地方暂避一时自然不过。我们也跟着作者的
脚步继续“读自己”，如何？
　　　　“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
作者写道，既是“街”，即便再小，也当不止一
家店铺，作者却直接“我们走进去”，不询不
问，就“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
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看这样子，汪
先生一行的目的（也可以说作者这样写想表
现的）应该不是唯避雨一事。虽然接着老天
就相当配合地把“雨下大了”，让“巴山夜雨”
更“涨秋池”。带着鄙陋的揣测，继续读，我想
到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绿釉的土磁杯
——多么乡土和质朴啊。酒具如此，酒应该
好不到哪里去。而作者此刻所处的时、地、
景、境，和同是他老乡的范先贤又何其相似？
一个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一个是“‘见机而
作’（《跑警报》）苦中乐”。浊酒一杯能否消得
了淡淡的乡愁？不知道，他的范老乡可是“将
军白发征夫泪”的。
　　　　陈圆圆和酒店、酒都让我们读出了乡愁
（心虚），下文读出乡愁的勇气是不是能大一
点（咬牙）？可汪老先生却不老老实实地喝酒
想家，眼睛一撇，竟欣赏起酒店的风景来，你
说是不是“多此一笔”呢。“形散”倒是散得彻
底了，这让努力“读自己”的愚蠢之人又从哪
里搬套汪氏乡愁呢？
　　　　还是反复读读，争取读进去再说吧。
　　　　“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
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
地 在 檐 下 站

着。”这画面感十足的句子，像
什么？想？对，怎么那么像

“鸡栖于埘”的现代版？虽然
一个是“君子于役”，一个是

“联大西征”（宗璞《西征记》），
但“如之何勿思”之情不会不
同。看看“一动也不动”的安
谧、舒适的鸡们，你有没有更
进一步的联想，比如“小桥流
水人家”之类？“鸡栖于檐”，温
馨和暖。我栖于何？家在天
边，乡愁再淡，搔头也短。
　　　　“羡慕”（我的臆测）完闲
适的鸡，先生又看见了酒店院
子里的一架大木香花。如果
说这是写实，不会有人反对，
但若在汪先生儿时的故乡高
邮（车逻），也有过比这更盛大
的木香花的话？他在《木香
花》里说“我的舅舅家有一架
木香花。”还说“从运河的御码
头上船，到快近车逻，有一段，
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
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
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
同仙境。”
　　　　另外，他的《花园》一文多
次表明，先生小时即与花渊源
颇深。他常常第一个发现园
里什么花开了，然后给祖母佛
堂那个铜瓶里的花换新，给妈
和二伯母梳妆台白瓷碟里穿
花，给佣人小莲子头上戴花，
上树给表姐姐们折花……他
差不多是看着绣球花一点一
点开的，总逗弄含羞草却没有
发现任何不好，熟悉单属于

“我”一个人的那棵龙爪槐的
一切好处……关于花的记忆
如此丰富之人，于异地看见其
中旧相识（自然不是那一枝又
有何妨），且如此硕大，有感在
心的可能性应该很大。“我们
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
后。”“走不了？”从这个小酒馆
走不了的原因是雨，从昆明走
不了的原因是“烽火连三月”
吗？
　　　　文末，先生说，“四十年
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
写了一首诗。”乱读乡愁到此，
附庸风雅，仿写一首，算是小
结吧：
　　　　莲花池内故乡人，
　　　　野店浊酒雨意深。
　　　　鸡栖于檐家何在，
　　　　木香花湿情味真。

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邹平市黄山实验初中 韩孜阳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在这初秋时
节，每一阵微风都显得格外舒适。它带
走了盛夏的酷暑，却带不走我心中的焦
躁。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每次跳绳都令
人不顺心，每跳几下都要绊一次，甚至会
抽到脑袋。随着失误次数的增多，我的
烦躁感越来越强，到了后来，竟到了“谈
绳色变”的程度，我感觉自己患上了“跳
绳恐惧症”。
　　　　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中考体育大
关已到眼前，如果对于这慢的可怜的跳
绳成绩再不做出些改变的话，到时候将
是“悲守空绳，将复何及”，是时候该做出
改变了。
　　　　这天黄昏，我拖着“沉甸甸”的跳绳，
一步一步地挪到早就想好的一片空地
上。我悲怆地看了一眼已经好久没见到
的绳，心中虔诚地祈祷：伙计啊，你可千
万要保证我成功啊。随后，我仔细地用
脚扫了扫周围的空地——虽然这片地已
经干净的一尘不染。最后，我尽全力去
抚平心中的紧张与不安。万事俱备，只
待抡绳。突然，我想到了什么，迅速丢下
跳绳，弯下腰，慢条斯理地解开鞋带，又
慢吞吞地绑上，同时心中长出一口气，终
于能延长“受刑”的时刻到来了。
　　　　不知不觉间，夜幕悄然拉开，刚攀上
天空的一两颗星星眨巴着眼好奇地盯着
下方。我这才准备就绪，双手摆好架势，
腿因为紧张而略微发颤，眼一闭，心一
横，跳。
　　　　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还没
跳三四下，便绊住了；再来，还是如此；再
跳一次，抽到了脑袋……
　　　　我崩溃了，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我重新拾起信念，长出一口气，随后
又笨拙地抡绳。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
败，我渐渐掌握了跳绳的规律，失误的次
数也越来越少。当我再一次放下绳时，
已是深夜。我大汗淋漓，眼睛因流进汗
水导致通红，但我知道，我成功迈出了第
一步。
　　　　后来，我的跳绳速度越来越快，失误
次数也越来越少，当现已经能稳稳拿到
跳绳满分的我再次回眸时，不禁对下定
决心迈出第一步庆幸不已。
　　　　这一步，使我脱离困境，最终成就了
自我。原来，生命中许多的困难，是因为
我们不勇敢、不坚持、不努力，殊不知，
人生的道路上有着许多的挫折，只要
勇于面对，就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指导教师：孔庆）

乱读乡愁
——汪曾祺《昆明的雨》第10段情味浅探

邹平市孙镇初中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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