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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在椅子上的我，满身疲倦。一

个月的旅途奔波，让我憔悴不少。云

南的记忆还热乎着，又赶到南京参加活

动。许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内在魅力，

让我颇觉亲近，久积的疲倦不知不觉

消散，一种久违的兴奋感充斥着全身。

拉开酒店房间的窗帘，南京城尽

收眼底。圆月懒洋洋地躺在天上，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无不陷入梦乡，只

有那直着背的路灯还散出零星的光

芒。南京城里最高的紫峰大厦，只有

三五个窗口在黑夜里睁开眼睛。我在

窗前支棱片刻后，悄悄拉上帘子，爬上

了床。

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在片

刻挣扎后，我放弃了快速入眠的打算，

开始思寻明儿去哪玩。

三年前，南京之行的回忆一下子

涌入我的脑海，我的身影不断在南

博、夫子庙、老门东、钟山之间闪烁跳

跃……我侧身微微蜷曲着，好似要守

护住这些美妙的回忆。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的脑中渐渐

浮现——去看日出。很快，我选定了

日出观看点，都说“江南山色佳，玄武

湖澄澈”，早在三年前就有了这个想

法，但最终没能得偿所愿。这次不走

一遭，简直愧对南京之行。

拿起手机瞥了一眼时间，我匆匆捯

饬了一下自己，挎上背包，迅速下楼。由

于我住的地方到玄武湖有几公里路程，只

得骑上小黄车，匆忙赶赴日出之约。

路口吆喝买卖的老爷爷用期待

的眼神注视着我，似乎希望我给他带

来今日的第一份进账。

东方的一点霞红划破了黑寂的

天空。乘着微风，我加快了骑行速

度，希望能在破晓前到达解放门。骑

上古鸡鸣路的上坡，崇墉百雉的解放

门映入眼帘，像一位巨人站在跟前，

不由得想到了古时候士兵们在城墙

下攻打破门时的场景。

越来越亮的天色牵动着我的心

弦，为能在破晓前赶到姊妹桥，我不得

不放弃踏上城墙俯视南京城的想法。

姊妹桥坐西朝东，背靠古鸡鸣寺，

面朝玄武湖，是日出最佳观看点。当

天看日出的人不算多，但也有几台相

机架在桥头上。我在桥上寻寻觅觅，

勉强找到一个不错的点位，静候日出。

淡粉的色彩浮现在空中，几点闪

烁的星光在破晓中竭力对抗着日光，

旭日在皑皑云层中探出头来，悄悄地

观察着一切。不一会儿，彩橙的光霞

撕破了笼罩在大地上的银灰色的轻

纱，红色的光芒打在湖面上，树枝上，寺

庙上。玄武湖上的野鸭，在粼粼湖面

上划出一道道涟漪。圆月悬挂在被霞

光吞没的云上。日月当空，玄武湖畔

微风轻拂，我正值年少。

天上霞光万丈，一丝丝困意袭扰

了我，催促着我离开。我打了一辆

车，转至老鼓楼汤包，还是三年前的

习惯。“老板，来碗鸭血粉丝汤，不要

鸭血。”早点店中，看街道人来人往，

南京城又恢复了白日的繁忙。

悠悠时光匆匆而逝，这座千年的

江南古都，不仅孕育出九州文人的风

骨，也书写着历史的兴衰。

一直想拍一组日出日落的延时

视频，总是没能如愿。好景可遇不可

求，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美是邂逅所

得”，相遇“美”是需要缘分的。这次

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终于拍到了日

出日落景致。

在船上的第二天下午就拍到了

火烧云，以前虽见过火烧云，但这次

看到的却最为亮眼夺目。站在船顶

甲板看向西方的天空，火烧云深红、

浅红、橙红层次分明，河面上更是红

波粼粼，天地之间，所有的风头都被

这片红夺走，很少的那点蓝色成了陪

衬。当然，这壮观的景象，不仅在甲

板上引来一阵阵的惊呼，更在朋友圈

收获了一大波惊叹。

船上的第三天早上，我不到5点

就突然醒了，匆匆收拾好支架和手机

夹登上甲板。有一片天空比其他区域

光线要亮一点，感觉那应该就是东方

了。于是我撑上支架，夹好手机，打开

延时设置，按下快门，坐在甲板上静

待日出。船行的速度并不快，甲板不

似白天般发烫，徐徐而来的江风夹带

些腥气，不热不凉，感觉很舒服。虽

为拍日出而来，但此时并没有急迫的

期待，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听着

船的发动机发出的咕噜声，脑海里漂

浮着似有似无不可捉摸的思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的天空越

来越亮。一大片似断还连的丝丝缕

缕或片状块状的云，似乎也在等待着

日出，它们的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慢

慢变化，开始是淡淡的粉色，有的区

域变成淡紫色，云稍厚点的地方变成

了橙色，而太阳即将出现的地方则近

乎亮白。慢慢地，慢慢地，整个天空

逐渐被红色占据了大部分，这时的江

面恰如白居易笔下描述的“半江瑟瑟

半江红”，虽然他写的是夕阳晚照，这

儿却是朝霞漫天。旭日东升，很多场

景下都见过，但是亲眼看到那个火球

从远处的山头抖抖索索地慢慢升起

慢慢变大，尤其是完全离开山头那一

瞬间，真正能让你体会到“喷薄而出”

的壮观。此时，整个大地突然变得十

分明亮，之前或明或暗的景物一下子

清晰可见。

在移动的船上看日出和岸上看日

出是有差别的，因为，你刚激动于日出

的壮观景象，不一会儿，随着船行到一

个弯曲的航道，太阳会从山峰隐去，待

船行出湾区，太阳又会从山峰的另一

面慢慢冒出来。让你再次在另一个角

度，欣赏到日出的景象。

而我之所以想要拍延时，是想通过

视频来感受日出日落的动感之美。太

阳升起落下，云霞变幻，江水流动，会让

你感受到一种流动的美。你能切身感

受到时间的存在方式，进而感受生命流

逝的过程。日升日落是太过短暂的美，

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生命很短暂，

有缘相遇生命中美好的一刻，足矣！

很多人都知道余秋雨那句“拜水都江堰，问道

青城山”，周末和小伙伴们去拜了都江堰的水，没

问到青城山的道，反倒找到了成都的休闲之道。

来成都几个月后，学会了“巴适得板”，练就

了“无辣不欢”，习惯了“血战到底”。一路坐车

直到青城后山的客栈，为等同伴，先来两圈麻

将，也算半个四川人了。

大概下午两点，开始爬山，从五龙桥到三潭

雾泉，一直到龙隐峡栈道，能感受到青城山的幽

静。问道前山好，探幽还是要来后山。

我不是擅长爬山的人，但我明白，爬山心态很

重要。刚开始爬不一会儿，人就会感到很累，走着

走着，身体适应了节奏，就会轻松起来，这个阶段

是身体考验；再爬一会儿，身体开始真的疲惫，更

重要的是看不到终点，开始怀疑爬这个山干嘛，甚

至萌生下山的欲望，这个阶段最难，是心态考验；

直到指示终点的地标出现，如青城后山的白云寺、

泰山的十八盘，尽管前面的路仍然很长，甚至更陡

更远，但看到终点的冲刺总是坚定的，因为事已至

此，无路可退，这个阶段大概才是体力考验。

我是在第二阶段中途和大家分开的。一开始

只是想先到前面看看，结果越走越快，索性看到缆

车也没停下，一直穿过通天洞到达白云寺。我爬

山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因为路边一块牌子“不到

白云寺，枉自来后山”，当然还有一点想占领微信

运动封面的虚荣。我所依仗的只有固执，但就是

这不明所以的固执，才坚定了得到的意义。

离开白云寺后，我走得更快了，因为得知下

山的白云索道还有10分钟关门了。最后，我成

功地和坐索道上来的队友汇合。队友惊叹我怎

么走这么快，纷纷问我山顶有什么。我心中突

然升起一种虚荣和惊喜，想到王安石的“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想到苏东坡

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但又忽

而想到，并不是每次离别都能重逢。倘若没有

同伴在前面等着，没人与我分享见闻，我哪有此

刻欣喜而辽阔的心境呢？

第二天去了都江堰，伏龙观后面的对联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山色西连岷岭雪，江声东下锦官

城”。可以说，没有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国。李

冰父子的治水之道，也在这一分一合之间，岷江

水在鱼嘴分为内江、外江，内江又在宝瓶口部分

流回外江。通过调节不同季节的分水量，使得常

年进入成都平原的内江流量稳定，从此成都平原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造就了天府之国。

在鱼嘴凝望江水一会儿，竟又生出“逝者如

斯夫”的感叹。想来今日的分开，也许明日会更

欢喜地重逢，倘若今后不旱不涝，不满不缺，竟

似这内外的江水，终生不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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