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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宁波天一阁月湖景区才一河（护城
河）之隔，工作累了，我总会站在21楼办公室的窗
台边，向东俯瞰这国家5A级景区，好让眼睛去旅
游，让心灵去翱翔一会。

放眼望去，只见这景区的四周被重峦叠嶂般
的高楼大厦环抱着，它如同山谷里的一方绿洲，
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而绿树白墙青砖黛瓦，成
了我眼前这道风景的主色调。

由于办公室在北边，东北偏北的窗台也只能
看到月湖一隅。“窥一斑而知全豹”，虽然看不到它
的全貌，但眼前的这一潭浅绿色的湖水仿佛告诉
我们，月湖是那么的清澈，湖边屋舍和绿树的倒影
清晰可见。这湖面如同一面朝天的大镜子，白天
照映着蓝天白云，夜晚照映着浩渺星海。你还可
以看到月湖边供游客憩息的亭台水榭楼阁，那只
是月湖十洲胜景（如湖东菊花洲、湖中芳草洲和湖
西芙蓉洲等）的一个缩影，而眼前那一座如弯月般
的石拱桥，则给月湖平添了几分妩媚。

月湖是个人工湖，其开凿于唐贞观年间，迄今
已有近1400年的悠久历史。明末清初散文家张
岱在《陶庵梦忆·日月湖》中写道:“宁波府城内，近
南门，有日月湖。日湖圆，略小，故日之；月湖长，
方广，故月之。二湖连络如环，中亘一堤，小桥纽
之。”只是原日湖早已干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城建中被陆续填没，现立在解放南路与莲桥街
交界处的“日湖遗址”碑，让曾经“双湖相依，日月
生辉”的日湖不至于在后人的记忆中消逝。

我也在心里欣赏月湖的文化之美，因为它不
仅是宁波发展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浙东学术中
心，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憩息之地，如唐代大诗人
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
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等都曾在
月湖留下足迹，特别是清朝“史学大柱”全祖望，
其衣袂飘逸，一手背着握书稿、一手扣在胸襟处，
微低头若有所思的青铜雕像，还一直守护在月湖
西畔。他们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为
月湖乃至宁波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透着玻璃俯视天一阁博物院，这“书藏古今”
的天一阁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可以隔窗感觉
到浓浓的书香味随风扑鼻而来。天一阁西大门
入口处清晰可见，门前时有人头攒动，热闹得

很。要是拿个望远镜细看的话，这西大门正上方
悬挂的横匾上的“南国书城”四个大字也可看得
一清二楚。自己去过天一阁好多次了，故隔空都
可知各景点的大致方位。你看院内那片葱茏的
绿树林笼罩着的是“明池”，其有“四明之一池”之
意。这明池在天一阁东园的正中，与“天一池”一
墙之隔，既可点缀园林，又可起到防火取水的作
用。天一阁的最东南侧是“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它让世人知晓：被徐志摩称作“麻雀牌是一种手
脑耳目的愉悦”的麻将就起源于宁波……

看着近在咫尺的天一阁，我的思绪飘进了余
秋雨的《风雨天一阁》，它讲述了一个天一阁主人
范钦及其子孙后代用生命和良知守护风雨飘渺
的天一阁的感人故事。范钦依据《易经》中的“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建造了天一阁藏书
楼，这也是“天一阁”名字的由来。至今已有450
余年历史的中国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为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增加了历史的厚
重感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天一阁的东北侧是范宅，那里是天一阁景区的
北入口，范宅是范仲淹26世子宅。从楼上望去，范
宅里的古建筑鳞次栉比，青砖黛瓦构成了水墨画般
的范宅，偶尔有几棵绿树冒出头来。范宅成为宁波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住宅建筑。

再来看看天一阁西侧、护城河边的长春路，路
的两旁种着有着四五十年树龄的宁波市市树——
香樟树。从楼上望去，这长春路就像一条绿色的
长丝带，马路两旁那郁郁葱葱、四季常青的香樟
树，犹如一把把巨大的绿色遮阳伞，为行色匆匆
的行人挡风雨遮骄阳。两侧的树枝在空中交汇，
仿佛牵着手的恋人，浪漫而不失温馨。长春路也
成为天一阁外围的一道绿色风景线。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旅游就是从
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此话一
定程度道出了旅游的本质。但在我看来，并不是
你呆腻的地方对你没有了新鲜感和吸引力，只因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或许是
你缺少一双发现眼前风景的眼睛，缺失一种欣赏
眼前风景的心情罢了。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
情去欣赏，眼前的风景同样精彩绝伦。真可谓

“眼前皆风景，全凭好心境”。

眼前的
□卢岳云

三毛说：“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
过来，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老，是个年龄
概念，这一点你无法否认。之前总听人说，
忘记年龄，只要心不老你就永远不会老。而
当“老”真的一步步逼近的时候，我才觉得那
不是认真老去的心态。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老”是无法忽略和
忘记的。精力的衰退，身体的病痛，记性越
来越差，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都会
提醒你，“老”是个无法回避的字眼。那么，
怎样才算认真地老去？我以为最关键的是
接受老去。

接受头上的白发，接受脸上的皱纹，接
受变形的身材，还要接受头脑的迟钝、思维
的迟缓。人生渐老，一切都会悄然改变。我
们无法跟年轻人比，无法跟自己的过去比。
直面现实，正视老去，才能接受老去。任何
人都会老，生命的规律谁也无法违背。客观
清醒地认识当下的状态，认真理性地接受现
在的自己。

认真地老去，接纳岁月的赐予。莫要有
那么多心有不甘，莫要有那么多情非所愿，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精彩。我一
直记得一位女演员说过的话：“现在我不仅
不会为自己的皱纹感到紧张和抱歉，反而觉
得有些骄傲。年龄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故事
写在我的脸上。而这张脸，就是对时间最真
实的一种致敬。”这才是认真老去的心态。

我的周围有很多像我这种将老未老的
人，很多人都没有服老的勇气，也缺乏服老
的底气。我经常听人说，人生难得的是有颗
不老心，做个老顽童，老年才会精彩。说实
话，很多老顽童一点都不可爱，反而让人感
觉造作。“老要张狂少要稳”真的合适吗？老
没有老的样子，少没有少的样子，找不准自
己的定位，徒增诸多尴尬。认真地老去，就
是要顺应人生每个阶段的特征，有得体的穿
着，做得体的事，说得体的话。生活中有些
老人，做出的事、说出的话跟头上的白发和
脸上的皱纹不匹配，让人觉得他们缺乏积淀
和底蕴，缺乏涵养和修为。人生如四季，老
年如冬，应该沉静厚重，从容缓慢。

很多人都觉得，老去的姿态应该是优
雅。优雅是怎么个老法？应该是优美高雅
地老去。优雅老去，被很多女性推崇。很多
女性朋友，感觉到老的时候便拼命保持“优
雅”。她们努力靠近阳春白雪，修炼琴棋书
画，不断健身美容，尽力掩盖头上的白发，修
饰脸上的皱纹，想要老得美丽高雅一些。这
种做法应该也算一种积极的心态，但如果太
过刻意，则会适得其反。对“优雅”有执念的
人，一旦老得有点不那么优雅，便会沮丧失
落。人老了，保持某种状态的能力也差了，
所以不要苛求自己，随意一些更好。

说到底，认真地老去，最核心的应该是
“从容”二字。从容，不慌不忙地老去，淡定自
然地老去。老了就老了，不可怕也无需焦虑，
不伤感也无需哀叹，每一段岁月都是一首耐
人品咂的诗。当你老了，一切都慢下来了，心
境会越来越从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最美
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如果你认真地年轻过，更要认真地老去；
如果你不曾认真地年轻过，也要认真地老
去。认真地老去，不是无奈的妥协，而是理性
的选择。岁月掳去了我们的青春，却赐给我
们人生的智慧。老年不可怕，活成一坛陈酿，
人生就有了最醇厚的味道。

认真地
□王国梁

风景

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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