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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可我感觉如坐针毡。仿佛将

要发生一个与命运有关的重大变故，或者个人的重大
私密即将被人窃走似的，整个身体隐隐约约地哆嗦起
来。瞬间，情感让我的思绪搭乘上回忆的小舟，带进浩
瀚大海中的一个花园。花园中鲜花争奇斗艳，溢满芳
香，非常美丽，世上最美的花园与之相比，也会黯淡无
光，大为逊色。哦！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花园！

我刚进花园大门，古丽叶仙女般从盛开的花丛中
出来，笑盈盈地朝我走来。我犹豫了一下，可一股热流
风一样融化了我的整个躯体。我又一次鼓起勇气，注视
着她。她那浓浓的睫毛下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用笔描过
的弯月眉、漂亮的棱鼻梁、含苞欲放的樱桃嘴、16条长
辫子、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一切说明她是世上绝美的美
人儿。哦！世上竟有如此美人儿，倘若能与她共度一生，
那真是最大的幸福……

“哐当哐当”的关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我一看，
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再一看表，只剩下10分钟，
我不是约好与她交谈吗？我一个人在办公室，这不是很
好的机会吗？与她毫无顾忌地交谈，可以尽情地向她倾
吐我的衷肠。我带着一种焦躁、胆怯、希冀的心情，拿起
话筒。随着话筒里传来古丽叶悦耳的声音，仿佛一股特
别亲切的暖流传遍全身。我旋即变得吞吞吐吐、语无伦
次，额头浸出汗珠。她那悦耳的声音仿佛征服了我的所
有感官，仿佛自己完全消失了一样。

“嘿嘿，咋不说话呀？你倒是说呀！”
随着这动听的声音，我似乎恢复了神智，眼前似乎

晃动着一个无法形容的美丽无比的倩影。
“不不，我在说，是你的声音，使我整个身心沉浸在

你甜蜜的情思之中。”
“真有意思，你想说什么？”
“是这样的，明天我叫了几个朋友到家里去，你也

一起过去吧。”我用一种恳求的声音说。
“你请我，当然要去呀！”
初次邀请就得到肯定答复，这让我始料不及，激动

不已：“明天10点钟见哈。我家住在帕米尔路35号，你
准时来吧，再见！”我恋恋不舍地放下话筒。我当然知
道，初次邀请这个陌生姑娘，不能说多余的话。她没拒
绝我的邀请，看来她对我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

半年来，虽然一次也没见过那个声音悦耳的人的
面，但她声音的魔力——从她声音所“描绘”的美貌已
经深入我的心灵。自从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叫古丽
叶以来，我每天上千次地重复着这个名字。现在终于有
机会欣赏到她的美貌了……

我刚想走出办公室，就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随着一

声“请进”的声音，古丽娜孜进来了。我有些慌乱，赶紧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脸上推出了笑容：“请进，古丽娜
孜，我正要找你，你就来了。”

古丽娜孜白皙的脸庞立刻红得像朝霞，仿佛有一
种甜蜜的情感闪电般闪过，她旋即低下头。也许我说的
那句“我正要找你”的话，让她觉得有些奇怪吧。

我和古丽娜孜从小学到师范毕业都是同学，参加
工作后来往更加密切，埋藏在我俩心灵深处爱情的种
子开始萌芽。每次相遇，我们都聊得很快乐。可眼下情
况不同，我在企图拒绝这个与我一同经过多年考验的、
相互理解的姑娘。因为那个声音所描绘的美丽姑娘，已
经深入到我脑子里的每一条神经。所以，对站在我面前
这个善良的姑娘，我将毫无顾忌地拒绝。

那一刻，我们默默对视。至今，我们之间这种沉默
还是头一次。古丽娜孜终于打破沉默，有些诧异地说
道：“你在这发什么愣？看样子你好像遇到什么难处了
吧？我们也不是陌生人，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只要
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帮忙。”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古丽娜孜心里隐藏着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

“不，古丽娜孜，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我有件重要
的事情几次想对你说，可不知咋的说不出口来。总想着
你会生气的，所以不敢当面对你说。”

虽然我们这次交谈很随便，但有一种隐形的力量
在压迫着我。古丽娜孜没有发现这些。也许她看到了我
脸色的变化以及我受折磨的情形，十分真诚地说：“翟
布尔江，别折磨自己，只要你高兴，我绝不会生气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说的话只能勉强可以听见。

“古丽娜孜，你是我的同学，我工作中的事情经常
跟你商量。当然有关我生活中的这件大事，更不能瞒着
你。”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我会全力帮助你。”古丽娜孜坦率地说。
“我想与古丽叶成家，明天见面，定我们结婚的日

子。”我难为情地对她说。
“喔，竟有这等事！”古丽娜孜这话从嘴里说得越

快，脸色就变得越苍白。如果她没有惊人的勇气，可能
早就大哭一场了。古丽娜孜除了瞬间的脸色变化，好像

没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
她轻声地问：“古丽叶是谁？”我急忙给她解释：“她

是个非常漂亮、非常善良的姑娘。我准备明天跟她见
面，她悦耳的声音我每天能听到几十次……”古丽娜孜
注意听着我说的话，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来。我期
盼，她千万别生气，因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姑娘。我
最后对她说了明天我们见面的时间、地点和邀请的客
人。她望着窗口，忧郁的眼睛一下盯向了我：“翟布尔
江，明天我也作为客人去你家可以吗？”

我不知道她为何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我知道，作
为一个姑娘，很难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当然不会拒
绝她的请求，因为我想向她炫耀那个美女。“那你准时
来吧，关心关心同学的爱情。”我趾高气扬地说。

“好的。再见，翟布尔江！”古丽娜孜面带惶惶的神
色，匆匆走出办公室，我也赶紧溜回了家。

家人看到我欣喜若狂的样子，都以为我请的客人
一定很有意思，因此全都忙着张罗开来。我的小妹妹古
丽拜德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娇滴滴地问：“哥哥，哥哥，
古丽娜孜姐也来吗？”我冷冷地道：“哎哟，来，别掺和大
人的事情，快去玩你的吧！”

我一夜难眠，时而眼前是古丽叶的倩影，时而眼前
是古丽娜孜迷惑的脸庞。我在梦幻中一一比较着她
俩……结果，依然是对古丽叶的评价高些。在我看来，
她似乎具备了所有人的美貌，仿佛人所具备的美好她都
具备了似的。就在胡思乱想中，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
了。早晨醒来，照在山峰上的阳光，早已射进了我的窗
口。一看表，已经快8点了，我急忙起床，洗漱装束。

我又看了一遍家人准备的情况，这才感觉放心了。
10点钟，邀请的客人陆续来了，包括古丽娜孜。我把客
人领进了准备好的餐厅。我为了知晓古丽娜孜心里在
想什么，便偷偷地瞅了一眼她的状况，但没发现她有任
何异常。她和其他客人一样笑容可掬。

我给每位客人沏上热茶，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只有
古丽叶还没到。我有些着急了：“她是不是对我说假话
了？她一定会来的。”我就这样自我安慰着。忽然听到敲
门声。我的心跳加快，一阵兴奋。随着“请进”的声音，门
开了，进来一位头发花白、年纪有四五十岁的女人。

客人们全都站起来，向她施礼问候。我诧异地望着
这位不速之客。

“这是翟布尔江家吗，我好不容易才找来，我叫古
丽叶……”你瞧，这正是我每天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
我旋即头晕目眩，眼前发黑，也听不到在场人们嘲讽的
笑声。在我眼前，古丽娜孜仿佛在似笑非笑地注视着我
的脸庞。

声音的魔力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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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日娜：
去年 10 月中旬，我到台湾的东北

部去了两天，在宜兰高中和宜兰大学
的两场诗歌朗诵会里，我都读了你翻
译的蒙古国女诗人乌丽吉托古斯的
诗。

在高中学生面前，我读了她那首
《我不仅仅是人》。在宜兰大学，除了这
一首之外，我又读了她那首《只为留
意》。然后，我还用自己那首《诗的成
因》与她的第二首互相比较了一下。非
常有趣，空间距离虽然遥远，两首诗中
的想法却极为近似。

在宜兰大学那场朗诵会，座中有
位任教于这所大学的教授，是我很钦
慕与喜爱的诗人，笔名零雨。她诗有些
感觉很难形容，非常独特，突兀但同时
又极为深远和细致，仿佛有无穷画面。

那天晚上散场后，我们同车去吃
东西。车上，她和另外一位朋友都异口
同声地说，因为译得很自然，不隔，让
在场的听众都听进去了。虽然听众不
知原文，或许（不！应该是“当然”）原文
更好，但在聆听译文之际，也能感受到
诗人所想要表达的主题，同时又能够
品味出“意在言外”。

所以，当她们得知你是我的朋友
之时，就嘱咐我一定要向你转达她们
的问候与感谢。

文学如果能通过好的翻译，必定
是无国界的。（当然，如果遇上了坏的
翻译，也有可能是“无国界”的。因为就
好像遭逢蝗灾或者水火无情的掩埋，
整片大地会荒凉到让别国的人看不到
你的存在。）

写这封信的此刻，稍微回想了一
下，今年，我竟然已经在台北、香港和
宜兰3个城市里，一次又一次地向听众
朗读了乌丽吉托古斯的诗了。每次的
听众反应都很好，仿佛心领神会，不需
要我再多加一字的解释，这也是很奇
妙的经验。

你知道，这几年，借着不同的汉文
翻译，我也算读了不少的蒙文诗歌了。
我感觉，乌丽吉托古斯活得跟我们不
太一样，她的年轻，她的叛逆，因此可
以让她更深入地看见了所谓关于“人”
的自限，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周遭是何
等的辽阔！何等的无拘无束啊！

朵日娜，在我从前的一首散文诗
里，曾经引用过殷海光教授书信中的
一段文字：“一只加拿大的狂欢鹤，需
要160亩的土地才能感觉到快乐，一个
人所需要的真正能够感觉到自由的空
间，应该是无垠广漠……居住在像鸽
子笼一般狭小的居室里的人，如何能
够知道什么叫作自由？”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跟随著
堂哥堂嫂去拜访过殷海光教授夫妇，
当时的他被囚禁在一个小小的院落
里，发已花白，却还有着极为爽朗的笑
容。多年之后，在台湾，那个曾经被忧
患层层围困的时代表面上好像都已经
过去了，可是，每当我站在蒙古高原的
无垠广漠之上，我就不禁会想起他说
的这一段话来。是否还有许多隐形的
栅栏深藏在我的心中？使我心思狭
隘，使我一直得不到我所渴望的那种
如狂欢鹤一般可以自由飞翔的幸福与
快乐？

不过，当然，在困境中的我，偶尔
也会有些难忘的时刻。

10 月 19 日晚上，从宜兰回台北，
我选择坐火车，在火车站的对面等红
绿灯过马路的时候，就已经看见月亮
了。那从低空云层的掩映中不时显现

的一轮明月，让我吓了一跳，怎么？又
是一次月圆了吗？

而不过只是一个月之前，上一次
的月圆，我还和你在一起，还有好几位
要好的朋友，我们相聚在古老的黑城
城外，以歌、以诗、以酒，欢度了两个月
圆之夜。

记得吗？阴历八月十五的那个晚
上，一直下着不沾身的细雨。我们从达
来库布动身得晚了一些，没能看到夕
阳，而整个晚上，月亮仿佛被隔在雨雾
之外，迷蒙的轮廓，彩度极低的柔黄，
安安静静地镶在天边，地平线上暗黑
的剪影，是黑城的几乎已半埋在流沙
中的城墙。第二天傍晚，天气极好，我
忍不住提议，可不可以再去一次黑城？
没有人有异议，我们就又出发了。

这次落日在从容地等待着我们，
天色还很明亮，大家还可以先到黑城
城内去走了一圈。有人爬到城墙高处
去看夕阳，有人往城墙北边传说中黑
将军突围的裂口之处去叩拜，然后就
逐渐走散了。我一个人又信步绕出城
外，往西方日落的平漠慢慢走去，天还
很亮，游客极少，眼前无垠的广漠寂静
无声，我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这
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

在蒙古高原上行走了这么多年，
开始的时候恨不得能把每一处土地都
踏遍。可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生命
深处的需求不是这样的，有些地方，你
不能只去一次，譬如黑城。

从 2000 年第一次来到黑城开始，
我就不断地想方设法要重来与这座古
老的城池相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
的，有时候只要能静静地坐一会儿，无
论是在城里或是城外，只要能坐在那
被半埋在流沙之中的城垣上任何一
处，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喜欢那一种时空层叠、地老天
荒的苍茫之感，在那一刻我好像还是
我，但是又不仅仅是我自己而已。在我
眼前，是永远难以挽留和难以更改的
时空，悠长而又巨大，可是，惟其如此，
才会让我更加相信，在这里，那些古远
的神话和传说，其实很有可能是真正
发生过的事情。朵日娜，就在阴历八月
十六的那天傍晚，我应该已是第6次来
到黑城了，当我一个人慢慢往日刚落、
酡红的余晖犹在的西方走去的时候，
忽然想起昨天一位土尔扈特长者对我
说过，在中秋之时，日与月的位置是正
相对的。果不其然，一回首，一轮又大
又圆又薄的黄月亮，就低悬在黑城城
垣的正上方。

在地平线上初初升起的这一轮满
月，她的光辉还没开始散放，因而月轮
本身的质感既像是古老的黄玉，又像
是带有沙质的陶瓷，就只是一种极为
纯净的黄，在万里无云的暗蓝色天空
之上，在万里无垠的灰褐色广漠之间，
与我素面相见。

这就是“地老天荒”这四个字的最
佳诠释了吧？

面对着沧桑历尽的黑城城垣，和
这一轮初升的满月，我真的能够感受
到“我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那种喜悦和
忧伤了。好像在平漠尽处，从匈奴到党
项到蒙古，从居延到黑水到亦集乃路
到哈日浩特，那繁华的旧梦还在，还始
终没有离开……

朵日娜，相信我们都曾经有过“我
不仅仅是……”的经验吧？

祝福。希望早日再相会。
席慕蓉

（本文有删节）

我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
————致朵日娜致朵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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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莎腰
穿过竹林，穿过花径，穿过山坡。
走过晚霞，走过雾岚，走过月色。
拿着火把，拿着电筒，拿着耳环银

簪，带着情，揣着爱，带着燃烧的歌……
对着木楼里那扇窗户，对着窗户里那个
姣美的莎腰妹……

把星星唱得掉泪，把月亮唱成一圈
银环，唱得露水打湿睫毛。“吱吜”一声，
木门开了，他收获的，是一捆竹柴。她让他
用柴点火，到别的瑶寨，寻找自己的爱情。

裹着盛装的芳心，你将为谁燃烧？
美丽的山茶花啊，你将为谁绽放？

总有真情能感动天地，总有山鹰能
飞越重叠的沟壑，总有蜜露能甜透莎妹
的心窝……

又一个哥贵（瑶语，即小伙子），用
他泥土般的质朴、醇厚，用他炽热的真
情，叩开了她的心扉。

于是，一颗沸点的太阳，一颗沉醉
的月亮，互相包裹，融合。

爱的欢乐，盛满了瑶寨、峡谷与整
座瑶山……

灵 轿
（一位瑶族公爹去世，按习俗，被绑

上灵轿走上最后的归宿。）
生，没机会坐轿，死了，终于坐了

一回。
你无力伸出脚跨上灵轿，只能被儿

女搀扶着，用布带捆绑在尸椅靠背上。
穿上镶着银圈牌饰的盛装，头戴插

满雉翎的帽子，又风光了一回，年轻了
一回。

听先生公念《谣经》，听亲友寨人唱

《哭丧歌》。我不知你是否还能听到，因为
我看不见你的脸，你的脸已被布盖住。

泪珠与号哭包围着你。
悲怆与痛苦覆盖着你。
而你仍然无动于衷。也许，你早已

把自己忘掉，把过去与未来忘掉。辛劳
一辈子，躬耕在这巴掌大的石灰岩红
土，听惯了鸟鸣虫唱，见惯了雨打风吹，
生于红土，葬于红土。既然血已凝固，心
已如止水，双眼的火苗已熄灭，欢乐与
痛苦都已带不走，这一切只是你遗留给
尘世的遗产。

上路了。灵轿上撑一把油纸伞，不
再被日晒雨淋。竹幡、白布摇曳着苍白；
铜铃、铜锣、牛角号，鞭炮、铳炮声，震荡
大山、大谷，流荡着黑色的回声。

把白昼走尽，把黑夜走完，把瑶山
纵横曲折、宽敞与荒芜的路走尽。而今，
你再也不用双脚走路。

天堂越来越近。灵轿和老人在轻快
的颠簸中走向没有回程的远方。

瑶家温沾节
（温沾节，即粤北排瑶的情人节，又

称“开禁节”、“玩坡节”。）
穿着鲜艳的盛装，戴上斑斓的头

饰，插上生动的野鸡翎，脸红得像天上
的晨阳，心跳得如咚咚的长鼓，血脉涨
得似奔涌的山溪。

带上戈帮（一种竹做的子弹），这爱

的信物、爱的子弹、爱的语言，向着心上的
莎妹，向着梦中的情人，打过去，射过去。

啊，射中了！这位哥贵射中了那位
美丽的莎妹，击中了莎妹久蕴的心事和
含羞的梦想。

于是，树荫下，竹林里，情歌袅袅，
情话喁喁，情意浓浓。爱的花瓣，如山杜
鹃瞬间绽放。

他收获了一只绣花锦袋，她收获了
一副银质项圈。爱，在这三天，不再被
禁。奔放的心，找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
浪漫的情，在弥漫神秘诱人的芬芳……

温沾节，爱的盛宴，歌的盛宴。风不
再凛冽，携着绿叶的气息、早春的气息，
兴奋地奔走在一座座大山与沟谷之
间……

古哟咿
（“古哟咿”即粤北壮族的“腊匪

节”，又称“黑火节”。）
伸手不见五指的天空，黑幔无声。
一座一座的壮班（壮语，即村寨），

泡在黑色的风中。而火神躲在黑色大氅
下，窥伺着，随时准备向某一户人家施
以致命的一击。

今夜，壮家汉子们踩着夜的呼吸，
啜饮夜的芳露，紧随夜的精灵，来到村
头，在夜的心脏，点亮一支支火把，扎一
间间草屋，在草屋上放一堆堆干草、鲜
竹筒。

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辰。
“古哟咿！”老人一声令下，一支火

把，两支火把，三支、四支……无数支火
把投向草屋，顿时，草屋熊熊燃烧，烧红
了壮乡的一角天空。竹筒被点着，“噼
啪”作响，寂静的壮山仿佛炸响了一串
欢乐的爆竹。

“呜吆！”快走吧，快上天去吧，火神！
再添一把草，让火的精灵与火同

舞，舞出火的影子、火的性格。
我仿佛看见，火神的衣服被火烧着

了，头发被烧着了，正狼狈地东奔西窜，
夺路而逃。

“表谢吆！”“哟咿！”一声声祈求，一
声声心愿，在夜空中回荡。

草屋已成灰烬。竹筒已成灰烬。火
已成灰烬。摸黑回家。没了火把，他们也
不会走错路。

扫脚印
（“扫脚印”是粤北壮族婚礼的一种

风俗。）
屈膝。行礼。向着生你养你的父母，

连哭三声。
依依不舍啊，依依不舍。连踏三下

门槛。可是，接亲娘不依不饶，在你踏过
的门槛也连踏三下，“扫掉”了你沉重的
脚印。

“脚印被扫掉”，但扫不掉你对这间
屋子的留恋，抹不掉你对朝夕相处的父
母的感恩与眷恋。

不要回头。不敢回头。但你的心已
回望了百遍千遍。但你的双眸分明含着
一串又一串灼热的泪珠。

脚印是扫不掉的，它已刻在你与父
母的生命年轮。

我的瑶寨，我的壮山
□唐德亮（瑶族）

游牧文化是草原文明的符号，也是
当今世界中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同农
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同组成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生活方式。至今这种生产方式在
新疆、内蒙古地区依然存在。但它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去保护。但保
护，绝不意味着完全把它封闭起来。从
文化生态上讲，实施生产性保护是当今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
手段。

所谓“生产性保护”，便是力求在不

违背手工生产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
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
手工技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
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
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保护是一种可以
不断“生产”文化差异性的生态保护方
式或社会文化实践。

在最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舆论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声
音，就是有意贬低大工业生产的价值。
100 多年前，马克思在西方工业化蓬勃

兴起的时代就敏锐地感受到工业文明
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对古老手工劳动
的价值有过高度的颂扬。可到了现在，
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洗礼，已经让许
多传统手工艺变成了“遗产”，这恐怕是
马克思本人都难以想象的。

的确，在旅游活动中，有些地方过
于追求经济利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
成了谋取金钱的手段，文化受到极大破
坏。这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警惕
和防范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完全
不去碰它，任其自生自灭，其结果也是
非常悲观的。

作家方如果提出的几个关于“牧
游”的概念，比如生态旅游、惠民旅游、
文化旅游等，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文化
离开旅游，可以保持一种原生态，是精
神上的一种富有。有了旅游，可以开拓
物质的再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里
面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文化和旅游和
谐共存的问题。人要生活，离不开物质
支持，因此，生产性保护就显得弥足珍
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对草原和
游牧的污染，更要避免对心灵的污染。

在游牧生活和生产中，游牧人顽强
保持了古老的民歌、史诗、舞蹈以及古
老的手工技艺传统等，蒙古族的史诗

《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
斯》、维吾尔族的弹唱艺术“达斯坦”等，
都是灿烂的文化符号，和中原文明共同

构成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显示了“一体
多元”的巨大魅力。这些文化资源与壮
美的山河、草原，对都市中人构成了一
种富有吸引力的存在。此时，把个人融
入到广阔的草原中，可以体验到游牧文
化的魅力。它让我们的心灵更加丰富多
彩，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让我们的
人生更加灿烂。

相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加入到草
原大地，和天地、山川进行对话，是对人
生的拓展和开阔。当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和快节奏对身心的挤压让我们疲惫至
极时，来到草原无疑是解放身心并重新
审视人生的绝佳时机。我有一个朋友远
在广州，每年7月，他都放下手中的一切
事务，到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找一户牧
民，和牧民一起在牧场无忧无虑过上几
个月，再回到广州。他的感受就是，在牧
场和草原找到了自己，这是他感到最快
乐的时候。这种不同的体验让他面对大
都市的压力有着更强的承受力。

我眼中的牧游，应该是可以很好
地实现生产性保护的一个有力手段。
比如，和布克赛尔是新疆的一个文化
大县，这些年对于史诗 《江格尔》 进
行了大力度的宣传，对于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将文
化和牧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还有很
多类似的市、县，他们根据自身的条
件，在不断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牧游，作为一种生产性保护手段
□黄适远

看到山峦知道自己是山
望着雾霭感觉自己是云
细雨飘落下来发现自己是草
蓝雀一开始啾鸣就想起自己是清晨

我不仅仅是人

星光闪烁时感到自己是黑暗
姑娘们的衣衫薄起来时发觉自己是春天
从世间所有人那儿嗅闻到惟一的欲念时
才明白我安静的心是属于一条鱼的

我不仅仅是人

五彩天穹下巨大的空，
从今天起我，只是……

只为留意
只为 留意
每片雪花不同的飘落
和每时每刻里隐藏的死亡
我死了十年

只为 留意
悲伤躲在心间
痛苦就是生活
我迷失了十年

只为 留意
绸缎的温度不在颜色
镜中的月亮不会发光
我瞎了十年

只为 留意
向往只是煎熬
到达即是终结
我渴求了十年

只为
把已得到的所有
统统抛弃
从现在起我还需要一百年

■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