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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清明前第一杯茶

忽然间，人间将是四月天，

春茶陆续上市 。喝绿茶 ，又讲

求“春茶”，有茶饮明前的说法，

也就是说，清明前后的第一批

抽心茶， 是绿茶中最好的。闲

暇时光， 寻一处安静的地方，

泡一杯上好的明前茶，邀上三

五知己，一边品茶，一边聊天，

岂不乐哉！

如何挑选， 如何品饮明前

茶，有其讲究之处：

“察颜观色”选绿茶

按季节来分，绿茶有春茶、

夏茶与秋茶。一般来说，春茶要

比夏茶、秋茶好。因为经过一冬

春的休养， 营养积累， 养分充

足， 茶叶内含物往往是最丰富

的。同时，春天气温相对较低，

有利于茶叶中含氮化合物的合

成与积累，其中游离氨基酸、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含量较高，茶

多酚较少， 使得春茶的滋味更

鲜爽，香气更浓烈。另外，春天

病虫害发生比较少， 一般不需

要喷施农药， 所以春茶一般无

农药污染。因此，春茶，尤其是

早期的春茶， 往往是一年中绿

茶品质最佳的。 我国著名的绿

茶品种有西湖龙井、 洞庭碧螺

春、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都匀

毛尖、峨眉竹叶青等数百种。

品绿茶要三赏、三闻、三品

绿茶有“色绿、香郁、味甘、

形美 ”四种特点 ，要 “三赏 、三

闻、三品”，方能真正享用一杯

绿茶。

赏———一赏干茶。 茶叶因

制作方法不同而色泽、 外形也

不同。 同样高档细嫩绿茶色泽

就有嫩绿、翠绿、青

绿、黄绿之分，而且

形态各异， 龙井扁

平光滑，形如彩旗，

也如 “碗钉 ”。碧螺

春卷曲成螺， 银绿

隐翠，一嫩（茶叶）三鲜（色、香、

味）尤为突出，黄山毛峰形似雀

舌，色泽润光亮，绿中带黄似象

牙，六安瓜片色泽绿，外形极像

瓜片。二赏茶舞。这是品绿茶一

大特点和亮点。 透过晶莹清亮

的茶汤，观赏茶的沉浮、舒展和

姿态。绿茶冲泡时雾气氤氲，玉

杯飘烟，缥渺是绿茶舞的序曲，

再看泡好的茶芽竖立悬浮，根

根向阳， 继而徐徐下沉簇立杯

底，碧波荡漾是千姿百态。三赏

叶底。三泡后的绿茶，一片翠绿

亮绿，叶底肥软，匀齐成朵。

闻———一闻干茶香。 绿茶

香气的主体成分是芳香物质，

含量在

0.02%

左右， 构成香气

成分的种类近

200

种。深呼吸闻

清爽香气，清香以梨香为最，不

带青涩味。二闻洗茶香。少许水

高温洗茶后立即闻香， 从左到

右，从远及近。一缕缕绿豆、黄

豆、熟栗、梨香、甜香、清香、花

果香阵阵直沁心脾， 令人神清

气爽。 一定要用心灵去感应才

能闻出春天的气息。 三闻绿茶

三开汤， 汤汤香不同， 头开色

淡、香鲜香、纯雅；二开翠绿（或

黄绿）芬芳，醇香；三开碧青（浅

黄绿）香郁、回甘、悠长。

品———绿茶适泡三开 ，皎

然三饮便得道。 无论从品饮技

艺的需要还是茶饮悟道的体

证，绿茶需静品、慢品、细品。一

品开汤味，淡雅。二品茶汤味，

鲜醇。三品汤后味，无味。如清

人称颂的“茶真者，甘香如兰，

幽而不冽， 啜之淡然， 似乎无

味，饮过之后，觉有一股太和之

气弥留齿颊之间， 此无味之味

乃至味也。”

□

李 强

□

孙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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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清 明 节

清明节具有多重文化内涵，首先，它是一

个与传统农时节律“二十四节气”相吻合的节

日；其次，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清明节融合了历

史上的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内容，又是一个

与农事节令紧密结合的节日；再次，清明节的

特殊内涵在于，它既是一个追忆和祭奠先人的

肃穆日子，也是人们踏青游玩、享受春天无穷

乐趣的节日，其规模之宏大，差不多仅次于春

节。逝者与生者，哀伤与欢乐，一对人世间的悖

论，在清明节得到了充分的协调和安排。

概括清明节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莫过于“追

思先人，勿忘生者”这八个字，切莫小看了这简

单的八个字，其实，所有的清明民俗活动的具体

内容，都浓缩其间。各种祭奠扫墓、追思先贤、敬

重祖先都属于前者； 而伴随清明节日的所有大

众性娱乐活动，包括斗鸡、拔河、放风筝和蹴鞠

等，则属于后者，两者的结合，所形成的林林总

总的节俗形式，大抵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这

些节俗形式， 其缘起并不是来自官方的律令条

文，而是芸芸众生自发形成的习俗事项。

“追思先人，勿忘生者”，反映了中国人豁

达的生死观。孔子的“子不曰怪力乱神”，庄子

的“齐生死”，把生与死等量齐观，把生命看成

是一种呈“抛物线”型的自然过程，对生存和死

亡都抱有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佛

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存在。即使面

对死亡，也是认为走向另一个世界，许多坚定

的唯物主义者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对待死

亡依然是一种淡然的态度。

从这种豁达的生死观出发，在我们民族的

传统观念中形成浓烈的“生死排潮，一个人可

以为他的生日耗费数十万钱财来庆祝，竭尽豪

华之气派；与此同时，崇尚“厚敛重葬”、“入土

为安”的中国，对逝去先人的安排又是特别重

视的，一个老人平日里可能孤独凄凉，死后却

可能备受哀荣，生前不能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

和人们的尊敬，但是在死亡的时候，却是轰轰

烈烈，大讲排场。

清明节就是这种习俗和价值判断的一种

载体和平台。由于自古以来，“入土为安”习俗

的顽强传承，土葬就会有坟墓，坟堆历经一年

四季的风霜雨雪，难免会堆土蒙尘，难免会草

木凋零。就像故去的亲人，越走越远，因此，在

来年春暖花开、万物萌发、清新明洁之时，就有

“扫墓”之举。扫墓其实也是一种象征，它象征

着中国人重视亲情、慎终追远、孝敬老人、敬重

祖先。

在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传承中，清明节还

代表着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力量的展现。

即便在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官府都会在这一

天组织洒扫孤死、无主的坟墓，作为对社会弱

势群体的抚慰，为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注入一种

普适性与人文关怀。

“勿忘生者”的节日内涵，在历史上也曾经

展现得淋漓尽致。杜甫《清明》诗云：“著处繁花

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形容的正是清明时

节的人潮汹涌。所有的传统节日，至唐代都发

生变化，清明节也是这样，它的世俗性的成分

在提高，宋明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清明节越

来越兴盛，不仅展现出“追思先人”的高潮，在

“勿忘生者”方面也出现更多的节俗形式，展现

出多姿多彩的民众娱乐活动。

传统的清明节主要依凭着民间乡土社会

世代相传。而当代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媒

介开始大规模地侵蚀传统节日文化，首先是改

变着传统节日背景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现代

传播媒介日益兴盛的环境下，在市场消费占主

导地位的环境下，最要紧的是加强对传统清明

节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从

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 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

去关注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

态，保护与清明节相关的游艺、祭祀、饮食等习

俗相互依存着的民间艺术。

行

走

在

内

蕴

与

朴

茂

之

路

上

—

—

—

王

玉

明

书

法

印

象

前不久，王玉明先生来郑州，邀请我和宋

华平、王荣生、周斌等几位同道小聚。其间，他

出示了刚刚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张海

先生题签，刘守安、刘根禾先生作序的《王玉

明书法作品集》，诚恳地请我们几位给提点意

见，指个方向。当时大家略观其作品集后，一

致感受是， 玉明先生的楷书有扎实的魏碑功

底，行书有“二王”风貌，其书已很见功力。

之后，仔细审读玉明先生书法，我的第一

个印象是“雅”。其书之雅，线条内蕴有张力，

他的行书作品取法“二王”，线条流而不滑，润

而不甜，其间杂以飞白，枯而不燥，用笔使转

有度，用墨滋润且较为生动，章法简约自然，

无刻求“构图美”之意。结体虽无“二王”俏丽

之形，但深得其“韵美”之神髓。他的楷书作品

取法魏碑，线条方圆结合，结体方稳，刚而不

硬，柔而不弱，较好地体现了碑之金石味与帖

之书卷气。其书之雅，不在形，而在神，远观不

可察，细品有韵味；其书之雅，不在文，而在质，

满纸书卷之气，折射出儒家“中和”之儒雅。

书法之要 ，妙在形而能在质 。如今青年

书法爱好者，过分追求书法之形体，过分讲

究书法章法的“构图”之功效，往往忽略了书

法是一种“写心”、“写情”之艺术本质，远观

精彩，近“玩”无味。也许，玉明先生的书法无

严格意义的“二王”体貌，但他抓住了王羲之

将书法视作“余事”的文化品格，以文人心态

习之悟之，固而能呈现出“二王”书法的文化

品质。假以时日，只要玉明先生能在“二王”

帖学中坚定地行走下去，会更加领略 “文质

相生”之真谛。

我与玉明先生是同乡，以前谋过面，但未深谈。这次通过与

其“闲聊”，对其敬佩有加。其一是，他作为信阳市中级法院的常

务副院长，公务繁多，而能静心习书，持之以恒，难能可贵；其二

是，玉明先生为人谦和内敛，他能将这种气质融汇到书法艺术之

中，赋予其书以“书卷气”；其三是，从其书观其人，自然、内蕴、朴

茂，不雕饰，不做作，体现一种为书与为人相通相融之道。

爸爸，陪您走走好吗

希腊诗人米南德曾说：“没有

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

但是， 我们大家都有某种推测或

某种信任。”小时候，爸爸在离家很

远的地方工作，半月回家一次，每

次和爸爸相聚， 我都喜欢拉着爸

爸的大手散步， 这样就觉得格外

安心和欢喜。于是，许多的傍晚，

我们俩并肩走着， 大小影子融在

一起，抖落了一天的喧嚣尘埃。今

天，华灯初上，我独自坐在窗前，

想起这些年爸爸陪我走过的路，

成长中的温暖又涌上心头……

中考那天， 一早知了就在房

前欢叫，仿佛是夏日的激情狂欢，

带给我莫名的烦躁和紧张。 爸爸

骑自行车送我，一路上，他只说些

旁的事，并没有叮嘱我什么。到学

校小卖店，爸爸突然停下来，边支

车子边说：“姑娘，渴了吧，喝汽水

不？”我望着柜台上被码成一排的

各色小冷饮， 向我争相展示着它

们的清凉爽口， 感觉既可爱又好

笑， 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我想喝

桔子水。”我舔了舔嘴唇，小声说。

于是，我们父子俩紧挨着，坐在马

路边的树荫下， 一人一瓶汽水，畅

快地喝了起来。那些担忧、焦躁像

汽水瓶里涌起的小小气泡， 瞬间

就破灭了。

盛夏的上午， 爸爸带我和妹

妹去战友家玩。爸爸走得很快，我

和妹妹慢慢落后了。烈日当头，七

月的阳光像裹挟了野蜂的毒针，

射的人皮肤红痛， 汗珠和埋怨就

一起生了出来，“老爸真是的，这

么热也不舍得打车，小气！”可爸

爸好像感觉不到热， 还是那样昂

首阔步地前行， 并没有停留的意

思。他不时回过头来招呼我们，冲

着沮丧的姐妹俩笑笑， 挥一挥手

臂大喊一声“跟上，就快到了啊”。

看着爸爸消瘦而矫健的身影，因

了那句“快到了”的鼓励，我们不

觉加快了脚步。

我第一次骑自行车， 爸爸爽

快地答应教我。我在前面骑，爸爸

很投入地扶着车后座， 亦步亦趋

地跟着我，“女儿，放心骑哈，我扶

着，不会摔跤的”。我相信了爸爸

的话，就只管掌好方向，勇敢地向

前。快到墙根，我支着车子回头一

看，哎呀，爸爸已经被我远远落在

后面了。原来，他早在半路就松开

了手。 事后， 我嗔怪爸爸不负责

任， 摔着我咋办。 可爸爸不以为

然，耸耸肩，咧嘴笑着对我说：“不

是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快学会骑

车？爸爸相信你能行！”我当时很

不屑，今天才明白，对于一个孩子

而言，也许放手也是一种爱护。

时光的无形手不断雕琢着我

们，转眼间，我已过了而立之年，

爸爸也年过花甲。周末，我们回家

看爸爸， 四岁的儿子非缠着姥爷

赛跑。 爸爸跑了几圈， 渐渐慢下

来，喃喃地说：“姥爷老了，跑不动

了， 小外孙每次都是冠军哦！”我

知道这话是逗孩子高兴， 可还是

忍不住一阵心酸。作为女儿，我本

能的信任我的爸爸。一直以来，我

都站在您的肩膀上看风景， 踩着

您坚实的脚印前进， 可我曾试图

理解过您吗？ 曾在您需要时送去

心灵的慰藉吗？恍惚中，我看到您

额头的皱纹，鬓角的白发，呵呵笑

时露出稀疏的牙。翻开旧影集，那

些泛黄的照片， 隐约可见您年轻

时的英姿飒爽。 同事们都说我长

得像我爸， 老妈在生气时爱说：

“你跟你爹一个样，爷俩一样犟！”

我并不辩解，因为，我喜欢看您快

步疾走的样子； 喜欢模仿您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 喜欢听您回忆童

年时的艰辛； 更喜欢您独立自强

的人生经历。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很想拥抱

我的爸爸，说一声“爱你！”也想端上

一盆热水，好好为爸爸洗一次脚。可

我和爸爸偏偏都是内向的人， 爸爸

既不会接受我的拥抱， 更不好意思

让我为他脱袜擦脚。于是，在许多个

静谧的黄昏， 我只想挨着老父亲

坐下，轻声对他说：“爸爸，让我陪

您走走好吗？”就像当年您陪伴我

一样，让女儿牵着您的大手，一起

追忆似水年华，走过寒冷的冬季，

走到那春暖花开的时候……

信 阳 菜

（接上期）

“光州贡枣”的传说

传说，清朝庚子年间（

1900

年）

八国联军打到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

皇帝，一口气逃到西安。第二年八月，

西太后着人割地赔款，总算让洋人退

了兵，便打起銮驾，经河南回北京。

西太后的銮驾一路紧赶慢赶，

在八月十五前到了当时的河南府治

开封。河南巡抚松涛知道，太后和皇

帝的生日都在下月，一个在月中，一

个在月初，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拍

马机会。 于是， 他便三番五次的上

书，找出五花八门的理由，请求太后

留下来，在开封庆贺寿诞。西太后的

心终于被松涛说动了，就降下圣旨，

准了松涛的奏本。

有了圣旨，松涛可来劲了。他决

定把寿诞办得比京城“排场”，便通

令全省筹办，有功者赏，无功者罚。

当时，潢川还叫光州。那一年，

光州正赶上百年未遇的大旱， 庄稼

颗粒不收， 老百姓连自己的命都顾

不住了，哪能拿出钱来置办寿礼呀。

当时的光州知州，为官清正廉明，体

恤民情， 接到巡抚的通令， 好不为

难。照巡抚说得办吧，老百姓的日子

更没法过了；不照巡抚说得办吧，误

了这皇差，轻者掉乌纱帽，重者说不

定“吃饭的家伙”还要搬搬家，急得

他吃不下，睡不安，一连三天长吁短

叹， 想不出主意。 夫人见他这个样

子，便问道：“夫君，为何这般模样？”

知州就一五一十地对夫人说了。夫

人听了，也是干着急没法子。正在这

时，老家人走了进来，他见知州一连

几天吃不好、睡不安的，特意让厨子

煮了一碗枣子送来， 给知州补补身

子。夫人一见大枣，眼珠一转，不禁

有了主意， 拍手说道；“寿礼有了

!

”

知州忙问；“在哪

?

”夫人指着老家人

送来的大红枣说：“就是它！”知州一

听，连连摆手说；“不中，不中。真的

把这稀屎烂贱的东西当寿礼送去，

我看不掉脑袋也得丢官。” 夫人说；

“不见得，太后和皇上寿诞，送啥贵

重礼品的没有，咱这个穷地方，怎么

能跟人家比。 咱送不了宝， 就送个

巧。皇上大婚多年，至今未得龙子，

太后盼孙子，皇上盼儿子，怕是把眼

都望穿了。咱们在寿诞之日，送上预

兆早生贵子的枣子，不是正合太后、

皇上的心愿吗

?

”知州听了心里直犯

嘀咕， 他不相信这么便宜的寿礼就

能敷衍过去。 又一想也实在没有别

的办法，只好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

说：“但愿如同夫人所言。 如果真能

如此，夫人可帮了我的大忙，帮了光

州几十万黎民百姓的大忙啊！”夫人

连连摆手说：“不敢当， 不敢当。”知

州吩咐：“给皇上、太后吃的东西，可

非同一般，夫人定要精工细作，弄出

个新式样才是。”夫人说；“夫君尽管

放心，这事就交给为妻的办吧！”

原来， 夫人在娘家时心灵手巧

就出了名，缝纫、刺绣、腌腊、烹调，

样样掂得起放得下， 手艺还是众人

里头的尖尖。嫁给了知州，每逢款待

亲朋好友，她总是要亲自下厨，做几

样风味别致的小菜来助兴。 眼下夫

人有了主意，她暗自琢磨，咱就照做

小菜的那样工艺来加工大枣，在色、

香、 味上下工夫， 不愁出不了新花

样。第二天一大早，她叫老家人上街

买回一担青枣， 从里面挑出十几斤

个头大的， 用绣花针在每个枣子上

都划出道道细纹， 然后装进瓦罐放

在文火上，和冰糖一块细煨细炖。炖

好后，又经过捏枣、烘焙、晾干十几

道工序，把枣子做成小点心。枣子外

裹糖衣，珠光莹亮，像镀上一层华丽

的水晶，远看像个小巧玲珑的灯笼，

近看像个色彩斑斓的琥珀， 吃到嘴

里，外脆内软，清香甘甜。于是，知州

当即将它命名为“琥珀寿枣”，着人

用快马送往开封。

巡抚松涛接到光州送来的寿

礼， 不禁火冒三丈。 也难怪他要发

火，各地送来的寿礼，哪一件不是奇

珍异宝， 你一个小小的光州知州竟

敢用一筐枣子来搪塞， 怕是活得不

耐烦了吧。他眉头一皱，便想出了一

条奸计， 当即叫人把琥珀寿枣摆在

寿堂最显眼的地方。他知道，太后老

佛爷是个心狠手毒的人， 若见到有

人用这稀屎烂贱的东西充寿礼，准

得龙颜大怒，不端了他吃饭的家什，

也得叫他坐几年大牢。

寿诞之日， 全国各地送来的寿

礼堆积如山， 西太后哪能顾得上一

一细看，倒是光州送来的琥珀寿枣，

由于被巡抚有意放在寿堂最显眼的

地方，西太后见了觉得稀罕，随便拈

一个尝个新鲜。一吃，只觉得清香味

美，不禁连声叫好，当即传旨嘉奖光

州知州， 并将琥珀寿枣定为宫廷贡

品。于是，琥珀寿枣就改名为光州贡

枣，从此名扬四方。

后来， 人们发现光州贡枣不仅

好吃，而且还有润肺化痰、清热生津

的功效，既可直接食用，又可作甜汤

用料和高级糕点的馅料。于是，便对

它更加珍爱，外地来光州的人，总得

设法捎带一点，用以馈赠亲友。

（未完待续）

□

刘向阳

□

茶 人

姓氏文化

孝悌无双天下“黄”

在中国一万多种姓氏中，“黄”姓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黄姓起源于远古

羸姓，几经繁衍，遍及四海，人才辈出。

中国传统文化最讲孝道，可以说

“孝”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内容。俗话

说“百行之首，以孝为先”，《论语》中

也写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历代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孝道，宏扬孝

道，各种历史记载中都设有“忠孝列

传”或“孝子传”。元朝郭居敬专门编

写有《二十四孝》，对历代孝道之楷模

进行了记载褒扬。而黄姓一族自古至

今都恪尽孝道，为万姓榜样。很多黄

氏《家训》或《族训》都把“敦孝悌”或

“敦孝友”列为头一条，历史上，黄姓子

孙“敦孝悌”之事迹不胜枚举，让人敬

仰。在《二十四孝》中，黄姓就占有两

名，即汉代的黄香和宋代的黄庭坚。

《三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孝

于亲， 所当执”， 讲的就是黄香的事

迹。黄香是当今天下黄姓公认的第一

大始祖， 也是中国孝子的第一代表。

传说，黄香自幼就知道孝敬父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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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母亲去世，他伤心欲绝，整日啼

哭，以泪洗面。母亲去世以后，他对父

亲极力尽孝，在炎炎夏天则为父亲扇

枕去凉，在严寒的冬日则用身体为父

亲暖和衾被。他孝敬父母的事迹被广

为流传，当时的太守听说后，将他召为

门下孝子。后来黄香发奋读书，官拜尚

书令等官职，使家门荣耀。被人称赞为

“江夏黄童，忠孝两全，天下无双”。

黄庭坚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

书法家。史称黄庭坚天性笃孝，对父

母极其孝顺。 虽然贵为朝廷高官，在

母亲生病期间， 他坚持日夜探视，并

亲手为母亲洗涤便溺器物。 其心可

鉴，其行可嘉。

除列于《二十四孝》的黄香和黄

庭坚以外， 历朝历代的黄氏一族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孝子。像晋朝的黄

舒就是一个。 据说黄舒家里很穷，他

通过拼命的工作侍奉双亲。在父母在

世时，他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父

母辞世后， 他筑庐昼夜为父母守墓。

他的事迹也受到了官府的旌表赞扬，

后人还为他建立了祠庙。明朝的剧作

家汤显祖还为他写了一篇《东莞县晋

黄舒孝子特祠碑》一文，以示敬慕。另

外还有唐朝的黄芮也是远近闻名的

大孝子，为给继母治病，他自剜身上

的一块股肉作羹，医好继母的病。

历史上黄氏的孝子， 见于古代各

类文献的还有黄舟、黄桓、黄嘉酞、黄德

舆、黄观象、黄良丰等等。《中国名人大

辞典》一书中收录的孝子中，黄姓几乎

占到了十分之一。所以明朝的顾清曾称

赞说“黄氏盖纯孝一脉，累世相承，所以

根于心而发之于事者，故有自来也”。

□

黄森林

□

梁 洁

折柳赠别

古人送行折柳相送， 寓意亲

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

望他到新地方能事事如意， 好像

柳枝随处可活。 它是一种对友人

的美好祝愿。为什么“折柳”被用

来代指送别呢？

折柳，即折取柳枝。我国最早

的折柳赠别习俗始于汉代。“杨柳

枝，芬芳节，可赠年年送别”的诗

句， 就是记载这一习俗的。《三辅

黄图·桥》中，记载更为翔实：“灞

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

至此桥，折柳赠别。”古代长安灞

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

长安东去的多到此地惜别， 折柳

枝赠别亲人 。”因 “柳 ”与 “留 ”谐

音，所以古人在送别时，往往折柳

赠别，不仅有“挽留”之意，也用来

表达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从历史上看， 人们远游、赴

任、戍边、经商等，多在春季离家。

此时“载酒送君别，折柳系离情”

是很自然的事， 可谓 “春风知别

苦，不遣柳条青”了。所以唐朝文

学家刘禹锡说 ：“城外春风吹酒

旗，行人挥袂日时西。长安陌上无

穷树，惟有垂柳管别离。”

古人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

赠别之事。 唐代诗人李白 《忆秦

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唐代

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 旧侣乘

篮送。” 唐人雍陶在 《折柳桥》中

说：“从来只有情难尽， 何来名为

情尽桥。自从改名为折柳，任他离

恨一条条。”罗隐在他的《柳》诗中

写道：“灞岸晴来送别频， 相依相

偎不胜春。自家飞絮犹天空，争解

垂丝伴路人。”宋代姜白石诗：“别

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

年长自送行人 ， 折尽边城路旁

柳。” 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

几？待折赠。”折柳相赠，到唐代已

风行一时了。

禇人获在《坚瓠广集》中点破

了“惟有垂柳管别离”的奥秘：“送

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

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

如木之离土，望其随之皆安，一如

柳之随地可活， 为之祝福耳。”另

外，柳丝垂挂，枝条柔长，以柳丝

谐音“留意”，比喻缠绵的情思和

柔怀。又借“柳”与“留”二字音近，

以折柳表示挽留、留恋，寄托对亲

朋挚友的深情厚意。

折柳也是古乐曲名《折杨柳》

的简称。此曲多为怀念之作，曲调

忧伤悲凉， 有惜别、 思念远人之

意。 据传汉代时张骞从西域传入

德摩诃兜勒曲。后来，李延年作成

新声二十八解， 为军乐。 唐李白

《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人

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

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

唐袁郊在《甘泽谣·许云封》中写

道：“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

□

陈永坤

古代的挽歌

古时出殡，灵柩前面有用一根绳

索围成的圈子，书上称为“绋”。至亲

好友们手扶绳子，有的号泣，有的悲

呼， 有的唱 “挽歌”。《晋书·礼志》中

说：“汉魏故事， 大丧及大臣之丧，执

绋者挽歌。”

挽歌因何而起众说纷纭。《庄子》：

“绋柩所生，必于斥苦。”说挽歌产生于

抬灵柩的人为整齐步调、 均匀力气而

发出的喊声。《晋书·礼志》载：“新礼以

为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

以为送终之礼。”这是说挽歌起源于劳

动号子。《通典》：“田橫死， 吏不敢哭，

但随柩叙哀，后代相承以为挽歌。”

在古代，不同的等级只能唱不同

的挽歌。汉武帝曾命李延年作两首挽

歌。《薤露》送王公贵人：“薤上露，何

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

时归？”《蒿里》送士大夫庶人：“蒿里

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怕亦何

相催迫，人命不得少踟蹰。”

挽歌一般由死者的亲友所制所

唱。但古代也有生者写下挽歌嘱亲友

在他死后歌唱。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

临终前的三个月就写了三首挽歌，命

亲友在其出殡时歌唱。 挽歌之一写

道：“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

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

坟正焦蛲；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关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

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

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者

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陶渊明生活

的时代，也有不少文人雅士，自作挽

歌， 故意表示出一种对死的彻悟、达

观，专门做给人看。

在古代，出于礼节、情感等原因，

丧家主人还请人上门帮助唱挽歌。唐

人李匡义《集暇日》说：“丧筵伎婢，唱

悲切声，助主人哀。”

□

永 坤

板鸭为大别山区的重要特产之一， 将成

鸭育肥增膘后，以传统工艺方法腌制而成。成

品板鸭外形平整如桃状，无“关窗”，色泽白

润，肉质细嫩，尾油丰满，鸭身干爽，盐味适

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无机

盐等营养物质。 具有生津开胃、 促进新陈代

谢、祛寒降压健身的功效。

（信 宣）

信 阳 板 鸭

信阳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