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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华丽祭礼 回归清明本意

为什么清明节被列为四个重

大节假日之一？《春秋》说：“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看来，祭祀

的重要甚至可以与军事并论。在清

明祭拜先人时， 重温先人教诲，所

以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不过， 当今我们却看到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一些地方

销售的祭祀物品中， 竟然还有纸

扎“苹果手机”、“

iPad

”等产品，甚

至连“充电器”都一应俱全。更有

甚者，祭祖竟然还烧起“小姐”来

了。让人不解：这不是明摆着拉着

祖先“腐败”吗？

有人美其名曰这是 “与时俱

进”， 不过， 他们很有可能是被

“涮”的对象。有业内人士说，在这

些纸糊的产品中，“手机” 的成本

不超过

0.5

元，“小跑车”成本不过

1.5

元，而一座做工精致的“别墅”

也不到

30

元， 但售出价格却是成

本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怎么

算都觉得不值。

事实上，为了弥补“子欲养而

亲不在”的遗憾，很多人情愿在祭

祀上花大钱， 更多是为了获得内

心的安慰。中国人讲究孝道，视死

如生， 认为烧过去的东西祖先都

能用到。 这份希望祖先过上好日

子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 这种

“烧啥有啥”的想法多少有些自欺

欺人。这样不只是花费金钱，也是

在消费传统， 让一场严肃的祭拜

变成了一次滑稽的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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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信阳人系列之一

信阳人是“蛮子”还是“侉子”

儿时听父亲说，南边的人是蛮子，北方的

人是侉子，蛮子、侉子都不好听，心想，我们信

阳人在中间，不是蛮子，也不是侉子，真可以。

可转念一想，北方人认为我们在南方，不是把

信阳人称为蛮子吗？南边人认为我们在北边，

不是把信阳人称为侉子吗？ 我们信阳人究竟

是蛮子还是侉子呢？还是不蛮不侉呢？这个问

题我好久没有想明白。

后来知识逐步丰富了些， 才知道信阳人

自认不蛮不侉并非空穴来风，更非夜郎自大。

从历史上看，中原文化习惯称南蛮北侉，南宋

以前统称南边的人为南蛮，有未开化之意。南

宋、金对峙之期，金人称南宋人为“小南蛮”、

“蛮子”。南边的人称北方人为侉子，有骠悍愚

鲁之意。而南宋与金的分界线就在古之淮水，

今之淮河， 淮河两岸的信阳人当然认为自己

不南不北，也就不蛮不侉了。再后来我学了点

地理知识， 才知道泰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亚热

带和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 也是中国划分南

北的地理分界线，一月份

0

度等温线，湿润与

半湿润的分界线。信阳真可谓有南有北，南北

之间，不南不北，所以也就不蛮不侉了。

泰岭淮河一线为中国南北分界线是中国

地理学会会长、 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

于

1908

年提出的。那么，中国东西两分界线在

什么地方呢？ 有人把东西分界线划分在黑龙

江漠河—云南滕冲一线， 但这种把国土一分

为二的机械标准由于解说中国政治、 经济文

化的意义不大，因此很少被人提及。东西分界

线就象南北分界线不在南之长江流域， 亦不

在北之黄河流域， 而在中间的淮河流域的道

理一样，东西分界线不应在沿海东部，也不应

在西部内陆，而应横贯南北，穿越中部，横贯

南北的既无山脉，也无河流，究竟应该以什么

划线呢？怪不得难为了这么多大师。如果不划

就不划， 如果划线唯一可作为东西分界线的

只有京广线。 京广线作为东西分界线不仅是

唯一可以担此大任的，同时也有重大政治、经

济意义。 京广线的前身平汉铁路于

1897

年开

建，粤汉铁路于

1900

年动工，

1957

年随着武汉

长江大桥的建成连为一体， 是为京广线。

100

多年来，京广线连通南北而汇聚东西，是中国

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它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推

动中国繁荣的重大作用， 同时对于政治统一

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京广线繁忙

而中国经济发展， 京广线安定， 中国大局稳

定，京广线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龙脉。说了半

天，似乎跑题，非也，京广线就从信阳平桥长

台关大桥上横跨淮河， 可见信阳是中国之中

部之中。 我们应在长台关附近建中国东南西

北交汇点纪念馆。

信阳联接南北，聚合东西 ，又是中国十

个宜居城市之一， 作为不蛮不侉的信阳人，

确实值得自豪，值得骄傲，值得努力。但也需

要自省，不可自大。鲁迅先生曾说过，北方人

坚毅而愚鲁， 南方人聪慧而狡黠 （大意如

此）。 我希望不南不北的信阳人要汇聚南北

优点，做到坚毅而聪慧，千万不能愚鲁而狡

黠。只要我们信阳人汇东南西北之优 ，迎东

南西北之客，招东南西北之财，那么，信阳就

会发展得更快，就会闪光，就会迎来灿烂的

辉煌，这是我的祝福。

有些花，依然开着

（组诗）

胡晓靖

不管多少年

在我内心深处

有些花，依然开着

依然开着的

那些花从来没有名字

它们只有颜色和一点光泽

但， 那些花的根须却埋得很

深

它们的根

往往扎进了我的梦境

每年春天，我都会在梦里

看到那些花

又长出了些许

嫩嫩的根须……

如果·爱

你饱满的乳房喂养出黑夜

星星，在天堂的尽头闪亮

这是五月， 五月的一个温柔

得令人颤抖的夜

我的手指

轻轻地滑过了你的长发

在你纯净的胸前绽放

……整个黑夜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还有那无边无际

的天空

如火如荼的话语掠过我们的

耳鼓

在草地上， 情话和星星一起

包围我们

每一棵青草都激动得闪烁泪光

你的身体是五月的标本

我像是一位拓荒者，跋山涉水

为每一座山峰、 草地和河流

命名

如果爱，你深埋在地心

我也要掘开地层

饮下一口口滚烫的岩浆

如果爱是天空就让天空坠落

在我心中

如果爱是大地就让大地塌陷

在我胸膛

那飘忽不定的风为什么忘记

了流动

那四处流浪的云为什么有了

方向

如果我爱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那是你让我

把所有的女人都当作你一个人

如果今夜过后，从你的身体

我忘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你就把所有的时间融化

我们一起……慢慢死亡

欲望汹涌

为了容纳你婷婷的身姿， 黑

夜提前降临

在黑夜的门口

停泊着我们的情爱小屋

心和心相遇， 我们都激动得

半晌不语

雪白的墙站在我们身边

绿色的葛藤和紫色的喇叭花

缠绕在黑夜身边

柔柔的风在填补着我们语言

的空白

什么时候星星们聚拢过来了

月亮停靠在小屋身后

我们在屋里眼睛对视着眼睛

我们的呼吸在改变着这片空

间的温度

相爱多少年心灵就贮存多少

年的眼泪

相爱多少年心灵就注满多少

年的感激

当你滚烫的嘴唇渐渐蠕动在

我的耳根

那一刹那，这一片天地

泪水纵横，感激满屋

你坚硬的舌尖，你柔嫩的舌尖

你朦胧的眼神，你渴望的眼神

……我的欲望在心底涌动

欲望汹涌呵

那天晚上，天昏地暗

一夜大风……

枫叶

我的心，在秋天

渐渐变红

在情爱的秋季

你才读懂我青春的誓言

漫山遍野都是我火红的身影

我的语言流淌在风中

金色的是质地，红色的是面容

绿色的岁月在记忆中沉睡

绿色，把那些泪流满面的日子

渐渐沉淀成手掌似的叶子

渐渐，沉淀出我的心

苦难以寒冷开始

寒冷从霜降开始

今天，我的身体和秋风相依

我的心

被寒霜包围

只是，那个春天的思念还在

那个夏天的热情依旧

在秋天， 思念在热情中已长

成粗壮的树干

我的心

挂满了每一根枝条

每一片心的叶子是留给你的

叶子上红色的话语是留给你的

语言中火一样的情感是留给

你的

你摘下一片枫叶

你就带走一座大山

从今天晚上开始

你的梦被枫叶染成红色

从明天早晨开始

我的情爱会结束漂泊……

信 阳 菜

（接上期）

“葱花炒豆腐渣”的传说

“葱花炒豆腐渣”是商城县的

一道特色菜。 豆腐渣是商城的土

特产， 它不是指磨豆腐时剩下的

渣子，而是指用豆渣做的一种菜。

四方形， 色淡黄， 表皮长满细绒

毛。把它切成碎块拌葱花炒出来，

香甜爽口，嚼之不腻。

据传 “葱花炒豆腐渣 ”由商

城的一个土财主首创。说的是商

城县一个土财主， 虽家财万贯，

却几代白丁 。 为进一步光宗耀

祖，特意为儿子请来一位私塾先

生教儿子读书识字。先生通晓古

今 、德高望重 ，就是虚荣心特别

强 ，死要面子 。土财主对先生虽

然敬重 ，但为人吝啬 ，一日三餐

只有中午一顿饭炒两荤两素四

个小菜 ，由先生独自享用 。先生

对土财主提供的饭菜好坏倒不

计较， 只怕正吃饭时有人进来，

看见桌上有一半素菜，从而猜疑

自己学识一般 ， 东家才这样对

待，所以，每次吃饭时，先生总是

先把两盘素菜吃完，然后才细嚼

慢咽吃起荤菜来。

一天， 土财主提着一桶豆腐

渣喂猪，随手抓了一把，看看，白

生生的；闻闻，清香四溢。土财主

忽然冒出了个念头： 何不把豆腐

渣炒炒当菜吃， 这样也能省些花

销，于是就舀了一满瓢进了厨房。

过锅时， 土财主往锅里加了些油

盐葱花，将豆腐渣炒成淡黄色，然

后， 捻一点尝了尝， 口感虽然粗

糙，但也蛮香，味道也不错，看上

去也好看，于是就盛了一盘，当作

一道菜端给先生吃， 意思是让先

生品尝品尝。

先生从未见过、 也没有吃过

这炒的淡黄、 点缀着翠绿葱花的

菜，心想东家真是不错，不知为我

做了什么好吃的菜， 于是拿起筷

子撮起一点，放在嘴里一尝，顿时

傻了眼，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我

活六十多岁，只知人吃豆腐，没见

人吃豆渣。 东家拿喂牲畜的东西

给我吃，岂不是小瞧我吗？先生尽

管越想越生气， 但又不好意思对

东家说，更怕被别人看见，丢了自

己脸面， 赶忙将这盘炒豆腐渣吃

完。不料，土财主见先生把一盘炒

豆腐渣吃了个尽光， 以为先生喜

爱，第二天就炒了两盘端上，先生

又吃了个尽光。第三天，土财主炒

了三盘端上， 先生照例吃得一点

不剩。 土财主见状十分高兴，心

想，用豆腐渣做菜，既讨先生喜欢

又省钱，真是两全其美。于是，到

了第四天， 土财主索性把四盘菜

都换成了炒豆腐渣。

到了端午节这天， 土财主终

因顿顿给先生豆腐渣吃有点过意

不去，买来鸡鸭鱼肉，特意做了一

桌好菜，又打了几斤老白干，亲自

座陪，好好招待一下先生。酒席桌

上，财主一家轮番给先生夹菜敬

酒 ，并说了许多奉承话 。先生被

吹得晕乎乎的，不知不觉多喝了

几杯 。散席后 ，土财主亲自送先

生回房歇息。 没想到出门时，先

生只觉头重脚轻， 天旋地转，踉

踉跄跄向前走去，当走到猪圈旁

边时 ， 不只被什么东西绊了一

下 ，一头栽倒在猪槽里 。猪槽里

恰巧堆了许多新鲜的豆腐渣，糊

了先生满脸。喝的弄不清东西南

北的土财主见状，以为先生又要

吃豆腐渣，赶忙将先生扶起来说：

“先生如此爱吃豆腐渣，今后我天

天给你做就是了， 保证管饱。”先

生一听这话，酒醒了一半，不由得

“唉”了一声。

先生爱吃豆腐渣的事情很

快传遍四乡八村 。 人们纷纷猜

想， 豆腐渣的味道一定不错，连

德高望重、通晓古今的先生都爱

吃 ，咱粗俗之人一定要吃 。渐渐

地，用豆腐渣做菜就在商城县流

传开来。

后来， 人们经过不断摸索加

工，也许是由于其他意外情况，或

受制作臭豆腐的影响， 制作了臭

豆腐渣块，炒出菜来，味道、口感

都比炒豆腐渣好许多。再后来，人

们又经过不断地摸索加工， 制作

出了商城县所独有的豆腐渣块

来。据说到清末，商城县的周、熊、

杨、黄四大家族，还把豆腐渣作为

土特产献给了皇上，并取名为“金

毛镶玉板”。皇上一尝，果然滋味

独特，还褒奖了四大家族哩。

（未完待续）

柳枝依依正清明

清明时节， 柳树抽出嫩绿的

细枝，春风把柳叶裁剪得细细的，

满目碧翠，千万条垂下来，丝丝缕

缕，绿荫习习。这份随风飘拂在清

明中的美丽， 让人想起一种人生

态度：明净，简洁。

清明节又称寒食节、柳节。唐

代诗人来鹏在 《清明日与友人游

玉粒塘庄》 中写道：“几宿春山逐

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烟光，即

指柳色。 袅袅炊烟中柳枝若隐若

现，阳光一照，更是如烟似雾，春

光无限。一年好景清明日，正是踏

青赏柳时，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许

多咏柳的名作佳句：贺知章的“碧

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

刀。”写的是勃勃生机；周邦彦的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

曾见几番， 拂水漂绵送行色。”写

的是离别之意；李清照的“宠柳娇

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写的

是哀怨之情。

清明离别， 折柳相送。 早在

《诗经·小雅·采薇》里就有“昔我

往矣，杨柳依依”的诗句，惜别之

情溢于言表。 李白对清明的离别

无限悲伤，写道：“春风知别苦，不

遣柳条青。”南宋吴文英在《风入

松》中吟道：“楼前绿暗分携路，一

丝柳一寸柔情。”寥寥数语，情人

间折柳送别， 依依不舍的情景跃

然纸上。古人赠柳送友，意味着无

论漂泊何方都能枝繁叶茂， 而细

嫩纤柔的柳丝则象征着绵绵情

意。另外“柳”与“留”谐音，折柳相

赠有“挽留”之意。

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绘

有一顶从汴梁郊外扫墓回来的轿

子，上面插满了杨柳枝，可见宋代

插柳、戴柳之风盛行。清明祭祖，

事涉鬼魂，为了防止邪气侵袭，就

插柳于户，戴柳于首以避之。这个

风俗源于一段让人惊心动魄、荡

气回肠的历史：春秋时，介子推追

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 曾割

下股肉给重耳充饥。 重耳复国当

上晋文公以后， 介子推便偕母隐

归山林。晋文公为了感恩，烧山逼

他出来受封。介子推不肯，和老母

一起被活活烧死在一棵大柳树

下。翌年，晋文公率群臣祭拜介子

推，见坟前死柳复活，千万条嫩丝

随风轻拂， 便用柳枝编了一个圈

戴在头上，以示怀念。由此，插柳、

戴柳便延续成每年清明祭奠的习

俗。清明之时，人们摘采新柳，或

簪柳叶于发际，或戴柳圈于头上，

或缠柳丝于鬓畔，春色满头，清爽

怡人。

柳色浓了，清明也就明了。柳

枝依依正清明， 呈现出一种清新

和朴实的气息， 这也许就是它的

可贵之处，一种清明之境界吧。

一年新茶是春分

采茶，如采春，且“茶以春为贵，

春贵在其时”，所以春分、清明、谷雨

之茶向来被喜茶者钟爱。 而就采摘

时间的顺序来看， 春分茶是一年中

最先上市的春茶，可谓：一年新茶是

春分。

茶谚云：“惊蛰过， 茶脱壳；春

分茶冒尖， 清明茶开园。” 春分前

后 ，茶芽吐新 ，如果没有大的倒春

寒现象，就是采制春分茶的最佳时

机 。此时 ，气温适中 ，雨水充沛 ，使

得茶芽肥硕， 茶叶浓绿而柔软，各

种营养物质的含量高 ， 茶味也鲜

活，香气扑鼻。

春分采茶， 以独芽或一芽一嫩

叶为佳，即茶树新发出的茶芽，刚长

到一芽或一芽一叶时，就及时采下。

独芽茶，外形或扁平或如针，立挺，

绿莹，煞是好看；一芽一嫩叶的茶泡

在水里，叶如旗、芽似枪，如古代的

猎猎旌旗，被称为“旗枪”。春分茶，

以其色泽、香气、口感，与清明茶、谷

雨茶同被视为茶中精品。

春分茶香 ，诗意更浓 。春分时

节 ， 明代诗人高应冕来到西湖山

区的龙井 ，试品新茶 ，写下了 《龙

井试茶 》：“天风吹醉客 ，乘兴过山

家 ，云泛龙沙水 ，春分石上花 。茶

新香更细 ，鼎小煮尤佳 ，若不烹松

火 ，疑餐一片霞 。”龙井那色绿 、香

郁 、味甘 、形美的茶韵令笔者赞不

绝口 。 清代文人陈康祺在 《碧螺

春 》中吟道 ：“从来隽物有嘉名 ，物

以名传愈自珍 。梅盛每称香雪海 ，

茶尖争说碧螺春 。 已知焙制传三

地 ，喜得揄扬到上京 。哧煞人香原

夸语 ，还须早摘趁春分 。”可见 ，春

分时的碧螺春香气之浓郁 ， 都要

吓煞人了。

春分，昼夜平分，春色与茶色平

分。看，春染茶山，峰峦叠翠，采茶姑

娘那灵巧的双手在茶树上翩翩起

舞；听，山泉潺潺，鸟鸣蜂吟，婉转悠

扬的茶歌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品，咀

嚼佳蔬，味蕾润春，而那清新的茶香

更是在唇齿间萦绕。春分时节，茶韵

悠悠，杯中那嫩嫩的芽、叶鲜活得如

枝头再生， 染得春光无限， 倍感爽

心。所以，为了留住春天，喜爱香茗

的人通常都要把春分茶珍藏起来，

慢慢品味。

春分时节，静坐于绿色盎然的

美景里 ，沏上一杯春分茶 ，沐浴着

柔和暖阳 ，看茶烟袅袅 ，见嫩绿碧

汤 ，怡然自得 。茶中绿意 ，幽若山

林 ，茗香清醇 ，去浊扬清 ，滋润身

心 。春之色 、春之味 、春之韵 ，尽在

这春分茶中。

日前，记者在浉河

区东双河镇信阳书画

院周厚安根雕馆内看

到，“东方醒狮”、“回

首 千 年 ”、 “ 盛 世 祥

龙”、“吼”、“仙鹤”、“展

望”……一件件形态各

异、 栩栩如生的作品，

都融入了我市著名根

雕艺术大师周厚安独

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

追求，充分体现了“藏

魂在天然、 纳灵于神

工”的技艺，也同时证

明了信阳文化底蕴的

深厚和人杰地灵。图为

周厚安最大的一件根

雕作品“东方醒狮”。

本报记者

马保群 摄

话 说 门 神

关于门神，起源于美丽的传说。

《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和

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

上有一棵蟠桃树，华阴如盖，树梢垂

地，宛若拱门。每天早上，他们便在

这拱门下观察百鬼。 若有恶鬼危害

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来，人

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萘、 郁垒

的画像， 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

邪。《荆楚岁时记》 中有了确切地记

载：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

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萘，右郁

垒，俗谓门神。”这大概就是最早的

文字记载了。

我们各家各户贴门神也是很有

讲究的， 根据大门或是屋门所处的

位置不同，所贴门神也有所不同。

在院落的大门上一般贴将军

门神。将军门神最初源自唐太宗应

急之作，传说径河龙王为了和一个

占卜先生打赌， 结果犯了天条，罪

该问斩。 玉帝任命魏征为监斩官。

径河龙王为求活命 ， 向唐太宗求

情 。太宗答应了 ，到了斩龙王的那

个时辰， 便宣召魏征与之对弈。没

想到魏征下着下着 ， 打了一个盹

儿，就魂灵升天，将龙王斩了。龙王

抱怨太宗言而无信，日夜在宫外呼

号讨命。太宗无奈，便命大将秦琼、

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通宵守护。那

一夜唐太宗果然睡得很好，如此数

夜 ，再未梦见鬼叫 。太宗因不忍二

将辛苦 ，遂命巧手丹青 ，画二将真

容，贴于门上。从此，二将有镇鬼之

威的声名不胫而走，人们便将其尊

为“门神”。

在堂门上一般贴福神和财神。

祈福门神的形象为一对天官， 头戴

硬翅纱帽，足蹬云头长靴，一个身穿

红袍，手捧牙笏；一个衣着绿袍，一

手向上指，指尖腾起云气，出现稻菽

蜜蜂明角灯，寓意“五谷丰登”。招财

门神的形象是传说中的赵公明等

人， 相传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金龙

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 俗称

“财神”。将其当作门神，有“招财进

宝”、“迎祥纳福”之意。

在正屋房门上一般贴童子门

神，其形象为一对童子，穿红着绿，活

泼可爱。一个手拿谷穗，一个手捧金

鲤，有“多子多福”、“连年有余”之意。

还有很多其他形象的门神。如

钟馗门神，据说钟馗曾应考未中，死

后托梦给唐玄宗，立志消灭天下魑魅

魍魉。唐玄宗就命画师吴道子，将梦

中所见钟馗的形象画下来，吴道子即

画成一幅“钟馗捉鬼图”。此后，以钟

馗的画像作为门神，也广为流传。

□

黄忠民

□

张春波

□

张春波

春 赏 咏 柳 诗

柳是春风的化身，最早报出春的消息。有

了柳枝的摆动，就有了春的婀娜，春的温柔。

柳树婆娑袅娜 ，翠烟如织 ，是著名的风

景树、观赏树。柳树就像一个秀美的少女，特

别惹人喜爱 。 白居易曾把柳比作多情的美

女：“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人

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的特点

是垂、 长， 难怪清初剧作家李渔云：“柳贵乎

垂，不垂则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

致。”每当燕递絮语的初春，漫步公园堤岸 、

阡陌道旁，纵目远眺那“春江一曲柳千条，长

堤曲沼万垂丝”时，的确叫人神驰心怡。

柳树最早感受春光， 最早向人们传播春

的信息。在那腊冻初消之际，当许多树木还在

朦胧休眠之中， 柳树已将粒粒嫩芽抽成万缕

烟丝，牵动文人墨客诗魂。从杜甫的“漏泄春

光有柳条”，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

柳满皇都”，白居易的“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

金色软于丝”、“柳色早黄浅，水纹新绿微”，孟

浩然的“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张仲春的

“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王安石的“稍见

青青色，远从柳上归”，苏东坡的“枝上柳绵吹

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诗句，到贺知章《柳

枝词》的绝唱：“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无

不给人以浓郁的青春气息。“杨柳青青江水

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胜有晴。”春风轻吹杨柳飞舞，踏歌声阵

阵传来，而心情也像东边的日出，体验着春光

的明朗和快乐。“东风忽起垂杨舞， 更作荷心

万点声”，则让我们看到了随风起舞的欢乐的

柳枝。

春雨中的柳又有一番景象，“天街小雨润

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

胜烟柳满皇都。”清新、自然，我不知道有没有

画家能画出这样空灵、新鲜的图画？即使有，

不知能不能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对春天的那

种热爱和渴望？而王维在《渭城曲》中绘制了

这样一幅图景：“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

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晨雨洗刷后的驿舍，青青的新柳，清爽空气中

荡气回肠的离别伤感， 柳色中说不尽的朋友

间的深情厚谊， 真得把雨后的柳提炼成久久

萦绕心头的辞意绝美的佳句。

是啊，春风裁出了柳叶，柳叶又增添祖国

山河的壮丽妩媚。 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陈

毅、 叶剑英就写有 “樱花开陌上， 柳叶绿池

边。”“堤柳低垂晚照斜， 农家夜饭话桑麻。”

“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佳句如

画，脍炙人口。

咏柳妙句，举不胜举。但一个人写上百首赞

美柳的诗，却很新鲜。清代时，在河南新野县，有

一位叫李青的诗人， 在一块石碑上刻写了一百

首咏柳的诗，足见李翁对柳迷恋的程度。

碑上的百首咏柳诗中有古柳、 高柳、新

柳、弱柳、远柳、近柳、雨柳、烟柳、雪柳、半绽

柳、将绽柳、垂阴柳、飞絮柳、啼莺柳、曲江柳、

源柳、陶潜柳、玉笛柳、阳关柳及种柳、画柳、

评柳、 忆柳等。 此翁真可谓写尽柳的风姿百

态，绘尽柳的万种情韵。

“金粉半消丝渐长， 丰姿濯濯比玉郎。间

紫添红春意闹，舞风常带百花香。”这里说的

是春柳。“今年不是去年春，赏柳还思种柳人。

柳下春前须尽醉，人生几见柳条新。”这是在

讲赏柳。“闭门翻经手自评，柳花飞入砚池轻。

满座绿荫窗悬影，闻莺巧和读书声。”这是话

书斋柳。百柳诗碑的发现，无疑为柳又增添了

一份迷人的风釆。

□

王 刚

□

陈永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