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
22

日（乙未年九月初十） 星期四
06

责编：王章云审读：保仓组版：许晓悦
电话：

6265227

邮箱：

xyrbbhy@163.com

百花园

华夏悠久的姓氏文化

冯邦
伏羲发明“正姓氏”，就是“正人

伦”。“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氏”是
父系社会的产物， 正了婚姻秩序，结
束了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的历史社
会，有了血脉相亲、世系传承的社会。

姓氏就像从远古流淌而来的河族，即
“祖、派、支、脉”，从而产生了亲亲相
连、支派传承、不同姓氏的社会，结束
了洪荒野蛮时代的母系社会到父系
社会的群婚、乱婚、杂婚现象。

姓氏文化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而
变化的。 宋史家郑樵对姓氏曾科学
地分为

32

类，其中以祖父、官爵、职
业技术、地名四大类为主要来源。商
代有八百诸侯，被封赐相应侯国，殷
商大姓总称“百姓”，后沦为庶民的，

也保留原姓， 这就是庶民统称“百
姓”典故的由来。周初封国最多，命
氏最广，姓氏发展成了政治措施。周
灭商

99

个国家， 降服后为
652

个小
国，导致氏的增加，周是中华姓氏重
要衍增时期， 如周天子封四十人为
诸侯，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郑国，其
后裔衍派出

107

个姓氏。以后还有逐
级赐封， 以嫡长子继承祖氏外，“别
子为祖，继别为宗”，这就是后世人
们称之为“祖宗”之由来。周嫡派以
周为氏、诸侯以国为氏、卿大夫以邑
为氏等。 远古的族长制逐渐被血缘
始祖制所代替， 演变为夏商周的宗
法制

(

参见周源流史
)

。这都体现了姓
氏文化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姓氏合一”， 是说由姓到氏演
变为一，它始于西汉初年。《日知录·
氏族》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
为一。”《史记·本纪》 中秦始皇则曰

“姓赵氏”，汉高祖则曰“姓刘氏”。太
史公司马迁忠实地记录了“姓氏合
一” 的演变规律。 纵观中华姓氏起
源、演变、发展，可以看出中华姓氏
具有姓源广博、 包罗万象、 持续传
承、科学严谨的鲜明特色。姓氏是人
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产物， 有着
十分悠久的历史， 经历了一个相当
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 姓氏文化源
远流长，灿烂辉煌，对人类文明有卓
越的贡献。

姓氏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性
和规律性。《左传·鲁隐公·八年》记：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与众
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踢
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

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以官族，邑也
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这段讲的
是：鲁国执政大臣死了，另一执政大
臣羽父向鲁君隐公请示，给无骇一个
名号

(

谥
)

和氏号。鲁君王求另一位有
学问的大臣，众仲曰：“天子陕王应有
功德的人去作诸侯， 根据他祖父的
字，赐给予氏的称号，也就是族的称
号，当官的有累代功劳，就以他所任
官为族， 对于诸侯国内的邑宰也同
样。”无骇的祖父叫公子展，于是鲁
君就命无骇的后人为展氏。

据清黄以周著《锡
(

锡
)

土姓解》

中说：“以王父字为氏
(

诸侯儿子称
公子，孙子称继孙

)

构成公族。但公
孙子不得称公族，必须另立族，以所
担任的官职名或食采名为族名。”

由姓而族而氏， 是中华上古姓
氏发展的三个阶段

．

也是由原始社
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三个步骤。

“氏”是私有制的标志，是父系社会
的标志。于是“贵者有氏”、“贱者有
名无氏”、“男子称氏， 女子称姓”、

“氏所以别贵贱， 姓所以别婚姻”等
观念就出现了。 氏族成为奴隶国家
和封建国家的构成集团。“昔尧赐契
姓子；赐叶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
夏，伯益曰姜、氏曰有吕。”这足以观
察到氏的踪迹了。

周朝开始实行谥法。 谥是后人
给前人一个或好或坏的名号。 文王
的文、武王的武、隐公的隐、桓公的
桓都是后人谥的，是名、字外的又一
种称呼。“周朝八百载， 谥氏以千
计”。据《百家姓图腾》记，姓起源于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 与先民
们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 母系氏
族社会初期， 人们认为每个氏族都
与某种动物、植物有血缘关系，往往
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 即氏族图
腾。 把图腾作为自己氏族的标志和
符号， 然后产生图腾崇拜， 有些图
腾，后来就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
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
是代表有共同渊缘关系的氏族称
号， 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
于同一个母系祖先。“姓” 的造字属
于会意，“女”与“生”组成“姓”字，意
思是女人所生为“姓”，因“生”而有
“姓”。因此，华夏最远古的许多姓，

如姬、姜、妫、姒、嬴等都带有“女”

字。而氏则出现比较晚，它起源于父
系氏族社会，是姓衍生的分支，是古
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 象征
水之源头、木之根本。

史学家认为，与伏羲氏相承接的

中华人文始祖共称三皇五帝。伏羲氏
之后，还有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

少昊金天氏、颛顼高杨氏、帝喾高辛
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等。

与周朝的大分封联在一块，又
形成以国为氏、 以谥为氏、 以字为
氏、以爵为氏、以邑为氏等。

姓与氏产生的时间和条件不
同，其社会职能也不一样。姓决定了
血缘关系， 是决定是否能够结婚的
依据。氏则是部落、氏族的标志。进
入战国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

姓与氏已开始混合使用， 姓氏成为
表明家族来历的标志，周时以“氏”

别贵贱，以“姓”别婚姻。汉时姓氏都
用于别婚姻，而用地望别贵贱。地望
就是富甲—方高门大族的郡望，如
冯称始平郡、赵称天水郡、李称陇西
郡等，这风气至南北朝仍盛行，隋、

唐、 五代以后减弱。 后来旧贵族没
落，新的国家官吏兴起，人物多从下
层兴起， 如韩非子指出：“宰相必起
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薪水变
实物

(

谷物
)

，土地转封世袭。族氏的
名号，就成为现在的姓氏了。姓氏经
历两汉两晋，沿用南北朝。北魏献文
帝给他的臣下都立为氏， 到孝文帝
时冯太后改革鲜卑族复姓为汉族单
姓。历隋、唐、五代，以迄明、清，西
北、东北、西南各少数民族都有参进
来的，中华姓氏又发展了。明代的希
姓特别多， 清史臣曹仁虎等人分析
说：“金元之裔改汉姓者； 革除之际
变姓名者； 苗蛮之族登仕版者。”都
是姓氏增加的原因。 姓氏成了永远
的称呼。据明代《日知录》记：“上古

三黄五帝时姓氏只
22

个， 五帝外其
他姓氏大约

50

个左右； 汉代《急就
篇》仅列

130

个；唐代《元和姓纂》收
录
1232

个。”宋时郑樵统计有
1745

个
姓，明时《姓汇》记有

2500

余个姓，清
人张澍《姓韵》序中说

5129

个姓，《中
华姓氏大辞典》记

11969

姓。当代著
名姓氏研究专家张新斌研究员在宋
《百家姓》 注解中指出：《百家姓》是
蒙学作品， 人们是在这种琅琅上口
的读书声中认识姓氏开始了人生
的。指明了姓氏文化的重要意义。姓
氏产生的原因很多， 亦可大致归纳
为以下

12

种情况。

(

一
)

以国名为姓氏。

(

二
)

以居住地
(

邑名
)

为姓氏。

(

三
)

以先人的名、字、号为姓氏。

(

四
)

以皇帝赐姓、谥号为姓氏。

(

五
)

以爵位、官职为姓氏。

(

六
)

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

(

七
)

以职业为姓氏。

(

八
)

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姓氏。

(

九
)

以避讳而改氏另冠姓氏。

(

十
)

以祖先的图腾和崇拜物为
姓氏。

(

十一
)

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

(

十二
)

以少数民族汉化冠姓为
氏。

中华姓氏的产生情况不仅是这
12

种， 还会有极具传奇色彩的涉及
历史学、地名学、人名学、社会学、民
俗学等多种学科的情况。 其来源多
种多样， 丰富多彩， 既有一姓多源
者，又有几姓同源者，还有的在历史
进程中发生了传奇性变化， 由此构
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华姓氏文化。

孔融让梨的故事

周岩

孔融让梨的故事最早应见
《世说新语·笺疏》。

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

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高祖
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
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
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

“小儿，法当取小者。”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凡事
应该懂得谦让的礼仪。 这些都
是年幼时就应该知道的道德常
识。

以前当妈妈的， 很多都给
小孩子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
吧？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妈妈不
愿意给小孩子讲这个故事了。

问起原因，回答不外乎一句话：

从小教他谦让， 长大太容易吃
亏了，适应不了这个社会。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有深
刻的体会。年幼时候，看一切事
物都是阳光美好的， 以为整个
社会都是如此。等到离开校园，

走入社会， 发现自己的价值观
与这个世界竟然是格格不入
的。 这个价值观格式化并且再
重组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相
对而言， 现在的年轻人明显更
能适应这个社会，有城府，见识
多，更加聪明，更富有攻击性，

目的性强， 为了某个既定的目
标可以不择手段。 在不择手段
地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还能够
表现出外在的优雅和淡定。如
果拿一个单纯善良处处礼让的
孩子放在职场上， 其所处的弱
势地位可想而知。

所以， 该不该教孩子做那
个“让梨的孔融”，我是真的不
知道。一方面，担心孩子将来太
过谦让， 适应不了社会的复杂
与多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
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有时候我心里有个声音在
这样说， 人人都在抱怨社会的
冷漠自私和弱肉强食， 但谁能
说现状的形成不是人人参与的

结果？谁都不愿意吃亏，谁都不
愿意谦让，在面对利益的时候，

谁都想要那个“大水果”。更别
说让自己的孩子学会吃亏和谦
让。但问题是，等到“

00

后”们长
大成人，如果满街都是“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生活还有什么意
义呢？ 还是有必要给孩子进行
一些传统的国学教育的。 要让
他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想做一
个受人敬重的人， 就得有规有
矩，懂得谦让，有礼貌，尊老爱
幼，守信用。

在传统家庭长大的
70

后，

年幼时候很多人都背诵过《弟
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意思是：做人子女，在日常生活
中要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兄长、

言行要得体。 国学陪伴着一代
代的中国人长大。 国学是中国
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是家传户
诵之学。传统的中国人，哪怕是
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 也是自
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 道德
常识是国学启蒙教育的基本内
容，融于日常生活、学习的方方
面面。 无数的国学学习倡导者
认为， 国学经典中蕴涵的传统
美德， 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
孩子们的人格， 提升孩子们的
素养。

如要说讲一个故事就能决
定一个人是否将来会具有某种
美德，显然是夸大其词，但要说
母亲的观念和做法对孩子的一
生没有影响，也不实际。在孩子
最纯净的时候，我还是给他讲讲
“孔融让梨”的故事吧。这是一种
不太有自信心的选择。但我能看
的，也就这么远了。

涂彪和他的新诗集

曾?

涂彪先生是一名处级领导，几
十年来他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
刊》、《儿童文学》 等全国几十家报
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儿歌、评
论等，作品被收入小学生课本和多
种选集。他成名很早，上世纪

80

年
代就是全国著名的儿童诗人。我在
孩提时代就常常听到父亲提起他，

说他是我们县里的大名人，是作家、

诗人。 我对他的崇拜是从那时就开
始的。

我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一家报刊
社工作了两年，回信阳工作后，辗转
了两三个单位， 最终有幸与涂彪先
生成为了同事。因为对文字的爱好，

对诗人的景仰， 工作中我有意无意
地与他接触多一些。 他似乎也并不

排斥我，还主动与我聊到海子的诗、

余秀华的诗，聊到羊羔体、梨花体，

聊到当代诗坛的种种现状。 一聊到
这些， 我每每大胆地谈自己的看法
和见解，遇到同他意见相左的时候，

他也不反感，仍然热情地同我交流。

时间一长，他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2013

年
6

月，他送了我两本前些
年出的儿童诗集，一本是

2006

年
7

月
出的《给小朋友的诗》，一本是

2010

年
9

月出的《绿色的小草》。我囫囵吞
枣地读完两本集子， 还没来得及把
想法、感受酝酿成文字时，他又出了
新的诗集———《花是树的孩子》。

前些天，我对涂彪说，想写一写
这本新诗集的感想。他说，你可以参
看王宜振先生的那一篇。 我想他是
指这本书的开篇，著名诗人、儿童文
学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
员会委员王宜振先生作的序言———

《用美的艺术形象守护儿童精神成
长》。王宜振先生的这篇文章从诗歌
的诗意美和诗歌的艺术形象等角

度， 对诗人和书中的诗歌作品加以
赏析，洋洋洒洒，大家风范，既专业
又细腻。我想，王宜振先生我学是学
不来的，即便学来了，也难免有“崔
颢题诗在上头”的尴尬，但是，我也
有我的角度。我认为，涂彪先生的这
本诗集， 除却蕴涵丰沛的诗意美和
艺术形象之外，还兼具了教育教化、

精神向导的深远意义， 这也正是我
推崇这本书的初衷。

比如， 书中第一辑直接以祖国
为题材的诗歌就有八篇，分别是《中
国地图册》、《嘱咐》、《孵出祖国的强
大》、《思考》、《挂中国结》、《衔着美
丽的景色》、《孵着祖国的希望》、《让
祖国阅读》。细细读来，这几首小诗
无不是通过诗意的语言将爱国情怀
潜移默化地输送到小读者们的心
田。如《中国地图册》：一本中国地图
册
/

有山
/

有海
/

有河
/

上学了
/

装进我
的书包

/

我的肩膀上
/

天天都背着祖
国。 作者把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
念诗意地具体化为一本地图册，让

一个小学生背在肩上。 祖国在小学
生的肩上，也在小学生的心中，爱国
的情怀油然而生。 这里不单单是单
方面培养小学生的爱国情操， 还有
诗意的互动：小学生热爱祖国，祖国
需要小学生， 因为祖国就在小学生
的肩上，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这样
在小学生的心中， 就不仅仅是爱国
的概念了，还要有所担当，因为祖国
就在肩上。如何担当？强身健体，好
好学习。 这就是作者和作品的星光
闪耀之处———诗意的教育。再看《嘱
咐》下半阙：“妈妈对我说

/

那课本里
/

写的是祖国的嘱咐”。 这个与前面
“我的肩膀上

/

天天都背着祖国”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 全书描写亲情的诗歌共
有十八篇，其中《爷爷的日子》还被
录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S

版二年
级下册。这些诗篇不仅歌唱了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关心和爱
护，更难得的是，也同时赞美了孩子

对大人们的爱和歌颂———这又是一
次诗意的亲情教育、 感恩教育。如
《月光挤进来》：夜里睡不着

/

打开窗
/

月光挤了进来
/

涌在我身旁
/

我的思
念
/

趴在月光上
/

游啊游啊
/

游到爸爸
站岗的边疆。 描绘了孩子对远方父
亲的思念， 是孩子对父亲的情感付
出和爱的表达。 又如小诗《盐》：奶
奶
/

为我们操碎了心
/

白发是脑海涨
潮时

/

溢出的海水
/

被太阳一天天晒
干
/

变成盐。同样是描写了孩子对大
人、对长辈的爱的回馈，是孩子对奶
奶的感恩之情。

全书除了类似这样的“爱国
篇”、“亲情篇”以外，还有“自然篇”、

“春光篇”、“友谊篇”、“公德篇” 等，

都是将教育寓于诗歌、诗意中，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让孩子们受到艺术
陶冶的同时， 又接受了正能量的感
染。《花是树的孩子》是一本好书，听
说北京的王府井书店和郑州等地的
新华书店有售，若出差去那里，我要
多带几本回来，送给身边的孩子们。

“鸡公山粮液”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杂文大赛

信阳日报社
信阳市杂文学会主办信阳市鸡公山酒业有限公司协办

开卷有益

亭榭映天 王群摄

妈妈的嘱咐

郭伟

遥望天际，皓月当空，皎洁
的月亮挂在深邃的天空之上，

轻轻挥洒着银光。夜已深，城市
的喧闹渐渐隐去， 耳畔秋虫低
吟浅唱。牛儿，此日此时此景，

妈妈想随景随性随心地跟你说
些什么。

十八年前的今日零点五十
三分，亲爱的牛儿，你来到了人
间，来到了爸爸妈妈的怀抱。怎
么也想象不到，十八年后，你成
长为一个阳光、 帅气的男子汉
模样。

常言道， 儿子的生日是母
亲的受难日。因为，那正是母亲
经历艰难的十月怀胎， 在撕心
裂肺般的疼痛中把你带到人世
间的时刻。虽然疼痛，但我很幸
福。有一个小小的你相陪相伴，

才造就我丰富多彩的人生。你
是我前世修来的缘， 是上帝赐
予我最好的礼物。十八年来，你
的成长过程， 也是妈妈感悟和
成熟的过程。有儿方知父母心，

是你让妈妈更懂得感恩。 因为
有你， 妈妈的人生得以历练和
完整；因为有你，妈妈的生活倍
感充实和幸福。

忘不了， 你第一次牙牙学
语，叫出来妈妈两个字的样子，

让我体会了初为人母的那种喜
悦； 忘不了， 你第一次蹒跚学
步， 离开妈妈的搀扶开心的样
子；忘不了，你第一次长时间跟
妈妈分开， 再见面时紧紧抱着
妈妈， 小脸贴着妈妈开心笑的
样子；忘不了，你上学后，妈妈
对你要求严格甚至有点苛刻
时，你眼含泪水委屈的样子。一
路走来， 我们一同哭过笑过怨
过恨过， 但我们永远是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

牛儿， 妈妈一生中最大的
幸运和幸福就是有了你。 你延
续了我们生命的美丽。 妈妈非
常爱你， 你的喜怒哀乐时刻牵
动着妈妈的心， 你的一举一动
处处拉动着妈妈的弦。同时，请
你原谅父母的贪心。 在你未出
生时，我们只想你健健康康；当
你是健康时， 我们又想你乖巧
聪明；你乖巧聪明了，我们又想

要你优秀出色…… 这就是为
人父母心啊。

今天你十八岁了。 十八岁
是你人生的拐点， 在此之前你
是属于我们的， 在此以后你将
属于你自己。你要学会做人，学
会容忍，学会谦逊，学会自律，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吃苦， 因为
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上甜。

十八岁是人生目标的重要
转折点。 十八岁要有清晰的人
生目标， 没有目标就会失去进
取中的快乐！ 确立人生目标不
是给别人看的， 而是你真真切
切的自我认知和内心需求。因
为是你自己心灵的呼唤， 你就
会全身心投入， 在达到目标时
你的内心就会充满着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是奋斗过程中沉淀
快乐的总和。

十八岁开始，你要有担当，

要学会负责任。只有关爱他人，

才能“厚德载物”。自己强大了，

才会帮助别人， 给他人带来快
乐；自己学业有成，才能贡献社
会，体现人生价值。

十八岁开始， 你要有持之
以恒的理念和正确评估自己的
心态。设定的目标要切实可行；

做事的逻辑要思维清晰； 执行
要持之以恒。牛儿，意志坚强的
人，成功多多；反之，则会功亏
一篑！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未
来长路漫漫，也会更加艰辛。牛
儿，你要记住：面对失败决不灰
心；面对成绩决不骄傲；面对挫
折决不气馁； 面对责任决不推
诿；面对痛苦决不流泪；面对委
屈决不后退！

过了今日，你已成年。在以
后的人生路上，或风霜雪雨，或
花好月圆，只有你独自面对。大
学只是你独自行走的第一段人
生旅途， 也是你真正意义上人
生开始的第一步。 只有珍惜时
光，磨练和造就自己，你才会有
更广阔的天地。牛儿，在离开爸
爸妈妈呵护的人生路上， 请你
且行且珍惜。

夜更深，虫儿也渐息吟唱，

月儿更加皎洁， 都说明月寄相
思，同望一轮明月，身在千里之
外大学校园的你是否感受到妈
妈对你的想念和牵挂？ 儿行千
里母担忧， 希望月儿能把妈妈
的爱传递给你。 在这美好的夜
里，愿你有一个好梦。

母子情深

夜祭柳永

刘志远
点一支红烛， 燃一缕心香，翻

一本古书，沿着你曾经走过的有着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去苦
苦寻觅你昔日留下的生命足迹。只
可惜“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
朝欢”、“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

数行霜树”已成昨日黄花。哪里还
有你的行踪？难道你“况有狂朋怪
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难道你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且恁
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恨、恨、恨！“恨薄情一去，音书
无个”……

驾一叶扁舟， 携一壶老酒，让
心灵暂泊楚江南岸的柳林暮色里，

苦苦等待你的归期。“自春来，惨绿
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此时“烟波
满目凭阑久”、“望处雨收云断”、

“惟有长江水， 无语东流”。 突然，

“冻云黯淡天气”，依稀见你“黄金
榜上， 偶失龙头望” 的饮恨与绝
望———惊雷响，人颓丧。柳郎呀！柳
郎！狂放与不羁的个性其实早已注
定你的人生命运———“白衣卿相”

才是你在文学长河上的孤独形象。

柳郎呀！“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幸有意中人， 堪寻
访。”你我登名山、游大川———才子
佳人，浪迹天涯“平生畅”“青春都一
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暗
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
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此时，“临
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
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
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恨，

相思意，尽分付征鸿。”

叹！叹！叹！叹阴阳两茫茫的你
我，心中便“纵有千种风情”，又向

何人说？

柳郎！虽然你不寂寞，但我知
你孤独。 那份超越红尘的孤独，便
只能在儿女情怀中寻得彻底的解
脱。最“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

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
潇湘？”“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
平生心事。”一腔热血唯有“绣阁轻
抛”，夜夜沉醉于温柔女儿乡。“一望
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柳郎呀！

你纵有豪情万丈，哪里又是你施展
才华的地方……曾记否你我“泛画

，翩翩过南浦”。不料想“惨离
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
神京路， 断鸿声远长天暮。” 朦胧
中，只见秋风原上，你披一肩风霜，

握一把狂放，挥一抹忧郁，渐行渐远
的你在中国古代气势恢宏的文化长
廊中，瘦成一首亮丽而永恒的宋词。

柳郎呀！柳郎！古今多少七尺男儿情
怀难伸展，多少豆蔻女儿心事苦彷
徨，岂止揉碎世间几许沧桑？

柳郎呀！柳郎！今夜无眠。独自
凭栏，让早已尘封的记忆穿过时空
的隧道去追寻久违的你———“杨柳
岸”不见“晓风残月”，“今宵”让我
“酒醒何处”？

柳郎呀！ 柳郎！“天末残星，流
电未灭”，“又是晓鸡声断， 阳乌光
动，渐分山路迢迢”。柳郎呀！你地
下可知，有多少后世纯情儿女的眼
泪洒满你走过的路。柳郎！假如你
能从浩瀚的宋词中走出，假如你能
从文学长河中走来，我一定“镇相
随， 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和
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一船风
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安息吧！三变哥哥！

午后的思维

熊敦亚
站在生命的峰巅上
极目四望迎风开放
季风吹过大地
力量从血液中释放
又回归血液中

自由和创造
爱情和金融
一颗未名种子
入侵双子星座

战争的枪声从一个角落
打响 在传媒上激荡
和平了人们奔走相告

理想和粮食在大地上生长
丰收在望须更加努力
一半是科学
一半是汗水
门虚掩着思想者
听见了太阳的脚步声

相约中秋重逢时
布施一切财富
给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在时间之上钟声
升起新的希望
重建价值爱的防火墙
做一个简单的公民
从家出发奔向绩效
复制靓丽的城市印象
深奥的哲理
只是橱柜里的一双鞋子
图书馆健身房志愿者
连接着服务热线
形成不同的流派流向远方

益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