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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中国恐龙“ 禄丰
龙”，被誉为“中国第一
龙”。当年一经亮相，
就震动华夏，扬名世
界。1958年，为了庆祝
禄丰龙的发现，中国邮
政发行了“禄丰龙”纪
念邮票，“禄丰龙”成了
第一个登上邮票的恐
龙，这枚邮票亦是全世
界发行的第一枚恐龙
邮票。其非凡意义不
言而喻。

初闻“禄丰龙”的
发现者，是咱老陕的杨
钟健。杨钟健先生声
名显赫，是中国古脊椎
动物学的奠基人，号称

“ 中 国 恐 龙 研 究 之
父”。他于抗日战争时

期的1938年，在云南禄丰盆地发掘出了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因
出土地而初步得名“禄丰龙”，最后由杨先生研究定名为“许氏禄丰
龙”。为什么要命名“许氏禄丰龙”呢？原来杨先生是为报师恩，才定
名许氏的。这位许氏，是指德国科学家许耐，他是杨钟健院士在德国
留学时的导师。

杨钟健院士的“许氏禄丰龙”研究论文发表于1941年。从此，禄丰
县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恐龙原乡”“化石之仓”，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恐龙
化石最丰富、最完整、最古老的世界恐龙之乡。

禄丰龙是在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生存于距今约
1.9亿年的早侏罗纪。禄丰龙身体结构笨重，大小中等（6-7米长），兽
脚型。禄丰龙也是中国第一具装架的恐龙化石（1941年在重庆北碚装
架展出），是中国古动物馆的镇馆之宝。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渭南市华县人。地质学家、古生物
学家。1913年（民国二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转入陕西省立
第三中学。1923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
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毕业，获博士学位。1928年他负责周口店的
发掘工作，此间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36年和1937年，他
两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长。1947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 10月，回西安被任命为西北大
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会
长。1959年他还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该馆就是在他的积极筹备
参与下创建的。

中国邮政于2017年5月19日发行《中国恐龙》特种邮票1套6枚，
小型张 1枚，还发行邮票小版张，邮票小版张边饰上所表现的恐龙有

“许氏禄丰龙”。杨钟健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身份，邮票上这六种恐龙的发掘都是他研究的课题。1951年秋，他与
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
查白垩纪地层，发掘恐龙化石就是青岛棘鼻龙。而棘鼻青岛龙凭借其
独一无二的“棘鼻”，以及“新中国第一龙”的殊荣，成功以“青岛龙”之
名称入选《中国恐龙》特种邮票。

再有，《中国恐龙》特种邮票小型张主图为“马门溪龙”。杨钟健与

赵喜进合著有《合川马门溪龙》一书，由科学出版社 1972年出版。
说起“马门溪龙”，杨钟健先生与“马门溪龙”的命名还发生了一件
趣事。1952年，金沙江马鸣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公路，工人们开凿
岩石时, 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像骨头样子的石头，后来经过杨钟健教授
仔细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过去世
界上还没有发现过的新的恐龙化
石，于是他就给这种恐龙取了个
名字，叫马鸣溪龙。由于杨教授
是陕西人，定名之后其他研究人
员因杨教授的口音，误将“马鸣
溪”听岔为“马门溪”。从此，

“马门溪龙”便将错就错，出现
在各种文献上，已无法修改。反
而成了一件趣闻佳话。

从杨钟健先生的经历看，他
一生中从事过的工作和单位，不
少都登上了有“国家名片之誉”的
邮票。例如：1989年10月19日中
国邮政发行《北京猿人第一个头
盖骨发现六十周年》纪念邮资信
封；1991年8月2日中国邮政发行
的 J180《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大会》邮票上图案就是北京猿人
的头像；2018年 6月 9日发行《周
口店遗址发现 100周年》纪念邮
资明信片 1枚，邮资图也是北京
猿人的头像。

说到中国近代科学研究中，
公认的一块金牌就是地质学，其
中古生物学的份量为重中之重。
古生物学中最引人注目，最抢眼
的，第一肯定是围绕周口店北京
猿人的发现与研究而呈现的那个
时代的传奇故事，20世纪二十至
三十年代的华夏大地，因 70万年
前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再现，而集
合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优
秀的科学家，他们开辟了中国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的先河。
而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
究的第一人——杨钟健先生，正
是其中一位领衔的佼佼者。

杨钟健先生无愧是一位伟
大的科学家，他把自己一生的
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
事业和教育事业，他的卓越成
就如同一座丰碑，受到人们的
尊崇。他是中国的骄傲，更是
陕西的骄傲。 □朱文杰

■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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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元年（847年），

唐朝诗人李商隐受桂管
观察使郑亚邀请，来到距
京城 5000里以外的桂林
任幕僚。在这里他看到
人们大多以打渔为生，且
家家拜神求巫，于是，他
写了两首五言律诗《异
俗》，其二曰：“户尽悬秦
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
獭祭，只是纵猪都。”诗中
的“獭祭”被古人用作节
令的物候，在此指打渔。
没想到 280多年之后，“獭祭”一
词被宋人用在了他的身上。

我国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
“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
草木萌动。”水獭是水陆“两栖动
物”，行踪诡秘，过着隐蔽的穴居
生活，其水性娴熟，尤其擅长长
距离潜泳。它是水中的矫健猎
手，凡被水獭一眼瞅见的鱼、蛙、
虾都难以逃脱“獭口”。雨水时
节，降雨增多，气温上升，万物复
苏，鱼儿开始由蛰伏水底向水面
游动，这为水獭捕食提供了机
会。水獭猎食鱼类有一个特点，
它将捕到众多的鱼整齐地排列
在岸上，很像祭祀时陈列的供
品。然后，水獭直起身子，两只
前爪合拢起来抱住鱼，慢慢品
尝，憨态可掬。其形态就像人类
作揖祭祀的样子，非常虔诚，仿
佛是在说：“鱼儿，对不起了，我
要食用你们了。”所以称之为“獭
祭鱼”。这种记载最早出现于《礼记·月
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鱼上冰，獭祭鱼。”《逸周书·时训》曰：“雨
水之日獭祭鱼。”獭祭鱼被作为一种季候
现象来描述节气，成为雨水的第一候。

獭祭鱼被用作文风上，这与李商隐
有关。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
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其诗构
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
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
诵。李商隐还擅长写作骈体文，为许多
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
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
辞”。因为古时的奏章并不是开门见山，
直来直去，而通常要使用很多典故或者
赞美之辞，多使用的是骈体文，要求词藻
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
求很高，所以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
并将这个习惯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上。为
了使用典故，他常常要查阅许多书本，这
些书摊在屋子里，就象獭摆放鱼的样
子。以致他的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
难于索解。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
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
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
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短短八句就用了“庄周梦蝶，杜
鹃啼血，沧海珠泪，蓝田生烟”四
个历史上有名的典故。

南宋吴炯在笔记《五总志》
中说：“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
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
鱼。”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
中也说到：“商隐工诗，为文瑰迈
奇古，辞隐事难。及从楚学，俪
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
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
鱼’。”文中提到的“獭祭鱼”含有
堆砌的意思，对李商隐的“獭祭”
颇有微词。其实引经据典若恰
到好处，能使文章妙笔生花，增
添文采和趣味性，能增强诗文的
科学性、准确度、可信度、说服力
和厚重感。但是若用典过滥，有
故意卖弄之嫌。当然，李商隐的
用典是极为准确精到的。北宋

初期的诗坛上，以杨亿为首的一批文人
就学李商隐的文风，其诗雕润密丽、音调
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
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成为当时声
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被称为“西昆
体”。辛弃疾的《踏莎行·赋稼轩集经
句》：“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
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
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
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
者。”总共十句话，却句句都有典故。
清初学者毛西河（字大可）博览群书，
写文多据典，但因宠爱小妾曼殊，其夫
人不满，便当客人面诋毁其夫：“君等
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
须獭祭乃成。”故有人调侃说：“曼殊不
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清代学
者赵翼在 《哭汪文端师》 诗中赞道：

“丛编勤獭祭，残卷剔蜗涎。”郁达夫曾经
写过一篇《獭祭的功用》，对李商隐的“獭
祭”大加赞赏。 □郑学富

2月 25日，在微信群里看到郝振宇同志发的
一条小消息：徐剑铭老师走了！惊诧之余，还有
点心存侥幸地不相信，随后甄询《西安晚报》的一
位文友，得到肯定答复后心里竟满是不舍和惋
惜：西安城里一位好老汉走了，从此长安文坛少
了一君子！

在耀眼而厚重的陕西文坛，徐剑铭是一位饱
受苦难、著作等身、豁达仁爱、人缘俱佳，将身家
性命坚定地拴在文学这棵大树上的铮铮硬汉。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无论是身处
逆境还是顺风顺水，他始终如一地扛着一支如椽
的秃笔，步履沉稳地驰骋在“长安”这复杂而厚实
的文坛，像牛一般地辛勤深耕着属于自己的一方
沃土，才给我们留下了《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
长安》《立马中条》《血沃高原》《野樱桃》《徐剑铭
朗诵诗选》《站出来一条汉子——徐剑铭报告文
学》等诸多厚重而朴实的文学作品。

“像一粒漂泊的种子，跌落在这块叫作长安
的土地上。”这是徐剑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在
长安》里所说的一句经典话语。从历史和现实来
看，文坛上的“长安”向来就是陕西的代名词。怀
念徐剑铭老师，最让人感触的除了他的作品之外
就是那种视苦难如财富的精神。他从沿海的江
苏来，却扎根在长安这块写满唐诗宋词和埋着帝
王将相的黄土地，终其一生心血，用“文学”执着
地诠释着对这座城市和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
热爱。曾长时间同居一城，与徐剑铭实为文坛挚
友的已故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
生曾经大声疾呼：文学依然神圣！纵观徐剑铭老
师苦难而奋进的一生，他无疑是“文学依然神圣”
的践行者、长安文坛中坚力量的扛鼎人物。

徐剑铭6岁随母亲从江苏丰县千里到西安投
亲，少年时期因其“外来户”的身份，受尽世俗白
眼和求学之难，很小就学会在苦难中坚强地生
活。在经历一段与苦难地斗争之后，他拥有了一
份不错的工作，也开始涉足文坛。陈忠实先生说
他是“穿着一双破鞋，用流着血的双脚走上文坛
的。”徐老师却是从写顺口溜、出黑板报走上文坛
的。从编顺口溜到写诗、写散文，从文学爱好者
到筹办西安作协，从记者、编辑到著名作家、诗
人。他才思喷涌，涉猎广泛，小说、传记、诗歌、散
文、戏剧、小品等无所不及，还有企业的形象宣
传、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一步一个脚
印，一篇文章接着一篇、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
积少成多、蚂蚁搬山般地成就了“文坛快手”“长
安才子”“著名工人作家”的名至实归。然而，正
当他写得顺手顺心、活得潇洒风光之时，也就是
上个世纪 80年代，却因一桩错案锒铛入狱，成为

“死囚牢里的陪号”，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徐老

师身陷囹圄，惊动了整个中国文坛，陕西的陈忠
实、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为他抱打不平、奔走呼
吁。15个月的牢狱之苦，不仅让他“名誉扫地”，
更让他进入“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四处打工”的
苦难岁月。

“苦难是作家的财富”，这是徐老师对苦难的
态度。出狱后，在等待平反的漫长日子，已经失
去工作单位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只能用睿智的头
脑和写作的双手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摆摊，
干临工，当自由撰稿人。再苦再难，心中却从未
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后来，他被别人邀请去办杂
志、做报纸副刊编辑、杂志社副总编辑。在此期
间，他曾短暂在《陕西工人报》“北国周末”当过编
辑。那时我还在东郊一家央企宣传部工作，曾被
人引荐给他送过稿子。等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徐
老师已经离开，与他在《陕西工人报》真是失之交
臂。不久，我的一位铁杆文友到徐老师当副总编
辑的杂志社工作，借助朋友的“跳板”，我开始与
徐老师近距离接触，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侃人生，
不时还小酌两杯，不知不觉间成了忘年交。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徐老师相处，
很是自然随意，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更不
热衷沽名钓誉，完全一副君子风范。所谓君子，
他常常把“小我”的不幸和苦难埋于心间，没有抱
怨、不知疲倦地向着“大我”方向挺进。徐老师就
是如此！也是在此背景下，他的《死囚牢里的
陪号》横空出世，引起文坛震撼，叫好声一浪
接过一浪。有人称，这部书是“落难才子奉献
人间真情”之作。我却认为，它是“化苦难为
财富”彰显君子作为的“风骨之作”，有着“杜
鹃啼血”般的美丽，打破了陕西文学作品的

“集体定势”，使陕西文坛呈现出
色彩斑斓的景象。我与徐老师谈
我的观念时，他笑了一下，表示
认可，随后我连夜写就《文人风
骨跃然纸上》的书评（《陕西工
人报》 2009年 9月 11日），以表
敬意。

滴水之恩，常以涌泉相报。
在我认识的陕西众多作家中，徐
老师的做派最能体现这种君子的
行为。人生也许有缘，到报社后，
出了我居住小区的北门恰好是徐
老师家的南门。我们报社 40岁
以上的人都与徐老师相识，他每
每有新作问世，就会抱着一沓书
来报社签名送书。他再忙只要我
们报纸要稿子，他都会一挥而
就，立即奉献。稿子发了，我给

他将报纸捎回去。徐老师人缘好，又不会轻易
拆别人的台，所以社会活动特别多，常常忙得
没有时间写稿。有时我劝他：“您要忙，先不要
急着写这篇稿子了。”他却说：“只要陕工报要
稿子，我老汉再忙也要写！”他曾经多次给我说
过，“在我落难的时候，陕工报收留过我，这份
情，一辈子也不能忘！”这就是他与陕工报的深
厚情缘。所以，当我看到 2月 27日《陕西工人
报》四版“长安才子驾鹤西归，工人作家千古
流芳”的专版时，我竟有点热泪盈眶！

“一蓑烟雨任平生”。朱碧波同志用这句话
评价徐老师很是恰当。因与徐老师住得近，在菜
市场、小区门口、大明宫遗址公园常常能遇到
他。无论刮风下雨，徐老师从不打伞，总是精神
矍铄地昂着他那颗智慧硕大的头，无所畏惧地走
在风雨里。一次，他叫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工人作
家的作品首发仪式，刚出门，雨就来了。看着他
淋着雨在小区门口等我，我停车拿着伞去接他，
他挥着夹烟的手说：“不用，这么小的雨，赶紧上
车！”历经风雨后的豁达开朗，就在举手投足间。
最后一次见徐老师，也是两年前的一个雨中。那
天他穿行我们小区去买菜，我下班回家正在停
车。他叫住我，两人站在路边，冒着雨抽烟、拉
话，他说要搬走了……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最
后的一面。当时，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十分硬朗。

一个智慧倔强的头颅停止了对社会的深度
思索，一段充满苦难和传奇人生戛然而止，一个
大智若愚平凡惊奇的作家溘然长逝……怎能不
让人柔肠寸断、扼腕哀叹！

真正的天堂是从来不拒绝君子的到来！
□阎冬

庚子初春二月初三，阳历2020年2月25日，忽闻徐剑铭
先生不幸病逝，不胜悲痛。先生之离去，完全没有想到。因
为，在此以前，也就是2月4日前后，他还与我有过几番微信
往来，虽说病了，但未曾想到病得如此之深。

2月3日，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诗文，唯独不见徐老师
的作品。于是，我便给他发了个微信说：“徐大爷，刚才看了
一首小诗，小朱编辑说，诗还是要徐大爷写的，才有深情啊!”
写完了，发时，小朱说：“徐老师叫徐三爹。”我说：“是的”，但
并没有改，我觉得唯有“三爷”才配得上他。到了晚上 20时
28分，徐老师回信了，说：“唉，一场大病，身心俱疲，我现在
已经不写东西了!二位多保重!”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一年前，
徐老师做过两次手术，曾对我说过很无奈的话，但是，曾经有
一段时间恢复不错。夏秋之际，小寨新华里书店要上报参评

“西安市最美书店”，需要有个专家写推荐意见，由于2017年
我们请徐老师在那里举办过一场图书分享会，非常成功，三

秦出版社的朱经理便找到我，问问能不能请徐老师写个评
语。我便征求徐老师意见，徐老师说那个书店不错，印象很
好。于是，我给了他们联系电话。没想到过了几天，徐老师
写了一篇推荐文，介绍他的观感。新华里的人说，徐老师为
了写这篇推荐，曾经微服私访，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专程
又考察了一次新华里，写出了感人的意见——一篇优美的散
文，而且为新华里赠送了书法作品以示支持。因此我便以为
徐老师已经康复了，只是不如以前健壮罢了。

到了2月4日中午12时19分，忽然收到徐老师的一则短
信，是一首《立春》诗：

立春缘何称打春，一个打字力千钧。
云腾细雨洗重门，风酿新绿染层林。
鸡鸣五更复赳赳，马啸八荒扫沉沉。
晦气日溃九万里，还我华夏精气神。
落款（徐剑铭）

我看见此诗，感佩之至，时在 12时 25分，我回了一句“果然是不一样的徐大
爷”。本来我不知道这天是立春，难得徐老师记得，并赋诗一首，也没有多想，只是
觉得他是应了小朱编辑的心愿，不愿意扫了我们的兴致，给我们高兴。现在想起
来，真的是汗颜，那时的徐老师距离逝世之日只有21天，他居然还能写出这样气壮
山河的古诗，那该是多么的乐观自信并且满怀民族爱国之情呢。

此后的两日，我们也有几次的短信往来，他虽然身处病痛之中，然思想依然活
跃，依旧关心疫情的发展，不忘那赤子之心和对朋友们的关切之情。 □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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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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