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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璀璨 孙季超 摄

（作者单位：交银人寿陕西分公司）

花洲书院札记
□付海贤

访古城邓州，游花洲书院，方
知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诞生于此。《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
代表作，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是
名传天下，几乎无人不晓。范仲淹
创作《岳阳楼记》时，并未到过岳
阳，也就不可能游览岳阳楼了，却
写出了传世佳作《岳阳楼记》。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文学家，与滕子京是知心朋
友也是官场上的难兄难弟，两人志
同道合，却多次因共同原因遭贬。
当腾子京被贬到岳阳，重修岳阳楼
后，遂给范仲淹寄了《求记书》和《洞
庭秋晚图》。此时，范仲淹也被贬邓
州。范仲淹应该是反复研读了《求
记书》，多次品读《洞庭秋晚图》，激
发灵感，反复酝酿，写就了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

岳阳楼的景色是范仲淹通过
想象描写的，篇章中蕴含的无奈与
激情、忧思与雄心，则写的是他和
腾子京当时共同的心态，更表达两
人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蕴含
的思想是范仲淹久经考虑，出于胸

臆的、真实的、深刻的，正是这句画
龙点睛之笔成就了《岳阳楼记》，让
人们记住了范仲淹和滕子京，更向
往到岳阳楼一游，也使花洲书院名
扬四方。

《岳阳楼记》中蕴含的忧乐精
神，启示人们要胸怀大局，顺境中
不嚣张，逆境中不气馁，遭遇困难
要坦然面对，奋勇向前，书写人生
的精彩华章。《岳阳楼记》中蕴含的
忧乐思想，启示人们在艺术创作
时，不能只追求宏大的场面，华丽
的语言，独到的结构，而应该更深
刻有力的揭示人性的善与恶，碰触
人的灵魂，使人受到鼓励和教育，
得到启示，更好地走过人生道路。

《岳阳楼记》的创作过程，启示
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在遵循规
律、尊重现实的同时，要充分发挥
想象的能力，从看山是山，看水是
水起步，经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
是水的阶段，达到看山还是山，看
水还是水的更高层次、更深层面，
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更
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作者单位：西安机电信息技
术研究所）

堇荼茂兮端阳茶
□韩星海

春风春雨总是染绿许多迤逦的梦，即使在雨中诵一首春日轻歌，却
也会淋湿片片梦的花瓣。啊，人生多么期盼每个温馨的梦都能开成季
节之花！可是，谁能预卜这个时机第一个春天的花事呢？

春天浅浅地来，在不知不觉中。青黄的柳叶、娇嫩的小草，都轻摇
着腰肢应和轻柔的暖风，那带着汉唐气息的微风。同样的春花，同样的
轻雾，同样的云霓，年复一年却给人不同的感觉。飞逝而去的往昔不能
预料未来的路，只会在清风中独自把隐隐的梦幻化成闲云的影子，可留
下的留下，能抛却的抛却，这本也是一种生的禅意。

生命的诺亚方舟会因为各人的各得其所而不覆，那么每一个万
物之长，都具有一种伟力，支撑着自己，也支撑着我们共避风雨的那
道墙垣！

春天和煦的阳光中，你靓丽的身影在我的心底感光；你长长的头
发随风飘扬在我的湖面。闪烁而又模糊的灯光中，你的歌声轻柔温
馨，传递着一种有些渺远而又有些实在的情真意切。

那么，你是站在你的那一隅用自己的语言，问候着尘世上的某一
个生灵！

太阳渐渐西下，远天上飘着一片胭脂的红霞，金辉从天的尽头投射
过来，洒向波光粼粼的湖面，默默无语。

低垂的天幕上，一层粉红、一层橘黄、一层淡蓝，相互衔接着，交相
辉映、缤纷如画，仿佛一批鲜艳夺目的巨幅轮廓分明地坐落着。远处，
大约是西山吧，在夕阳的映衬下，也分明地坐落着。但山的颜色，已不
是黛青，已不是翠绿了，而是灰蒙蒙的，笼着薄雾一般。

这微风轻拂的黄昏，与可意的人儿对饮目光，使人浑身浸入一种柔
婉的凄凉，有些惆怅，有些悲意，有些欲飘欲逝的感觉。

凉风习习中，送来你阵阵的芳香，寻香望去，晚风扬起你长长的头
发，你双手托腮沉思着，眸子里荡着春意。

初夏的景色已经有些迷人了。柔风去处，雾岚随日出而逝。城墙
边已被绿色的植物填得满满的，异常惹眼。生命的绿色慰藉了人类多
少希冀。可是，在生死之外，人们依旧要吟着“关关雎鸠”，吟着《长恨
歌》，走过茫茫的原野，那一笼飘拂于风中的长袖啊，不知携了多少喜怨
悲辛的泪滴。

清晨，临窗而坐，风儿卷起窗帘，这是夏日里难得的清凉之感。突
然接到你的电话，来自遥远的山林。想象中，你的窗外有一片槐树、榕
树，茂盛了整个山岗，点缀成美丽的绿色，清新而典雅。有鸟鸣啾啾，正
在为相依相偎的大树歌唱。

没有太阳的天空有些阴暗，静静的环城公园竟有一种“无风仍脉
脉，不雨也萧萧”的情韵。娇柔的“六月雪”开在细密的叶间，因承受着
夏蝉太殷勤的鸣叫而渐渐开成了浅红。夏荷在池中默默地展颜，一片
清纯，静候着云的投影。

我喜爱这种静谧的景色，尽管它会带给我隐隐的情愁。
青春无言，人生无悔。没有旗标，没有风帆，也没有路人，只有重重

的沉云，和沉云下你每日目睹过的厚厚城墙。
思念又一次被拉长。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呀。否则，那一杯情愫可以托

给哪一阵风呢？将有哪一个灵魂可以承受那红烛的泪滴？紫砂窗的语
言又将说给谁呢？

长路的尽头是远方的家园。我知道，那个群山环抱的小镇黄
昏，会聆听我默默的哀歌，甚至为我低泣，但是那古老的皂荚树也无
力抚平我心灵的种种深沟浅壑了。除非有你，日日的滩头才会随风
翻起梦中的涟漪，涤荡我所有的哀哀怨怨，小镇的暮色，才会添一抹
浅红的笑靥。

我们曾经用细致的手共握殷红的草莓，早已风干，重量失去了，
残红犹在。

面对孕育你生命哺育你成长的大山，我徘徊无名河畔，依恋小
村故园，往日的心情不再疏散，仿佛写你穿越时空隧道，一切都将重
来。然而，时光可以倒流吗？不能，所以我只能独自望山，在深深的
依恋中想象从前，想象那个扎着小羊角辫欢蹦乱跳的山妹子。

而今，梦醒时分，你是一位骄傲的女郎，如美丽的海伦，如矜持
的残花娘子，如典雅的戴安娜，在春天的绿草坪上炫耀那溢彩流光
的石榴裙。

一个将雨未雨的清晨，我独自散步兴庆湖边，带着几许萧萧的失落
和惆怅。据说，雨是苍天泼向地界的叩问。

似乎想叩问出一切答案，交给冥冥中所有迷惘的心。而雨落时溅
起的一层层水雾，却成一道朦胧的轻烟，含几许朦胧，几许脉脉相依的
情韵，总感到那萧萧的雨绒直落进心田。走进一家茶社，独坐帐篷下，
品一壶清茶，数万千条雨绒。水天一色，分不清是雨从天上来，还是从
湖面中升，那密密的雨珠，是一挂晶莹的珠帘，在晨风中摇摇摆摆。

我恋水，是因为你是喜欢水。
我知道水的美在于她的流动——从始至终的流动，款款走向永恒

的低处，不知是在追溯源头和童年，还是坦然走向坎坷的路级，在生
命之上、生命之下、生命之内、生命之外，流出九曲回肠，流出瀑布深
潭，流出海上月明，流出溪声潺潺……水包含了许多：秀美、沉静、激
奋、高亢；也实现了许多：孕育、滋生、奔腾、咆哮……可是，难道我只
是赋予水一个“愁”字吗？

夕阳红得诱人，不知此时的你正在何处？硕大的太阳独悬西天，
恰似远处高楼上一枚柔丽华贵的头饰。静静地浮在水中，平着水而去，
一行橘红的波光令人陶醉，在明亮喧闹的空间里，这是最夺目的美丽，
犹如尘俗里，出现了一种超然的幸福。

杨军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视

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中国
电影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诗
歌学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协理
事，陕西省编剧协会理事，陕西
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
作协主席，陕西省百优人才。

著有长篇小说《大汉钱
潮》《女客户经理》《埙娃传奇
之神奇魔怪》《埙娃传奇之神
秘地穴》《埙娃传奇之恐怖陶
窑》等，曾在《中国作家》《延
河》《星星》《萌芽》《文艺报》等
发表作品 50 多万字。编剧影
视作品《上海女人在西北》《等
你回来我已长大》《危情倒计
时》《咱们的娘家人》《清风》

《延安红剑》，舞台剧《送你去
延安》《埙娃传奇》等，作品多
次获全国奖项。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⑧
□鲁秦儿

故 乡

故乡是本书
老屋、河流
却是永远读不完的篇章
从那个幼儿出生起
他已埋在浓浓的乡土

故乡的土地上
没有人真正地活着
也没有人真正地死去
或许，日后他游历许多城市
成了诗人、演说者

他的诗行、言词里
总是充满着飘香的庄稼
哪怕在梦里
那牛羊、耕地及幽幽山谷
依然是儿时的模样

故乡是永远扑不灭的烈火
在子夜时分
温烫着游子的心

（作者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郭涛

割 麦 记
胳膊上的痒
夹带着麦芒划拉的伤被汗水蜇得生疼
龙口夺食不是一句口号
是我少年青年在夏天的功课

喉咙里冒烟
唾液里棉絮一样夹带的尘土
肺部需要过滤机能最大化
支撑着我把三台山上的太阳
从早晨背到正午

我一个人割完二分多地的麦

一步一挪
浑身无力
镰刀重似千斤
那次割麦的经历
竟然需要
此后十几年反复擦拭

说到麦子熟了
我一个劲想起
晚上的睡眠多么深沉
而今天想割麦
却无麦可割
没有割麦经历的人
请绕道而行
不要嫌弃我的矫情

（作者单位：商州区大赵峪街道
办事处）

□刘毅

拜谒司马迁祠墓
早就听说韩城是世界历史文化名

人司马迁的故乡，司马迁当年由于替
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了汉武帝
刘彻，要么拿钱赎罪，要么受宫刑。然
而，司马迁家官小没钱，他只能接受宫
刑免于一死，才有可能延续生命，在狱
中坚持写作，从而用 14年时间完成了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
记》作为华夏三千年间的通史，是古典
散文的典范，后世史传的楷模，被鲁迅
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赴韩城拜
谒了一代史圣司马迁的祠墓。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晋永嘉四年
（公元 310年），位于韩城市南 10公里
芝川镇东南的高岗上，西依梁山，东
临黄河，依岸就势，山水环抱，气势尤
为壮观。主体建筑有寝殿、献殿、祠
门、山门和 4座牌坊等，占地近 5万平
方米。显然，当初将祠墓地点选择在
汇山川之灵、集天地之神的风水宝
地，表达了人们延嗣子孙、家国昌盛
的美好愿望。

远远望见司马迁祠墓便走下车，
拾级而上，当我们来到太史祠墓大门
前时，门额上是已故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席启功先生题写的“汉太史司马迁
祠墓”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

跨过大门，步入司马古道（又称司
马坡），由于坡陡沟深，为防洪水冲刷，

一律用长方形石条铺砌，此乃春秋时
魏国所建，当初建造时全长约 3华里，
现在已没有那么长，坡上直通长安，坡
下向北可通山（西）陕（西）接境的龙门
古渡。我踏在经过了两千多年风吹雨
淋的古道上，细细观赏着古道上的印
痕，在感受岁月沧桑的同时，不禁低声
吟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沿古道而上，北边有一座小庙，传
说是前人为纪念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所建。由小庙向前，又有一牌坊，上书

“高山仰止”，此乃出自《诗经·小雅》，
比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敬仰。

过牌坊进入神道，登九十九级石
阶直达祠顶，九十九级石阶含义为九
九归一。其中第三台阶建有山门一
座，上书“史笔昭世”，比喻司马迁用他
的史笔昭示后人。第四台阶为一砖砌
牌坊，两边有对联：“圣人光道统，汉史
竟经文”，说明司马迁发扬光大了儒家
传统思想，其《史记》和孔子的经文相
提并论。登上第五台阶，走进额书“太
史祠”大门，即为最高层的祠院。

祠院中古柏参天，花木竞秀。祠
正中为献殿，由 5大间敞厅组成，陈列
有北宋至现代名人纪念司马迁的碑碣
67通，大多嵌在墙壁中。献殿里的供
桌为清同治年间所建，供桌正面将文
人具备的琴棋书画都表现了出来，中

间有篆书“荐馨”二字，喻示供奉的都
是上好的有香味的东西。供桌上的联
语此时也许最能道出我们这些游客的
心声――“史学传千古，神威镇一峰”，
这当然是指史学高峰了。当然，献殿
的木刻对联“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
汉，幽而发愤著成史记照尘寰”，正是
对史圣精神的真实描写。

寝宫中有宋仿照太行山司马迁的
塑像而塑造的坐像，长须飘拂、双目炯
炯、刚毅凛然、抱负超凡，长须是根据
其夫人柳倩娘要求塑造的，这样恢复
了司马迁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而且
外形惟妙惟肖，风韵更是传神。坐像
偏北望，有人说这是顺应了司马迁的
意愿，希望苏武牧羊归来能替他说句
公道话，还他一个清白。

祠后有司马迁墓，青砖裹砌，因为
其卒于何时何地无从查考，而且由于
他受过朝廷的宫刑，死后不能入祖坟，
所以疑为衣冠冢。墓嵌有八卦砖雕，
传说是元世祖忽必烈驻军韩城时，他
深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少数民族一
些人作了列传，不以蛮夷相待，才下令
军士依蒙古民俗将土冢砖砌围襄，形
如“蒙古包”。直到 400余年后，三国
归晋，永嘉皇上念司马迁与自己同姓，
才批准殷济太守为祖宗司马迁设祠。
墓顶有一株千年古柏，苍劲盘桓，生有
五枝，如巨掌撑天，因地势高，曾遭雷

击，在北侧断一树枝，后又在东南方向
生一新枝，仍为五枝，誉为“五子登
科”，这又如同太史公的崇高志向永驻
天地之间。现在每年高考前，到此朝
拜的韩城学子络绎不绝。

听导游讲解，传说当今司马迁的
后裔是今韩城徐村人，当年他们为了
免受朝廷诛灭九族，纷纷改姓，或在司
前加一竖为同，或在马前加两点为冯，
当地至今有“同冯一家人，同冯不通
婚”的习俗，而且“徐”与“续”同音，有
司马迁家族后继有人、香火不断之
意。司马迁祠墓在“文革”时完好无
损，主要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在《为人民
服务》一文中引用了司马迁“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才使祠
墓在“文革”中免遭破坏。

拜谒司马迁祠墓归来已经数日，
回想司马迁诞辰已经 2067年，然而司
马文化流韵千年，史圣精神光耀万代。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
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
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
公。”1958年，一代文豪郭沫若为司马
迁祠墓的题词便是他的真实写照。
由此看来，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功绩是
可以与文圣孔子在经文上的功绩相
提并论的。

（作者单位：陕西建工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

风景谈

在我国重大节庆活动中，历史悠
久的端午节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
彩，这也是端午节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一天，人们悬挂艾草、佩戴彩丝、饮
菖蒲雄黄酒，吃粽子、赛龙舟，以茶祭
祀等形式，把端午习俗与纪念屈原联
系在一起。至于品茶论道，也源于王
逸在《楚辞·九思·伤时》辞句：“堇荼
茂兮扶疏，蘅芷彫兮莹嫇”。

研读辞句，茶话联想。每到端午
节临近，福建闽北光泽县山野深处到
处有人采中草药，城乡圩场上也有人
叫卖中草药，这就是当地有名的端午

“备节茶”风俗。人们习惯在每年端
午节前后备好家中一年所需的中草
药，有“前七后三”之说。即端午节前
七天、后三天是备药最好的时间，凸
显出了端阳节气的重要。

若按民间传说讲，这段时间是天
上药王菩萨的生日，药王菩萨会撒药
力在百草上，采的草药最有药效。但
从科学角度来讲，因为药草到了这个
时间，生长比较成熟，药效比较好。
这里人们注重口彩，讲吃药不吉利，
所以隐喻讲药为茶，吃药叫吃茶，所
以端午节备草药叫备节茶。特别是
说端午节这天百草都是药，药效最
好，人们在这天会放下活计早早上山
去采草药，中午回来将许多种常见病
的草药合在一起炖喝，叫吃“午时茶”
或“罗嗦茶”，意思是这时间喝后发生
药效，身体强壮，一年百病不生。

在此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民俗专家萧放认为，从端午依傍的夏
至节令习俗看，早期的月令时代，人
们认为自然节令日是阴阳变动的关

键，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
心避忌，谨慎过关，是当时人的节日心
态，人们以静态保护为主。《礼记·月
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
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人们为
了“驱邪”，端午又引申出了采百药、踏
百草等活动。民俗认为午日午时，太
阳最烈，此时百草都是药。端午采药
的传统在民间历代相传，近代湖北英
山还有：“日午，採百草以为药物。”由
此可见，“斗百草”“采杂药”等活动是
属于端午的习俗。在茶农之家，采茶
加工茶叶也不例外。

端午过后为夏至，约半月之后，
骄阳似火的三伏天就要到来。防暑
降温的绿茶至关重要，我们以饮绿
茶为佳，可冲泡绿芽叶片用来清热
解暑。但在冲泡绿茶时需要茶艺技

巧，应直接用 90℃开水冲泡。高档
绿茶和细嫩的名茶，其芽叶细嫩，香
气也多为低沸点的清香型，用 80℃开
水冲泡即可。绿茶性味苦寒，可以清
热、消暑、解毒、止渴、强心，增强肠胃
功能，促进消化、防止腹泻、皮肤疮
疖感染等。

我国地大物博，也是茶的故乡和
世界茶树原产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碧
绿的茶园，种茶、加工和卖茶的场景
不时浮现。人们喝茶，喝的是日月沐
浴之下、山泉滋养之中、一年四季流
动着的自然清新之气，喝的是大自然
所孕育的精华。喝茶的过程，就是让
我们跟随这种草木之性，真正将自己
还原到自然之中的过程，达到心静如
禅，享受这幸福时光。

（作者单位：陕西省茶人联谊会）

春天浅浅夏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