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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浓 气 寒 菊 花 俏
——浅说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

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

鉴 藏

若问寒露节气最耐看且好看的花儿
是什么花？非菊花莫属！我国古人将寒
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
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

耀州窑缠枝菊纹青瓷碗于 2002年出
土于湖南益阳梓山湖宋墓，碗的口径 12.4
厘米，底径 3.6厘米，高 5.5厘米。从外形
来看，碗口外敞，腹部内收，小圈足。从上
往下俯视，碗形圆正，器壁轻薄，器物表面
施青釉。青瓷碗内装饰有不同形态的菊
花纹饰，分两层纹饰带沿器内壁点缀，碗
口最外沿一圈素面无纹，露出豆青色底
色，碗的腹内一圈装饰是由大小各异的缠
枝菊花组成的二方连续纹饰带，靠近碗内
底的是一朵团状菊花。在同一碗内，工匠
将菊花的盛开形态从不同角度展现，有从
菊花顶部正面向下俯视的团菊，有四分之
三侧视面的缠枝菊，有从正侧面观看的刚
刚绽放的小雏菊，形态各异，花团锦簇。

有着 1400年历史的耀州窑是北方青
瓷的代表。唐代开始烧制黑釉、白釉、青
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
三彩陶器等，宋、金则以青瓷为主，北宋为

鼎盛期，为宋代六大窑系，元明时期日渐
衰落。其窑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旧属同
官管辖，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馆藏的五代青釉提梁
倒灌壶，被誉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是耀
瓷中至精至美的瑰宝，它集“三王”（鸟之
王凤凰、兽之王狮子、花之王牡丹）的灵
气、霸气、美艳于一身，可谓巧夺天工。“巧
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耀瓷藏品亦在世界
各大知名博物馆夺人眼目。

菊花作为我国与梅、兰、竹并称的名
花，自古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和作为美好品
德的象征，有“花中隐士”之称。菊花生命
力顽强，开于霜风来临的秋季，被视为不畏
严寒，高风亮节，菊花与松树一起寓意“松
菊永存”，与鹌鹑一起还寓意“安居乐业”。
在历代诗人的诗歌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菊
花的佳作，可见菊花受人喜爱的程度。

耀州窑青瓷刻花工艺于北宋时达到巅

峰，史籍上称之为“刀刀见泥”。耀州窑缠
枝菊纹青瓷碗在画面的组织安排上，花朵
形态虽然多，但是位置经营得当，没有给人
无序感，反而在高低错落、大小相间中显出
韵律美和节奏美。团菊的花瓣每一瓣都大
小相似，均由逆时针方向旋转盛开，在釉色
分布上，也是花心处多而深，在花瓣边缘薄
而淡，与自然界菊花盛开时的阴影投射，以
及花瓣的内密外疏的自然规律相符合。缠
枝菊花的组合中，有主有次，分布疏密相
宜，以繁密而细碎的菊花叶片做底纹，反
衬出几朵菊花的悠然舒展。碗内的菊花
枝条不多，但是很好地串联了几朵侧面描
绘的菊花以及叶片，菊花叶片的“点”、枝
条的“线”、菊花的“面”一同构成了一幅点、
线、面俱到，具有高度形式美感的画面。青
瓷碗色调碧绿如玉，温润素雅，在青色中又
透着几分黄，不禁令人联想到菊花青绿的
枝蔓和黄灿灿的花瓣。 □雷焕

《十送红军》与汉中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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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 梆 肉秦 味

我不大喜欢吃葫芦头，却很喜欢吃
梆梆肉。

导师生前喜欢此食，于是也似乎成了
师门的传统。隔三岔五，师弟召唤：“走，
葫芦头！”而我心里想的，却是梆梆肉。这
是不是有点相亲相上闺蜜的感觉，于是有
点罪恶感，如果葫芦头是人，心里一定有
点难过。是的，这兄弟俩虽然不属于捆绑
销售，但很多时候约定俗成，不会零卖。
只要食客们一坐定，通常都会招呼老板：

“素拼，梆梆肉！”随即咔嚓一声，一瓶白酒
放在桌子上。

梆梆肉和葫芦头的名字，从字面都无
法知晓是什么东西。从形态上而言，一鼓
一鼓的猪肠子和葫芦还有那么一点相像
的意思，梆梆肉与猪肠可就几无关联了。
坊间流传说，梆梆肉以前和下水一起卖，
以木梆梆敲击提醒人的注意，于是，就有
了此称。还有说，此食百余年前自河北传
来，无法追考，但已俨然成为西安这座城
市的味觉标符。

严格来说，葫芦头是猪肠头，梆梆肉

是猪肠子，但两者八九不离十，都是一条
绳子上拴着的蚂蚱。或者更像是失散的
兄弟，一个入了浓汤之家，一个走了烟熏
之户，兜兜转转，冥然相逢。

我吃梆梆肉，从来不是大口的，而是
用齿尖分几次去咬，将那经过烟火薰就
的肠衣铺展在齿面上，经过研磨，使之老
味经由舌侧，传递给神经。梆梆肉是要
趁热吃的，有温度的撩拨，它特有的味道
才能穿透鼻腔，如果再送一口白酒，人生
的滋味在那一瞬间似乎才被浓缩还原地
如此真切。

其实，梆梆肉的制作，除了主料猪大
肠，还有猪头肉、猪肚、猪心、猪肺、猪肝、
和猪尾等，其他都好说，唯独猪大肠，有一
种与生俱来的神秘隐臭，对于这种气味，
喜之者不能自已，恶之者躲避不及。为了
消除这种臭味所带来的其他联想，制食者
可谓不厌其烦，可正是这种无法根除的臭
味，满足了人们正常味觉的补偿性体验。
猪大肠反复摘油翻洗，热水里除腥去腻，
同时，再另锅沸煮调料汤，接下来，将大肠

投入其中，文火炖煮，出锅沥干
后再用食碱祛其腻油。

梆梆肉独特的老味，来自最
后一道工序——熏，也正是这一
烹饪手段，使得原本的臭腥味有
所遮蔽且意味悠长。最初时，有
在街头就地熏制梆梆肉的，其原
理虽与熏腊肉相似，但梆梆肉更倾向于烟
熏。煮熟的猪大肠被架在盛满锯末铁箱
的金属网筛上，铁箱内置锯末点燃，以余
烬后的白烟捂盖恶熏。这种熏制手法，看
似平淡无奇，但火候的掌握、熏制用的材
料都自有讲究。这种传统烟熏的方法会
产生大量的烟雾，如今已不大用了。但以
桃木、梨木、松柏木为料所熏制的梆梆肉，
的确要比电熏的好吃很多。

西安城里经营葫芦头的名店，大都善
制梆梆肉，如春发生、天发芽、春发芽等，而
以梆梆肉名气为胜的，则就不多了，可说的
当如小南门里的诚信和，东厅门的朱秀英
梆梆肉，新民街的老耿家梆梆肉等。

十年前的冬季，导师带我去南院门

的古旧书店，末了，特意带我在斜对面的
春发生里吃饭，讲起他祖上功业以及自
己少年时的生活种种，甜水井周围的方
圆数里，都连接着他生活中的过往记
忆。可对我一个农家的子弟而言，虽然
今天也平淡无奇，但对这些食物更多也
只是味觉的消受而已。但可以说，后来
的葫芦头和梆梆肉大多都是和导师吃
的。音容笑貌、低语欢言，品咂间，这食
物也便有了别样的感触。

我与葫芦头和梆梆肉的最初接触，就
是因为导师，后来记忆的加深也是因为师
弟，我几乎没有与他人享用过此食，因此，
这种味道与我心灵连接的就是那些特定
的人事。 □张西昌

往 事

说起红色经典歌曲《十送红军》，可
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许多人
还不知晓，这首红色经典歌曲与陕西汉
中还有着很深的不解之缘。

《十送红军》来源于
汉中红色歌谣《十送》

《十送红军》是 20 世纪 60 年代解
放军空政文工团挖掘、整理和演唱的
一首享誉全国、至今广为流传的红色
经典歌曲。

从《十送红军》歌曲的唱词来看，它
是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根据地群众共
同回忆的反映，也是众多文艺工作者挖
掘、搜集、整理和提炼的结果，更是陕西
汉中红色歌谣《十送》的进一步升华。从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青研究员在 2020
年第 11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孙
伯和与红色歌谣〈十送红军〉》、2021年第
2期《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被遗
忘的〈十送红军〉歌谣原创的搜集整理
者》等文章和汉中有关地方档案史料记
载来看，《十送红军》歌曲的唱词来源于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汉中市南郑区、镇巴
县一带，是从广为传唱的汉中红色歌谣
《十送》歌词改编而来的。一些人认为
《十送红军》是江西民歌，可能是从歌曲
的曲调判断的。

孙伯和等人
对《十送》词曲的搜集整理

汉中市的南郑区、镇巴县、宁强县、
西乡县位于陕西南部、大巴山北麓，这里
不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民间文化和艺术之乡。

早在空政文工团收集整理革命历史
歌曲行动之前，汉中的文化、档案工作者
已开始收集整理流传在当地的红色歌
谣。南郑县文化馆干部石伟是一名军队
转业干部，转业前一直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19军兼陕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陕
西省军区从事军队宣传和文化工作，曾
转战汉中，对陕南文化有所了解。1956
年，石伟到邻近四川的碑坝一带搜集歌
谣时，听了群众吟唱的《十送》后，感觉很
优美。因为吟唱者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再加上方言浓重、吐字不清晰、内容不完

整，他收集后一直没有发表。
孙伯和和刘守正是汉中市南郑区、

汉台区人，两人文史功底扎实，喜欢诗歌
和散文。新中国成立后，在南郑县文化
馆工作的孙伯和，专注搜集、发表汉中歌
谣和诗词，在陕南影响很大。刘守正尊
孙伯和为师，两人共同搜集、整理和创作
了很多歌谣、诗词在报刊上发表。

孙伯和和刘守正挖掘整理《十送》红
色歌谣要比石伟早。1952年，他俩采访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伤残退伍返乡军人
张万春时，张万春连唱带说地回忆了苏
区老百姓唱《十送》送红军的情景，引起
了两人的注意。1953年和 1954年，他俩
去南郑县碑坝采风时，听到有人唱《十
送》歌谣，立即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石伟
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生活阅历，而且从事
过文艺创作，对红色歌谣理解深刻。他
约孙伯和采访了张万春后，对孙伯和、刘
守正整理的《十送》提出修改意见。1957
年 9月 27日，石伟率先在《陕西农民报》
上发表了汉中红色歌谣《十送》的歌词，
并注明“流传南郑碑坝”。

1958 年 2 月，孙伯和、刘守正在《延
河》杂志发表《红军走后人心酸·十送》，
受到文艺界高度评价，当代诗人、散文
家、时任《延河》杂志副主编的魏钢焰发
表评论文章称“《十送》这首山歌蕴藏着
丰富、深邃、真挚的革命感情”。

与此同时，汉中市镇巴县也开始挖
掘搜集整理《十送》红色歌谣。《十送》诞
生在这里，失散的苏维埃干部朱有炽是
《十送》的创作者，也是传唱者。1932年

12月，红四方面军打到永乐镇，朱有炽参
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赤北
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长等职。他编写的
《十送》红色歌谣，经中共川陕省委宣传
部部长刘瑞龙修改后，在赤北县广为流
传。1935年，朱有炽在长征途中失散。

符文学是汉中市镇巴县简池镇人，
笔名富饶。他的家乡隶属川陕省赤北
县，其父和许多亲友都参加了红军。因
符文学采写广播新闻稿展露出了写作才
华，1953年以来，他搜集《十送》等红色歌
谣 300余首、发表 250余首，曾任川陕根
据地历史研究会会员、镇巴县政协文史
委副主任。

1956年 10月，抽调到县政府民政科
的符文学在简池区普查革命烈士、搜集
革命斗争史料时，见到朱有炽，朱有炽
说：“有一首比较长的镇巴红色歌谣，一
共有 10段，歌名叫《十送》。”朱有炽一边
唱，符文学一边记录。1958年，《陕西日
报》开辟“都来搜集民歌”专栏，符文学将
搜集整理的《十送》等 20多首红色歌谣交
由镇巴县委宣传部，并转报汉中地委宣
传部，汉中地委宣传部选择了一些歌谣
投稿报刊。1958年《陕西日报》和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刊
登了《陕南红色山歌·十送》，因为是宣传
部门组稿，标注的署名是“朱有志唱”“汉
中地委宣传部供稿”“富饶搜集”。“朱有
志”应为“朱有炽”，“富饶”是符文学的笔
名。符文学搜集整理《十送》歌谣时，没
有记录曲调。歌谣发表后，镇巴县初级
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刘光朗经过调查，认

定该歌谣应采用当地民歌《绣荷包》曲调
吟唱。他以该曲调为基调重新谱曲后，
《十送》在陕南更加广为传唱。

从《十送》到
后来的《十送红军》

石伟、孙伯和、刘守正、符文学等汉
中文化学者挖掘、搜集和整理的《十送》
红色歌谣，同出一脉，歌词相同，被冠以

“镇巴歌谣”。
镇巴《十送》红色歌谣叙述的是秋天，

不是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最后撤离川陕
革命根据地的季节，它反映了苏区群众多
次送别红军时的忧伤情景。

镇巴《十送》歌谣中使用的地名、方言
和风俗具有汉中特色。如“一送红军下南
山”，汉中人习惯称秦岭为北山、称巴山为
南山，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就是离开
南山、离开大巴山。“山上苞谷金灿灿”中
提到的苞谷，外地人称为玉米，汉中人叫
苞谷，这种作物主要分布在汉中的山区
县，是当地群众的主粮之一。“九送红军到
通江”的通江，是指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的通江河，1932年 12月 25日红四方面军
解放通江城后，总指挥部、原总政治部设
于此，是川陕苏区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
被誉为“川陕苏区首府”。陕西省汉中市
南郑区、镇巴县与通江县相邻，由此可
见，红色经典歌曲《十送红军》由红色歌
谣《十送》改变而来，《十送》歌谣的发源
地就在陕西汉中。

1961年 8月 1日，空政文工团文学编
辑张士燮、音乐编辑朱正本将汉中红色歌
谣《十送》谱以江西民歌曲调，定名为《十
送红军》在北京音乐堂首演。《十送红军》以
朴实的内容、优美的曲调，迅速红遍全国。

空政文工团在“演唱版”歌词里加入
“里格”“介支个”等江西山歌“衬词”，并将
“十送”减少为一三五七九十“六送”，不仅
使《十送红军》歌曲更加简洁，而且“江西
民歌”的味道也更加浓厚，因此，《十送红
军》也被署名为“江西革命民歌”，标注为

“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
《十送红军》唱响全国后，1965 年 3

月被收录《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书
中，2009 年入选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半个
多世纪以来，《十送红军》一直深受人民
群众喜爱，成为几代歌唱家最钟情的保
留曲目。 □侯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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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纪念馆，初名杜公祠，位于西安市长安
区韦曲镇东南双竹村，背倚少陵园，面对古樊
川，与千年古刹牛头寺和杨虎城将军陵园毗邻。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杜曲谒
子美先生祠》诗：“城南韦杜潏川滨，工部千秋
庙貌新。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
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鸟弄春。稷
契平生空自诩，谁知词客有经纶。”此诗不仅
道出杜公祠准确位置，又描述杜公祠刚刚修
葺并有一定的规模。

诗人杜甫在中晚唐时期已名声显赫，韩愈
在《悼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白居易对杜甫的评价：“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
善，殆过于李。”在元稹撰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
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
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在
文坛的地位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传后世
不断有文人墨客来长安寻访杜甫生前寓所凭
吊题咏，发思古之幽情，尊崇之人为杜甫塑像
建祠已表达对诗人的怀念，后为战乱所毁。据
《关中两朝文钞》载：明嘉靖五年（1526），创建
长安杜公祠。

杜公祠的修建最早由刑部主事张治道首
倡，怎奈张治道位卑权轻，最后在巡按河西监
察御史吉棠支持倡导下建成。《创建唐工部员
外郎杜子美祠堂记》碑文所载：“嘉靖丙戌，巡
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按满风旋，驻省採谣，谓
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不可无祠。据三学生周
鋐等呈移文司府，量地、度材、计费，定囗，于是
巡抚都御史王荩、巡按御史郭登庸、段汝砺、王
鼎、各据呈举行如吉。左布政使袁摈等、按察
使唐泽等、西安府知府赵伸、同知王旸、知县何
钟、陈谟、经画相度，矢心殚力，五月告成。门
一，前后堂二，各三楹；东西庑二，如堂；周以垣
墙、树以柳果，郁如葱如，巍乎焕焉。诸公以余
世家杜陵，且首倡祠事，命为之记。”

下文中提及杜甫是生于京兆杜陵，出生之
地、居住之地、仕宦之地均是京兆长安。原文是
这样描述的：“余考杜子，睿宗先天之二年生于
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祖预，襄阳人；
自祖綝，奉朝请；依艺，为监察御史；审言，为学士、尚书，累居京师，
以官为家；父闲，徒杜陵，生公，而少陵乃公故里，故公诗曰：故里樊
川曲（应是故里樊川菊，此处可能刻录时有误）。”张治道或以杜甫的
郡望为考杜甫是杜陵人，或以杜甫为自己的乡党为荣耀，杜甫诗《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首》中有“杜陵有布衣”之句；《哀江头》诗中有

“少陵野老吞声哭”之句；公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甫也为
自己是京兆杜陵人为荣。《旧唐书》杜甫传中记载：“父闲，终奉天
令。”（奉天县就是今天的乾县，唐置县以奉祀乾陵。）文中：“杜子生
于睿宗先天二年生于京兆之杜陵。”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
笺》中载：“杜甫生于睿宗先天元年（712年）。”

回到张治道建祠碑文中最后一段，记载了张志道艰难建祠的
过程：“余尝以是告当路（当权者，旧时指身居要职，掌权的人）,而当
路略无有考搜彰显者。呜呼难哉！匪特当路，虽乡里之贤，间不我
豫。方余路曰：为张子作行。疾者阻其事，曰：掘人察其匪行罔掘，
而督修益力，故不数月而告成。”这里能明显体现张治道位卑权轻，
要不是御史吉棠支持就难以实现。比如：“而今之秉宪度者，急生
慢死，擎势灭德。见邑里之炎宦要进，百方奉给，既为之身，又为之
家；而于邑里之前修之贤，埋灭弗闻，加审如杜子者，数百年来竟无
一宇、一豆（古代器皿，多为祭祀用，此处借代为祭祀）。”乡里有权有
势的无论德性如何却百方奉给，而杜甫这样诗文之集大成者却几
百年无祠供祭。这里能看出张治道感慨杜公无祠供祀，也能表现
张治道为杜公建祠的艰辛历程。

我馆藏第二方碑《太微张先生迎祀祠记》中记载了张治道去世
后，当地人为了纪念张先生为杜公建祠的功德迎祀太微张先生于杜
公祠。文中云：“少陵故无杜公祠，祠自嘉靖丙戌始，盖即公故里建
之，所谓礼以义起也。其振作表彰倡始之力，太微张先生居多。先
生既殁，缙绅大夫咸谓其薄仕进，耽风雅，与杜同，其里又同；宜并祀
于祠，以彰德美。”至于张治道该否迎祀于杜公祠，当时缙绅大夫觉
得合乎情理，与杜公同祀，千秋万代留给后人评说吧！不过现代的
杜甫纪念馆里并没有太微张先生，仅存一方石碑而已。

张治道建祠 176年后，清正黄旗将军达理善拜谒杜公祠，见杜
公祠里内颓垣断堑、苍烟荆棘，不禁感慨。碑文有云：“公生长于斯，
其精神魂魄亦当聚于期。岂公生平论落坎坷，而遗其像复处此不蔽
风雨之地，是余之责也乎！因及命匠石，辟旧地，营新居，斩材庀工，
傍山造殿一区，周以墙垣，丹雘涂暨粉饰装点龛像，另为改修，焕然
一新焉。又就曲水旁构一亭，植以奇花异草。亭后为屋数椽，招僧
居住，朝夕奉祀香火，以垂永久。”达理善是个彻头彻脑的杜公尊崇
者，“余素嗜杜诗，吟咏之下，尝慨杜公所遭不偶，即其诗以相见其
人；即其人以三复其诗。窃讶唐以诗取士，而公反不与制科之选，未
尝不三致意焉”。这是我馆藏第三方石碑《新修杜公祠记》，碑文记
载了达理善将军在康熙四十一年新修杜公祠的过程。文中能看出
此次新建杜公祠的位置稍有移动。不同于初建祠，新建祠有僧人居
住为杜公看家护院。与张治道相比，达理善位高权重、说干就干，

“三阅月而工告竣”。将军文采颇秀，碑文中曰：“登其堂，上倚崇山，
下临溪水，去平地数十丈。脱尘氛，绝烦嚣，流水潺湲，与林木微风
相映带。面对南山，山之巅崖峭壁，紫绿万状，皆若争妍斗媚于远眺
间。”一幅极秀美的画面。“噫！以公少小生长之乡，为公神灵栖息之
所，公其可无憾。”

达理善在康熙四十一年新修杜公祠，有碑文并载入《咸宁县志》
“艺文”篇，此次之前康熙五年也有重修，有咸宁知县黄家鼎撰写的
《重修记》收入康熙七年纂修的《咸宁具志》，未见勒石。

几修几颓，诗人祁琳在《游工部祠》诗中云：“城南工部祠，惟有
野花存，冷落烟迷径，萧条鸟傍门。”乾隆年间，旧址全毁于火，直到
清嘉庆九年重建杜公祠。据清嘉庆二十四年《咸宁县志》载：“旧祠
在牛头寺南一里塔院之左，毁于火。嘉庆九年，邑士人杨调鼎、王
淳敬等请于方公维甸，损资改建于牛头寺东，与寺相属。神像、配
像（指杜甫像和张治道像）如旧制。又修官亭、游廊、花亭十数楹，
较旧祠规模宏远矣。”嘉庆九年重修应该说是新建，已建于新址（今
址），此次应是杜公祠史上最大规模修建。这次重修应有记或碑，
但均未见到。

杜公祠至同治戊辰七年：“是时，陕方用兵（指同治间清廷在陕
西等地镇压回、捻起义军战争），坏门破堡，千里无色；崇坛巨庙，荡
为微尘；而杜祠之颓然于荒砾蔓草，固其小焉者也。”几十年后，杜公
祠再一次颓唐了。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出资重修杜公祠，且重修规模
不大，内阁中书谢章铤撰写碑文《重修杜公祠碑》。

光绪十三年，杜公祠再次重修，有碑《重修杜工公祠堂碑记》。
由叶伯英（头品顶戴兵部侍郎抚陕使）、李菊圃、曾铄（怀清观察），捐
俸重修，张宏远负责修建事务。杜甫享堂供有《唐杜文贞公遗像碑》
刻于光绪二十九年。

新中国成立后，长安区政府多次拨款修葺杜公祠，1956年定为
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成立杜公祠文管所，2009
年更名为杜甫纪念馆，2012年免费对外开放。

夫士君子在天地间，有贱于当身，而贵于身后；有蔽于一时，而
耀于万世。盖其所挟持者登峰造极，故愈久而愈不可磨灭，其理固
有当然，而时命之穷达非所论也。

呜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天意公已会，人间留好诗。夫
千载之间，目击公诗，而堕千秋之泪者多矣！少陵苍苍，潏水汤汤，
杜公风骨，山高水长！ □张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