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诗刊》
2009年9月曾推出一期“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六十周年诗歌名篇珍藏版”专号。专
号的面世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故而促
使编者杨志学与出版社合作，将此内容编
成一部专题性典藏诗集《新中国颂——中
外朗诵诗精选》，呈现于读者面前。此书在
原专号的基础上增加了九位外国诗人和五
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对部分诗人的编排位
置做了适当的调整，使整体构架和体例更
趋合理。杨匡汉先生对本书有如下评价：

“本书所选作品，兼顾历史影响和文本价
值，表现了可贵的‘筛选’眼光。内容的编
排也颇具创意，尤其外国人歌唱新中国的
作品，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受。”（见该书封
底推荐语）这样的评语对这部书来说是无
疑恰当的。

文献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倚重是《新中
国颂》的一个亮点。六十年相对于历史长
河而言虽是沧海一粟，但诗歌这面镜子所
映照的历史影像与现实片段却不可小觑。
面对卷帙浩繁的诗库，编者不辞劳苦地潜
入各大图书馆的书架间，翻阅那一摞摞泛
黄的书刊，从中搜寻出与新中国有关而又
具有史料价值和编选意义的诗歌文本。对于出自不
同版本的同一首诗，编者竭力寻找最初最原始的版
本，如柯仲平《我们的快马》选自《人民文学》1949年
10月创刊号，郑振铎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选自《文艺报》1949年10月第一卷第二期，胡风《时
间开始了！》（长诗节选）选自1949年11月20日《人民
日报》，林庚《念一本书》选自1950年12月9日《光明
日报》，等等，这样便打通了时间的隧道，再现了诗歌
文本的最初历史面目。而对一些已无从查证最初出
处的诗作，编者则以权威版本为准绳择定诗歌文
本。此外，选集中的许多诗都保留了诗歌原始版本
上的小序，如王老九的《歌唱三户贫农》、何其芳的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节选）、朱英诞的《古城的风》、
陈志昂《麦穗》等，这些作品的小序或交代创作背景，
或陈述创作目的，或自诉诗之由来，多则数百字，少
则三言两语，均重现了诗歌创作时的历史场景，颇具
现场感和感染力，具有明显的文献价值。

与此同时，编者并不降低诗歌筛选中的审美标
准。长期以来，主旋律诗歌的审美价值遭质疑，历史
的诗与审美的诗彼此仿佛泾渭分明，但《新中国颂》
的编者敢于迎接挑战，“既尊重历史，考虑作品在当
时的影响；也尊重艺术，掂量其文本在今天还能拥有
的美感与内在含量”（见该书序言），严格把持历史的

和美学的双重标准。如李瑛的《天安门上
的红灯》，诗题虽有“天安门”、“红灯”两个
带有政治寓意和公众化色彩的意象，但诗
人并没有停滞于直接抒情层面，而是从个
人化视角书写了内心对“天安门上的红
灯”这个具体物象的独特感受，如“亲爱
的，我不想走／我想看天安门上的红
灯。／我想起故乡，关于它／曾有许多美
丽的传说”，诗人以个人性体验为基点，逐
渐升华到对祖国的爱，主旋律的诗思与诗
艺的审美价值糅合得恰到好处。

在内容编排上，编者独具匠心，设计、
划分了五个大的板块，从不同侧面完成对
新中国的礼赞。第一板块《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让读者重返60年前新中国成立
伊始举国欢庆的历史现场，如郑振铎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诗人反复呼
告“中国人像一个钢的巨人似的／雄健地
站立着”、“我们已经是恢复了力量的山
荪”、“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重现了中
国人冲破三座大山之枷锁后的扬眉吐气；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一诗写于1949年9
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
体会议刚刚闭幕之时，真挚地表现了一个

民族求新生的艰难历程，歌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开
始。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徐迟《在明亮的眼
光下》、朱子奇《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等诗都传达
了万众欢腾的喜悦和诗人的纯真。第二板块《北京
——我心中的城》中的诗再现了诗人们对祖国首都
北京的热爱，诗人把满腔爱国激情凝聚于具体地理
坐标上的一座特殊的城市，主题相同而手法各异。

《四海涛声·外国诗人歌唱新中国》则选录了国外诗
人对新中国的祝福与歌颂，从另一个视角再现了四
海宾朋对新中国的深情厚谊。

编者还从民族大家庭的理念出发，编排了维吾
尔族、白族、朝鲜族、土家族、满族、蒙古族、彝族、藏
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诗人歌唱新中国的优秀诗作，
如藏族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傣族康朗甩《北
京的诗篇》、满族胡昭《军帽底下的眼睛》等。

这本诗选所具有的珍藏性，无疑是对当下这个
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诗歌由文化殿堂中的至尊地
位而滑落边缘境地的一次强力冲击与反拨。《新中国
颂》以纸质媒介的方式承载了厚重的思想与美好的
文字，点燃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种纸质媒介的精
品，不同于通俗歌曲的快餐式消费，它可以被长久地
保存、阅读、品味、传播，无疑颇具珍藏性，是打造文
化精品的一次有效尝试。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
化厚重而又博大。正源于
此，各类节日自然也就多一
些。时下，中秋、国庆双节
人们团聚或旅游的欢乐尚
未离去，重阳节便又如约而
至。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早在春秋战国时，
《楚辞》中就已提到。屈原在《远游》中曾写
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
这是我国较早出现的“重阳”字样，但这里
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继之，三
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则
明确记载了当时重阳的饮宴：“岁往月来，
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
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东
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九日闲
居》诗序中则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
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
言。”这里提到的菊花和酒，是在魏晋时期，
说明那时人们在重阳节就有了饮酒、赏菊
习惯。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是在唐
朝。到了明朝，重阳节民间组织开展诸如
登山、吃重阳糕、赏菊及饮菊花酒、插茱萸
等活动，皇宫里则要一起吃花糕以示庆贺，
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

风俗一直流传到清朝。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隽咏重阳

节的可谓俯拾皆是，其中著名的有唐朝诗人
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
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杜甫的《登
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宋朝词人李清照的《醉花
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
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
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
比黄花瘦！”元朝杂剧作家关汉卿的《沉醉东
风重九》“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
楼。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
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谁肯教白衣送酒。”明
朝江西巡抚文森的《九日》“三载重阳菊，开时
不在家。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野旷云
连树，天寒雁聚沙。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

华”等。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

中也有关于重阳节的词作，其
重阳·《采桑子》中如是写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毛泽东的这首
词，丝毫没有古人悲秋之意，一扫衰颓萧瑟之
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
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
操，可谓意境非凡。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九九重阳”中
的“双九”还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
所以 1989 年我国将重阳节正式定为老人
节，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老年朋友的关爱。每年的这
一天，全国各地各单位一般都会组织从工
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登山旅游，使老
年朋友得以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
体，通过回归大自然，激发其热爱祖国壮丽
山河的情怀。许多家庭的晚辈，也会带着
老人到郊外活动或在家为老人做些可口的
饭菜孝敬老人，借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贤的传统美德。

数字对联，生动有趣。而一些数字
对联还应用了数学运算，更是令人称
奇，妙不可言。

一、加法
清朝通州有一位画家曹凤，画了一

幅“百鸟归巢图”，要他12岁的儿子配个
数字联，写出一百只鸟儿的意思，但不
准出现“百”字。儿子智慧过人，非常聪
明，略加思忖之后，便顺口说道：

三四五六七八只；
天上一只地一只。
画家听了之后直发呆，便问：“这怎

么理解？”儿子回答道：“三乘四是十二，
五乘六是三十，七乘八是五十六。十二
加三十，再加五十六是九十八。再加上
天上的一只，地上的一只，不是刚巧一
百只吗？”父亲大悟，连连点头，并把它
写在“百鸟归巢图”上。上下联均用了
加法，构思十分精巧。

二、减法
北宋程颢，82 岁时得中状元，心中

激动不已，即叹吾已老矣，又喜有志者
事竟成，一时高兴，写了副好对联：

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
青云得志，多太公之二年。
其意是我虽比辅佐周文王的姜太

公大两岁，但比九十岁成名的伏生还年
轻八岁哩。此上联采用的是减法，暗指
自己是八十二岁了。

三、乘法
清代外交官陈兰彬，有一次在驻

日使馆后花园假山的凉亭上，宴请日

本首相。趾高气扬的日相酒足饭饱之
后，还想取笑一下陈使，皮笑肉不笑地
说道：“闻贵国黄河河套有九曲之称，
我想到一联，想请贵公使属对。”随即
念道：

黄河绿水三三转。
上联出得奇巧，把九曲说成三三

转。陈兰彬闻后，并未即对，而是面向
山下湖水，点点上山小径的拐角。随
即陈兰彬笑道：“如此就事论事之联，
在敝国联坛属于下乘，若首相果真要
对，就以眼前山水应之吧。”随即念
道：

紫海青山六六弯。
并笑着说：“首相可曾记得，我们这

上山小径不是六六三十六个弯吗？”日
相连称“佩服、佩服！”随即悻悻地告辞
而去。此上下联均用了乘法。

四、除法
在苏州金闾门外至虎丘有一段叫

“山塘”的风景绝佳的路，约有七里长，
中间有个地方叫“半塘”。有一天唐伯
虎和祝枝山一道游玩，祝枝山即景引出
上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唐伯虎一时语塞，对不出来，后来

他们来到一个叫“九溪洞”的地方时，唐
伯虎灵感突发，随口吟道：

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
七里一分为二，为三里半；九溪除

以二是四溪半，也就是五溪的中间。极
其巧妙地应用了除法。

社稷是一个特指名词。
社，古代指土地之神；古代又把

祭 土 神 的 地 方 、日 子 和 祭 礼 都 叫
社。稷，古指五谷之神。故“社稷”
从字面来看是说土谷之神。由于古
时的君主为了祈求国事太平，五谷
丰登，每年都要到郊外祭祀土地和
五谷神，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象征，
后来人们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

“社稷之忧”、“社稷之患”、“社稷之
危”都指的是“国家”的忧虑、隐患、
安危。这个代称沿用至今。不过一
般现代白话文文章已经很少引用,只
是在古装电视剧和一些历史小说里
可以见到。

本书共收录古代各类木作小器物 365件，
有为人熟知的书箱、笔筒、灯笼、围棋……也有
鲜为人知的拜匣、炉瓶、臂搁、座屏等。全书内
容翔实，语言丰富。作者用通俗易懂，白话与
文言相间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古代器
物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读者可以轻易了解
到有关古代小器物的知识。作者精心选配了
800 余幅图片，更让读者对古代器物有较直观
的认识。这部书的另一大特色是运用大量的
史料作为佐证，对于小器物在历史中的存在与
发展，作者都从古代各类史料记载中对其进行
了求证。从器物产生之初，到其在历代的演变
这一漫漫长路，古代小器物历经了其蕴蓄与积
淀的过程，在过往的历史中，在清幽的岁月里，
默默地散发着其独特而醇厚的芳香。

代善和努尔哈赤之间，并没有不
可调和的矛盾。这次，代善之所以倒
霉，完全是因为他的防火意识淡薄，
导致自家后院起火，烧掉所有。

代善在家反思八天后，提刀就把
一直视他为男奴的老婆杀掉了。然
后，代善提着老婆的人头，来到努尔
哈赤的面前，做了深刻的检讨，以此
证明他已经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
人。

既然代善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努
尔哈赤也不能一黑到底，毕竟代善是
他的儿子。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恢复
代善贝勒称号，把剥夺的幕僚、部众
悉数还给代善。但是，从那以后，他
对接班人的事，闭口不谈。

代善失势之后，后金圈子里二把
手的位置出现空缺。凡是有想法的
贝勒，对这个位置，都跃跃欲试。

现在，在后金圈子里，势力、实力
最大的有四家，分别是代善、阿敏、莽
古尔泰和皇太极，圈子里最大的隐患
也在这四家之中。努尔哈赤为了分
化这四家的权力，把德
格类、岳托、济尔哈朗、
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提拔上来。

阿巴亥的三个儿
子，虽不主旗，但已经
位列后金圈子里九大
贵族之列。努尔哈赤
利用三个不懂事的孩
子，在圈子里为他占了
三个重要位置。

为了达到圈子里
势力平衡，努尔哈赤又
提出八贝勒共议国政
制度。这八位贝勒为：
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
类、阿济格、济尔哈朗和岳托。皇太
极，是圈里公认的智勇双全者。但
是，非常忠于努尔哈赤、忠于后金圈
子的阿敦，非常了解皇太极。在阿敦
看来，皇太极虽然业务能力强，但人
品差了点，心太黑，脸皮厚。宅心仁
厚的代善，挨了这位弟弟几闷棍，至
今连棍子来自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在心里，阿敦还是认可代善的。
最起码，代善的人品要比皇太极好。

阿敦觉得代善输得太窝囊，完全
是被人为地扩大了污点。

阿敦犹豫再三，最后决定找机会
见代善一面，给他提个醒。

这个机会还真的被阿敦找到
了。出于对代善的同情心、圈子前途
的危机感，阿敦对代善说：“大贝勒，
你啊，做人不能太老实，凡事得多个
心眼才行。不能以为你怎样对待兄
弟，就以为兄弟便会怎样对待你。大
汗年纪不小了，你作为大哥的，光埋
头做业务不成，很多事不能不考虑。
皇太极、莽古尔泰，阿济格都在打你
的主意。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

意不可无啊。”
好心的阿敦，一直为习惯被别人

安排的代善担心，冒着生命危险提醒
他，已经是不计后果的行为，说明此
信息非一般性的重要。

如果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马
上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扩大
自己的圈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圈
主去世之后，即便他不让自己当圈
主，只要自己有人有枪，圈子里的人，
还不得看自己的脸色选择？

可是，在骨髓里就是政治庸人的
代善，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自己
应该去找父亲，趁他还是一把手、说
话还算的时候，把自己安排好。

努尔哈赤又把阿敦叫来询问。
阿敦见缺心眼儿的代善把自己出卖
了，自然无话可说，自认倒霉。

最后，阿敦被囚禁在密室之中，
不许任何人探视。家产全部充公，家
人全部为奴。

要说阿敦冤枉，也不冤枉。作为
领导人的心腹，保密
意识一定要过硬，不
该看的不看，不该听
的不听，不该说的不
说，要做到有心无脑，
有耳无口才行。

阿 敦 明 显 是 被
冤枉的，但是，代善却
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
句公道话。

在圈子里，说话
是一定要分场合、分
对象、分内容的。该
说的，要委婉，留有余
地地说；不该说的，绝

对不能说。
大儿子褚英不理想，二儿子代善

太糊涂，努尔哈赤在想，自己百年之
后把一把手的位置让给谁呢？这不
得不让他大伤脑筋。

于是，在 1622 年，努尔哈赤签发
了关于即位的《汗谕》，确立了八大和
硕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转发给各大
贝勒、朝臣传阅。

努尔哈赤给他未来的接班人，画
了两道线。第一道线是民主；第二道
线是贤德。二者缺一不可。这就让
惦记汗位的人，知道如何要求自己；
让不惦记汗位的人，知道如何判断别
人。

这道《汗谕》签发后，让皇太极看
到了希望。

经过分析，皇太极认为，对他构
成威胁的，只有代善。

代善，虽然被努尔哈赤废过一
次，但是，努尔哈赤依然对他委以重
任，实力依然未减。努尔哈赤去世之
后，如果他和他的儿子联
手，依然是后金圈子里最强
大的势力。 10

富鱼整天失魂落魄的，在等待
着姚部长的消息，半个月过去了，
没动静，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
动静。富鱼游荡到江大佑办公室，
江大佑早听说文联和纪检委发生的
这档子事了，就劝富鱼，能让一步
就让一步，鸡蛋碰石头没好处。富
鱼跟江大佑来劲，说：“你给我闭
嘴，我来你这不是想听你说这个
的。”江大佑连说：“不说这个，那
咱说啥？要不咱出去喝酒？”富鱼看了
看江大佑，点头同意。

两个人从县委大院出来，往新华
书店那边找一个小饭店。新华书店胡
同里有一溜小饭店。富鱼和江大佑掏
不起钱吃丽都那样的排场，平常文人
相聚基本是新华书店胡同里。

季节到了秋天，天气还是燥热难
耐。路旁有卖西瓜的马车，从车旁经
过，马身上的味道让富鱼想起了农村
的味道。好久没有回农村了，富鱼心
里暗想，等过了这阵子回趟老家，去
看看爷爷奶奶，顺便也看看李清。

说着话，就到了
一家叫做半分利的小
吃铺，掀开门帘子进
去，找个角落坐下。江
大佑要了一个浇汁豆
腐一个酱鲫鱼。

江大佑说：“鱼
哥，你病刚好，喝点儿
啤酒得了。”

富 鱼 说 ： “ 特
别想喝醉。”

江 大 佑 说 ：
“心脏有病，还是少
喝白酒。”

富 鱼 执 意 要 喝
白酒，江大佑也就只好要了一瓶白
酒。

菜很快就上来了，慢慢地喝着。
两个人谈了文联和纪检委换房

子的事，谈了李清的小说，谈了目
前国内外文学状况，谈了今年农村
的雨水，还谈了西瓜的价钱。当
然，话题的重点还是文联跟纪检委
换房子的事。江大佑说：“鱼哥你
这么倔强没好处，谈主席毕竟在县
里混了这么多年，最近跟纪检委的
老何打得火热，听说他老婆跟公安
局长还是同学关系，你一个农村来
的小白人，跟人家这种人斗不起，
也斗不过。”江大佑这话让富鱼激动
起来，“他跟纪检委书记火热怎么
了？我又不归纪检委管，他老婆跟
公安局长同学怎么了，我又不犯
法，我就不信他老谈能把我怎么
样。”江大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说服
富鱼，就故意把话题岔开，说好久
没有见到郭力顺了，有时间去市里
看看他去。

富鱼喝了一大口酒，说没有时
间了，咱晚上赶到他那儿去喝去。

江大佑见富鱼脸上有了笑模样，摸
出手机给郭力顺打电话。

郭力顺在电话里让他们现在就
过去，说省里来了两个编辑，正要
喝酒去。

县城到市里也就十多分钟车
程，富鱼听江大佑说郭力顺让他们
这就过去，富鱼放下筷子，说走。

两个人从半分利出来，到街上
找了一辆线车往市里赶。富鱼在车
上说，要是李清也在就好了，李清
的小说应该让省里来的编辑帮着看
看了。江大佑看了看富鱼，没说什
么。江大佑忙着跟郭力顺在电话里
热切。

十二
谈宁从沈阳回来了。对于她来

说，以往去沈阳是应付姐姐，姐姐
急着帮她物色人选，她不应付不
行。谈宁的心思一直放不下富鱼，
可姐姐的好意她也不能辜负，所以
每次姐姐捎信让她去她就去，去是
去了，连看也不认真看人家一眼就

回来。
到 了 沈 阳 她 一

头扑在姐姐怀里，眼
泪刷刷流下来。姐姐
也没问，姐姐知道她
不容易，委屈憋了一
肚子，就让她哭。

等 到 她 的 心 绪
平静一些了，姐姐问
她，宁宁，你大老远
跑这里来，不是跟我
哭一场就算了吧？

谈 宁 看 着 姐
姐 ， 半 天 才 说 了 心
思。谈宁说：“春天

那个人呢？”
姐姐叹息了一声：“春天帮你

介绍的那个人，夏天就结婚了，现
在都移民了。”

谈宁睁着大眼睛说：“这次我
下决心了，你帮我找一个吧，随便
什么人都行。”

谈宁能主动跑来找她，让她帮
着介绍个人，这让她多少有些意外。

几天以后，姐姐领回来一个男
人，这个男人是个退休的处长。姐
姐介绍说是个处长，腰缠万贯那种
人。谈宁瞄了一眼，仅仅是一眼，
面前这个男人是个熟透了的男人，
有些秃顶，有些发福，脸上油光锃
亮，长了一对桃花眼。谈宁忽然有
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她忽然
有些怕，要是跟这个男人一起走完
下半生，那简直还不如现在就死了
算了。她原本积极的态度忽然就消
极起来，简单应付了几句就从房间
里出来了。姐姐也跟了出来，问谈
宁这个人怎么样？谈宁跟姐
姐说，跟这种人结婚还不如
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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