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太极觉得，在圈子这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斗智远大于斗勇。于
是，他就利用大汗的便利条件，提出
成立一个“文馆”，主要负责翻译汉文
书籍，注记政事。皇太极提出这个建
议，三大贝勒觉得皇太极弄一群手无
缚鸡之力的落魄文人，搞这个东西，
完全是搞政绩形象工程，与他们利益
无害。于是，全票通过。

文馆成立之后，分为二办，一办
由达海及刚林、苏明、顾尔马珲、托布
戚翻译汉文书籍；另一办由库尔缠、
吴巴升、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家
政要。达海为文馆总领袖，长期从事
文馆工作。

皇太极把这些人摆在明处，是给
他的对手看的，暗地里却选拔精明练
达的汉族降官、在努尔哈赤时代幸存
下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不看文凭，不
看出身，只要有能力，有本事，都可以
在馆内谋一个饭碗。

其中，皇太极以文馆为依托，建
立了为他以后开疆拓土、铲除异己出
谋划策的“智囊团”，主
要成员是：范文程、宁
完我、鲍承先、高鸿中、
罗锦秀、张存仁、马光
远、石廷柱等。

这些人，都是标
准的封建文人，接受过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
王家”的思想教育。但
是，他们又遭遇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挫折，心比
天高，命比纸薄，虽胸
怀治国齐家平天下的
大志，却一直不受当权
者赏识。

皇太极高人一等，发现了这些人
身上巨大的能量。在他们落魄之时，
以伯乐的身份出现他们面前，送给他
们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舞
台。这些人对皇太极的知遇之恩，感
激涕零，暗下决心，誓死捍卫知音的
利益。

老百姓有两怕。一怕当官没文
化，二怕流氓有文化。皇太极不是老
百姓，但也怕身边那些流氓有文化。
要对付那群流氓，靠打手不行，得靠
文化。

后金兵突破北京东面的防线，毫
不客气地杀过来，不但要钱，而且要
命。这让大明圈子里的人，吓破了苦
胆。谁也没想到，180 年没发生过的
事，马上就要发生了。

皇太极的八旗军和蒙古两旗兵，
一路上烧杀抢掠，自然是吃得沟满槽
平。到达北京城下之后，在北土城关
之东扎营。两翼骑兵，在东北扎营。
扎营之后，杀猪宰羊，吃饱喝足，准备
向饿着肚子的袁军开战。

要想打败明政府，这个袁崇焕，
不能不除。

怎样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战场上无法解决，最起码暂时解决不
了。怎么办？皇太极一筹莫展。

在后金圈子里，有代善、阿敏、莽
古尔泰这样资格老、战功多的大贝
勒，也有圈主皇太极的嫡系。

还有一种人，没有好出身、好背
景、大战功的人，皇太极对他们有知
遇、赏识之恩，他们也非常想抓住机
会表现自己，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出
人头地。这些人，如宁完我、范文程、
高鸿中、鲍承先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为明政府效
过力。在明朝圈子里，不得势，投奔
或者投降后金圈子之后，也生活在圈
子里的最底层，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
生活。皇太极为了巩固他的小圈子，
挤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圈子，把
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组成智囊团，主
要负责圈主需要的阴谋和阳谋。

宁完我、范文程、高鸿中、鲍承先
这些人，读过书，文化水平高，深谙官
场、职场、圈里圈外的斗争学，也非常

想凭借自己的脑力劳
动，为主子出点子，想
主意，为自己谋个理
想的位子。

袁 崇 焕 一 门 心
思做业务，但是，他忽
略了做成业务、做好
业 务 的 一 个 基 本 条
件，那就是他需要一
个平台。这个平台，
就是大明朝政府。

遗憾的是，作为
一代英雄，袁崇焕根
本没把这个平台当回
事儿，他自认为，自己

忠心爱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谋私，
不为己，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处
处、事事、时时都是为了大明政府的
利益，大明政府就应该支持他。

自从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断
了阉党圈子的财路，阉党圈子里的侍
郎温体仁、周延儒，吏部尚书王永光，
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利
用袁崇焕上任后，不断缺饷、宁远兵
变、锦州兵变、主张议和、擅杀毛文龙
这些事，大做文章，天天给崇祯洗脑。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皇太极绕道入关，这让阉党圈子

里的人，抓住了袁崇焕的把柄，大做
文章。阉党圈子里的人，眼里只有圈
子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民族的利益，根本不予考虑。这些
人，抓住崇祯偏听偏信的弱点，猛烈
攻击。

东林党圈子里的人，在袁崇焕下
狱后，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袁崇焕无罪。他们能做的，就是跪求
崇祯，这无异与虎谋皮。崇
祯对东林党圈子里的人，都
持怀疑态度。 17

季羡林：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
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
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
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
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
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
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
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
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
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
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
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
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
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
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
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
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
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
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
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

“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
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
谱》，也无法如愿。

过 去 我 写 过 的
自传，好多事情没有
写，有些事情绝大多
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
不知道。现在有必要
更多地透露出一些，
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
说。

在中国词汇里，
有两个字，我觉得西
方文化里是没有的。
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
言里没有，据说日文
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
中国特有的。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
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
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
同于士。

蔡德贵：我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
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
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
尊师。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
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
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
孝亲很重要。因为“五四”运动以后，
批孝批得很厉害。有个名字忘记了，
哦，叫施存统的人，实施的施，存在
的存，总统的统。这个名字不敢说，
不要写了。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
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那

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
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

我就说不出来了。儒家的重点思想

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
钩。现在应该大讲孝道。那一年
（2001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
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
礼，有人，马景瑞就说，这个做法
不妥当。我说，我故意，大张旗
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
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我认为把
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
确的。

蔡德贵：我们去年到临清，也到
您父母的坟上，和钱文忠一起三跪九
叩。

季羡林：当然咱们中国的《孝
经》，有一些是过了头的，当时也不能
用，现在更不能用。比如王祥卧冰，冬
天父亲母亲要吃鱼，身体把冰融化
了，再钓鱼。卧冰是身体把冰融化，再
捉鱼。

蔡德贵：您在临清磕头反应不是
很强烈。

季羡林：“五四”总起来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但有时候过头了。过头就

是把孝与儒家的糟粕
并列，这是不对的。所
以我现在还是，第一
是爱国，第二是孝亲。
现在更要孝亲。

蔡德贵：现在不
孝顺的人挺多。

季羡林：这个也
没有社会舆论，这就
不成。所以更要提倡，
所以我把爱国摆在第
一位，第二就是孝亲。

蔡德贵：这八个
字，您还没有专门写
文章。

季羡林：文章我没有写，可是给
别人写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
这八个字），我起码写了几百张了。

蔡德贵：您提倡奥运会要把孔子
抬出来。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博士
非常感动，说能不能联系一下，他特
别想来拜访您。这个影响是他自己永
远也不能达到的。他一直想来拜访
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多年来在
大陆捐赠了大概几千万元的孔子塑
像，非常大的气魄，他74岁，为推广
孔子思想不遗余力。山东大学的孔
子像也是他捐的。他非常希望得到
您的允许，来拜访您。他认为孔
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他与您
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是孔教，
孔教的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
教，有教化的意义。

季羡林：也用不着那么解释，
（孔教）就是宗教，唐代那就是宗
教。儒、释、道三教，堂而皇之地
叫宗教。这无所谓。

蔡德贵：他认为，大陆
对孔教有贬低，孔教就是挖
掘孔子思想的教化意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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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新书新书

笔随随

文散散

渔舟唱晚（摄影） 吴建国

故乡春来归（国画） 向亚平

那些生存、成长条件好的人真让人
羡慕，我们羡慕那些生下来就落地首都
的孩子们；我们羡慕那些将门虎子与大
家闺秀，在起点上他们就赢了我这样的
草根一族，那些优越的生存条件，是我
用其毕生的努力都无法实现的，比如他
们从小就能受到的一流教育，他们有尽
情挥霍不尽的财富。

其实这些身不由己的条件就不应
该被列入为普遍人生的条件。因为它
的偶然性就如我们的坐胎成天生丽质
还是歪瓜裂枣都与自己无关，有关的只
是我们能创造和利用的条件。

伦敦开始也是村庄，就像贵族的起
点也有草莽，把村庄作为起点，把从创
造条件作为开始，才是我们人人都具备
的条件。有条件是个好命运，没条件就
是个好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创造，就像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在丧失了生存的家
园遭受了灭顶之灾之后，他们漂泊世界
各地，寄人篱下时，反倒强化了他们的
生存能力。没有土地做工厂，他们有发
明创造，没有广袤的国土立足，他们有
智慧。按人口比例算，哪个民族都没像
犹太人那样产生过那么多的教授、专
家、学者。就像资源条件极差的日本，
并没有制约他们成为经济大国。条件

是一个国家、个人发达与成功的重要条
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撬动地球的力
量也不用另一个地球，一个支点，一个
杠杆的条件就具备理论的可能。

《鸟类世界》一书中记载这样一种
海鸟，它能飞越太平洋，靠的仅仅是一
小截树枝儿。飞行时，它把树枝衔在嘴
里，累时，它把树枝放在水里，然后站在
上面休息一会儿。饿了，就站在上面捕
食；困了，就站在上面睡觉。谁能想到
小鸟飞越太平洋依靠的仅仅是一小截
树枝。试想一下，如果它带上鸟巢和足
够的食物，它还能飞得动，飞得远吗？
同样，成功也不能一味苛求条件，如果
一味苛求条件，再好的条件也只能成为
你捆绑在翅膀上的黄金，它不仅无助你
成功，反而会拖累你前进的步伐。人类
的生存与创造也是如此，成就伟大事业
的那些人反倒没有什么优越的物质条
件。

弱者等待条件，强者创造条件。真
正的成功者就应善于在没有条件中创
造条件。就像那只飞越太平洋的小鸟，
仅仅依靠一小截树枝就能立足、生存、
飞翔。

可如今的许多人创业，就是依赖条
件，总是把自己平庸的人生归咎与条件

不好，可条件都好了，我们还用奋斗
吗。海湾地区那些王室成员家族的后
代很少有科学家、艺术家、奥运冠军的，
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是他们翅膀上
的黄金。今年的欧洲金球奖获得者阿
根廷人梅西九年前还是个“侏儒症患
者”，梅西在十一岁时被诊断出生长激
素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
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
费用，因此全家决定移民西班牙寻求解
决之道。可这样的身体条件没有制约
梅西热爱足球，九年之后，他成了世界

足坛的巨人。如果要是当初理智地对
待自身的条件，世界足坛就没有了“梅
西的神话”。当年的马拉多纳也被足球
专家视为不具备踢足球身材条件的“侏
儒”。可就是这些“侏儒”的条件反倒成
就了他们谱写神话的动力。

抓住机遇，时刻记住不足，就完美
了自己。成就每一项事业更多的时候
不是要看已经具备的条件，而是要看我
们创造条件的智慧与信心。说到要条
件，就要那只飞越太平洋的海鸟嘴里叼
着的那一截木棍儿就足够了。

一
王幅明先生主编的河南散文诗选，

用了一个颇富诗意的书名：《河，是时间
的故乡》。读过这本内容与分量均十分
厚重的选本，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可不
可以说，河南，是散文诗的故乡？或有
以偏概全之嫌，至少可以说，河南，是中
国散文诗的故乡之一，便当之无愧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散文诗草创阶
段便崭露头角的徐玉诺、于赓虞赫然在
目，他们的作品在那个时期便显示出异
常的成熟，尤属可贵。我想说，书中选
出的徐玉诺的《夜声》和另一位现居台
湾的散文诗人痖弦的《盐》这两章作品，
不仅是河南散文诗的光荣，也是中国散
文诗的骄傲，尊之为经典，是能为历史
所肯定的。

《夜声》仅三行，现抄如下：
“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

生命的声音。”
这诗创作于上世纪 20 年代初，正

是军阀战乱时期，诗人以如此精练的语
言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最为突
出的民族灾难。在散文诗初创阶段，许
多人还在吟风弄月的陶醉中，这是何等
难得。而且，她体现了散文诗最可贵的
高度凝练、以小见大、思想与美文性高
度融合的特色。闻一多先生当时即赞
许说：“《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

于赓虞先生在当时提出的散文诗
观，也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说：“散文
诗乃以美的近于诗词的散文，表现人类
深邃的情思。”他将情与思并提，极好地
表达了思想、感情在散文诗中不可分割
的一体性存在，而又需通过“美”来加以
表现。我以为，他为我们解决了散文诗
文体特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课题，
即：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感情与美的诗
意表达浑然一体的存在与运作，是散文
诗最基本的美学奥秘。

二
王幅明先生以他一贯的严谨，细微

的作风，抱病编选了这本诗选，其规模、
质量和印刷装帧的精美程度，在国内地

区性散文诗选本中，堪推为最。我读后
感到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以这本书的整
体面貌和风格，为中国散文诗树立了一
个质朴而美、正派大度的审美形象。我
想到一句话：“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种
浩然大度，质朴自然的诗风，唯黄河的
形象可以为喻，或也是河南人豪爽性格
的一种体现吧。

窦跃生的《南阳汉画》中，有一章
《二桃杀三士》，这是个人们熟知的故
事，诗人以凝练的语言直击这个故事中
震撼人心的内核：

“英雄之血，不曾溅洒于仇敌的箭
镞，却红了兄弟的白刃。

三位勇士。
两枚桃子。
一个阴谋。
杀人不见血的故事在石头上演树，

这个沉痛，比石头还要沉重。”
思想隐于平淡、冷峻的陈说之中，

让读者领悟，这便是散文诗。
邵超的《疾风知劲草》，全诗如下：

“劲草，往往被疾风践踏，因为疾风
知劲草。

柔弱的草，低矮的草，摇摆的草都
很侥幸，因为疾风根本就没有把它们放
在眼里。

疾风放在眼里的，也只有劲草了，
所以疾风带来的灾害，永远属于劲草。

劲草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许多人谈散文诗的哲理性，且有

“哲理性散文诗”的名目。其实，那种干
巴巴的赤裸裸讲道理的“条条”，未必能
算是诗。寓思想于形象，才是散文诗较
好的处理方式，邵超的这个短章，值得
反复思考、玩味。

王幅明的《跌落》是观瀑的感受。
他在这章散文诗的最后写道：

“千里迢迢来此，只为看一次生命

的跌落。
跌落产生壮丽。
唯有跌落，唯有跌落之后灵魂的不

屈与不灭，才真正显示出生命的辉煌。”
三小节，迅捷地转折，每一转折达

到一次上升，唯散文诗有这种轻捷灵活地抵
达思想高度的快感，犹如坐着电梯升空。

三
思想在散文诗中的重要性，特别是

她如何诗性的表达，愈来愈为诗人们所
理解和巧妙地处理，在这本选集中成为
突出的亮点之一。仅此尚不足以表述
她的成就的丰硕和多样、思想性和美文
性的双赢，诗的凝练与散文的舒放之并
翼，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内容上对于
现实生活的关注及其诗性的体现，都是
值得介绍的优点，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详尽
了，仅举最突出的几则，稍加阐明吧。

老诗人潘万提以爱情题材诗知名，
《渴望》也是，但都与常见的“软抒情”不
同，我觉得非常别致，是爱情诗，又似不
仅属于爱情，或对人生追求的其他境
域，也颇有启示：

“渴望的手臂，举起来许久了。
想拥抱那一轮情爱的太阳。
冬日的太阳，陌生而又遥远，可望

而不可即，
仍在这远天闪烁温存的光芒。
举起的手臂，没有放下；
时间长了，便成了两棵苍劲的树；
只要心不衰老，十指的枝芽便不会

枯槁，微颤，也是一种绵延的渴望。
那一只太阳鸟，还会来筑巢吗？”
女诗人蓝蓝的《散开的花束》，是一

组多节段的抒情长诗，非常美。仅举一首。
“深夜，听——是什么在响？
风一阵阵吹过去了。
月亮移向西窗。听，是什么在响？
冥蛾在梦中抖了一下翅膀，寂静压

在嘴唇上。
听——还有，还有什么在吻？
吉他挂在黑暗的墙上。”
对于这样的散文诗，还需什么赞

扬，不需要了。只能用她自己的诗来称
许：“每一个词都闪着宝石的光芒！”

李俊功写了许多民工生活的短章，
很感人。我更喜欢这章《晚春》。不过是对
于一片落花的惋惜，我却读出了对于人生、
对于生命，自然也包括对于民工那样弱者命
运的同情与忧伤。细，写得细极了：

“从早晨开始，花瓣纷落，直至黄昏
以后，晚春的忧伤部分让一滴滴露珠渐
潮湿了。

薄如刀片，削去了赞叹里的虚词！
无数青春的笑脸生动着表演的舞台。
想极力走得更远，甚至地平线以

外，甚至心情以外。甚至久久的仇恨之外。
其实是一片花瓣以外！”
王剑冰是一位多产作家，我欣赏的

是他的一些“超短章”，非常精炼，而又
舒展灵动，很有味道，如这一章《河之语》：

“ 林 将 雾 气 撩 开 了—— 河 的 早
晨，——河的灿烂。

顺着河，不只抵达黎明。河在昼夜
兼程，抬眼之间，河已远去。

河是时间的故乡，乳名在这个故乡
长大，长大的还有村庄和城市。

河从不饰掩自己的激扬、阴郁、愤
怒或渴望。

每个人的童年都流淌着一条河。
没有河流的地方，让人心绪不宁。

河是岸的意义，没有河，岸无以为
岸。而河流可以选择岸，或排斥岸，流
动就是河的目的。

荒原上的河，是自然的骏马。”
感谢幅明先生，为我们选出这样一

本阵容强大内容丰厚的书。书中的优
秀作品甚多，远不止我提及的几篇。诸
如马新朝、廖华歌、森子、汗漫、曼畅、王
猛仁、乔叶、艺辛、毅剑、冯杰、沉沙、马
东旭、刘德亮、郝子奇、单占生、田桑等
众多诗人入选的作品中，都有不少颇富
特色的篇章，相信读者们定会从中获得
充分的审美愉悦的。

2010年9月3日于青岛

黄河之水天上来
——《河，是时间的故乡》读后

耿林莽

人生不用太多的条件
阮直

早上出门，看见院子湿漉漉的，昨
夜下了一场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
一翻过立秋分水岭，慢慢转凉。几场雨
后，早晚感觉到一丝丝寒冷。这一丝丝
的冷，我立即就能敏感捕捉住，友说我
是多愁多病的黛玉身，我只得嗟叹自己
非那倾国倾城的貌。

车行路上，一阵微风吹来，心头一
轻。阳光，空气，植被，被雨水刷洗后那
么宁静、明亮、清澈，扑簌簌迎面而来，
晃晃悠悠地碰撞着我。不由得喜盈盈
起来，刹那，爱与欢喜，从心里滋生并茂
密地生长着。

眼睛四下里打量，三三两两的牵牛
花摇曳着蓝色的花瓣，从路边的杂草丛
中探头又探脑。记得去年这时候，路边
也有牵牛花，紫色、蓝色、粉色，成片成
片地盛开着。我曾决心收藏一些种子，
等到春天种植于自家的窗台，想象中，
那满窗盛开各色花瓣，一定是非常美丽
的风景。可我最终没能实践自己的决
心，我不能自私地把整个季节的灿烂，
收藏到一隅呀。

牵牛花几乎是一夜之间开放，那成
片的蓝，在如水的晨曦、如水的秋里，欣
欣然地擎着一只只小喇叭，自在飞扬。
它们是多么矜持又高傲的小植物呀。

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
开。这些牵牛花，有的攀上墙头，藤蔓
抛出优美的弧线，喇叭状的花蕊，对着

天空，拉响嘹亮的号子；有的与近旁的
树枝拉近乎，柔嫩的手臂紧紧地环绕着
枝叶，花瓣或低垂或侧倾，顾盼之间，熠
熠生辉；有的尝试踩着茅草的身子，向
上向前探头，茅草终承不住，只得一低
再低，低到尘埃里；有的匍匐着荒地，尽
力延伸、铺陈，那原本堆积瓦片、砾石、
碎砖、垃圾的地面，犹如野丫头，换上盛
装，竟然端庄娴淑起来；有的攀缘着石
坝，尽情开花，仿佛与周围蓬松的狗尾
草比美。

路边一处闲置的院落，钢丝门外
望，庭院深深。那墙角边的牵牛花也好
奇吧，钻进钢丝网向里面探着，还是望
不见，又攀到门顶，昂着头，踮着脚眺
望。不知道院落里有什么景致那么吸
引它。

一处新建楼房，铁质脚手架上有藤
蔓攀爬着，散开着朵朵蓝花。它们在跳
钢管舞哩。

正午，阳光温和。我又一次行进在
熟悉的路上。目光自然寻着芳踪，那些

花儿卷曲着花瓣，安睡如处子。
我喜欢把个人的情感表露在外，并

强加在身边的事物上，以为万物能跟随
着自己的情绪变化，懂得我内心里的万
马奔腾。牵牛花愿意接受我的意志
吗？它自在花开花落。

它只是安于自己的一季，只跟晨
曦、微风、雨水、土壤说着悄悄话。人生
就当这样，“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我的修行不够深蕴，不能做到宠辱
不惊，依然因着这些牵牛花，心情的湖
面如风过留痕，涟漪，回旋。宋人危稹
说，“青青柔蔓绕修篁，刷翠成花著处
芳。”此一片芳菲，甚美。

人文
人文思想绽奇葩，代代恢宏启物华。
醒世应需啄木鸟，安民尤重性灵花。

春秋大义今还在，诸子珍言世永嘉。
特色真经瑰丽景，和谐社会绚朝霞。

民生
甲子轮回岁月迁，苍生福祉大于天。
风霜蹈砺舒民困，夙夜精勤解众难。
公仆情怀心切切，黎元柴米事繁繁。

枝枝叶叶凝关爱，人本高扬赋雅篇。
发展

科学发展义精深，贫弱交织必自沉。
竞渡千帆凭风势，登攀百丈览乾坤。
文明立世培基础，科教兴邦启巨轮。
始祖炎黄当笑慰，神州秋好色流金。

又见牵牛花开
冯润青

诗三首
吕小兵

登封嵩山南麓摆开万人少林武术
表演的强大阵势，拳术精湛，刀枪剑
戟，吼声震天，其力之美，志之坚，体之
强，令人震撼。有感于此，抒怀如下。
嵩山山麓气势宏，万人表演显神功。
刀枪剑戟拳飞舞，吼声震天筑乾坤。

第八届中国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有感

周昆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