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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全云

凭栏潇潇满江红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那一天，一代名

将岳飞被杀害，大理寺狱卒隗顺走进了历史。
隗顺，这位原本注定将隐没于历史风尘之

中的无名小卒，以处理罪犯尸体为由，悄悄将
岳飞的尸体偷运出城，并埋葬于临安城外的九
曲丛祠旁。直到临死前，他才告诉儿子，他明
白，自己偷葬将军的遗体，或将连坐整个家族。

此前，在岳飞入狱后，主审官何铸因为坚
持替岳飞申诉被贬，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
因为坚持护卫岳飞被罢官，布衣刘允升上书为
岳飞申冤被直接处死。隗顺清楚，以他一个小
小的狱卒，无力为将军申冤。他能做的，就是
偷偷埋葬和保护将军的遗体。

——在20年后，历史永世铭记这位平凡的
无名小卒的义举。

在清朝人编撰的小说《说岳全传》中，称
岳雷在岳飞死后，与岳飞的部将牛皋之子牛
通结义，率军全歼金兵，并生擒金兀术，扫北
凯旋。那只是小说，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的
妻子李娃和孩子们一起被流放岭南，岳雷却
是含恨而终。

精忠报国的一代名将惨遭横祸，溜须拍马
的无耻官僚却借机上位。岳飞的亲信姚岳在
岳飞死后向秦桧递上“投名状”说，自己要与岳
飞彻底划清界限。他还恬不知耻地向秦桧建
议，岳州（今岳阳）“以叛臣故地，又与其同姓”，

因此建议南宋朝廷将岳州改名。
岳飞的手下大将王俊，诬指自己受岳飞和

岳云的指使，准备进行谋反。部将王贵、姚政
等也纷纷在王俊的诬告信上签字画押，并信口
雌黄地将岳飞兵临开封、被十二道金牌悲愤召
回的事实，污蔑为坐拥重兵却逗留不进，并诬
称岳飞有意让部将张宪据守襄阳伺机谋反。

岳飞的忠诚部将牛皋暴死，有人传闻是被
毒死；部将王贵在做完帮凶后，随后被革去兵
权，离军赋闲。

南宋之初让金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在宋
高宗和秦桧等人的分化瓦解下，逐渐消失无形。

位列南宋中兴四大名将的韩世忠，以及名
将刘锜相继被罢去兵权。在岳飞被害前，当时
已经被革去兵权的韩世忠挺身而出，当面质问
岳飞有何罪，秦桧回答说“莫须有”，韩世忠愤
怒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后，韩
世忠奏请告老退休，并闭门谢客，口不言兵，临
死前几年，他时常骑驴携酒，带一两名仆人游
览西湖。

至此，南宋初期的主战派或被杀或被贬或
被任以闲职。金人则暂时息兵讲和，等待卷土
重来。

绍兴和议后，秦桧独揽朝政，利用各种手
段培植势力，并处处打压迫害那些坚持抗战、
反对议和的官员。在此情况下，秦桧的党羽逐

渐遍布朝廷内外，以致宋高宗身边尽是秦桧的
亲信。南宋朝廷一度君弱臣强，宋高宗不得不
随身藏着匕首以防不测。

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秦桧病重，连字也写
不了了。隐忍多年的宋高宗前往探视病情，秦
桧已经无法开口说话，只是一直流眼泪。宋高
宗离开时，秦桧的养子秦熺以为父亲病危，宰
相之位一定非自己莫属，于是当面向宋高宗假
意讨问继任宰相。没想到宋高宗却冷冷地回
了一句，“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此事卿不当
与），然后拂袖而去。

当晚，宋高宗就下诏免去秦桧祖孙三人的
一切职务。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秦
桧不久就一命呜呼。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军
南下大举入侵南宋，打破了持续近20年的绍兴
和议。当时，金派出宋朝的老臣王全作为使
者，要求南宋继续割让土地。王全当着南宋文
武百官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面痛骂宋高
宗，史载其“言语鄙俗”，直接将宋高宗这个老
皇帝骂得痛哭流涕，“号恸而退”。

绍兴三十二年，宋高宗以“倦勤”为由，禅
位给养子赵眘，即宋孝宗。金兵入侵，让南宋
朝廷内的主战派再次抬头。当时，太学生程宏
图、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等人纷纷上奏，希望宋
高宗“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
之气”，在金兵南下和群臣激愤的态势下，宋高

宗不得已下诏，将流放羁管于岭南等地的岳飞
家属恢复自由，“放令逐便”。

宋孝宗正式即位后，就下令召主战派老将
张浚入朝，共商北伐大计；宋孝宗还下诏为岳
飞平反，赦还岳飞被流放的家属。

宋廷礼部公开悬赏寻找岳飞遗骨。在岳
飞遇害整整 20 年后，狱卒隗顺的儿子现身，
他公开说出了父亲临终前嘱咐的秘密。于
是，宋孝宗下令将岳飞的遗骨迁葬到杭州西
子湖畔的栖霞岭，这也就是如今备受敬仰的
宋岳鄂王墓。

宋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
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等官职、爵位。岳飞还
得到了“武穆”的谥号，意为“折冲御侮、布德
执义”。“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秦桧在死后遭受了万世的唾骂。

1235年，蒙古在灭金后随即开始进攻南
宋。南宋抵抗40多年后，临安城破。1279年，
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在崖山之战中全军覆没，
誓死不降的陆秀夫最终背着南宋末帝赵昺跳
海自尽。从1127年靖康之变后，延续152年之
久的南宋，至此陨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
里路云和月……”一出南宋史，最终以将军与
狱卒、忠臣与权奸的交织，化为无声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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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点灯，照亮我的
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
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
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
孩子的心……”每次听到台
湾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
灯》，我就会想到，前辈师
长能为后生小子做的最有
意义的一件事，或许就是

“星星点灯”。
古往今来的智者圣贤

都是明灯。其思想之光、智
慧之光、品行之光，能点亮
很多人的灯，让他们看清道
路，看清方向，看清前程，给
他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
带来信心。举凡讲课授业，
传播思想，释疑解惑，指点
迷津，传经布道，发蒙开启，
著书立说等，都在点灯之
列，也都有不俗意义。古人
曾形象地比喻道：“天不生
仲尼，万古如长夜。”意即
若无孔子出世，留下思想教
化万民，历史就像长夜一样
漆黑，看不见未来。这话也
不算夸张，孔子的灯点亮了
程朱的理学之灯，带来“万
紫千红总是春”；点亮了陆
王的心学之灯，带来“我心
光明”。更点亮了无数人的
灯，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模式，堪称“一灯能
破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
愚”。

古希腊三杰也都是明
灯，苏格拉底点亮了柏拉图
的灯，柏拉图点亮了亚里士
多德的灯，亚里士多德又点
亮了更多人的灯，照亮了欧

洲几千年。特别是苏格拉
底，一辈子以启智点灯为己
任，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直
到关进大狱，临死前还在为
学生上课点灯。还有很多
人都在点灯，义无反顾，乐
此不疲，就像盗天火的普罗
米修斯。灯多了，黑暗就少
了，愚昧就少了，文明就多
了，世界就进步了。

点灯之外，为年轻人加
油 鼓 劲 也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事。清朝嘉庆年间，县官张
锳每到午夜交更时分，都会
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巡
城。若见哪户人家有人在
挑灯夜读，便去敲开门，帮
他添一勺灯油，并送上鼓
励，这就是“加油”的由来。
他给人家加油，自然也不忘
给自家孩子加油，张瑛的子
侄都很有出息，第四个儿子
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
一的张之洞。张锳财力有
限，给学子添的灯油也很
少，但体现出的是一种尊重
知识爱护文化的精神，同时
也是为文化教育建设增砖
添瓦，让那些读书人感到温
暖，增加希望。

李叔同为学生刘质平
加油的事也很感人。刘质
平才华出众，但苦于家贫，
李叔同就一直资助他的学
业。他去日本留学后，李叔
同仍在自己用度很紧张的
情况下，节衣缩食，每个月
都挤出钱来接济他。本来，
李叔同已准备出家，可因担
心刘质平学费没有着落，就

坚持继续工作，直到他学成
归来。倘若不是李叔同坚
持数年的不断加油，即便刘
质平的灯点亮了，也难亮多
久，更难成为一个著名音乐
艺术家。说不定就会成为
另一个英年早逝的颜回。

如果说点灯需要智慧
和学养，加油则需要财力和
情怀；如果确实力有不逮，
当不了点灯人，那就争取当
个加油人，同样都有意义。
精神和知识的传承需要有
人点灯，才能“为往圣继绝
学”；而要让灯持续地亮下
去，则更需要有人加油。我
们或许没有家资万贯，无力
普施雨霖，但关心爱护个把
青年后进还是能做到的。
沈从文刚出道时，饥寒交
迫，多亏郁达夫出手相助，
才得以成才成名。萧军和
萧红初到上海，囊中羞涩，
鲁迅及时伸出援手，不仅在
经济上资助，还为其作品作
序，帮助出版，使其走出困
境，站稳脚跟。

在这个世上，有人只会
“为长者折枝”，有人却能
“挟泰山以超北海”，所以鼓
励“能者多劳”，这也是最有
正能量最公平的一句话。
一个能力强实力足的人，可
做之事很多，最有价值的莫
过于为后人点灯加油，或开
启心智觉悟，功在当今，泽
被后世；或助推人才成长，
今人点赞，后人传颂。这等
好事，功德无量，意义长远，
何乐而不为？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点灯”与“加油”

荐书架

♣ 付如初

《十三种闻树的方式》：作家哈斯凯尔调动感官新世界

1月 31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
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表明，增加城市树
木的覆盖率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这
项研究主要从欧洲城市的夏季温度入手，因
为城市植被较少，温度明显高于其周边的乡
村地区。据研究人员统计，只要将城市树木
覆盖面积从现有的 14.9%增加到 30%，就能
在夏季高温天把城市整体温度降低 0.4摄氏
度。而大量树荫也为人们提供了宜居环境。

据该项目首席研究员塔玛拉·翁曼表
示，城市规划如果纳入更多“绿色基础设
施”，就可以“促进建设更可持续、有弹性、健
康的城市环境”。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
的《十三种闻树的方式》中，作者戴维·乔治·
哈斯凯尔则从“嗅觉”这一常常被人们忽略
的感官角度，讲述了树木能给城市社区带来
的健康益处。人们在呼吸树木芬芳气息时
感受到喜悦，不仅仅因为我们从典型的城市
气味的单调和不快中解脱了出来，而且还有
科学依据做支撑。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

灵敏的嗅觉。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是作家、生物学

家，美国南方大学生物学及环境研究教授。
他的研究涉及动物生态学、生物进化和保
护，发表过多篇科研文章，也创作过许多关
于科学与自然的随笔与诗歌。他的博物学
著作《看不见的森林》《树木之歌》在国内倍
受读者欢迎，曾获得多项自然写作和图书奖
项。哈斯凯尔自幼喜欢读书，也特别喜欢闻
书的味道，他还给各种味道排了顺序。铜版
纸印制的光滑教科书味道被他排在了末尾，
因为“它们的纸张闻起来像炼油厂和漂白剂
的混合体”，而在书的味道排行榜前列的，是
大学图书馆里的旧书，那些书有“烟熏的香
草味，一丝黑暗、肥沃的土壤气味，锯末、杏
仁和巧克力味。”这些气味，令人感到平静。
在古代，人们用陶片、骨片、纸莎草、竹条、布
匹做书，如今为我们提供书籍的，主要是树
木。哈斯凯尔认为，树木化作书页，就进入
了一个承载我们文明信息的“来世”。

人与自然

♣ 胡济卫

春天的第一束花蕾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灿烂地普照着

大地，和煦而温柔，让万物萌发了破土的欲
望和生机。不远处的蓝天上，有纸鸢在空中
翱翔，时高时低，流波荡漾。此时此刻，能够
尽情地放飞自我，呼吸着山野林间的新鲜空
气，真有种鸟入林虎归山的怡然和惬意。自
2020 年以来，整整三年了，人们由于受疫情
的羁绊和影响，几乎没有像今年的春天这
样，自由自在地在户外纵情徜徉。

走在羊山植物园山间的小路上，蓦然回
首，一丛丛青翠的枝条上，挂满了金黄色含
苞待放的花蕾，在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信
息。待走近细看，原来是迎春花的花蕾。此
时，我才突然感到，兔年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迎 春 花 象 征 着 坚 强、活 力、勇 敢 和 希
望。迎春花是初春的使者，是春季开放最早
的花卉，当经历过寒冬的人们，一看到迎春
花开的时候，就看到了春的希望。我想，人
们之所以给这种花取名叫迎春花，概因其花
开在春天到来之前的缘故吧！

迎春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具有耐寒耐
旱的习性，即便是在严酷的冬天也能够正常
生长。它在开花时花色亮黄，鲜艳无比，充
满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活力。

豫南老家的迎春花与别处的稍有不同，
它们大多生长在淮河支流的堰坡上，一丛丛
一片片，也有生长在坟场和沟塘河埂上的。
每到这个时节，我就和小伙伴们相约在一

起，到堰坡去看迎春花。小的时候，初春的
乡村还是比较萧疏的，除了麦苗和油菜，几
乎看不到花的影子。那时的乡村，不像现在
的城市，通过反季节栽培技术，可以让任何
一种花卉都能在冬天绽放。

单位有同事告诉我，蚂蚁山（毛公山）北
坡有一片野生的迎春花，每年春天的时候开
得漫山遍野，很是好看。当时由于工作繁
忙，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蚂蚁山虽然海拔不高，但北坡的崖壁却
陡峭如削，只能用手抓着藤蔓一步一步往上
攀挪，稍有不慎就很可能会葬身谷底。真有
点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险峻。

关于蚂蚁山和山上的迎春花的来历，在
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远古时候，黄帝
与蚩尤在中原展开鏖战。蚩尤战不过黄帝，
就请来一位神通广大、力大无穷的大力神，
头撞山山倒、手劈石石开。自从大力神来了
以后，黄帝屡战屡败，其手下众神死伤无
数。于是黄帝就派人到白云山请来蚂蚁神，

到花草山请来蜜蜂神。蚂蚁神放出成群结
队的蚂蚁围住大力神乱咬，蜜蜂神放出无数
带有毒刺的蜜蜂从空中袭击。大力神被成
千上万只蜜蜂蜇得鼻青脸肿，昏倒在地。无
数只蚂蚁又一拥而上，把他吃得只剩下一架
白骨。大力神一死，蚩尤没有了主将，黄帝
指挥众神乘胜追击，蚩尤大败，落荒而逃。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蚂蚁和蜜蜂的功劳，就
把蚂蚁咬死大力神的那座山，取名蚂蚁山，
把蚂蚁神和蜜蜂神住过的村庄取名蚁蜂
店。据说蚂蚁山上的迎春花，就是蜜蜂神从
花草山上带过来的。

我们在攀缘途中歇了几次，才翻过一座
山岭。当我抬起头来往上看的时候，一望无
际金黄色的迎春花花海，蔚为壮观，这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一片野生迎春花。
初步估算，应该有不下 30 亩。透明的花瓣，
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放出了熠熠的光辉。
此时的我早已疲累皆无，三步并作两步，一鼓
作气攀爬到了花海的边缘。令我惊奇的是，

密密麻麻的迎春花覆盖了整个山坡，如同蜘
蛛网一般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让
人很难进入花海的深处。费了很大的劲，才
透过一个缝隙挤进花海当中。当我蹲下身体
撩开藤蔓才看见，一棵棵根茎粗大的花茎矗
立在岩石缝中，最大的根茎有成人的胳膊粗
细，最小的也有指头粗。

后来，我把拍摄的几张全景和特写照片
拿给黄淮学院一位搞植物学的教授文友看，
他告诉我，像根茎这么粗的野生迎春花，它的
花龄至少也要有 30 年到 40 年，甚至会高达
五六十年。他说迎春花耐寒、稍耐阴、喜光、
惧怕水涝。它能够生长这么多年，恐怕与这
个地方的生长环境和人迹罕至有很大关系。
迎春花是单生在往年生的小枝的叶腋处，很
少有生在顶端的。花朵有 5 到 6 片花瓣，花
瓣为长圆形或者椭圆形，花色为黄色。它们
通常是在 2月到 4月之间开放。迎春花的花
期很长，会持续一两个月。其盛开期间花色
鲜艳，花量大，整体的观赏价值较高。

羊山新区植物园的迎春花与蚂蚁山上
野生的迎春花有着本质的区别，植物园的迎
春花有人工培植的痕迹，而蚂蚁山上的迎春
花则处在野生天然的状态下，实属不易。

此后的许多年，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不知道它们目前的生存状态。但愿每年春
天到来的时候，它们依然能在那里如期葳蕤
地绽放。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一写到燕子，耳畔马上就想起了这首欢快、清甜、

悠扬的儿歌。这首名叫《小燕子》的儿歌，一直以来都
回响在校园里，把小朋友对燕子的喜爱，燕子对家乡
的热爱刻画得淋漓尽致。

燕子是美的化身，燕子是春天的使者。试想，假
若蓝蓝的天空里没有燕子灵巧的身影，天空将是多么
的无趣和无聊。

每次我看见燕子在天上飞翔，我总觉得那是一幅
最美妙的书法，燕子是天生地造的书法家。那种优雅
的转折、流畅的曲线，忽疾忽缓的速度，俨然就是一个
大师级的书法演示，它们以蓝天为纸，饱蘸春风的浓
墨，在蓝天的宣纸上，纵横捭阖、痛快淋漓、大起大落，
把对生活的热情，恣意地书写在苍茫的宇宙之间，任
性而又快意。

燕子是最轻盈曼妙的舞蹈家。从它的一身行头
就能看出它的艺术范儿，它玄服白袄，颌下配饰一个
红褐色领结，活像个穿着燕尾服的舞蹈家。燕子体态
秀美、纤巧伶俐行动敏捷，尤其是那蜻蜓点水的一刹，
更是妙不可言。它娴熟的舞姿，只有春天这样的大背
景才可以匹配。

燕子是最美丽、最诱惑、最具潜质的花样滑冰运
动员。它把蓝天当作滑冰场，以轻盈灵巧的身子，用
舞蹈般的飞翔姿态时急时缓、时高时低，滑行在蓝蓝
的天空。自然流畅，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所有的动作
一气呵成，没有刻意编排的痕迹。

燕子是最好的朗诵家。燕子没有髙蹈的宣教和
训示，只有真诚的请教和道白，如果把它的语言翻译
成我们的言语，只有见到的一行字：不吃你的糜子，不
吃你的谷子，借你的房子，孵我的娃子。祖祖辈辈、年
年岁岁，燕子只有这么贴近生活的简单一句话，一句
话却响彻古今、百听不厌。这是我们祖辈们翻译出来
的，我感佩于他们的想象力，感佩于他们对美好事物
的真情演绎，给了人亲切而又丰美的感受。它的语言
不拖泥带水，不絮絮叨叨，音色优美、韵味十足，只有
莺歌才能匹配燕语之美。

燕子是美好爱情的典范。燕子素以雌雄颉颃，飞则
相随，以此而成为爱情的象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
人墨客用诗词歌赋，赞美了这个美丽的生灵。“思为双飞
燕，衔泥巢君屋”“燕尔新婚，如兄如弟”“燕燕于飞，差池
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
对，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子渴望比翼双飞的思念。
才有了“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空闺寂寞，有了“落
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惆怅嫉妒，有了“罗幔轻寒，燕
子双飞去”的孤苦凄冷，有了“月儿初上鹅黄柳，燕子先归
翡翠楼”的失意冷落，有了“花开望远行，玉减伤春事，东
风草堂飞燕子”的留恋企盼。燕子双栖双飞、雌雄相伴，
辛勤的活动在大地之上，坚定地、快乐地经营着自己的岁
月，哺育着自己的后代。它们的生活里没有争吵、没有背
叛、没有出轨。有的只是吉祥和和谐、温馨和快乐。

燕子是最务实的旅行家。它翻山越岭长途迁徙，
从来没有为了炫耀能力、聚敛钱财而搞过直播。它们
用小小的羽翼，一寸一寸地丈量着天的辽阔、地的无
垠。它们无怨无悔，从来也不会怨天尤人。生命是生
动的，离开了辛勤的运动和劳作，一切将会死气沉
沉。依赖别人收获的是寄蠹虫，掠夺别人收获的是强
盗。燕子在地球生命大家庭中是极为渺小的，但是我
们绝不能因为它的渺小而忽视它的存在，我们需要向
这类生灵汲取的智慧和勤奋很多很多。人类之所以
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其原由无非是不耻下问勤于学习
和积累。燕子这个可爱的旅行家，春来秋去，南来北
往，实在是令人钦敬的。

燕子是最简约、最务实、最勤勉的建筑师。每年春
天燕子来到北方，不因为长途跋涉的艰辛而做短暂的
休整，它们便开始忙忙碌碌地建设自己的巢窠。燕子
的窝巢大都建在人家的屋檐下，小巧而玲珑，仅仅为了
有个栖身之地。它们用尖小的喙衔来河泥、草根、麦秸
之类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垒出自己温暖的家，垒出属
于它们的温馨呢喃。它们不像人那样追求奢华、穷尽
物理、挖空心思的营造奢靡，炫耀自己的富有。它们知
道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是所有生灵共同的财富，任何非
分的索取和拥有都是犯罪。燕子从不嫌贫爱富，“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只要善良敦厚的人家，
它们都会当作栖身的家园。据说，燕子栖身的人家，都
是主人善良，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好人家。

燕子是农林业的保护神。燕子不和庄户人家分
享收获，主要以蚊、蝇等昆虫为主食，一个季度就能吃
掉 25万只害虫，庄户人家特别喜欢它们的原因如此，
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它们。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三令
五申地告诫我们，不可毁了燕子的窝，更不能掏了小
燕子玩，平常也不能用手指指燕子，如果指了燕子手
指上会长疮的。这些带有神性化的警示语言，深深地
烙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几乎不敢越雷池半
步。这充分体现了燕子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燕子和麻雀一起叼谷给农民，可狡猾的麻雀不仅吃掉
了它的那粒谷子，还骗走了燕子的谷子，让不清楚真
相的玉皇大帝表扬它，批评燕子。但老百姓知道真
假，从来不伤害善良的燕子，非常爱护它!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春天是属于庄稼人的，春天的
到来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燕子是衔着春天来的，是
衔着希望和丰收来的。燕子是喜庆的、吉祥的、欢乐的、
充满活力的……玄鸟，人们神话它，表示的是人们对他的
喜爱和敬畏。留住了燕子就留住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春天里万物生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谁不喜欢？

相传燕子于春天社日北来，秋天社日南归，故很
多诗人都把它当作春天的象征加以美化和歌颂。如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
清明”“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丰丰韵韵”

“鸟啼芳树丫，燕衔黄柳花”，南宋词人史达祖更是以
燕为词，在《双双燕·咏燕》中写道：“还相雕梁藻井，又
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极研
尽态，形神俱似。春天明媚灿烂，燕子娇小可爱，加之
文人多愁善感，春天逝去，诗人自会伤感无限，故欧阳
修有“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
来细雨中”之慨叹，乔吉有“燕藏春衔向谁家，莺老羞
寻伴，蜂寒懒报衙(采蜜)，啼煞饥鸦”之凄惶。

燕子就是春天，燕子就是希望。我们希望的田野
上，不能没有燕子的飞翔。我们春天的画卷里不能没
有燕子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