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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史海钩沉

♣ 韩 峰

刚直不阿看虞诩
虞诩，字升卿，东汉陈郡武平县（今河南省

鹿邑县）人。先祖虞仲曾为虞国首位受封君主，
祖父虞经曾任郡县的狱官。虞诩自幼聪慧，勤
奋好学，十二岁时就能通《尚书》。虞诩走上了
仕途后，被授任为郎中。

东汉永初四年（公元 110 年），西边的凉州
和北边的并州同时遭到了羌人和匈奴的侵犯。
面对火烧眉毛的形势，大将军邓骘想放弃偏远
的凉州，集中兵力守卫并州，抵抗北边的匈奴。
邓骘的想法得到了公卿们几乎一致的附和。初
入仕途的虞诩听到后，却向掌管全国军事的太
尉张禹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先帝开疆拓土
取得了凉州，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放弃了凉州，
京畿地区就会失去屏障，面临变成边塞的危
险。如果放弃凉州，百姓安于故土不愿迁徙，这
样一定会发生变故。凉州多出猛士和武将，放
弃了凉州，他们如果和羌人联手席卷东来，恐怕
也难以抵挡。到那时，汉朝的江山就毁于一旦
了。接着他又提出，奖励凉州官吏、让州郡长官
的子弟来朝任官，既是对凉州官吏的奖励，稳定
军心，也可将这些子弟作为人质，以防凉州官吏
叛汉。虞诩的拳拳爱国之心和远见卓识，得到
了张禹的赞赏，使凉州未被放弃。

高高在上骄横跋扈的大将军邓骘，却因虞
诩否定了自己的意见而怀恨在心，视若仇敌，总
想寻找时机予以报复。当朝歌发生数千人叛
乱、杀死官吏、州郡官府无能为力镇压时，邓骘
认为时机已到，便任命虞诩为朝歌长（万户以下
小县称长，即县长）前去平叛。他认定很多官吏
死于叛匪刀下，虞诩也肯定性命难保。亲朋好
友知道虞诩此去凶多吉少，纷纷为他担忧，虞诩
却毅然赴任。

前去拜见河内郡（辖朝歌等十六县）太守马

棱时，马棱看他一副文雅的书生模样，不免有些
失望。不料虞诩一上任，就广招壮士，包括监狱
里抢劫、伤人、偷盗等犯人，赦免他们的罪行，并
设宴招待他们，让他们混入叛匪之中，引诱叛匪
进入伏击圈斩杀。又秘密派人假装为叛匪缝纫
衣服，在衣襟处用红色丝线缝作标记，当叛匪出
现时，均被官兵捉拿。叛匪们纷纷感到震惊，以
为有神灵帮助官府，便作鸟兽散。虞诩不仅没
有死于叛匪刀下，反而因平定叛乱而升任怀县
令（万户以上大县称令）。

元初二年（公元 115 年），羌人接连数次击
败了东汉军队，虞诩向时任驻防三辅地区的中
郎将任尚献策道：眼下羌人都是骑兵，日行军数
百里，来去如疾风骤雨，而我汉军却是步兵，尽
管兵力有二十多万，但却难以取胜。不如让各
郡郡兵复员，命他们捐钱买马，如此便可用万名
骑兵抗击数千羌军。任尚听从了虞诩的谋略，
并上书朝廷采纳，果然击败了羌军。

这年，当羌人入侵武都郡（今甘肃武都、成
县及陕西略阳、凤县一带）时，实权在握的邓太
后鉴于虞诩平定朝歌叛乱的战绩以及为任上击
败羌军的谋略，任命他为武都太守，率领不足三
千兵马征讨羌军。羌军获得消息后，即在险要
的崤山山谷（即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西
南）设伏堵截。虞诩得知敌情后，马上令军队停
止前进，并故意散布等待朝廷增派援军前来的
消息，以迷惑羌军。羌军等不到汉军，又听到等
待增派援军前来的消息，便信以为真撤下伏兵，
分散去邻近县的乡村劫掠。虞诩见羌军中计，
即刻日夜兼程行军百里，并让官兵做饭时，每人
各造两个火灶，以后每日增加一倍。对此有将
领不解：“当年马陵之战，孙膑是减灶，现在为何
反过来增灶呢？兵书上说，每日行军不能超过

三十里，以防出现突发情况，如今日行百里，又
是为何？”虞诩解释道：“敌众我寡，兵贵神速。
孙膑减灶，是施计诱敌；反其道增添火灶，是施
计惑敌，以示众多援军到来，震慑羌军不敢追
击。”众将无不佩服，点头称是。

当与羌军正面对阵时，面对多达万余人的
羌军，虞诩命令士兵用射程近的弱弩射击。羌
军以为汉军没有强弩，战斗力也弱，便蜂拥而
上。当冲到距汉军阵地很近时，虞诩立刻下令
用强弩射击，羌军纷纷中箭落马。羌军损兵折
将，逃之夭夭。不料又中了虞诩事先设下的埋
伏，羌军更是一败涂地。

永建元年（公元 126年），虞诩被任命为司隶
校尉，负责秘密监察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官
员。上任数月内，他就奏劾了贪赃枉法的太傅冯
石，太尉刘憙，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高
官，但也因此遭到不少官员的痛恨，称他非常苛
刻。就连朝廷最高官员“三公”（太尉、司徒、司
空），也劾奏他拘捕无辜。虞诩面对强权，刚直不
屈，上书道：法禁是社会的堤防，刑罚是人的鞭
策。臣所奏劾的赃罪有的是，二府害怕臣上奏，就
诬害臣。臣将如史鱼一样死去，以尸谏劝。

汉顺帝看了虞诩如此义正词严刚直凛然的
奏章后，罢免了司空陶敦。

虞诩迈开了弹劾艰难的第一步，接下来仍
是步履维艰。当他掌握了中常侍张防滥用权势
收受贿赂的许多罪证时，他弹劾的奏章却屡屡
石沉大海，他意识到有人从中作梗，扣压了自己
的劾奏，不禁气愤填膺，让人将自己捆绑起来，
去见掌管最高司法审判的廷尉，以从前孝安皇
帝任用樊丰几乎亡国的先例，指出张防玩弄权
势，使国家又将遭受祸乱的事实，希望廷尉秉公
执法。

此时，张防也在顺帝面前边流泪边为自己
申诉，结果，张防竟使顺帝相信了自己的申诉，
反而将虞诩定罪，罚服劳役。不仅如此，张防还
多次传讯拷打他，欲将他置于死地。狱吏劝虞
诩自杀，虞诩却不屈不挠地说：“宁愿被处死，让
天下人都知道此事，也不会自杀。”

宦官孙程、张贤得知虞诩因弹劾获罪服劳役
的消息后，相继上奏顺帝：虞诩为您尽忠，反被拘
役；张防赃罪确凿，反而陷害忠良。应该赶快捉
捕张防入狱，下诏释放虞诩，归还他的印绶。中
常侍高梵也向顺帝说明虞诩的冤情，终于使正义
得到了伸张，张防被流放边疆，其他案犯六人或
被处死，或被罢黜。虞诩当天被无罪释放，在孙
程向顺帝慷慨陈词虞诩有功的情况下，虞诩被任
命为议郎。数日后，又升任尚书仆射。

虞诩一如既往，对违法乱章者，眼里揉不得
半点沙子。得知一些大小官员贪污罪犯用钱赎
买的“义钱”，他遵照典章制度，秉笔上疏，废
除、禁止了所谓的“义钱”，使贪污者受到了处
理。宁阳县主簿多次上奏宁阳县令枉法、懒政
怠政，案卷积压六七年不处理，但无人理睬。后
主簿到朝廷申诉，尚书却判他是大逆不道。虞
诩怒斥各尚书：小人有怨，不远千里，下定决心
到朝廷告状，你们不管，难道有作为臣子的道义
吗？你们与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关系！尚书们
无不汗颜。

虞诩一生因刚直不屈不避权贵，三遭刑罚
九遭斥责，却一如其名言“志不求易者成，事不
避难者进”，矢志不移。后来，虞诩升任尚书令
（相当于丞相），却又遭免官。当朝廷又想起他
的耿耿忠心想再次召他入朝时，虞诩却去世
了。临终之前，他对儿子虞恭说：“我在朝廷为
官，正直无私，行事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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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南京。过了饭点，许多饭馆
都已闭门打烊，好在终于在偏僻处寻得
一间。

我一个人口干舌燥，翻了半天菜谱，
便想吃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遂点了一
个炒茄子，又点了一只百鲜锅。那只百
鲜锅分量很大，是用河蚌肉、毛豆、青草
与鸡蛋、肉丝同煮。那青草很青，在一锅
的鸡蛋汤中，几乎显出浓绿了。吃了一
下，仿佛有强烈的春天之味——直白一
点，也可以说是草腥之味——然而那草
腥味是好闻的。

这青草我不认识，也算是人生第一次
吃。喝了两碗汤，觉得清鲜——河蚌肉、
毛豆都是清鲜之物，又有青草的味道，就
更添了一些清爽的感觉。于是特意叫了
服务员来请教青草的名字。说是草头，也
叫秧草。我问是不是紫云英。摇头又说
不是。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他家乡扬
中，这草头是很常见的青菜——怎么你浙
江没有呢？

我还真没有吃过。那秧草每一枝都
是三枚心形的小叶，看上去与紫云英颇
有些相像。这时候，小伙子又说，在他们
老家扬中，有一道菜非常有名，秧草烧河
豚。河豚红烧，浓汤里裹挟着秧草，秧草
虽只是配菜，却与河豚的搭配浑然天成，
一荤一素，相得益彰。

这倒勾起我吃河豚的记忆了。
有位苏州的朋友告诉我，秧草烧河

豚，秧草比河豚更好吃。在江苏和上海，
秧草是春天里常见的家常佳肴。在太
仓，还有酒香草头、糟油草头两种做法。
早春，草头最嫩的时候，最宜于清炒起来
吃，有甘甜的口感。这东西虽然日常得
很，却也并不是四季都可以吃到。譬如
扬中，乡村家家都会种一畦两畦秧草，春
天出叶之后，一茬茬地吃，吃到初夏要老
了，就多掐一些回来，晒干、切碎，然后用
一个很大的坛子将它一层一层地叠起
来，叫作腌草头，可以一直吃到来年。

上海人清炒草头，也是要加酒，吃起

来，有一股子浓郁的酒香。
我后来知道，这秧草也就是苜蓿，因

为开小小的金花，苏州人叫它金花菜。
将苜蓿叶和玉米面搅和在一起蒸熟了
吃，叫作“拿勾”。

苜蓿，一直是在书里读到这个植物，
我却并没有吃过它。只知道它跟紫云英
一样，既是牲畜的饲料，也是绿肥的一
种。不过，这玩意儿在哪里都可以生长，
生命力相当顽强。有一年，我记得是到
四川海拔 3000多米的藏区去，坡上山
地，长满这种绿色的饲料，当地两颊深红
的藏族娃娃告诉我，那就是苜蓿。

苜蓿常在唐诗里出现，也就不多说
了；在国外也很常见——爱默生曾写梭
罗：“他喜欢苜蓿纯洁的香味。他对于某
些植物特别有好感，尤其是睡莲；次之，
就是龙胆、常春藤、永生花，与一棵菩提
树，每年7月中旬它开花的时候他总去
看它。他认为凭香气比凭视觉来审查更
为玄妙——更玄妙，也更可靠。”

苜蓿的香，到底是怎样的“纯洁”，恐
怕梭罗自己都难以一下说清吧。但是煮
成汤，江浙沪的人还是很喜欢吃，到底清
鲜可口——在南京的夜晚初识草头，我
也就爱上这种青草的味道。那日虽然错
过正常的饭点，找饭馆费了不少力气，却
与苜蓿不期而遇，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喝了三碗汤。回到住处，还是感到
高兴，在日记里记它一笔。

过了两天，读费孝通的文章，他在
《乡土中国》中提到，初次出国，他的奶妈
偷偷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塞进箱
子底下，并悄悄对他说，假如到了国外水
土不服，老是想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
东西煮一点汤吃。

那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我觉得对于江苏人或上海人来说，

如果把那一包灶土换成一包草头干，也
未尝不可。千里之外想家的时候，煮一
碗草头汤来吃，大概同样有医治水土不
服的功效。

知味

♣ 周华诚

一锅秧草任平生

荐书架

♣ 熊 丰

《玄鸟归来》：中原散文诗的深耕与突破

河南文艺出版社近日推出作家、出版家王幅明散
文 诗 集《玄 鸟 归 来》，该 书 收 录 作 者 近 年 创 作 的 散 文
诗精品，分九辑及两篇附录，以诗性的语言书写中原
故事，展现历史与当下的精神对话，被文学界视为河
南散文诗创作的重要成果。

书名“玄鸟归来”源自《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的典故，暗喻郑州作为商都的文化复兴。同名开篇
作品篇幅 3000 余字，是写郑州 3600 年巨大变迁的小型
史诗。内文九辑分别命名为“玄鸟归来”“先贤祠”“浓
荫泽世”“望乡”“山水留韵”“ 陌生”“ 背影”“寻找”“鲜
花的笑脸”，视野宽广，题材多样，关注当下，又打通历
史，在山川、城郭、草木之间发现心灵的投影，将赞美与
针砭、优雅与凝重熔为一炉。作者深情讲述中国故事、
中原故事、心灵故事，充盈家国情怀，人文精神与天地
境界，追求象外之象与情与理的统一。王久辛先生在
序言中称颂“王幅明的散文诗，是承继了鲁迅先生和外
国文学精华的创作，他在散文诗领域老中青当下的创
作中，像《三国演义》里的老黄忠，始终独出机杼，笔耕
不辍，求变求新，迎难而上，实乃翘楚也”。

书中既有对历史碎片的钩沉，如《黄河渡口》中大
禹 治 水 的 故 事 ，也 有 对 现 代 城 市 的 观 察 ，《一 条 街 区
马 路 的 蒙 太 奇》以 蒙 太 奇 手 法 捕 捉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的
矛盾与沉思。附录《答问》中则系统阐述了作者对散
文 诗 文 体 的 理 解 ：散 文 诗 是 诗 与 散 文 的“ 美 丽 混 血
儿”，需兼具诗的凝练与散文的自由。作者在文中这
样 说 道 ：“ 散 文 诗 是 散 文 形 态 的 诗 ，具 有 诗 与 散 文 的
双重美感。它包容诗的所有技巧和广义散文的多种
形 态 ，因 而 比 诗 更 自 由 ，更 细 腻 ，更 辛 辣 。 它 带 给 人
慰 藉、温 暖、疼 痛 和 理 性 ，让 梦 想 和 良 知 在 灵 性 的 文
字里复活、飞翔。”

本书最后特别收录的“文学简表”，为王幅明的创
作年表，清晰呈现了其从 1970 年代至今的创作轨迹，
充 分 展 现 出 写 作 是 与 时 间 对 话 的 方 式 。 本 书 的 出
版，不仅是王幅明个人创作的新里程碑，更为中原散
文诗树立了精神标杆。正如冯杰所言：“河南散文诗
有 了 王 幅 明 的 坚 守 ，在 文 坛 上 有 了 一 峰 ，有 了 一 泓 ，
更 有 了 一 方 打 麦 场 。 这 次 王 幅 明 先 生 的 新 著《玄 鸟
归来》就是证明。”

灯下漫笔

♣ 宋宗祧

唐诗之盛在郑州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会在心里嘀咕，甚至直
接说出你的疑问：是不是你笔误了？是“诗圣”不
是“诗盛”！但我要说的是，不是我故弄玄虚，“盛”

“圣”两个字确实音同意不同。盛者，繁盛、强盛、盛
大；而圣则是神圣、超凡、崇高。但二者也有相通
之处：盛为圣的条件，圣为盛的必然。以诗为例，
只有诗歌达到了空前繁荣、大盛，才会出诗圣；诗
圣不漫有，即凭空有，有诗圣出则必然有出诗圣的
伟大时代、伟大地方，其时其地之诗歌必然达到了
空前的繁荣。依此而言，诗圣杜甫出在郑州，那么
郑州其时就一定是“诗盛”的地方。

郑州不只是有诗圣杜甫，更有一大批顶级诗
人。2025 年 3月 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
唐诗人传·李商隐》，至此，反映 14位大唐诗坛巨
擘人生的《大唐诗人传》播出告一段落。这 14位
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
及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王维、杜甫、岑参、白居
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仅就这 14位一流诗人
的籍贯来看，今河南籍的 6位，郑州籍的 4位，分
别占到了 42.8%和 28.6%。如果再把成就最高
的 4位顶流或曰超一流诗人李白、王维、杜甫、白
居易择出来的话，郑州籍的就有王维、杜甫、白居
易 3位，占到了 75%。由此可以看出，大唐郑州
的诗歌之盛，一点儿都不输长安和洛阳。

郑州是律诗的重要诞生地之一。我们之所
以推崇唐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律诗。律
诗又叫近体诗，是在武则天时期定型的。初唐时
期，与四杰同时且在诗歌方面的贡献、成就不亚
于四杰的还有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其后更有为律
诗的定型作出杰出贡献的河南籍诗人沈佺期与
宋之问，他们被后人称为律诗之祖。其中沈佺期
是今安阳内黄人，宋之问是今郑州登封人。为啥
说郑州是律诗的重要诞生地？首先“沈宋”之一
的宋之问是郑州登封人。其次是嵩山留有律诗
诞生于此的文物见证——石淙摩崖石刻。公元
700 年秋，武则天在嵩山石淙河上搞了一次“石
淙会饮”，她先是自己带头作了一首七律，之后要

求随从的大臣们每人作一首七律，总共得到了
17 首诗。之后，武则天又自己作序，命大书法
家、“瘦金体之祖”薛曜书丹，让工匠全部刻于北
岸的崖壁上。由这 17首诗可以看出，其时的律
诗尚有些“青涩”，因为完全合乎律诗标准的只有
5首。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狄仁杰，自然不能按
标准来要求他。经过千余年的风雨侵蚀，这处摩
崖石刻虽然已经漫漶不清，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仍
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记录了律诗的诞生，是诗
歌发展的里程碑，更是活着的律诗化石。

郑州地区还是优秀诗人的“孵化器”。郑州
嵩山作为中华文化圣山，对文化人的吸引力非常
巨大。诗仙李白多次到嵩山居住和会友，对嵩山

的人文景观至为熟悉。李白在嵩山不仅发生了
许多浪漫的故事，也挥毫泼墨留下了很多歌颂嵩
山的诗作，例如，他最著名的堪称代表作的《将进
酒》就是在嵩山写成的。他甚至将嵩山看作他千
秋之后的安眠福地，在《送杨山人归嵩山》中说：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
登封籍的顶级诗人不仅有王维、宋之问，还

有边塞诗人李颀；巩义（原巩县）不仅有杜审言，
还有被两《唐书》称为“与王勃齐名”的诗人刘允
济。就连当时的巩县县令高瑾也是一位颇有名
气的诗人，《全唐诗》存其诗 4首。此外，著名诗
人张諲、岑参、刘长卿、卢仝都长期在嵩山隐居；
其他一众诗人，如卢照邻、上官婉儿、张说、王无
竞、刘希夷、孟浩然、张九龄、王昌龄、卢象、韩
愈、贾岛、顾况、刘禹锡、元稹、王建、韦应物、罗
隐、皮日休等，都在嵩山留下了不朽的诗作。尤
其是武则天，不仅是中国文化奇葩——唐诗的直
接推手，也是一流的诗人。

郑州不仅是华夏历史的源头，更有源源不断
的华夏文化在此传承。正如贾岛《欲游嵩岳留别
李少尹益》所说：“嵩岳望中常待我。”是啊，热情
好客的郑州，嵩山一直都在盼望着海内外的华夏
儿女能够吟着唐诗宋词回河南老家看看——这
里不只是唐诗之路，更是唐诗之家、祖庭老家。

立春一到，春幕徐启。生灵们心急
火燎，开调音准，开唱春调，它这调门，
由风先拨弄。风的手指一改冬的粗粝，
轻拢慢捻，万物开始着色。起初，春裹
着身耷着脸，不受人待见，是小南风，一
步步搀着春，先卸春寒，再描春媚。谁
邀了春风，让它低下身子，变得如此谦
恭，音儿降下八度，跳过村东的老桥，飘
过村西的路口，拐过墙角，贴着耳根子
来了。它一触柳条，柳柔了，一吻水面，
水皱了。看它黏着地皮，到处滑溜的劲
儿，比滑动手机屏还灵。但我们村上的
长辈们惯会嗤笑风，村西头，叼根旱烟
杆的孟爷说：“你看这风，薄得像张纸，
威不起来了。”我跟在父亲屁股后，随父
亲上北坡去犁春地，觉得风嗖嗖的，想
往脖儿里灌，不免有些讨厌风。父亲却
仰脸眯眼看嫩日头，扭头问我：“它不再
撕你脸了吧？！”

唱春调里，多交响，多合奏，多重
唱。一物开喉，万物启唇，天和地静悄
悄，单等第一物开腔。这第一物第一
声，究谁发出？说不清，道不明，有说是
节气，有说是春雷，有说是人喊，哪怕小
孩子，被冬禁久了，跑到野外发一声喊，
就好似一根指挥棒落下，瞬间，就能引
来轰隆隆春的共鸣。说来最撩心的，要
推春鸟的唱了：黄鹂黄莺、金雀杜鹃、画
眉百灵、布谷斑鸠、蓝翡翠金丝翅，何止
于百种。有的在山野放纵，有的围着村
子打转。有一种鸟叫杜鹃，三声四声，
那唱功一个担了多声部。最亲近人的
要数麻雀了。豫西人叫它“小虫儿”。
虫儿多不会飞，小虫儿却会扑棱棱飞。
麻雀没有鸿鹄之志，四季里围村噪，算
不算春鸟呢？该算的，这些个小精灵，
冬日里可怜巴巴的，三个五个，十个八
个，聚拢到树梢上、灌丛间，豆子一样，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身的落寞惆怅，
单调的复音里，满是杂乱和无奈，人的
手势一挥，它就噤语。春笛儿一吹，麻
雀马上活泼起来，不用谁唤，密密麻麻，
一会儿拉到村西的杨树林里开会，一会
儿又撤到村中的皂角树上瞭望，不论座
次，叽叽喳喳，像打了兴奋剂，把春弄得
不知所措。雀声是春的前奏，像小孩子
看戏，正戏开场前，任由雀儿台前撒欢，
拢些人气，待春真正登场，它们反倒躲
了起来。

最热闹的演员是喜鹊。着一袭黑
装，偏缀些花白，我们小孩子叫它白脖
子鹊、花脖子鸟、喳嘴鸟。在唱春的大
戏里，它可是主角，天天一大早迎客似
的，在吾家屋檐上燎焦，在院墙外的树
梢点头，在村东村西的野地里翘尾，嘴
儿连锁，喳喳喳，喀喀喀，抢功报喜，如
同爆豆子吵嘴。村小学戴眼镜的王老
师说它像媒婆，不停夸好，声也哑，说着
话，时不时还勾头梳理一下自己的花衣
裳。按说它的唱腔，比之吹单簧管的黄
鹂差远了，也不及吹唢呐的百灵杜鹃、
莺儿燕儿清脆，更不如晚春的斑鸠、布
谷宏阔，只是它也是留鸟，四季里都在
这圪垯人的身边围着，不离不弃。是
它，先拱人心田。它起了头，诸多的候
鸟才纷飞回来，登台展喉。

春日里，鸟唱天空，虫唱大地。虫
儿被埋着，开腔晚了些，一开腔就潮水
一样地蔓延。尤其青蛙，脖子下缀个气
囊，太阳一照，这囊儿就瘪了，太阳一落
又圆了。早早晚晚，它耐不住寂寞，彻
夜地合声吹囊，鼓哇鼓哇，把河水吹涨
了，把地心吹胀了。其他虫儿原本爱
睡，青蛙鼓噪得它们再也睡不成了，就
泉水一样从地心渗出，也开始呢喃私
语，春就往深里走了。

村子上的振松叔识几个“瞎字”，学
历不高，学问却公认地高，挑着队上的
会计。年关一到，就在门口支起个桌
子，义务为各家写对联，那联语句句含
春，什么“春日春情春意满，春风春雨春
着色”，什么“春引百花竞放，春织千山
锦绣”。上句没“春”，下句得有。过了
年，农事不稠，他到地里转，看麦苗涂
油，就唱春曲，唱得像绕口令：“春日春
暖春水流，春草满坡放春牛。春花开在
春山上，春鸟落在春树头。春堂学生写
春字，春女房中思春愁。”婆姨们撇他的
嘴：啥岁数了，老不正经。如今，振松叔
一年四季睡在地里看庄稼去了，他的儿
子不但学会了这首唱春的曲曲儿，而且
比其父唱得还顺溜。

家乡有诗联协会，以寻春为题征集
春诗，开唱另一种春调。别说，会员们
所献之诗，发前人未发之音。笔名“乡
村逐花人”夺得唱春第一名，其诗曰：

“林间余雪渐消融，柳眼初开韵未丰。
一路寻春终不得，归来梅下数飞红。”

“青葱初涨旧篱笆，黄犬横门自守家。
时有蜜蜂拦路问，春桃何日发新花。”诗
家作评，妙在蜜蜂拦路之问上。笔名

“了一”的诗曰：“春风春雨春情动，春草
春花春意萌。莫若卿卿眸里看，一汪春
水映春明。”“卿卿”二字颇为传神。又
有“雪压山川无野声，春风一到百禽
鸣。抬头但见晨昏鸟，尽在枝间叙旧
情。”更有“黄鸟不嫌春色浅，竹间柳上
换枝歌。”“路逢初醒鹅儿柳，慵倚桥栏
索小诗。”各具其妙。勿言他们个个堪
称当代的李太白白乐天，把这些诗混进
唐诗中去，我觉得也毫不逊色。

♣ 袁占才

春调一唱万物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