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城墙之侧古井殊，白鬓老者携桶俯。
含笑生风绕昔意，八角琉璃世间独。
三壁精刻六石门，一墙洞开容两夫。
四步有许扇半开，多棱凹凸卧沿楚。
相传双鸭投井内，二里之外隐水出。
老者游绳深水汲，甘甜爽口润唇腹。

郾城八角琉璃井
■王宪生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一小把日子，瘦到只剩硬硬的骨头
一小把日子，像潮水般的暮色里
回家的一截小土路
一小把日子，像没画完年轮的
一棵小树
人生的页码是否还记得
太阳的每个脚印
人生的页码是否还认得，每一朵飞雪
走向更深更紧的风里
日历，这光阴的落叶
该加快脚步，还是放慢脚步

日 历

■雨 林
越是冷得彻骨，越能香得久远。

万丈冰雪铺天盖地的时候，她昂首怒
放，清香袅袅，冰清玉洁。在这寒冷
的冬季，点燃一份春天的希望，指一
条通向阳光的路，这便是梅花。

梅花的栽培史已有三千多年，在
这三千多年的光阴里，她早已不是以
一株植物的形象在寒风之中独自绽
放，而是成了一位高士、一位邻人、
一位诤友的形象，在诗人墨客的笔下
超凡脱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只与
追求高洁志趣的中国文人相伴相随。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
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
里春。”春天是桃李的天下，冰雪才
是梅的天地。桃李虽然也有娇艳的花
瓣、芳香的气味，但是它们苦苦争夺
那一缕春光，不免落了俗套。反观梅
花，定要经过一番风雪冰霜的洗礼，
才能绽放素瓣掩香的蕊。元代诗人王
冕笔下的白梅，是枯燥冬日里的一抹
生机，是寂寞黑夜里嫣然而笑的一股
活力。王冕以梅花自比，借梅花的顽
强、独立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品格，
梅花的洁白、梅花的不争都是诗人心
之所往的样子。

一瘦再瘦的文字盛装不下饱满的
心事，傲雪伫立，没有落花，却听到
跌落的声音。“无意苦争春，一任群
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梅花本来就没有想和别的花争

奇斗艳，却偏偏受到了群芳的嫉妒。
可就算飘零落入泥土被碾做灰尘，也
依然要留下高洁的清香。南宋诗人陆
游的 《卜算子·咏梅》，更多展现梅
花的卓尔不群与嶙峋傲骨。“闻道梅
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
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陆游
一生酷爱梅花，写梅诗词 160 多首，
朵朵梅花是个个放翁，人梅合一，高
标遗韵。真也？幻也。可见其爱梅成
癖。

唐代诗人孟浩然归隐山林、情怀
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
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于是，踏雪
寻梅成为古代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向
往高洁生活的精神寄托。梅与雪，就
这样邂逅在冬天，与我们有了一场诗
情的相聚，而心中就会蔓生出无限的
春意。“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
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
十分春。”如果只有梅花独放而无飞
雪落梅，就显不出春光的韵味；若使
有雪无诗，也会使人感到不雅。只有
梅、雪、诗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组
成最美丽的春色。宋代卢梅坡存诗不
多，偏偏他的两首雪梅诗都是千古名
篇，在《雪梅其一》中，诗人这样赞
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
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
段香。”梅与雪的比较，孰高孰低？
梅花虽然很漂亮，也很高贵，但是比
起雪花来，它没有雪花洁白，然而对

于雪来说，它又没有梅花的香气，终
是各有所长。

古人赏梅，不仅赞叹自然的造
化、生命的坚韧，更是将梅视为知己
旅伴，是人生中熨帖的际遇和相逢。
王维的梅花，是人在异乡时的一段柔

肠一份牵挂；人称“梅妻鹤子”的北
宋孤山处士林逋，更是深得“疏影横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隐逸
情怀和寂静之心。

只要心中有梅，纵使岁寒，心中
便有灿烂烟霞。

梅花沁雪诗中开

■钱续坤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体

例，“箴”在艺术形式上虽然不像楚辞汉
赋、唐诗宋词那样富有节奏，崇尚唯
美，可是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所寄予的
理想抱负，无论私箴还是官箴，或灵动善
譬、气势勃旺，或游刃八极、汪洋恣肆，
或锋利峭刻、纵厉坚挺，或春秋笔法、语
约义丰，或老辣简洁、大轩骈骨，或盛意
迭出、风神独绝……真乃墨采葱郁，茹天
涵地，成为至恒至珍的文字美味。

箴体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私箴与官
箴。私箴是用以警戒个人言行的，如唐
朝韩愈的 《五箴》，宋朝程颐的 《四
箴》，其性质类似于现代的座右铭，尽管
境界还囿于“小我”，不过透过私箴所洋
溢出来的人格魅力还是可圈可点的。官
箴则是对为政者的一种规劝诫喻，示以
为官为人之道，往往用讽刺的手法以预
防和挽救过失，因此其美主要是针对思
想内涵而言的——美在针砭时弊，美在
激浊扬清。

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期，朝廷中
便有了《箴》，只可惜全篇皆失，现今无
从考证；而最早见诸文字的当推周朝掌
管田猎之官的“虞人”所做的《虞箴》，
这在 《左传·襄公四年》 中曾有记载：
“（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其内容是
规劝周天子不要滥杀滥捕飞禽走兽。对
于 《左传》 中的这句话，杜预注释为：

“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孔颖达的注
疏更为详尽：“汉武帝时扬雄爱 《虞
箴》，遂依放之作 《十二州二十五官
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之子
瑗、瑗之子实，世补其阙……凡四十八
篇，广乃次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
此《虞箴》为之。”由此不难发现，自周

之后，规谏劝诫皆是官箴的灵魂所在。
在所有的官箴中，公正廉明是核心

要义。秦代的《为吏之道》把“清廉勿
谤”列为吏有“五善”之一；唐代武则
天时的《臣轨》有言：“清净无为，则天
与之时；恭廉守节，则地与之财。君子
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
毁廉。智者不为非其利，廉者不求非其
有。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
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寥寥数言
道出了官品树立的准绳。宋代吕本中的

《官箴》 说，“清、慎、勤”为居官要
诀，后来康熙帝御书此三字，刻石赐内
外诸臣。北宋的陈襄也著有《官箴书》，
其中谈道：“有实必有名，虚誉暴集，则
毁言随至矣。”讲明了虚夸好誉是为官的
大忌。明代的昌坤在其 《吏品》 中写
道：“世情宜淡，立志贵刚。刚则欲不能
出，淡则欲念不起。惟士之廉，犹女之
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用现在的话
说就是，寡情少欲是清廉为官的前提。
清朝顺治帝即位时诏书“国家安危系官
僚之清廉”以及此后更为详尽的阐述：

“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
不廉无以治民，则民风必坏”等，均有
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历代衙署的联匾，更是一种常见
的、实实在在的官箴，如“明镜高悬”

“公生明，廉生威”等；同时也有部分官
员公开在衙署、厅堂和书楼题匾联以自
律的。近代的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
为推广水稻种植，特在衙署后院辟地试
种，并在园中建有一亭，同事陈銮用范
仲淹《岳阳楼记》先忧后乐之义，为亭
题名为“后乐”，林则徐遂制联称：“宦
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这联
匾是表明心迹之作，含有官箴性质；后
来林则徐赴粤禁烟，在广州城外新建一
演武厅，精选督抚两标劲卒数百人，亲
往督操，并在其厅柱自题一联云：“小队
出郊桐，愿七萃功成，净洗银河长不
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
海有余清。”这是自律又律人，以期禁烟
成功的一幅官箴联。

官箴除了以奏折、文章、诗词等为
表现载体之外，古代那些以联匾形式出
现的，还可称为艺术瑰宝，因为无论是

“篆隶草行楷”中的任何一种，在给人以
深刻启迪的同时，还能带来赏心悦目的
享受。

官
箴
之
美

■■人在旅途人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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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闲情生活闲情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12月3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

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
堂·沙澧讲堂走进郾城区文化旅游
局，邀请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副研
究员，党史民俗研究专家刘西淼，
以 《明清时期的漯河景观文化》 为
题，从景观文化的概念、景观文化
的内容、挖掘和整理景观文化的当
代意义等方面进行讲解，其中，重
点讲解了郾城八景的有关作者、年
代、内容以及当代意义。

刘西淼认为，我国历史悠久，
名胜古迹众多，加上古人的记载与
文人的润色，各州县大多方志中都
记有“八景”。以“八景”形式反映
当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是历
史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
式。这种形式起源于北宋，盛行于
明清，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八景”
文化现象。“八景”其意在“八”，
虽 是 数 字 ， 意 指 八 方 ， 即 四 方
（东、南、西、北） 四隅 （东南、东
北、西南、西北） 的总称。“八景”
为当地景观之荟萃，引申为处处是

景观。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代，郾
城、临颍、舞阳各县相继出现多个
八景版本，以彰显地方自然与人文
之特色，成为地方文化名片。

郾城为中原大邑，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咏景之作甚多。唐
代诗人胡僧，宋代诗人苏辙，元代
文豪元好问等都有诗文咏之。明清
时期，曾先后形成两个“八景”版
本即“ 阳八景”和“八景新
题”。

明永乐十年（1412年），王季立
任郾城知县。在郾城期间，他深入
体察民风，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凝
于笔端，写下了一批吟咏当地风
物、景观、名胜、古迹的诗篇，收
入嘉靖三十三年 《郾城县志》 十首
诗，记郾城十处景观。其内容分别
是：东黉暮鼓、西寺晓钟、神井蟠
龙、僧幢古碣、崇台化石、潭水流
鹅、 水渔灯、螺湾贾棹、莲浦熏
风、竹园春雨。这些诗的内容，比
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当地著名历史
文化和自然风貌的胜景。但书中并
未标题“郾城十景”之称谓。

经过八十余年的岁月洗礼和历
史沉淀，到崇祯十年（1637年），知
县李振声修 《郾城县志》，首题“

阳八景”称谓。“八景”内容延
续王季立十景，去掉其中的“崇台
化石”和“竹园春雨”两处，改

“莲浦熏风”诗题为“池荷映日”。
分别是：东黉暮鼓、西寺晓钟、神
井蟠龙、僧幢古碣、 江渔灯、
螺湾贾棹、潭水流鹅、池荷映日。
这是郾城历史典籍中确定并记载的
第一个“八景”版本。

清顺治十年（1659年），知县荆
其惇修 《郾城县志》，卷九“吟咏

志”同样收录“ 阳八景”。同
时，谢槟另撰“八景新题”，即：龙
塔古篆、 水风帆、崇岗饮社、老
桧烟笼、周坡晓市、邓湖莲歌、裴
城烟雨、召陵雪霁。这是郾城历史
典籍中的第二个“八景”版本。

刘西淼认为，“郾城八景”在历
代 志 书 中 并 无 此 名 ， 均 是 以 “

阳八景”或“八景新题”冠
名。但“ 阳”即是郾城，俗称

“郾城八景”亦无不可。
刘西淼对“螺湾贾棹”“ 江

鱼灯”“僧幢古碣”等重要景观进行
了详尽解读，引起听众极大兴趣。
他希望社会各界深刻认识挖掘和
整理景观文化的当代意义，保护
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展示好
漯河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观；在日
常工作中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广大民众热
爱和眷恋家乡的情结，积极自觉
参 加 家 乡 文 化 建 设 、 社 会 建 设 、
城 市 建 设 、 美 丽乡村建设，助力

“四城同建”。

弘扬景观文化 建设美丽漯河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湘西的武陵山是水做的。走读武陵

山，最有趣的是聆听水声。林阴深处，
峡谷之间，但见飞瀑流泉，穿石越涧，
铮铮发珠玉之声，淙淙若天籁之音。不
须看，只屏心静听，就能滤去心中燥
气，平添许多乐趣。

金鞭溪是一条淡蓝色的溪流，潜卧
在奇峰幽壑之中，汇聚了岩峰山林的洪
水、泉水、雨水，挟带着落叶、花瓣、
草籽，流出了浓浓的诗意和情怀。顺着
金鞭溪蜿蜒而上，路随溪转，山路有多
长，金鞭溪的溪水就流有多长。沿途一
边是流水潺潺，顽石星落，一边是高大
葱茏的珙桐、水杉、银杏、楠木和青冈
木。最有名的乔木当数珙桐，因为它的花
的形状像鸽子，于是当地人都叫它鸽子
花。放眼望去，但见溪涧缠绕，瀑潭相
连，溪水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
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在清
亮的溪水里，随处可见红、绿、白各色卵
石在水中闪亮，且错落有致，如稀疏的花
儿盛开在原野。有的石头已被溪水与阳光
染成了墨色，头顶还矗立着几从绿草；有
的断面还残留着赭红，几只小鸟漫不经心
地在它肩膀上跳跃。一浪一浪碧绿的水，
不时撞击在石头之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
水花，在阳光之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几
棵树从崖壁上斜将过来，伸在溪流上方。
几根枯藤，顺着树枝落在水中，仿佛在垂
钓这一溪风景。

金鞭溪一路蹦蹦跳跳，累了便歇成
潭。紫草潭和跳鱼潭便是其中的两个。
紫草潭碧绿如玉，澄明清澈。潭水深而
静，潭水颜色由浅绿逐渐过渡到墨绿，
贮积了满山的绿，满山的花影，恍惚
间，那仿佛不是水，而是一潭色彩。石
影、树影倒映其中，如锦如织，给这平
静的水面增添了生机。紫草潭边，溪水
被挤成窄窄一线，从高处飞泻而下，洁
白的溪水与赭红的砂岩交织在一起，将
无数晶莹的水珠泼洒在岩壁上，再一起
滚落黛绿的深潭。“一抹阳光照碧涟，凝
蓝积翠满江干。滩头急洒鲛人泪，万颗
珍珠落玉盘。”一首诗记下了潭水的美
丽。紫草潭的下面是跳鱼潭，每年，金
鞭鱼都会溯流而上，在此产子，因此得
名。跳鱼潭底有几棵水草，随着水流扭
动身子，那情形，像极了神话当中的飞
天。如果说武陵山像一位天然佳丽，那
紫草潭和跳鱼潭就是美人那一双动人的
眼眸。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比喻，足
见湘西人对两潭的喜爱。

金鞭溪滋润着河谷，也哺育出了一
棵棵富有个性的树，重欢树就是这些树
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一棵不大的树，有
十米高，树干离地五十厘米处居然一分
为二，到半人高，又天衣无缝地合二为
一，竟无丝毫斧削之痕。武陵源人可能
见惯了人世间的分分合合，就把它们想
象成离异的夫妻重归于好，共同创造幸
福美满的生活，故称之为“重欢树”。我

仔细观察了分开的那两段，树皮粗糙，
上面凹凸不平，极像人矛盾挣扎的心
理。再往上却又光滑圆润，好像进入了
人生的顺境。没想到，人生的坎坷经
历，竟在一棵树上表达得这么通透，让
人惊叹不已。

武陵山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武陵山有3100根石柱，那一根根拔

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大片大片的峰林，
像一支支气势磅礴、深厚凝重的巨笔，
向天空发布着铁骨铮铮的宣言。现在越
来越多的奇石在游人的想象里终于亮出
了珍藏已久的秘密，一粒粒传说的种子
在人们千百次的演绎中渐次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在天子山，我见到了有“峰林之
王”之称的御笔峰。几根如笔杆一样的
石峰，上尖下大，岩石裸露，根本没有
土层，然而它的上面生长着几棵苍劲的
绝碧松。相传，向王天子所部被官军打
败，只好率残兵退守天子山。十万官兵
紧追不舍，不甘被俘受辱的向王天子与
众将士宁死不屈，血战七天七夜，终于
弹尽粮绝，遂纵身跳入神堂湾。向王天
子殉难后，他的御笔化作了御笔峰，厮
守在神堂湾；他用过的利箭矗立在他身
旁，成了今日的“箭杆岩”。许久以后，
一位背着药篓上山、为向王天子疗伤的
老人，因劳累过度，化成了“采药老
人”石峰；一位深爱着向王天子的土家
阿妹翻山越岭爬上天子山，寻找向王天
子和将士们的尸骨，但山风哀哀，溪水切
切，青山掩埋了向王的忠骨。阿妹忍泪提
篮，采集山花，撒向峡谷，祭奠冤魂。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久而久之，阿妹被岁
月凝固成像，熔聚成石，这便有了手执花
篮、含情脉脉的“献花仙女”。

在金鞭溪，我目睹了“金鞭岩”的
崔巍。金鞭岩是一座高近三百五十米的
石峰，峰体上细下粗，四棱分明，像倒
插之十八般兵器中的铁鞭。棱面布满节
理横纹，形成鞭节，阳光之下，金光耀
眼，故而得名。山峰的左边有一峰，形
似一只展开翅膀的老鹰，其顶端尖斜，
如鹰的头，山体下面的部分宛如老鹰宽
厚巨大的双翅，老鹰的左翅紧紧围绕金
鞭岩，如起护卫作用，故名“神鹰护
鞭”。金鞭溪峡谷中的峰，大多独独一
柱，火箭似的，很挺拔，葱绿的植被，
竟不知怎么长上去的，像美丽的秀发，
如碧青的华服。即便是突兀至极的峰
顶，也有一两棵盆景似的小树倔强而
立。有一柱石峰，如人面浮雕，面容
清癯，隆鼻细目，颧骨凸起，双唇紧
闭，昂首苍穹，似鲁迅，也似高尔基。
鲁迅和高尔基都是文豪，所以此峰被称
为“文星岩”。这些美丽的附会，给武陵
山平添了许多诗意。

湘西是一幅画，张挂着自然的恬
淡；湘西是一首诗，写满了生命的温
润；湘西更是一句禅，需要我们用平静
的心境做出解读。

金鞭溪 文星岩

■魏海冬
冬日飞花漫漫，足不出户，室

内暖意融融，正好读书。
苏轼曾说：“腹有诗书气自

华。”粗茶淡饭，一卷在手，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冬日闲情正浓，头
脑清醒，读书，可怡情，让心灵得

到滋养，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
记得刚结婚时，我和老公在农

村生活。寒假里，漫天的雪花飞
舞，如梨花的花瓣，一朵朵曼舞旋
转着，它们是那么的优美，那么的
洁白无瑕。

老公把炉子点燃，“红泥小火
炉”让屋里暖气升腾。我轻轻翻开

《红楼梦》，黛玉在众多女子中，才
华是最出众的，读着、读着，不由
就为她的诗句所折服，她的“一畦
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
馁，何须耕织忙”和“偷来梨蕊三
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让人徜
徉其间，不觉受到浸染，埋下了古
诗文优雅的种子。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
作飞花。”早上，我坐着同事的车
去上班。车窗外，漫天的雪花纷纷
落下，犹如鹅毛一般，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轻轻地落在树上、草地
上、田野里。一会儿，整个世界都
是银装素裹，晶莹、纯洁。车内暖
暖的，我打开包，拿出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读了起来。老人不服
输的精神感染了我，让我久久不能
释怀。

那次在单位值班，窗外雪花尽
情地绽放，开出大朵大朵的花，宛
如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是那样的纯洁、美好。

办公室里暖气袅袅，升腾着。
屋里静静的，我随手翻开了林清玄
的散文集，读起了 《一瓣心香》。
作者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心
中留下了一缕柔情。

《观书》 中说：“眼前直下三
千字，胸中全无一点尘。”通过读
书，心灵的小箱子装满了优雅、善
良、勇敢、不屈等美好的情愫。行
走在天地间，以自己的小气候，抵
御着外界的风雨，用自己的风花雪
月，完成着生命的精彩和雅致。雪
花的浪漫带来了漫天的诗意，冬天
的阅读倾注了美好的情怀。雪花飞
舞的时刻，正是阅读的好时光。一
卷在手，阅尽世间百态，抚平淡淡
的乡愁。

雪花漫舞好读书

国画 知音 吴小妮 作

篆刻 大雪 郭秀河 作

刘西淼老师倾情讲解。

认真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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