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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新锐
春深日暖，人生的春天也适合在这美丽

的季节绽放，众多新人选择在“五一”前后
走进婚姻殿堂。那么，漯河的婚嫁习俗你知
道多少呢？记者走访相关民俗研究者，了解
漯河的婚嫁习俗。

说媒
“以前社会比较闭塞，人们的社交有

限，尤其是女孩子，很少走出家门，即使
到了出嫁年龄，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是很难寻到婆家的。说媒就成了婚嫁
的第一道程序。”郾城区文化馆的民俗研究
者李红说。

漯河有句俗语叫“中间没人事不成”。
这个“事”大多指的就是婚事，“人”就是
媒人。而“媒人”中的“媒”便是未婚男
女，也被媒人称为“媒茬儿”。有了“媒茬
儿”媒人才好说媒，两头奔走，穿针引线。

漯河民间还有“成不成，酒两瓶”和
“吃大红鱼”的说法，这是谢媒人的规矩。
“只要媒人登门，就要设宴招待。”今年78
岁、家住郾城区孟庙镇新郑村的周桂花老人
说，“喝完酒，回家走，媒人不能空着手。”

吃过喝罢，媒人走时，主儿家还要给媒
人送上一包红糖。“送红糖给媒人，意思就
是让媒人嘴甜一点儿，多说一些好话。”周
桂花年轻时做过媒人，对说媒的规矩很熟
悉，“媒如果说成了，还要给媒人谢礼，一
般给几块布和一些钱。结婚那天，必须要把
媒人请来坐上座。婚席上的那道红烧鲤鱼，
必须由媒人先动筷子品尝后，其他人才能
吃。所以，媒人上门说媒，开场白往往都是

‘我要吃你家的大鲤鱼了’。”

相亲
“过去漯河的相亲习俗一般是媒人带男

方去女方家里，女方在闺房里观察男方的
一举一动。如果看上了男方，就会出来给
男方倒茶，感觉不合适便不出闺房，男方
也就知道这门婚事不成了。”周桂花说。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也有被拒绝
的可能。人们秉着真诚的态度，用含蓄又
巧妙的方式，既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也避
免了不必要的尴尬和伤害，这也是相亲习
俗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李红说。

“初次见面，男女都要带着一条新手
绢，如果觉得双方可以继续交往下去，就
互相交换手巾，这个仪式叫‘换手巾’。”
周桂花说，“换了手巾后，男方就要在饭馆

或者酒楼里安排吃饭，见面就算成功了。”

下聘礼
“换过手巾后，媒人会安排第二次见

面，这次就是下聘礼，也就是订婚。”周桂
花说。下聘礼就是男方把聘礼送到女方
家，古礼叫“纳征”。只有下了聘礼，才算
是定了亲。

下聘礼之前，一般还要做两件重要的
事：一是打听。双方通过亲戚、熟人互相
了解对方的家境、人品等；二是合八字，
古礼叫“纳吉”。双方无异议则交换彼此生
辰八字，漯河叫“过八字”或“换庚帖”，
就是男方将女方的名字、八字取回后，在
祖庙进行占卜。“过去人们把生辰看得很重
要，认为配偶的八字和自己的八字不合会
带来灾难，民间有克夫克妻之说。”李红
说，“如果八字、属相不相冲，则双方各出
婚帖一份，男方择日下聘礼。”

“下聘礼的场面比较大，女方的七大姑
八大姨都要参加，她们不仅相看女婿，还
要帮助女孩挑布料、买衣服（男方给女方
买）。中午，男方还要摆上几桌，请大家吃
上一顿大餐，男方及男方的七大姑八大姨
还要给女孩见面礼。”周桂花说。

下聘礼后，男女就算正式定了亲，双
方就不能应允别人再上门提亲了。

送“好儿”
“‘好儿’是个日子，定在哪一天结婚，那

一天就是‘好儿’。”周桂花说，“‘好儿’定好
后，由男方正式通知女方，叫送‘好儿’”。

“好儿”是男女双方共同商定的。送
“好儿”之前，男方的父亲（或家里主事的
长辈） 要到女方家去一趟，俗称要“好
儿”。双方家长商定个具体的月份，让男方
来送“好儿”。送“好儿”首先得看“好
儿”。一般都是男方看“好儿”，当然也有女
方看“好儿”的。“好儿”一般都是双日
子。以前的“好儿”大多都选在腊月，故而
民间有“八月送‘好儿’腊月娶”的俗语。

定了“好儿”，选好了送“好儿”的日
子，男方就可以往女方家送“好儿”。送

“好儿”人的身份必须是男孩的父亲，如果
父亲过世，则由本家主事男性长辈代替。
另外，可有男孩的兄长和叔伯一两人陪
同，这陪同的两位，俗称“篮的”。所带
礼品除了烟酒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水礼”
（俗称“礼条”，就是一块猪肉）、四样素菜
和几匣点心。

水礼和四样素菜送到女方家后，当日
即可把它们做成下酒菜，端上餐桌。但带
去的点心却不能吃，因为那是让女孩提去
看她舅舅的。舅舅一看点心上面覆盖的红
纸，就知道外甥女要出嫁了。

送“好儿”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习
俗。随着时代的发展，四样菜和点心的

规矩变化不大，其他礼品都有所变化。
送“好儿”的人到了女方家，女方要

设宴款待。酒过三巡，男方家长就当着众
人的面，将“三金”等礼物和红包交给女
孩，然后商议“好儿”那天如何迎娶。事
情商量好后，客人回去不能空着篮子，必
须要压点东西。这东西也是有讲究的，一
是一块木炭，二是一块酵子。两种东西都
要用红纸包好。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和寄
托，木炭是希望女孩嫁过去后日子过得就
像木炭一样红红火火，酵子是祝愿他们以
后的日子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暄暄腾腾。
送“好儿”的人回到家中，要把木炭放在
火炉上，酵子放进面缸里。

婚嫁头天准备
婚嫁头天，男方家要铺床，女方家要装箱。
结婚的头一天上午，要把吉祥喜庆的

对联贴在院子的大门、屋门上。
铺床就是找儿女双全的嫂子辈的女性

来铺新床，铺一层撒一把核桃、枣、花生，
嘴里还要振振有词地念叨：“一把核桃一把
枣，大哩领着小哩跑。”同时，在新床的四
角放上干草和红砖，寓意为：铺红砖，引
（生）状元；铺干草，引（生）探花。还要
在新房每个柜子里放上核桃、枣、花生。

当天晚上，新郎家还要有新郎的好朋
友“压床”，也就是睡在新床上。“压床的
人通常是新郎年龄最小的弟弟，或弟弟辈
分的小男孩。”郾城区龙城镇孔沈邓村86
岁的村民孔庆岭说。

装箱也要有新娘的长辈和嫂子辈来
装，装一件，先放进筛子里过一下，意思
是不能把娘家的财带走完。箱子装完后，
先不能盖上，以防还有遗落的东西，箱子
盖上后就不能再打开了。同时，箱子里还
要放上核桃、花生、枣和压箱子钱。

结婚典礼
举行结婚典礼当天黎明，男方家要组

织人到新娘家抬嫁妆。鸡叫头遍，抬嫁妆
的人就拿着扁担、绳子出发了，每个人胸
前都系着一个红布条子。到了新娘的家，
领头的人问一声：“都准备好了吗？”新娘
父母便指着新嫁妆说：“准备好了。”于
是，抬嫁妆的人把嫁妆用绳子捆扎停当，
放一挂鞭炮，抬起就走。

按照接亲风俗，新郎出门接亲人数为
单数，返回时人数要为双数。也就是说，
接亲的人要单数，送亲的也要单数，这样
就可以单数来双数回。

旧时，有钱的人家用两抬或四抬花
轿，伴以鼓乐、锣、伞等仪仗前往迎娶；
穷人家用一顶花轿或者牛车，带班唢呐到
女方家迎娶。花轿到时，出嫁女由长辈把
发辫盘成发髻，以示婚配。嫂子辈的人将
红纱蒙在新娘头上（俗称“盖头”），扶其
坐在椅子上，由二男抬至轿前，两位女送
客将其搀到轿内。新娘上轿后，由其兄长
帮轿，女方送客者坐车随后，放礼炮三
响，起轿回程。花轿中途不得着地，新娘
遇十字街口要撒钱，还要燃放鞭炮。还有
一个俗称“浆子嘴”的人，到新娘娘家
时，在门上、缸上、石头上贴上小方块红

纸（意思是给门神、缸神等报报喜）。到十
字路口、拐弯处、牌坊门等处还要贴上红
纸贴，红纸贴也叫“号贴”。贴红纸贴这个
风俗至今还保留着。

花轿抬至新郎家，有婆家妹子搬着板
凳、拿着鞋子来到轿前，让新娘子换鞋。
新娘子换鞋后，踩着凳子下地。在过去，
还有两个中年妇女掀开轿帘，从捧盒里拿
出新木梳给新娘拢头，接着有两名小姑娘
搀着新娘出轿，踏席而行（新娘子脚不能
沾地），跨越大门门槛处事先设置的马鞍，
至“天地桌”前停下。“天地桌”上放着
斗，斗里盛满麦子，上面插着一杆秤，称
上挂着一个铜盘、两个馒头、数枚柏枝，
象征着夫妻美满幸福、白头到老。新郎新
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
拜，然后进入洞房。进入洞房后，有婆家
小妹端来一盆洗脸水，先让新娘洗脸。随
后，还有婆家人端来半生的面条（新娘带
来的随身饭）。新郎喂新娘：“生不生？”娇
羞的新娘会说：“生！”在场众亲友会哈哈
大笑。生，寓意着明年新娘生个白胖娃，
面条寓意夫妻长长久久。晚间，夫妻要喝

“交杯酒”，也就是“交心酒”，邻居少年和
新郎好友则对新郎新娘百般调笑、嬉闹逗
趣，进行“闹房”。还有“听房”。“听房”
是新郎的朋友们躲在窗户外、床底下偷听
新郎新娘对话。

“新媳妇娶过来的第二天早晨，要给长
辈们行磕头礼。”周桂花说，“这也是新媳
妇进门之后认亲的一个仪式。”通常由婆婆
领着，新媳妇给婶子、大娘们磕头。“受
头”的长辈要给新媳妇准备一份磕头礼钱。

随着社会的发展，婚俗逐渐改变。现
在虽然仍有上述几个程序，但简化了许
多，一些迷信色彩较浓的程序已被淘汰。

敬茶
结婚典礼上还有敬茶的习俗。
茶被人们视为“从一而终”的婚姻信

物。用茶叶作聘礼是希望女子专一。曹雪芹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王熙凤开林黛玉
的玩笑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
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可见，“吃了我家的
茶”就代表女方愿意嫁给男方。

“如今在婚姻过程中出现的茶礼文化，
更多的是希望双方能和谐共处、相敬如
宾。”李红说，“现在的婚礼中，饮茶习俗已
被简化了，一般是男方在迎娶女方当天，女
方要依据辈分一一向男方的直系亲属敬茶，
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并借由敬茶的机会，
改口尊称男方的父母为爸、妈，希望以后的
家庭生活能以礼相待、和睦共处。”

回门
结婚第三天，新郎要陪新娘走第一趟

娘家，叫“回门”。这是婚嫁活动的尾声。
因为有“七不出门，八不回家”之说，如
果新婚第三天逢“八”，要顺延一天，在新
婚的第四天“回门”。小夫妻从娘家返回
时，还要带上娘家烙的油馍让婆婆吃。有
的娘家会在油馍里多放些盐、辣椒，或放
进干草，以戏弄婆婆。当然，这些不文明
的风俗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漯河的婚嫁习俗

■张盼盼
近日在网络平台上观看了由民间艺人

白金山老师演唱的河南坠子《爱心粥棚》
（乔聚坤作词），我顿觉神清气爽，就像吃
多了大鱼大肉，突然吃到奶奶做的捞面条
那般亲切温暖。坠子声起，那种藏在记忆中
的乡愁情结被勾起，想起夏日的晚上，在村
里的场地上，坐在爷爷奶奶身边听拉弦的艺
人说《花木兰》、唱《杨家将》、侃《老来
难》。这种情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曲艺艺谚讲：“不隔语，不隔音，紧要
的是不隔心。”生活是艺术的来源，生活积
淀的厚度成就河南坠子的高度。河南坠子
《爱心粥棚》以临颍爱心粥棚负责人郭丽丹
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郭丽丹不计个人得
失开办爱心粥棚，让环卫工人免费就餐的
故事。她面对质疑不放弃，几年如一日帮
助困难群众，被评为河南省慈善工作先进
个人、漯河市最美志愿者、感动漯河2015
年十大年度人物。《爱心粥棚》经白金山老
师演唱后，先后获河南省第七届曲艺牡丹
奖表演奖和2020年度漯河市市级文艺精品
奖。这出坠子自2020年初创作至今不过短
短一年时间，却已演出300多场。白金山
说唱团在临颍县巡演这个剧目，尤其是到
熟悉郭丽丹事迹的社区演出时，群众常常
赞不绝口，要求加演。生动的唱词和白金
山精湛的演技，将郭丽丹身上的人性之美
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了老百姓心中对真
善美的定义。这篇作品从普通人身上的闪
光点着手挖掘素材、提炼主题，讲述好故
事、弘扬正能量。

白金山老师出生于平顶山郏县黄道
乡，9岁师从本村民间艺人刘水祥老先生
学习河南坠子，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自己
的勤奋努力下，他11岁开始登台演出，之
后跟着刘老师走街串巷演出。演出剧目常
以《杨家将》《包公案》《呼家将》等长篇
大书为主。二十多岁到漯河临颍演出时，
遇到一生真爱，遂定居临颍，成为一名漯
河人。白金山老师常年在农村生活，凭着
长篇大书文化底蕴的积累，以及对农村、

农民的朴素情感，善于从浅处着手，用生
动感人的情节、农民喜闻乐见又通俗易懂
的戏词，向十里八村的农民宣讲身边典型
及农村新貌。他的作品都是用极具故事性
的微观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事。

河南坠子作为曲艺的一种，是中华文
艺大观园中一门独特的听觉表演艺术，主
要通过“说”和“唱”来叙事、表情、描
绘。唱词浅显易懂，乡间俗语穿插其中，
常常用起伏跌宕的旋律和细腻的唱腔来强
化表演的艺术性。河南坠子具有形式灵
活、短小快捷、成本较低、通俗易懂、宣
传作用明显的特点，因此被誉为“文艺轻
骑兵”。很多河南坠子演员往往多才多艺，
能创造“一人一台戏”的效果，白金山老
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白金山近些年来以演唱新曲目为主，
如《爱心粥棚》《好民警陈晓磐》《十九大
精神传天下》《中国近代史》《作风转变暖
人心》《陈书记扶贫记》《远离邪教牢记六
关》等好段子；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由他创作并演唱的《越是艰险越
向前》在“学习强国”APP上播放，广受
好评。从这些曲目名称上不难看出，白金
山老师的作品紧跟时代，通过歌颂模范人
物和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来引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理想信念。在演出这些作品时，白金
山老师在唱腔唱词的处理上充分结合本地
群众的语言音调，依字行腔，以腔带字；
为了使唱腔具有本土化特征，白金山老师
换地演出时会临场变动唱腔，受到观众的
青睐。白金山老师曾骄傲地说：“用河南坠
子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村民听得懂、记得住，更易于
接受，已有不少村民能哼唱出戏词里党的
好政策。”

河南坠子是以听觉为主的艺术，依靠
演员的唱腔塑造人物、抒情言志，而唱腔
的首要功能在于它的叙事性，即通过唱腔
与唱词的结合来编演故事和叙述故事情
节。这就要求作者在写作开始就要具备舞
台意识，留给演员足够的表演空间，将人

物形象塑造得惟妙惟
肖，同时也要有感人肺
腑、催人泪下的情节和
唱词。白金山老师作为
演员，大多会参与到创
作中，他非常清楚自己
音色的高低缓急，让作
者根据自己的优势写出
唱词，不仅唱着顺口，
还特别受观众欢迎。我
与其合作的河南坠子
《两桌酒席》 中有描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的一段唱：“小王他吃着
蒸馍睁开了眼，一句话
说得众人泪涟涟。小王
说，我梦见了俺的娘，
她一口一口喂我把饭
吃。我死里逃生睁开了眼，原来是这位大
娘救了俺。孩子，你就把我当成恁娘，吃
吧，你吃饱了我的心才能安。”白老师经过
几番修改和调整，对唱腔进行润色。这段
视频在网络短视频平台发布后受到好评，
引来几位爱好者的合拍。

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白金山老师
善于从电视、网络、书本学习，也时常借
鉴豫剧、曲剧、越调、三弦书、锣鼓书等
姊妹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特色、
唱腔语汇和审美表现方法。他的唱腔博采
百家又独具一格，善于运用各路唱法深入
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常常根据段子内容
和人物性格创编新的曲调和唱词，具有

“一戏一腔”的个性特征；更为奇特的
是，他的唱段有点像佛家所言的“法无定
法”，没有固定的音乐设计，面对同样的唱
段，唱腔会根据场合的不同有所改变。他
演唱的段子极具通俗性，容易产生画面
感，引起观众的共鸣。例如《爱心粥棚》
中：“仔细看饭菜样式真不少，热腾腾的
冒着烟。暄腾腾的大蒸馍，热乎乎的米稀
饭，香喷喷的小油馍，红茹茹的茶鸡蛋，
外焦内软的水煎包，长长的油条并着肩，

豆腐白菜粉条菜……环卫工一看心喜欢，
你先我后来用餐。”这段唱腔吐字清晰，乐
句之间的过门少而短，说与唱随机交替，
形成一种半说半唱的独特效果。听到此就
很容易联想到唱词中的画面场景，让人如
临其境，代入感非常强。

白金山老师经常受河南省曲艺家协会
邀请参加各类采风创作演出活动。他的演
出风格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得到专家和观众
的认可，虽未成门立派，如今也收了数十
位徒弟，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发
展，为河南坠子这门艺术的薪火相传贡献
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白金山老师一直深爱着河南坠子，
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能把河南坠子唱进
民心，把它发扬出去。如今河南坠子日
渐式微，从业人员和观众年龄普遍较
大，面对传统文化的没落，期盼政府能
对曲艺文化多一些扶持，更希望白金山
老师这样的艺人能坚守住这门艺术，发
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创新，继续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守曲艺人的
社会责任和担当，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讲述好故事 弘扬正能量
——民间艺人白金山作品的艺术特色

■李华强
人们初次相会，往往会聊

些天气冷暖之类的应酬话，这
是中国人见面的一种问候习
俗。林语堂先生在《冬日之晨
会客记》中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谈寒暄，评气候”。我们从
《说文解字》的角度又该怎么认
识“寒暄”呢？

“寒”是冷，“暄”是什么
意思？“暄”在《说文解字》里
作“煖 （xuān） ”。《说文解
字·火部》：“煖，温也。从
火，爰（yuán)声。”“煖”是
形声字，“火”作形旁，表示暖
和；“爰”作声旁，表示读音。
本义指温暖。后来，人们将形
旁“火”换作同有暖和义的

“日”，声旁“爰”换作音近的
“宣”，造出新的形声字“暄”
表示温暖义。如东晋陶渊明
《九月闲居》：“露凄暄风息，气
澈天象明”。唐代白居易 《桐
花》“地气反寒暄，天时倒生
杀”中“寒暄”指冷暖义。“寒
暄”由天气的冷暖逐渐引申指

人们之间互问冷暖，如宋代陆
游 《南唐书·孙忌传》“忌口
吃，初与人接，不能道寒暄”
中“寒暄”就有问候的意思
了。现代还借“暄”表示松
软、松散义，如馒头很暄。

从口的“喧”在《说文解
字》 里作“吅 （xuān） ”。
《说文解字·吅部》：“吅，惊呼
也。从二口。凡吅之属皆从
吅。读若讙 （xuān）。”“吅”
是会意字，两“口”会喧闹之
义。本义指惊呼喧哗。北宋徐
铉等在校定《说文解字》时在
其下注曰：“或通用‘讙’，今
俗别作‘喧’。意思是“讙”与

“吅”义相近，有时通用，人们
还造有俗体字“喧”。“喧”是
形声兼会意字，“口”作形旁，
表示与口的功能有关；“宣”作
声旁，表示读音，兼有大的意
思，意指声音大而嘈杂，如喧
闹、喧嚣、喧嚷、喧哗、锣鼓喧
天、喧宾夺主等。“寒暄”是指
人们见面时问寒问暖，不是大声
喧哗，故“寒暄”应用“暄”。

“寒暄”还是“寒喧”

白金山（左）在农村演出（资料图片）。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五一”国际
劳 动 节 即 将 到
来，为纪念这一
盛大节日，我国
曾发行了多套以

“国际劳动节”为
主题的邮票，方
寸间谱写了一曲
曲劳动者的赞歌。

早在解放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就在1946年至1949年间先后发
行了7套34枚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的邮票。1952年 5月 1
日，原邮电部发行了纪15《国际
劳动节》邮票一套3枚，分别为

“胜利的光辉”“工农联盟”和
“和平建设”。该套邮票设计凝重
典雅，构图简练，主题鲜明。

1959年 5月 1日，原邮电
部发行了纪61 《国际劳动节》
纪念邮票一套3枚，分别为“学
习马列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庆祝五一劳动节”，
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庆祝自己节
日的喜庆场面。

1964年5月1日，原邮电部

发行了纪104《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纪念邮票一套2枚，分
别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邮票设计者采用木刻的
技法，虚实相映，以强烈的黑白
对比和简洁的大红色块，产生鲜
明的艺术效果。

1979年 5月 1日，原邮电
部发行纪35《纪念“五一”国
际劳动节九十周年》纪念邮票
一套1枚。该枚邮票的设计者用
铁锤和镰刀巧妙地组合成“5”

“1”两个金色的阿拉伯数字，
独具匠心，寓意深刻，堪称我
国劳动节纪念邮票中的精品。

据《西安晚报》

我国为“五一”发行的邮票

文化拾趣文化拾趣

劳动是人类共同的
主题，我国很早就有记
载劳动的诗句。“五一”
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我
们不妨走进古诗词，一
睹古代劳动者的风采。

翻阅古诗词，我国
最早记载劳动的是 《吴
越春秋》 中的 《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
肉”，仅八个字，便概括
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
动人民的狩猎场面。他
们砍竹、接竹，制作弹弓捕猎
禽兽，通过紧张的劳动获取食
物，反映了原古人类获得更多
猎物的渴望。《诗经》中的《伐
檀》，也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
诗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
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
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这首 《伐
檀》，写出了奴隶伐檀造车的劳
动场景，同时也痛斥了奴隶主
的不稼不穑和坐享其成。还有
《七月》 的描写——“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
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
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
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
畯至喜。”描写了农夫一年四季
的劳动生活，是一幅场面热烈
的农耕图。一首首劳动诗，在
厚重的历史中，体现了远古人
类的辛劳、快乐和渴盼。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唐代诗人
杜牧这首脍炙人口的佳句，呈
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早出晚归的
劳动场面。白居易《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
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
黑……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
牛头充炭直。”反映了一个烧炭

老人劳动的艰辛。这首叙事诗
形象鲜明，感人至深。唐代诗
人李坤的《悯农》，更是家喻户
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这首诗具体生动，字字如
金，对后人有深远的教育意
义。它警示我们，一粒米、一
口粥，都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得
来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种
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
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的这
首《归田园居》，描写了诗人躬
耕劳动的情景，可以看出诗人
的劳作之趣和对田园生活的热
爱。质朴的诗句清新自然，言
简真挚，赞美了劳动人民的朴
实生活。宋代诗人范成大《四
时田园杂兴》：“新筑场泥镜面
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
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写出了农民通宵打谷的繁忙景
象，同时也描述了他们通过劳
动收获五谷的喜悦心情。

一首首经典古诗词，从千
年的风霜中走来，浸透了劳动
者的血汗。让我们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辛勤劳
作，创造最美的生活！

据《北方新报》

古诗词中的劳动赞歌

1952年发行的纪15《国际劳动节》专题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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