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青赋诗，亦歌亦游

清明节已列入国家的法定节日，

放假 3天，今日国民何其幸福，可以尽

情地享受清明节日的轻松快乐。除了

祭扫祖宗坟茔，寄托哀思外，还可以踏

青寻春，游山玩水，也可邀朋引伴，结

伴游乐，或者捧本书静静地读，走进古

人生活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忧乐。

清明，早先只是作节气使用，汉代

始纳入二十四节气。由节气转向节日

是在魏晋六朝之后，至唐才真正形成节

日，开始正式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

舞台。在唐诗里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脍炙人口，反映唐

宋文化在清明时节的重要地位。

既然是节日，苏轼、欧阳修等众才

子佳人无不喜欢留下自己的作品。宋

朝关于清明的诗作至少有几百首，一个

不太出名的高翥写了一首《清明日对

酒》，把清明勾勒得最为清晰。在诗作

里，高翥把清明节描绘得相当洒脱，也

把自己的江湖人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高翥少有奇志，不屑举业，以布衣

终身。那一年清明节，高翥游荡江湖，

举目南北山头累累坟茔，人们扫墓，纷

然杂陈，感慨系之，诗思纷飞，挥笔写

就《清明日对酒》一诗。不料这一举，

给人世间留下了一首好诗，给诗歌文

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古代，三月份有两个节日和一个

节气，即上巳、寒食和清明。三月三的

上巳节，主要是袚禊和招魂；寒食节主

要是用来祭奠介子推；清明节则是吐

纳故新，出行踏青的节气。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因这三个日子相隔得非常近，所

以到了唐宋时期，上巳节已经消失，唯

有关于上巳节的诗作留了下来，而寒

食节和清明节也就合并成一个假期。

人生行旅，亦游亦歌，清明漫步，旷思

连绵，面对佳节，岂能没有诗作？

当时，清明节的主要习俗是寒食、

改火、扫墓、踏青、会友，以及蹴鞠、荡

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文体活动，把这

个节日融合在一起，让扫墓与踏青成

为节日的主题。

宋朝文人治天下，在文人的推波

助澜下，北宋有“清明大过年”的说法，

过得比春节还热闹。吃喝玩乐在清明

样样精彩，“打千骂万，清明一饭”，吃

完后就是踏青会友，参与各种游戏。

“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诗人陆游也在蹴鞠的赛中喜不自胜。

高翥的时令节气诗有 30首，和清

明有关的有 4首。分别是《清明日对

酒》《清明日招社友》《清明日约宋正甫

黄行之兄弟为东湖之集》和《清明日延

平道上》。其中两首是清明节和朋友

相约一起饮酒踏青，最出名的《清明日

对酒》入选《千家诗》，广为流传。

高翥吟叹《清明日对酒》

高翥是北宋江湖派较有才情的诗

人，他的诗歌颇具民歌风味。比如，

《秋日田父辞二首》描写农村风俗，语

言朴素自然；《春情四首》则如民间情

歌，平白如话；《无题》一诗也写得与竹

枝词相仿佛，诸如“风竹萧萧淡月明，

孤眠真个可怜生。不知昨夜相思梦，

去到伊行是几更？”他的《清明日对酒》

一诗收入《千家诗》，千年传唱不衰，深

受读者喜爱。诗云：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清明时节，大家纷纷到山头祖先

的坟茔前祭扫，焚烧纸钱，泪雨滂沱，

十分哀伤；冥纸成灰，漫天飞舞，好似

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愁，滴成血泪，仿

佛红色的杜鹃。春天杜鹃花开，蝴蝶

纷飞。诗人把祭奠、思念和景色融在

一起，情景交融入木三分。为什么纸

灰作蝴蝶，泪血作杜鹃而不是别的？

中国古代神话有庄周化蝶、杜鹃

啼血的故事，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

使者，冥纸当然也起到这样作用；古代

有“望帝啼鹃”的神话传说，后来望帝

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魂化为鸟，

暮春啼苦，哀怨凄楚，满嘴流血，名为

杜鹃。由此可见，杜鹃鸟或杜鹃花带

上神话色彩，文人墨客，已经把杜鹃当

作一种悲鸟，当作悲愁的象征物，寄托

自己的思绪。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

前。”宋朝清明节是一个欢快的节日，

该哭就哭，该想就想，该乐还要快乐。

日落动物归巢，祭扫回家。但是，“狐死

必首丘”，狐犹如此，人何以堪。人是情

感的动物，祭扫归来思情沉重，但儿女

是快乐的，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有

人把这句诗看得很沉重，这诗没有什

么生离死别也没有什么不慈不孝。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

泉。”前三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写

景，而这一句才是高翥想要表达的人生

观，也有可能是高翥在扫完墓回家后，

和朋友举杯邀明月时的感慨而已。人

生在世须尽欢，对酒当歌豪气爽，生死

自古两分离，滴酒难流到九泉。

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高翥

这首诗，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

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

祭祀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可见他对

生的留恋，从《清明日对酒》看清明节

和有限岁月。

文人清明，寄梦青山

文人清明，感慨特多，人生江湖，

对酒当歌，这应该是高翥写这首诗的

情景。《清明日对酒》所以流传千年，一

是因为对清明的描写细致入微，另一方

面是因为作者的豪爽心态。有部分读

者揣测高翥是无神论者，或是所谓及时

行乐者，但都不真实。祭扫本身就是对

已逝长辈的追悼，只是心中的寄托，这

个和有神论无神论没有任何关系。

而及时行乐，对高翥来说，他并没

有及时行乐的资本。高翥一直以来都

是过着穷困潦倒的文人生活，乐从何

来？原来，贫富与乐并无必然联系，所

以及时行乐，乐在心态。

黄宗羲称，高翥为余姚“诗祖”；葛

绍体称，高翥“诗名空满浙江东”。纵

观高翥的所有诗篇，语言直白，形象生

动，容易理解。畅游四方，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高翥写《清明日对酒》，清明

祭扫完毕和友人喝酒聊天：一个文人

和江湖好友一起过节，仅此而已。

高翥游荡江湖，专力于诗，画亦极

为出名，是个贫愁潦倒的文人。71岁
那年，高翥死于杭州西湖，与湖山长

伴，寄梦青山绿水。代表作有《菊磵小

集》《南宋群贤小集》等。

天涯诗海

■■ 季 川

春天，花语一束

盛开的油菜花

大面积金黄的簇拥

让无边无垠的田野

像油画一样壮美

更多的绿，下意识地

当了陪衬

蜂拥而至的蜜蜂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到底为了谁

还不是放不下

一直占据心尖的那点蜜

这些油菜花没有辜负春光

春光也在一点一点地

偏爱它们，护佑它们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次

绚烂的姿势与态度

在春天，你不能不被

一树一树的樱花感动着

它们细小、安静，替春天

开出了幸福的某个秘方

每个人都可以去樱花树下

聆听、感受、互动一回

把尘世过多的纷扰搁在天边

把你刹那间的震撼放在心田

即使你离开它们，走得很远

也会被它们的眼神给拉回来

樱花赞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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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一

乡村三月，油菜

花开成了情的世界。

乡村三月，油菜

花开成了爱的海洋。

二月的绵绵春

雨，在记忆里渐渐褪

色。在湿漉漉的季

节里，油菜花坚定了

自己的信念，于是

乎，每一个布满晨露

的黎明，每一个沉甸

甸的梦醒时分，油菜

花在淅淅沥沥的飘

落中，灿烂着阳光明

媚的春天。

乡村三月，注定

是繁花似锦的季节，

油菜花在这个季节

里恋爱了。金灿灿

的花，是吉祥的花，

是幸福的花，是爱情

的花。

花香弥漫了整

个季节，也陶醉了整

个季节。

花 儿 ，为 情 疯

狂；花儿，为爱疯狂；

花儿，为你我的不期

而遇而疯狂。

如果有一种邂

逅，是莫名其妙的

爱，就会有一种爱，

是蓄谋已久的疯狂。

二
乡村三月，阳光

温柔地敲打着玻璃，

推开窗户，油菜花开

遍了远方的故乡。

山山岭岭，油菜

花鲜嫩了母亲的笑

靥 ；村 村 寨 寨 ，油

菜 花 洒 下 了 一 地

的芬芳。

蜿蜒的田埂上，

城里的小姐姐摘一

朵秘密藏进包里，讶

然于一地的深绿。

蛙 声 响 起 ，耕

田 机 追 着 春 的 脚

步，在三月的邂逅

里，油菜花疲惫的

身影在黑油油的泥

土里歇息。

春色斑斓，火急

火燎的春耕，注定了

明日黄花结不出故

乡的春华秋实。

三

油菜花开了一

季又一季，我在三月

的春天，朗诵着花开

的消息。

弯弯的岁月，唤

不醒阳光下盛开的

花朵，心灯如豆，慢

慢将田野照出一地

光晕，亦如新娘脸上

阳光灿灿的容颜。

金 黄 的 色 彩 ，

从村庄的山脚一直

延伸到天边，村里

的男男女女，金闪

闪的笑脸，金闪闪

的表情。

母亲的炊烟，拉

长了父亲的咳嗽声，

轰鸣的机器声，淹没

了阳光下的金黄。

乡村三月，金黄的土

地，金黄的村庄，金

黄的农舍，金黄的故

乡，还有那静谧中金

黄的遐想。

乡
村
三
月
，油
菜
花
开

□
杨
罗
先

清明时节，春风吹拂，大地苏

醒，万物复苏。农人们披着蓑衣，戴

着斗笠，忙碌在田间地头，播种希

望，期待丰收。此刻，民间俗语如细

雨般滋润心田。这些俗语，既是对

自然的敬畏和观察，又承载着农人

的智慧和期盼，更是民俗文化的生

动展现。清明，不仅是一个扫墓祭祖

的肃穆节日，更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

望的开始。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在春日

的暖阳下，农人们纷纷拿起农具，开

始了新一轮的耕种。瓜豆之类的作

物，在这个时节种下，能够吸收到充

足的阳光和雨露，茁壮成长。这句俗

语不仅是对农时的精准把握，更是对

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

“清明有雾，夏秋有雨。”清晨的

雾气缭绕在田野间，似乎预示着未来

的天气变化。农人们通过观察清明

节的天气，来预测未来几个月的降雨

情况。这种智慧，既是对自然的敏锐

感知，也是对生活的深刻体验。

“清明无雨旱黄梅，清明有雨水

黄梅。”梅雨季节的来临，对于农作物

的生长至关重要。而清明节当天的

天气，似乎成了预测梅雨季节的“风

向标”。无雨则旱，有雨则润，这句俗

语揭示了农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

理解和把握。

“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随

着节气的更迭，农事活动也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清明时节，正是种植麦子

的关键时期；而到了谷雨时节，大田

作物也开始播种。这些俗语，不仅是

对农事活动的生动描绘，更是对农人

们勤劳精神的赞美。

“清明前后一场雨，强如秀才中

了举。”在农人们眼中，清明节前后的

雨水是无比珍贵的。它不仅能够滋

润大地、促进作物生长，更象征着丰

收和希望。这句俗语，既是对雨水重

要性的形象比喻，也是对农人们淳朴

愿望的真实写照。

清明时节，微风轻拂田野，细雨

滋润大地。此刻，那些流传千古的民

间俗语，如春雨般洒落在心田。这些

俗语，虽语言简朴，却饱含农耕文化

的智慧与精髓。每一句都是对自然

规律的深刻洞察，对生活经验的独特

总结。它们如古老的种子，在岁月的

长河中传承，诉说着农耕文化的厚重

与瑰丽。

此刻，静静聆听这些俗语的心

声，仿佛能听见古人的智慧在低语，

感受到那份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生

活的热爱。清明，不仅是祭祀先人

的时刻，更是传承文化、感悟智慧的

日子。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俗语的世

界，品味那份独特的文化韵味，让智

慧与愿景共舞，传统与现代交融。

□□ 潘玉毅与书为友

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与书为友。

如果以人作比，书是一位博学

之士，肚里有着很好的学问，古代

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知识，

统统被“他”吸收，储存于纸张之

上。这些学问像水一样，可以往来

流淌。与书为友，“他”会毫不藏私

地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股脑儿地

全都告诉于你，当然，你能掌握多

少，全看你的悟性和努力。

“他”的阅历也极为丰富，九流

三教、五行八作，似乎都曾涉猎；琴

棋书画、百工技术，也几乎没有不

知道的。与书为友，遇有不懂之

事、新奇之物，尽可讨教于“他”。

朝夕相处，不仅有助于我们巩固知

识，还可极大地增广我们的见闻。

老人们常说一句话：“书生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仔细推敲，所谓的

“神机妙算”，不过是因为多读了几

本书罢了。

“他”的内存非常大，如果一个

普通人的知识储备量单位是KB，
那么“他”的单位则是TB。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书里的文字由人写

成，记录着许多人的见闻，凝聚着

很多人的智慧。著书者看过千年

前的山，走过万里长的路，尝过最

美味的佳肴，赏过最罕见的花……

这让我们与之对谈的时候，总是心

情愉悦，再久亦不会生厌。

书还甚是低调，尽管“他”的

学问非常扎实，涵养极为深厚，

却从不夸夸其谈。你翻阅或是

不翻阅，“他”都一本本、一摞摞

地摆在那儿，不惧束之高阁，不怕

被人遗忘。

与书为友，如同河伯遇见海

神若，尘埃遥望“巍巍太山”，腹内

草莽，或是胸藏锦绣的我们全都

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学会了谦虚。

□□ 王举芳桥头见

春天里，适合出去走走。不知

道公园的花开了没有，河边的柳绿

了没有。这样想着，便孤身前往，去

看一场花事。

这样的习惯，在我年少的时候

就养成了。

那时候住在乡下，乡下的春天比

城里的春天妩媚、生动、温柔。我一

个人坐在开满无名野花的田埂上，但

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寂寞的人，身处周

围，早已被蓬勃的春之气息填满。

阳光照在身上，像母亲慈爱的

手，很柔和，我和它对视，直到两眼冒

金光。风掠过，那些草儿，波浪般向

前推进，光影变幻，让人着迷，不知厌

倦。环绕村庄的小河，点点银光，微

微摇晃着，向无尽的远方延伸……

路边的玉兰花，粉粉白白，一簇

簇开得忘了自己般。我的心一刹那

的恍惚，忘了何处是家乡。路边的小

吃摊上，几位民工在说说笑笑地吃早

餐，我顿然警觉，原来我和他们一样，

都是奔波在这个城市里的异乡客。

父亲病逝后，我离开了家乡，走

进了城市，面对城里人给予的帮助

和亲近，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拿什

么去还，曾经那些帮助和亲近，都成

了我内心难以对等的负担。

羡慕那些家在城里的人，一家

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生活静好，

岁月安稳。而我，只身靠在平阳河

的栏杆上努力平复内心的情绪，使

自己看上去像一个温驯的女子。

太阳升起来了，光芒普照。一

位老人坐在阳光下的藤椅上，闭着

眼睛，任喧嚣的市声吵吵嚷嚷，坐在

那里，安静不语，如同一位尊者，正

在做一种生命的修复。

想起昨晚女儿问我的问题：什

么是“回头是岸”，我说有时候回头

并不一定能看到岸。岸只是在你觉

得累的时候停下来歇息的一个点。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一脸的无解。

岸，似乎时时处处存在，但又似

乎永远看不到。它总在不远不近

处，任我百感交集，流下热泪。

刚刚还好好的太阳，此时已被

浓云覆盖，似要落雨的样子。

碰到买菜的朋友，说天气预报

今日有雨，劝我不要再向远处走，还

是赶快回家吧。我笑着谢过她，继

续向前走。

如果真有春雨突袭，如果你也

正好经过这里，不妨让我们在春柳

拂面的桥头相见吧。

一年一度，清明

又到，春和景明，草长

莺飞，手捧《千家诗》，

《卷二·七言律诗》载有

高翥的《清明日对酒》，

欣然悦读，不觉油然而

生对清明祭扫场景的

人生感慨。

百
家
笔
会

□
蒙
乐
生

高
翥
诗
歌
话
清
明

俗语里的清明韵味
□□ 梅 春

■■ 林森财

思 念

每当清明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我的思绪便飞到千里之外

的故乡

如母亲生前对远征戍边儿

子的牵挂

像一根无形的引线

牵引着我的脚步

牵引着我的思绪

母亲啊母亲

您离我而去已十个寒暑

然而您的音容笑貌却如影

随形

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

如电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的

眼前

真实又遥远

母亲啊母亲

在那贫穷落后的年代

父亲溘然早逝

生活的重担如同巨大磐石

压弯了您的脊梁

但却压不弯您坚韧的意志

母亲啊母亲

您是多么的勤劳和刚强

您用汗水和泪水把子女养大

您是多么的伟大和博爱

您虽然一字不识却胸怀国家

义无反顾把三个儿子送去

参军

母亲啊母亲

您留给我们深沉的思念

和一生中珍贵的财富

当清明雨季来临

仿佛又看到您伫立在村口

眺望着孩子们回家的路

四季回音

光阴故事闲庭信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