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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文人墨客赋诗
作词最多的，莫过于春天了。大地回春，
万物复苏。是因为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
处随，江河泛舟给人以闲适之情，是因为
人们经历了冰冻严寒的冬日，一种温暖、
希望和力量从我们身边悄然展现开来。

“ 草 长 莺 飞 二 月 天 ， 拂 堤 杨 柳 醉 春
烟”，面对春天的模样，人们会发出什么
样的感慨——

春 天 ， 给 人 以 童 话 般 的 世 界 。 二 月
底，遍布城乡的桃李花竞相开放，特殊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河东大地的人间仙境。漫
山遍野，枝根相接，粉红缀枝，香风漫
漫。明媚的春光下，早莺争暖树，新燕啄
春泥，大地云蒸雾绕，百花盛开，争奇斗
艳，姹紫嫣红。在莺歌燕舞的氛围中，但
见华丽的蝴蝶，上下飞舞追逐着，在万花
丛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小巧的蜜蜂，舞动
双翼，辛勤劳作，采集花粉，酿造着甜
蜜，童孩们在花丛中嬉戏，消除着人们一
天的辛劳。

在阳光之下眺望，潺潺流水，那桥洞
在水中，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蓝天白云
和一簇簇樱花的粉色，梦幻至极。垂柳枝
条随微风飘荡，水波荡漾，春意暖暖。如
果你坐在慢慢悠悠晃荡着的小船上，听着
船家给你介绍动人的故事，脑海中不由就
会出现绚烂人眼的绝世风景。

站 在 山 坡 远 看 ， 炊 烟 袅 袅 ， 飘 飘 洒
洒，春色渐浓渐近，添了田园诗情，多了
黄土高原的画意，勾勒出一幅葱郁、瑰丽
的轮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真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春 天 ， 给 人 以 智 慧 和 力 量 。 春 夏 秋
冬，二十四节气，无不渗透着劳动人民在
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如“一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春 种 一 粒 粟 ， 秋 收 万 颗
子”，再到“春天是植树的季节……”，皆
说明了春耕春种的重要性。这些启迪无不
告诉人们，在春天就要谋划全年，否则人
误农一时，农就误人一年。这些朴素的科
学道理，正是源于对自然界的精准观察和
准确记录，这与当代科学研究的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这是智慧的结晶。

北 方 的 二 月 春 意 渐 浓 ，寒 冷 渐 渐 撤
退。岩石上的冰层，滴下一颗晶莹的水珠，
滚滚的春潮把坚冰击溃了、淹没了，迫使它
驯服地和残冬一起向远方流去。没有一个
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你看，经过冬季，光秃秃的树木，毫无
生气，是春天的一场雨，让它生长发芽、
绿透全身，变得有了生气。那贴在地上的
小麦，仿佛在听着春天的脚步声，是一场
春雨唤醒了它，真一个“好雨知时节，当
春 乃 发 生 ”。 春 天 的 雨 充 满 了 诗 情 与 画
意。正如气势磅礴的春潮一般，春天具有

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股力量，源自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焕发出愈
挫愈勇的生机，凝聚起我们不畏困难、不
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正是春天给我们的
一种力量。

春天，使人充满着希望。春天就像呱
呱坠地的新生儿，从头到脚让人感到新
鲜。她一天一天长大，就像春天走来的小
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还
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带领着我们一身朝气勇往直前。

春天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这份希望
潜藏在润物无声的坚守之中；这份希望，
蕴藏在栉风沐雨的旷达之中；这份希望，
深藏在藐视困难的自信之中。正如毛泽东
在 《卜算子·咏梅》 中吟诵的那样：“风
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
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春
天，孕育着欣欣向荣的希望，为我们创造
美好未来坚定必胜的信念。

我赞美春天，歌颂春天，春天是叶绍
翁嘴里的那枝出墙的红杏，也是苏轼笔下
的春江水暖，还是韩愈称颂的“天街小雨
润 如 酥 ， 草 色 遥 看 近 却 无 ”。 这 一 切 ，
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太爱春天了，爱它
顺其自然，爱它能给人以希望，爱它给我
们带来的一切美好！

春 天 礼 赞春 天 礼 赞
■梁 冬

可为：
高考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我想，

你现在应该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你毕竟
不是万千学子中最优秀的那一类；你甚
至有点茫然无措，因为你到现在确实也
不能够真正地了解你自己：比如到底该
报 什 么 样 的 学 校 、 什 么 样 的 专 业 ？ 但
是，孩子，我想说，高考是你人生中的
第一次大考，你的这些表现都很正常。
看着你，我就想到当年的自己。是呀，
我不是人群中最优秀的一个，但是我要
做最适合的自己。

首先，要正确评价自己的学业成绩，
脚下的泡是自己磨出来的。即使你现在
没有一手好牌，也要认真把它打好。更何
况，你自己手里的底牌，本身就是你自己
挣得的。你读过的每一本书，说过的每一
句话，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形成了现在的
你自己。时间就像是一条射线，它会穿过
你所经历的一切……你的正确、你的错
误，你的幸福、你的苦恼……不管你喜欢
不喜欢，不管你厌恶不厌恶，爱它也好，

恨它也罢，所有的一切，一旦被时间穿
过，就从此凝固，从此不可更改，成为
你生命中不可抹去的部分。

其 次 ， 要 心 怀 理 想 ， 更 要 脚 踏 实
地。也许你的苦思冥想，只是别人的寻
常日常，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可多少次
想 对 你 说 说 其 中 的 是 非 曲 直 、 酸 甜 苦
辣 ， 多 少 次 话 到 嘴 边 又 忍 住 了 没 说 出
口。就像你孩童时期，爬到床边都不返
回去还要一直爬，非要掉下来摔疼了才
懂 得 危 险 一 样 ， 你 自 己 的 路 ， 在 这 世
上，没人能替代得了，即使是自己的亲
生父母也不行。我们不能把你呵护成温
室 的 花 朵 ， 经 不 得 一 点 风 吹 雨 打 。 所
以，你即使暂时迷茫，也要努力放光。
因为你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要拼天赋
的程度。你的同学都在努力奔跑，现在
的你就是要把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做到极
致，将来的你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做别
人做不到的事情。

最后，要慎重选择。人生的道路虽
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

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
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
口，你走错一步，是可以影响你人生的
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你的整个人生。
站在人生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当时
只道是寻常，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学
习的努力程度、考上的大学、所学的专
业，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所练就的思考
方法、形成的学习习惯、磨砺的人性品
格，其实都决定着自己一生的命运。

高考是人一生中最正规最公平的一
次考试，也是你绕不开躲不掉必须要跨
过的一道坎。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不
要痛苦、不要消沉，要像勇士一样，努
力武装好自己，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挺
直腰、昂起头，大步向前、勇敢去闯，
依 靠 顽 强 拼 搏 为 自 己 奋 斗 出 一 片 新 天
地！

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你的父亲
2023年 2月 15日

即使暂时迷茫，也要努力放光
——给孩子的一封信

■张建光

一

故乡的客栈
住满春色
草的青花的香蝶的舞
彼此熟悉而亲切
没有距离感

故乡的春色
一大把一大把
满地都是
城市的公园
春色却很吝啬
一丁点的绿
也让目光来抢购

故乡的春色是敞开的
如乐善好施的外婆
一进堂屋
扑面而来的春风
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二

春光斑斓

各种花次第盛开

山野间

一件沾香的花格衫

被春风轻拎

一川柳烟

清水一渠

檐下呢喃的燕

与春风这个邻居打着招呼

一方矮矮的心事

烟锁杏花雨的清明

麦苗青青

一苗苗

父母收养的儿女

春风里

彼此交头接耳

三

崔护扣响春的门环

走出一首妙龄的唐诗

桃花依旧站在老地方

春风却不是去年的春风

麦苗起身

点头迎接春光的暖

碧波千里

目光的帆

走不到远方的岸

雨从南边来

洒一路花露水

香在鼻尖

香在指尖

架起百万像素的相机

捕捉拔节的春

父亲的羊在山坡

母亲的鸭在河塘

留存心间的春光

让夜的梦做得喷香

花开是希望的翅膀

花落是梦落地的免签

春的荣誉

秋来表彰

春色，住在故乡（组诗）

■晓 寒

条山苍，
河水黄。
浪波沄沄去，
松柏在山冈。

——韩 愈
每当读到这首赞美蒲州山河的豪

迈诗歌，一种文化自信袭上心头，不由
得 想 起 它 的 作 者 —— 韩 愈（768—
824）。韩愈世称“韩文公”，唐代大文学
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学生时
代，我们就学过他的杂文《师说》《马
说》，耳熟能详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
海无涯苦作舟”等佳句亦出自他口。我
的家乡永济市虞乡镇，是另一文豪柳
宗元的祖籍。历史上“韩柳”并称，皆文
坛泰斗，故对韩愈也有了一份特殊的
感情。几年前，当得知韩愈的故里在河
南孟州，那里有个韩园，永济又有个柳
园，虽两地相距 280 公里，但还是产生
前往拜谒的强烈愿望。

孟州朝韩孟州朝韩

2021 年“五一”，我怀着崇敬的心
情，驾车前往今属焦作市的孟州市。到
达苏庄村时，天已大黑。借着灯光，隐
约看到村中有长长的文化墙，要么是
韩愈简介，要么是他的诗文。确认是韩
愈故里无错。村民行师傅得知我们来
意，热心地带我们参观村中的韩愈纪
念馆。走进纪念馆，墙上精致而连续的
图片和文字，扑面而来。伫立墙角的雍
正七年（1729）古碑《重修兴隆圣母殿
宇兼金粧神像记》首句“苏家庄，旧属
尹村，唐韩文公故里也”，直接证明了
苏庄为韩愈故里。岁月失语，唯石能
言，碑就是有力证据！我想，一个村庄
有这么一个专属纪念馆，可见当地人
对先贤何其敬仰和珍惜！

翌日，我们重点参观韩园（韩愈陵
园）。韩园位于孟州市区西 6 公里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墓合一，规模宏大，是缅怀
先贤的理想场所。门前的介绍语加深了我对韩愈的认
识。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郡望昌黎，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首倡古文运动，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
章巨公”和“千年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
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

韩 园 始 建 于 唐 敬 宗 宝 历 元 年（825），距 今 1200
年。园内古柏参天，碑刻林立，文韵浓郁。园中央的韩
愈雕像，目光炯炯，直视远方。其果敢勇毅的身姿，使
我想起了闻喜县裴晋公祠前裴度雕像的模样。而大唐
宰相裴度恰恰是韩愈曾经赞颂过的平定淮西叛乱的
领导者，就是著名的“李愬（大将）雪夜入蔡州”事件当
事人，韩文公时任行军司马，是平叛的亲历者。班师回
朝后，帝大悦，封裴度为晋国公，升韩愈为刑部侍郎。

““伯乐伯乐””董晋董晋

孟州归来，我用心搜寻韩愈与永济关联信息，陆
续发现不少，概括起来就是“五人七文二诗”。五人为
商末义士伯夷、蒲州籍大唐宰相董晋、虞乡籍文学家
柳宗元、虞乡县令张圆、蒲州籍大唐诗人杨巨源；七文
为《伯夷颂》《太傅董公行状》《柳宗元墓志铭》《祭柳子
厚文》《柳州罗池庙碑》《唐韩愈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
铭》《送杨少尹序》；两首诗是《迎享送神诗》《条山苍》。

古虞乡县曾有韩文公庙。据《虞乡县志》记载：“韩
文公庙在董村。董村，唐丞相董混成故里。丞相在汴，
雅善文公。丞相卒，文公护丧归葬，又述行状……”据
董村乡贤韩天保老师回忆，文公庙位于三郎庙内，就
在今天董村元代戏台西北 30 米左右的位置。如今文
公庙三郎庙俱毁，仅存三郎庙戏台。董村何以有韩文
公庙？除了与唐丞相董晋（董混成）有联系的原因外，
我想文公本身就有保佑村民文运昌盛的普遍用意。全
国乡村立文公庙的还有不少。另外，董村东南，有董公
大墓，应为董晋先祖墓冢。

依照县志所言，就在护丧董公时，韩公来过虞乡。
望见横亘在南面的莽莽中条，松柏蓊郁，层峦叠嶂，再
回想起渡过黄河时看到的奔腾与浩淼，遂写下那首歌
咏古蒲州的不朽作品《条山苍》。其实，早在贞元二年

（786），寓居在外的 18 岁的韩愈就离开宣城，只身前
往长安，中途专程赴河中府（今蒲州）投奔族兄韩弇，
想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但这次蒲州之行没能
实现愿望。

离开蒲州后，从贞元二年到十一年，在长安，他先
是参加四次由礼部举行的省试，才算取得了进士资
格；后又参加三次由吏部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却
屡屡失败。其间，他还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
复。可以想象，此时的河阳小伙，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
青年，他的心情实在是糟透了！一代俊杰，一筹莫展；
一介布衣，前路茫茫。

韩愈只好离开长安，到东方去。贞元十二年（796）
七月，在汴梁，命运中的伯乐出现了！韩愈受到宣武节
度使董晋的推荐，获得秘书省校书郎职位，出任宣武
节度使观察推官，成为董晋的幕僚。然而不到三年，贞
元十五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扶董灵柩回虞乡归葬。
后来他回长安，历官刑部侍郎、兵部侍郎，晚年任吏部
侍郎，故后来有了“韩吏部”的称呼。但不管怎样高升，
起步还是董晋的扶掖。董晋是他的第一位伯乐，是他
久久等待的贵人。出于敬仰和感恩，韩愈还亲自为董
晋写下《太傅董公行状》。

行状是叙述状主生平事迹、旌扬死者的文体，一
般介绍比较详细。韩愈在行状中突出了董晋的三件
事：一是出使回纥，折服其锐气；二是诏谕李怀光，阻
其反叛中央；三是入汴州，制止其首领叛乱，把汴地治
理得井井有条。韩愈的文章使董晋忠臣、能臣、贤臣的
形象凸显眼前，其核心弘扬了董晋维护国家统一、反
对藩镇割据的正义行为。这也是韩愈的一贯主张。鉴
于前期遭遇，后又获董晋赏识，前后对比，韩愈深刻体
会到伯乐的重要性，于是写下了针砭时弊、振聋发聩、
影响百代的《马说》。

韩柳佳话韩柳佳话

再说他与柳宗元的关系。历史上有多个韩柳同在
的文学集体称号，同属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又是运动
的主将，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的权威评
价。到底是哪八个朝代呢？又何以称“衰”呢？东汉、魏、
晋、宋、齐、梁、陈、隋，凡 600 年。这中间，只重文采、言
之无物的骈文盛行，相对先秦诸子形神兼备的散文，
内容上缺乏骨力，在文风上呈现一种衰落的景象，故

称“八代之衰”。其实，即使是唐前期，
社会上骈文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比
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唐韩柳
二人，对那种不实文风大加挞伐，不
仅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而且
身体力行地写出形神俱佳的散文，成
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故称

“文起八代之衰”。他们要恢复的先秦
散文被称为古文，所以这场文学革命
被称为“古文运动”。

平心而论，骈文并非一无是处。
骈文由西汉的赋发展而来，其特点不
仅多用对偶句、四字句或六字句，而
且喜欢修饰，辞藻华丽，讲究押韵，美
感很强，可谓“锦心绣口”，也因此受
到 人 们 喜 爱 。试 想 文 章 如 果 没 有 文
采，平铺直叙，味同嚼蜡，有谁会喜欢
呢？问题是骈文走向了极端，影响了
思想感情的正常表达。韩愈不仅在文
体形式上“复古”，而且在思想上要求
恢复儒家道统，二者形成互为里表的
完美结合，故能彪炳文坛。

从年龄上看，韩愈生于 768 年，柳
宗元生于 773 年。韩比柳大 5 岁，又比
柳晚辞世 5 年，柳宗元活到 47 岁，韩
愈享年 57 岁。从两人的命运看，韩愈
40 岁前经历波折，之后苦尽甘来，人
生开挂，官越做越大。柳宗元则相反，
前 33 年一帆风顺，风光无限，后 14 年
风云变幻，惨遭贬谪，越贬越远。柳宗
元少年得志，他两次通过的考试，韩
愈却考了八次，真是好事多磨啊！柳
宗元出身于豪门大姓，而韩愈则出身
于平民家庭。

比较二人经历，多有相同。他们
不仅是一对情深义重的好朋友，也是
一对文章挚友、思想挚友。两人工作
曾有交集。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
监察御史，柳宗元恰调回长安，任监
察御史里行，他们成为同事，但两个
月后，韩愈因上疏揭发隐瞒关中大旱

的官员反遭贬谪。两人都有蓝田县的经历。当年，29
岁的柳宗元担任蓝田县尉。贞元十四年，韩愈因谏迎
佛骨得罪皇帝，左迁潮州刺史时途经蓝田，写下“云横
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传世佳句。两人在顺
境时，绝不阿谀谄媚，逆境时都善于反躬自省，以求东
山再起。还有，他们都有两次遭贬经历，却也都善于转
化痛苦，把生活中的磨难化作艺术的享受，为后世留
下千年清香，也都因为造福一方，成为当地人民敬奉
的神祇。

柳宗元临终前，请挚友刘禹锡整理其文集（即后
来的《柳河东集》），又请韩愈执笔书写墓志铭，以存其
生平大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么说：“贞元十
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
马。”此外，韩愈还写了一篇《祭柳子厚文》，表达对柳
子早逝的同情，声泪俱下，言辞痛切。

柳宗元逝后第二年，柳州百姓为他修建了衣冠
冢，又在城东建起了一座纪念柳宗元的罗池庙，韩愈
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并附作一诗《迎享送神诗》，
赞誉了柳宗元刺柳期间的诸多功绩，以及罗池庙建立
的缘由，并请书法家沈传师楷书书写，是为“沈碑”。可
惜，这块碑早已不见踪影，幸而有拓片传世。

倏忽，二百年过去，有过屡遭贬谪的北宋大家苏
轼，同情柳子的痛苦经历，欣然书写了韩愈罗池庙碑
中的《迎享送神诗》。苏轼离世一百多年后，南宋嘉定
十年（1217），有识之士在罗池庙立苏轼书法碑。因诗
的开头有“荔子”二字，故称“荔子碑”。因“柳事韩文苏
书”，三位文豪罕见聚首一碑，世称“三绝碑”。此碑不
仅是研究韩愈、柳宗元的珍贵资料，也是河东、河阳携
手千年的不朽见证。

文图伯夷文图伯夷

在孟州城内逗留期间，我如愿以偿看到了“韩愈
大街”的路标。在街心公园的一面墙上，还意外发现南
宋李唐所作《采薇图》的浮雕，初见不解其意，后来才
知，画家李唐原来也是古河阳人，与同期永济籍画家
马远同属“南宋四大家”。《采薇图》反映的是殷末伯夷
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当周武王姬发率军灭商时，
夷齐兄弟叩马谏伐，认为臣子造反，大逆不道。姬发不
听，灭殷后建立了周朝，夷齐决心不吃从周朝土地上
长出来的粮食，于是隐居首阳山，以采食野菜充饥度
日，最后双双饿死山中，临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歌》
以示不屈的志向。今永济首阳山尚有伯夷叔齐墓。

韩愈与伯夷也有联系。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
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源于异域的佛
教。韩愈是儒家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反对破坏统治秩
序的藩镇割据，而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又是坚守尊
卑秩序主张的典范，为此韩愈写下著名的《伯夷颂》。
此文被勒于贞珉，竖立在永济西南首阳山头的二贤祠
内，被称为“韩吏部颂碑”。现祠虽毁，当年韩碑的位置
却标注在《山西古迹志》内《蒲州二贤祠示意图》上。原
碑亦佚，但由唐朝书法家杨汉卿所书碑文的拓片却奇
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大唐韩愈与南宋李唐，河阳的两
位文化巨子，一个用文字，一个用画笔，以不同形式仰
慕着首阳二贤。一文一图可谓河阳双子留给永济人民
的两份大礼。

此外，《虞乡县志·名宦传》载：张圆，偃师人，有吏
才，为河中府法曹参军，先后兼虞乡令、河东令。后又
摄绛州刺史，能闻于朝。元和四年卒于汴。友人韩愈为
墓碣铭。《虞乡县志》收有《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全
文，这是韩公永济信息的又一发现。大唐蒲州诗人杨
巨源，写过“若得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传世
名句，系贞元五年进士，官至少尹。824 年，杨公年满
七十，不恋名利，主动让贤，辞官归里，得到韩愈的高
度赞赏。韩愈为其写下《送杨少尹序》，让后人记住了
杨巨源。这是韩愈与永济情缘的又一续篇。此文撰毕
不久，韩愈便去世了。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
语） 广东有座韩山师范学院，自信地理知识储备还
行的我，曾为此感到困惑不解，知其办在潮州市，
才 恍 然 大 悟 。“ 一 封 朝 奏 九 重 天 ， 夕 贬 潮 州 路 八
千”，819 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 8 个月。韩
刺史和当年柳刺史一样，在那里兴学育才，造福当
地，使蛮荒的潮州成为人文鼎盛、重礼崇儒的“海
滨邹鲁”。

作为河东人，我们同样应该感谢这位文公，他为
柳子故里、为大美中条增加了一道亮丽的文化光彩！
沐浴韩公诗文的光芒，蒲州、潮州、孟州，与荣耀同在，
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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