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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冬韵，再回故里。我六年多没有回老
家芮城了。又一次踏上了这片熟悉而美丽的
土地，办完了该办的事情，见到了该见的同学，
去到了该去的地方。尤其是在县城城隍庙的
见闻，更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参加了高中同学组织的微型聚会，我喝酒
不少，一夜好睡。第二天中午，我和几位好同
学一起迎着风散步到了县人民广场，更是走到
了地下超市，喝了一会儿民间的“功夫茶”。忽
然，不远处的唱戏声，把我们吸引到了城隍庙
广场，当然，也身不由己地走进了曾经影响我
一生的城隍庙。

时过境迁，三十多年过去了，周围的一切
几经变换，而这座城隍庙依然挺立在这里。它
位于县城永乐南街，俗称南庙，宋大中祥符年
间创建，集宋、元、明、清建筑风貌于一处，堪称
我国“古建筑博物馆”之一。它的建筑风格，雄
浑壮丽，风姿各异，历史价值颇高。现存主要
建筑有大殿、献殿、寝宫、东西两廊、乐房及附
属建筑八蜡庙等，扩建后的牌坊、碑廊，补塑神
像和彩绘壁画，为古代建筑群增彩不少。

城隍庙是我国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
要场所之一，而我国大多城隍庙神皆由有功于
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也是民间和道教信
奉守护城池之神。据碑文记载，这里现存大殿
为宋代原构，享亭为元代建筑，剩下的其他殿
皆为清代所建，建筑面积就有 1590 平方米，最
具代表性建筑就是上面讲的宋代大殿、元代享
亭和清代的献殿、寝殿等。在庙内，现有历代
收藏的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及清碑刻、

造像和墓志铭共有 98 通，我们一走进大门就
能看到，有的真是历史久远，有的已残缺受损，
皆为珍贵史料，使人敬仰。

相传，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城隍庙，“城
隍”一词源于古代的城墙和护城河，周朝时除
夕 祭 祀 八 种 神 ，其 中 就 有 水（即 隍）和 庸（即
城）。城隍作为神，就是从此而来，这原是一种
原始信仰的残留，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绝大
多数城市临近水边，水与城进一步结合，水神
和庸神也就合在一起了，它成为城池的城隍
神。

城隍是惩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能降雨，
能止涝，还能管领亡灵。城隍，在古人心目中
是护卫百姓安全、保佑一方平安之神。城隍
神，则是为国家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名
将，或为地方百姓造福一方的廉吏贤哲。他们
有的名垂青史，有的功勋卓著，是备受百姓推
崇爱戴的历史人物。城隍信仰，寄托了人们对
英 雄 圣 贤 的 纪 念 与 崇 拜 ，深 入 民 心 ，广 布 流
行。城隍，既是人间正义的主持者，又是生死
祸福的主宰者。

最早的城隍庙，见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
元 239 年）建的芜湖城隍底，历史上有唐人张
说、李德裕、李阳冰、杜牧等祭祀城隍神的文献
记载。宋代以后，城隍开始人格化，多以把去
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比如，苏州祀
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祀秦裕伯，北京祀文
天祥、杨椒山，杭州祀周新，会稽祀庞王，南宁、
桂林祀苏缄等。

后唐末帝清泰元年（公元 934 年）封城隍

为王爵。明太祖洪武元年四城的城隍为王，职
位正一品，与人间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
左、右丞相平级，又封各府、州、县城隍为公、
侯、伯，即府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威灵公，职位
正二品；州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侯，职位
正三品；县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伯位正四
品，并且重建各地城隍庙。官署衙门完全一
样，还按级别配制冕旒衮服。到了明太祖洪武
三年（公元 1370 年）正祀。

走进大殿，同学告诉我最精彩的当数大
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柱头有卷刹，柱体有
侧角，柱头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形制。屋顶举
折平缓，斗拱硕大，拱瓣清晰，为典型的宋代规
制。

在献殿与享亭之间是东西厢房，左右对
称，面阔九间，进深一间。献殿面阔五间，进深
二间，外露四根明柱，前檐还有插廊，中部辟门
通往大殿，卷棚顶，为清代所建。

歇山部分的“二龙戏珠”琉璃悬板为明代
制作，富丽堂皇，端庄肃穆，琉璃鸱吻及琉璃脊
饰色彩绚丽、精美绝伦，系古建筑中的罕见之
作。大殿形制古朴典雅，雄伟壮观，虽经历代
维修更换过少量构件，但大木构件及斗拱仍为
宋代遗物。它屹立在这组建筑群中间，仿佛一
位贵夫人，那种雍容华贵自不待言，让人震撼。

碑廊里，收集陈列有北魏、北周、隋、唐、
宋、元至明、清的历代名碑、造像碑、墓志铭等
98 通，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具有极为珍贵的参
考价值。馆藏文物还有大型通景堆绢《郭子仪
诞辰祝寿图》屏，吴镇、米芾、董其昌等名家墨
笔画卷，以及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赠佩剑等
珍贵文物。

徜徉在这里，广场上是一板一眼的戏剧人
生，而城隍庙的一砖一石，使我这位老兵从那
些历史的梁架与斗拱间，感受到了一股古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更成全了我这个“兵”游子期待
归来的无限感慨和浓浓的乡愁乡情。

又进城隍庙
■任志民

新的一年，
带着江南红梅的英姿，
带着塞北白雪的高雅，
带着新时光的芬芳，
走进我的眼眶。
新的一年，
闪着五四运动的火光，
闪着天安门城楼的红光，
闪着新时代的强光，
碰撞我的心房。
新年的景象是那样的美好——
南海风云，
更加激荡。
巍巍长城，
矗立海疆。
新的航母，
即将远航。
中国气势，
锐不可当。
从严治党号角，
愈吹愈响；

惩治腐败步履，
更加铿锵。
打虎拍蝇，
势若八月钱塘，
党的队伍，
更加清纯坚强。
在和平与纯洁浸润的大地上，
人们安宁生活，
清廉做事。
勤奋工作，
敬业爱岗。
宇航员，
将再飞太空，
探索奥秘，

为中国空间站续写辉煌。
运动员，
苦练本领，
诠释顽强，
立志在巴黎奥运会上，
拥抱梦想和荣光。
列车员，
驾驶中欧班列，
穿山越洋，
乘风破浪，
为“一带一路”把赞歌唱响。
农民们，
挥洒汗水，
浇灌希望，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奔向幸福的天堂。

干部们，

走出办公室，

来到村中央，

和老百姓拉家常论短长，

掌握实际情况。

一缕调查研究的清风，

吹拂在广阔的田野上……

新年的天空，

祥云流淌，

惠风和畅。

新年的大地，

七彩纷呈，

宛如画廊。

新年的中国

红旗猎猎，

歌声高亢。

各行各业

蒸蒸日上。

新年更美好
■杜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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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我们叫“热闹”，顾名思
义就是红红火火地闹腾，是老老少
少的集体娱乐，是民俗，是习惯，是
生活乐趣。在印象中，家乡的“热闹”
是摩肩接踵的人流，是花枝招展的
扮相，是墙头趴着的身影，是维持秩
序者横扫过头顶、点到为止的竹竿。

秋收种麦冬藏，大白菜晒好，萝
卜、红薯都入了地窖，村里就开始张
罗着唱一台大戏，吹拉弹打都是本
村的人，年龄不一，蒲剧、眉户、三句
半，各种小曲，节目很丰富。自己到
现在都想不通，叔叔婶婶读过书的
很少，弄起这个却是得心应手，大概
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吧。

戏排好了，除了在我们村子演
出，还要走出去，跑好多村子。另外
还要准备一件大事，就是正月十五
参加县里的“热闹”，那可是展现村
子的好机会，不到农历正月十五，这
年就不算过完。而每年的元宵社火，
又是人们在过年的尾声中最为热
闹、喜庆和惬意的时候。正月十四、
十五、十六一连三天，要在县城大街
上巡演，在十字路口展示绝活。我们
村在县城北不远，那几天的官路上，
从天麻麻亮到天黑，可以看到各种
花车、舞队、长龙，行走的、骑着自行
车的人们川流不息。各公社的队伍
集合在县城西门口，由西门往十字
路口行进，从早上 8 点持续到傍晚
才结束。在县委门口、十字路口各设
一个表演场地，有几年是在百货大
楼后面的老体育场北边露天会场展
演。“热闹”那几天，远近几十里的村
里人都聚集在县城，本来不宽敞的
街道人群涌动，路边树杈上、墙头、
房顶上都是人。在表演场地，维持秩
序的双手抄着五六米长的竹竿，在人头上挥来挥
去，做打人状，竹竿之下，人群就像水面刮过一阵
风，浪起潮落，此起彼伏；也有实打实的，但都不会
生气。所有“热闹”的队伍都要打红旗，拉横幅，竹
竿要很多，靠四董村的三里墩竹园就成了香饽饽。

我们村和周边的村子有 2000 年历史了，因韩
信征伐魏王豹时驻兵而起，上北师、下北师和南师
是兵营所在，爨村是粮草大营，彼此相隔不足一里
路。社火由来已久，是不是与祭祀与征战有关，已
不太清楚，只是年年岁岁流传。锣鼓、秧歌、车船、
花轿、高跷、龙灯，扮动物、演鬼神、玩杂耍等等。各
村有各村的特色，不一而足。

临近腊月，各村就开始忙活起来，男女老少都
是一个“玩”，也不用出钱。

村小人少，我们村就装饰一辆花车，但大家都
很用心，各家各户拿出自家的各色土布、过年买的
花儿，小孩也送来上学看时间的石英钟表，把一辆
大拖拉机打扮得花花绿绿，锣鼓开道，开进县城。
记得那一年，父亲带上村里老老少少，亲自开锣，
竟然还得了个二等奖，到现在，照片还一直保存
着，只是奖牌不见了。

村东的上北师村，因为在我们东边山根，我们
叫其顶村，他们村最拿手的是“跑旱船”和“赶毛
驴”，惟妙惟肖，跟生活里的一样。

“跑旱船”，顾名思义，不是在水里，是在场子
里“划”，就是用铁丝和竹片扎成一艘小船，带船篷
的那种，各种布料装饰，船身有水纹、荷花、鲤鱼等
五彩图案，船篷四角缀有花朵，船里是一扮相俊美
的姑娘，双手托着船舷。一艄公手握船桨在旁边划
船，他粘着小胡子，戴上瓜皮帽，脖子上挂着旱烟
袋。船儿晃晃悠悠地犹如在水上飘动，划船的人优
哉游哉地四处张望，好像是看河边的鸟儿、水里的
鱼儿。突然，船头仰起，艄公踉跄着差点儿往后跌
倒，烟袋掉到“水”里，赶紧身子前倾，压住船头，像
是有浪打来。刚稳住身子，船左右摇晃几下，忽然
转起圈来，是遇到漩涡了，船儿原地打转走不了
了，艄公撑着船桨往相反的方向使劲，好容易把船
稳住，已经是大汗淋漓。扯开褂子，抹了汗珠，呼哧
呼哧喘完气，船儿又开始在船桨的划动下前行，艄
公手搭在额头远眺。本以为就上岸了，这时，船身
左一下右一下晃动着，就是不动弹，艄公使劲划拉
着水，半步不得挪动，看来是船儿被石头夹住了。
艄公手持船桨插在船边，左边撬撬，右边撬撬，又
往前撬、往后撬，只见船儿前后晃动，就是赖着不
走，把看热闹的人都急得摩拳擦掌、呼号助威。艄
公把船桨插在船尾，低头桨儿上肩，船儿忽的一下
窜了出去，艄公一下子趴在了地上，惹得一阵大
笑。不要看“划”船的跑来跑去，其实“坐”船的姑娘
才最累，她要携花船带着艄公舞动，跑下来很不容
易。我不知道，没有坐过船的她们，怎么会表演得
这么好。

“赶毛驴”是一男一女，扮的是新媳妇回娘家。
女的骑在纸扎的毛驴上，男子头扎毛巾，左手牵着
缰绳，右手提鞭子，扮相滑稽，一出场就赢得连声
叫好。

毛驴一路上就不消停，一会儿撒欢，一会儿赖
着不走，一会儿在地上打滚。癫起来，男的追不上，
媳妇儿吓到连声叫唤。赖着不走，屁股往后撅得老
高，前面拽，后面推，鞭子抽，咋个都不行，一不小
心，被后腿踢上一脚，男的疼得直蹦。冷不防驴就
咬住男的衣领，老汉赶紧给毛驴挠痒痒它才会松
口。媳妇儿也是颠簸得头晕眼花的，埋怨不停。演
的人累得够呛，看的人笑得直掉眼泪。

南师村村子大，他们的“热闹”人就多。通常就
是两支大型高跷队，一个是“智取威虎山”，一个是

“三打白骨精”，拢共有三五十人。高跷有 6 尺高，
危险不说，还会来各种高难动作，每个踩高跷的演
员旁边都要有一个人跟着，手举一根木棍，最上面
是一个弧形的架子，踩高跷的累了，胳膊可以挎着
休息一下。杨子荣、少剑波，坐山雕、栾平，他们的
装扮就跟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战士们军装威
武，土匪皮衣皮帽臃肿。战士们手端长枪追着坐山
雕和一群土匪，土匪们举着双手，面对着战士们蹦
着往后退，有时候还要单腿跳、屈膝跳，每一步都
要跟着锣鼓点，不然整个队伍就会乱，就不好看。
而锣鼓点时而密集，时而松散，绵时如战士观阵，
小心翼翼，激昂时铿锵有力，战士们英姿飒爽威武
霸气，土匪们则是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看得人们是

大声叫好。最值得喝彩的，是踩二尺
高跷的，他能下腰双手挨地，能后翻
前翻，能侧翻，高跷就像他自己的腿
一样灵活。

“三打白骨精”是孩子们的最爱，
装扮孙悟空的有大人有小孩，脸上的
彩妆很生动，头上的翎子就跟真的一
样，晃晃悠悠的。小悟空活泼好动，挥
舞着金箍棒耍巧卖乖；猪八戒扛着钉
耙，撩着黑布衫，腆着大肚子，不时对
着路边看的女人们扮鬼脸、套近乎。
孙悟空过来，掐着他的大耳朵，嘴里
嚷 着“ 不 羞 不 羞 ”，八 戒 疼 得 直 挠 师
兄。“白骨精”趁机拽着唐僧跑，沙和
尚大叫：“大师兄，不好了，师傅被妖
怪抓走了。”师兄弟三人抡起手中的
金箍棒、钉耙、禅杖跟妖怪你来我往
地打斗起来。沙和尚的担子扔到一旁
不管了，有看热闹的小朋友挤上去扒
拉，看着是想找到好玩的物什。

那时候的“热闹”，是真真切切的
欢乐，是乡村人的本事，所有的村子
都有拿手好戏。文德村、山底村民风
彪悍，当年拿起镢头跟日本人奋起搏
斗，骨子里的好胜劲头不减，他们的
节 目 是 舞 狮 杂 耍 。两 张 八 仙 桌 垒 起
来，狮子在上面闪转腾挪，窜上窜下
翻跟斗。一强壮汉子躺在桌子上，肚
子上压一块一拃厚的大青石，另一年
轻人手握大铁锤使劲奔青石砸下去，
青石应声而碎，看的人是面色惊诧，
大姑娘小媳妇更是不敢直视。以至于
有时候在十字路口展示，台上的领导
下来劝阻，怕出事不让表演。但青年
人势头强劲，绝不罢手，掌声自然会
很热烈。

南关村是个大村子，有 7 个分支，
每一个分支都会有各自的绝活。他们
的“背肘”是文化遗产，很有特色。“背
肘”就是一个大人肩上扛着架子，小
孩在架子上，扮着“天女散花”“牛郎

织女”等神话故事，还有“三国演义”“水浒”等义士
形象，司马光砸缸、介子推背母更是家喻户晓的历
史故事。婀娜的“天女散花”衣着华丽，表演的时
候，大人们在场地飞快走出各种队形，相互穿插，
看得人眼花缭乱，孩子们在上面随着节奏双手舞
动，锦丝秀发，罗带飘逸，活泼可爱。因故事需要，
有的大人肩上需要托着两个孩子，孩子们手里还
有道具，譬如牛郎要挑着担子遥望织女。小家伙们
多为五六岁，大了就太累了。因为有危险，一般都
是爸爸背着自己的小儿小女，能放心一些。“背肘”
是祖传式的节目，爷爷背爸爸，爸爸背儿子，儿子
背孙子，一代一代，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代。

“热闹”是人们性情的释放。老头老太太，大姑
娘小媳妇，年轻小伙子，不论是村里人，还是工作
的干部，在那个时刻，都没有了拘束，不顾虑认识
不认识，熟悉不熟悉，欢快地扭，尽情地唱，扮俊
的，演丑的，装瘸的，卖傻的，特别是一贯在村里是

“捣怂”的，能倒腾的都倒腾出来，扮媒婆，学懒汉，
诸葛摇起羽扇，铁梅高举红灯，观马灯，走兽，抬
阁。舞动的身姿把一年的烦恼、一年的辛苦都抛得
远远的。还有的村子，他们搬出来的节目是跟我们
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识字，织布纺线，肩
扛铁锹，手握木锨，扶犁播种，碾场送粮。花车上大
白菜绿莹莹，红萝卜脆生生，雪白的棉花，沉沉的
谷穗，无不昭示着一年的收成。每一年“热闹”，兴
隆村的汉子们一定会吆喝着近百头高大的骡马，
马头上、身上都粘着硕大的纸扎牡丹花，几十个人
一路上高声吆喝，大街上，马群马鬃飘动，尾巴高
扬，威风凛凛的气势不亚于万马驰骋，惹得小孩子
们都想骑上去。小时候汽车很少见，村子里的花车
都是拖拉机扎成的，看热闹的女人们穿戴了围巾、
花棉袄、大棉裤，男的身着草绿色军装，都很精神。
城里的单位编排的舞蹈很洋气，他们穿得都是齐
齐整整，乡下人很是羡慕。印象最深的是，老城关
公社的花车上，一根很粗的杆子从车头指向前方，
一匹枣红高头大马引颈嘶鸣，四蹄飞跃，马背上，
一位漂亮的姑娘手握缰绳，频频招手，马儿在她的
驾驭下，仿佛要飞跃起来。那时候还比较保守，有
一个笑话，说那位姑娘高低找不到婆家，别人嫌她
太“马式”。

家乡的“社火”，想必与这一方热土有着不可
分割的交融，不然，几百个村子怎么可能都有各自
的热情奔放！

家在黄河拐弯处，依偎着中条山，气候宜人，
农事兴盛，是人类最早生活的地方，农耕文明成就
了中华民族发源之地。嫘祖养蚕缫丝，介子推忠孝
千古，司马光廉洁奉公，人文情怀一脉相承，谱就
了华夏民族淳朴敦厚的精神血脉。看千年古村落
禹王村的百人威风锣鼓，鼓槌翻飞间，响声激越，
忽而如秋叶曼舞，忽而如云走雷霆，忽而似千军掠
阵，忽而若万马驰骋。应该是远祖部落征伐，黄帝
战蚩尤，大禹斗水患，马走星关日月稠，留给我们
最激昂的英雄气概。这是通过祭祀祈祷的形式延
续至今，数千年潮起潮落奔腾不息的情怀，那一条
条舞动的火龙，是在祈祷风调雨顺，而今的青山绿
水，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赞歌。

“热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词，而对于年轻
一些的人来说，是体会不到当年的味道了。我们是
否还能回到那份最自然的生活，是否还会拥有肆
意的“闹腾”，或许再也没有人高举着竹竿在我们
的头顶挥舞，但畅想着，还能看到树杈上探着脖子
远眺的孩童。“社火”，就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份热
爱，是对于温饱需求以外的精神寄托，是对生命的
自我升华，是对于未来日子的美好希冀。

“热闹”，是乡村独有的味道，是一锅情怀老
汤，年年熬出欢乐、愿景、守望和乡愁。

脚下的路宽阔了，十字路口的二层小楼早已
蝶化成入云大厦，街上闪烁的霓虹灯比土布装饰
的花车更炫目，灯红酒绿下，在步履匆匆的忙碌
中，希望能再“热闹”起来，让我们的春节民俗回
归，拾起那份纯真的快乐，重新升腾热血飞扬的激
情。看“热闹”就是过年，过年就是看“热闹”，这一
份执着不为别的，就为这一份对老日子的念想、这
一份对家乡生活的热恋，让家乡“社火”成为最有
神韵的精神依托，激荡黄河千里豪情，守护中华民
族之根，孕育华夏血脉之魂，优秀文化必会薪火传
递，历久弥新！让我们广袤的乡村充满生机，希望
在春天的田野里播种，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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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与老友相聚，他说自己喜欢一个词
叫“风雅在”，说是出自北京故宫某戏台。刚才
我上网搜了一下，没搜出戏台的对联，却发现
一首明朝人写的诗：

誓与忘年友，从今密往还。
肝肠存出世，风雅在名山。
许我灵洲住，松云共掩关。
君平殊寂寞，衰老欲投闲。

这是一个叫岑徵的人给山中僧人回复的
诗。山僧比他年轻，是忘年之交。他想从此多
与山僧交往，存出世之心，在名山风雅，住到寺
庙里，在松风白云中闭关。最后又自比为东汉
道家名士严君平，说自己老来寂寞，想找个休闲
偷闲的地方，并不是真要和僧人们一起修行。

我估计，岑徵和山僧就是互相客气一下，
并不是真的想入山长住。但我还是喜欢“肝肠
存出世，风雅在名山”这样的诗句。我原本就
是个“肝肠存出世”的人，只是一直没有能够

“风雅在名山”。不过，“风雅在名山”也可以有
各种解释，文章被称为“名山事业”，“风雅”也
一直和文人文章有关。从事于文化、文学这样
的事业，也可以算作是“风雅在名山”了。

2023 年 12 月 12 日，市作协换届之后，我一
直在适应“作协主席”这个新角色。虽然，人应
该保持初心、保持本来面目，但是也应该去积
极地适应各种新角色。登什么台，就应该唱什
么戏，把戏唱得好好的。唱完了回家一洗脸，
本来面目仍在，初心仍在。

说是要努力挖掘青年人才，但事情都是
秘书长卢运锋在做。有一天，他约我去见两
个年轻人。一个三十多岁，芮城人，写科幻
小说的；一个二十多岁，永济人，写游戏小
说的。他们两个是能来的，还有三个是想来
而没能来的，另外还有十几个是暂时来不了
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在网上写小说，风格迥
异而成绩不俗。我很小心地问，现在的收入
是个什么水平，是顶一份工资呢，还是顶几
份工资？两个年轻人不好回答，旁边的卢运
锋 笑 道 ， 收 入 早 就 过 百 万 了 。 我 回 去 便 吹
牛，说这些年轻人已经年入百万了。后来，
三十多岁的那个年轻人发微信说，没有那么
多，各人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只能说，历年
总收入有过百万或数百万的……但是，这也
挺厉害了吧？

过了几天，卢运锋又约我见一个年轻人。
这个更小，只有二十二岁，还是大二学生。见
面一握手，瘦骨伶仃，好像没有肉。再一摸胳
膊，也是如此。但小伙子的历史文化散文写得
非常出色，功底深厚，文笔精到。我就问，你这
些是自己原创的呢，还是参考别人的？其实我
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抄的呀？他说是原创，我
就放心了。随后，他又吹符合事实的牛，说自
己的一篇历史学论文，即将在北大的核心期刊
发表。我心想，即便是走了后门，也已经很厉
害很厉害了呀。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是适合去
考研考博搞学术。几天后，这孩子给我发微
信，说要把手头的几千册文学名著电子书，贡
献出来给作协的朋友们分享。

扯这些闲篇是想说明，现在的优秀人才和
古代的一样多，河东人杰地灵，从古到今都是
一样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生活中不
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虽然老
眼昏花，但一定要擦亮双眼，发现的年轻人才
越多，未来也就越可期。岑徵诗的前两句“誓
与忘年友，从今密往还”，很符合此时此境，好
像就是专门给我写的。

时光过得飞快，眨眼便是元旦假期了，今
天 写 这 个 主 要 就 是 想 庆 贺 元 旦 。 希 望 2024
年，大家在各方面都硕果累累。不仅枝头上要
硕果累累，还要把果子摘好洗好切好摆好吃
好，做最好的呈现，做最好的享受。

我们的风雅在名山，也遍在一切时、一
切处。

风雅在名山
■王振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