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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谓，古已有之。何谓先生？
《辞源》定义：始生之子，犹今言头生。父
兄。年长有学问的人。老师。文人学者自
称。妻子称丈夫。《辞海》释义则不大相
同：父兄。老师。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或别
人的丈夫。方言，指医生。道士。

两相比较，除了在家庭内称父兄、丈
夫为先生释义相同外，在社会上称老师为
先生，是最为一致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颇受世人尊崇。

老师被称为先生，肇自私塾。乡绅大
户人家，为了使自己的子孙读书成才，常
设立私人学堂，延聘有学问的人担任先
生，对蒙童进行启蒙教育。先生的袖管里
总藏着一把戒尺，动辄拍打贪玩者的手
掌，生疼生疼的，让人望而生畏。鲁迅先生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记述他的开
蒙塾师寿怀鉴，说：“他有一把戒尺，但是
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
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至于自称为先生的，史上绝无仅有。
人们熟知的，有司马光自号为“涑水先
生”；最有名的恐怕莫过于东晋诗人陶渊
明。他自号“五柳先生”，并自我写照，作

《五柳先生传》。为何如此称谓？只因他家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
空”，门前仅有五棵柳树而已。尽管家徒四
壁、饔飧不继，而他却安贫乐道，“闲静少
言，不慕荣利”，恬然以“五柳先生”自居。

在这篇仅有 173 个字的“自传”里，先
生表明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好读
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二
是饮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
必醉”；三是写文章，“常著文章自娱，颇
示 己 志 ”“ 不 戚 戚 于 贫 贱 ，不 汲 汲 于 富
贵”，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不蒙俗尘的山
水 田 园 之 间 。“ 采 菊 东 篱 下 ，悠 然 见 南
山”，成了他的立世存照。这种不羡荣华、
鄙视名利的泰然处世精神，一直影响了

中国士林一千多年。
其实，陶渊明是很有门第根基的。他

的曾祖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
公，祖父做过太守；外祖父孟嘉，则是名
垂江南的贤良。他本人出仕为江州祭酒，
曾担任过几任参军类的小官，时间都不
长。因郁郁不得志，不久就辞官归隐。后
来复出，当了彭泽令，然在任仅八十多
天，即厌烦透了官场迎来送往的陋俗，

“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去职
归田，“躬耕自资”。在此期间，他精心酿
造了《桃花源记》，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归
去来辞》，照耀千古。

除了乐在“桃花源”里的陶令，还有一
位痴情竹林的奇士，也曾为“大人先生”作
传，这人便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阮
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系

“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
尉，世称“阮步兵”。他因不满西晋司马氏
集团的黑暗政治，退隐山林，以诗酒为乐。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的得意之作。
他以“大人先生”追求精神自由的特立独
行，反衬当朝腐朽污浊的官场习气，令人
浮想联翩，精神为之一振。但这位傲世独
立的“大人先生”究竟是谁？作者又语焉
不详。后世学者推测，以为是指苏门山隐
士孙登。孙登系三国魏人，好读《易》，善
抚琴，曾与亦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同游，当面说嵇康：“子才多识寡，难乎免
于今之世矣。”他的谶语不幸言中，后嵇
康终为司马昭等诬陷杀害。孙登后来隐
居汲郡山中，成了隐逸的代表人物。

也有学者认为，“大人先生”是阮籍的
自况。根据阮籍对老庄哲学的笃定执着，

说他幻化为神仙，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其 实 ，我 们 也 大 可 不 必 为“大 人 先
生”姓甚名谁而大费周章，只要明白他是
位睿智豁达、神思飞扬、道通天外的“类
神仙”就足够了。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文末慨叹：“先
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可喜的
是，“大人先生”羽化成仙，杳无踪迹，而人
世间的“伟大先生”，却应运而生，代有新
出。国父孙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开创
民国，功垂青史；文豪鲁迅，“匕首”犀利，

“投枪”精准，直刺黑暗，奋擎大旗。他们被
称为“先生”，实至名归，乃国人所愿。

在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能 够 被 称 作“先
生”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之人。
伟人毛泽东在写给他昔日的老师谢觉哉
的信里，充满感情地说，你过去是我的先
生，现在仍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
的先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前辈深
深的敬仰之心。

鲁迅先生并非天生异禀、自学成才
的“神童”，他也是受私塾先生口口相传，
识文断句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我的第
一个师父》里，却说“我生在周氏是长男，

‘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
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
了一个和尚为师了。”他由此得到了一个
法号“长庚”。后来，还偶尔用此作笔名。

鲁迅笔下的这位和尚“龙师父”，虽
然是寺里的住持，却不大遵守佛门戒律，
且从来不教“长庚”念经，也不教他一点
佛门规矩。所以在鲁迅眼中，“他不过是
一个剃了头发的俗人”。也许，这正是鲁

迅只称他为“第一师父”，而不以“先生”
相称的原因。

当然并非因为“龙师父”是和尚，便
不能受到“先生”的礼遇。《辞海》里不是
把“道士”也列为“先生”吗？释、道虽不同
源，但都是出家人，身份是平等的，既然
道士行，和尚当然也成。这不是身份问
题，而取决于个人能力素养如何。唐朝的
鉴真与玄奘，是驰誉世界佛坛的两位高
僧。鉴真东渡，弘扬佛戒，成为日本律宗
的祖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
献；玄奘西行，万里取经，从天竺带回了
千卷佛典，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功不可
没。他们岂止是“先生”，简直就是传播文
化文明的“超级大师”了。

文化人之间互称“先生”，惺惺相惜，
是对道德文章的称许仰慕，体现了相互
的敬重与肯定。

记得早年看鲁迅先生的书信集，他
除了对许多文化名人，诸如蔡元培、郑振
铎、曹聚仁、曹靖华、钱玄同、台静农等称
先生外，也对有关刊物、出版社的编辑，表
示真诚的谢意，称其为先生。另外，他还对
以前曾是自己的学生，后来成为终身伴侣
的许广平相敬如宾，书信中屡屡以“先生”
称誉。当时，笔者非常诧异：不是说只有女
人称丈夫为先生吗，怎么一下又颠倒过来
了？及至后来看到宋庆龄、何香凝，还有冰
心、杨绛、沈祖棻、冯沅君、林徽因、骆玉笙
等巾帼女杰，众望所归，被尊称为“先生”
时，这才茅塞顿开：原来，“先生”代表的是
德高望重，学识广博，学养深厚，卓尔不
凡，与男女性别无关。

中国人向来崇尚礼仪，交往中不乏
谦敬之辞。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常把好
听的话送给对方。不过，这也容易掩盖另
一种倾向：人为地降低标准，使“先生”身
价大跌，甚至成为笑谈。如果不看对象，
连空负其名者也滥加奉称，那么，他是

“先生”，你是谁！

刍议刍议““先生先生””
■赵战生

本报讯（记者 乔 植）翰墨丹
青绘夏都，诗词光影迎元旦。近日，
由夏县政协主办，夏县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夏县政协书画院承办的“热
爱夏都·共谋发展”夏县书画诗联摄
影主题创作展开幕式在夏县卫夫人
艺术中心举行。

据悉，此次主题创作展坚持原
创性，突出地域性，彰显艺术性，共
遴选出三大类 208 幅作品，分为诗

书夏都、画韵夏都、影像夏都三部
分，其中书画、美术作品各 54 幅，摄
影作品 100幅。

展 出 作 品 具 有 鲜 明 的 夏 县 特
色、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水
平、强烈的视觉冲击，旨在进一步赓
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记录时
代变迁，反映夏都新貌，用艺术的语
言立体展示了夏县火热蓬勃、欣欣
向荣的发展态势。

“热爱夏都·共谋发展”夏县书画
诗联摄影主题创作展开展





孟盟桥石桥遗迹（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在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东南方 3 公里处的涑水河
边，有一个美丽古老的村落，名叫孟盟桥。它的由来，与
一桩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役——“王官之役”有关。让我
们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烽火远去的岁月。

王官战事

王官，古地名，即今永济市虞乡镇王官峪村。乾隆
版《虞乡县志》云：“王官谷，古名也。王官城在其侧，故
名。”乾隆版《蒲州府志》云：“王官垒，在虞乡县东南十
里，近王官谷。”唐代大诗人司空图云：“因为我有谷之
名，本以王官废垒在其侧。”在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左
传》中曾两次记载有“王官”地名。王官，晋国掌管君主
生活起居的一种官职名，居此官职的后人遂以王官为姓
氏。王官城，系晋国王官氏奉君命率师所建的军事城
堡。《左传·文公·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
官，及郊”，其中的“王官”指的就是这个“王官城”。这桩
战事，即史称“王官之役”，王官之役之所以发生，在于此
前的两场战事。

一为秦晋殽之战。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627
年）春，穆公命令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位将军统兵
征伐千里之远的郑国。秦军由雍城一路向东，经过晋
国，来到了周王朝的北门，其将士毫无敬畏，其车马骄横
跋扈。周人王孙满忿忿地说：“秦师无礼，不败何待！”行
至滑地时，恰遇一位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正驱赶着十二
头牛往周贩卖，突遇秦兵，他害怕被俘性命不保，便曲意
逢迎地说，听闻大国将要诛伐郑国，郑君非常小心谨慎
地加固了防御工事，准备了充足的粮草和武器，又派遣
我献出十二头牛以犒劳贵军将士。秦军三将闻言，自知
计谋泄露，往而无益。于是，改变主意，返程路上攻下了
晋国的边邑滑城。其时晋文公丧而未葬，太子愤怒地
说：“秦国欺人太甚，乘我之危，灭我滑邑。”太子身
穿黑色丧服，领兵到一个叫殽的地方，阻拦秦军，奋
力痛击，全歼秦军，并俘虏了秦军三将。文公夫人秦
女为囚将求情，晋君许。三将归秦后，穆公穿素服，
迎郊外，向三人哭道：“因我不听百里奚、蹇叔言，执
意伐郑，令受辱，我之过，子无过。”穆公好言安慰三
位败军之将，鼓励三将全心全意谋划复仇，并恢复三
将官秩，更加厚爱之。

第二场战事是秦晋彭衙之战。秦穆公三十四年（公
元前 626 年），秦穆公命令孟明视等三将发兵，征讨晋
国，双方战于彭衙。秦军再败而归。秦军接连两次败于
晋国，无比懊恼。

秦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 624 年），秦穆公更加重用
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再次命令三将发兵攻打晋国。秦师
重兵逼近济河，自蒲津东行不数里，来至一个有桥的村
落（今孟盟桥村），孟明视下令焚毁舟船，丢弃包裹，万众
一心，悬师盟誓，以示决一死战，别无退路。之后，秦军
披坚执锐，所向披靡，一路所战，大败晋人，夺取了王官
和郊两座城邑，以报殽役之仇。晋人皆恐惧闭城，龟缩
拒战。秦穆公得利既止，全军而返。从不远处的茅津渡
济河入殽，在殽地掩埋阵亡殉国的军人尸骨，祭丧三
日。王官之战后，秦国威名大振，西方羌氏纷纷归附臣
服，秦乃称霸西戎。

王官之役，除《左传》记载外，亦见著于《史记》：“（晋
襄公）五年（公元前 623 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
也。”当然，还有一些流传于古诗词之中。唐代王官谷人
司空图在《秋思》一诗中写道“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
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
屋。势利长草草，何人访幽独。”表达了对战争的深恶痛
绝。清朝人介孝璹的诗《王官秋望》是这样说的：“祠外
高楼日影斜，秋鸿飞尽见天涯。王官亦是论兵地，父老
谁传卖酒家。万嶂烟霜全晋树，千年风雨晚唐花。黄河
只在诸峰下，烽火难寻海上槎。”典籍也好，诗词也罢，文
字的流传生动地彰显着王官城历史的模样；柳暗花明，
总不忘王官垒千年的风霜！

桥亭幸事

孟明视三将一败于殽，再败彭衙，尊严丧尽。于是
决心要在王官之役取得胜利，以雪前耻。孟明视在有桥
的那个村落焚舟盟誓，以示决一死战的必胜信心，让人
们知道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哲理，
让人们遵循“尊严而惮可以为师”的古训，增强国家自
信、民族自信的精神感召力。后人感念孟明视，便将这
个焚舟盟誓的村落命名为孟明桥（又名孟盟桥）。

孟盟桥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史书多有记
载。《蒲州府志》云：“孟明桥，在永济县东南十里。传为
秦孟明焚舟渡河盟师之处，凡姚暹渠诸水入河，必流经
其下。”《蒲州府志》又云，“东起鸭子池，西接蒲州孟明
桥，六十里皆水乡也”。《永济县志》云：“明弘治十六年，
巡盐御史曾大有复自崔湾浚新道八十里，益引而西，经
祁任、智光诸村至蒲州，由孟明桥入河。”《永济县志》又
云：乡堡共一十六座……孟明堡……县志所谓乡堡者，
即为民堡也，是百姓们为了避“贼所必掠”，民居散乱在
郊外者，或百十余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这
种群居结构是为乡堡。孟明堡为十六堡之一，足见此地
在全县的位置之高。即使从公元前 624 年算起，孟盟桥
村的存世也应在 2600 年以上，可谓久远矣！

孟盟桥临涑水河边，河上桥梁始建于何时，无稽。
据村里老人们口口相传，明代时的河桥为青石大桥，桥
在村中“老官门”旁的涑水河“水口”处。桥栏杆、桥路
板、桥拱劵、桥狮雕、桥碑刻、桥龙饰件等，无一不是青石
材质。整座桥梁，大气磅礴，雄伟壮观。青石碑刻树于
桥之北端，为明代嘉庆年间立石。碑阳，楷书刻文“秦晋
友好”四个大字；碑阴，楷书刻文“善用人秦国穆公，善战
人晋国文公，百里视济河焚舟，孟明桥万古留名”四句诗
文。明代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蒲州人杨博九世孙、
清代诗人杨向顺写有《孟明桥》一首凭吊诗：“秦帅誓师
处，千秋剩此桥。轻舟一炬尽，宿恨二陵消。霸气余黄
鸟，波声送画桡。济河怀壮志，遗垒草萧萧。”孟明桥为
清版《永济县志》所记的五桥之一。清人顾祖禹《读史方

舆纪要》云：“涑水在州东十里。有孟明桥。其上流即绛
水也。”近代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名桥谈往》中
曾将“孟明桥”与泸定桥、卢沟桥等作为中国历史名桥一
并提起。孟明桥上，有过千军万马、帝王将相的身影。
相传秦始皇巡视东方，汉武帝亲临河东，北魏孝文帝、隋
文帝、唐高祖、唐明皇等，都曾登临古老的孟明桥。

驿盐纪事

孟盟桥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曾为古驿站、古铺舍
的所在地，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

孟盟桥的古驿站设置在交通要道上，这种交通要道
称为驿道。《蒲州府志》云：“蒲为驿者二，在永济曰河东，
在临晋曰樊桥”“虞乡县分管樊桥驿”“蒲州河东、樊桥二
驿，当通途要冲。道秦蜀者必出焉，其自秦蜀之燕者，亦
无不经也”“乾隆丁卯戊辰之岁……以马不足调，山西诸
驿骑皆集于蒲”。《永济县志》云：“河东驿旧在南门外永
丰厢，今移东关，为西来入山西首站。东至临晋樊桥驿
七十里，西至潼津驿九十里，西南至潼关驿七十里。置
邮传命，日络绎焉。”河东驿“实秦晋之要冲也”。旧设丞
主驿事，后丞汰而领于县令。清光绪年间，河东驿额设
马数四十八匹。《永济县志》记载永济铺舍共四大路三十
八铺，孟明铺为东南大路六铺之一。铺舍即驿站也。顾
炎武《日知录·驿传》：“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有驿站铺舍必然就有通途要道。孟明铺位置于官道上
之要冲，同时又是盐运路上的重要节点。文化学者王
岩、朱润娇、薛吉信在 《涑水河上的古桥——盐运地
标孟盟桥》一文中说，汉魏之际，河东运往陕西的盐道有
四条，孟盟桥、下马头在去往富平雍州的盐道上；清代河
东盐运往长安、咸阳、豫西的盐道有三条要道，孟盟桥在
南盐道上。文章还提到，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河东
盐路行销晋陕豫三省府厅州县全景图》上，孟盟桥之名
赫然在列，孟盟桥以西的好多个地点都将其作为中心，
标明“距孟盟桥多少里”。由此可见，孟盟桥在河东盐运
史、河东驿站史上的地位。

孟盟桥旧时既为盐路坐标，又是驿站地望，水旱码
头，通衢大道，茶楼酒馆，店铺饭庄，鳞次栉比，热闹非
凡。人烟之阜盛，街市之繁华，俨然都市。最令人惊叹
的是，村中当年还有典当行。南太吕村清嘉庆十九年

（1814）《重修茶房碑记》文中有“孟明桥义和当施银一钱
二分”的字样，“义和当”即为当铺名号。至于村内古堡
墩、古碑刻、古墓葬、古桥梁、古茶楼、古旅店、古驿站、古
盐庄等，皆有遗迹可寻可考。

古村新事

孟盟桥村景色优美，环境宜人，涑水河、古驿道、国
道 521 线和南同蒲铁路穿村而过，运风高速“永济西”出
口依偎于村东。嵋塬环其后，条山列于前。路逶迤而修
迥，川既漾而济深。田肥土沃，人寿年丰。涑水河昼夜
不息，将古老而年轻的孟盟桥村一分为二，桥南为第二、
三居民小组，桥北为第一、四居民小组。2023 年统计，合
村共 335 户、1278 口人。孟、马、贾、赵等为主要姓氏。
国土面积 3421 亩，其中耕地面积 1923 亩。村北旅游路
旁，村里创办的“河东驿农家乐”已初具规模，成为集文
物收藏、碑刻展示、休闲餐饮于一体的新锐文旅实体。
红薯粉条加工是村里的产业项目新亮点。村民秉承祖
传粉条加工技艺，产品畅销晋陕豫多地。村里的李志忠
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收集整理孟盟桥村历史、人文、
典故、传说，带动了村里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到底是孟盟桥，还是孟明桥？二者皆有道理。作为
村名，孟盟桥是今名，孟明桥是古称，都与“孟明视盟誓”
有关。孟盟桥四重含义：地名、村名、桥名、驿站名。

夜，静悄悄的，只有古河的涛声低吟。月光下，河面
好宽，一泓清水闪烁着粼粼的波光，从很远处流来，又向
着很远处流去……

蒲州孟盟桥蒲州孟盟桥::已然远去的烽烟已然远去的烽烟
■杨兆民

元旦抒怀

秦晓舟

屈指烟波远，
举头风物宽。
金樽盛往事，
玉笛遣情澜。
一夕吟怀畅，
万重春意欢。
华丝绕绮梦，
新岁驭征鞍。

步入2024

冯雪芹

一夜之间又一年，
几回悲喜赋尘烟。
何妨数九寒云寂，
只待和风沃野眠。
酒兴琴樽春动色，
诗成金石韵承宣。
但凭磊落歌行路，
直到梅花雪满天。

卜算子·元旦

高恒山

欲 约 一 壶 茶 ，欲
约 三 坛 酒 。欲 约 琼 妃
下 九 天 ，畅 饮 黄 昏
后。 醉了宋唐风，醉
了 梅 兰 友 。醉 了 东 君
万里心，遣柳舒吟袖。

元旦抒怀

卫浩然

一缕春烟唐宋寻，
跨年把盏岁华斟。
前途朗朗四时得，
龙韵新潮值万金。

迎元旦

曲成林

鹿仙携鹤报春明，
丽景丰姿醉太平。
雪霁云开寒律尽，
人间万象复峥嵘。

元旦放怀

许建国

喜讯频传元旦庆，
白驹过隙忆流年。
暮冬洒雪梅妆粉，
新岁飘香柳染烟。
阳艳图宏奇梦逐，
旗红征远壮心坚。
雄鹰展翼凌霄舞，
阵阵东风唱凯还。

甲辰元旦

杏 芳

转瞬辰龙舞眼前，
不平往事化尘烟。
春光乍现阴霾去，
时序流迁自有天。

水龙吟·元旦抒怀

李可正

梧 桐 叶 落 霜 枝
俏，一夜嘶风无住。百
年老树，孤标独立，几
经风雨。欺叶飞霜，蒙
尘迷雾，此情难诉。纵
冰封大地，寒凝四野，
情如昨，心如故。 默
默真情流注，感人生，从
容有度。韶华易逝，诗心
不老，莫教辜负。翰墨书
香，些微爱好，几番呵
护。愿新年伊始，平安康
健，走阳光路。

人月圆·元旦寄语

杜红刚

流 年 飞 逝 难 留
影，岁序又更新。几多
感慨，红尘不老，白雪
传神。 遥望远景，无
边野陌，几处梅君。初
心定力，光阴浅醉，绮
梦燃春。

2024元旦有寄

杨华田

去岁如弹指，
银丝又覆霜。
不悲香艳骨，
何恤臭皮囊。
骥志朝千里，
童心咸九章。

万般归海角，
只慕少年郎。

元旦有怀

璇 玑

卯兔将随冬夜隐，
辰龙转瞬踏云归。
前尘如梦何须记，
幸愿明朝心不违。

人月圆·庆元旦

孙竹红

物 华 已 会 辰 龙
意，梅报一枝春。青松
迎客，和风邀友，共数
年轮。 夕阳正好，兰
香室雅，老酒初温。推
杯换盏，诗情已醉，心
似闲云。

元旦感怀

安跃州

迎来瑞雪翻新历，
望里梅花已著红。
市井随宜歌化日，
山川取次待春风。
兴邦举措年年好，
修德情怀处处同。
辞旧敢夸曾磊落，
向前仍许做英雄。

2024元旦有寄

姚俊民

出海蛟龙迎岁旦，
殷勤玉兔月宫奔。
豪情碧血行千里，
盛世中华又一元。
不怕新年何处路，
时闻远道小康村。
平安二字人生福，
国泰祥和民族魂。

元 新

曲 弋

元初时序始，
望眼岁耘新。
雪暖田间绿，
梅香树上春。

元旦夜吟

郑 痴

元旦天晴好，
风寒不出门。
围炉吟雅句，
品酒举金樽。

动笔寻诗味，
翻书觅月魂。
衷肠追绮梦，
赤胆慕昆仑。

元旦寄语

姚丑万

我与暾辉共举觞，
人怡情醉赋新章。
大河作酒杯杯满，
好梦成诗岁岁香。
松屹峰峦凝气韵，
梅凌冰雪报春光。
神州凤翥龙腾处，
万里云天任远翔。

岁杪感怀

风 行

雪夜红炉暖酒觞，
回思笑看梦黄粱。
风霜顺逆皆无愧，
又曳梅花写一章。

元日（通韵）

吕廷杰

岁序轮回又旦兮，
迎新跑步赶晨曦。
春光未到我先到，
一树梅花绽柳堤！

迎新春

岁月如歌

玉蝶纷飞万树妍，
梅花绽放竞骄颜。
才闻雷响冬还暖，
不觉风催春信传。
朝点炮，暮燃鞭，
张灯结彩庆团圆。
蛟龙出海惊环宇，
福气盈门接瑞年。

迎 新

崔玉龙

布局如棋妙手先，
推兵稳进直趋前。
风雷激荡等闲视，
眼望龙腾新一年。

元旦畅怀

闫安生

兔去龙腾又一年，
风光无限入诗篇。
寒英才作三冬客，
冰蕊悄随万户缘。
云卷云舒观世界，
花开花落赏新天。
故乡自有同心友，
惟愿杆头百尺先。

迎新聚会感

尹东海

华堂溢彩墨生香，
辞旧迎新寄语长。
未觉夕阳豪气短，
一年胜过一年强。

元旦戏作

丁 一

年年怵元旦，
此兽按期来。
孰可阻其步，
救余桃样腮。

迎新曲

周长胜

日历翻开龙岁新，
红梅映雪早迎春。
征途老骥插双翼，
一路诗香一路奔！

元旦抒怀

景兴隆

瑞雪推开龙岁门，
红梅已染万山春。
连连盛事连连喜，
梦里常为笑醒人。

盛世新年

李启兴

人生难得半天闲，
斗转星移又一年。
昔岁青葱男子汉，
现时老态白头仙。
欲将缺月描诗赋，
且把残雪绘美篇。
舜日尧天民有幸，
今朝完好更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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