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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
霞）12 月 7 日，河津市文艺
评 论 家 协 会 成 立 大 会 举
行。大会选举产生了首届
理事会的理事和负责人，
周友斌当选为协会主席。
同时，山西省女作家协会
副 主 席 徐 小 兰 和 中 国 散
文 家 协 会 理 事 薛 城 被 聘
为协会名誉主席。

河 津 市 文 艺 评 论 家
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河津
市 文 艺 评 论 工 作 迈 入 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河津
市 文 艺 评 论 家 协 会 隶 属
于河津市文联，旨在汇聚
文 艺 评 论 家 和 工 作 者 的
力量，共同推动文艺评论
的繁荣与发展，协会将成
为 党 和 政 府 联 系 文 艺 评
论界的桥梁，也是社会主
义 文 艺 事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推动力。河津市文艺评论
家 协 会 是 由 文 艺 评 论 家
和 评 论 工 作 者 自 愿 组 成

的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充当党和
政府与广大文艺评论家之间的桥梁与纽
带，是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

据了解，河津市评论家协会还积极
开展培训、研讨和交流活动，及时发现和
推荐优秀的文艺作品和人才，努力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同时，服务
于发展大局，鼓励会员撰写有深度、有见
地和温度的文艺评论文章，为河津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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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运
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再度推出一
系列创新文创产品，通过文化创新的
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崇宁殿流沙贴，关公木质贴 ，在
景区文创店内，每一件产品都融入了
设计者的巧思和对关公文化的理解，
游客们来到这里，带上一两件心仪的
文创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更深
刻地感悟到关公文化的独特魅力。

解州关帝祖庙，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自隋朝开皇九年建庙以来，
解州关帝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
要见证，也是武德文化的发源地。新推
出的文创产品融合景点精髓展开，通
过现代设计的手法诠释古代文化，让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

目 前 景 区 共 推 出 了 200 余 件 文 创 产
品，不仅有创意十足的流沙冰箱贴，还
有不少毛绒玩具、国风首饰、剪纸作品
等。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当属“神勇”
与“关帝庙”两款冰箱贴，这也是游客
与景区内牌匾合影的必备佳品。

据了解，近年来，运城关公故里文
化旅游景区持续推动关公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围绕“关公文创”
IP，精耕细作，打造了一系列优质的、
深受游客喜爱的关公文创产品，成功
实现了文化与旅游、创意产业的深度
融合。这些产品不仅设计新颖，更蕴含
着深厚的关公文化内涵，在满足游客
的消费需求的同时，让游客对关公形
象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和认同，在潜移
默化中将关公文化传向世界各地。

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
推出系列文创产品

一般来说，一部剧作的戏剧性主
要来源于矛盾冲突的设置。矛盾冲突
的设置有不同的形态和手法，有诸如

《西厢记》这样的单线链状结构，通过
环环相扣的叙事使戏曲节奏紧凑，引
人入胜，情节发展既有逻辑性又充满
张 力 ，真 正 实 现 了 李 渔 所 说 的“ 立 主
脑、减头绪、密针线”；也有诸如《琵琶
记》这样的双线结构，蔡伯喈和赵五娘
两条线索交错出现，既集中笔力写蔡
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
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
境，广阔而真实地展示人物性格和生
活画面。在结构手法上，新编古装蒲剧

《还阳珠》采用的也是双线形式，但它
和《琵琶记》的“双线 ”艺术还不太一
样。它不是自始至终的一种均衡对比
和交错，而是以一种流动的形式，通过
刘玉英、罗三、龙生、张济四人之间的
排列组合，完成了情感线与政治线的
矛盾冲突以及纠缠选择等。如果将这
四人分别标注为 A、B、C、D，可以依次
看到他们的故事如何呈现戏曲的冲突
性。

“ABC”所构成的情感双线

《还阳珠》共有八场，前三场可看
作 是 刘 玉 英 、罗 三 、龙 生 所 组 成 的

“ABC”模式，这是一组关于情感的叙
事冲突。罗三仗着父亲在朝为官，自己
在蒲州一带为所欲为，不仅调戏民女、
害死其母，还逼她跳崖。龙王之子龙生
救活刘玉英，并帮她写状子，让她去县
衙喊冤。谁知县令是罗三舅父，顺手就
把刘玉英“判”给了罗三。“婚配”当夜，
刘 玉 英 悲 愤 难 言 ，急 中 生 智 ，设 计 逃
出。该剧在呈现揪人心弦的情节时，关
于人物的细腻情感在曲词宾白中着墨
不多，但从三个人物鲜明精准的性格
刻画上，仍然能够细致地还原出刘玉

英、罗三、龙生各自的情感成分。罗三
对刘玉英的调戏和霸占，是一种原始
粗暴的欲望和权力体现，并没有什么
真挚的情感在里边；龙生对刘玉英的
救助和帮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
和力量体现，他本就是神，不需要什么
深刻的体谅和爱护。可以说，相较于刘
玉英来说，罗三和龙生都是“强大”的，
只是一个代表强大的“恶”，一个代表
强大的“善”，“恶”逼其亡，“善”使其
生。当这两者如此迅猛地集中到刘玉
英一人时，她身上展现出来的刚强与
坚韧便是合乎逻辑又令人感佩的。因
此 她 成 为 构 成 戏 曲 情 感 冲 突 的 核 心
点：面对罗三的“恶”，她不屈不惧，斗
勇斗智，使得两人的戏份极有看头；面
对龙生的“善 ”，她感激涕零 ，无以为
报，因此而生出的复杂情感一言难尽。
总之，刘玉英与罗三之间的“硬”戏，刘
玉英与龙生之间的“柔”戏，两者相互
生发，使得整部戏曲在前三场便呈现
出紧张和悬念，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多
元的走向，令人期待。

“ABD”所构成的政治双线

《还阳珠》的第四场到第七场，从
人物戏份上看，属于刘玉英、龙生、张
济所组成的“ACD”模式，但从思想主
题上看，应该算作是刘玉英、罗三、张
济的“ABD”模式，即以体现政治冲突
为主的情节部分。第一场便开始的情
感线，在这一部分不仅没有结束，反而

更复杂，更多线条。刘玉英和罗三的情
感线退隐了，转而变成刘玉英和张济
之间的情感线。除此之外，还专列一场

“二堂叙话”，表达了张济和夫人杨氏
之间的情感，起到拓展情节、丰富张济
形象的作用。

蒲州知州张济正一心抗旱、扶弱
济困、大公无私之际，得知刘玉英的母
亲被害，她自己不仅申冤无门，还险陷
贼手，这对于刚到蒲州一月未满的知
州，其心情可想而知。一边是“愁”，一
边是“怒”；一边是群体之“民”，一边是
个体之“民”；一边关乎生死存亡，一边
关乎 hu 正义邪恶……这一切的矛盾与
选择，都集中到“张济”这个人物身上。
一番深思之后，他坚定地认为“民女喊
冤”与“乡民饿死”同样重要，于是不顾
夫人对他身体的担忧，一手安排主簿
书写奏折向朝廷反映旱情，一边思量
查办民女的案情，于是便有了下面的

“乔装私访”和“生擒刁狗”两场戏。
在这两场戏中，无论是写条阳道

长向张济叙述整个事件，还是写刘玉
英 、龙 生 、张 济 三 人 碰 面 同 时 生 擒 刁
狗，都没有直接写到罗三出场的情节。
此时的罗三，虽虚却实，不在却在，他
就像是《红楼梦》里始终没有出场的王
子腾一样，决定着所有在场人物的选
择和命运。罗三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
氛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刘玉英、张济
等人身边，这是一种更为紧张的冲突，
张济的所有行为和语言，都预示着他
在向一个庞大到永远不知全貌的“敌

人”作抗争。如果说第一部分的善恶较
量 是 以 刘 玉 英 的 强 烈 情 感 来 集 中 体
现，那么这一部分的善恶较量则是以
张济的政治抉择来坚定体现。

总体上，该剧的第一部分中，情感
线是显性的，政治线是隐性的，罗三和
龙生分别代表恶行与善举；第二部分
中 ，政 治 线 是 显 性 的 ，情 感 线 是 隐 性
的，罗三和张济分别代表恶性与善心。
表演至此，戏曲体现出情感与政治、善
与恶、情与义等之间的多重交织，构成
一种极大的矛盾冲突，充满了丰富的
层次与内涵。

“ABCD”所 达 到 的 情 理 相
融、神人同感的效果

第八场是该剧的第三部分，可以
称之为“ABCD”模式，即刘玉英、罗三、
龙生、张济在舞台上既分别又互相展
示戏曲的情感和思想。所有冲突在这
里相碰撞，也让所有情感在这里得到
答案，同时让全剧的主题思想在这里
得到最大升华，成为全剧的高潮。这一
部分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是罗三与
张济的对手戏：天不怕地不怕、“上面
有 人 ”的 罗 三 对 手 无 寸 铁 的“ 基 层 官
员”张济嚣张恐吓，“惹下我，你算是惹
下大麻烦啦！我要禀告我父，让你不出
一月就脱掉这身官戴。到那时，我看你
怎样做官，我看你怎样断案，我看你怎
样为民申冤！”这番恐吓是那样的熟悉
又陌生，熟悉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中，谁

没有经受或者听闻一些类似这样令人
惊悚的“待遇”呢？陌生的是大家的心
中，从来都存着正义良知，存着秉公执
法的包青天，存着谦恭礼让的真君子，
没有人会真正接受罗三的这种“叫嚣”
起到他自己预期的效果。

那么一直心恤百姓、忍辱负重、坚
持正义的张济，他是怎样选择的呢？编
剧安排张济先是唱了一段剖析内心的
曲词，将他的犹豫与委屈、不甘与担当
真实地向观众呈现。此时，台上、台下
悄然之间，完成了一种共情与共鸣，随
后伴唱唱道：“难难难，前程、民情难酌
定，愁愁愁，良心、昧心心不宁”，演员
张济采用蒲剧表演的经典技巧“帽翅
功”来展现心中的痛苦与纠结，观众的
心也随着那一上一下的帽翅犹豫着、
徘徊着、疑问着、期待着。不知道过了
多久，只见张济痛定思痛、掷地有声地
唱道：“当官应以民为重，切莫投机轻
民生。哪怕升迁终成梦，也要做到公
生 明 ！” 声 落 之 时 ， 台 下 掌 声 雷 动 ，
经 久 不 息 。 仿 佛 是 这 雷 声 唤 来 了 雨
声，天上也喜降甘霖，乡民们踊跃跑
出，欢声齐唱蒲州民谣：“收秋不收
秋，要看五月二十六。二十六日滴一
点，蒲州城里买大碗。买下大碗吃擀
面，欢欢喜喜过丰年！”随后，龙生坐
上大殿正位，幻化成年轻的龙王像，
刘玉英上台，念道：“此生难相伴，愿
做看庙人。”全剧到此结束。

曲终之时，刘玉英对龙生的感情、
张济对百姓的感情得到了圆满实现；
神话故事的“虚”与人间真情的“实”在
此时达到令人欣慰的交融；善终于战
胜了恶，大义终于克服了小情，戏曲的
理性逻辑和观众的情感诉求也终于合
流。无论是情感线，还是政治线，抑或
是“双线”本身所包含的双面性，都得
到合理的交代，实现了艺术性与现实
性的统一。

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的“双线”艺术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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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2 月 10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三届提名发布
仪式在北京举行。仪式上，第三届张庚
戏曲学术提名正式发布，包括理论著
作类提名 2 项，创作实践类提名 7 项。
我市著名蒲剧导演李泉水导演艺术荣
获创作实践类提名。

据悉，中国艺术研究院秉持开放
包容态度举办了历届学术提名活动，
着力推出最新、最高水平的研究、创作
成果。本届学术提名活动仍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研究》《中国音乐学》

《美术观察》《红楼梦学刊》4 家学术期
刊、期刊管理处及相关研究所组织实
施，由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组成专家委
员会，经多轮评选最终确定提名名单。

“张庚戏曲学术提名 ”力求加强
戏曲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交流合
作，推进学术总结、学术研究、学术评
价和学术引导。李泉水获提名词内容
为：蒲剧导演李泉水在六十五年的艺
术生涯中，成功执导过百余部戏曲作
品，与众多艺术家一起创作了大量优
秀的保留剧目，尤其是在晋南的蒲剧

艺 术 领 域 ，他 执 导 的《关 公 与 貂 蝉》
《宇宙锋》《周仁哭坟》《寇老西升堂》
《清风亭》等剧，以浓郁的时代个性、
地方个性、剧种个性和适应助推演员
的艺术个性，在观众中享有盛誉。他
长期工作在基层戏曲舞台，用贴近民
众审美诉求而饱含现代质感的作品，
推进了地方剧种优秀人才的成长和
地方戏的现代转化。

李泉水，国家一级导演，中国戏剧
家协会会员，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著名
戏曲导演，1957 年从艺，1966 年迄今
已独立执导百余出剧目，代表作有《出
堂邑》《寇老西升堂》《宇宙锋》《清风
亭》等。李泉水以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
到的舞台表现手法，精湛的导演技艺、
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及对传统文化的
深入理解，为蒲剧注入新的生命力和
创作灵感。他不仅对传统戏曲进行深
入研究和继承，还积极推动创新与变
革，使得传统戏曲与现代元素完美结
合，从而在舞台上展现出新时代的艺
术魅力。

“这个奖项是对我在戏曲导演艺

术领域所作努力的高度认可，它不仅
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对我未
来导演工作的激励与鞭策。”获得荣
誉，对李泉水来说既是一个里程碑，也
是另外一个新的起点。“我将继续践行
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深入研究戏曲
导演的艺术精髓，努力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作品，为戏曲的传承与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又讯（记者 游映霞）日前，记者
从中国第八届书画春晚组委会获悉，
新绛县蔺涛、范怀保、赵延寿 3 位艺
术大师将受邀参加中国第八届书画
春晚分会的现场直播。

12 月 5 日，中国第八届书画春晚
北京组委会负责人朱英华、中国第
八届书画春晚渭南组委会总监刘西
民，莅临山西省绛州澄泥砚研制有
限公司生产基地光村，正式向新绛
县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蔺涛、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范怀保、中国书画
家 协 会 会 员 赵 延 寿 3 人 发 出 邀 请 ，
特邀他们参加 12 月 26 日晚由陕西渭

南市委宣传部指导、渭南市文联主
办的中国第八届书画春晚分会场现
场直播活动。

蔺涛是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国家级非
遗绛州澄泥砚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
设计的蛇年生肖砚《蛇王遮雨砚》，造
型优美，做工精湛，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体现了绛州澄泥砚的最高工艺
水平，被组委会定作晚会唯一特定礼
品砚。范怀保的书法作品尽显名家风
范 ，其 展 览 作 品《念 奴 娇·追 思 焦 裕
禄》四条屏，弘扬正气，意义深远；现
场 展 示 作 品 为 两 米 横 幅 行 书《兰 亭
序》，如行云流水，墨韵飞扬。赵延寿
是中国龙梅画第一人，绘画作品更多
体 现 了 创 新 之 美 ，他 的 展 览 作 品 为

《万家灯火》梅花图，飘逸洒脱，色彩
柔和；现场展示作品是 6 尺横幅代表
作《龙梅》，所绘梅树虬枝粗犷有力，
技法首创。

3 位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彰显了
新绛县工艺美术与书画界的最新成
就，也将成为书画春晚的一大亮点。

我 市 文 化 界 喜 迎 两 大 盛 事
蒲剧导演李泉水获学术提名 新绛3位艺术家将参加书画春晚

本报讯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革命精神，培养爱国情怀和民族精
神，山西绛县老促会连日来进学校、进
村庄，举办了 13 场“讲红色故事助老
区奋进”主题宣讲活动，为群众讲述红
色故事，用初心和使命点亮群众心中
的梦想与希望。

活动现场，讲解员以饱满的热情
和生动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还
分享了绛县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感
人故事。通过这些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大家感受到了革命前辈们的坚定信念
和无私奉献精神。宣讲队相继进入郇
王村、老区村、小祁村、东牛坞村、卫庄
中心小学、续鲁晋南机电学校，以及跆

拳道培训班、舞蹈辅导班等地。
此次“讲红色故事助老区奋进”主

题宣讲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辖区
内群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红色文化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机会，也进一步弘
扬了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绛县老促
会会长樊彦龙表示，将继续开展类似
的活动，以珍视保护、发掘传承、活化
利用、创新宣传红色文化为己任，充分
利用绛县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优势，
厚植全县干部群众爱国爱党的情怀，
不断增强大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
高人们的自豪感、认同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勇猛奋进，助推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张志善）

绛县老促会举办红色主题宣讲活动

日前搬书，检出《难老泉声》
诗刊一册，1992 年第一期，山西诗
词学会主办，马斗全主编。翻阅
之下，发现其中刊有孙玄常先生
酬赠诗三首。一曰《宋谋玚先生

〈南粤杂诗〉》，一曰《戊申翁〈负暄
续话〉》，一曰《富寿荪先生〈晚晴
阁诗存〉》。只是已记不起刊物是
斗全先生所赠，还是玄常师所贻。

《戊申翁〈负暄续话〉》一诗是
赠张中行先生的。张出生于 1908
年，这一年是农历戊申年，故以

“戊申翁”代称。《续话》则是张继
《负暄琐话》之后，写的又一部散
文随笔集。孙公与中行老是人民
教育出版社的老同事，1950 年代
高中和初中《汉语》课本后面所署
编辑人员，二位的大名都赫然在
列（孙公署本名孙功炎）。动乱过
后，1978 年孙公二次进京，二人
同被人教社聘为特约编审，曾共
居一屋，历时三载，相与甚洽。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运城师专学
报》上连载我的《河东方言语词辑
考》，孙公为责任编辑，故不时到
孙公府上问学请益。偶尔闲聊
中，亦听他谈过中行老的一些逸
事。

记得有一次从报上看到一篇
文章，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
恋人余永泽的原型，就是时下风
头甚健的散文家张中行先生，等
等。读过后我大为震撼。过后不
久见到孙公，遂向他提起此事。
孙公初闻也露出惊异的神色，反
复询问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待到得
知是某家报纸正式刊出的信息后，这才
稍稍放下心来。看得出来，他是不轻易
在背后随便谈论老友隐私的。孙公说，
他与中行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张也谈到
过自己的那些往事。

还有一次，大约是收到了中行先生
寄来的《负暄续话》不久（或许就是写此
诗 的 前 后），孙 公 好 像 有 点 不 大 认 同 。
他对我说：张中行是正经八本的北大国
文系毕业，国学底子很好。本该多写几
部学术性的著作留存后世，不想他却热
衷 于 谈 佛 论 道 ，真 有 点 儿“不 务 正 业 ”
了。说罢还苦笑着摇了摇头。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我隐隐参透了
二人相处的一些趣事和诗中的玄机，所
以读起此诗甚感亲切。

孙公的诗是这样的：
垂老依然著《负暄》，
诙谐跌宕万人传。
谁知褒贬春秋笔，
却似轩蕖南岳禅。
三载连床说柳是，
一朝分手得声山。
翁今功德皆圆满，
鸡犬可能上九天？
诗的首联是叙事，赞扬老友新著迭

出，广受欢迎，可喜可贺。
接下来颔联话头一转，感叹说：可

是谁能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呀！他用
的是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表面上说淡
泊 人 生 ，实 际 上 却 是 想 像 小 孩 子 一 样

“举 手 耸 身 ”，急 切 地 要 投 入 仙 家 的 怀
抱，得道成仙呢！这岂不也是一种“功
利”吗？

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为“轩蕖”，
一为“南岳夫人”。“轩蕖”是指小儿举手
耸身，想让父母拥抱的样子，喻示急于

修成正果的迫切心情。“南岳
夫 人 ”指 道 家 女 仙 魏 华 存 。
她自幼好参禅修道，八十三
岁飞升成仙，被奉为道教第
一 位 女 神 仙 ，号 曰“ 紫 虚 元
君”，又称“南岳夫人”。

再下来颈联二句回顾了
他们二人的友谊，且都有注
释。“三载连床说柳是”句注
曰：“翁与仆同居一室三载，
夜好谈柳如是。”“一朝分手
得声山”句注曰：“翁富收藏，
尝以查声山手卷相贻，有启
功 、徐 邦 达 、陈 次 园 诸 公 题
咏。”

这里提到两件往事。
一 件 是 说 二 人 相 聚 三

年，聊天时好谈柳如是。柳
为明末江南名妓，色艺冠盖
一时，亦工词翰。后嫁文坛
领袖钱谦益，相得甚欢。自
号河东君，钱为之构绛云楼
居之，酬唱无虚日。明亡，柳
劝钱殉国，谦益不从。谦益
死后，以死殉之。其才情气
节历来为后世文人学士所称
道，大师陈寅恪曾著有 80 万
言的《柳如是别传》。想二老
经常为之趣谈竟夜，好而成
瘾，亦真性情中人也！

另 一 件 是 居 京 三 年 后 ，
孙公以夫人、子女户口无法
进京，只好返回河东。临别
时，中行老赠其查声山手卷
一幅，以作留念。查声山名

查昇，海宁人，是清末诗文大家查慎行
的族侄，当代著名小说家金庸的先祖。
康熙间中进士，曾官少詹事。《清史稿》
称其“诗词清丽，尤工书法”，有《澹园诗
集》传 世 。 大 概 因 查 氏 与 孙 公 为 同 乡

（孙公亦海宁人），且同好诗、书，故庋藏
丰富的中行老，临别时特选查声山手卷
为赠，以资留念。更可贵的是这幅手卷
上还有启功、徐邦达、陈次园等当代书
画大家的题咏，足见孙公与诸位老友间
情谊之深。

尾联两句则调侃甚趣。大概是《负
暄续话》谈到了人生如何才算圆满，故
孙公说：如君这样成天参禅论道，大彻
大悟，人生可算是圆满了，即或如此，难
道 还 能 如 道 家 神 仙 那 样“ 鸡 犬 升 天 ”
吗？诙谐一问中隐隐透露出对张“不务
正业”的叹惋。对此张亦有回应。1997
年孙公仙逝，我写信向中行老报哀，收
到《悼念孙玄常》一文，后安排在《运城
日报》刊出。文章末尾，谈到《孙玄常选
集》迄今未能出版，张调侃说，先生已有
不少作品传世，还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个
人书画展，“浮名已经不少，也不在乎此
一书，亦可安息了！”两相对照，可知二
人生前经常互开玩笑，无话不说，性情
率真，宛如童稚！

时日匆匆，苍狗白云，两位贤哲早
已遽归道山！玄常师率直刚烈，几经磨
难，犹孜孜执着于治学，留下不少未刊
文稿，于 1997 年捐馆，享寿八十有四；中
行老顺生养性，随遇而安，卒以散文暴
得大名，走红文坛，于 2006 年西去，高龄
几近白寿。命乎？天乎？两位大贤俱
学富五车，才华横溢，虽际遇坎坷，而俯
仰无愧，都为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永
远 值 得 我 们 怀 念 。 把 玩 遗 诗 ，思 越 数
纪，怅然良久，先贤状貌如在目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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