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
亚）3月5日，由太原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主办，太原
艺术博物馆承办的山西省
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
承创新“青龙寺壁画研究与
创新”项目结项成果汇报展
在山西太原艺术博物馆举
办。稷山县政协、山西省美
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省内
壁画研究领域的专家、青龙
寺壁画研究与创新项目组
的相关负责人及众多艺术
爱好者出席了展览。

展览共展出学员部分
作品 80 余件，其中有传统
制作工艺泥底壁画临摹作
品 30 余件，线描临摹 20 余
件，创新作品30余件。既有
对传统的挖掘与研究，又有

对传统的反思与创新，内容
丰富，成果显著。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介绍，“青龙寺壁画研究
与创新”项目旨在深入挖掘
和研究稷山青龙寺壁画的
传统文化资源，通过考察与
临摹，对元代壁画艺术特色
及绘制工艺加以梳理和学
习，进行壁画艺术创作与教
学人才的培养，开展中高职
教师团队研修和技艺技能
传授活动，实现传统文化产
品的创新模式，促进中高职
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技术应用能
力、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对实现山西壁画艺术的传
承、创新与发展有着积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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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在家丁忧期满
的徐光启接到吏部要求其
回京复职的文书，徐光启回
复说“薯种越冬春耕事未
完，容春后北返”，意思是贮
存好红薯，春天播种后再回
北京做官。

红薯在明朝中期被引
入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产量
高，可种植范围一直局限在
岭南一带，没有在国内大面
积推广。除了信息不通交通
闭塞的原因，红薯本身也有
一个缺陷，就是贮种不易，
过冬的红薯不是烂掉，就是
提前发芽。丁忧三年的徐光
启一直在家试验，一定要解
决贮种这个难题。

徐光启把红薯分成几
组，分别藏于阁楼、草垛、墙
洞等地方，但到春天拿出
来，基本上是烂掉的多。有

一年，他突发奇想用旧棉被
把红薯包裹着，结果没挨过
冬天，红薯烂得更快。到了
第三年，徐光启在自家院子
里挖了几个土坑，底下分别
垫上稻草、树枝、草木灰等，
把红薯种放进去后，有的土
坑上方插上透气的竹筒，有
的土坑则密封起来。徐光启
不去复职，就是等待试验的
结果。

到了春天，那些密不透
风的土坑让徐光启欣喜不
已，每个出土的红薯都完好
如初，他记录如下文字：选
择高土，薯入地窖，秘藏过
冬，开春如新。之后，徐光启
在全国大力推广这种贮种
方法，红薯得以大面积种
植，很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国
因人口大增而出现的粮食
问题。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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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贵

我国古代的一些名人，不仅
爱树，而且还喜欢植树。许多名
人与树结缘的有趣故事，至今在
民间广为流传。

唐代诗人白居易非常爱树。
他做过多处的地方官，每到一处
都要栽树种花，也爱植柳。他曾
在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
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
梅”“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
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这都
充分体现他爱树植树的情怀。白
居易被贬谪忠州刺史时，见到城
内四周的山冈上一片荒芜时，不
禁感慨万分，还为此写下了“巴
俗不爱花，竟春人不来”的诗句。
为了改变当地秃山荒岭的面貌，
他亲自带领百姓们一同植树栽
花，几年后忠州境内到处都是绿
树成荫、鲜花盛开的美景。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画家苏东坡，他担任杭州刺史
时，修浚西湖，筑起长堤，“植芙
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后
人将此堤称为“苏堤”，留下了

“苏堤春晓”的著名景观。他谪居
黄州时，在“东坡雪堂”前广种
柳、桑、竹、枣、栗，留有诗句“去

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
尺”。

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
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爱好植树。
在江西吉安县固江镇的侯城书
院，有两株枝繁叶茂的柏树，距
今已有700 多年，这是文天祥少
年时代在此读书时所栽下的。当
时共种五株，其中有一株是尾梢
入土，蔸根朝上倒栽，人们对此
感到奇怪，文天祥说：“吾异日大
用，必尽忠报国，此柏当年也。”
后来，这棵柏树枝叶倒垂，别有
异趣，历代名人都慕名前来瞻仰
这棵柏树的风姿。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
境贫寒，几乎是经常挨饿。有一
天，已经两天没吃饭的朱元璋走
到一个村庄，他看到一棵柿子树
上柿子成熟了，就摘下了一些柿
子美餐一顿，很快填饱了自己的
肚子。后来，他当了皇帝后，忘不
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
造林。于是，朱元璋就下令有五亩
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桃、枣树，
并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
姓每户种两棵柿子树，不种者要
罚。从此以后，安徽等地家家户户
都种上柿子树，人们都能在家门
口品尝可口的柿子了。

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西藏
松赞干布后，她还特地从长安带
去了一些柳树苗，种植在拉萨大
朝寺周围，以表达她对柳树成荫
的故乡的思念。文成公主栽种的
这些柳树被称之为“唐柳”或“公
主柳”，如今这些种下的柳树，已
经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
证。

清末名将左宗棠也非常爱
植树，他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
军队在河西走廊的600多里沿途
种柳 26 万棵，人们称“左公柳”，
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颂。晚清
杨昌浚曾写诗称赞他道：“大将
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
关。”

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
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
不收财礼。他也是一位喜欢植树
的好医生。董奉要求治好了一个
轻病人，就要种1棵杏树。治好一
个重病人，就要种5棵杏树。时间
一长，董奉家的房前屋后竟有10
多万棵杏树了，被人们称为“董
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
后，董奉就把它换成粮食，救济
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

“杏林佳话”。 （《闽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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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汝为

父系称谓是表示自己
与父系血亲关系的称谓。父
系称谓以自己为本位，向上
捯四辈，往下推四辈，就形
成汉族传统的“九族”，即高
祖、曾祖、祖、父、自己、子、
孙、曾孙、玄孙。以“九族”各
代同辈间的称谓为基础，又
派生出一些女性的父系称
谓，如姑母、姑祖母（姑奶），
以及女儿、侄女、孙女等。至
于伯母、婶母等称谓，是兼
具姻亲性质的父系称谓。

母系称谓是以自己为本
位，针对母亲的娘家即“母
党”亲戚的一些称谓。母系称
谓和父系称谓大体对应，例
如父系称谓有伯、叔、姑、侄，
而母系称谓有相应的舅、姨、
甥等。为表示与父系的区别，
在母系称谓上往往加“外”或

“表”字，如外祖父、外祖母，
表兄弟、表姐妹等。母家血亲

配偶的称谓，如外祖母、舅
母、姨夫等，属于兼具姻亲性
质的母系称谓。

父系称谓有堂兄，母系
称谓则称表兄。“堂”是大宅
院内亲族聚集之处，“表”本
是室外之意。二者亲疏之
别，不言自明。另外，母系亲
属称谓的内容与父系称谓
相比，要简单一些。例如，父
系称谓把父亲的哥哥称为

“伯”，把父亲的兄弟称为
“叔”；而母系称谓则把母亲
的兄弟统称为“舅”。

姻系称谓是表示婚姻关
系的称谓。夫系亲属称谓主
要有：公公、婆婆，大伯子、小
叔子、大姑子、小姑子等。妻
系亲属称谓主要有：岳父（丈
人）、岳母（丈母娘）、内兄、内
弟、大姨子、小姨子等。还有
夫系和妻系之间通用的亲属
称谓，例如亲家公、亲家母，
姻兄弟、姻姐妹，连襟、妯娌
等。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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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谢道韫（生卒年不详），字令
姜，东晋时女诗人。她出身于东
晋的名门望族谢家，其叔父是当
朝宰相谢安，父亲是安西将军谢
奕，弟弟是在淝水之战中一战成
名的大将军谢玄。

谢道韫自幼就受到良好的
教育，加之她敏而好学，少女时
就才气过人。谢道韫最为人乐道
的是咏雪的故事。这在南朝（宋）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与唐朝房
玄龄的《晋书》中都有记载。那是
一个冬日，谢安把他的子侄们叫
到一起，与他们“讲论文义”。这
时，天空忽然下起了雪，且越下
越大，谢安见景欣然吟道：“白雪
纷纷何所似？”并要子侄们对答，
看谁答得好。谢奕的儿子谢朗抢
先说道：“撒盐空中差可拟。”坐
在一旁的妹妹谢道韫接着说道：

“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非
常高兴，连连夸奖侄女的句子对
得好。这样一段吟诗偶得的佳
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
的典故：“咏絮之才”。

《世说新语》和《晋书》分别
记载了谢安与子侄们在一起诵
读讨论《诗经》的事，谢安问后辈
们：“你们认为《诗经》里哪句诗
最好？”他们各抒己见，把自己喜
欢的诗句背诵出来。谢道韫说：

“诗经三百篇，我独喜欢‘吉甫作
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
其心’一句。”这句诗出自《大雅·
烝民》，诗中赞美了周朝老臣的
才德贤能。谢安听后非常高兴，
称赞谢道韫“雅人深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
时候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当
时，谢家与王家是两大名门望

族，谢安便在王羲之的儿子当中
物色侄女婿。王羲之有7子1女，
在这 7 个儿子中，谢安最喜欢老
七王献之，可惜那时他年纪尚
小，未到婚配年龄。此外，谢安看
中了老五王徽之，但谢安听说此
人不拘小节，觉得不太靠谱，谢
安便将谢道韫许配给老二王凝
之。

王凝之在其父的熏陶下，书
法倒有些功底，还先后出任江州
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但是此
人为官一任，却不能造福一方，
竟然迷信五斗米道，整天拜神弄
鬼。

婚后，谢道韫回娘家，整天
闷闷不乐。谢安就问道：“王郎，
逸少（王羲之）子，不恶，汝何恨
也？”谢道韫回答：“一门叔父则
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
胡、羯、末，不意天壤中，乃有王
郎！”意思是，谢家一族中，叔父
辈有谢安、谢据，兄弟也是个个
都很出色，没想到天地间，还有
王郎这样的人。言下之意，她对
这个丈夫很失望。

不过，在王家，谢道韫还是
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据《晋书·
王凝之妻谢氏》记载，有一天，王
凝之的弟弟王献之在厅堂上与
客人“谈议”，辩不过对方，“词理
将屈”，此时身在自己房间的谢
道韫听得一清二楚，很为小叔子
着急，并想帮他一下，“遂遣婢白
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然
而，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
规矩又限制女人随便抛头露面。
聪明的谢道韫让婢女在门前挂
上青布幔，然后就刚才的议题与
对方继续交锋，她旁征博引，最
终“客不能屈”。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

数十年，先后生下了4子1女。东
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
发。公元 399 年，山东临沂人孙
恩、卢循揭竿而起，率领五斗米
教的信众从海上登陆，进兵会
稽。数万人浩浩荡荡，势如破竹，
兵临会稽城下。而作为会稽内史
的王凝之面对强敌竟无动于衷，
闭门道室，祈祷求福，装神弄鬼。
王凝之迷恋上的是五斗米教，而
进攻他的恰恰是号称道主的孙
恩和数万教徒，真是滑稽之至。

王凝之的行为，连谢道韫也
看不下去了，她多次劝谏丈夫整
顿兵马，做好备战。可是王凝之
仍是充耳不闻，愚昧地祈祷道祖
保佑百姓不遭涂炭。见丈夫已是
无药可救，谢道韫亲自招募数百
家丁，天天训练备战。

孙恩的起义大军长驱直入，
冲进会稽城，王凝之没等来天兵
天将，却被起义军杀害，其子女
也全部被杀。谢道韫目睹丈夫和
儿女蒙难的惨状，手持兵器带着
家中女眷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
敌众被俘，此时她还抱着只有三
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
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刘涛，
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
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
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
今又亲眼看到她如此的大义凛
然，不免敬畏三分，就放了谢道
韫和刘涛，并派人保护她们回到
住处。

此后，谢道韫寡居会稽，闲
暇时写诗著文，过着平静的隐士
生活。谢道韫的后半生写了不少
诗文，汇编成集，流传后世。《隋
书·经籍志》载有诗集两卷，可惜
已经亡佚。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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