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金石

春天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而暮春时分，则是这幅画
中最为柔美、细腻的一笔。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人对于
暮春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不仅在诗文中赞美这
个季节，更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形式的聚会来庆祝和
享受暮春的曼妙时光。

古人的暮春聚会，往往选在花园、亭台或山林，因
为这些地方不仅景色宜人，且能够让人远离尘嚣，亲近
自然。如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山林里与老友相聚写下
了千古名篇《鸟鸣涧》，其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的意境颇为悠远。在这样的环境中，朋友们相聚，或品
茗论诗，或对弈谈禅，享受着春天的宁静与美好。

古人聚会在形式上非常讲究，有的以赏花为主，如
赏牡丹、赏桃花等。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诗句：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便生动地描绘了赏花聚会的盛况。
在这样的聚会上，人们不仅欣赏花朵的美丽，更是通过
赏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除了赏花，文人雅士们还会举行诗会，以诗会友，
以诗传情。宋代词人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样的句子不仅
表达了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也展现了诗人们在诗会上
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的情景。

暮春的聚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便是品茶。茶，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古人聚会
不可或缺的元素。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之为用，
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暮春的暖阳下，一
壶好茶，几盏清杯，伴随着朋友们的谈笑风生，无疑是
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当然，古人的暮春聚会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琴棋
书画，是古代文人四艺，其中琴乐更是雅集的灵魂。白
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
如私语。”这样的描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音乐与
和谐的聚会现场。

在这些聚会中，古人不仅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更注
重精神上的交流和提升。他们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找灵
感，在朋友的陪伴中感受温暖，在诗歌和音乐中寻找心
灵的慰藉。这种聚会方式，不仅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文汇报》）

古人聚会有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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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隐士
□马光水

许由，可谓上古时代第一位隐
士。相传尧帝知其贤德要把君位让
给他，他推辞不受，逃于箕山（今河
南登封）下，农耕而食；尧帝又让他
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
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后世把
许由和与他同时代的隐士巢父，并
称为巢由或巢许，用以指代隐居不
仕者。而尧、舜禅让的故事，作为民
主思想的最早典范，一并成为千古
美谈。

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打打
杀杀，对女人也十分不友好，好在

安插了几位隐士，不然江湖就太硬
邦邦了。道士与僧人不算，燕青的
莫逆之交许贯中算一个。许贯中相
貌古怪，丰神爽雅，曾参加武举应
试，应该有些本领。待他看清奸邪
当道，便选择山明水秀的大伾山孝
敬老母，寄情山水。那日许贯中见
到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故交燕青，硬
拉着他到大伾山深处做客，一叙往
日交情。燕青临走，他又送一幅三
晋山川城池关隘图。什么地方部队
可以驻扎，什么地方可以埋伏，什
么地方可以攻入，都标得清清楚
楚。另外，施耐庵还写了一个隐士
团队。当宋江来到江南攻打苏州

时，遇到困难。好在李俊、童威、童
猛在榆柳庄遇到费保、倪云、卜青、
熊狄成，结为兄弟。在他们的帮助
下，苏州城才被拿下。当宋江坚意
相留、报功封官的时候，费保等人
执意回榆柳庄，在太湖打鱼为生，
过快乐的渔民生活。

隐士的生活，一般除了山，就
是水。东汉版“许由”严子陵与汉光
武帝关系好到同榻而眠，却不肯做
官，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严子陵
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品
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范仲淹
撰《严先生祠堂记》，有“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
赞语。今富春山南麓的严子陵钓台
是一著名文化景点。

（《安庆日报》）

□孙琴安

李白字太白，故有“李太白”之称，这已广为人知。
他在家族中排行十二，按照唐人行第，诗友在诗题中又
多称其为“李十二”。虽然李白自称祖籍为陇西成纪（今
甘肃省秦安县），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但其出生地却
在中亚碎叶城，唐中宗神龙初年随父潜回广汉，居于绵
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属四川省绵阳市），故他又有“李彰
明”的称呼。

李白年轻时的偶像是孟浩然，曾在《赠孟浩然》一
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学仙求道，也想
做一名隐士，却又有“济沧海”的雄心，想建立一番功
名。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来长安求仕，出入玉真公主的别
馆。朝官贺知章读罢其《蜀道难》一诗，惊呼“其谪仙人
也！”自此，李白诗名大振，又多了一个“谪仙人”的美
称。也是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爱好诗歌的唐玄宗召见
了李白，命供奉翰林，留在宫中专门写诗。由此，李白又
被称为“李供奉”或“李翰林”。

他的别称还在增加。李白少年时曾任侠学剑，他在
《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
五好剑术。”《新唐书·李白传》也说：“然喜纵横术，击
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他早年离开家乡蜀地，便是“仗
剑”独行。正由于这些原因，后人又送他一个“剑仙”的
美称。

因李白性嗜酒，“但愿长醉不愿醒”，杜甫《饮中八
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故又赢得了一个“酒
仙”的美名。

李白的生命终止了，但别称还在延续。如晚唐诗人
张祜《梦李白》开篇即云：“我爱李峨眉，梦寻寻不见。”
这里的“李峨眉”，就是指的李白。 （《科教新报》）

李 白 的 别 称
□孙葆元

清明之节来源于火。公元前
636年，晋文公姬重耳的恩公介子
推不受封赏，携母隐居绵山。屡寻
不获后，晋文公下令火烧绵山，本
意是把介子推逼出来。大火烧了数
天，不见要找的人，兵士搜山，在一
棵被烧焦的树下找到已成灰烬的
介子推和他的老母。晋文公大恸，
年年上山祭祀。这一天正是清明。

以一个故事延伸出的意义创
建佳节，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一如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载体是汨罗江，
清明节则是绵山。端午节的托喻是
水，水上龙舟竞驰；清明节的仪式
则是火。曾经举火迎新的传统在岁
月中淡去了。曾几何时，我们的先
祖奉行着点起圣火的清明。举火之
前必须熄火，熄火是对绵山那场大
火的反思，那场火的确烧得愚蠢，
断送了一个追求个性的人物介子
推的性命。熄火就吃不到烹制的食
物，便称“寒食”。众人皆认同的一
个生活惯例就是节。按农历，冬至
后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寒食节持
续六天，前后各三天，家家停止炊
烟，于是三天前就要备下食品，用
于寒食节的冷餐。晋中一带的人家
极敬重这个节日，家家蒸枣糕，用
柳条穿起来插在大门上，谓之“子
推燕”。南宋《梦粱录》记载：“凡官
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
此日上头。”可见，宋朝的成人礼也
会在这一天举行。寒食节的第三日
是清明。清明日出门祭扫，并不焚
烧纸钱，而是把纸钱挂在坟旁的树
枝上。如果置身外地，便登上高山，
将纸钱抛向空中，叫“擘钱”。寒食
与清明是一个节气的两个程序，当
程序的环节被省略，节日的概念就
发生混淆。

当代人对清明的理解是祭扫和
踏青，省略了对火的重启。有熄火必
有重燃，重燃是清明节一个重大的
活动。据记载，宋宫在这一天群臣云
集乞火，官家会把新火赐给群臣。这
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如同国家公
祭。新火是开端，也是以后日子的肇
始。岁月是有阶段的，有终便有始，
年年岁岁构成绵长的历史。

我们只记得“清明时节雨纷
纷”，其实清明咏新火的诗更多，从
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新火传承：唐
时的一个清明，张继登上苏州城的
西门，从阊门望下去，几乎家家熄火
寒炊，于是他写下诗句：“试上吴门

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韦庄的
《长安清明》则写出了皇家赐新火的
仪式：“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
白打钱。”“白打钱”是玩蹴鞠游戏胜
者的赏赐钱，他在说，唐宫里除了在
清明这天赐新火，还举办蹴鞠比赛，
胜者能得到赏钱。贾岛更细致地描
写了清明节的新火：“今日清明节，
园林胜事偏。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
烟。”先人的墓祭拜了，灶头的新火
燃起了，人生又进入一个新的年轮。
杜甫则说得简洁：“朝来新火起新
烟，湖色春光净客船。”

转眼到了宋朝，新火的习俗延
续着。王禹偁是山东巨野人，忆起
当年的读书生活说：“昨日邻家乞
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苏轼在密
州任知州，在超然台上写下“寒食
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
举把新火写到炉火纯青处。由此可
知，新火的传统遍及齐鲁大地。

火是人生的希望。山顶洞人自
从认识了火，就把火种保留下来。
这个火绵绵延延燃烧了五千年，照
亮黄河流域，也照亮世界。无独有
偶，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举起了圣火，奥
林匹克的初心是用体育竞赛祭祀
天神宙斯，每一届新的聚会都有新

火点燃，运动场上那座火炬塔燃起
的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精神。

火燃烧着，燃烧出诗意，这个
诗意已经不仅仅是“且将新火试新
茶”，它有了更深远的含义：薪火相
传，是一个个历史片段和这些片段
宏大的续章。

完成了这个有关“火”的仪式，
人们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新的春
天了，此习俗叫“踏青”，也叫“踏
春”。华夏博大，古人踏青的时节并
不限于清明，二月二、三月三，都是
踏青的节日，各地因地因时而定。
郊野青草生发，生发的还有人们那
颗跃跃欲动的春心。怎样表达心中
的欢悦呢？那就是走出去，在如茵
的青草上走一走，甚至打个滚儿。
于是诗又来了，孟郊说“一日踏春
一百回，朝朝没脚是芳埃”，他是在
城外的某个地方行走。杜甫说“江
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他是到江
边踏青去了。苏辙也去了江边，他
曾在熙宁九年那个中秋接到兄长
苏轼的问候，此时以《记岁首乡俗
寄子瞻》问候远方的兄长：“江上冰
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可见
踏青是结伴出行的，或家人一同，
或挚友并肩，或情侣携手。杜甫的

《丽人行》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
安水边多丽人。”踏青地仍然在江
边，这条江是长安的曲江，踏青的
是杨贵妃兄妹。从皇家到百姓都遵
循着清明的法则，迎接春的到来。
一年一迎接，清明相似，人却代代
替换，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
化传承。

还是回到清明的起点。在晋国
的绵山，晋文公悲痛欲绝，无以寄
托哀思，于是下令把介子推母子依
托的那棵树带回去，树已经烧成枯
木，他命工匠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脚
上，每当想起介子推，就望着脚上
的木屐呢喃，悲哉足下！由此，“足
下”二字就成了君王对爱臣的通
称。

全人类的节日，每一个节日都
是那个民族文化的凸显，当一个节
日到来，讲讲那些故事，就知道我
们的来处，故事里的希望就是我们
的去处。故事多长，我们走过的路
就有多长。新时代的清明，无须苦
度那个寒食节，也无须举火点燃新
的生活，但是，有一个火种藏在我
们每个人心中，每逢历史关头就把
它点燃，这是华夏的薪火。

（《齐鲁晚报》）

薪 火 清 明

▲温晓峰国画作品《千古孝贤
介子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