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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烈日炎炎，人们也文思泉涌。有
关“夏至”的节气联造语自然，精巧别致，
如“夏至有雷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

“清明高粱小满谷；芒种芝麻夏至豆”。还
有谜语，谜面是“夏至”？打一成语，谜底
——地久天长。其实，“夏至”真与成语“杯
弓蛇影”有缘。

汉朝应劭在《风俗通》中记载：“杜宣夏
至日赴饮，见酒杯中似有蛇，然不敢不饮。
酒后胸腹痛切，多方医治不愈。后得知壁
上赤弩照于杯中，影如蛇，病即愈。”后因以

“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夏
至”也是诗人们的咏吟对象，唐朝权德舆
《夏至日作》，“璇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
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

唐代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云：“昼晷
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
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
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
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
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

宋朝张耒《夏至》诗：“长养功已极，大
运忽云迁。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
生忽更柄，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
保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韪哉
观化子，默坐付忘言。”夏至以后地面受热
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
骤来疾去的雷阵雨，由于降雨范围小，人们
称为“夏雨隔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巧妙
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竹枝词》：“杨柳青
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

下面就辑录一些夏至的古
诗词：

《夏至避暑北池》唐 韦应物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
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
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
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
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
抱，可以对华觞。

《思归 时初为校书郎》唐 白居易
养无晨昏膳，隐无伏腊资。遂求及亲

禄，僶俛来京师。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
时。冬积温席恋，春违采兰期。夏至一阴
生，稍稍夕漏迟。块然抱愁者，夜长独先
知。悠悠乡关路，梦去身不随。坐惜时节
变，蝉鸣槐花枝。

《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唐 白
居易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
嫩，炙脆子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
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交印君相
次，褰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
然。 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
事，已上十三年。

《夏至雨霁与陈履常暮行溪上二首》
宋 杨万里

之一：
西山已暗隔金钲，犹照东山一抹明。

片子时间弄山色，乍黄乍紫忽全青。
之二:
夕凉恰恰好溪行，暮色催人底急生。

半路蛙声迎步止，一荧松火隔篱明。
《夏至後初暑登连天观》宋 杨万里
登台长早下台迟，移遍胡床无处移。

不是清凉罢挥扇，自缘手倦歇些时。
《和昌英叔夏至喜雨》宋 杨万里
清酣暑雨不缘求，犹似梅黄麦欲秋。

去岁如今禾半死，吾曹遍祷汗交流。此生
未用愠三已，一饱便应哦四休。花外绿畦

深没鹤，来看莫惜下邳侯。
《夏至後得雨》宋 苏辙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

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
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
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
愧。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无用
身，未识彼天意。

《夏至二首》宋 范成大
其一：
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臂扶羸。节物

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
其二：
石鼎声中朝暮，纸窗影下寒温。踰年

不与庙祭，敢云孝子慈孙。
《夏至》宋 张耒
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人间漫未

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柄，寒暑将成
年。崔巍干云树，安得保芳鲜。几微物所
忽，渐进理必然。韪哉观化子，默坐付忘
言。

《夏至日与太学同舍会葆真二首》宋
陈与义

其一：
明波影千柳，绀屋朝万荷。物新感节

移，意定觉景多。
游鱼聚亭影，镜面散微涡。江湖岂在

远，所欠雨一蓑。
忽看带箭禽，三叹无奈何。
其二：
微官有阀阅，三赋池上诗。林密知夏

深，仰看天离离。官忙负远兴，觞至及良
时。荷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
苹，坐看水色移。门前争夺场，取欢不偿
悲。欲归未得去，日暮多黄鹂。

《夏至过东市二绝》宋 洪咨夔
其一：
插遍秧畴雨恰晴，牧儿顶踵是升平。

秃穿犊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
其二：
涨落平溪水见沙，绿阴两岸市人家。

晚风来去吹香远，蔌蔌冬青几树花。
《祷雨题张王庙》宋 叶适
夏至老秧含寸荑，平田回回不敢犁。

群农无计相聚泣，欲将泪点和乾泥。
祠山今古同一敬，签封分明指休证。

传言杯珓三日期，注绠翻车连晓暝。
龙神波后何惨怆，昔睡今醒喜萧爽。

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权如反掌。
浙河以东尽淮壖，哀哉震泽几为原。

愿王顿首玉帝前，请赐此雨周无偏。
《田家苦》宋 章甫
何处行商因问路，歇肩听说田家苦。

今年麦熟胜去年，贱价还人如粪土。
五月将次尽，早秧都未移。雨师懒病

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
前朝夏至还上庙，着衫奠酒乞杯珓。

许我曾为五日期，待得秋成敢忘报。
阴阳水旱由天工，忧雨忧风愁杀侬。

农商苦乐元不同，淮南不熟贩江东。
《夏至日雨》宋 袁说友
烟暝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封旧

恨，急雨罥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轧轧
抽。病躯无耐暑，老鬓不禁秋。

《夏至日祀阏伯于开元宫前三日省中
斋宿三首》宋 魏了翁

其一
书生只惯野人庐，谁识潭潭省府居。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微阁上四厨书。
其二
朱荣铅砌拱都堂，静合明窗夹主廊。

外省诸司西恻畔，枢寮却在外东厢。
其三
朝吧归来政事堂，衣冠牣宇鹜成排。

须臾排马还私第，一片闲庭锁夕阳。
《永遇乐·夏至》宋 史浩
日永绣工，减却一线，节临短至。幸有

杯盘，随分快乐，得醺醺醉。寻思尘世，寒
来暑往，冻极又还热炽。恰如个、脾家疟
疾，比著略长些子。

人生百岁，一年一发，且是不通医治。
两鬓青丝，皆伊染就，今已星星地。除非炉
内，龙盘虎绕，养得大丹神水。却从他、阴
阳自变，卦分泰否。

《夏至》金 赵秉文
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铜轮碾露芽。

红日转阶帘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
《夏日杂兴》明 刘基
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已半亦堪哀。

葺鳞不入龙螭梦，铩羽何劳燕雀猜。雨砌
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出苍苔。细观景物
宜消遣，寥落兼无浊酒杯。

《夏至对雨柬程孺文》明 张正蒙
堂开垂柳下，默默坐移时。岁序一阴

长，愁心两鬓知。雨檐蛛网重，风树雀巢
欹。惆怅无人见，深杯空自持。

《赠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斋宿署中》
明 唐顺之

万乘亲郊幸北宫，千官斋祓两都同。
灵光正想泥封上，清梦遥依辇路通。烟散
玉炉知昼永，星分银烛坐宵中。闻君已就
汾阴赋，犹向周南叹不逢。

坐姿与礼节有一定关系，所以古人对坐姿比
较讲究。席地而坐时期，人们的坐姿大致有三
种。一是“趺坐”，即双足交迭，盘腿而坐，如同佛
教中修禅者的坐姿，故又称“跏趺坐”；一是“箕
踞”，即两腿前伸而坐，全身形似簸箕，故名；一是

“跽”，即跪坐，臀部压在后曲的腿、脚之上。当
时，人们在无席的地上也是这几种坐姿。平时不
与人接触交往时，坐姿可以比较随便，如果与尊
长坐在一起，或与友人交谈，以及在聚会议事、宴
会、招待宾客等等场合，就要讲究坐姿了，礼貌的
姿式是“跽”坐，而且讲究“正襟危坐”，危坐，是指
坐时腰身端正。

西汉的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有一次听卜
者讲解卜筮，由于这位学问渊博的卜者侃侃而
谈，讲论得顺理成章，宋、贾二人不由得肃然起
敬，于是“猎缨正襟危坐”，即整理一下冠带，正一
正衣襟，端正地坐好，以表示对这位学者的尊敬。

坐在高脚座具上，也以坐姿端正为礼貌。宋
礼部尚书张某，自他入仕以后至终老，“凡与宾友
相接，常垂足危坐”，司马光敬佩他的讲究礼节，
因而在为他所撰的墓志铭中也加上这么一笔。

又据明末刘宗周的《人谱类记》记载：“刘忠定公
见宾客，谈论过时，体无欹侧，肩背竦直，身不少
动，至手足也不移”，这种举止，没有恪遵礼制的
精神，是难以坚持“逾时”即两个小时以上的（文
中的“时”是指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

古人讲究坐有坐相，即使平时自己闲坐，也
端正姿式，以保持其士大夫的风度。如东晋的陶
侃便是“职事之暇，终日敛膝危坐”。（《人谱类记》
卷上）宋司马光也是平时“燕居，正色危坐”。（《古
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履部》）三国时魏国的管宁，
50年来常坐一木榻，且跽坐，从未箕踞，以致着
膝之处都磨出了深坑。

箕踞，则是不合礼节的轻慢之举，是对同坐
之人的不尊重。箕踞而坐再斜倾身躯倚靠几案，
就更属轻慢无礼的举止了。《礼记·曲礼上第一》
说：“坐毋箕”。对妇女的这种坐姿尤为严禁。

古人在席子的摆设及入席等方面也有许多
礼节讲究。如“席不正不坐”，说的是席在摆设时
要与室内四边平行而不斜，否则就不应该坐。席
正而坐，体现坐者的端庄，也是一种礼数。孟子
的母亲是个非常讲究礼节的人，据说她为了让未

出生的孟子知礼，受到礼教的影响，行“胎教之
法”，怀孕时便“席不正不坐”。《礼记·曲礼上》对
入席的礼法有如下规定：“毋躇席，抠衣趋隅”，即
入席时，不要从席子的上首即前边踏席越过，应
该提起衣裳走向下角再进入自己的席位。

“坐不中席”是指席中为尊者独坐时的位置，
所以卑者即使独坐也不能居中，而应坐在边上。

“异席”，古代一席一般坐四人，如果有五个人，应
让长者另外坐席。“敬无余席”，说的是与尊长坐
在一起时，中间不要留较大空隙，应靠近尊长，以
便服侍、请教。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西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景观之

一。苏轼是古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最优秀的诗人与最美丽的景观不期而
遇，必然擦出最灿烂的火花。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七年
（1074），有近3年的时间，苏东坡在杭
州任通判（州的次官，协助并监察州长
官的工作）。公务之余，他常游西湖，全
面领略了西湖一年四季千变万化的
美。此诗约作于熙宁六年（1073）正
月，时年东坡36岁。

从诗题可知，诗人饮宴于西湖上，
先是晴天，后来下雨，因有此作。

起句缴题中的“初晴”。“潋滟”，形容
波光闪耀。次句缴题中的“后雨”。“空濛”，
形容山色迷茫。二句对仗工稳，互文见意，
是说西湖山好水也好，晴好雨也好；山奇
水也奇，晴奇雨也奇。“潋滟”对“空濛”，都
是叠韵（二字韵母相同）连绵词（二字不容
分拆），尤见修辞的整饬与精致。

前两句，其美在“形”；后两句，其美在
“神”。用中国古代最美丽的女子西施来赞
美西湖，写“活”了本没有生命的湖，真是
神来之笔！“西湖”是水，“西子”是人，本非
同类，似不可“比”；但二者都是天下之绝
美，这就有了“比”的理由；何况“西湖”称

“西”，“西子”也称“西”，二者又曾同属于
越国，套用一句大俗话：芝麻掉进针眼里
——巧了！这就“比”出了语言的谐趣。东
坡先生不愧是第一流的语言大师！美人之

“美”，是淡妆漂亮，浓妆也漂亮，怎么化妆
怎么漂亮。“淡妆”扣西湖的“雨”，雨天的
西湖色泽清淡，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淡妆？

“浓抹”扣西湖的“晴”，晴天的西湖色泽浓
重，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浓妆？因此，“淡妆
浓抹总相宜”，也就是“西湖晴雨总相宜”！

图画山水，写“形”易，写“神”难。七
言四句，如句句写“形”，是做加法，增量
不增质；东坡此诗，好在二句写“形”，二
句写“神”，是做乘法，不增量而增值，其
艺术效应几倍几十倍地往上翻。从此，
西湖又多了一个别名——“西子湖”。人
们对此别名的赞同，正是对这首小诗审
美价值最大化的承认。

建党95周年献礼剧《狭路》近日起
在山东、黑龙江卫视播出。该剧以战争中
一个中间人物在情感和人生道路上的终
极选择，重温那些革命先烈的情怀，展现
出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必然选择的道理。

该剧编剧章小龙在京介绍，《狭路》
以辽沈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女大学生莫
莉与解放军营长马龙和国民党中校林午
阳之间跌宕起伏的故事，探讨了战争背
景下人性的延展、冲突、和解，由罗晋、杨
烁、林源领衔主演。

“莫莉是剧中叙事的主视点，这个
普通的、没觉悟的小女人的挣扎与觉醒
是主题的生动体现。”章小龙说，莫莉在
少女时代心中满是单纯的爱，为爱人不
惜“潜伏”在革命队伍中，也为了爱卷入
革命的九死一生，经历了战乱、颠簸和
侮辱，她一次次在欺骗和利用中绝望，
最终在创伤中觉醒，做出了艰难抉择。

而马龙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样板英

雄，而是一个革命的“暖男”和“情圣”。“我
们是想用这样的人物来让观众产生出这
样的共鸣：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天下，不
仅仅是有着十全武功，更重要的是他们
在心里装着人民，爱着人民。”章小龙说。

章小龙曾执笔濮存昕、袁立等主演
的反腐刑侦剧《英雄无悔》，并借此获第
16届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

“我们想用观众熟悉和接受的方式
来承载主旋律的三观和主题，让主流价
值观能用最时尚的方式去与观众达成真
诚而自觉的交流。”章小龙说。

《狭路》导演花箐曾执导《我的兄弟
叫顺溜》《远去的飞鹰》《壮士出川》等主旋
律电视剧。他表示，《狭路》尽管人物和故
事是虚构的，但精神内核很真实，剧中国
共两个军官较量的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
较量，不仅能让观众充分理解“道路选
择”，更能让年轻观众理解那个年代的年
轻人奋不顾身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原因。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平台，
它深刻地改变了民俗的传播方式。

在传统社会，民俗文化传播
方式是群体习染与口耳相传，面
对面的交流互动，是民俗文化传
递的基本方式。民俗文化的生成
与传播、形态与特色，都与风土环
境、地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与
伦理性。民俗文化向来具有强化
基层社会认同的胶合剂与润滑剂
的特殊功能。

互联网时代以极具革命性信
息技术力量，彻底改变了此前原
生的人际传播方式，以超时空的
方式介入民俗生活。在互联网的
影响下，民俗文化形态正在发生
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虽自工业时
代以来已经发生，但“互联网+”时
代的民俗的变化影响深远。

互联网时代的民俗变化虽
然主要是传播方式的改变，但也
实际影响着民俗生活内容。民俗
已不再是特定地方小群体的自我
服务的文化，也不是静态的代际
重复。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模式的作用
下，成为更大范围内的关注对象，
民俗文化纳入了比较的视野，也
被人们有意识地视为文化多样性

的体现。因此，“互联网+”时代的
民俗是与全球文化密切联系的动
态变化的文化存在，它不断重组
与再造，传统民俗以变化的方式
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我们
应该特别关注的变化特点。

平心而论，我们已经充分享
受到互联网带来的文化传播的便
利，民俗文化的超时空传播，让我
们不仅具有文化多样性的视角，认
识到民俗文化的生态分布特点与
价值。同时，它利用民俗文化共享
的方式，增进了群体内部的团结与
民族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在日
益物质化的社会里，人们发现民俗
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人情与人性
的价值，重新检讨反思我们的生活
方式，记住乡愁的呼唤、乡居模式
的开启，返回乡土、重振乡村，成
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风尚。

当然，作为民俗文化研究者，
我们应该对互联网技术的双刃剑
的杀伤力有清醒的认识，对互联
网时代的民俗畸变情况有准确的
把握。目前所见，互联网时代对
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
以下两点：一是脱离语境逻辑、碎
片式的借用与模仿频繁发生，不
同活动主题、不同活动场景中采
借同一民俗意像，民俗文化的同

质性问题十分严重；二是满足于
互联网时代好奇慕异的风尚，将
古老已经消失了的奇风异俗复
活，进行特别的强化展示。这些
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小群体的
习俗，在生成的时代与特定环境
中可能有其存在理由，但在今天
被当作猎奇的对象，就是脱离民
俗生活的滥用，不值得提倡。

无论上面所说哪种现象，都是
对民俗文化的过度消费，是对民俗
文化是服务民众生活的文化本质
的背离。民俗文化世代相传，其内
涵在于人伦之美与生活技艺之美，
温情和谐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

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民俗文
化建设需要理性的文化守护者
与建设者。在一个充满变化的
网络时代，如何有效发挥技术优
长，将其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
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
合，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也是
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互联网时代传统民俗的形
式与内容将会发生适应性变化，
一些传统民俗观念、一些失去生
活服务功能的民俗现象，将逐渐
淡出；一些传统的民俗方式也会
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形
式改变；同时也会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逐渐形成新的民俗生活传
统。在新的时代，一切变化皆有
可能，唯有民俗服务于人、温暖
人心的本性不会改变。

传统民俗文化与互联网的
神奇邂逅，二者必将碰撞出异样
的光辉，它将烛照中华文明在传
承中的新生之路。

【原文】
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需

随时随事，留心着力为要。事无大
小，均有一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
处非学？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
即腐。”张乖崖亦云：“人当随时用
智。”此为无所用心一辈人说法。
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
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
进。由此累积，何患学业才识不能

及人邪！
——〔清〕左宗棠《与陶少云书》
【译文】

学业和才识，不是每天进步，就
会每天倒退。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
和事，时时处处留心。事情不分大

小，都有它自然的道理，按照事情来
探究道理，处处都是学问。古人说：

“思想就像流水一样，不流动就会腐
败。”张乖崖也说：“人应当随时使用
自己的智慧。”这是针对不用心的人
说的。如果真能天天留心，那么一
天就有一天的长进；如果事事留心，
那么一事就有一事的长进。这样积
累起来，还怎么会怕学业和才识不
如别人呢！

诗说夏至：古诗词里的炎炎夏日
●佚名

学业才识 不进则退

中华家训·劝学■
■

避免民俗文化过度消费
●萧放

我看我说■
■

建党95周年献礼剧《狭路》将上星播出
中间人物展现共产党是历史必然选择

●白瀛

古 人 的 坐 姿 礼 仪古 人 的 坐 姿 礼 仪
●佚名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二首其二赏析

●钟振振

诗词赏鉴■
■

《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

送达公告
吉林省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民主分公司
负责人:尤洪涛
本机关于2016年6月15日向你单位下达了《责令退

还多收价款通知书》（白市价检退[2016]1号)，现依法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领取《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请与我局联系。
(电话:0436-5012358 传真:0436-5087300)

白城市价格监督检查局
2016年6月20日

拍卖公告
我行受托，定于2016年7月1

日上午9时在我行对位于白城市
朝阳路 2000—5号楼 3—4—5号
门市房1—2层进行公开拍卖，该
标的建筑面积746.06平方米，参
考价349万元，有意竞买者请携带
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及70万元竞买
保证金来我行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2016年6月
29日—6月30日
白城华联有限责任拍卖行
电话：13943698966（看房）

3234123（报名）
地址：白城市青年南大街2—1号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报，《城市晚报·
百姓生活》是《白城日报》和《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
都市类报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体，始终坚
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生，其权威资讯、深
度观点、实用信息为受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信
力、权威性、时效性、发行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白城
第一报。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展创业，来

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白城
日报社广告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