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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做一个文化自信的尊崇者、践行者，是
最时髦的话题。可是，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就必然要读书，必然要
舞文弄墨，必然要弄出点动静来，出点成果。最时髦的文化圈子，
从县城到省城，互动量最大的圈子是玩古体诗词。笔者写不好古体
诗词，分不出平仄韵、上下阙。但是，鉴赏的水平还是具备了玩古
体诗词的水平。因为想要玩好，就要礼贤下士，就要交友，就要探
讨和学习。3年前，我处了一个叫秋的好朋友，她就是一个爱玩古
体诗词的人。

秋，玩古体诗词，入心。据秋妹妹讲，
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她就喜欢李白和杜甫的
诗。由于家父是一位很有文化的公社干部，
所以常常是出口成章、四六排联。在老父亲
的熏陶下，秋经常是书包里装着好几本“大
书”。这些“大书”有李白、杜甫的，也有
唐诗、宋词三百首。

有时候，夜深人静，秋还在秉烛夜读李
清照、辛弃疾、苏东坡的作品。正是这些积
淀，让今天的秋有了镰下收获的喜悦和富
足。秋的诗入心到信手拈来。秋的家在呼兰
河畔的小兴安岭林区，天然如画的家乡，为
秋写的古体诗词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三八”节时，秋发给我一首玉楼春，《玉楼春·春》：“无意东
风吹暖树，也把牧笛同带入，慢移拙笔和悠扬，直送馨香盈万
户。嫩柳河边云似幕，兴绾青丝随浪渡。思山恋水对歌浓，林涧回
声心里驻。”秋的这首玉楼春，观察细腻，画面感极强。这首词从
远到近，由高到低，由河边到村头，一气呵成，像春风一样，给你
一个一马平川的色彩世界。这个世界是鲜嫩的、馨香的，也是乡愁
的。剖析这首词，上下两阙，逻辑严密，平仄句式工整、规矩。诗

人把所见、所闻、所听、所思一览无余地表现在整首词中。入心的
诗词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贾岛的四行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秋是一位才女，不可能“才吟五字
句，又白几茎髭”，但是“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是极有可能
的，所以我读了几遍就真的出现了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
茎须”的感觉。

秋玩古体诗词，入情。秋玩诗词，常常带着我，因此隔三差五
发给我一些词赋，让我先睹为快。《采桑子·春》：“和风几缕吹新

绿，染透枝条。几点丝绦，缀满春山处处妖。轻舟荡起诗情美，翠
蕊含苞。牧曲歌谣，陌上凝香秀色娇。”没有真情，不抒情，不叫
诗，不叫词；没有严格按照词牌填词，自以为是，大脸厚皮的弄新
韵，或者所谓的中华新韵，都是对古体诗词格律的亵渎。不会写，
滥竽充数，逢场作戏至少是装古董，新僵尸（诗）。没有格律，不
入情，无病呻吟，不如躺在山坡上的牧羊人吼出的二人台，华阴老
腔。上面这首采桑子，轻快灵动，鲜活秀美。诗人整首诗采用白
描、特写等手法，把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的三平韵，雕刻

的如鱼得水，浑然一体，意境勾连无隙。秋是一个很有家乡情怀的
女诗人。她的诗词多数以家乡的山水为主。她在平凡中写特色，在
朴实中写光华，在泥土中写伟大。《采桑子·曾对欢》：“荷塘月色双
双醉，庭院花香。朵朵芬芳，把酒熏香共舞裳。笙歌散尽君朋退，
向远苍茫。帘幕垂房，试问红尘暖与凉？”《浣溪沙·红月亮》：“万
里穹隆墨染空，天涯咫尺那轮红。丝丝装点几人容？古月蒙纱如酒
醉，姮娥含韵最情浓。靥羞相望与谁同？”采桑子的最大特点是两
平韵，一叠韵，在双平入韵过程中，平不好，叠不好，就等于失

败。而秋的上下阕结句“中仄平平仄仄
平”的标准句型掌握的特别准确。所以
说，一首好词，既要词牌子的循规蹈矩，
又要有意象上的突破。

不得不指出，秋的古体诗词，注重了
山水画面，也讲究刀法，但是忽视了哲
理，留下的回味空间太窄，值得注意。诗
也好，词也罢，甚至自由诗、散文，离开
了抒发情感，忽视了警醒世人、读者的哲
理思想，就失去了诗词的本义。好在，秋
玩出的古体诗词，很有档次。如今她早已
经是中华诗词学会、黑龙江省诗词协会、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哈尔滨市诗词楹联家协会的会员了。她的诗词
作品经常出现在《苏城诗萃》《巴彦文学》《哈尔滨市诗词楹联》
《诗林》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今年春节前一天，关东古巷小
酌，秋送给我《秋思》《秋韵》两本诗集，我一直学习着。

境随心转，心安为大。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
因为此句中的“心”不是用物质形态所能衡量的，
它的空间是立体的无界的。很多事，我们都可以在
心中设计或预想，只要你能打开思维的触角，心的
容量就如海纳百川。常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如此将心海起伏形容得也极度到位。又闻，
你的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这就是心，无论
是喜怒哀乐也好，嬉笑怒骂也罢，万般感受皆容其
中，却又不经意的遁形。所以，心为左右思维、左
右人生、左右世界的中枢。而有一颗慈悲、宽容、
感恩系念众生之心，才能与和谐、平等、大爱相伴
而行。

《管子·心术下》 中提到的“心治是国治也”；
《诗经》中提到的“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儒家倡
导的“忠、孝、仁、义、信……”；兵家认为的

“兵者诡道也”“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等均强调心
的至关重要。

常在文章中看到“心心念念”，细看前两个
“心”已然明了，而“念”则是“今”字下面加了
“心”，可见，心之所动皆为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唠叨了这么多，笔者无非就是想论证一个观
点：心为生之本，心为境之根。

如果心中装的都是春光明媚，那眼中所见的也
定是山水风景。

人的一生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一个经历与体验
的过程。你的心中若安住一片蓝天，那定会遇清水

轻风；你的心中若是乌云压顶，那定会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你的心中若多体量他人的不易，那定不会
时时见人之过。所以，所有的外境，均来自内心。

苦恼、欢乐、幸福、悲哀均来自心的映射，你
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境遇，皆取决于你的
那颗心。嬉笑怒骂皆世态，诽谤是非当忍辱；面对
尘世喋喋语，皆做轻风伴耳畔。请相信，一颗充满
阳光的心，定会给心之主人一个好的磁场，传播
正能量、传递温暖。请每个人都看好自己这颗心，
经营好心里的风景，人生的境界与境遇何愁不都是
风景如画。

心 的 风 景心 的 风 景
□薄秀芳

怎 样 玩 好 古 体 诗 词
——简评秋的组词《采桑子》

□素心 布日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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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浅评

老城如今展新容

机吟车歌彩旗升，
大街小巷起诗风。
鹤乡高唱新生曲，
老城如今展新容。

南国风貌北疆情

新街彩巷著古城，
花苑亭阁赋新生。
休闲去处无其数，
南国风貌北疆情。

千辛万苦铸华章

大街小巷翻新忙，
区区路路着新装。
动地惊天书新史，
千辛万苦铸华章。

鹤城短歌三题
□李闻方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每年五月初，
中国百姓家家都开始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
种更是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红枣的枣粽；南方则有
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既美味，又美观。

我们这里通常都是包枣粽，白白的糯米里放入几颗
红枣，煮熟时白里透红，吃起来既香又甜。每年过端午节，
我都是买来现成的吃，自己学包粽子是从去年开始的，女
儿知道我爱吃粽子，放假的时候把糯米、红枣、粽叶一应
俱全的都买了回来，这回可不能偷懒买现成的了，学着包
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刚学
的时候不是把粽叶拽破就是到处漏米，女儿也是第一次
学包粽子，我们包出来的粽子没多少是三角形的，而且生
怕漏米，把每个粽子五花大绑，捆的是结结实实。各种形
状的粽子在我和女儿的嬉笑声中逐一粉墨登场。

煮粽子最是心动一刻，粽子下锅只几分钟的时间糯
米的香味伴着艾叶那特有的清香气味就弥漫了整个房
间，真是香气四溢，沁人心脾。煮粽子一定要时间长一些，
这样会很绵软，更香甜。吃时最好凉的时候吃，这时候粒
粒米已不分你我紧紧地粘在一起，吃起来更有韧性，滑滑
的很爽口。

煮粽子的锅里一定要煮鸡蛋，有条件的还要再煮些
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要再吃蘸盐的鸡蛋“压
顶”。据说，吃五月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夏天不生疮；把粽
子锅里煮的鸭蛋、鹅蛋放在正午阳光下晒一会再吃，整个
夏天不头痛。

粽叶里包上红枣的枣粽还有“早中”的说法，即是为考学的学子们加油！早早考中的
意思。粽子谐音中子，民间也有吃了粽子能得儿子的说法。

又是一年粽飘香，饮水思源。每当节日来临之时，总会想起战国时期爱国诗人、楚国
大夫屈原的那种感怀局势动荡，国事不振，并以死相谏的爱国精神，人们为了表示对屈
原的崇敬和怀念，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
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粽香飘飘，情味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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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墙上悬挂着一张老人的画像。他白白的
头发，布满皱纹凸起的前额，炯炯有神的眼睛，长
长的银须，这就是太爷的画像。

这张画像，是50多年前我在县城读高中时找
一位出名的画师，照着一张手指肚大的小相片画
的，画得非常逼真。旧社会，穷人吃不上、穿不上，
是没钱照相的。而太爷的这张小相片，是哪儿来的
呢？是伪满洲国时统一办“良民证”照的。人们常
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这话不假。我的姑奶奶，
即太爷的女儿，细心地将这张小相片保存了几十
年。妹妹们在姑奶奶的针线笸箩里发现后拿回
家，新奇地相互争抢着看。我说：“别抢坏了，让我
拿到城里照着画个大画像吧，好不好？”大家都很
高兴地支持了这个想法。于是，我拿到城里画下了
太爷的画像。

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民族不
同，方式不同。记得小时候在乡下过年时，汉族人
家都供奉宗谱，宗谱记载着一代一代先人的名字。
上供烧香，大人、小孩跪拜磕头表示敬意。我家是
蒙古族，供奉的是由父亲用红纸写的三代宗亲，受
人讪笑。我问父亲这是咋回事？通过父亲的讲述，
我对家史有了些了解。据父亲讲，不知是战争、雪
灾，还是其他原因，太爷带领一家人从蒙古族聚
居的地方逃难出来，辗转了许多地方，历尽艰
辛，受尽磨难。开始在汉族聚居的地方住下来，
语言不通，不便交流。饮食习惯不同，生活又相
当拮据，多亏一些好心人救济、施舍，使一家人
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然而，就在小日本鬼子倒
台那年，闹霍乱，太爷、爷爷相隔几天先后去
世。父辈们幼小，太爷以前的辈份谁也说不清
了。追根溯源，太爷就是祖先。于是，由太爷的
画像便取代了逢年供奉的三代宗亲。不仅过年供奉，平时也悬挂在墙上，既
受到子孙敬拜，也受到村里人们的仰慕。

端详太爷的画像，便使人联想起他的一些轶闻趣事，一代一代从中体会到
这位老人具有的品格与精神。据说，太爷喜欢饮酒，经常骑一头白毛驴走亲访
友，腰拴一个酒葫芦，用餐时都要喝自带的酒。有一次进城，太爷喝酒过量，回
来时，把毛驴拴在电线杆子上，自己躺在铁路边睡着了。一个铁路巡警发现后，
没好气地一边踢，一边喊：“老头，不要命啦！”太爷迷迷糊糊地问：“你是干啥
的？”“我是巡警。”太爷立刻站起来，气愤地说：“巡警咋的？就打人啊。”并与巡
警抱做一团，在冰天雪地滚打起来。打了一阵，酒醒，太爷把手伸进棉袍里摸。
巡警问：“老头，你摸啥？”太爷说：“我摸撸子（即手枪的一种）。”吓得巡警一边
往回跑，一边大声嚷嚷：“可不好了 ，那老头有撸子！”其实，太爷疼爱孙子，买
了几个梨放在棉袍里，看打没打丢。

太爷喜欢养狗。不像现在人家是为寻求开心而养宠物狗。而我们家里经常
养几只不同类型的狗，除了看家护院外，用于放牧时驱赶狼群。有一次，太爷领
着大黑、二黑两条狗去山沟放羊，突然，几只恶狼从草丛中窜出，向羊群扑来。
两条狗发疯似的拼命地与狼搏斗，赶走了恶狼，保住了羊群。大黑年龄大，由
于与狼鏖战，活活累死。太爷心痛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常常叨咕说：“大
黑狗太可惜了！”还有一只机灵的板凳腿小黄狗，每当大雪封山，隔三差五晚上
便去野外，从雪坷里扑捉野兔，早晨叼回来，成了一家人的美味佳肴。太爷常对
孩子们讲一些“义犬救主”的故事，教育孩子们说：“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知
恩图报，任何时候都不要伤害它。”

太爷喜欢交友。特别是看到那些穷人，太爷常为他们打抱不平、办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太爷头脑聪明算账快，年终，财主给伙计结账，他都要帮助伙计们
算账。一次，财主的账房先生没好气地对一个呆头呆脑的伙计说：“五九三元
五，拿去。”太爷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喊道：“你眼中太没人了，也太欺负人
了！”并抄起炉盖向账房先生砸去，财主手急眼快，抱住太爷，否则，闹出了人
命。账房先生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再也不敢欺骗穷人了。

太爷的故事不少，一代一代传颂着。村邻进家串门，看着太爷的画像，无不
夸赞说：“这老爷子，可了不起。”总之，太爷是祖先，是全家人的偶像。他是一个
聪明、倔强、讲理、不惧硬、爱打抱不平的蒙古人，直至我们这一代，仍有这种遗
传基因。太爷，就像一棵大树，永远荫庇着世代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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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的幽幽粽香
在端午的内陆绽放

沿着苇叶的脉络
泛舟汨罗江上
天空播撒的鸟鸣
似《离骚》蒂落
在水一方

苇塘飘摇着郢都的苍茫
《怀沙》之后
民生依旧多艰
蒹葭掩泣太息

一腔热血
被马莲的谮语灼伤
洁净的苇叶一衣带水
含着千百粒金黄
水深火热是一种历练
涅槃后 白露始能为霜

翠色的馨香醉了大街小巷
千年的故事依然汩汩流淌
一种精神永远不倒
剥去岁月的鳞片
犹见龙舟乘风破浪

节日之核谓之粽子
糯米粘软 遇齿则刚
那卷在舌尖的传说
凛然昭示世人——
权势与金钱云散
精神与文化流芳
不信你瞧
千村万户正把楚大夫

的风骨品尝

你的身影
在乡间舞动
把沉睡多年的乡间旧习惊醒
你的身影
如闪电划过星空
点亮新思绪
在乡间胚芽
在乡间播种

你的身影
踏碎冬的冰凌
把春的气息相迎
一股股暖流
一缕缕爱意
在贫瘠的土地上
相互涌动

种下智慧
收获财富
种下真诚
收获的是一车车拉也拉不完的丰

收美景
把最好的思维 给他们
如明灯 点亮黑夜
似朝阳 迎接黎明

你的身影
是乡民的挚爱
你的身影
是乡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你的身影
——献给乡间扶贫者

□陶永久

粽 香
□钱国宏

凝
眸
凝
眸

佚
明
佚
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