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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影

春暖轩窗 宜勤读
●郭海燕

边走边写

丽日抒怀

春日种语
●李小奔

塞外文苑

春晴逢谷雨
●吕成玉

大窑人
●韩国栋

诗林漫步
成都武侯祠门前的黄葛树，枝蔓藤条，五根硕

壮主干丝缕缠绕，曲回圆蓬，直耸云天。景区内游
人如织，瞻仰先贤的人们纷纷拍照留念，重温一代
良相的丰功卓绩。我在这样的仲春时节只身拜谒
武侯祠，也不禁心潮涌动，感慨万千。

成都武侯祠前身汉昭烈庙距今已1800余年，公
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去世，葬于成都汉昭烈帝庙惠
陵。后来，明朝宗室蜀王朱椿下令将原本两处的塑
像搬至现址武侯祠内，于是刘备墓与武侯祠合建一
处，历经风雨，现存主体建筑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修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君臣合祀遗址。

重温那一段历史，诸葛亮是杰出的军事家，诸
葛孔明“木牛流马”“八阵图”挥斥方遒，惊艳了历史
的天空，“八阵图”战法，八个方阵灵活调配，运用自
如；诸葛孔明带兵有纪律，扎营横平竖直，皆应绳
墨。诸葛亮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外交
家，外交场上舌战群儒；内政图志发展农业，潜心研
究灌溉，修复都江堰；他注重经济，要求贵妇民间妇
人学织蜀锦，高明论断“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他
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隆中对》三百五十字，
决定了后来十多年的历史，帮刘备打下三分天下的
伟业；《出师表》乃经纶满腹，语出惊人，字字珠玑，言辞诚恳，有道是读《出
师表》不哭者，此人不懂得忠诚；《诫子书》教育后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如何珍惜时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激励人们要成为品学兼优的人；“年
与时驰，意与日去”，警示人们不珍惜时光，不坚持自己的初心，就会“多不
接世”被时代淘汰。他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道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
远”来修炼自身，用法家的思想治理国家。带着如此景仰与崇敬的心情，我
走进成都武侯祠。

在成都武侯祠前院里最主要的就是两块石碑，唐碑，明碑。右边的唐
碑，是唐朝公元809年宰相武元衡来成都拜祭武侯祠之后专门为诸葛亮建
立的，唐代名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
镌刻。因为唐碑的文章、书法、镌刻都堪称一绝，因而被称为“三绝碑”。这
块碑文中记述了诸葛亮的治国理政执法以及治军的才华与智慧，和唐朝的
人们对诸葛亮高度的评价，对后世人们重新认识诸葛亮其人、其作为，有很
大的人文思想价值，书法镌刻之精美的美学价值也堪称一绝，令人回味无
穷，视为经典。左边明碑碑文字迹清晰可识，主要介绍了武侯祠的历史沿
革，是刘备宗庙留存至今的有力见证。

二门内长廊壁上，嵌有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石刻，笔法遒劲有力，
潇洒飘逸，刻工精良。

跨过二门是刘备汉昭烈庙的正殿，大殿单檐歇山式建筑，石柱砖墙，雕
梁画栋，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正中是蜀汉帝刘备塑像，偏殿长廊是关羽、
张飞等文臣武将的塑像。值得一提的是，在正殿里有一篇《先主传》刻在木
板上长十余米，通过文字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刘备：坚韧、仁慈、沉稳，
又侠义的刘备，和我们在《三国演义》中读到的刘备人物形象可能还有所不
同。在《后主传》旁边悬挂着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沈尹默书法作品《隆中
对》，《隆中对》文中从一无所有到三分天下的创业精神被镌刻得更加熠熠
生辉，激励鞭策着后人。两侧偏殿文臣、武将廊雕像各14位，共28位雕像，
或英武俊朗、或儒雅倜傥，明清时期的雕刻风格显著：色彩艳丽，线条流畅，
人物面部多圆润，四方脸，赤橙黄绿青蓝紫赭色浸染，不仅使人们领略了三
国蜀地文臣武将的风采，并简要了解到他们的生卒年龄和时任职位，以及
卓越功绩与履历，同时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雕刻之美一览无余。

再往后走就到了诸葛亮殿（即静远堂），门楣悬挂匾额由郭沫若撰写的
楹联“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内柱为董必武所题：三顾频烦天下计，一
番晤对古今情。古朴的大殿显得庄重肃穆，祠内供奉着诸葛亮及其子孙三
代塑像。诸葛亮塑像目光炯炯，羽扇纶巾，超然脱俗，令人肃然起敬，堂前
鲜花簇拥，据称一年四季各地来拜谒游客不断，鲜花不断。两侧陪祀子诸
葛瞻、孙诸葛尚。此殿匾联、楹联、碑刻甚多，殿前高悬“名垂宇宙”大匾，赞
誉诸葛亮名满天下，此匾为清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所书。

在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处人文景观，祠中一隅室外长廊，亭畔翠竹摇曳，
荷花池绿水涟漪，廊内墙壁《诸葛亮遗存精选系列展》十余米铺陈，展览以
诸葛亮青少年故居隆中的武侯祠为始，以纪念诸葛亮为国捐躯的双忠祠为
末，涵盖全国现存的隆中武侯祠、南阳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成都武侯祠、
宜宾丞相祠、保山武侯祠、祁山武侯祠、木门道武侯祠、五丈原诸葛亮庙、勉
县武侯祠、武侯墓、诸葛双忠祠共12所武侯祠的相关图片资料展。展览讲
述了凝结在人们心中以纪念诸葛亮的祠庙、遗迹为基础的兴复汉室、矢志
不渝的北伐初心，以及后人对其功高百代、精神永传的无限追忆和瞻仰。
在中国的第一个武侯祠定军山，定军山下的武侯墓，诸葛亮星落五丈原，临
终时上表刘禅：“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有田十五顷”，身为臣相，以国运为
己任，八百株桑用来兴农事抓经济，十五顷薄田彰显一代良相的清明自
洁。定军山下武侯墓前，千年古柏苍雄茁然，凌霄花开放，满园丹桂飘香，
一代良相“高风亮节与天齐，蜀汉遗骨万年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遗
风流韵绵延至今。

景区园内还有古柏斋、广益堂等配套场馆，古柏斋门前赫然题联“大树
思冯异，甘棠忆召公”（李商隐诗词）；广益堂集孔子孟子文句之楹联“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小小门庭皆透露着古朴雅致的
风韵，与诸殿浑然天成、相互辉映。

武侯祠历史遗迹众多，不仅具有自然古朴典雅的人文精神的园林意
境，同时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三国中，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白帝托孤、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数段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令后人垂岸膜拜，
流连忘返。那是个英雄辈出、逆流而上的时代，日月旋转的宏图野望、沧海
横流的英雄豪情，那些闪烁着智慧与生命之美的个体，在星汉灿烂的夜空，
激荡张扬着人生理想；在日月昭昭的天空，挥洒托付着家国情怀，而长风破
浪，美名远扬。

追古抚今，发古幽思。诸葛亮初心不变、信念执着及坚持不渝的高贵
品德，至今仍闪耀着人性智慧的光芒，亦如后代贤哲对他所作评价:“善始善
终者人皆效之，因其能安顺万物根本，与大道共存。”此谓大道至简，就像涓
涓流水，一路流淌，最后汇入江河大海，方得始终矣。

山坡上，草已枯黄

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

裹着兽皮，手持梭镖

在枯草间游荡

他们打磨石器

钻木取火

以狩猎采集为生

过着定居生活

几十万年过去了

有时还隐约听到那些个

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

砍砸器在“咚咚”作响呢

如果有时光机

我会追寻到几十万年前

一路走来

在黄泥的坡道上

找到消失的古人类

让那些花岗片麻岩

和坚韧的燧石构成的小山

和着狼的脚印

在黄泥土层里与人类进化

聚合在一起

贯穿一个几十万年的梦

我

没有闭月羞花的容颜

没有风华绝代的才气

我只愿做一个安静的女子

守着一份恬淡的情怀

恋着一份静好的岁月

忆往事

念流芳

纷扬若花瓣

若落雪

一片片零落在心扉的庭院里

岁月静好

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模样

微笑着向过去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仰望云卷云舒的天空

一片冰心在玉壶

携一把古琴，高山流水遇知音

舞一曲霓裳，翩若惊鸿

宛若游龙

捧一本好书，轻嗅墨香

如沐春风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

不倾国

不倾城

只倾其所有过我想要的生活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
●李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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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一共二十六颗。
飘窗上一块蜡染的靛蓝色棉手帕上
水灵灵地躺着一把金瓜种子，颗粒
舒展饱满，蓄藏着生命的力量。正
午的阳光洒满书房，为每粒种子的
棕褐色甲胄镀上金边。

“小奔，去年秋日，你来拾光小
院见藤架上金瓜累累，欢喜如童，
四处拍照留念。我欲摘两枚相赠，
你却执意不让，说且让其自在生长，
观之亦美。春天到了，寄你一些金
瓜种子，愿你亦能收获一架金瓜，满
目辉煌……”一枚淡黄色松花笺上
小念的手书清秀如其人。这让我想
起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草原，还有那
里的蒙草“种子诺亚方舟”。

在蒙语里，“呼和”指青色，“浩
特”即城市，所以呼和浩特市也被
誉为“青城”。对于“青城”之名的
各种由来，我更喜欢草色青青之
说。但敕勒川草原曾有一段时期
沙化严重，我问后来是怎么恢复到
如此繁茂的呢？朋友神秘地一笑，
带你们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就知道
啦。

在大青山脚下的呼和浩特市
林草种质资源库，我们见到了“小
草诺亚方舟”。这是一个聚焦草种
科技的种质中心，有九千多平方
米，收存了林草种质资源两千两百
多种，六万份，植物和昆虫标本十
五万份，土壤一百五十万份。它们
都是那些被称为“植物猎人”的种
子采集科研人员，跋山涉水、风餐
露宿，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收集而来
的。有的来自深山雪峰，有的来自
草原，有的来自大漠，北方乃至半
个中国的野生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都在这个库里。

在这个地下库房里种子们可以
沉睡五十至一百年，未来在某一片
土地需要它们时就可以被唤醒，迎
来又一次生命的启航。除了这样专
注于野生乡土植物的种质库，我国
还有全球单体最大最先进的国家级
作物种质库，都是植物种质资源保
护的大国重器。

开始听解说员说“种质库”，我
心里还奇怪，不应该是“种子库”
吗？后来才知道种子是种质资源的

核心部分，还有根茎、穗条、花粉等
整套的遗传物质统称为“种质资
源”，还会同时收藏其所在地的土壤
和微生物群。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植物。

飘窗上的阳光正好，我用蓝色
蜡染手帕把金瓜种子包起来，仔细
折成一个长条，盖在眼睛上负暄而
眠。暖阳下的午梦遥远又真实，我
像一粒种子在一间透明的舱室里休
眠，一睡百年，光阴以可见的速度流
逝，人群以流水的速度更替，有几个
看不清面貌却似和我很亲近的人经
过那个透明舱时向我挥手一声声唤
我，我想回应，却想起自己早已签下
百年沉默的契约……

暮色漫过窗棂时，小念传来照
片：她窗台的陶钵里，两株金瓜苗正
伸出触须探索春光。我忽然明了种
质库最深的隐喻——那些沉睡的种
子或许都在等待某个清晨与旧雨新
知重逢于新的土壤。就像此刻，我
正把二十六粒未来种进这电子稿纸
的格田，等待文字在某个读者的心
海，掀起翠绿的浪花。

“弱柳千条杏一枝，半含春雨半
垂丝。”当河套地区万千柳丝在春
风中婆娑起舞，一树树雪白的桃花
和胭脂万点的杏花带着丝丝春雨，
在街衢和路边尽情绽放时，春天的
最后一站——谷雨，在万物复苏的
美好季节如期抵达。

谷雨，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
说，在每年公历 4 月 19 日—21 日。
古籍《通纬·孝经援神契》记载：“清
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
月中，言雨生百谷清净明洁也。”

《群芳谱》云：“谷雨，谷得雨而生
也。”谷雨表示气候的状况。这时
天阔地明，春意阑珊，在雨水的滋
润下，各种谷物茁壮生长。

农谚有“清明要晴，谷雨要淋。”
对农人而言，盼望春雨润泽大地
时，能聆听到万物生长的喜悦，是
莫大的幸福。因为南方大部分地区
秧苗初插，河套地区恰逢小麦吐
绿，各种作物和植物正需要甘霖滋
润。

清明谷雨紧相连，不风不雨正
晴和。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
春天的序曲，在四月将画上休止
符。谷雨过后再无寒，醉入人间四
月天。此时，气温急遽回升，盘踞
在北方地区的严寒已彻底退出季节
的舞台。虽有冷空气来袭，沙尘侵
扰，但不断上升的阳气，将季节推
向一个新的高峰。

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骚客留
雅兴。历朝历代，每逢四时八节，
文人雅士都要挥笔赋诗，各显其
能。或写景、或记事、或状物、或抒
情。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
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谷雨这个充
满诗意的节气却是“最爱晚凉佳客
至，一壶新茗泡松萝。”笔者想，贵
客一定是情趣相投的“鸿儒”。他

们品茗吟诗，铺纸泼墨：“几枝新叶
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先画凄
清冷落的几枝新竹叶，再涂数点淡
墨，以干笔横皴春山。在风和日丽
的谷雨时节，有此浓浓雅兴，岂不
快哉？

谷雨时节，河套大地树木吐绿，
花卉绽蕊，一派春和景明的新气
象，是踏青郊游的好时光。唐代诗
人王炎在《谷雨后一日子大再有诗
次其韵》中描写了春游的情景：“花
气浓于百和香，郊行缓臂聊翱翔。
壶中春色自不老，小白浅红蒙短
墙。”诗人在谷雨后到郊外散步，花
香浓郁，矮墙上红白相间的小花，
簇成一片。“旅人游汲汲，春气又融
融。”（唐周朴《春中途中寄南巴崔
使君》）当代人春游更是兴致勃发，
说走就走。男女姣服，络绎成群；
或自驾，或骑行。到田野，观长河，
访农家；赏百花，游梨园，品鲜鱼，
满面春风，其喜洋洋者也。

谷雨节气，河套地区的农事活
动紧锣密鼓展开，玉米等农作物到
了播种期。淋一场田间细雨，播种
大地的萌芽。田野上，机声轰鸣，
塑膜闪烁；金籽入土，陇亩平整。
小麦已经成垄成行，储备肥料，准
备浇灌，田间管理进入前期阶段。
一年之计在于春，日月不负种田
人。

“平畴翠浪麦秋近，老农之意方
扬扬。”想到麦浪翻滚的时候，农人
一定会笑逐颜开。游人望着“农事
雀声里，归程暮色中”的劳作身影，
期盼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
国人碗中装入更多优质粮油而欢欣
鼓舞。

谷雨时节，既是劳作，也是读书
的良辰美景。“邵平瓜地接吾庐，谷
雨干时手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

就床吹落读残书。”（曹邺，一说薛
能《老圃堂》）作者的勤奋可见一
斑。既为东堎君邵平的瓜田锄草，
又在闲暇时读书。他的行为引发了
春风的嫉妒。于是，昨天的春风趁
他劳作不在家，从床上偷偷地将其
尚未读完的书吹落地下。可见作者
内心乐意的事情莫过于耕作读书两
件事。拟人手法的恰当运用，俏皮
活泼的语言，让读者对其行为肃然
起敬。

天体运行，物候变幻。十五天
的谷雨被分割为三候。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一
候萍始生。雨水渐多，浮萍开始生
长。由于它是萍科水面浮生植物，
随着水到处漂流，使人生发“半随
波浪半黏沙，漂泊东西不恋家”的
万千思绪。

斑鸠吟啭山林间, 风吹羽毛万
物闲。二候鸣鸠拂其羽。鸠者，
野鸽子也。鸠声鸣叫，提示人们
开始播种。自古以来，斑鸠栖美
树，着美衣，鸣美声，是自然界美
的化身。“自古河洲留倩影，一生
坚守两相依。”古代文人墨客将斑
鸠化作爱情的忠贞不二而广受人
们的赞誉。而游子外出，更像是

“斑鸠离别泪涟涟，回首离愁梦未
醒”。

戴胜谁与尔为名，木中作窠墙
上鸣。三候戴胜降于桑。在桑树上
见到戴胜鸟，是蚕宝宝将要生长的
信号。人们常说“千年伊始，戴胜
如意。”此鸟象征吉祥如意，还象征
忠贞不渝的爱情，更象征对幸福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时至谷雨，百花开至荼蘼。春
已微老，夏尚稚嫩。季节循环往
复，岁月时时更新。让我们抚平春
光的褶皱，迎接春夏交接的盛典。

春日，凭窗读书，是一件再惬意不
过的美事。

读书的情境有千千万。有凿壁偷
光的萤火夜读，有皓首穷经的闭户苦
读，有挟策就枕的孜孜研读，还有不觉
春深的开卷勤读，每一种都携了光芒，
书香生暖。于我而言，更喜欢临窗而
读。尤其在春天，天明，地暖，物萌，一
扇轩窗，满窗风景，捧卷长读，神清气
爽，一切都是那样欣欣然。

春天，倚窗读书本就是一种美。“小
轩窗，正梳妆。”苏东坡怀念妻子的倩
影，是晨起隔着轩窗梳妆的美丽，而作
为尘世普通的女子，只需轻挽发髻，摊
开书页，静坐窗前，一样心境澄明，美不
胜收。窗外，阳光明媚，万物勃发；窗

内，静心凝神，持书细品，万千风情尽收
眼底，这真是生活的一份馈赠啊。

读书就是沿着作者的脚印，一路
去看沿途的风景。书册里，隐藏着无
限的风光。在芳菲的四月天里，读到
沈从文，仿佛与他邂逅在20世纪30年
代的凤凰小城，清清江水，在无垠的湘
西时光里，化身为璞玉浑金的翠翠，去
追寻远方。跟着梭罗，一起面对碧波
荡漾的瓦尔登湖，浩瀚的森林，在静谧
的大自然中，感受大地呼吸的频率和
遗世独立的超然。翻开艾平的《隐于
辽阔的时光》，从一株牧草到一只羔
羊，整个草原都袒露出壮美的胸怀，深
沉而博大。

春天，倚窗读书亦是孕育希望。

万物复苏的季节，心灵亦在觉醒，正如
埋于地下的种子，等待破土而生。临
窗望去，一草一木，清晰如画。远处是
郊外静谧的村落，虽不及古诗中“烟村
四五家”的淡泊意境，却满载人间烟火
的真实。在春日，在村落，无数勤劳的
人们以土地为根，世代耕耘，生生不
息，这不只是美丽的春景，更是萌发的
希望，与万物共鸣。而埋头勤读，就会
在字里行间，体会智者和先贤的思想
精华，在情感深处唤起深植心底的快
乐和感悟，让智慧的种子生根发芽。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
华。”此刻的内心，如雨后的庄稼，处于
一种希望和生长，我喜欢那种茁壮，那
种拔节的声音从体内迸发，充满了对

时间和世界的拷问，远离热闹和喧嚣，
以独自的姿态，绚烂绽放。

打开窗，春风不打招呼热情地挤
进屋子，轻抚头发，让人内心清凉又生
动。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和略
带寒意的晨风一起走进文字的世界。
那些居无定所的饱满激情，就在文字
的王国里或哭或笑，或生或死，恰如其
分，满城繁华。

合上窗，无声的阳光，苒苒而过窗
台，投射到展开的书本，顿时让人的心
里种满了欢喜。透过窗棂，一朵朵绚
烂的阳光在书页上，绽放成它们自己
的样子，五彩绚烂，自足悠长，别样的
端庄娴丽，万转千回。

春夜，倚窗读书不只是享受，也是

修行。暮色渐浓，点亮台灯，斜倚窗
前，读几页文字，赏几眼夜色，内心生
出许多思考。此刻，没有柴米油盐的
琐碎，没有浮华世界的喧嚣，只有文字
中的智慧于内心波澜起伏，小小的房
间里，天地却一片宽阔。静夜抚卷，细
细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言语，哪怕窗
外的夜色再盛大，也只是读书的衬托。

钱钟书曾在《窗》中描述：“窗子打
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
都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
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
去找。”春天里，远方的诗意，只须坐在
窗前，就可体会到浩瀚。

春来正是读书天。一方暖意，一
扇轩窗，读书，才是春天该有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