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42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 李炎李炎 电话电话 43968274396827 E-mail：xccb66@163.com 文峰塔

莲
城
诗
话

栏目主持栏目主持：：庄生庄生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鹧鸪天

学习习总讲话有感
□ 焦永华

辛丑隆冬岁末寒，
京华盛会耀文坛。
江山壮丽描丰景，
华夏兴昌绣彩船。
除旧梦，换新颜，
披荆斩棘再登攀。
高歌猛进金光路，
大展宏图使命坚。

临江仙

读党史感怀
□ 杨守祥

我用傲骨思旧梦，
情怀岁月沧桑。

腥风血雨荡疆场。
金戈骁勇，

铁马破天荒。

我用灵魂追远梦，
求索万象春光。

穷读烈士好文章。
精神抖擞，

肝胆照天罡。

七律

初冬晨起散步
文/庄生

一声晓唱漫清埃
万户千窗次第开
梦里谈欢知旧面
目前叶落感新怀
云霞未减初冬暖
翠竹仍添灵韵才
无语蜡梅枝已壮
馨香静待雪匀腮

忆旧
□ 王天胜

早岁天真故，一腔热血流。
红尘酬壮志，岁月染白头。
意寄诗文内，情飞海角头。
老来归恬静，无喜也无愁。

《北海风光》
签约摄影师翟英健摄

欧阳修的西湖放歌

冬天的山野

□ 李鑫

在文坛大佬欧阳修的一生中，直挂
云帆济沧海是他人生乐章的主旋律，无
论春风得意还是流年不利，许州（今许
昌）和西湖始终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公元 1036 年，欧阳修因为与范仲
淹“英雄所见略同”而遭到政敌的打击，
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同时，他前
后娶的两任妻子都因病早亡。仕途失
意，亲人早逝，让而立之年的欧阳修人
生跌至谷底。他无处说凄凉，只有暗自
神伤。就在此时，一缕春光温暖了他的
心房。这束光让他看到了友情的可贵，
这束光让他重燃了追梦的希望，这束光
便是远在许州为官的好友谢伯初。一
个政治生涯被宣判缓刑的人，别人唯恐
避之不及，而谢伯初不仅没有疏离，反
而给他写信题诗加油打气，这让欧阳修
仿佛看到了西湖的春天。于是，1037 年
2 月，欧阳修回赠了一首《春日西湖寄
谢法曹歌》：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
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参军春思乱
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遥知湖上一樽
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
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
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
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
殊，唯有东风旧相识。

一首诗百来字，居然用了九个“春”
字，这首诗与其说是回赠，倒不如说是
一种心灵歌唱。因为这时的欧阳修不

仅没到过许州，更没见过许州西湖的盛
世美颜。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深情厚谊
的许州老友和想象中如梦似幻的许州
西湖能够安慰到欧阳修那颗潮湿而破
碎的心。

就在写过这首诗后不久，同年的阳
春三月，欧阳修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许
州西湖，此时的许州西湖水面百顷，湖
光晓烟、蕊杏含春，烟波浩渺的许州西
湖使欧阳修困顿的心境顿时开阔明朗
起来，他不禁发出了“西湖者，许州胜地
也”的赞叹。就在这个春天，欧阳修迎
来了一束束花开，品味到了爱和暖，走
进了自己的四月天。在许州，欧阳修与
妻子薛氏完婚，从此一生相伴，连抱四
娃。欧阳修的四子欧阳辩生活在许昌，
血脉绵延至今已有近千年。如今，襄城
县麦岭镇欧营村近半数村民都是欧阳
修的后裔。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
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
爱生活。欧阳修正是如此。他在仕途
上极不顺畅，贬谪是常有的事，接踵而
至的苦难反倒让欧阳修催生出了一个
有趣的灵魂。他早年自诩为“达老”，意
思是今后无论遇到多么糟心的事，自己
都要做一个旷达超脱的人。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顶级歌词作家，
他写的歌词新鲜出炉就“炸”街，是当时
坊间最时尚的元素；他是文学巨擘，他
的《醉翁亭记》自问世以来圈粉无数；他
是史学家，《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

《新五代史》就是他主持编纂的；他是政
坛领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是肝胆相照的挚友；他是朝堂肱骨，在
仁宗、英宗两任皇帝立嗣的国本大事
上，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一手提拔
了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司马光、张
载、包拯等人，使“丰草绿缛而争茂，佳
木葱茏而可悦”，成就了北宋文坛和政
坛最为辉煌的一代；他晚年以“六一”居
士自称，藏书一万，金石遗文一千，琴一
张，棋一局，酒一壶，吾一翁，谓之六一；
辞官隐退后，他居住在颍州西湖畔，一
连写下十一首“西湖好”诗歌，带着惬意
的情怀“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直
到终老。

压不倒你的，必使你强大。哪怕生
活平凡到毫无新意，甚至充满苦难和不
堪，你依然可以过得风生水起。纵观欧
阳修的一生，他不以个人得失而放弃原
则和理想。他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虽
与王安石为政敌，却亦师亦友。他是晏
殊的学生，因为暗讽老师不体恤民间疾
苦，最终两人“无可奈何花落去”，始终
未能“似曾相识燕归来”。然而，经历过
政治风雨洗礼的文人士大夫说，当欧阳
修真正摆脱这一切的阴影后，他看待世
界的眼光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当我们
今天再看《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时，依
然能真切地感受到欧阳修在 65 年的人
生苦旅中，是怎样以坚定的信念和达观
的情怀，豪情纵酒须放歌，终于迎来了
春色满人间。

□ 司德珍

四季轮转，我唯独偏爱冬天。冬天
的山野，没有百花盛放的明媚，没有草
木葱茏的浓郁，没有层林尽染的壮阔，
只有大自然留下的素然本真。此时的
山野，没有多余的装饰，繁华皆落尽，呈
现着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近日天气晴好，我决定到山野里看
看早已惦念的那些树木，那些花草，那
些飞鸟。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深秋，树叶
殷红似火、艳黄如金，整个山坡像一幅
油画。如今，树的枝头却是荒芜的，只
剩下零星的树叶在寒风中荡漾，不免让
人生出几分惆怅。但我的视线落在那
些树冠上时，又不由得心生感动，万千
的枝条坚挺在冬日的寒风里，不喧哗，
不颓败。挺拔的树干端坐在光阴里，从
容不迫地接纳着风霜雨雪。我知道，树

是有眼睛的，它的眼神深邃而幽远，散
发着安详的光芒，像慈眉善目的老人，
这是数百年里四季轮回的沉淀，是沧桑
堆积出的清朗。

我抬头与它对视，恍惚间仿佛站在
岁月的长河里。往回看是青涩到成熟
的磨砺，从年少轻狂到隐忍得体；往前
看是褪尽浮华的谦卑，经历了人生的百
转千回，便有了某个年龄合宜的沉稳。
前方的路，漫漫亦慢慢，不喜亦不惧。

树旁的野草与落叶相拥，呈现出另
一种生机。稠密的芒草尤为惹眼，它褐
色的茎叶饱蘸阳光，静谧而温暖。山坡
上的狼尾草挺立在寒风里，一簇簇，像
凝固的浪花随风摇曳。还有那些叫不
出名字的花草，它们的茎叶早已干枯，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们在寒
冬里默默积蓄力量，孕育着新的希望。
我蹲下身子手指轻抚这些花草，唯恐惊

扰了它们，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骨子
里早已镌刻了独有的顽强。

树木深处传来鸟雀的喧闹，不用抬
头便知道是喜鹊的叫声。在这个季节，
大多数鸟儿都已飞往南方过冬了，喜鹊
却不走，它们在光秃秃的枝丫上蹦跳，
守护着肃冷的山野。

在食物稀缺的冬季，觅食是留守鸟
儿首要解决的问题。这难不倒聪明的
喜鹊，它们在乔木和灌木丛搜寻，几枚
野果、草种便可充饥。喜鹊不贪心，窝
能遮风挡雨就好，野果能吃饱即可。它
们在暖阳里嬉戏、歌唱，“喳喳”的叫声
中充满了安逸。做人若能像喜鹊一样，
知足常乐，那他的人生定是豁然开朗、
悠然自得。

此时的山野是人间的一方净土，很
适合思索或发呆。我放慢脚步，看着漫
山的冬景与自己的灵魂窃窃私语。

本期版头题字：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