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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

艾草艾草
□□ 李峰李峰

麦子黄了，

艾草疯长着日月

镰刀下去，

光芒里有夏天的清凉

插几枝在门楣，

如门神手持刀剑

那些艾叶，

就是端午节的一副对联

掬一捧汨罗江的水，

饮下时

九问，

依我那艾草般的须发，

还能否有一丝

上下求索的力气。

此时

我只配奉上一只

用艾叶做的香串，

致敬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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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随笔屈原是楚国王族，芈姓屈氏，名平，

字原。

有些人，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屈原

正是这样。他意气风发，20岁出头，就与

楚怀王君臣和谐，官做到左徒，相当于其

他诸侯国的相国。楚怀王对屈原是真关

爱、真信任，楚国对内对外的全部大事，

都由屈原主持。

屈原对外，坚持“合纵”。对内，推进

改革变法。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改革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触动了某些集团的利

益，遭到了攻击和破坏。比如靳尚、子兰

等贵族，都对屈原颇有成见。这些人逮着

机会，就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有一次，楚怀王让屈原负责起草政

令，靳尚就想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条例规

定。屈原当然严词拒绝。靳尚马上跑到

楚怀王那里，说，屈原太狂妄了，他起草政

令不听任何人的意见，还对人说，这些事

情只有他最懂，就是大王您，也要听他的。

诸如此类的小报告听多了，楚怀王

肯定不高兴，与屈原就越来越疏远。慢

慢地，屈原的权力就受到限制，他的话也

越来越不顶用。最后，干脆时不时被派

到诸侯国去学习考察。国家的权力核心

圈，逐渐就没有了屈原的位置。

屈原那么高傲的一个人，也不懂得

去与楚怀王联络联络感情，看到什么事

情，依然是秉公直言，惹得大家越发看着

他就烦。于是就随便找些理由，把他流

放到偏僻贫穷之地。眼不见心不烦。

政治的风风雨雨，四季轮回是常态，

一时的起伏，算不了什么。但是屈原的

政治生命，就此了结。他的政治黄金时

代结束了，但是谁都不知道，屈原在这个

世界上真正的使命、真正的黄金时代才

刚刚拉开大幕。

我想，如果，让屈原一直志得意满，

无非就是楚国强盛起来，历史上留下一

位成功的名臣屈原。可是这样的名臣，

中国历史上一抓一大把，缺三五个没什

么大碍。但是，缺了即将写下《离骚》的

屈原，中国文化，将不知又是何等模样。

屈原的后半生就是在流放，从一个

偏远地方到另一个更偏远的地方，一直

往下走，看不到尽头，新的一天都是屈原

余生中最好的一天。他没有事情可干，

他的耳边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一天，楚国又被秦国抢了几个城池；

一天，楚国又被秦国占了几块地；

一天，楚怀王被秦国扣留了；

一天，楚怀王客死秦国；

一天，楚国新军 10万人，战败殉国；

一天，郢都被秦军攻占，王室仓皇北

逃……

屈原被这些消息折磨的没有人样

了。他的精气神也在无边的伤痛中，全部

酝酿成为注定要辉煌几千年的离骚、天

问、九歌、九章。这等何其美妙的篇章呀！

不需要修辞考量，不需要殚精竭虑，

不需要谋篇布局，这些都是凡人的伎俩，

天籁之音何须如此！“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他在恍惚之中，把

自己心中淤积的愤怒、高傲、不屑、理想、

怀念、委屈等等万千情绪，就那么铺天盖

地、浩渺无边无际……

他要问天，问地，问神灵，问风雨雷

电，问草木万物，问自己，问过往，问将

来，问所有的一切，“遂古之初，谁传道

之？……”他也不需要谁来回答，也没谁

能回答了他。

终于，他的精气神，全部化作文字留

在了世间，他还不知道，从那天开始，他

的哀伤，他的追问，他的理想，他的自由

……将如星空中的银河一般，注入无数

中国人的灵魂。

终于，他沉静了。他要给这个世界

的，都已经留下。他自己，只剩下苍老、

伛偻的身躯，在汨罗江畔徘徊。

江边有位渔夫常常见到他，这一天，

渔夫就问他，什么事把你折磨成这个样

子呢？他说，这个世道啊，浑浊一片，而

我是一股清流。所有的世人啊，都喝醉

了酒，浑浑噩噩，只有我是清醒的。

渔夫笑了，聪明的人，发现世道浑

浊，他也会与之俱进退；如果所有的人都

喝醉了，他也一定要把自己灌醉。这样，

才可以开心快乐，健康无忧。何况，你凭

什么认为，大家都不对，只有你对呢？

他说，我就是知道，我对。你的道理

我清楚，但我宁可把自己投入这江中，喂

了鱼虾，也不肯同流合污。渔夫叹了口

气，扛着钓竿唱着小调走远了。

此刻，假如我告诉屈原，离骚，天问、九

歌、九章，即将成为中华文明一座前所未

有、取之不尽的宝库。那么，一国的兴衰，

一人的荣辱，在此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看到，

屈原站了好久好久，终于，在岸边，找了

块光洁的石头，抱在怀中，一步一步走进

了汨罗江……

屈原
□ 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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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孝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

长、学术顾问，应邀为《孝义文化研究》写“卷

首语”，尤感其难。面对文化研究这么严肃的

刊物，既不能冠冕堂皇地泛泛而谈，又不能落

于俗套地人云亦云，必须别开生面，言近旨

远，写出文雅大气、发人深思的文字来。即以

刊登在《孝义文化研究》2012年第四期“卷首

语”——《文化情思》来说，就是对“文化”感情

充沛的一篇散文。

开头三言两语，引出话题，引人入胜：

文化，是两个笔画简单而内涵深邃的字

眼儿，是人们司空见惯、心向神往，而又难以

捉摸、难尽其妙的神灵。

接着写“文化是什么”？不是概念化、干

巴巴地说教，而是用一连串的比喻排比句，形

象化地描述：

文化，像茫茫黑夜的万盏明灯，给漆黑的

旷野遍洒清辉和光明；像严冬过后的浩荡春

风，给浩瀚宇宙、万事万物带来和煦与温馨；

像春天的翠绿，遍染无边大地的百禾千草、万

木千森……

接下来写“文化的内容”：

当你身不由己地踏进文化的门槛；当你

有意无意地跳入文化的汪洋，你便会流连忘

返、痴迷不已，由衷地倍感三生有幸，确也不

虚此行……五千年洋洋洒洒的汉魏风骨、盛

唐情韵、宋元技艺、明清风情；还有那美不胜

收的文章意韵、诗情激荡、戏文情趣、旋律悠

扬、舞步飘逸、线墨飞动，等等等等，无不使你

陶醉，让你振奋！

紧接着写“文化对人们的教化作用”：

文化，像温蓄于母体的乳汁，久储于窖库

的甘醇，开启锈锁的钥匙，迷茫大海的航灯，

干涸沙漠的清泉，久旱土地的甘霖，哺育你成

长，滋养你成人，催你奋进，促你猛醒，诫你骄

躁，助你前行，一步一步，跋涉攀登，以至人生

最后一程。

进而扩张引申“文化的功能”：

纵览古今，无论向纵深追寻，还是往横广

拓展，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存。人类从野蛮

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人到社会人，靠文

化教化；人们千差万别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

化修养；每一个人的欢乐与痛苦、幸福与悲伤、

崇高与卑俗，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靠文

化赋予。江山社稷、士农工商、衣食住行等，文

化如影随形地浸润其中。就连原本无情的河

海山川、日月星辰、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也因文

化而仪态万方，充满画意诗情。

最后归结到“对文化应有态度”：

文化如此多情地眷恋着你，如此执着地

钟情于你，像一个滔滔不绝的老人，为你讲述

着动人的故事；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与你

共同编织爱情的花环；像功德无量的上帝，为

你排除千难万险，解除百虑千忧。出于生存

的需要，出于良心的本能，你、我、他，难道不

应该如恋似爱地拥抱文化，如金似玉地珍惜

文化，如饥似渴地餐饮文化吗？难道不应该

因拥有她而自信，因富有她而自豪吗？

我想，这样的“卷首语”，对于三晋文化研

究会，对于孝义文化研究杂志来说，应该是文

对其刊，意合其题的：读者开卷鉴赏，也应该

是深受感染，颇受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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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是最为常见的有关茶的书法

字幅内容了，几乎在周围的茶馆、紫砂艺人工

作室之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紫砂壶上

面的陶刻铭文之中，“禅茶一味”也是最为流

行的题材之一。紫砂壶的产地宜兴，自古以

来就有着“江南佛国”的称号，历史上寺庙林

立，僧侣众多。如今，还有成规模的寺庙50余

座，佛音袅袅，香火旺盛，僧人之中擅制紫砂

壶者颇多。

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是最早介

绍宜兴紫砂的著述。其中记载到：“金沙寺

僧，久而逸其名矣。闻

之陶家去，僧闲静有

致，习与陶缸瓮者处，

抟其细土加以 练，捏

筑为胎，规而圆之，刳

使中空，踵传口柄盖

的，附陶穴烧成，人遂

传用。”又有：“供春，学

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

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

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

心匠，亦淘细土抟坯

……今传世者，粟色 ，如古金铁，敦庞周

正，允称神明垂则矣。”金沙寺位于宜兴丁蜀

附近，紫砂壶的滥觞与佛教渊源颇深，金沙寺

僧和供春也被后人尊颂为紫砂制壶的始祖。

佛教自东晋传入我国，佛教文化对我们的

哲学、文学、艺术及民间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紫砂壶既具有实用的泡茶功能，又兼具观

赏的审美功能，赏用兼备，理趣相融，紫砂艺术

与佛学文化在本质上存在很多相似、相近的地

方。宜兴紫砂艺人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在紫

砂壶的造型上也有取材于佛教法器的造型。

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所创制的《僧帽壶》，壶

身六面，耳型壶把，呈鸭嘴式壶嘴，壶肩上有

五朵莲瓣围成壶冠，正所谓“刻桑门之帽，则

莲叶擎台”（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后经历

代艺人不断传承改进，僧帽壶已成紫砂的传

统经典造型。传至当代，以顾景舟为代表的许

多大师名家依旧不断制作《僧帽壶》，还有《容天

壶》《济公壶》《心经壶》等等佛教题材紫砂壶也

颇受人们欢迎，其中蕴

含着紫砂艺术与佛教

文化的天然相合之处。

在紫砂壶的陶刻

铭文之中，也有诸多禅

机偈语。如著名的“曼

生十八式”之一《箬笠

壶》铭文为：“笠阴 ，

茶去渴；是二是一，我

佛无说。”意思是说：笠

帽可以遮阳防暑，而茶

水可以去暑解渴，如今

我用的是形似斗笠的茶壶，那这功能“是二”

还“是一”呢？其中的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也。还有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

的《咏茶》绝句：“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这首充满禅机的

茶诗成为绝佳的紫砂壶铭文，“一壶得真趣”

可谓是一语中的，很好地把紫砂壶与佛教文

化的因缘诠释出来。

言近旨远 发人深思
□ 梁镇川

◇写序琐记六

◇收藏·紫砂壶七

紫砂壶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 雒元元

鞋垫
□ 张明亮

◇小说轩

四色端午

时至端午，老家的油菜花，方如火

如荼。

那一把把油菜花，像一束束火把，

斜插在家乡的田野上。老家的油菜花，

开得晚，片片金黄如火星一般，在风中

开始飞舞。乍一看，令人心醉。

这片黄灿灿的色彩，带着古老的味

道，温婉娴雅，平静安宁。油菜花这种

亲民的植物，也有着亲近土地的特质，

带着当地的特征。有时，大风挟持着铺

天盖地的黄，带着狂野的气息；无风的

时候，则似乎沾染了这片古老土地的雅

韵，如温婉碧玉，宠辱不惊。

与金灿灿的黄相伴的，是明亮亮的

蓝。

这蓝，是老家的水。江河滚滚，载

着古老时光里的土地和人们，飘荡至

今。水声潺潺，水色是明亮的，仿佛被

天空渲染而成的蓝。抬头看天，是蓝色

的；低头望水，也是蓝色的。而这一高

一低的蓝，中间却夹着金黄。

于是，人立船头，抬头低头，似乎

都是看不到边际的天。不禁羡慕起那

些荡舟而行的船家，穿梭在脚下的另

一片蓝天中，谈笑自如。在他们的眼

里，世界便是眼前所见的这一切。那

些庸人自扰的烦恼，早已被抛至九霄

云外。

端午时分，归家的游子，总喜欢在

蓝蓝的江边，将快捷的交通工具抛至一

边，乘上慢悠悠的船只，顺江而下。一

路上，尽览风情。这风情，看在眼里，烙

在心上，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

黄与蓝，是明亮的；而下了船，眼前

的白与青，则是淡然的。

白色，是那连连绵绵的墙；青色，是

点缀在墙头上的青瓦。白墙青瓦的院

落，坐落于黄花蓝水之畔。穿过蓝蓝的

水， 过黄黄的花，在风的一路带领下，

来到了白白的墙边。那扇古老的大门，

仿佛就是一幅画的入口。穿过其中，也

就进入了画中的世界。

一明一淡，更显出了层次与不凡。

无数个夜晚，这四种颜色所构成的

乡间端午，不断出现在午夜梦回中。四

种色彩，所凝成的端午时节，带着儿时

的记忆，款款而来。醒来后，心中满是

乡愁，阵阵惆怅。

粽里人情味

我最怀念的，是提着粽子，四处串

门的那些年。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如今想

起来，很多细节都已模糊。记忆中，唯

有那一串串粽子，还有笑靥如花的脸

庞，不断在脑海里闪现。那笑容里，没

有客套和虚伪，有的只是浓浓的人情味

儿。

可如今的人，若是端午串门，恐怕

羞于只提一把粽子了。粽子之外，总还

得有点什么？或是红包，或是礼券，林

林总总。否则，别说自己不好意思，恐

怕对方的脸色，也会阴晴不定。

越是这样，越是怀念粽子里的人情

味儿。一串粽子，能连接两颗心，那便

是最温馨的事儿。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心间的澄明，往往与物质无关。此时此

刻，内心的宁静往往来自于一颗颗惺惺

相惜的心。而那些觥筹交错、礼来礼往

的端午节，总让人在喧嚣之余，觉得少

了点什么？

有一回，端午访友。人刚到，对方

早早就等在了门口。外头艳阳高照，对

面的脸同样热情高涨。手头的一串粽

子，看在对方眼里，顿时两眼放光，说总

算把粽子给等来了！闻言，我笑着反

问，人是主，粽是礼，怎么反倒敬礼不敬

人！对方却说，人如粽，敬粽即是敬人。

心有灵犀，于是相视而笑。

在我看来，粽子是端午节里最温暖

的礼物。对沉迷于世俗与应酬的人来

说，只是粽子，未免太寒酸，拿不出手。

可在两个相知相交的人来说，一个粽子

就是心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带来了盎

然生机，让整颗心都活了起来。

能欣赏这些的人，必是懂你的人。

细细风，斜斜柳，两人相对剥粽，闲话家

常，粽无铜臭，却有馨香。喧嚣红尘中，

大多是来来去去的过客，不会有什么人

为你停留。一串粽子，其实就是一束邀

请函，邀你走进一个内心的缤纷世界。

而这个世界的风景，唯有那些惺惺相惜

的知己们，才能领略与欣赏。

这样美丽的时光，怎能拒绝！心随

粽香，把情义撒播在心里的每个角落。

寄情于粽香，如乘上一缕春风，畅游天

地间，这样的时光，乐哉！悠哉！

只有端午节这天

主人必要聚集一些黄米

和红枣 和花生一起

用几片粽叶几经包扎

然后摆进锅中翻煮

这些大地的精髓

都要被主人仔细挑选

反复地淘洗和浸泡

它们都是幸运的宠儿

一年中也只有今天

这些颗粒才会被召唤

才会手拉手走进一首诗中

去祭奠一位诗人

端午
一

在中国

延续了上千年的

一个中午

二

听说他跳江了

有人扼腕叹息

有人昂首诵读天问

三

粽叶说 它不认识屈原

我说从你摊开的叶面

我已闻到了离骚的米香

四

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终于没能活过今天 那就

以舟设案 在此祭奠

五

你被流放 诗歌也被流放

流放是刀 雕琢成

千古一人的塑像

粽子粽子（（外一首外一首））

□□ 吕世豪吕世豪

（一）
惜，

一跃凌空汨水凄。

屈原葬，

岁月忍悲啼。

（二）
遗，

长恨绵绵无尽期。

追思唱，

路漫远修兮。

（三）
谜，

天问终成万古奇。

谁人解，

青绿粽香依。

感怀感怀
□ 冯利花

结过婚，娘年年在年前给我衲一双

描龙绣凤的鞋垫。有了女儿，娘也给孙

女衲一双好看的小鞋垫。唯独没有媳妇

的。

我曾私下里劝过娘几回。我说，娘，

你就不能给媳妇也衲一双鞋垫，你不是

说娶过媳妇要当女儿待吗？你要没功

夫，不给儿衲，也应该给媳妇衲一双啊。

待儿冷了热了，永远是拆不散的母子。

媳妇本来就是外人，你这样，人家觉得你

越是当外人看，还不如谁也不给衲得

好。固执的娘一笑了之，好像自有她的

道理。

我还不死心，我又说，娘，我们邻居

家的婆婆，见人就说媳妇的好。人家媳

妇下班回来要下厨，婆婆死活不让。人

家婆媳处的真像母女，你就不能学学吗？

我说归我说，娘还是独行其是，我都

无话可说了。我只好对媳妇说，娘没多

少文化，常年生活在山村，思维跟不上时

代也是有的，你也不要见怪。你看把她

孙女亲的，难道还能不明白是你的功

劳？媳妇也是明理人，从没在人前提及

此事。

父亲去世后，因为房子的事，娘和我

闹得很僵。我有些彻底不理解娘了。我

去看娘，娘不给我好脸子。我默做片刻，

悻悻而去。我也不想再理他，直到我第

三个本命年冬至前收到娘送到单位的一

身红内衣。但母子礼尚往来之间还是省

去了许多要说的话。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对方说，他是市人民医院的大夫，给

娘查出了恶性肿瘤，须尽快手术治疗，让

我去一趟。

我在医院见到了憔悴的娘，也见到

了通话的大夫。大夫把我叫到一旁说，

病情严重，还没敢对病人说，你是老大，

和弟弟们商量一下，赶紧做决定。

当时，老三刚高中毕业，老二连自己

的日子也顾不了，我真是无人可以商

量。我只好和媳妇说了情况。媳妇说，

咱们这儿医疗技术和条件有限，是不是

恶性肿瘤还得进一步确诊，即便是，也要

到省城大医院做手术。媳妇简短的话，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第二天，我

和老三就陪着娘直奔省城。

娘在省肿瘤医院手术前，需先放疗

一段时间。因带的钱不够，我曾让媳妇

先转过一万来。媳妇在电话里说，早给

你准备好了，你揣一下你胳肢窝。我在

胳肢窝摸到了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不知

什么时候媳妇用布包缝在内衣里的人民

币。

娘放疗回来时的第二天就是除夕。

我和媳妇匆匆给娘扫了房。媳妇还给拾

掇了一些过年的用品。次年正月初四，老

三陪娘先又上了省城准备下一步的手术。

手术定在正月初八，正好下了一场

大雪，道路难行，高速封闭。大夫还等着

我赶去签字，我急得在院子里简直要发

疯。媳妇让孩子她大舅把我和我舅用车

先送到车站。买不上票，我们只好高价

打私家车上了省城。我们赶到医院还没

喘定，医生助手就催着签了字，把病人推

进了手术室。

娘的手术很成功。术后第二天，媳

妇也来了，还怕钱不够，带着两万现金。

娘握着媳妇的手，两行浊泪夺眶而出。

媳妇也没忍住，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最后婆媳都流着泪笑在一起。娘出院那

天，媳妇让大哥开车把娘接到我家。娘

住了一段时日，恢复得能走动了才回去。

娘因老眼昏花，已好几年没给我们

衲过鞋垫了。这年年底，娘唯独给媳妇

衲了一双有着数不清“福”字的鞋垫。

钱晨彬作品《笑开天下古今愁》

故乡的味道

在记忆中流淌

年少的时光

在阳光中悠荡

夕阳落山了

孩童们还在嬉戏打闹

悠长的小巷里

飘出粽叶的清香

一盏灯

无数星

孩子

你熟睡的脸上

有星光划过

在你的酒窝里

凝聚成一片星河

粽香粽香
□ 高鹏

星光星光
□ 周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