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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初唐的诗歌， 有唐朝大一统之后南北的
集大成， 而且中国对于自己的语言文字有反
省，对于语言文字的特色、特美的认识越来越
清楚，所以就集合了文化的、诗歌的演进和地
理形式的南北统一， 初唐的诗坛就形成了这
么好的形势，经过六朝“四声八病”的讲求，有
这么精美的艺术形式，而唐朝的大一统，有了
开阔博大的胸襟气象。 但中国历史上，也有写
得很精准，但还不够开阔博大的时候。 南宋有
个词人叫史达祖，词写得很精美，但是太窄小
了。他写什么句子呢？“小叶两三，低傍横枝偷
绿”，春天刚刚来，叶子开始绿了，有小小的两
三个叶芽长出来，低低地一根横枝，没注意的
时候，它变绿了。 也是物候新，也是早春，他写
得非常精美，很真切，可就是那么狭窄。 你看
杜审言写春天，“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
真是有气象。 中国常常讲，从你的诗就能看出
你这个人的胸襟怀抱，你的品行，甚至你的命
运、未来。 所以很多人说小孩作一句诗，下笔
开阔博大，那他将来前途远大，有的人一下笔
就没有生气。 小孩子的将来，很难说，但这一
定是关乎作者的，与作者个人的胸襟、怀抱、
修养有关系。 一个国家走上坡发展兴盛的时
代， 气象是果然不同的。 南宋已经将近灭亡
了，所以诗人写“小叶两三”，只剩下“低傍横
枝偷绿”，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 ”，什么叫“淑
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是柔美的、
美善的、好的，“淑气”是春天温暖的气候。“催
黄鸟”，黄鸟就是黄莺。 春天的黄莺开始叫了，
一只鸟在叫？ 不是，很多鸟都开始叫了。 只叫

了一声？不是，叫了很多声，不断地叫。因为天
气暖了， 谢灵运说“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
禽”，听一片黄莺鸟叫，气候的转变，所以“淑
气催黄鸟”。 这首诗是早春游望，所以写江水
边上的景色。 水上有什么呢？ 有“绿 ”，水中
的水草，绿色的 的叶子在水光的反射之下，
随着水波的流动而摇荡，日光在上面闪动，写
得很美。

前面的“宦游人”点出和诗的对象晋陵陆
丞，“偏惊物候新” 点出早春的季节，“云霞出
海曙， 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
蘋”，这四句都是游望。 你是和人家的诗，所以

“和”的意思也要写出来。“忽闻歌古调，归思
欲沾巾”， 忽然间听见你吟唱了一个古调，这
么高古的诗歌。 中国以古为美，我们赞美一个
人说高古，赞美写的作品说大有古意。 儒家的
思想也许有一个缺点，就是总说古代的诗好，
所以不向前看，老向后看。 当然我们不要忽视
古的传统，也要瞻望未来，从这个传统怎么向
前走。“歌古调”是我吟诵了晋陵陆丞的原作，
使我感动，所以我回答你。“归思欲沾巾”，这
个“思”字念 sì。 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晋陵
陆丞的诗里写了怀念家乡的感情， 引起我也
想到我的家人，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乡
去呢？ 我忍不住要流下泪来， 沾湿了我的手
巾。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是点明和诗
的题目。 真正这首诗的好处是中间的四句，而
且你发现中国的文法可以颠倒。“淑气催黄
鸟”，“淑气”是主语，“催”是动词，黄鸟是宾
语。 和暖的气候，催促黄鸟都开始叫了。 可是

“晴光转绿 ”，不是晴光转动了绿 ，是晴光
在绿 之上转动，它的文法详细分辨起来，性
质本来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中国的文法，动词
可以颠来倒去地用， 所以它现在已经对起来
了，这就是中国的诗，这是五言律诗。

下面我们看这几句的平仄。“独有宦游
人，偏惊物候新”，以我们所学过的两个基本
的形式来看，这个是 B 式，应该是“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 因为它第一句押韵，这里都
是平声韵，凡是律诗绝句押的韵都是平声，要
跟“新”“春”“ ”“巾”押韵，最后一个字的仄
声变成了平声，第三个字平声变成了仄声。 第
三个字是本来可以通用， 因为第五个字改变
了，保持平衡，就变成“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
平”。“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云”是第二
声，平声；“霞”是第二声，平声；“出”如果念成
chū 就成平声了，可是“出”是一个入声，所以
念 chù；“海”第三声，所以是仄声，“曙”也是
仄声。“云霞出海曙”是平平仄仄仄，本来应该
是平平平仄仄，但是第三个字不十分重要，所
以有时候可以通用。“梅”是第二声所以是平
声，“柳”是第三声所以是仄声，“渡”是第四声
所以是仄声，“江”是第一声是平声，“春”是第
一声所以是平声。 所以是平仄仄平平，本来应
该是仄仄仄平平， 可是第一个字是可以通用
的。“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 ”，“淑”是入声
字，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这个完全对。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忽”是入声字，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 第一个字可以通
用，完全合乎律诗的声调平仄。

再来看对句。“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

春”，这是第三句跟第四句。“云霞”是两个名
词，“梅柳” 是两个名词；“出” 是一个动词，

“渡”是一个动词；“海”是一个大自然地理的
名词，“江”也是。“曙”在这里也是一个名词，
曙光，“春”也是一个名词，就是早晨的曙光，
春天的春色。“云霞出海”是一个形容词性的
子句，形容“曙”。“梅柳渡江”是另一个形容词
性子句，形容春天。 那早晨的曙光是怎么样的
美丽？ 是云霞出海的美丽。 春色是怎么样的美
丽？ 是梅柳渡江的美丽，所以是“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 ”，
“淑”是形容词，“气”是名词，“晴”是形容词，
“光”是名词；“催”是动词，“转”是动词；“黄”
是颜色，“绿”是颜色；“鸟”是动物，“ ”是植
物，都是名词。 这就是律诗，它就是这样形成
的。

初唐五言律诗形成， 五言律诗就是所谓
近体，不是古体了。 文学的演进是很奇妙的，
当初唐诗坛上流行这些五言近体律诗的时
候，有一个人出来了，就是陈子昂。 他提倡复
古，他的《感遇》《登幽州台歌》不是律诗，是古
体。 诗歌都是正反合、正反合这样向前演进，
由古体演进到律诗，然后有了陈子昂的复古。

（完）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一入唐 气象空前（四）
叶嘉莹讲诗歌

阳春三月，满目清翠，空气中也
弥漫着花草的芳香。 这是一个艳阳高
照的下午，明明、小星和妮妮约定好
放学后去公园放风筝。

放学后他们来到了公园，发现天
空中飞满了各种各样的五彩风筝。 看
来，天空成了风筝的旅游胜地。瞧！一
只“小鲤鱼”摇着火红的尾巴，瞪着灯
泡似的眼睛，在篮色海洋里悠然自得
地像游着。 他呀，还吃到了洁白的“棉
花糖”呢!那边号称“神龙”的蜈蚣风筝
和称号是“鸟王”的老鹰风筝是要拉
开架势开始激烈的战斗了吗?
� � 看到这些，小星和明明也迫不及
待地开始放风筝了。 小星拍拍胸膛，
自信地说:“先用我的燕子风筝吧！ 他
的称号是‘燕子李三′。 ”哈哈，‘燕子
李三′一定轻功了得， 会飞得很高
的。“需要我们帮忙吗？ ”明明和妮子
妮异口同声地问。 小星回答:“明明你
个子高就把‘燕子李三′举起来吧，
妮妮你看准时机，到了时候你就喊明
明把‘燕子李三’放了。 ”“好呀!”明明
和妮妮爽快地答应了。

只见明明双脚踮了起来，把‘燕
子李三′举过了头顶。 小星拽着风筝
线一拉一收，像踩着风火轮似的向前
冲。“明明！”妮姥大喊：“快放了‘燕子
李三′。 ”明明用尽全身力气，把‘燕
子李三′狠狠地扔向天空。‘燕子李
三′如同刚学会飞的小燕子，摇摇摆
摆好像一阵微风吹过，就要跌下来的
样子。 小星越跑越快，风筝越飞越高，
顿时像技术高超的火箭，飞过了“小
鲤鱼”，飞过了“神龙”。 与“鸟王”一起
并肩飞行，一起战斗。‘燕子李三’突
然顶了顶“鸟王”的肚子，“扑”。“鸟
王”一头栽了下去。 这下，‘燕子李三’
飞得最高了。

妮妮抱着花蝴蝶呆呆地站在那
儿，看得入迷了，竟忘了放自己的风
筝。

远处，传来“加油！ 加油！ ”的呐
喊。 原来是一家三口在放风筝。 那小
男孩盯着风筝，用力拽着风筝线。 爸
爸搂着妈妈，看看孩子，又指指风筝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漫天飞舞的风筝不仅载着我
们童年的快乐，还载着我们美好的梦
想。 它们乘风启航，越飞越高，越飞越
远.....
� � （作者系巫师附小三年级八班学
生。 指导老师：黎娜）

飞翔吧！ 风筝
王馨悦

去年冬天， 我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来到金坪乡五星村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在
没来金坪之前，我对它的了解是片段式的。

这个位于县城东北大山里的小乡，历来给人
的印象是贫穷、寒冷，以及偏僻。

时光倒转回 40 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第一
次听说金坪这个地方。 一天上学路上，街上围着
一群人在选什么果子， 我好奇地钻进去看热闹。
看见地上蹲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穿着打补
丁的黑灰色衣裳，光着一双脚丫，两只手臂护着
一个背篼，里面装着毛糊糊的猕猴桃。 在上个世
纪 80 年代，县城里的人很少有吃过猕猴桃的，那
时没有人工种植，市场上少有人出售。 小伙子讲
他父亲在医院住院，急需用钱，猕猴桃全是自己
走了一整天背到县城的，卖 2 分钱一个。 街上许
多人围着他，并不买猕猴桃，却对他品头论足，像
观赏一只猴子。

“高山的人不怕冷，也不怕扎刺，一年四季都
不穿鞋的！”“金坪那地方穷啊！他们只吃红苕、洋
芋、包谷三大坨。 ”

那时年少的我挤在人群中，听着周围的人议
论纷纷，看着眼前的青年把布满血痕的赤脚朝背
篼后面藏，从此金坪这个地方在我脑海里有了模
糊的印象。

时光荏苒，社会日新月异，金坪也不断发展
变化。 21 世纪初期，我已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能
经常看到关于金坪乡的报告：金坪乡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连接梨子坪森林的公路终于通车了！ 金
坪乡各个村子的公路建成，实现了村村通，县委
号召全县学习金坪乡的先进经验；在国家扶贫工
程建设中，金坪建成了许多居民安置点，人们住
上了白墙黛瓦的楼房；县城的超市里销售着金坪
的梨、黄瓜、西红柿等水果蔬菜……

金坪早已不是过去的金坪，不再是年少时期

我记忆中的金坪。 人们的日子好过了,金坪人和
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019 年底，金坪乡实现了全面脱贫，朝着乡
村振兴的路子大步迈进！

就在去年，随着“金桂路”的开通，白水河上
架起了金桂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金坪乡的人们进城再也不需要穿越梨子坪森林
了，而是从西面用最短的距离抵达县城。 以前 2
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 40 分钟， 金坪也和县城逐
渐融合在一起，不再有距离感。

说起金坪的发展， 乡党委熊书记信心满满，
他说交通给金坪带来划时代的改变。金坪在几年
内将成为县城的后花园、瓜果园，成为市民的高
山纳凉避暑基地！

为消除少年时候狭隘的理解，趁着如今住在
金坪，我想揭开金坪神秘的面纱，彻彻底底地了
解这个地方，亲近这个地方。

一直以来， 我对金坪的名字由来都有些疑
问。如此贫瘠的高山，又没有金矿，为什么名字用

“金”字？
乡文化站的李主任给了我答案：“以前还叫

黄金坪呢！ 传说多年前每到夏天，山坳里到处开
满了金丝桃，金丝桃的花蕊如金线，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闪光， 放眼望去满山遍野一片金色，贫
穷的人们向往富裕， 于是给这里起名黄金坪，后
来逐渐简化为如今的金坪，金坪村里的泰山庙以
前还叫黄金庙呢！ ”

“不仅是金丝桃呈现金黄色，到了秋天，满山
的树木也是一片金黄，和紧邻的梨子坪森林连成

一体。 田野里人们种植的黄花菜、烟叶到秋天也
成熟了，各种层次的黄色美景堆积，仿佛油画般，
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庆中，谁不喜欢铺满金子的
地方呢？ ”李主任热情地继续介绍。

确实如此，穷则思变，勤劳勇敢的金坪人祖
祖辈辈和这大山做着斗争， 为的是过上好日子，
将贫瘠的土地变成金子铺路的地方。 我想起 40
年前的小伙子，我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他生活在哪个村子，但如今，他也应该生活富足、
儿孙满堂了吧？

我走在整洁干净的金坪乡街道上，穿过两边
林立的楼房， 听着校园里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看见的是人们衣着整洁光鲜。幼年的我听见人们
口中所说，真以为金坪人不怕冷、不怕疼，如今才
明白，只因过去太穷，老百姓们买不起鞋。而如今
的金坪，这里再也没有打赤脚的人。

从数字上看， 金坪乡仍然是全县最小的乡
镇，区域面积 48 平方公里，户籍 4000 多人，常驻
人口不足 2000 人。共四个村，袁都村、五星村、金
坪村、连山村分散在各个山坳里。这里山连着山，
也不知道有多少座山，因此耕地也最少，粮食产
量和其他产量并不高。

随着深入了解，我对金坪也有了不一样的看
法，虽然人口少、耕地小，但这里蕴藏着无限可
能。它的魅力和神秘只是被周边乡镇的光芒掩盖
了，鲜有人报道。金坪西面接壤双龙镇，双龙镇位
于小三峡的腹心，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出名了。
北边的平河乡因为马渡河开发漂流也变得繁华，
东边紧邻的骡坪镇也属于大镇。 但在我看来，任

何地理条件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换个角度，转变
思维，只要合理开发利用，贫瘠的土地也能铺满
金子。

金坪的生态环境是无可挑剔的。这里群山连
绵、沟壑纵横，有后溪河、马渡河从山脚穿过，平
均海拔高度 1000 米以上。 因紧邻梨子坪森林公
园，植被丰富，空气清新，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
这里拥有白术、独活、杜仲、连翘等上百种中药，
有獐、麂、野猪、野羊、獾、松鼠等几十种珍稀动
物。走在公路上，偶尔可以看见一掠而过的雉鸡、
惊恐跑过的野兔。

金坪的文化底蕴也是不容小觑的。屹立千万
年的巍峨大山虽然不说话， 但它沐过春秋的风，
筚过汉唐的雨，承载过明清的铁骑，见证过红军
劲旅。

据史料记载，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这
里就是秦楚兵戎相见的战场； 待到明朝末年，张
献忠起义军更是几进几出，最后的反清队伍“夔
东十三家”也在这片森林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而金坪老一辈人最为熟知的，是 1932 年贺龙、关
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从白果乡的苏家坡趟过马渡
河来到金坪，在袁都坪、鲁家坪受到老百姓的欢
迎和接待。 这支红军队伍后来成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
劳。

当我了解这些历史，金坪的形象在我心中又
瞬间高大、厚重起来。这就是金坪的文化资源，是
金坪人的文化自信！ （未完）

金坪的故事（一）

龚道鹏

《春满峡江》
卢先庆 / 摄

这个初春
有料峭春寒，也有煦日当空
我每天经过的深山含笑
是最好的诠释

晦涩的羽毛零星落下时
更多的鸟朵似地朝向阳光
那是小小歌唱家在和节气争宠
而又不分彼此

春分就是春天的一个颤音
她波动一下，深山含笑就笑一回
树下拍照的姑娘，她分不清
谁是自己，谁是歌者
谁又是真正的春分

桃李赋

来自桃花林的落英
太多了就不用拾掇，大地自有安排
黛玉葬的都是忧伤的

在花乡曲尺，见桃红李白
不随流水，却顺从山坡
看花人络绎不绝，快乐写在脸上
葳蕤来自人内心的土壤

在宝子摊，长江是一个豪放词牌
漫山铺开的却是桃李的艳词雅词
中长调不冗，小令不小

读词的人抓住词牌不松手
慢慢地读出婉约
万千桃李的香舌交缠春风
十里百里都不如你呀

李花白

她要的真相大白天下
还要白，白下去
要风吹雨打，要蜂围蝶绕
还真不怕零落成泥

孤独太久
就想挣脱平庸的枷锁
可是风雨过后
真相会被绿掩盖

定论只在盛夏
它出售的孤独咯嘣脆响
却仍然怕风吹雨打
惟真相能抛出使命的内核

春分（组诗）

李成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