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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按 古 人
的说 法 ，乃 “物至 此
时，皆 以 洁 齐 而 清
明矣。”故 而 每 逢 清
明，不 少 人便进 行
各种 室 外 活 动 ，妇
女荡 秋 千 ，儿 童 放
风筝 ，青年接 踵联
肩，郊 外 踏 青……
不过，还 有 一 种 习
俗，今 日 虽 已 绝 迹 ，

古时 却 曾 大 盛 ，这
就是 在 清 明 的 前 一
天或 前 两 天 ，不 得
举火为 炊 ，要 吃 一
天冷 饭 冷 菜 ，俗
称“寒 食”。

据说 ，寒 食 习 俗 的 形 成 ，最 初
是由 于 晋 文 公 重 耳 的 一 道 行政 命
令。而 他 之 所 以 下 这 道 命 令 ，又 是
为了 纪 念 自 己 的 一 位 臣 子 ，此 人
便是介 子 推 。重 耳 以后 ，过 了 八 、
九百 年 ，曹 操 在北方 掌 权 。他 对
清明 时 节 禁 火 寒 食 大 为 不 满 ，也
下了 一 道 行 政 命 令 ，指 出 “子 胥 沉
江，吴 人 未 有 绝 水 之 事 ，至 于 子
推独 为 寒 食 ，岂 不 偏 乎？”并 警
告“人 不 得 寒 食”，违 令 者 要 受
惩处，“家 长 半 岁 刑 ，主 吏 百 日
刑，令 长 夺 一 月 俸。”但 法 令 虽
严，效 果 不 佳 ，寒 食 之 俗 如 故 。

平心 而 论 ，若 仅 着 眼 于 物 质
方面 的 因 素 ，曹 操 的 命 令 确 实 不
无道 理 ：北 方 仲 春 ，寒 意 未 消 ，岂

止对老 少 体弱 者，就是 对 青壮 年 ，
吃冷 饭 冷 菜 也是 有 害 的 啊！但 为
什么 曹 操 的 命 令 行 不通 ，而 重耳
的与 健 康、卫 生 相 悖 的 命 令 却
一行 千年 ，虽 禁 不止呢？窃 以 为 ，
这大 概要 从精 神 方 面 的 因 素 上 来
找原 因 。要 知 道，介 子 推者 ，有
德之 君 也。重耳 流亡 十 九年 ，他
追随 左 右 ，矢 志 不贰。到 重 耳 登
上王 位 ，遍 赏 群 臣 时 ，他 又 入 绵
山隐 居 。重耳 为 逼 他 出 山 ，举 火
焚林 ，但 介 子 推死 不 改志 ，终 于 同
山林 共 焚 。左 丘 明 在 《左 传 》里
赞扬 说：“介 子 推 不 言禄 ，禄亦
弗及”。试 想 ，对 这 位 耿 介 清
高、敝 屣 富 贵 荣 华 的 仁 人 ，谁 个
不敬仰！晋 文 公 的 命 令 合 民心 ，
一行 千 年 ；曹 操 的 命 令 违 民心 ，
虽严 不 止 ，道 理 就 在 于 此 。假如 阿
瞒当 时 认 识 到 了 这一 点 ，千 方 百
计地 在 民众 心 目 中 把 介 子 推 搞 臭
（ 如 果 能做 到 的 话 ），那 寒 食 之
俗，自 会 不 禁 而 止 了 。一 笑 。

或有 人 问 ，你 作 这篇 文 章 ，
是否 要 含 沙 射 影 ，以 古 喻 今呢？
答曰 ：正 是。时 下 ，一 些 人 颇 有
重物 质 而 轻 精 神 之 现 象 ，诸 如 不
做思 想 工 作 ，唯 凭 奖 金刺激 ；不 讲
信义 友 谊 ，只 知 认钱 认物 等 等 便
是。不 过 ，千 余 年 前 ，曹 阿 瞒 由
于忽 视 精 神 方 面 的 因 素 ，虽 有 令
而不 止 。那 今 天 一 些 人 的 这 种 做
法，又 能 产 生 出 什 么 样 的 好 结 果
呢？

轩辕 柏 （ 散 文 诗 ）

廖代谦

（一 ）
珠穆朗 玛 是群峰之

冠，以 其遏云摩天的雄
姿，引 得千山万岭仰首
瞩目 。

那么 ，轩辕柏 呵 ，
你就 是群柏之冠了。你
经历 的悠久 岁月 相 当 于
一部二十五史的 合集 。
五千年的 风风雨雨 ，载
入你记忆的年轮。

你苍劲伟岸。“七

搂八拃半 ，圪里圪瘩还
不算。“我和友人们怀着
钦敬惊异 的心情 ，手拉
着手 围量过你 ，你 的主
干真是七人合抱有余 ！
巍巍然如石 峰铁塔。

你翠盖参天。登上
“ 汉武 仙 台 ”远望 ，你

的枝叶织成
好大的一把
绿伞！遮荫
着一 角 桥
山。

你虬枝
如铸 ，老而
弥坚；你新
叶攒发 ，青
青永 在 。

抚着
你，望 着
你，读 着石
碑上 “黄帝
手植柏”的
镌文 ，哪一
个有 血性 的
中华儿 女能
不从心底升
腾起热呼呼呼
的民 族 自 豪
感！

我愿 化
作你 的 一柄

翠叶 ，笑 迎阳 光 ，为 你
的繁茂 常 青 辛勤 地 制 造
养料 。

我愿 化 作 你 的 一 条
须恨 ，紧 搂 大地 ，为你
的本 固枝 荣努 力 地输送
水份……

（ 二 ）

根深叶茂 的轩辕柏 呵 ！
你历 经霜雪而 不 凋 ，黛
绿永 存；你每逢春风更
健旺 ，精英常 在 。

你是神州 “人 文 初
祖”的 化 身 。

你是伟 大 中 华 民 族
的象征 。

十亿翠叶同 根生！
到你 的 身旁 ，我怎能

不怀 念 阻隔在海 峡彼岸
的台 湾 同胞 。

“完一体之大同 ，

追远慎终 ，对扬元祖 ；
存枝萼之小异 ，迎春竞
艳，振兴中 华。”

这是那年各界同胞
清明 祭扫黄帝陵时撰写
的一副 楹联。

追远慎终 ，莫 愧对
我们 的元祖 ，楹联 中 有
对台 湾 当 局的 真 诚 希
望。

迎春竞艳 ，共同 为
振兴 中 华而尽力 ，楹联
中有对骨 肉 同胞的 深情

期盼 。
祖国 ，必将统一 ！

亲人 ，定能团聚 ！
台湾海峡的几层风

浪，怎 么能永远隔断绵
延了五千年的 同 根 之
恨？

不信请看——
在重九登高之际 ，

在清明 扫墓之时，在 中
秋月 圆之夜 ，海峡彼岸
的同 胞 ，在吟 诵 深沉 、
哀惋的 思 亲、怀 乡 诗
时，多 少 双噙着泪花的
眼睛 ，久 久 地、凝神地
遥望着这伟 岸长青的汗
辕柏啊……

黄陵手植柏 （木 刻 ）
黄保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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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油 油 的 ，闪 着 光 ，
是搽 的 头 油 呢？还 是

从神 经 末 梢 流 露 出 的

春花 般芬 芳 的 思 想 ？

望着 那 扎 玫瑰 色 领 带 的 领 口 ，
恍若 久 关 的 大 门

向世界 的 早晨
突然 开 敞 ！

秀琅 眼 镜 架 在 端 庄 的 鼻 梁 ，
却一 点 也 不 近视 ，
透过 蓝 烟 、紫 雾 、火 烧 云 ，
目光 ，搭 在 辽 远 的 地 平 线 上 。

紧闪 的 嘴 唇 ，衬 托 着 倔 强 ，
常使 人 想 起：钢 的 冷 峻 、
诗的 含 蓄 以 及 田 径 场 上
冲刺 夺 魁 者 的 形 象 。

他说：当 今 的 时 代 ，
是个 激 烈 的 竞 技 场 。
而他 ，

正是我 们 的 领 队 长 ！

翠华 姑 娘 今 又 生 （ 散 文 ）

栗波　学 斌

久慕 翠华 ，今 日 谐
了夙愿 ，教 人 怎 不 欣
喜。

翠华山 是终 南 山 的
支峰。据 记载 ，汉武帝
刘彻 曾 在这 里祭过太 乙
神’故又名 太 乙 山 。至
今，山 下还 留 有太 乙宫
遗址。后来 ，传 说有一
个名 叫 翠 华的 姑娘 ，为
了挣脱封建 礼 教 的 束
缚，争取婚姻 自 主 ，和
情郎 逃居此 山 ，双双升
天。人们为 了 纪念她 ，才
把太 乙 山 改名 翠 华山 。

啊！美丽 的 传 说 ，
给游人增 添 了 新 的 情
趣，特别是那 些风华 正
茂的年轻伙伴 ，更 是 兴

致勃 勃 ，恨 不 得 一 步 登
上山 顶 ！

进了 太 乙 谷 ，柳 絮
如雪 ，谷水如银 ；风送
香，山滴翠 ，犹 临缥缈
仙境 ，令人心旷 神 怡 ！
沿着迤逶 的 山 路 ，登 上
崎岖石径 ，便来 到 名 胜
集中 的 大正峪村。放眼
望，只见 村 前 怪 石 林
立，欹嵌盘 曲 ，旋 转回
环，俗 称 十 八盘；村居
峰顶 ，红墙 蓝瓦 ，翠峰
环列 ，景色 幽 雅 ；村前

一片开 阔 地 上，冷 饮 、
小吃 、饭 堂 、杂 货店 ，
挤挤 扎扎 ，排 列 两行 ，
把这 里变成 了 一个独 具
一格的 “山 谷 市伤”。

我正想找个地方歇
息歇 息、“同 志 ，来 碗
条粉 ，又凉 又解渴！”
一声 清脆 的 吆 喝声从背
后传来。我转过 身 ，只
见一个卖凉 粉的姑 娘 ，
从桌下抽 出 小凳 ，请 我
坐下。又端 上一碗白生
生的凉 粉。一路行 来 ，

又饥又渴 ，端 起
这可 口 佳肴 ；几
口下喉 ，顿 觉 清
凉透腹 。

“ 生意 怎 么
样？”我 问 道。姑娘笑 盈
盈回 答 ：“多 亏政 策 好。”
她深 情 地 说：“往
后，我们 这 里 还 要 建
商店 、影剧 院 ，对面 山
坡务果 园 ，太 乙 湖 中 养
鲤鱼。到 那 时 ，游人划
船戏 水 ，倚岸 垂钧 ，我
们出 售 水 果 ，代 做 鲜
鱼，你 品那 是 啥 滋 味！”

听着 她 风 趣 的 谈
吐，看 着她端庄秀丽 的
姿容 ，我 的心 骤 然 一
动：谁说 翠 华姑 娘 已经
远去？瞧 ，眼前这位 山
姑，不 正是 翠华再生！
她对生活 的热爱 ，对未
来的憧憬 ，恐怕 翠华姑
娘也会 自 愧 弗 如 、甘拜
下风的……

秦腔名 老 艺 人——六 十 四 岁 的 张 新 华 和 五十
岁的 余 巧 云 演 出 的《洞 房》剧 照　晓鹏　摄

老和 尚 智 折 毕 巡 抚

张炎 中

毕沅（1730——1797），清江苏镇
洋（今太仓 ）县 人，乾 隆进土，官至
湖广总督。他 自 恃对经史以及语言文
字学、金石 学 、地理学都有研究 ，又
善诗能文 ，脾眺一切。可是。有一次
他却不得不折服于一个老和 尚 。

那是在毕沅 当 陕西巡抚的 时候 ，
有一天，他路过一座古刹 ，便停下来
进去游 览 。老和 尚 恭恭敬敬地把他迎

入寺院 ，为 他导游 。毕
沅忽然心血来潮，想把
老和 尚 戏弄一番 ，便 问
道：“你会 念 经吗？”

老和 尚 答 曰：“会 的。”毕 沅 又
问：“你可知《法 华经》中 有
多少 个 ‘阿弥陀佛’？”他
想，这下老和 尚 一定会十分
难堪 了 。谁知老和尚 略一沉
吟，不卑 不 亢 地 说：“我
是荒寺 中 的一个老 僧 ，深感
自己 是天生蠢笨的 ，怎么回
答得 出呢？“接着 ，话锋一
转，反 问道”“大人乃是天上
的文 曲星下凡 ，如今独揽全
陕大权 ，官显才高 ，不 知一 部
四书 有多 少个 ‘子 日’？”
毕沅万万没想到老 和尚 会反
问自 己 这样一 个问 题 ，不 由
得惊愕 不 己继而深为老和 尚
的胆识所折服 ，对老和 尚非
常赏识 。于 是 ，他捐 出 自 己
的俸禄买 田 作为 香火钱 ，还
把寺院修葺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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