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入秋来满是愁，凉风萧瑟、百花凋残
最能引人愁绪，悲秋情节一点一滴渗透进文
人骨子里。有人却发出直抵碧霄的呐喊：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扫
咏秋之作中的萧杀衰败格调，他高歌秋日胜
过春朝，葆有乐观自信、斗志昂扬的人生态
度，这位洋溢着热情的诗人便是刘禹锡。

刘禹锡，一位踟蹰于家国天下，情怀深
沉的诗人，他的衣摆沾着朝堂的晨露，脚下
触着飘落的黄叶，以排云直上的才情温热了
亘古的秋日。

年轻的刘禹锡春风得意、才华横溢，怀
揣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踏上仕途。这份
豪气伴随他一生，即使被贬，也没有自怨自

艾，而是积极观察民间风俗，吸取民
歌养分创作诗歌。

《竹枝词》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诗人将优美的意境和精炼的
遣词融于流畅浅近的民歌中。简
单平常，自然精致，蕴含着有情、
无情的微妙变化。“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中的绿草与青苔映入眼前，
意境悠远。在他心中，大自然有治愈力，
看得见生命的起落生灭，看得见远的天、
绿的山涤荡着心灵。逆境中，他没有向内
折磨自己，精神内耗，而是向外寄情于自
然，将山水引进心中。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黄昏时刻，夕阳西下，曾经的侯门深宅

已成百姓家，乌衣巷由盛而衰，由繁华而荒
凉。飞燕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时过境迁，谁
的繁华又能长久呢？他像燕子一样历经唐
朝由盛而衰，历经贬谪之苦，一腔热血、报国

宏愿无用武之地。这首《乌衣巷》充满物是
人非、沧海桑田的感慨。

《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
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此诗如刘禹锡政治生涯的写照，三起
三落，二十余载贬谪漂泊，政敌的谗言中伤
犹如黄沙风浪般严厉，“莫言”“莫道”是对

“谗言”“迁客”的不屑。胸怀远大的诗人，
不经受磨难，怎能体会理想的价值、人生的
意义呢？

萧瑟夕照中，他看到的是云霞绮丽；古
帆沉舟旁，他在意的是草木临春。凡事皆有
两面，若囿于困难阻碍，则会丧失斗志，止步
不前，如果能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鼓舞自己，
就会燃起不灭的希望。

刘禹锡在宦海沉浮中历经坎坷，依然积
极振奋、内心富足，时刻倾听内心的声音，用
爱的力量让自己更充实。

当风雨悄然降临，不妨如刘禹锡一样，
在滂沱冷雨中寻见繁花。他的诗句对于逆
境中的我们，就像迷茫中的明灯，只要向阳
而生，便不会被凄凉悲怆、彷徨愁苦的阴霾
笼罩。以乐观的心态看待生活，让心灵的碧
天澄澈辽阔，生命自会宽广无垠。

（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隧道管理中心）

刘禹锡，向阳而生
文 / 赵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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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入秋的时候，我去秦岭植物园
游玩，走至一个山路转角的地方，不经意
一抬头，看到一朵粉红色的月季，盛放在
眼前。那是一个阴天，微风和着细雨，飘
打在花枝上，花瓣沾了露水，颗颗晶莹，
渲染着泫然欲泣的美感。她在氤氲的
雨气中娇望着我，像一位孤零零被遗落
在此处的柔软女子，令人生怜。让人担
心风雨再添一半分，就会击碎她的美
好，单薄的花瓣零落成泥。

看着这枝山中美姝，忽然想起年少
时，曾经画过的一枝花，花瓣的颜色、叶
子的形态竟和这朵花七八分相似。一时
觉得有趣，不免回想起画画的情景。那
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不知从哪临
摹下这么一枝花，自我感觉挺好的，在旁
边提了两句李白的《清平调》：“一枝秾艳
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当时的我并
没有真切地理解诗的情景，李白笔下的
一枝秾艳写的也不是月季，而是牡丹，但
看到那枝花，不自觉想到这句诗。不禁
想，李白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和我
一样，面前有一枝娇花，正含露带泣地盛
放着，等着人去欣赏怜惜，等着一位爱花

的人，去想她所想，念她所念，为她写下一首哀婉的情诗？
唐诗精妙地记录了所咏之物的状态，当你在现实中见到

与之相似的景物，瞬间产生联想，发出共情。正如我所观之
花，如果没有读过李太白的《清平调》，她在我眼中就只是一朵
普通的月季，但是当我带入到诗中，她就幻化成一位可怜可叹
的女子，让人心生怜爱，让人愿意为她执笔做画，下笔成诗。

这就是唐诗的魅力，简洁有力，明快深沉，短短的几十个
字，从一花一木到一世一生，写不尽人间风流，道不尽累世
沧桑。李白的几个字给我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与现实中
的美好连接。或许，当我的孩子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也可
以拿出我画的花、拍的照，为他讲讲这首诗与我的故事。

（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长安管理所）

寒假，女儿幼儿园布置的打卡作业有
“读诗歌录视频”，给孩子选诗，尽量挑些欢
愉的。唐诗是启蒙必修课，流传到今天有近
50000首，难以取舍，千挑万选，最后选中了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既然要拍视频，就得跟她讲解诗的含

义，5岁小朋友也不能一味死记硬背。幸好
白乐天的诗最通俗易懂，我想让她能读到、
能看见、能发现天地间大大小小的快乐与
幸福。

读这首诗总觉得不像在阅读，倒像是欣
赏一幅画，西湖美景栩栩如生。更像品读一
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
东、白堤，一路上，湖边青山绿美的景色中，
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
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荫
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

带着孩子翻看电脑里15年前清明节
游西湖的旧照。我想，假如白居易也拿着
手机，会不会像我一样偷懒，见到什么好画
面随手拍下来就是，何苦煞费苦心地寻章
摘句、押韵记录呢？但是无论你如何取景、
如何选角度，都拍不出诗里描绘的画面。
白居易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几笔勾勒出
一幅春意暖暖的画面，西湖所有的美好和
温柔尽显笔端。他的眼光独到，发现那寥寥

“几处”早莺和“谁家”新燕，一个“争”字让人
感受到春光的难得与宝贵，一个“啄”字把小
燕子写活了。

每读此诗，仿佛又一次漫步在西湖边，
杨柳绿荫白沙堤，最美西湖三月三。后疫情时代，没办法亲身
感受江南春景，西湖边的杨柳和桃花应该想我了吧，正如我也
在想它们。

（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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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春光浪漫的季节，不经意
间，有些花悄悄开放，带来春意盎然的生
机。但环顾周边，行人永远行色匆匆，街
道永远车水马龙。大家都在快节奏地忙
着，赶路着。路边的桃花和不知名的花开
放了，却无人问津。

想起一首跟春天的桃花
有关的诗，崔护的《题都城南
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诗的意境很美，更何况是一见钟情的
艳遇。上下班路上，行色匆匆的人流中，我
会驻足一小会儿，抬头看看道路两边开花
的树。花卉知识欠缺，好多花也叫不上名
儿。我凑上大鼻子，使劲地闻，有的花香，
有的花不香，但有开花的味道。

我曾想过，周末约一知心老友，泡一杯
浓茶，找一处有石凳或凉亭的公园或小区，
与老友就着花生米小菜，赏花品茶。亦或
带着家人，逛逛公园或咸阳湖的樱花道，然
后美拍留下春天。在花树丛中闲适地漫步
一番，让视觉与嗅觉和春天来个亲密接触，
好好地放飞心灵。

但是，似乎城里的节奏很忙。静心驻
足赏花的只有晨练的老人，年轻人都很忙，
手里拿着手机一直低头走路，全然不顾周
边车辆的喇叭，和路旁花树的静静瞩目。

春天很短暂，我的朋友。在春天里，我
珍惜每一分钟，就怕春天离开的太突然，太

快。看见花落，我虽不至于像黛玉葬花那
样，但心头一股止不住的忧伤却是无法阻
挡的。虽然这个春天过了，还有下一个春
天。虽然春天的花落了，还有夏天、秋天、
冬天的花开，可那能一样吗？“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又一年在岁
月中不断老去，只为这个春天留一段美好
的回忆，而彼时的春天我又将在哪里？

一万年太久，我只争朝夕，“花开堪折
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朋友们，请把握
当下的春天，不要在春光浪漫的季节里错
过赏花。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不要在春光浪漫的季节里错过赏花
文 / 图 郭超飞

一杯清茶，一米阳光，一卷
《杜甫诗集》，令人百感交集。

谈起杜甫，眼前总能浮现一
位身材消瘦、面带愁容的老翁。
短短 58 载，留下了 1500 余诗
篇，他以汹涌磅礴的创造力描绘
了一幅幅壮美的山河，他的诗正
是一生的写照。

回想杜甫一生，令人唏嘘，
他见证过大唐的繁荣昌盛，也经
历过安史之乱。杜甫家境富
足，少年也曾仗剑走天涯，一时
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立志报效
国家。然而，命运之神为他安
排了高开低走的人生。正值青
年，壮志凌云，准备一展宏图报
效国家之时，却遇仕途艰难。为
养家糊口，不得已四处奔波，十
年辛苦，一把心酸。安史之乱使
国家遭受重创，他举家迁徙求
生，漂泊不定。

颠沛流离之时，他把诗歌
当做苦难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
东西，将残酷的历史记入诗作，
虽朝不保夕却仍心系国家、关
注民生疾苦，为国家和百姓忧

心如焚，作为现实主义
的伟大诗人，他当之无
愧。挫折与磨难造就了
杜甫，为我们留下一首
首令人惊叹的诗篇，将
唐诗推到一个新的高
度，他是当之无愧的诗
圣。人们欣赏杜甫不仅
是文学成就，更因他体
现的民族精神。

我喜欢他身处困境
却从未放弃济世救民的
大道，更喜欢他位卑却不
忘忧国的爱国精神。每
每遇到困难，心情低落
时，我会翻开《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眼前浮现出
一座风雨飘摇的茅草
屋，屋顶的茅草不时被
风 刮 走 ，屋 内 到 处漏
雨。面对这样的生活境况，杜甫
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
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能直面苦难，自我牺牲兼济天

下，时刻为国家和百姓忧心，这
是怎样一种大爱。

杜甫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
故事却至今激励着我们，他的精
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文 / 王星雨

灿若繁星的唐诗，总有一些诗句因契合人们某一时刻
的心境而让人终生不忘。当再次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往
日时光便浮现在脑海。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就是我
回忆少年时光及怀念一位老师的触发点。

应该是1979年前后吧，有一部反特电影《黑三角》上
映，里面特务接头的暗号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初中的男孩子调皮捣蛋活泼好动，晚自习在教室里摇头晃
脑地模仿演员的样子，玩起“剧本杀”，对了暗号接完头，按
照剧情上演搏杀戏，偏偏就被严厉的语文老师现场活捉。

就在当事者低头挨剋、其他同学等着看戏的时
候，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

《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预想中的暴风骤雨化为一节唐诗课，老师
深入浅出的讲解把电影桥段转化成诗词学习。

课后，班里同学阅读诗词的热情明显提高，往往以会背诗
词多寡论英雄。只可惜当年读书少，不知道还有“飞花令”
这种游戏，不然得有多少场文雅的厮杀啊。后来老师回了
原籍，同学们各自发展四散而去。每每相聚，难免说起当
年的老师，这位语文肖老师被提起最多。即使回忆自己被
训的糗事，也都心存感激。现在我们知道，老师在文革中
被压制过，重新从事心爱的教学工作迸发出满满的热情，
严厉背后是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传授给我们啊。睹物思人，
听到《黑三角》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就想起这首诗

和那堂课。
老师激发了我们读诗的热情，要真正领会诗词的意境

和精髓，却需要悟性和阅历，乃至机缘。前几年，一个暮春
时节去杭州游览。到虎跑寺那天，正是清晨，阳光照在参
天古树间，斑驳光影洒满石阶小径，一方潭水浮动着不知
名的花和叶，微风吹过，拂动水面，花移叶动。忽然间，整
个人沉迷于眼前景象，旁边来虎跑取泉水的大爷大妈们的
吵闹喧哗，似乎听不到了，好像当年常建在破山寺所见所
悟，“潭影空人心”啊，“万籁此俱寂”，体会到这诗的意境之
美，不由欣然笑出声来，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
意，便欣然忘食”，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首诗还有一个版本，“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到
底哪个更好呢？竹径似乎更原生态，曲径我总感觉是人为
设计出来的，曲径两侧未必没有竹子，竹径也有可能是故
意所为？觉得自己纠结于此，拂逆了诗人的心思，如同要
求写意的中国画描画毫末枝节，诗意被这无聊的探究破坏
了，我讨厌这种“推敲”。

（作者供职于西略分公司西乡收费站）

一首诗，一节课
文 / 张 宏

《少年行》四首
王维
其一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其四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提起王维，似乎总要和山水扯上关系，“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是醉
心山水、清新脱俗、与世无争的境界，“诗佛”的称谓
实至名归。但是在这组《少年行》中，王维也有豪情
壮志、青春浪漫、意气风发的一面。

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又蝉联而下，相
互照应。这首组诗是他理想的人格追求。《少年行》
作于安史之乱前，诗风与后期完全不同，为什么呢？
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王维21岁中进士，官
至右丞，经历过安史之乱，一生大起大落、辉煌与失
意并存。欲望、奋斗、功名这些存世的证明，是诗佛
王维的凡人前身。在《少年行》中，王维毫不吝啬地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豪情壮志、青春浪漫、热血沸腾和
侠客精神。哪怕后来经历人生百态，心境已经超凡
脱俗，但是谁不曾是个少年呢？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港务区收费站）

谁不曾是少年 文 / 燕 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