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滕王阁让我神往

了多年。前段时间乘参加一个笔会之机，特意提前

三天出发绕道南昌，终于来到滕王阁。

进入滕王阁景区大门，是一片开阔广场。两旁

林木葱茏、绿草如茵，中央地面上是一个巨大的太

极图案。前方雕梁飞檐、斗拱层叠，气势雄伟的滕

王阁楼，矗立在高大的台基之上。

沿着石阶拾级而上，进入一楼大厅，这里陈列

着装潢精美的历代名家留下的匾额和楹联；正前方

一幅汉白玉浮雕，是根据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里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的故事所创作，讲述了王勃与

滕王阁的传奇故事。

冯梦龙在《马当神风送滕王阁》里，把王勃的滕

王阁赴会，演绎成了神话故事：王勃从金陵欲往九

江，路经马当山，登岸山上闲游偶遇一貌若神仙的

老叟。老叟道：“子非王勃乎？”王勃大惊道：“某与

老叟素不相识，亦非亲旧，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

“我知之久矣！来日重阳佳节，洪都阎府君欲作《滕

王阁记》。子有绝世之才，何不竟往献赋，定能垂名

后世。”此到洪都，水路七百余里。王勃道：“今已晚

矣！止有一夕，焉能到达？”老叟道：“子但登舟，我

当助清风一帆，使子明日早达洪都。”王勃大惊，又

拜道：“勃乃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渎尊神，

请勿见罪！”勃辞别老叟上船。只见：风声飒飒，浪

势淙淙。帆开若翅展，舟去似星飞。顷刻天明，船

头一望，果然按时到达洪都……

滕王阁的主阁，是“明三暗七”明层暗层相间的

格式，从外面看是带回廊的三层，而里面却是三个

明层，三个暗层，加屋顶层共七层，现如今有垂直电

梯可从一层直达六层。满脑子里翻腾着《滕王阁

序》里的文字，我是冲着王勃的那篇美文而来，冲着

文中那令我神往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壮阔胜景而来，迫不及待，便直接乘电梯上

到六层以登高望远。这一层是滕王阁的最高游览

层，但是个暗层，草草浏览了大厅里的陈列，就下到

五层，五层才是一个回廊四绕的明层，是最高的明

层，也是最佳的观景处。

步入五楼的回廊，凭栏临风，放眼望去：浩淼的

赣江水依旧“共长天一色”，西山依旧“层峦叠翠”；

但，南昌城里栉比鳞次的高楼、川流不息的各色汽

车，以及在阳光下闪烁着斑斓光芒的八一大桥……

呈现出的是一派现代都市的风貌。哦，今日的南昌

已非昔日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洪州都督阎公重

修滕王阁，于重阳节在阁上设宴，遍请天下名人墨

客，欲作“滕王阁序”，刻于石碑之上。青年才子王

勃探望父亲路过洪州被邀请。

王勃，“初唐四杰”之首，六岁就善文辞；九岁时

读颜师古注的《汉书》，“作《指瑕》以摘其失”；16岁

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杜甫曾诗赞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

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阎公本意是让其婿作序借以扬名，不料在假意

谦让时王勃却提笔应作。此时的王勃正仕途受挫，

出路无着，他将命运的沉浮、人生的感慨融进了字

里行间：“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

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

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王勃

字字扣人心弦，句句引得心灵共鸣。继而笔锋一转

又写到：“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

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三尺微

命”的“一介书生”，处卑位而不甘庸昂扬奋发的精

神世界，读来令人振奋。文中又写到：“老当益壮，

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铿

锵有力的语言，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成为代代传颂

的人生格言。

王勃文思泉涌，一气呵成的一篇千古不朽美文惊

艳四座，阎公赞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

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转年，上元

三年(676年)，王勃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溺水而亡，

时年仅26岁，令人扼腕惋惜。

英年早逝的王勃为滕王阁留下千古一“序”，让

滕王阁名扬天下，引得天下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唐

宋八大家以及杜牧、黄庭坚、辛弃疾、文天祥、王阳

明等诸多名家，在这里留下诗文、书画、篆刻等；明

汤显祖还在这里演出了他的不朽作品《牡丹亭》。

滕王阁成为了精神文化的载体，成为了名垂千古的

文化圣殿。

千百年来，华夏大地经历了数不清的灾祸和战

乱，滕王阁也多次损毁于战乱、火患，现在的滕王阁

是 29 次重建，落成于 1989 年 10 月 8 日。灾祸可以

毁掉建筑、毁掉楼阁，但文化、思想的光辉能够穿越

时空千古不灭！滕王阁因而屡毁屡建，成为永不倒

塌的坚强楼阁，这是一个民族的倔强，倔强地坚守

着民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

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历史的过往早已烟

消云散，唯有滕王阁巍然屹立在赣江之畔。

登滕王阁 ◎王瑞松

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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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碾八荒，

冷落千林，

素裹众山。

见凝止高流，

冰封万里；

寒逼号鹫，

驼棹长川。

梅抱柴扉，

雪拥酒栈，

落日红霞烧满天。

阑珊夜，

有深幽熊啸，

怒木狂澜。

山摇地动风酣，

天籁奏翻江倒海篇。

叹投鞭河水，

扬鹰牧野；

引马沙场，

逐鹿中原。

热血残花，

白骨旧恨，

大卷江山图娆妍。

归沧海，

要通达宇内，

正道人间。

沁园春·冬
◎乔昌笙

诗词鉴赏

冬至大如年 ◎刘明礼

我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好几天才能吃上顿白

面。至于吃饺子，要么得家里来了亲戚，要么就是

过节。

可生在穷乡僻壤，家乡人在困顿岁月的长久消

磨中，把很多节日都过成了寻常日子。比较在意

的，大概只有春节、元宵和中秋。冀中老家一带的

习惯，是“初一饺子十五菜”。正月十五、八月十五

两个重大节日，一般人家传统上都是熬一锅肉菜。

“法定”吃饺子的节日，也就只剩下春节了。

我父母都是尊崇传统、又对生活充满仪式感的

人，日子过得循规蹈矩，对传统的节晌更是一丝不

苟。所以，我们家的生活节拍与一般家庭有所不

同。譬如冬至。从我记事起，每到冬至这天，家里

就一定会包饺子吃。父母说，冬至大如年呢！

至于为什么说“冬至大如年”，年少懵懂的我当

时并不明白。按照当初的理解，冬至有饺子吃，不

是年又是什么？！

年龄稍大些后，我渐渐明白冬至是冬至，年是

年，可终究还是不晓得为什么人们总说“冬至大如

年”。为解开心中的疑窦，我便去问父亲。父亲是

1948年毕业的老师范生，也算是饱读诗书。他告诉

我：3000多年前,周公姬旦以“土圭法”测得“日影”最

长和最短的日子，就是现在的冬至日和夏至日，并

将“日影”最长的一天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因此在

远古时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到了冬至才过新

年，每年冬至为一年的元旦。父亲说，“冬至就是曾

经的年呢！”

可父亲的话，到了母亲那又是另一番解释。母

亲说，父亲对冬至情有独钟，与他儿时的经历有

关。父亲 3岁父母双亡，和两位哥哥同他们的爷爷

相依为命，靠讨饭为生。

有一年冬至这天，小哥仨像往常一样出村要

饭。这天他们去的是离家 5 里地的南答村，可一

连几家都吃了闭门羹。眼看时交中午，肌肠辘辘

的父亲饿得眼冒金花，一步都走不动了。两个哥

哥轮流背着他，来到一户人家。主人看小哥仨实

在可怜，没忍心赶他们走，拿出来半个玉米窝

窝。两个哥哥一口没舍得吃，递给了弟弟。见我

父亲狼吞虎咽，主人随口问了句：你们哪村的？

大伯说是小王村。主人又问你们的爹叫什么？

大伯说出了我爷爷的名字。主人闻听，顿时声泪

俱下：“孩子们，这是你舅家，快进屋去吧！”原来，

小哥仨误打误撞把饭讨到了亲娘舅家。冬至这

天，父亲在舅舅家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饺子，这对

他来说，简直就是过年！是啊，对父亲来说，这个

冬至，真的是大如年啊！以至于多少年后，每逢

冬至这天，父亲一定会把他舅舅接来吃顿饺子，

直至舅爷去世……

从此，我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那么爱吃饺

子，为什么把冬至饺子看得如同过年一样隆重。也

许，在别人看来，冬至吃饺子，无非是一种传统的继

承和对美好生活的享受；而在父母看来，冬至饺子，

是对岁月的一种回望，是对生活的一种感恩，也是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话家常

由时间给出答案（五章） ◎崔均鸣

平原雪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个季节，凛洌的风像一匹匹快马在平原上奔

腾着飘过。

来无踪，去无影。

只有这纯白的雪，像一名痴情的汉子。

站在这里，站在混沌的天地间。远眺巍峨的太

行，打量着苍茫的旷野。

空虚。寂寞。冷。

沉默。无语。寒。

以倔强的姿势对峙，用激荡的心曲回应。

西伯利亚的寒潮翻山越岭，匆匆而来，只为一

睹你的风采。

而我，把一行行不成熟的诗句虔诚地供奉在你

的脚下，像一株株枯萎的小草，紧紧地，紧紧地，把

柔弱的嫩芽儿抱在怀里，以无足轻重的方式摇曳着

我的情感。

尘与土。星与月。那些高尚的和卑微的生命

像一只只冬眠的小虫，统统潜伏在季节的河床里，

彼此遥望，心心相印。那些包裹着的心思，依然散

发出让人沉醉的迷香。

我想，这是一种含蓄的相处方式。即使所有的

呢喃都被呼啸的北风扼住喉咙，我仍然相信，你会

在冰河解冻的前夜，发出——最嘹亮的呐喊。

花藤椅
一株青藤在大山深处长成了材。

告别泉水叮咚的日子，把梦想化作一只斑斓的

蝴蝶，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翩然飞出。那更像是你

的一次化茧成蝶的成长经历——

时光之手编织了你的青春时光。你在曲折与

磨砺中把自己打造成一名忠诚的信徒和工具。在

一片红红彤彤的背景里，你就是共和国旗帜上耀眼

的星辰，也是牢靠的江山一角，扎扎实实地坐稳了

你的似水流年。

阅尽人间春色，也历经生活苍桑，则为你如花

美眷。期间，你的太太用一块碎花布头装饰了你

略显粗糙的本色。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生儿育女，

开始关心粮食和油盐。当然，也有许多浪漫温情

的故事如期发生。即使在不堪回首的那些时光

里，你仍然可以在淡定的心境下，以青藤的纫性，

安坐如山。

时光荏苒，持续不断吹来的海风打湿了激情燃

烧的岁月；一波又一波的涛声淹没了内心的悸动。

你，终于老了。把自己老成一件文物，也老成一座

纪念碑。

再过了N多年——

一位画家的布面上有了这幅画。

一位诗人的笔下有了这首诗。

青岛记忆
这当然是想像中的一个场景——

春暖花开，面朝大海。

那些文人骚客鱼贯而出。

步履坚定，在30年代的青岛。站成新文化的阵

形，站成新思想的高山。

站成民族复兴前夜的澎湃时代。

康有为、沈从文、老舍、梁实秋、闻一多、洪深……

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城市的街巷拥

挤不堪。

一个个潇洒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城市的文脉厚

重绵延。

这是一份关于青岛的记忆，也是一次展扬文化

财富的契机。

蓝是大海的波涛，表明我们激情荡漾。

黄是深秋的银杏，告诉世界：我们成熟自信。

喧哗的众声消弥于脚下，所有人的目光直指

远方。

信天游
悠扬的歌声响起来了。

从某个简陋的窑洞里传出；从窑洞后的山岗上

飘来；从大团大团的白云间流泻而下。

晋西北的圪梁梁上，浪漫的情绪骑坐在蒲公英

的肩头上。

四处奔跑。

你站在黄土崮上，——《东山上点灯西山上

明》；他醉卧在绿草地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而我，只想放声吟唱——《走西口》

走啊，走！

我用一生的坚持和坚定。

我用全部的执着与执念。

走啊，走！

也许，我能够走出黄坡和黄河，却永远走不出

信天游的旋律和背景。

蝴蝶楼
那个春天，青岛的桃花鲜艳怒放。即使一场风

雨劫后，你零落成泥的模样依然让我如痴如醉。

这是我作为一名“粉丝”的本份。在你的面前，

我的深情已经站成了两株挺拔的劲松。任其东西

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当然，你终究是一名过客。之于四季，这只是

春天的一瞬；之于人生，这只是年轻的一段。你的

旅行地图上标注了太多的驿站，而这里，只能暂时

安放你的浪漫情怀。

想像中的那个场景，应该是一个有雨的夏日。

分别的时刻，我手足无措。一任漫天的蝴蝶翩翩飞

舞，让连片的蛙鸣代表我不舍的心声。

没有回眸一扬手，也没微笑百媚生。

那时的你，步履匆匆，去意坚定。

只给树丛后的小楼留下了一个欢快的背影。

文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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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世长卿，

浊代嘉材，

两晋衣冠。

但脱然嘲客，

谢安喟赏；

绝言聆笛，

子野幽叹。

爽气朝来，

山阴夜雪，

乘兴浮舟兴尽还。

居无竹，

引此君千友，

一任倾园。

无名无利无烦，

入胸臆长歌化玉烟。

每随情顺意，

心高梦远；

挟才任智，

落拓狂狷。

诗擅兰亭，

书追二圣，

雅致岂惟放诞间。

空移寿，

恨人琴俱丧，

驾鹤游天。

沁园春·怀王子猷
◎许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