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很多山水、地名、建筑常因名人
的诗文而家喻户晓、千古传颂。王勃的《滕
王阁序》，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江西的滕王
阁因此闻名遐迩；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使得山西的鹳雀楼名扬内外；湖
南的岳阳楼游人如织，全仗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就连滕子京也成为妇孺皆知的人
物，他最高的官职为知州，历史上众多皇帝、
丞相又有多少人知道？在1300多年里，考
中进士者98749人之多，被人记住的也是极
少数，而滕子京因与范仲淹是大中祥符八年
（1015年）同科进士而名垂千古。

唐朝是个万国来朝的强盛帝国，也是诗
歌发展的繁荣时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
顶峰，产生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诗人，李白、
杜甫、白居易则是其中最为光芒四射的巨
星。而遍读文献，唐代最著名的3位诗人都
赞美过同一个地方——山东济宁的泗水。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
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
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
远，且尽手中杯。”

这是一首送别诗，写于天宝四年（公元
745年），杜甫要离开山东去长安，李太白设
宴为他饯行写下该诗，表达了两位诗人依依
惜别的深情。一年前，李杜在洛阳相遇。当
时李白43周岁，在京城获得“谪仙人”雅号，
以六品翰林供奉职位伴君，为杨贵妃写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
句。“千古宦官第一人”高力士曾为其脱靴，
最后奉旨赐金放还。李白名满天下，是人人
敬佩的诗坛泰斗。

杜甫，当时32周岁，虽写有“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诗作，但声望和李白不可
同日而语。可两人一见面，就一眼千年，一
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尔后同往开封、商
丘及山东等地游历。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
投缘到什么程度？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
十隐居》中写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
行。”诗人真性情也。

回到诗中，鲁郡是兖州没有任何异议，
而石门的位置，有兖州、曲阜、泗水3种说法，
三地都拿出惶惶理由。不管怎样说，李白写
的石门，在兖州东的泗河流域是没有争议
的。杜二甫，是说杜甫排行老二。

醉、复、遍，一说分别就喝醉，还不是一
次两次，分手之前游遍当地的风景名胜，说
明两人情谊至深。

三四句，有回忆，有展望，有期待。五六
句常被后人引用，泗水泛秋波，动感且拟人
化，使人联想到如同大海的碧蓝。秋水清、
净，诸如秋水伊人，望穿秋水等等，深受文人
墨客的追捧。

七八两句，飞蓬，一种像山菊花、蒲公英
的野草，苍老后生出绒毛，风一吹四处飘
落。中国文学中，飞蓬是“野外飘零、身不由
己”的象征，蕴含着无奈、悲叹与哀愁。

最后一句，李白喜欢喝酒，也会劝酒。
珍惜眼前，享受当下，那就喝尽杯子里的酒
吧。诗以酒开始，以酒收尾，前后照应，情景
交融，悲而不伤，隽美通透。两位大诗人这
次分手之后，成为永诀。

人被称为“诗圣”、诗被称为“诗史”的杜
甫，也留下了歌吟泗水的大作。《寄李十二白
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
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
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
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
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
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
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
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
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
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
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
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
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
隔，乘槎与问津。”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爷爷杜审言虽不如
孙子名气大，但绝非等闲之人。25岁考中大
唐咸亨元年（670年）庚午科进士，才学逼
人。比27岁进士及第写下“慈恩塔下题名
处，十七人中最年少”的白居易，还小两岁。
唐代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四五十岁考中进士的比较多，三十以前中进
士的都是可造之材。

杜审言擅长五律，与李峤、崔融、苏味道
齐名，称“文章四友”，晚期和沈佺期、宋之问
相唱和，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任
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从五品）。官职

不大，却是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文字功底
深厚，学问才气过人。

杜甫的母亲崔氏，出身名门。唐代最著
名的豪门望族，莫过于“五姓七家”—崔、卢、
郑、李、王这5个大姓，又因崔、李两家有分
支，所以共称为“七家”，分别是博陵崔氏、清
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
西李氏、太原王氏。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
州司马，开元24年（公元736年），24岁的杜
甫来兖州探望父亲并在山东游历，写下《登
兖州城楼赋》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望岳》，也
在这个时期。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写于宝应元年（公
元762年）七月。李白家族中排行十二，十
字一韵，共200字。李白因参与永王李璘叛
乱被朝廷放逐，得知这一消息，杜甫立即写
下这首诗，以表同情与慰藉，并竭力称赞李
白的才华，既表达对李白的思念，也流露出
对统治者如此对待一位奇才的不满。

全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无

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
作。“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其中的名
句。歌咏泗水的“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
春”。意为我们夜里在梁园畅饮起舞，春天
则在泗水纵情吟唱。

梁园在开封，汉梁孝王修建的一座名
园，是一座动植物园，更是一处古代宫殿建
筑群。竹园农田、古树名木、奇花异草、飞禽
走兽、瓜果蔬菜一应俱全，亭馆台榭遍布园
中，且规模宏大，风景优美，是文人雅士的乐
园。

司马相如志向远大，不耽于梁园整日游
山玩水、衣食无忧的生活，发出“梁园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的感慨，并离开梁园。《水浒
传》第六回鲁智深和史进放火后，环顾四周
说了这样一句话：“‘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
家’，俺二人只好撒开。”

这首诗面世5个月后，结束流放夜郎的
李白，归途中路经安徽当涂采石矶，酒后捉
月而死，时年61周岁。8年之后，同样也是
冬天，漂泊辗转的杜甫在小船上去世，时年
58周岁。智者乐水，两颗巨星的陨落均以水
为归宿。

在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前的天宝
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752-754年），居住长
安的杜甫在辞赋《杂述》中，就写过“泰山冥
冥崒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的佳句。赞美
遥远的泰山高耸险峻，波光粼粼的泗水浩荡
清澈。文章两次写到泗水，可见杜甫对泗水
感情至深。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诗：“李杜文
章在，光焰万丈长。”神州东部亘古流淌的清
清泗河，伴随着李杜的两首诗，刻印到散发
着书香的纸上，滋润了万千士子的心田和梦
乡……

李杜写泗水的诗皆为上品佳作，却掩盖
不了他们之后的晚辈光华，白居易带着他的
《长相思》登场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
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读者一眼看出，这是一首写相思的情
诗。白居易是唐朝无人能出其右的情诗高
手，长诗《琵琶行》《长恨歌》就是难以比肩的
两座高峰。

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一生情路坎坷。
24岁时父亲去世，身为长子的他很孝

顺，却在婚事上母子俩犯起了别扭，他心仪
的女孩，母亲就是不愿意。心不甘情不愿，
磨磨蹭蹭，拖到37岁，才凑凑合合勉为其难
地成婚。37岁，放到现在也是大龄了，何况
1000多年前的唐代。

白居易爱到入骨的初恋——邻家女孩
湘灵，爱而不得，是心口永远无法愈合的伤
痛；妻子杨氏与他相濡以沫到老，却并非理
想中的女子；私养的2个家伎，只能同欢乐却
不能共白首。

白居易的仕途，有过波折，官职还是螺
旋式上升的境况，司马、刺史当过，最后落脚
太傅、尚书之类的大官，比他的前辈李白、杜
甫强了百倍。

唐代尤其盛唐以后，朝廷官员们狎妓之
风广为普遍，才子白居易也沾染了这习气，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白居易蓄妓过
百，其乐融融。但他并非滥情之人，一生只
钟爱两个侍妾——樊素和小蛮，唐孟棨的
《本事诗·事感》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
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
小蛮腰。

人都有老去的一天，白居易患有眼病、
肺病、足疾、风湿等疾病。55岁后，五度病
免，其中4次因为请百日长期病假到期，被朝
廷依法免掉职务。唐代规定：官员有病可以
请假，病假最长不超过100天。病假期满，
须向朝廷书面申请复职，否则免去职务。

当然，这里面也有白居易出于政治安全
考虑的原因。中唐时期，社会矛盾突出，政
治斗争激烈，官场风险增加。为防嫌避祸，
他离开是非之地国都长安。因病不与赴任，
请百日长假，也是白居易反复权衡后的慎重
选择。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白居易68周
岁，身体大不如前，开始为心爱的樊素谋划
归宿，做出了不舍但理智的决定，让樊素离
开去嫁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起来全是苦。
抛却红颜是白居易的无奈之举，樊素走后更
是受尽相思之痛。这首《长相思》，便是白居
易思念樊素的泪眼婆娑之作。

词的上阕：“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
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写的是樊素回家的
必经之路。樊素是杭州人，白居易家在洛
阳。汴水、泗水、瓜洲古渡、吴山，正是樊素
归家的途经路线。汴水发源河南，古汴水一
支自河南开封东流至江苏徐州，汇入泗水，
与京杭大运河相通，经江苏扬州南面的瓜洲
渡口而流入长江。

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返了，南下的樊
素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三个“流”字，
写出水的蜿蜒曲折，路途的险迢遥远，也渲
染出忧心牵挂、低徊缠绵的情韵。江河的
水在流，樊素的泪在流，白居易心里的血在
流。

“吴山点点愁”，刻画出白居易的心绪复
杂与凌乱。吴山，不悲不喜，不忧不惧，“以
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是作者的相思
赋予了它们愁思愁绪，且是吴中山脉全都写
满了愁，意境顿时变得空旷深远，年近七旬
老诗人的愁思悲苦就在眼前。

古人讲究炼字，字词要有弹性，一词多
义。吴山代表樊素的家，也代指樊素，白居
易有不舍之情，樊素同样有离愁之意。

词的下阙：“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

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抒发了思念之深、情
爱之切。佳人已去，楼榻空空，一片痴情，终
难忘怀。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揣摩双方的
感情：思之后是悔，而思悔之极则恨。

如果说，作者在上阕还是很隐忍、很含
蓄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只是借景抒情；那
么，到了下阙，他实在忍不住直抒胸臆，心里
的“思”写了，心底的“恨”也不忌讳了。

思念是双方的，恨也是双方的。两个
“悠悠”，道出了这种情感的强烈持久，绵延
不绝。前面的“点点”是空间范畴，这里的

“悠悠”则为时间概念。时空里都是愁绪、思
念和由此引发的恨，那么这种近乎病魔般的
思恨，何时才能结束呢？只有樊素的归来。

覆水难收，一切不过是空想罢了。年近
古稀的白居易和樱桃小口的樊素，只能倚楼
翘望，一个泪眼迷离，一个老泪纵横，在往日
的回忆和无果的期盼中打发时光、遣散郁闷
吧。

如同电影的特写闪回一样，一片冰冷皎
洁的月光泻罩着世界，你倚楼看着月亮，我
倚楼看着月亮，却默默不能相见。结尾戛然
而止，不多一字，哀怨忧伤的气氛产生了淡
而持久的感染力、穿透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给人看”。白居易在散文《与元九
书》中写道：“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整首
诗36个字，不算重复的仅有28个，还有韵
脚的限制。方寸之间，却营造了散发着悲
情美感的巨大艺术时空。有画面，有动感；
有大场面，有小定格；调动读者想象，引起
读者共鸣，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和至诚
的感情投入，让读者领略到汉字的无穷魅
力，令人击节喝彩，拍案叫绝。真不愧“诗
魔”“诗王”也！

《全唐诗》共5万首，收录白居易的近
3000首，数量排在第一。人教版的中小学
语文课本中，他的诗作也位列三甲。

人生最后的几年间，白居易抛弃浮华，
安稳度过了余生，终年74周岁。去世前，曾
写道“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为底层劳动人民鼓与呼的《卖炭翁》《观刈

麦》等作品，正是他一生悲天悯人价值观的
真实写照。

广州地标建筑广州塔，俗称小蛮腰。站
在塔下，白居易的诗句便穿越千年而来。他
创造的“樱桃口、小蛮腰”词语，作为美丽女
子的特征，一起走入了人间烟火，被后人广
泛使用。

樊素、小蛮两位女子，跟着白居易走进
了典籍，被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惦念、牵
挂。400年后，千年一遇的才子苏东坡在他
的《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中
写到：“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对白居易
的侍女樊素、小蛮艳羡不已。再后来，为自
己爱妾王朝云写的《朝云诗》中有“不似杨枝
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对善唱“杨柳枝
词”而闻名的樊素，还是不依不饶，念念不
忘，苏大才子的纯真可爱令人抿嘴哂笑。

我们的母亲河——泗河，何其有幸，见
证过伏羲、虞舜荜路蓝缕的艰辛，见证过孔
子师徒弦歌不绝的朝气蓬勃，更见证过李杜
的惺惺相惜、白居易的至诚相思……

①泉林晨曲 ■祝伟 摄影
②李白、杜甫、白居易画像 ■资料图片
③泗水之滨 ■赵伟 摄影

泗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赞美的地方
刘文华

踢毽子，是中国的传统民间体育运
动，也是流传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济宁，踢毽子尤其受到中学生的喜爱。

中学男生踢毽子，单从技术上来讲，
远比中学女生和公园里的中老年厉害，
可以说是踢毽子水平的“天花板”。在
课间，男生总会拿着毽子比赛，无论是
操场还是教学楼内的走廊，只要有方寸
大的地盘，就可以作为竞技的场所。

毽子的材料很讲究。中学生最爱
的，是软毛的鸡毛毽子，和公园里中年
人踢的长毛、硬毛大白毽子完全不同。
毛越多越好，经过人工染色，羽毛有绿
色、黄色、红色、紫色。

毽子的底部是橡胶垫，里面一般有
两个毽钱儿，类似于古代的铜钱，四周
圆形，中间有孔，卡在橡胶垫上，让毽子
被踢起来时快速下坠。鸡毛的重量和
毽钱儿的数量完美契合，才是最好的毽
子。

毛太多，毽子就轻，踢得高了腿就
不好绕，就需要增加一到两个毽钱儿；
毛少了，毽子自然就重了，下坠得快，也
不利于做动作。踢毽子对毛有损耗，有
时踢着踢着毛掉了两根，就要减少毽钱
儿，让毽子在空中保持动态平衡。

女生踢毽子，最多的往往是常规踢法：抬腿用脚弓把毽
子高高踢起。这种踢法被男生叫做“白踢”，意思是踢再多也
不算数。男生踢毽子，比的是花样。“白踢”是花样之间过渡
用的动作。

男生踢毽子，最经常的比赛方式就是玩“喝毛”的。下了
课，踢毽子的男生拿着毽子出来，往往约自己班同伴玩，有时
碰到别班的同学，也会问：“踢花样不，玩‘喝毛’的。”

所谓的踢花样，就是一个人先做各种动作，然后另一个
人来学；完全学会了，先做动作的人给学的人“喝毛”；没有完
全学会，就是学的人给做动作的人“喝毛”。

“喝毛”的意思，是这轮落败者给对方扔毽子，对方需要
用一种花样踢法把毽子踢远，扔毽子的人去接，在空中接到，
踢毽子的人不得分；如果没接到，毽子掉在地上，踢毽子的人
得一毛，大概类似于过去常说的“一毛钱”。一个课间的工
夫，往往是谁先得五“毛”谁获胜。

踢毽子的花样，不同地方有不同称呼。在济宁，常见的
有针、扫、打、夹、铲、磕等，双腿双脚互相组合，有上百种花
样。

针，是让毽子吸在脚上。抬起脚，毽子下落时用脚往下轻
轻下坠“泄劲”，毽子就“针”在了脚上。用脚内侧内拐接叫“内
针”，用脚外侧外拐接叫“外针”，用脚面接最常规，就叫“针”。

扫，是用一条腿做支撑，另一条腿的内脚面从支撑腿后
方去踢毽子，支撑腿不离地。如果支撑腿离地跳起，这个动
作就变成了“打花”。为了增加难度，往往用左脚扫完再用右
脚扫一次，就变成了一次对称的动作，有些左右脚不协调的
或“右撇子选手”，自然就乖乖认输“喝毛”。

夹，相对要难一些。把毽子轻轻扔起来，用右腿内侧迈
过毽子，再用左脚内侧从下面去踢毽子，叫“内夹”。把毽子
扔起来后，用左腿外侧迈过毽子，右腿内侧去踢，叫“外夹”。
这是右撇子做“夹”的要领，左撇子相反。

铲，可以想象挖掘机把土铲起来的画面。其实就是用脚
面或脚面和小腿夹角的位置，去把毽子踢起来。单一的

“铲”，和“白踢”一样，是不计入花样的。
中学男生玩的动作更复杂。把毽子扔起来，用大腿内侧

迈过毽子绕一圈，再把毽子踢起叫“内铲”，反之叫“外铲”。
更有难度的，是绕两圈再踢，叫“复铲”。

初中时，我们学校最厉害的学生，是一个腿很瘦的男生，
他可以绕3圈再踢，这个动作只有他能做到，其他人最多只能
到“复铲”的境界，腿绕第3圈的时候，毽子已经早早落地了。

“白踢”的踢法，如果踢毽子的脚不离地，叫“轻踢”。虽
然也不计入花样，但可以和“铲”配合，“轻踢”接“内铲”叫“轻
内铲”，这样算是一个标准的花样动作，比单独的“内铲”要难
一些。“轻踢”接“复铲”叫“轻复铲”，一般是中学生可以完成
的最高难度。

磕，是用膝盖把毽子弹起。和“白踢”“轻踢”一样，单独
用左右膝盖“磕”毽子，同样算“白踢”，需要搭配其他技法才
算花样。和铲类似，把毽子扔起，用大腿内侧迈过毽子绕一
圈，再把毽子用膝盖磕起叫“内磕”，反之叫“外磕”。因为膝
盖位置比脚要高很多，绝大多数人只能做到绕圈一周的“内
磕”，而绕圈两周的“复磕”和“轻复磕”，只有流传于江湖故事
中的“大神”才能做到，一个年级能做到的寥寥无几。

类似“打花”和“扫”的动作，虽然技术难度低，但能够以量
取胜。一般10个以内的“打花”，对手还会尝试。哪次运气好，
能做个20乃至30个，对手就会直接向你扔毽子“喝毛”了。

我上初中时，教学楼的吊顶高两米半左右，弹跳好些的
男孩子轻松就能跳起来够到。“喝毛”时，也是讲究策略的，并
不是踢得越远越容易得分。若是求远，“打花”是最容易达到
目标的，因为踢到毽子的一瞬间，脚面和地面夹角是个锐角，
更容易飞出美妙的抛物线。

有时变通一下用“轻内铲”，脚面大力把毽子弹起，毽子迅
速碰击吊顶后再快速下坠，整个过程令对手防不胜防，已经跑
出两步，再回头接毽子为时已晚了。只见那毽子直上直下，从
踢毽子人的脚上“啪”一声弹起，再“啪”一声碰击吊顶，最后

“啪”一声坠地。短短几秒钟，或许是课间最开心的瞬间。
①“内针”技法②鸡毛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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