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的时候，单位从北京市朝阳区的
亚运村搬到大兴亦庄。那时没有业绩考核，
还提供食宿，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只是附近
商业设施没有完善，下了班常常无处可去，唯
有在一个偌大体育场里逛逛。远离市区，仿
佛与世隔绝，隐隐感觉荒废了太多光阴。

在一个周日，有位同事突然说，咱们干脆去
首图看书吧。没想到一呼百应，我们一行十多
人兴冲冲地马上出发。那是我第一次来首图，
当时的首图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还没有B座。

有学者认为，最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就是
名家的散文。因为其中同样囊括了作者的智
慧，又不会太费时间，偶尔读上几篇，经年累
月也有不少的收获，非常值得。

说实话，虽然酷爱写作，我在首图几乎没
有读什么名著，感觉名著厚厚的，人物众多，
关系复杂，故事往往多线并行，读起来不能偷
懒。但我对报纸的文学副刊情有独钟，读来
津津有味。好多副刊都有个很雅致的名字，
如百花、花地、晚会、繁星、布谷、夜光杯、五色
土、青未了等等。

据说当年的鲁迅先生，就是从副刊走出
的文坛巨匠，他一生钟爱报纸副刊，很多脍炙
人口的不朽杰作，都是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上
最先发表，后来收入各种选集而流传于世。

我不自量力，期望着自己也能通过阅读
副刊，写下不朽杰作。副刊文章短平快，语言
朴实，贴近时代，生活气息浓，用最新最美最
接地气的语言文字，去体悟酸甜苦辣，读来真

实有味道。
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将语言

优美，值得品味的段落记录起来，脑勤、手勤、
笔勤，我受益匪浅。不仅学习写作技巧与选
择标题，在读报中不断领悟人生，感悟生活，
悟千愁，品百味。积累的词汇犹如泉水从地
下往上涌，达到了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效
果，获得了左右逢源、随心所欲的乐趣。

我忙里偷闲地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写自
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写散落在尘埃里的光
芒。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投稿，成为我的一种
自觉和爱好。

每周末我们来首图看书成为常态，带上
杯子和零食，甚至有时废寝忘食。说来有趣，
我们十多个小伙伴，最后坚持下来的，仅剩下
我和一位叫张宝金的女同事。

有一次我们返回单位很晚了，客厅里就
剩下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吃饭。另一位正在洗
衣服的女同事脱口而出说：“我越看你们两
个，越像一家人似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长此以往，我们渐
渐有了感情。饭后常一起散步，交流读书心
得、工作体会，也畅谈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想法。

记得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口述，她用单位
唯一的电脑给我打字。文章成稿后，我们一
边读一边思考，一边读一边修改。读起来不
通顺的句子，不恰当的词语，就一起琢磨。而
后投给一家省级报纸，不久还真的喜从天降
发表了，我们两个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一个真
正懂你的人与你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渐
渐地我们走得越来越近，成了恋人，并于
2006年1月23日结婚，而今已经十多年了。
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图书馆读书，也有颜如玉啊！
而今智能手机功能愈发强大，无论走在

路上，还是坐车，都可以阅读。但我还是比较
喜欢图书馆的氛围和它丰富的馆藏，喜欢手
触到书的感觉，当然还是喜欢看报纸。

一进首图的大门，就能感受到一种怀旧
的感觉，喜欢那里的书香味，喜欢里面的整洁
安静宽敞舒适，喜欢里面散发的一种特别怀
旧的文化气息。

著名诗人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
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虽然电子读物让报
纸锐减，但读书看报依然是创造智慧的源泉，
而且是无可替代的精神享受。

我们搬过多次家，不变的是喜欢去首图
看书，特别是在其中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上，
刹那间发现自己的一篇“豆腐块”时，那种妙
不可言的惊喜，是所有语言不可描述的，心情
无比激动。

几年来，我的文章先后在《人民政协报》
《中国审计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大众
日报》《齐鲁晚报》等等报纸发表，有的还被老
家的《济宁日报》以专稿、特稿刊发，还有的被
编进各种专集出版并获奖。

那素未谋面的编辑成岳老师，他恰到好
处起标题的功夫不得了，创意犹如海底的珍
珠，颗颗晶莹剔透，平淡无奇的文稿一瞬间升
华，立马提升到艺术层面，常常让我如醍醐灌
顶自叹不如。那是神来之笔才能点绘出那样
惊人的美呀！衷心感谢成老师知遇之恩，为
我提供了可以实现文学梦想的平台，您让我
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褒奖是一种无形的激励，我信心满满，文
思泉涌，创作之路永不停歇，还蠢蠢欲动地打
算出版一部散文作品集。当然，就这一点点

的收获，首图亦是功不可没的。正所谓品书
中百味，留无尽余香。一旦读到文友们的大
作，我也及时拍照发给他们，并送上祝福。

今年首都图书馆迎来111周年华诞，而
岁月如歌，我从2005年至今，也已追随首图
19年了。期间还参加过几次首图讲坛，也不
知道来过几次了，2022年的大年二十八，以
及正月初四，我都是在首图度过的。

上班做新年分享时，我没走亲访友。首
图过年不打烊，图书馆里过大年，在品味书
香、增长知识的体验中感受别样的年味，书香
年味两相宜，在图书馆度过一个文化新年。

我烟酒不沾，只爱读书，圈子简单干净，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基本每天都是单
位、图书馆、家里三点一线，所有的节假日和
业余时间，差不多都在首图度过，从来不做没
谱的事。出门在外，也让另一半非常放心。

我与首都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成
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要出门，就习惯性
地往那个方向而去，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去
图书馆的路上…… ■心飞扬 摄影

我在首图的19年阅读生活
张廷赏

近读诗人、词作家何真宗
2018年以来创作的歌词50首。
这些歌词，在《词刊》《中国文化
报》《中国火炬》《民族音乐》《岭南
音乐》《民族音乐》《音乐教育与创
作》等专业期刊公开发表，并经
谱曲传唱，在中央、省市级媒体
展播，在“世界大河歌会”和地方

“春晚”等舞台展演。
何真宗是位勤奋的诗人，曾获

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诗
人”、中华全国总工会“阅读学习成
才职工”、重庆“十佳读书人”等荣
誉称号，诗歌作品被译成德语、意
大利语向国外推介。

一路斩金夺银、硕果累累的
何真宗，怎么突然另辟蹊径，潜
心歌词创作而一发不可收拾
呢？打开一首首歌，乘着歌声的
翅膀去感受，才知写作跨界已到
了让他心驰神往的境域了。我
想，这跟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性
格、气质和情怀笃定有关。

他是心有疼痛才唱歌的。
何真宗说：“歌词创作这5年，我
遭遇生存困境。也正是这5年，
我没有妥协于命运，更没有放弃
梦想和信仰。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我都去爱，用一颗感恩的心
和一个个文字。”

人生历练的坎坷崎岖，生活
体验的痛彻肺腑，何真宗在歌词
《那一年》这样倾诉：“那一年我逐梦他乡／扛着青春追求
理想／／当上了宣传员书写榜样／一身的疲倦不惧怕风
浪／／啊，我一路奔忙一路歌唱／学会逆风飞翔也有了坚
强……”

这是何真宗疼痛后的振起，拼争后的翻身。他一路歌
唱着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捧烁烁光亮。不仅如此，何真宗
梦萦家园，风尘仆仆回到万州创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专
业从事文艺创作、文化旅游策划、文学素养提升培训等工
作。

何真宗毕竟不是轻易能被头上那根稻草压倒的人，他
以拼搏获取生存生活，以奋斗捕获生机出路。这些，我们
在感慨之余，也会为他隐隐作痛。

读何真宗的歌词，我发现他灵魂深处的疼痛感，已延
伸到他体恤的劳动者了。如《爱送您到达》里的出租车司
机，《生命至上》里的消防战士，《竹琴天韵石化情》里的加
油工等等，都是他倾情关注的对象。

所以，“疼”和“痛”有时才是人间至情至爱的真诚表
白。读何真宗的歌词，我感到他真的是心有疼痛才唱歌
的。这些，在他很多歌词里都有酣畅淋漓的宣泄和演绎。

何真宗说过“我都去爱”这句话，表达的就是“爱党、爱
国、爱家乡、爱人民”的高远辽阔。他甚至时时表达他“爱
他自己”。这种情感，可能很多人没有体会，或者说没有像
他那样刻骨的体会。可见，何真宗善待感恩一切，实际上
是从善待感恩自己开始的。

他的“爱”，真的是到达了心无旁骛、铭心镂骨、胸有成
竹的地步了。所以，为了这个“爱”，他可以让以前停留在
纸面上的文字像鹏鸟一样飞起来，可以让以前躺在书本上
的诗歌纵身一跃到蓝天白云间嘹亮炫彩。

由此，这几年，他在从诗人到词作家的路上，创作了
《一声到》《不能忘记》《中国奇迹》《志愿者之歌》等等正能
量的歌词。歌声一时间响彻听众的耳廓，优美的旋律在他
故园的田畴乡野间余音袅袅、山环水绕。

读他写的《与人民在一起》：“多少个日夜／多少个足
迹／走进贫困地区／情洒南北东西／／看一看老百姓穿
没穿新衣／看一看老百姓锅里有没有大米／看一看老百
姓的房子／是不是住进了甜蜜／看一看老百姓的日子／
是不是梦中的美丽……”歌词把关怀人民的举止仪态，描
摹得如此亲切自然又温情具体，仿佛我们身临其境。

《春暖我的家》与上首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起他
温暖的双手／幸福绽放最美的花／／拉着老人的手／摸
着娃的头／他走村串户送来好办法／／农家院坝／春夏
秋冬／收获的季节我们都想他……”这样的表达如春水般
层层递进，水乳交融，直抵魂魄心怀。

《向党旗汇报》，构思巧妙，形象清新明丽，感情朴素深
远：“一颗初心澎湃春潮／一年四季雨顺风调／／锦绣山
河／枝繁叶茂／急着向党旗汇报／／汇报田野长出了自
豪／汇报山歌唱出了新谣／／啊，向党旗汇报／追梦的日
子越过越好！”

还有他写的《不能忘记》：“妈妈常常告诉我／七一是
您的生日／／歌声中我举起手向您宣誓／前行路上无论
风雨／我要永远地跟着您／／啊，鲜红的旗帜插到哪里／
哪里就是力量的凝聚／／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远跟
着您……”我们仿佛看到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在向光明靠
近靠近。

何真宗背井离乡，多年在外务工，一方面为生活搏击
打拼，一方面为文学寻找根底灵气。他时时刻刻都有一
个梦在心头萦绕，那是一幅乡村图景：春种秋收、人欢鸟
叫、金色绿色、枝繁叶茂。“庭院翠竹岁岁挺拔／镰刀犁铧
乡愁牵挂／／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绿水青山写大地的风
华……”“哦，好山好水养育了我／老学堂的书声暖人心
窝／／黄葛树上留下记忆婆娑／最难忘的是妈妈的叮咛
爸爸的烟袋锅／／哦，家乡的朝阳村哟／喜怒哀乐你都
是动听的歌……”歌词表现对家乡的怀想，总是这般沉浸
沉湎，总是这般穿心透骨，真的是情到深处才是歌。

何真宗还写过不少题材、立意、风格迥异的歌词。如
《坐上高铁游三峡》的兴奋豪迈，《牵着妈妈的手》的对比深
情，《走，去梁平耍》的欢快愉悦，《乖幺妹》的风趣幽默，《画
个春天带回家》的童真童趣，《菜籽儿打出幸福来》的乡风
民俗，《根艺之歌》的灵动传神等等。这些歌词，大都通俗
易懂、率性活泼、情感炽烈、亲切生动；并且音韵谐和，节奏
铿锵，琅琅上口，出口即成歌成诵。

何真宗现在每天还很忙碌：“蚁之冠”原创音乐的策划
创作和管理经营，组织参与各种文化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作为区政协常委还要履职尽责、参政议政等等。不过，他
还很年轻，情绪昂健，精神蓬勃，文学创作的劲头仍很足。
未来他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词，在家乡万州乃至全国
许多地方响亮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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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生

煮雪烹茶

点读

刘书良先生的散文集《春暖花开的日子》，
以其细腻而独特的笔触，诗意地描绘了他与画
家潘梦禅之间交往的种种经历，且将禅、茶、艺
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对潘梦禅画作的解读中，以
蕴藉、雅致的语言，描述了两人之间品茶、听
风、赏画、悟道、谈艺、论世等精彩瞬间。

文人相交，重在意趣。“松花酿酒，春水煎
茶”，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是也。这种日常拜
访和交流，平凡至极，简单寻常，在俗世中也
司空见惯。但是，在作家刘书良先生笔下，却
变得如此的烟茶清好，诗意盎然。

淡若清风，自在安宁。读如此妙文，如何
不生闲雅从容之心？艺术之路修远漫漫，但
一路行走，空明澄澈，不着一丝尘烟气，多的
是为艺的纯真与执著。由此，深感作者对于
生活、艺术的态度和对于精神境界的深刻思
考和追求。

刘书良先生学养深厚，善著文章，他笔下
的文字唯美脱俗，充满了诗意和禅意。

文字与绘画，文人与画家，是这本书所要
表达的主旨，而其主线则是与画家潘梦禅之
间的交往片段。通过对禅、茶、画等自然元素
的理解与感悟，以一种平静、专注、放松的姿
态，展现出两位文化人之间深厚的“嘤鸣”之
谊和共同追求艺术至高境界的精神。

潘梦禅是一位活跃于画坛，并且成就斐
然的女画家。淡泊名利世俗，重视精神性探
索。对待生活，清新淡雅，不尚浮华。但在将

禅、茶等元素融汇到她的画作之中做整体品
味时，会发现她不仅在技法上达到了极致，在
为人处世的态度、艺术理念的坚持等方面，也
都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和风格。

表里如一，臻于至境。此类个性和风格
使得她无论何时都保持平静从容，甚至面对
挫折，都能以平和姿态以对之。她只以自己
独特的视角看待世界，并用笔墨表达出来。
对于这样一位拥有独特气质和才华的年轻画
家，作家欣赏她的绘画技巧和作品内涵，毫不
掩饰其赞扬和欣赏之情。因此，形诸文字，方
才力透纸背，涵咏深长。不仅传达着深刻的
思想，更充满了诗意和禅味。

这样的文字，仅仅读之是不够的，会知所
不足的，须品而后方知其味，非品则不能通其款
曲。三咂其口，始觉余味缭绕。既有晚明文人
特有的清丽风韵，又融入了作者自己对生活和
艺术的独特感悟。空灵优美，闲适自足。晚明
文人那种独特凝重、神韵盎然却又不失轻盈恬
静的气息，靡有遁形，呈现无遗。似乎每一篇、
每一段，都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禅宗的智慧。

笔触细腻，不激而言。敦厚周慎，意境深
邃，有心领神会之悟，更有不可言传之讷言。
在当代散文中，属于久矣不多见的性灵之
作。因此，在最近颁布的第十届“冰心散文
奖”中，《春暖花开的日子》得以摘取殊荣，可
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可以说，这部获奖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阅读视角，全方位地去品味、欣赏、
了解潘梦禅独特的艺术世界——她的个性和
才华，她的风雅人生与为人处世的态度，她的
艺术风格与艺术追求以及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与荦然成就。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位“静
女其姝”的美女画家的艺术形象，更将读者带
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灵性的文学空间。

读其文可知，每次拜访潘梦禅时，刘书良
先生总会被她那些充满生命力和灵性的画作
所吸引。这些画作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还带
有一种鲜明个性和独立思考精神。他描述潘
梦禅所画的写意画：云深雾浓处，隐见仕女游
春；蕉叶短墙边，又睹桃花映面……他用语言

将这些图像强化而使其愈加生动逼真。
或坐于窗边品茶赏画，随口谈及对生命

与自然的认识，以及对美好事物所抱持着的
积极的人生态度；或分享各自对于生活哲学
与儒释道之学所得启示的领略；女画家或在
不远处画着自己心目中的山水画……创造力
和想象力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刘书良
先生通过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把这些温馨
而自然流畅的对话，逍遥自适却又触手可及、
令人向往不已的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春暖花开的日子》，是一本颇具灵性的散
文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本谈艺录：或是
关于水墨画技巧方面，或是关于传统文化与现
代意识方面，或是关于禅性与心灵方面，或只
是闲聊天气和四时花开花谢的感悟等琐碎小
事。正是这些不着痕迹的交往，和言谈之间分
享给彼此所见所感的绝美之物，成为这本散文
集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成为刘书良先生能够写
出优美空灵散文的原因之一。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家更多关注的，是
那些能够给予内心平静与安宁的感受，并引
导自己向着更加美好的事物积极靠拢。因
此，品茶赏画，谈文论艺，成为一种心灵上的
享受，精神上的洗礼。他们不仅仅欣赏画作
本身所传递出来的意境和情趣，更是通过深
入交流，领略到了更多美好事物背后蕴含着
的深层次而微妙细致的内涵，也更好地表达
出了彼此间的默契与信任！它仿佛告诉我
们：生活本身就是值得赞美歌颂的。

刘书良先生以这种浓厚的禅意精神与文
字，以之描绘潘梦禅的画作，诗书画意，顿见
精髓。从作家的文字中，可见画家的画，感受
画家的画，沉醉于画家的画中。

他不仅强调了画家在创作中所追求的
“空灵”之美，以及她在艺术风格中所体现出
的个性特点，更有茶的静谧与优美。

她的画作如同茶香一般，淡雅而持久，让
人在欣赏之余，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邃
意境和独特个性。

这固然是画家人画合一的外在表现，感
动了作家，触动了作家的艺术才情。而作家

也以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情洒潘江，健笔纵
横，赋予了每一幅画作独特的灵魂和生命力，
展现了他对禅意、自然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和
对艺术的敬仰。

二者互为因果，彼此成就，互相辉映。诗
画文章，完美地融为一体。

《春暖花开的日子》堪称一部性灵之作，字
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禅意和松涛波涌般恬静
平和的气息，是一本兼具唯美主义和深邃哲学
思考性质于一身，并适合多重层次读者群体阅
读、品味的情怀佳作。在阐述“境界”，探究“道
义”，展示“性情”上，均可谓见地极高。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用心所勾勒出来的
那种沉稳优雅而洒脱闲逸的状态，可称得上
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经验表达。它起
码告诉我们一点，在生活中，艺术并非阳春白
雪，遥不可及，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宁静与美好。

它通过对“禅”“茶”“画”三方面关系的辨
析，突出了“禅”所蕴含着的对生命本质的认
知；借助于“茶”，释放一种精神，从而促进思
想的提升；品评“画”，来抒发内心感受，阐述
一种令人愉悦的审美效果，表达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同时，文章运用了诗意化手法，给人
以清新淡雅、静坐听雨或赏花闻香般恬静愉
快之感，别具风格趣味。绚丽多彩，天章云
锦，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并深陷其中。

总之，散文集体现了作者对于茶道文化
和禅宗思想的关注和理解。以自然、平静、无
欲为境界，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达到身心
愉悦并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以及对生命价值
认知等方面的向度。

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冷漠与浮躁气
息的社会里，《春暖花开的日子》给人以一份宁
静和温暖。无论你是否对于绘画或者文学感
兴趣，这本散文集都值得一读。因为它不仅是
对于传统文化底蕴的致敬，也是对于当代绘画
艺术与写作方式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内
心探索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启示性的提示之作。

《春暖花开的日子》 刘书良 文 潘梦禅
画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散文中的禅茶画之旅
杨府

严格说来，宋灵慧出身农家，在农村长大，
却并不是农民。但读她的散文集《第101朵花
开》，却感觉她就是生活在村子里的邻家妹子。

用她纯朴而不乏俏皮的语言，写着身边
人、身边事，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美，笔下流淌
的也都是美。

她写的这些花儿草儿，于我司空见惯，我
常忽略它们。宋灵慧能这样深情地描写它
们，又写得那么温暖。我想，只要心中有爱，
笔下青草也会开花，那些草儿毫不相让地与
花们媲美。

你看《问草》中，她笔下的草荟萃一地：
“蔓草、莥草、稗草，甚至是贴着地皮的芦草、
墩子草、牛筋草，也都踮着脚向上蹿。孕籽的
穗，没有风吹过，也像各色的旗。蔓草的叉、
莥草的尾、稗草的掌、芦草的缨、墩草的棒槌、
牛筋草的戟，跟你们对视……”

读这些沾染了草香的文字，眼前仿佛就
是一幅画，看到了一幅宋灵慧绘就的《百草
园》。有了这么美的文字，让作为读者的我，

又回到乐趣无穷的童年。
那时，我也有自己的一块芳草地，而每个

农村出来的孩子，谁的心中没有这么一块属
于自己的“百草园”呢？宋灵慧写的不仅是童
年的记忆，她写的分明是乡愁啊！

而在《吃草》中，宋灵慧在她的百草园里，
特别提取茅草加以细写。茅草的根茎是甜
的，也叫茅根。在不能温饱的岁月，这草养活
了多少农村孩子？还有灵慧写的那些野菜，
在青黄不接的春天里，就是每个孩子舌尖上
的盛宴。

这篇文章依然写乡愁，笔调一点也不伤
感，仿佛老僧说禅，在悠悠的回忆中，让读者
和她像老牛一样，“卧在岁月的门槛，把吃过
的草反刍一番”，按照自己的心绪去“解读生
命的密码”。她的散文《玩泥》也是有着深情
的美丽乡愁。

这部散文集分作5辑，每一辑都有不少
的佳作支撑，但我固执地喜欢她写乡情的这
类文字。因为这些故土风情，无不折射出世

事的艰辛，又有人生的感悟，既写人又写事。
这些散文情感真挚，清新流畅，在平淡中显出
诗意，优美而浪漫，让人馨香恋怀。

作品中多用旧人旧事，抒发自己的心灵
感受。宋灵慧追循的是传统的散文路子，实
实在在地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不故作高深，
不炫弄技巧，真诚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文
字中散发出隽永的意味。

写乡土乡情乡愁的文章很多，也有大手
笔，但总感觉那是人家的后花园，人家的一亩
三分地，所以，感动了也就感动了，随后也就
不再记着。但宋灵慧的散文却不是如此。她
的作品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她的所见所感也
都是我们的所见所感，只是她付诸了文字，且
写得这么好。

这样的文章更容易记住，所以读了她的
《问草》《吃草》《玩泥》等篇，我就一下子入眼
入心。当然，她书中的优秀篇目还很多，比如
《想井》《守墙花开》《老母亲的花花世界》等，
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宋灵慧的散文亲切感人，来自于她心中
有爱，一旦形成文字，自会感人至深。钟情于
乡土题材，也创作出了一批不错的作品。只要
是她带着灵气的文笔，游走到这个属于她的领
域，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加优秀的散文作品来。

《第101朵花开》 宋灵慧 著 民主与建
设出版社

心中有爱，笔下青草也开花
张国中

夕日含山夜幕沉，云光彩缕洒烟林。
青丝不待拂花镜，埋首诗书见万金。
（七言绝句 押平水韵十二侵）

夕阳如金
王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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