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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访玉粮食业
蒙建华

芳郊地胜寅阳早，美味天然故迹幽。
妙手翻新摹古意，良工演旧锁乡愁。
心盟六秩功名震，节近三香口腹谋。
小饼非遗登大雅，高枝得月竞风流。

寅阳寺月饼赞
闫百川

饼如嚼月浸川蜜，寅寺珍馐技称实。
孔圣灵踪清淼情，稻花香里寄清谧。

梦秋寻韵
王兴龙

钟情最是在林家，霭雾香馨伴美华。
万树风寒皆逊色，一枝精气独添花。
黄昏北畈失清意，仲月南园随曙霞。
借问东君清浅处，会稽可饮点妆茶？

雨后闲情
张崇峰

天气阴沉近晚晴，风和日丽鸟飞轻。
林间静谧蝉声悦，水面悠扬蛙鼓鸣。
垂钓何须船入画，吟诗最喜韵含情。
临堤漫步心胸畅，偶有余闲惬意生。

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侧记（新韵）
朱恩科

浩瀚星空觅本真，未知异界降斯人。
曾经混沌难极目，除却巴黎不染辰。
有幸倾情瞻此际，莫言羁旅慰毗邻。
银河一偶文明在，奥运精神万世存。

洸河苑里戏连台
葛振民

管弦锣鼓震晴空，梨苑行家唱德风。
才子佳人生缱绻，帝王将相抖威雄。
苦甜酸辣一台戏，离合悲欢万户中。
满目鲛绡遮望眼，掌声雷动趣无穷。

参观抗战纪念馆
刘 鹏

眼前长卷写鸿篇，烽火狼烟读旧年。
铁马金戈征战史，刀光剑影血红天。
断肠傲骨驱倭寇，洒泪英魂卫汉川。
谄日几多昏昧客，请来此地面先贤。

红军洞
刘 燕

峥嵘形势本天成，舒卷风云指顾清。
奕奕雄关依绝壁，幽幽碧洞荡回声。
逢时一任龙蛇蛰，得地须教虎豹惊。

但使民心同向背，苍松叠嶂尽长城。

七夕吟
殷家鸿

千载悲伤说到今，独怜两地赤诚心。
银河漫漫金梭恨，碧宇茫茫玉兔沉。
泪洒孤城耽永日，情依群鹊送佳音。
莫教此夜空流逝，全仗灯花解语深。

寒蝉吟
王冬萍

尘间看遍赤橙黄，一世歌吟醉夕阳。
但就霞餐和露饮，且随草色共天长。
晨烟暮蔼催声老，秋雨西风添晚凉。
茕影凄凄寒噤处，谁人记得有悲伤。

荷塘晨韵（通韵）
李纯才

朝霞几缕向塘倾，溢满和光韵味萌。
荷翠风搖风细细，花红蕊灿蕊莹莹。
舟边倩影婆娑舞，莲里跳蛙欢悦鸣。
最是一行堤上柳，垂枝照水映浮萍。

观奥运会男团乒乓球决赛
冯克河

观者为酸鼻，揪心知几场。
接球时摆短，变线偶偷长。

不料搓摩快，一挥旋转忙。
金牌堪闪耀，四载有寒光。

观 云
张连旺

来去遥还近，晴阴淡复浓。
白衣真胜雪，苍狗可为龙。
缀野增秋色，垂天压碧峰。
劳劳闲趣少，相对愧尘容。

江愁吟（通韵）
王 义

江上斜阳绿映红，欲烧秋水火彤彤。
愁云飞卷丹霞去，落在诗家惆怅中。

秋雨之声
孙召锋

今岁秋来第一声，草黄花去略心惊。
闲来再把诗经读，先是蒹葭再鹿鸣。

捞湖草感怀
赵宪明

炎炎夏日架轻舟，汗水如泉遍体流。
少小焉知生计苦，空调室内不知愁。

少年游·走近玉粮食品
张 林

瓜时龙润，舆中景醉，轻逐嗅清芬。古寺寅
晞，五光犹见，瑞染玉粮仁。 惊眸处：似归香
苑，随地月团陈。舌里甘醇，恍生一梦，又品少
时珍。

浣溪沙·秋思
李传生

雨后秋风送草庐，门前月下绘新图。夏时
溽热一宵除。 古意吟怀君德有，斜阳老眼俗
情无。尘心修道得安居。

隔浦莲近拍·处暑
孔庆更

秋清伏日逐歇。朗景晴阳晔。处暑应时
到，青山翠，白云洁。雁阵穹昊列。蛩鸣彻。飔
啸驱残热。 入兰月。嘉禾郁馥，层林金灿明
灭。天高气爽，静赏清宵蟾阙。谷物登丰稼事
捷。谐协。邀朋诗酒同悦。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存在不仅保存了
一大批读书的种子，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
义情感。闲暇之余，他们触景而即兴创作的
一些对联，也体现了师生的机智幽默，甚至
乐观和豁达。

风声雨声联

“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这
是梅贻琦三女儿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的唐冠芳说的话。那个时候，住在楼上的唐
冠芳一家吃过饭，按照惯例收拾桌椅，打扫
地面。谁知，扫起的尘土顺着楼板的裂缝，
漏到楼下梅贻琦一家人的饭碗里。由此可
知，西南联大教职工的宿舍简陋，甚至破旧。

其实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好不到哪里
去。1934年4月，学校按照梁思成和林徽因
夫妇的设计，搬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就在一片荒山野地里。迫于条件的限制，这
一座座或者一间间教室，都是用铁皮围成
的。

晴天还好些，几乎不影响师生上课，遇
上刮风下雨，简直就遭了罪。漏风漏雨不
说，那些用铁皮围成的教室，就剧烈抖动或
者摇晃，不时发出稀里哗啦或者叮咚叮咚的
响声。

不用说，这些响声来自外面刮来的风，
天上落下的雨。有铁皮相互之间的摩擦，再
加上野外一些野兽的嚎叫，这时的西南联大

简直成了“声音”的世界。而这些交织在一
起的声音，早已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早已
盖过了学生回答问题的声音。

许多年以后，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杨振
宁也说：“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教室
地面是用泥土压成的，窗户没有玻璃，是用
纸张糊的，风吹时必须用别的东西把纸张压
住，否则就会被风吹掉。几年，几月，甚至几
天过后，教室里满是泥土和污垢。

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
1594年，被削职的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同
弟弟顾允成一起倡议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
龙在此讲学，以此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并
且撰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劝勉读书人
要以救国为己任。

而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就是在
这样的“风声雨声”中坚持上课，不忘初心和
国耻，图谋抗日救国大业的良策，而这一“风
声雨声”的环境正好映照了顾宪成这一对
联。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于是当时西南联
大就有学生触景生情，把顾宪成当年为东林
书院撰写的对联张贴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
一时被传为佳话。

入土为安联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加紧了全面

侵华战争，华北地区的一些省份诸如热河、
河北、天津等地相继失守，就连具有千年古
都之称的北京也未能幸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私立天津南
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到湖南长沙，后是到
云南昆明，在那儿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没想
到云南昆明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后的1942
年9月28日，日军的飞机就在昆明师范学院
上空投下了一枚枚罪恶的炸弹。

那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就在这里安营
扎寨。日军的轰炸造成非常严重的人员伤
亡，其中一位集训大队长就被炸成3截，下身
半段在墙内网球场地，头则在墙外的操场
上。他所带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被炸死
且身首异处，其状惨不忍睹。

住在附近靛花巷史语所三楼的陈寅恪，
也常常受到日军敌机的威胁。为了躲避日
军飞机的空袭，最大限度确保联大师生的生
命安全，联大也想了种种办法，其中之一就
是在史语所三楼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很大的
土坑，也就是防空洞。

可是一夜过来，防空洞里又会渗出尺把
深的水来。遇到拉警报了，别人来到防空洞
都是两腿站在水里，陈寅恪呢？则是放一把
椅子坐在防空洞里。就是这样，陈寅恪也不
是顺顺当当躲到防空洞里，而是要在别人的
搀扶下，才能一步一步来到防空洞。

那时的陈寅恪身体虚弱，右眼失明，左
眼也开始有了毛病，视力明显下降，给行走
带来诸多的不便。有一次，他在别人的搀扶
下来到教室，背对着学生上课也未觉察。

不过，当人们见到陈寅恪来到防空洞

了，那不安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对此，陈
寅恪撰写一副对联，来表达人们躲防空洞的
心情。这对联是：“闻机而坐 入土为安”。
这里的“机”是指日军的飞机，“入土”是人们
躲避防空洞。而每次警报一响，联大师生争
先恐后涌进防空洞，这就是“入土为安”，自
我解嘲字里行间也得到了体现。

郑傅所长联

“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一天，
一个五大三粗，又有些军官模样的男子，来
到昆明龙头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时
的所长一职由傅斯年代理，副所长由北大郑
天挺担任。

那个时候，也就是1939年，北京大学文
科研究所随着西南联大稳住脚跟后也挂了
牌。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是以培养文、
史、哲学科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取得过
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人所知。

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
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
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同时又是五四运
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的创办者。

郑天挺字毅生，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
于北京，是我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抗
日战争爆发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所长、副所长的姓氏一傅一郑，在口头
交流上难免产生一些误会，给来访者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怎么办呢？面对来访者，文科
研究所的守门人总要进行一番解释，即正所
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

那个军官模样的人一路上历经艰辛，好
不容易才找到龙头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见到啰里啰嗦的守门人挡住了他的去路，顿
时不耐烦了，扬起胳臂给了一个大巴掌，骂
道：“我要见的是傅所长，你装什么孙子？”

好心当成驴肝肺，守门人早吓得不敢作
声，一路小跑，慌慌张张到一间小黑屋里，把
副所长郑天挺叫了出来。来访者不认识郑
天挺，郑天挺也不认识来访者，双方面面相
觑，不知如何是好，尴尬极了。

不久，有人对此创作一副对联描述这一
趣事：“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
郑傅所长掌研所 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
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诙谐幽默，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①1944 年 12 月 28 日，西南联大师生欢
送从军抗日同学。

②西南联大旧影。 ■资料图片

西南联大时期的几副对联
陆琴华

春之歌

2004年一月，石榴树枝上还
有冰雪，谁家的春联被融雪水冲
了，雪地染红。快递小哥飞驶而
来，为头上染霜的老作家带来花
山文艺出版社再版的他的著作
《李大钊》。

夏之歌

六月芳华，大上海举办第三
十次南极科考队纪念活动。殷
允岭带着他的《“雪龙”纪实》再
上雪龙号。风光无限，激情无
限！他面对海空，朗诵书上诗
句：“生来不知北朝哪，寻芳也爱
向阳花。水不知情冰有解，原来
南极是我家！”

秋之歌

老作家热爱秋天，一幅《春
华秋实》的国画里，夕阳朗照，白
云悠悠，红柿累累。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8月20
日，他主编的180万字的第4套
《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出版，与
之同时的喜讯，是他出版的新作
《枕月说湖》。天底下还有比作
家出书再好的事吗？

冬之歌

夏储冬藏，是休养整饬，养
精蓄锐，蓄势待发的日月。它代
表了春花秋果、盛夏膏粱的积
累。武汉的海燕出版社秋月来
电：殷允岭的《雷锋的故事》将在
雪月再版，就是说，雪块样晶莹
的《雷锋的故事》，将在殷家的春
联下相映生辉，与老作家同过一
个美好的新年！

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著名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描绘
了生命的盛放。夏花，以其绚烂多彩、热烈奔放的姿态，成为生命
力与希望的象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夏花一样，以全力以赴
的姿态去生活，去体验世界的色彩，去感悟生命的美好。

若说夏花，我先想到的是小荷。夏日的清晨，天边微微露出鱼
肚白，荷塘边还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小荷羞涩地探出尖尖的角，
还挂着几滴晶莹的露珠。太阳渐渐升起，阳光为荷塘披上了金
色。小荷开始了绽放之旅，她的花瓣，一片接着一片，缓缓地舒展
开来，像绸缎柔软而光滑。每一片花瓣都透着淡淡的粉红，宛如天
边初升的朝霞，美得让人心醉。周敦颐曾在《爱莲说》中写道：“予
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这正是荷花的高贵和至纯至净的品格。

在夏天，总是伴随着那首耳熟能详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
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芽……”茉莉花如同夏日的一曲淡雅清
歌，悠然飘散在微风之中。在绿叶的簇拥下，茉莉花蕾悄然绽放，
洁白如雪的花瓣轻盈地展开，露出淡黄色的花蕊，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那香气，清新而柔和，轻轻拂过面庞，让人心旷神怡。在夏天，
还有一花如火如荼，热烈而奔放，仿佛树冠都被点燃，那是石榴
花。她如同夏日的阳光，照亮了心灵，让人感受生命的热烈与美
好。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言：

“石榴花发满溪红，溪水长流碧
复空。”石榴树象征着家族兴旺，
到了秋季，石榴果挂满枝头，摘
下一颗，轻轻掰开，籽粒仿若晶
莹的宝石。

夏日的花，各自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象征，是对生命、美丽、纯洁、坚韧的
赞颂。在这个季节，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故事，展现着
生命。它们教会我们，无论生于繁华之地，还是寂寥之
隅，都应该全力以赴地绽放，活出自己的色彩和精彩。

步入花的世界，感受绚烂与芬芳，又该怎样活出自
己的“夏花之绚烂”？答案就在花儿无声的讲述中——
勇敢追求，不畏挑战，坚守本真，传递美好。正如泰戈尔
所言，我们的生命应当如夏花般绚烂，不求永恒，但求在
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让这个世界因为
我们而多一抹亮色，多一份温暖。 ■心飞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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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地图中，有些地方常被
赋予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仅是地理位置
的存在，更是精神文化的坐标。位于曲
阜东南的尼山，便是这样的地方。这座
小山丘因孔子而名扬四海，因儒家思想
而光辉灿烂。月夜之时，银光如洗，照
见了尼山古老的石阶，照见了千百年来
文人墨客的足迹，也照见了我心中对这
片圣地的向往与崇敬。

月光洒落，将这不起眼的山丘装扮
得如同仙境。站在山脚下仰望那轮明
月，思绪流转。两千多年前的尼山，是
否也树木葱郁、鸟语花香？生于斯、长
于斯的孔子，孩童岁月是否也曾爬上土
丘眺望五川汇流？这是一方怎样的山
水，塑造了坚毅而通达？

幼时的孔子常“陈俎豆，设礼容”，
显出非同常人的禀赋。在这些文化的
浸润中，孔子找到自己的信仰和目标，学习周公，复兴周礼。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将仁义礼智信的种子撒向九州大地，又
如同月光一般，温柔地照进人们的心灵。

漫步尼山的小径，历经沧桑的石板，依旧坚实。文德林
的松树在月光下依旧挺拔，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
在守护圣地诉说千年的故事。孔子的智慧与胸怀，跨越了时
空的界限，融入了这片土地，融入了每一位过客的心中。

今月曾经照古人，今夜的尼山月光，是对孔子的纪念，也
是对未来的期许，不仅照亮了一座山的宁静与美丽，更照亮
了中国历史的厚重与人类文明的辉煌。

自诞生之日，儒家思想就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直
至今日，仍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着全世
界，尼山也成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永久举办地……

这月光，见证了孔子思想的诞生和传播，天涯明月共此
时。从尼山到世界，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时空，影
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未来的每一晚月光，都将带着人类智慧，照耀在每一个
渴望知识、追求大道、期盼美好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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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龙马，自古以来说法不一。有的
说，龙马是古代传说中一种特殊神兽，即“马
身龙首”或称“马身而龙鳞”。

《汉书·孔安国传》曰：“龙马者，天地之
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
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
没。”据说，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
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
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了八卦。由此，人们
也很容易想到《西游记》里驮着唐僧取经的
白龙马。

也有人说，龙马就是马，所谓“马八尺以
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也。”
可见，古人把身高八尺以上的骏马称为龙。
《吕氏春秋·本味》也有云：“马之美者，青龙
之匹，遗风之乘。”据说，汉武帝获得良马之
后曾作《太一之歌》以为庆祝，其中就有“今
安匹兮龙为友”的句子，这实际上也道出了
中国古人更倾向于龙马合一的观念。

应该说，从古至今，龙的形象在中国被
广泛运用于各种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
象征。但是，源自远古时代农业文化和草原
游牧文化的交流、渗透和互补，尚马亦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如
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龙作为想象的动物，具有人类最为可贵
的自由精神；马作为实用的人的工具，最重
要的品质则是艰苦卓绝。将龙首定位为马
首，这是自由与坚贞的统一。

《周易》中乾卦取象为龙，此卦主要描述

与歌颂龙的精神，此卦的《象传》云：“天行
健，自强不息”，就寓有自由与坚贞统一的精
神。正是因为马与龙之间的这种精神特质
上的相似性，马也很自然地被提升到龙图腾
的崇拜高度，促成了龙马形象的合一。这一
点，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

《楚辞》中不仅关于龙和马的描写甚多，
还比较多地写到玉虬、白螭等。玉虬、白螭
也即事实上的白马。据统计，在《诗经》的
305首诗中，有51首涉及马者。可见，当时
的军事、田猎、迎亲嫁娶、祭祀等各种事务中
都高不开马。

事实上，《诗经》中有关马神崇拜和尊马
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龙马精神
的一种积淀。之后，从西汉刘彻到唐朝李
白，天马之歌不绝如缕。再后来，便出现了

“四朝忧国鬓成丝，龙马精神海鹤姿”的诗
句，“龙马精神”遂之而出，并逐渐演变成一
句成语。

此间，马完成了从自然物象，到具有某
种特定功用的形象，再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审美对象的过程，并成为“自由、奔腾、劲健
和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

胸怀浩然正气，笔写龙马精神。“龙马精
神”，既是龙的精神，也是马的精神，它融合
了两种动物的禀赋与气质，它刚健、勇猛、昂
扬、激进，它是龙和马的精神象征，也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着
这种精神，才得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路
走来，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

浩然正气的龙马精神
钱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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