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除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基本保障之外，当然离不开琴棋书画诗

酒花的洗礼。否则诗意何来，趣味何在？一片精

神家园的绿洲，像温暖的灯盏一样，点亮了人们

平凡的生活。

唐诗与宋词，早已成为美学经典，历代研究

者甚多。那时青荷女士不是理论家，她纯粹站在

一位忠实读者的角度，匠心独运，选取“琴棋书画

诗酒花”七个不同的侧面，以生花妙笔写出她对

唐诗风貌的美好印象和独到感悟。那份痴迷的

挚爱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让人能够感受到熊熊烈

火一般的炽热情怀。

用半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读完那时青荷的

散文集《我看唐诗多繁华》，再次唤醒我对唐诗的

关注兴趣。相比之下，自己过去读唐诗真的纯粹

是浅“读”，浮皮潦草的那种浅，浅尝辄止的那种

浅。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面对艺术圣殿里的大

唐诗歌，我们应该感到羞耻！要深读唐诗，贴近

唐朝的诗人，当如那时青荷女士。她不光是熟读

唐朝的诗歌，同时读透了一大批唐朝的诗人。这

些诗人中有人们熟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有

人们陌生的李端、元结、秦韬玉。诗歌是诗人心

声的流露，诗人在怎样的背景下流露出如此千古

流传的心声呢？

那时青荷在书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她不

仅让我们看到唐诗繁华的表面，还以诗一般的语

言，汪洋恣肆的激情，带我们穿越时空，煽动想象

的翅膀，走进大唐盛世，深深体味一番隐藏在唐

朝诗人内心深处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唐诗，不仅属于唐朝，不仅属于中国，它是人

类共有的一座艺术宝库。那时青荷创作的《我看

唐诗多繁华》，给我们奉献的正是一把打开这座

宝库的金钥匙。这把钥匙，我是爱不释手的，我

将借此重启拜读唐诗的新旅程。

一个阳光煦暖的冬日，我慕名来到这里的

祠堂村，拜谒包氏祠堂，参观包氏家风馆，了解

源远流长的包氏家风文化，感受到它厚重的文

化底蕴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池州龙山包氏家

族是包拯的一个支系。龙山包氏始迁祖包康是

包拯五世孙，曾任宋军的参军副帅。包康解甲

归田后，由泾县迁入贵池观前的斗龙山下、九华

河畔隐居，从而开枝散叶，繁衍了贵池包氏一

脉，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因龙山包氏家族的

祠堂建在这里，故称之为祠堂包，祠堂村也由此

而得名。

包氏宗祠坐落在风景秀丽、交通十分便捷

的祠堂村西边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7000余平

方米，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为三进两院，典

型的徽派建筑，气势恢宏。宗祠正面的广场中

央，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制牌坊，工艺精湛。牌

坊上石刻精美，正中“源远流长”四个行书大字

俊秀飘逸。

宗祠的一侧，是包氏家风馆。走进包氏家

风馆，迎面的墙上，便是醒目的包公画像。画像

里的包大人仪表威严、肃穆，双目如炬。旁边是

一幅巨大的“廉”字，字体端正，笔画规矩，笔力

遒劲，显然出自于包公的手笔。然后依次是包

公对后人家风家训的介绍。家风馆主要介绍包

氏家族的传统美德以及在池州的发扬光大。

包氏后人遵循包拯“孝廉耕读”的家训，继承并

创造以“忠孝廉”为核心的独特包氏家风。所以

这里民风淳朴，英才辈出，其后人有知名学者教

授，有海外青年才俊，有商界名流，有官员政

要。他们因为从小接受包氏家风家训的教育、

熏陶，都能自律自爱，洁身自好，在各自岗位上

为社会做贡献。

包公廉洁公正、铁面无私的美名和包氏家

风，在池州大地上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池州是

傩戏的发源地。在本土的傩戏正戏中，就有三本

是包公戏，分别是《陈州放粮》《张文显》和《摇钱

树》，都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此

外，包公在池州留下的“包公井”“齐山”石刻等历

史文化遗存至今深受池州人民珍爱，保护完好。

好的家风、家史，也就像一位优秀的老师，

能给我们上生动的一课。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洗

涤，灵魂得以净化。我相信，斗龙山下，九华河

畔，优良的包氏家风，会在新时代得到赓续传

承，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立冬”前一天，晴了半月的江南突降2023年

最后一场秋雨，西北风也刮来凑热闹，气温骤

降。一只粗心冒失的喜鹊飞向空中，它或许是今

年才长大，没见过江南初冬的气温突降，吓得不

轻，它艰难地保持着平衡，风朝它的侧面猛吹，它

的翅膀在惊恐中无法扇动，像一页被风扬起的碎

纸；树梢间呼啸声一阵接一阵，整个旷野成了风雨

的世界。想起先前阳光静静洒于荒草，多么悠然

闲适的景象，风雨一下子打破这种祥和，可野兔等

小动物却不会停下觅食和储粮的脚步，荒草丛间

零星的小刨坑中，都留下一截被咬断的白色根须，

捡起一根咀嚼了一下，一种略带淀粉汁液、微甜的

清新之感传遍全身，顿时感悟，这或许给人类一些

启迪，大自然正在酝酿重新开始。由此可见，冬天

的作用不可小觑，它在大自然最“贫瘠”时或许最

清醒，它在风中一次次清扫自己的院落，让雨雪

一场接一场掩盖它在其他季节的迹象，仿佛要为

一时冲动而挥霍的情感印痕，在冬日来一次最深

彻的反省、进而谋划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一月，大自然会作一次彻底的摈弃，将那

些荒枝侧叶统统遗弃，云朵不必飘来、河流禁止

奔涌，阳光显得懒散，鸟儿无须隐藏，它是要实

施最高的理性和极简的法令。然而，寒冷冬天

令人不爽，尤其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尚未供暖

的地区，面对白天短夜里长和光照时间的减少，

每天下班便夜幕四合，不仅吃饭心情受影响，甚

至还令人联想到黑暗的恐惧。故而，敏感的古

代人皆有悲秋情绪，因为秋天过后便是寒冬，而

支撑万物生长的太阳象征着生命，反之则代表

死亡。“悲秋”和“一年之计在于春”并非“怕冷怕

得要死”的矫情，而要表达的是对生命短暂的无

奈与“好死不如赖活”的渴望，故而，“一年之计在

于春”流行不衰。

但是，科学界通过大量科学实验彻底颠覆了

我们对“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认知。西方著名社

会心理学家乔·福加斯通过数次实验推断，冬天

带来的平静情绪更有助于人们对事物提出更多

疑问，能使人们在权衡利弊后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生理学家们则通过对人的

生理研究为福加斯的观点提供依据，血清素是大

脑神经中枢系统中一个传递介质，大脑血清素的

活跃程度会随季节或所接触物体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温度偏冷，人就会变得机敏、清醒；过热，人则

会非常烦躁、冲动。而如今的冬天，在空调及各种

取暖器的帮助下，人体内的血清素基本保持在一

个非常适度的水平上，就是说人们始终处在一个

相对平静、冷静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助于做出正确

的选择和决策，而变化无常的春天更容易让人冲

动，并因此做出目光短浅的决定。此论调抛出

后，立刻受到追捧。这不奇怪，颠覆传统迎合了

现代人的心理，况且人家还说，这是科学实验、科

学观察、科学分析得出来的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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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节 运筹着来年的冬天 赵柒斤

冬天是大自然枕戈待旦的日子，它躺在落叶铺就的绒床上，对来年进行细算运筹。枯

草遍及的江南荒野之地，目及之处，一片肃穆威严之感从四周袭来，铺满枯叶荒草的土地

仿佛陷入更经久的沉思，它似乎让所有的生命褪去昔日的繁华。大地结束浓妆艳抹的日

子，披一身素装，天际中闪电和雷暴那些怒气冲冲的性情变成了安静、仁慈的善意面孔，似

乎都在为思考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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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家风远
候朝晖

斗龙山巍巍，九华河绵绵。全长54

千米的九华河，发源于九华山北麓，自南

向北流经五溪桥、墩上、观前，至梅埂入

长江。它在观前境内巧遇一座形若蛟龙

的斗龙山。山水形胜的佳境，使这里钟

灵毓秀，孕育出了盛名远扬的包氏家风。

霜降天凉稻满畴，

登高一望景盈眸。

山村闹市多云月，

水巷边疆少苦愁。

桂子飘香香已去，

菊英放蕊蕊初幽。

岭南雁落越冬地，

塞外胡风吹不休。

霜降
王家富

唐朝诗歌唐朝人
——《我看唐诗多繁华》读后感

姚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