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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澧兰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教，汉代戴氏祖先在
《礼记》 一书中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二十世
纪末期，我家在张家界市城区买了三间形似榨坊
的六十几平方米旧房，其中一间作为我的卧房兼
书房。爱书如命的父亲把一个旧书柜和几个木书
箱摆在我的仅有二十几平方米的卧房。我家不求
书房奢华，只愿书卷幽兰香。父亲把他读大学时
的所有教材和参加工作以后购买的几百本图书放
进书柜，还让他编著、出版的千余本旅游书籍

《张家界旅游指南》 和 《世界奇观张家界》 委屈
地躺在书房地板之上，酷似“书巢”。我家书房
门口挂着家训之书法：“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
长。”我年幼时，似懂非懂。父亲多次解读，使
我懂得传承家学、后代继承长辈学业之道理，感
悟“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真谛。“诗书继
世长”强调文化知识在家族传承中的作用， 对
我的心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启迪。

赏古探艺，以继国学。父亲尽力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学以致用，以家学绵泽后代；持之
以恒，在陋室治学二十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他在灯昏的萧斋之中，干着穷困潦倒的著书
立说事业，潜心钻研，挑灯夜战，写出精彩的人
生卷帙，取得许多科研成果，得到学术界许多奖

项。先后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游丛书·土家
族》《湘鄂西土家族》《湖南土家族风情》 和 《张
家界市民族风情》 等各类书籍十多本，并在 《人
民日报》 和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等报刊杂志发
表文章五百多篇。父亲虽为武陵山区土家族人，
深受武陵文化浸淫，但是敢于提出自己的学术观
点，敢于利用民族历史与民族特征著作教化土家
族人。父亲在简陋的书房里，任由思想的火花化
为夜空发光的星星，让凝聚他心血的文字在武陵
大地上留下颇有意义的人生足迹。

俗话说：只怕幼儿不学，不患老而无成。书
香世家，开卷有益。孩童时代，我在狭小的书房
里，饱读诗书，乐此不疲。我家书房虽为斗室，
却像“三味书屋”，是我十多年读书求学的第一
课堂。在睡不着午觉时，我就翻看书柜上的 《张
家界的故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和 《唐宋诗
鉴赏辞典》 等书。少年时代进入中学以后，从读

《中国文学史》、《土家族文学史》 到 《国学读
本》、《最美的散文》 等等，还有的民族书籍如

《桑植民歌》，我就拿着找父亲唱给我听。有天深
晚，父亲像明代归有光的长辈那样在书房门口观
察我做家庭作业。看见我趴在木床下面，在几堆
像垃圾的书里寻找高考复习资料、高考摸拟试卷
什么的。父亲越看越愧疚，越想越伤心！在找书
找得烦时，我抬起头，竟见父亲唉声叹气、嘘唏

不已。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逐年好转，我家终于搬进

城郊且住岗市委宿舍四号院较宽的新房，有了梦
寐以求的单独的书房。但因藏书太多，三面墙壁
前的书柜里面挤满古今中外图书，无处摆放写字
桌椅，父亲仍然感觉我家书房面积之不足。他也
曾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
考上设在北京的重点大学以后，父亲来到首都参
加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民族理论政策培训。我帮酷
爱书籍的父亲在位于西单路口的北京图书大厦买
了一批文学名著。他又去国家民委要了许多民族
研究权威书籍。父亲因有两大袋子书籍，只能乘
坐火车从北京市回到长沙市。离别的那天，我送
父亲到北京火车站，看着父亲微胖身躯前倾、两
手吃力提着两大袋子图书，举步维艰走上火车厢
里。我想起朱自清的 《背影》 和龙应台的 《目
送》，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不禁泪眼婆娑。父
亲提着两大袋子书籍的背影成为支撑我系统学习
专业知识的精神支柱。虽然父亲年过半百、体弱
多病，但他现身说法，晚上回家以后仍在书房反
复 阅 读 社 会 科 学 书 籍 ， 可 谓 “ 活 到 老 、 学 到
老”。严父做表率，润物细无声。学完大学本科
专业课程以后，我呆在我家书房专心致志自学半
年有余，复习考研的基础教材和专业著作。父亲
费时一个季度，细心研读行政法名著，出了几十

道学术前沿试题，对我进行考研面试模拟考试。
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有所收获，后来我在家里收
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印证

“勤能补拙”和“逆境造就人才”的哲理。
后来，我响应党中央号召，去祖国需要的地

方历练。于丁酉之春考上湖南省委组织部选拔的
定向选调生，回到风景奇特的家乡张家界市工
作。报到后的第一季度，我不太适应乡镇艰难的
基层工作环境，心理落差较大。父亲便从书房拿
出 《楚辞》 和清代 《道光永定县志》 等古代典籍
指给我看，给我耐心讲述澧水流域很有趣味的故
事。他跟我说，我的姓名取自战国时期著名诗人
屈原的 《湘夫人》 中名句“沅有芷兮澧有兰”。

“澧”字是指澧水，我们住在澧水支流“大庸溪
（今名茅溪） ” 畔。所以，他要我像文学家屈原
那样爱祖国忧民生，多为百姓排忧解难，传承楚
文化精髓。在父亲的帮助下，我逐渐对天门山下
这片红色的土地产生兴趣，融入到火热的新农
村，并且爱上了这片民族家园，在乡村振兴的潮
流中放飞青春梦想。

（作者系永定区尹家溪镇政府干部）

书房悦读记

□ 田大金

梅花在冰寒中育蕾，飞雪里开花。这种勇斗霜雪精
神，一尘不染的品格与报春不争春的特点，象征着人们不
屈不挠的坚强斗志和顽强拼博的向上精神，深受人们的赞
赏和喜爱。因而历代文人墨客创作出许多咏梅诗词的佳
作名篇。现将笔者选读的几首咏梅诗词，献给诸位朋友共
品赏。

唐代诗人张谓《早梅》诗曰：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这首诗写溪桥边一树早发的寒梅，作者抓住绽满白色

花蕾的枝条这一点型特征，却又略一点染便即放开，而后
故作假设引出一笔——“疑是经冬雪未销”。这株率先开
放，带来早春信息的梅树，让人不敢相信，是花？是雪？欲
信还疑。既写出了寒梅开放之早，又体现了人惊且喜的心
情。

宋代诗人翁卷《舍外早梅》诗云：
行遍江南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开。
黄蜂何处知消息 ，便解寻香院舍来。
这首诗的前两句，用“行遍江南未有梅”作铺垫，点出

了作者找到梅花的喜悦心情；后两句借隔舍黄蜂寻香，说
明作者爱梅的心情迫切。

宋代诗人卢梅坡，在雪花飞扬中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诗兴大发，一天写了两首《雪梅》诗。其第一首诗云：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文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诗人用风趣的笔调，评判梅花与白雪谁美？就洁白而

言，梅花要输给白雪；就香而言，白雪要输给梅花。他摇头
晃脑半天，分不清梅花与白雪之间的高下。由此可见，诗
人既爱梅花又爱白雪。他刚写好这首赞美《雪梅》诗后，空
中雪花又飞舞起来，于是，他又写下了第二首咏《雪梅》的
诗：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古往今来的咏梅诗词颇多，笔者不知其数。但多数是

借颂梅述志，言情抒怀 的内容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
石的《梅花》诗云：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此诗虽是一首普通的咏梅诗，却表现出一种不平凡的

大气慨。王安石任宰相时积极改革旧制，推行新法，遭到
保守派攻击，逼迫辞职归家。作者托梅花以言志，赞美梅
花不畏严寒，凌霜傲雪的品格，借以表达自己的决心，要冲
破重重困难，去实现“变法”的理想。

宋代诗人王淇借梅花比喻自己，他的《梅》诗，从侧面
赞美梅花一尘不染的特性，来比喻自己甘于清贫的品质。
其诗云：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蓠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
诗中的的林和靖是北宋诗人，长期隐居于西湖孤山种

梅养鸽，人称”梅妻鸽子“。他写的《梅花》诗，受众人称
赞。王不是埋怨林作了 梅花诗，而是丛侧面歌颂梅花的
高贵品格。

元 末 明 初 的 画 家 诗 人 王 冕 ，他 爱 梅 花 ，也 善 于 画 梅
花。他单用墨色画了一幅《墨梅》画，并题诗曰：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开花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这首题墨梅诗，诗句表面上是在赞美墨梅高洁精神，

实际上是作者的自白，表明他不向世俗献媚奉迎的高贵品
质。诗句虽然平淡，但自然流畅。

毛泽东同志 1961 年 12 月在广州，为即将召开中共中
央扩大工作会议做准备。闲暇时，他读到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对诗中表现出来的孤芳自赏，凄凉抑郁的情调不大
满意。因而“反其意而用之”写下一首著名的《卜算子·咏
梅》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

苏联撕毁合同，断绝我国从外获取先进技术装备渠道；加
之又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在严重困难面前，毛泽东提出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方针顶住了外部压力。这首词表达
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和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品读咏梅诗词，应以梅花勇斗风雪的精神，投身
社会主义新时代，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为实现民族振兴的
中国梦献计出力。

梅花傲寒独报春
——品读咏梅诗所感

□ 陈若语

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炼出创造
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
世间的绝唱。

——题记
蚌以坚硬的沙砾砥砺自己，方能获得璀

璨的珍珠；小鹰只有在生死一线的危险中激
发潜力，才能振翅高飞；烟火焚尽自己的躯
壳，终能绽放绚烂的光芒。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痛苦犹如一道高高的台阶，庸碌者望而生
畏，就此止步不前，非凡者却能跨越痛苦，
更上一层楼。春秋时的孙膑本是满腹才华的
英杰人物，却因为同窗好友的妒贤嫉能而不
良于行，但他并没有从此一蹴不振，反倒在
几次战事中献计献策，大放异彩，更是写下

了名留青史的 《孙子兵法》。又如司马迁，
在不幸遭受了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后，他也
未曾消沉度日，而是潜心创作，终于完成了

《史记》 这样的鸿章巨作。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渐冻症被称
为世上三大绝症之一，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逼
近，却无计可施。19 岁的霍金被确诊患有渐
冻症时，又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一般人或
许会趁身体还能动弹去周游世界，他却选择
了毕业后去剑桥念研究生，哪怕后来他甚至
连普通的说话和站立都无法做到，但他依然
坚持探索宇宙的奥秘，成为 20 世纪最耀眼
的科学偶像。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玄奘年轻时并未显露慧根，甚至还有过迷
茫。但他最终还是从郁郁不得志中清醒过

来，自此潜心研读佛法，后又历经艰险西行
取经，以微弱之躯构架了一道与外邦友好往
来的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可谓终成
正果。

只有迎难而上，用钢铁般的意志攀登痛
苦的高山，才能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开阔
境界；只有一往无前，用坚定的信念横渡痛
苦的汪洋，才能品味无垠大海的波澜壮阔；
只有不畏艰险用惊人的毅力飞跃痛苦的天
空，才能展现自由的翱翔之姿。
莫言美丽不可求，跨越痛苦，美丽在望。
莫言痛苦不可胜，跨越痛苦，成功在即。

（作者系桑植县澧源中学 273 班学生）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2018 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了。大雪
纷纷扬扬，刷爆了各自的朋友圈。而一个朋
友上天门山拍下得奇丽雪景，再次勾起我上
天门山赏雪的念想。

上天门山必坐索道缆车。天门山索道线
路斜长 7455 米，是世界上最长的索道，它
以张家界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为起点，直达天
门 山 顶 的 原 始 空 中 花 园 ， 其 间 落 差 1518
米。缆车拖着我们一行五人，依山势，起起
伏伏向天门山挺近。地面的建筑物渐渐小
了，稀了。仰望天门山，山头在蒸腾的云雾
间时隐时现，虚无缥缈。

山高了，陡了，刀削斧劈般。眼前突
现，一条银白色的飘带，曲曲折折，在那绝
壁处不见踪迹，而在另一处，又乍现。这就
是传说中通往天门山顶的盘山公路吗？

起雾了。缆车悬在空中。起始还能隐隐
约约看到山体的模糊轮廓，一眨眼功夫，那
浮世的繁华在眼前全部隐遁消失，世界只剩
下一片苍茫的白和一个孤独的我。

半个小时后，我们终到达天门山顶。
好一个晶莹透亮的世界！极目处，是炫

丽的白，刺目的亮。所有的植被完全被厚厚
的冰雪覆盖。树，站立雪中，岿然，寂静。
那裹着厚厚冰雪树枝，以千爪万指的神姿，
向四周张扬。树叶，藏在雪花里，蜷缩着，
在风中打着颤。一朵朵，似梨花、似白梅、
似银菊，缀满枝头，晶莹剔透，漂亮极了！

我们迫不及待套上防滑鞋套，从东线出
发，意气风发，踏雪天门山！

此时，天门山是热闹的。赏雪的人，来
来往往，川流不息。雪地上，玉树下，道路
旁，到处是拍照留影的人。天门山又是冷寂
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皑皑白雪
压山，除了游人的惊呼欢笑，不见一头走
兽，不闻一声鸟鸣。

地面结冰，很滑。我们小心翼翼的行走
着。眼前是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天空是白
的，地面是白的，峭壁是白的，深谷仙雾是
白的，衬得我们的脸也白晃晃的。我们一路
拍照，或仰卧雪地，或拥抱玉树，或抚摸琼
枝，极展妍态，无比欢喜。途径珙桐区、盘
景石区、天门翻水、北俯视等景点。北俯视
是一条横空修起的坡斜栈道，下是万丈深
谷。栈道两侧虽有护身栏杆，但地面太滑，
目视深谷又让人战兢不已，所以我们在栈道
上匆忙留了几个影，便改弦易辙。

没想到，走西线是一条更惊险的路！
天门山是一四周绝壁的台地山原地貌。

西线道路是一条人工凿于悬崖绝壁之上的悬
空栈道。栈道不宽，仅供两人并排而行。我
依着里壁，小心踩踏着地面，生怕一不留
神，飚出栈道之外。目视足底那万丈峭壁和
深谷，几乎惊掉了我的心脏！走完这一段路
程，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害怕”和

“恐慌”！其实，站在栈道之上目睹城市的远
景，仙雾蒸腾的山谷，和姿态万千满坡满岭
的冰凌花，又何尝不是一场视觉盛宴？

战战兢兢走完这条惊险、刺激又漫长的

栈道，眼前突现一片“迷宫石林”，冰雪覆
盖了部分石林。只见林中，石芽丛生，造型
各异，之间缝隙迂回曲折，宛如神奇妙手故
布异阵。相传，此地为鬼谷子盘兵之所，鬼
谷仙师以石芽排练成演武大阵，培养出史上
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与庞涓。

下午三点多，感觉体力不支。遇一路
人，说前方不远处，最多十来分钟路程，便
可到达天门山寺。经不住路人一劝，我们重
整旗鼓，踩着雪地，踏向天门山寺。据资料
记载，天门山寺始建于明朝，衰颓于民国。
2009 年天门山寺在原址上得以重建，占地面
积万余平方米，采用清代官式风格，由山
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
藏经阁、法堂等建筑构成。天门山寺自建寺
以来，信士众多，香火鼎盛。

冷风飕飕，日影西斜，香客稀疏，天门
寺逐渐冷清下来。忽闻寺前石塔的雪地上传
来一箫声，此乃 《红楼梦》 主题曲 《枉凝
眉》。箫声如怨、如诉、如悲泣，道尽了红
楼一梦肠肝断的凄凉。

禁不住箫声撩拨，天门山竟肃静起来
⋯⋯ 那 经 冰 雪 雕 塑 的 峭 壁 、 树 木 、 古 藤 、
青岩，在我的眼里也一一肃穆起来，晶莹剔
透⋯⋯

这是在江南，我们看到最美的一处雪
景！

踏雪天门山

1 月 1 日，长沙橘子洲燃放的烟花与长
沙城区的天心阁交相辉映。

当日，长沙橘子洲举行主题为“盛世花
开，美丽长沙”的焰火晚会，为前来观赏的
市民和游客献上新年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湖南长沙：

湘江焰火迎新年

在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广播员陈菲
菲厦门的家中，陈菲菲老人向到访的台胞陈
清 隆 诉 说 当 年 厦 门 向 金 门 广 播 的 历 史

（2018 年 12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福州：

一封“家书”改变两岸人生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小朋友们在“出
彩 河 南 有 好 戏 · 2019 新 年 网 络 戏 曲 演 唱
会”上表演 《花木兰》。

12 小时全网不间断直播、名家变主播
趣谈梨园台前幕后、网友刷弹幕互动赏戏体
验⋯⋯2018 年 12 月 31 日，河南郑州“戏
缘·建业大食堂”上演网络戏曲盛会。戏曲
遇上互联网，碰撞出千万级流量。

当晚举行的“出彩河南有好戏·2019
新年网络戏曲演唱会”上，豫剧名家李树
建、黄梅戏名家杨俊、青年京剧名家姜亦
珊、徽剧名家汪育殊、曲剧名家刘艳丽等多
剧种 12 位艺术家作为戏曲网络传播大使，
为全国戏迷带来视听盛宴，共同迎接新年。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河南郑州：

网络戏曲盛会迎新年

1 月 1 日，市民在合肥城隍庙市场选购
新年饰品。

元旦假期，安徽省合肥市城隍庙市场上
琳琅满目的年画、红灯笼等新年饰品吸引众
多市民选购。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安徽合肥：

红红火火庆元旦

这是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展出的跨文明特
展展品 （1 月 1 日摄）。

1 月 1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区西北部的
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市民们在精美绝伦的艺
术品间漫步。这里正举办着一场跨文明特
展，214 件 （套） 来自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
物馆的玛雅文明艺术精品与金沙遗址的神秘
古蜀文明展品在此共同展出，人们在两大古
代文明“超时空”对话的文化盛宴中迎接新
年。 新华社记者 康锦谦 摄

四川成都：

文化盛宴迎新年

魏晋风骨
—— 魏 晋 时 期 ，

朝 纲 动 迭 而 思 想 活
跃 。 文 人 名 士 们 纷 纷
雅 集 结 社 ， 坚 隐 不
仕 。 一 帮 帮 文 人 们 整
日 聚 在 一 起 ， 赋 诗 作
画 ， 饮 酒 纵 歌 ， 放 荡
情 怀 ， 呈 现 一 派 烟 云
水 气 而 又 风 流 自 赏 的
人 格 气 场 。“ 竹 林 七
贤 ” 的 传 世 佳 话 和 书
法 《兰 亭 序》 这 一 旷
世 奇 珍 皆 出 于 该 时
期 。 史 称 这 一 时 期 的
文 人 作 派 为 “ 魏 晋 风
骨”。

文/图 覃儿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