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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陈孝荣
三月，是所有月份中最娇贵、粉嫩的月份。冬

装还未脱去，春天却已破土发芽、朝着灿烂膨胀。
只是初到的春天还羞涩、踉跄、扭扭捏捏。裸露的
山，在风光里静静等待着蓬勃。枝头还没有花的
消息，只有灿烂的梦想随着枝条在春风里荡漾。
季节也还没有学会把温度放在一个合适的天平
上，冷暖不定。时而艳阳高照，温暖宜人。时而又
寒风刺骨，一步回到冬天。冬眠的动物还在酣睡，
等待着某种号令的叫醒。鸟儿的歌喉也还没彻底
擦亮，期待着更多的细雨滋润。河床在期待里等
着河水的涨满。

然而，这却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月份。
先是鸭子在河里辛苦地打捞春天。它们一个

猛子接一个猛子地扎进水里，不停地游动、穿梭、
呼唤、为春天加油。乍暖还寒的河面，全是它们舞
出的喜悦，一圈一圈的涟漪问候河堤。站在背后
的蓝天，也为它们的忙碌、呼唤所感染，眼睛一点

点擦亮。
接着是柳树的枝头，在某个午后，或是凌晨

绽出春的惊喜。先是笔苞子，不为人知地炸裂，露
出一点点粉嫩的新绿，羞羞答答地藏于其间，似
乎是收藏了一颗最富贵的心。再过一些时日，新
芽一片片绽出，带着有一分羞涩，但羞涩里却藏
着一分张扬，使劲地往翠绿里长去。
春风被感动了，一刻也不愿意停下脚步，一

遍遍吹过山坡、河岸、草原。不厌其烦地摇动枝
条、梳理枯草、揉皱河面。奔走着、呼唤着、忙碌
着。阳光也被感动了，轻轻地爱抚大地，一日日给
地气加温，给万物鼓励。细雨也及时赶到，给予最
富贵的支持，它们在轻轻的诉说中喂养万物，给

生命滋养。就这样，它们就像商量好似的，发誓要
让三月成为一个流动的月份，让世界一天一个变
化。渐渐地，山就绿了，美了，丰腴了。水就亮了，
响了，娇艳了。各种动物就醒了，欢了，爱恋了。
而更多的春天，却早已阔步迈进了流动的生

活里。乡村炊烟赶紧吐出来，在天空下飘飞着、舞
蹈着。田野也早被活力照耀，耕牛、农人正在翻耕、
播种、编织。城里的人们脱去冬装，步履轻快地行
走在街上，或是结伴出游，到郊外踏青，把春天一
点点搂进怀里。父亲也从城郊过来，说要拿点种子
的钱，要准备着下种了。自从把父母接进城之后，
劳动惯了的父母还是不能歇息下来，就是找别人
讨了几块地，还是得种上一些玉米、红薯。

粉嫩的三月

龙年新解“中华龙”
姻王建堂 李奇
祈雨与龙崇拜

中华民族“龙崇拜”的心理驱动，源于对雨的
渴求、期盼。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雨”对庄稼至关
重要，黄河流域“十年九旱”，只有雨量充沛，才可
五谷丰登，于是“祈雨”成为先人的第一“心理驱
动”。怎样才能普降甘霖？自然是“云行雨施”；天空
中谁可行云播雨？自然是个“神物”，此神物就是人
们公共心理的契合创造———龙。《周易》称“云从
龙”，《管子》云“龙生于水”，《埤雅》说“龙能变水”，
韩愈说“龙嘘气成云”。庄稼需雨、云兴雨降、龙嘘成
云、龙行雨施；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天，粮以雨为
天、雨以云为天、云以龙为天。从无数次“电闪雷鸣、
风雨大作”自然现象中，先人悟出了“云雨之道”
———“云龙”可兴云施雨，“龙”自然就成为农耕文明
时代第一“崇拜物”，于是“龙图腾”、“龙崇拜”，在先
人“祈求云雨”的心理背景下就应运而生。

雷电与龙形象

既然龙可兴云播雨，这人类的“第一恩人”长
什么样子呢？“二月二、龙抬头”，先人根据云雨的
第一征兆“雷电交加”，而揣摩、想象、创造了“龙”
的形象：第一是龙可在云中飞升，飞升时形体就
是条状而又弯曲的闪电，还伴有“轰隆隆”的响
声，根据如此千万遍耳闻目睹的音响、影像，于是
先人创造出了物化的“龙形象”，这个创造“定型
态”就沉积在“龙字线条组合与读音”上：繁体字
的“龙”就是一个条状弯曲的肉体在飞升，读音当
然就是“轰隆隆”的模拟———龙者隆也，所以“龙

物象”的第一创造原型就是“雷电”，难怪百姓把
雷击人要叫“龙抓人”；且云中闪电、稍纵即逝，据
此又衍生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惊叹。

豢龙氏与龙为水物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天，龙出现在晋都
绛的郊外（山西闻喜东北）；晋卿魏献子与史官蔡
墨，就“龙”展开一段精彩对话。献子：“我听说鳞
虫没比龙更智慧的，得不到活龙、就说龙最智慧，
这可信吗？”蔡墨：“是人见识不广，不是龙有智
慧；古时有人驯养龙，故才有豢龙氏、御龙氏。”献
子：“此二氏我曾有所闻，但不知其由来。”蔡墨：
“舜帝时有人喜欢龙，且摸透了龙脾性、因性驯
养，龙就顺从地归附他；其人以驯龙技艺高超而
服侍舜，舜特喜欢，就赐其姓董，曰‘豢龙氏’。夏
朝君王孔甲，喜得两对龙；有人叫刘累，跟豢龙氏
学过驯龙，于是帮他驯养；颇得孔甲欢心，就赐为
‘御龙氏’。”献子：“现在为何见不到龙了？”蔡墨：
“龙为水物，原由水官驯养；现在不置水官，所以
水物龙就见不到了……《周易》以龙为喻象，若不
朝夕相见，怎能描绘的活龙活现呢？”这是史书关
于“驯养龙”最早的鲜活记载。龙有活物、有雌雄、
有生死、有嗜好、喜水居；龙就是一种粗猛的“水
生动物”———古代鳄鱼类，对此古文献曾有大量
记载。人们因“祈雨”而崇拜龙、创造龙；龙生水，
水生龙，龙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所以由神龙到自
然龙的第二衍生物就是“龙为水物”的鳄鱼类。

龙化石与实物龙

为何古人坚信“龙的存在”？因后来源源不断

看到了“龙体实物”———恐龙化石，即龙骨。《本草
纲目》：“龙得天地纯阳之气以生，藏时多、见时
少，其性至动而能静，故其骨最黏涩，能收敛正
气。”“龙骨”是古代名贵中药材，止血效果尤佳，
笔者小时手上划破流血，往伤口上刮一些“龙骨
粉”，就会很快止血愈合。《述异记》：古代云南晋
宁有“龙葬洲”，先辈相传：龙曾蜕骨于此，故其山
岗峡谷都潜埋有龙骨，多在土中，齿角尾足清晰
可见；大的数十丈，小的一二尺，骨架完整，俨然
龙形。“恐龙化石”因其形体长条、弯曲，头留弯
角、嘴含牙齿，古人认定是“龙蜕骨”的产物；蝉蜕
壳、蛇蜕皮，龙蜕骨，物理皆然。《茅亭客话》：古蜀
国有蚕市……一老者，与孙儿辈将龙骨齿角、头
脊之类，装满数担在蚕市叫卖。人问其所得？答：
山岗峡谷、河沟土穴，凡云雾缭绕之处，皆有“龙
骨”。《梦溪笔谈》：治平年间，泽州人挖井挖出一
物，蜿蜒如龙蛇，人初不敢触摸，好一会儿见其不
动，试着触摸，才知是石头。村民无知，随手就敲
断了。当时程颢为晋城县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
生物，大概为蛇蜃所化，如石蟹之类。恐龙化石，
古时曾有多地频频惊现，古人深信为“龙蜕骨”，
有力佐证了这种神物的曾经存在，故“石龙”成为
先人创造“龙”的又一现实题材。

“龙九似”与“泛龙化”

“叶公好龙”与“画龙点睛”都是与龙有关的
经典故事，说明“龙”早就进入人们的艺术视野、
且成为神往的艺术形象。宋朝罗愿《尔雅翼》：龙
“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
皆相停也（停即均匀）。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
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

虎、耳似牛。”无论是“图腾”形象的龙，还是“艺术
形象”的龙，都体现了先哲综合创造的“泛龙化”
思维———集九种动物精、气、神于一身。刘向《新
序》：孔子时代的叶公子高好龙，以至“屋室雕文
以写龙”，写龙就是画龙；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
记》：梁朝张僧繇画四龙于壁，不点睛，点之即破
壁而飞。古代画龙高手云集，于是才总结出“三停
九似”的经典笔法。“中华龙”的“多元组合”，演绎
为一种“泛龙化”思维模式，如：云龙、蛇龙、蛟龙、
鱼龙、蜃龙、火龙、石龙、恐龙、蟠龙、螭龙、虬龙、
应龙、烛龙、马龙、蜥蜴龙、虹霓龙等。“中华龙”得
到了中华民族最广泛的创造认可，熔铸为民族凝
聚力的“文化轴心”。

伏羲与龙的传人

在人类文明大背景上，中华文明的文化徽号
就是“龙的传人”，龙蕴涵着：祈福、平安、包容、腾
飞、创造等精神元素，龙的传人之“龙头”是谁？即
原创了中华文明第一符号“八卦”、且以龙为第一
喻象的伏羲。据传伏羲之母华胥氏，踩在雷泽的
一个大脚印上而孕上了伏羲，伏羲生有龙瑞，故
以龙纪官，就是所属官员称谓都与龙有关。更耐
人寻味的是，汉代画像石上伏羲女娲是“蛇身人
面交尾图”，蛇是小龙，十二生肖是“辰龙巳蛇”，
蛇是龙形象的第一衍生物，既然伏羲是雷公的
后代，又是蛇身人面，伏羲的“龙头”地位就是天
经地义的；其实，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位于五帝
之前，三皇之首的伏羲，又应在炎黄之前，炎黄
承接的是伏羲之文明薪火，故中华儿女被称作
“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条龙，他的名字
就叫中国”。

姻鲍安顺
清明之俗起于西周时期，历史有周公定二

十四节气之说，清明节在那个时候就被记载下
来了。到了唐代，诗人杜牧一首七绝《清明》，写
出了千年惆怅的清明情结，把一个古老节气表
达得深入人心，让人在清明时节，想象纷纷细
雨，追怀故去先人，让人在杏花芬芳中品味酒
香，感受恍然若梦的时光风情。
唐代诗人韦庄有首诗：“满街杨柳绿似烟，

画出清明三月天。好似隔帘红杏里，女郎缭乱送
秋千。”祭扫在古代是清明的一项并非主流活
动，真正具有丰富文化内涵，而且在时令上有活
动意义的分别是“踏青”“折柳”“拔河”“蹴鞠”
“放风筝”“荡秋千”……韦庄诗中的荡秋千，早
在汉武帝时以“千秋万寿”作为祝寿之辞，为了
避讳便将千秋改称秋千，南北朝时，这种活动才
从后宫逐渐传到民间。唐代另一位诗人张继写
过两首《闾门即事》，都是关于清明的诗作。“无
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
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写出寒窗苦读的超然之
情。另一首写道：“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
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诗中
景致，让人想象到清明之时，在一片烟火复燃
中，自然复苏的青青气象已经袅袅升腾。唐代羊
士谔写过一首诗：“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
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写出在清明时节生机
盎然的折柳、踏青之趣。

宋代写清明的词数不胜数。辛弃疾的“家住
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
番狼藉”，黄庭坚的“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
只生愁”，范成大的“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
过清明”，程颢的“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
忘归”，苏轼的“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处几清
明”……宋代李弥大有一首诗：“蒙蒙细雨网春
晖，南阳清明二月时。细草养泥留燕子，好花藏
蜜待蜂儿。”有人说，这首诗与杜牧的郁闷情绪
截然相反，写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清明画卷，那
拱破松软泥土的嫩草，那衔泥筑巢的春燕，那沐
浴春雨的鲜花，让清明时节的人们，心境舒爽，
在一片美好景色中，享受一派鸟语花香！

宋人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
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精致工笔地记录了北宋徽
宗时代首都汴京的繁华生活场景，作品展示了
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
表现手法，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的经典
之作。
曹雪芹在《风筝》一诗中写到清明：“阶下儿

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
莫向东风怨别离。”写出了童趣，也写出了心灵
颤动的愁怨之绪。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
必武，在清明节也写过一首诗：“革命声传画舫
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
蒙访旧踪。”在清明节，他老人家重访党的一大
会址，感慨万端———那朴实无华的语言，那沉思
缅怀的深情，在诗中弥散开来。

名人笔下的清明

姻张光茫
又是一年清明来。每当此时，关于清明忆

故人的话题，就会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大师
们笔下的挽联，或蕴涵着交往的轶事，或讲述
着不可泯灭的历史。今日读来，让人颇为感慨。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十七年家国久魂消，
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笺
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此
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陈
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
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
死，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
实的抗议。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十载奏双簧，无词今
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亦
庄亦谐，令人称绝。刘半农带领学生到内蒙古
考察民俗，回来路上染上回归热，不幸去世。像
这样因公职去世的名教授，在北大历史上要算
第一人，因此学校在其遗体上覆盖了北大校
旗，以示哀荣。全校教职员工都参加了葬礼，据
说规格之高，在北大历史上绝无二人。

郭沫若挽鲁迅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
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
地遍招魂。”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去
世。高尔基比鲁迅早去世四个月，故郭沫若充
满悲情地写下“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
同殒泪”。短短 100 多天，世界文坛“叠坠双

星”，委实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损失。由此郭
沫若流露出痛心疾首的情感，自是情理之中的
事。

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钩玄决疑，百年尽
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梁漱溟一生关注民生，关
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敢于“为同情农夫而执
言”，堪称“中国的脊梁”。冯友兰和梁漱溟都是
北大的耆宿，在文学界、史学家各有千秋。两人
长寿，著作等身。冯友兰以钦佩之情撰写了上
述挽联，对这位当代的儒学大师“盖棺定论”。

钱伟长挽钱穆联：“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
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
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
悲。”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
位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挚
英年早逝，儿子钱伟长由叔父教养成人。钱穆
在台北去世后，台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钱伟
长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
感恩之情。

金庸挽梁羽生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
庸敬挽。”金梁如瑜亮。梁羽生和金庸引“新派
武侠小说”风气之先，虽然梁羽生去世，但对他
的报道总是离不开金庸的名字。二人的成就、
影响，世有公论。金庸称梁羽生为“大先辈”，自
称“自愧不如”，谦抑、冲淡的境界，令人景仰。

这些大师的挽联，或寄托哀思，或激励生者，
更多的是一种真情，激发着后人无限的哀思。

清明节读大师挽联

姻王渭
风雪在您的脸上，
岁月在您的额头，
刻上了多少道年轮？
92个春秋风雨征程，
70年科海激流勇进，
您永葆青春意气风发，
您刻苦攻关默默无闻。

50年前您已功成名就，
你不为他国锦上添花，
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雪中送炭奉献青春。
开创祖国的加速器事业，
您呕心沥血征途艰辛；
为了北京正电子对撞机，
您日夜操劳勇于创新。

多少个寒冬酷暑，
您带领年轻人攻克难关；
多少个春节假日，
您和战友们献身高能分秒寸金。
70年淡泊名利辛勤耕耘，
如今您九旬已过童心永存。
对科研事业的爱还是这般执著，
对同志的情还是那样朴实纯真。

我们永远是您的学生，
您的辉煌业绩鼓舞我们前进；
我们永远是您的战友，
共同为高能事业再建功勋。
你九二华诞，夕阳辉煌，
华夏盛世，科学圣殿夺冠。
振兴中华，神州前程似锦，
让我们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灿烂新春！

献给谢家麟院士
文化随笔

姻毛天宇
春雨如酥春茶青，又到了明前春茶上市的

季节。一日闲游，我走进了太湖洞庭山的碧螺
春茶山。春意盎然，满山苍翠，茶香百里。真是
“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

遥想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至太湖时喝到碧
螺春茶后赞不绝口，钦定茶名为“碧螺春”。从
此，洞庭山的碧螺春世世代代供皇家享用，以
形美、色艳、香浓、味醇“四绝”名满天下。当时
碧螺春之所以成为贡茶，除了香气逼人，还因
为稀有珍贵。

洞庭山位于苏州古城西南 40 多公里的太
湖之中，是太湖第一大岛，也是我国淡水湖泊
中最大的岛屿。岛上的缥缈峰为太湖 72 峰之
首。登巅俯视太湖，烟雾缭绕，茶山连绵，峰回
路转，曲径通幽，还有石公山、林屋洞、罗汉寺、
太湖梅园等名胜古迹。

如今走进太湖中的洞庭山，沿湖千余亩生
态茶园，湿地生机勃勃，仿佛一幅天然水墨画
映入眼帘。放眼眺望，千亩茶园，百里花香，数
不清的蜜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此，在这个弥漫
着花香的茶园里和勤劳的茶农一起采摘，聊茶
品茶，真是心旷神怡。茶农说，今年的碧螺春，

突出一个“绿”字，除了碧绿，更包含了“有
机”。每到夜晚，在碧螺春茶园，种植养殖为一
体的“绿色生物链”。做大有机茶园，使碧螺春
品牌声名远播，已经成为当地茶农的共识。
洞庭山碧螺春的外观形状纤细、卷曲成

螺、满披茸毛、色泽碧绿,俗称为“满身毛，铜丝
条，银绿隐翠”。洞庭山的吴裕泰碧螺春茶园是
名副其实的花果之乡，枇杷、杨梅和青梅等果
树间作于郁郁葱葱的茶树间，果树冬天为茶树
遮蔽霜雪，夏天又为细嫩的芽叶遮挡骄阳，常
年生长在一起的茶树与果树枝丫相伴，根脉相
通，茶吸果香，花窨茶味，造就了洞庭碧螺春茶
独特的天然花果芳香。
为了保护好碧螺春的母亲湖———太湖，人

们精心呵护着环太湖沿线的原始生态环境。当
地政府认为，生态环境是最大的生产力，保护
太湖是保护财富而不是包袱！我国是个产茶大
国，世界好茶看中国，中国好茶看碧螺。碧螺春
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活化石，现在人们喝
的碧螺春与唐代茶圣陆羽喝的碧螺春品质是
一样的，因为碧螺春是单传，魅力就在于“原汁
原味”。
洞庭碧螺春独特的优势撩拨着人们对极

品好茶的向往。当你喝上一杯正宗碧螺春的时

候，你是否想到了这清明透亮的茶汤中包含着
茶农的辛苦劳作。清晨天才蒙蒙亮，茶山上便
有人开始采茶了。茶农说：“采茶时云彩多一点
少一点、太阳光强一点弱一点，细微的天气变
化对于产出的茶叶品质的影响就不是一点
点。”清晨采摘的碧螺春最为珍贵，一个技艺熟
练的采茶女一个早晨摘下来的青叶也不过是
一二两。炒制 500 克特级碧螺春，需要 7.4万颗
芽头，历史上曾有一斤干茶达到 9 万颗左右芽
头的极品！可见茶叶之幼嫩，采摘功夫之深。上
好的洞庭山碧螺春需要上午采、下午拣、晚上
炒，所有的工序都在一天之内完成，才能保证
茶叶的鲜嫩和香气。

洞庭山碧螺春的冲泡方法与众不同，要先
注水，后投茶，叫“上投法”。而茶在杯中，观其
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晶
宫的三种奇观。泡茶水温以 80℃为宜，随着嫩
芽茶叶徐徐沉入杯底，瞬间“白云翻滚，雪花飞
舞”，展开的碧螺春芽叶仿佛天上的翠云浮动，
经过三四分钟，芽叶全部展开，碧玉色的茶汤
和翠绿的芽叶交相辉映，浓浓的茶香夹杂着独
特的花果香气扑面而来，醉人心脾。

春天走进太湖洞庭山，既赏美景又品碧
螺，真是人生偷得半日闲，品茶之季在于春。

日落太湖白 春来碧螺青
科学游记

心灵感悟 四季风景

诗歌田园

碧螺春茶园 洞庭山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