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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始，又是一年
清明时。”古往今来，每逢清明时
节，众多文人雅士或追思古人、哀
思满怀，或出游踏青，流连于湖光
山 色 之 间 ， 留 下 了 许 多 情 真 意
切 、 余 韵 悠 长 的 不 朽 诗 词 。 如
今，在清明来临之际，朋友们不
妨“走”近古人，去感受一下那些
经典诗词的悲喜情怀。

清明节，作为一个有着上千年
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有
着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更
蕴含着春和景明、春意盎然之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 《清
明》，既描绘出一幅淳朴的乡村风
俗画，又描写了清明节祭拜扫墓和
追思先人的场景，读来让人愁肠寸
断，心生恻然。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
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
成红杜鹃。”宋代诗人高翥的 《清

明》 比起杜牧的 《清明》 也毫不逊
色，但这首诗更侧重扫墓祭祖的情
景和悲痛，古人郊野扫墓、悼念亡
人的场面历历在目，令人凄然。

“乌啼鹊躁昏乔木，清明寒食
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
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
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
萧暮雨人归去。”白居易的 《寒食
野望吟》 写的也是清明时节扫墓祭
祀 ， 缅 怀 先 人 ， 追 悼 亡 灵 的 情
景。每逢清明时节，一些漂泊异乡
的诗人墨客，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阳春三月，杨柳依依，百花竞
艳，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诗人
到山野郊外踏青，自然会欣赏这明
媚的春光。因此，清明节又称“踏
青节”，清明古诗更少不了蕴含气
清 景 明 、 春 意 盎 然 、 慎 终 追 远
之意。

“南国春半踏春时，风和闻马
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
飞”，这是名列“唐宋八大家”的

欧阳修笔下的清明节，和风、马
鸣、青梅、柳叶……南国的清明风
光被这位大文豪演绎得潇洒俏丽。

“洛浦林塘春暮时，暂同游赏
莫相违。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
前 尽 醉 归 。” 这 是 宋 朝 诗 人 文 彦
博 《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
池》 中的诗句，描写了人们在清明
赏花时的愉快心情。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
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
柳属流莺。”宋代吴惟信的 《苏堤
清明即事》 文情并茂地展现了一幅
生 动 迷 人 的 游 春 画 卷 ， 西 湖 堤
岸，春风拂面，杨柳依依，梨花一
枝春带雨，惹得游人不忍归，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派自然天成
的和谐春光图吗？

古诗里的清明，就是这样意象
万千，意味悠长。但无论是哀思悠
悠，悲情渺渺，还是烟雨蒙蒙，花
红柳绿，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慰藉和文化的代代传承。

榆 钱 ， 外 圆 内 方 ， 边 薄 中
厚 ， 酷 似 古 钱 币 ， 故 名 一
个 “ 钱 ” 字 ，“ 榆 钱 ” 谐 音 “ 余
钱”，给人一种既“高大上”，又非
吃不可的错觉，好像吃了手头就有
余钱，不吃早晚顺着裤兜漏财。

然而榆钱确实有治病效果，据
药书记载，常食榆钱有健脾安神、杀
虫消肿的作用，主治失眠、食欲不
振、小便不利、小儿疳热羸瘦等病
症，简直就是植物界的“孙思邈”，草
木圈里的“李时珍”。

榆 树 树 干 高 可 达 25 米 ，喜 阳
光，耐寒、耐旱、耐贫瘠，适应性超
强，基本不择土壤，抗风保土，生长
快，生命长。榆树的树冠呈卵圆形或
圆形，树干直且挺，树皮皴裂、粗
糙，让人联想到东施的貌、钟无艳的
颜，或是马皇后的大脚，可细琢磨又
不恰当，总之无法形容它的丑。然
而 ，它 的 名 字 却 又 掩 盖 了 它 的 不
足，就如杨贵妃让唐朝百姓生生改变
了审美观，以胖为美。

榆 钱 貌 似 高 贵 ， 却 是 为 名 所
累，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充当穷人
饥寒交迫时的代替粮，混合着糟糠
草芥，填裹干瘪的空腹而已。宋代

大文学家欧阳修有诗曰：“杯盘粉粥
春光冷，池馆榆钱夜雨新。”这是大
诗人吃罢榆钱粥后的由衷感慨，他
吃的粥加工细致，调料齐全，工夫
下尽，自然吃出了意境，吃出了美
味，吃出了润滑香甜堆砌出的优美
诗句。而穷人含着泪狼吞虎咽着人
间最幸福，又最难以进食的人间苦
味 时 ， 应 该 另 是 一 番 意 境 在 心
头，大抵是没那闲工夫吟诗唱曲的。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提到《尔
雅》中记载：“榆皮荒岁农人食之以当
粮，不损人。”“嘉佑年间，过丰，沛，人
缺食，乡民多食此。”

榆 树 是 只 管 付 出 ， 不 求 回
报，它在民族危亡，百姓行将饿死
的紧急时刻“挺身而出”，输送维持
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就像无数中
华儿女爱国人士一样，付出完便退
隐去，恢复原状，默默坚守自己的
阵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榆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
有栀子花沁人心脾的花香四溢；没
有五针松的端庄名贵，也没有罗汉
松的苍劲雄厚；没有石榴树多子多
福的美好寓意，也没有山里红夺人
眼球的灿烂外衣；没有黄花梨、紫

檀木那样让人趋之若鹜的金贵，也
没有君子兰苛求生存环境的脾气。

我刚开始不喜欢榆树，认为此
树貌不惊人，不值一提，再见到榆
树时，只见它的树皮被虫蛀咬，树
叶也耷拉下来，然而却依然傲然挺
立 ， 不 畏 风 寒 ， 散 发 着 勃 勃 生
机，顿时激起满腔斗志。

榆钱见证过贫穷的窘迫，也见
证过烽火连天的炮火；榆钱见证过
和平时期的锦衣玉食，也见证过战
争时期的血流成河；榆钱见证过民
族郁郁不得志时的外族压迫，榆钱
也 见 证 过 国 富 民 强 屹 立 东 方 的
气魄。

如今生活富足，人们已经不再
需要榆钱了。满大街都是名贵的观
赏树木，不会给丑陋的榆树留一席
之地，榆树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视
野中，就像濒临灭亡的珍稀野生动
物一样，有朝一日也可能消失在这
个美丽的地球上。如果榆树能有思
想，会讲人语，我想它会说：“假如
和平抛弃我，战争苦难召唤我的
话，我宁愿不要再回来，让我化作
一把齑粉，在秋季，一起随风而
去，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来过。”

清明，是一幅淋漓的水墨，仿
佛是从意蕴悠长的唐诗中走来，还
沐浴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润如酥的天
街小雨。

停下匆忙的脚步，顺着牧童手
指的方向，隐隐看过去，清明，俨然
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简约而绵长，悄
悄地印在眼眸，印在心上。

春天的“小精灵们”，还没有
恣意地飞出来。也许，它们还沉浸
在 冬 日 那 长 长 的 梦 中 ， 不 愿 醒
来 ； 也 许 ， 它 们 已 经 醒 了 ， 只
是，眼角还有几分睡意，连思绪也
是懒懒的。万物的格调以一种缓慢
的方式呈现。浅浅的雾气，朦胧的
树影，就连身边的风也带着清爽的
气息，倘若再仔细一点，还能嗅到
几分泥土的味道。

春雨过后，并没有望见太阳的
影子。然而，宅了一冬的心境，随
着春天悄悄的开始也已经渐渐地变
得明媚起来。没有忧郁，也没有急
促，走出门去，也只是为了赶赴一
场春之约定。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快的春天
里了！

恬静的乡村、悠长的小巷、窄窄
的小径，都能勾起心中的遐想。一
髻儿浅绿色的小草，悠悠地躺在大
地母亲的怀抱中；一绦鹅黄色的柳
条，宛如美人的眉，苗条、柔软；一
湾湾轻轻流淌着的溪水，哼唱起了
悠悠的乡村小调，从西边远远的村
落，一路欢快地奔向了东边低洼的
小谷里。近处，“手挽手”的篱笆还
在塑造着甜甜的梦，土里的小菜
苗 ，正 在 静 静 地 生 长 。 老 牛 、白
羊、摇晃着身子的鹅、趴在木板凳上
的猫，显得悠闲十足。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媚的季节
里了！

清明，这两个字，多么美。清，如
同一汪汪流淌着的清水，如同小家
里熟悉而亲切的菜肴味道，如同一
树花草一路香，如同邻家玩伴儿那
灿烂的脸庞，没有一丝忧伤；明，是
一轮明亮的月，是一缕柔美的光
晕，是明媚的书卷温馨的香，是斜月
倚小窗，身心俱明朗。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鲜活的时间
里了！

天空，是广阔无垠的，还能望
见雁群拍打着翅膀悠然飞过的身
影 ； 屋 檐 角 ， 是 一 方 小 小 的 燕
窝 ， 欢 快 的 燕 鸣 从 巢 中 飘 了 出
来，像是一支清丽的曲子，为这样
的节气，为这样的春天锦上添彩。

清明，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
边，春天，也渐渐苏醒过来。就让
我们，在这个季节，在这样的时间
里 ， 种 下 一 个 美 好 的 愿 ， 努 力
着，也幸福着。

古诗中的清明
□张前

春天话榆钱
□李永斌

清明印象
□管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