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责编 金 晏 田立宪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2013年 7月3日 星期三 湖湘文化·副刊

散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我国诗歌史上继唐诗、宋词之后的又

一座高峰。在名家辈出的元代曲坛，为湘人赢得极大荣誉的是号称“一世之

雄”的著名作家冯子振。

冯子振是湘乡人（一说攸县人），很有才气，能诗能文，而最出色的是散曲

创作，流传下来的有 44首。大德六年（1302年）冬，他流寓京城，与友人于风

雪中宴游，听歌女演唱白贲的名曲《鹦鹉曲》，优美的辞曲深深地打动了大

家。因为这支曲子是曲中“最上品”，韵律要求很严，很少有人能够和韵作新

辞。友人素知冯公才华出众，便纷纷举酒索和。冯子振一时兴发，以汴、吴、

上都、天京风景故事为题，即席按原韵和作38首，即景生情，抒怀写志，吊古伤

时，笔锋所及，顷刻成篇而不失韵律，令四座惊倒。下面录其二首。

其一：

正宫 鹦鹉曲·农夫喝雨

年年牛背扶犁住，近日最懊恼杀农父。

稻苗肥恰待抽花，渴煞青天雷雨。

（幺）恨残霞不近人情，截断玉虹南去。

望人间三尺甘霖，看一片闲云起处。

致黄河（外一首）

谭周易

晋刘伶写《酒德颂》，“惟酒是务，焉

知其余”。那时候是以饮酒为德的。那

“德”字的意思就和“能”字接近。倘以能

饮为德，自然谁的酒量大谁就有胜一筹

的酒德了。刘伶的朋友阮藉就因为暴饮

而大量吐血，使得这位容貌瑰杰、志气宏

放的奇男子54岁便丢了性命。刘伶更不

要命，出门时在鹿车上带着酒，叫人背把

锄头跟着，吩咐随人我醉死在哪里就把

我埋在哪里。

如今人们说到酒德，多半指其人酒

后的言谈举止。合度者有德，失态者无

德。这是比之以能饮为德要妥帖些。

我还是赞成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

阐述的酒德（虽然他没有明说），因为他

的“酒德观”是和高级精神产品联系在一

起。“李白斗酒诗百篇”，百篇诗和一斗

酒，加起来是这位号称醉圣的诗人的酒

德。“张旭三杯草圣传”，这位酒仙饮酒辄

草书，挥笔大叫，变化无穷，若有神助。

这就是著名的“醉墨”的创作过程；他所

书《酒德颂》，被称为是“殆类鬼神雷电，

不可测度”的珍品。还有贺知章，他醉后

属辞，动成卷轴。“八仙”中没有一个是于

文武之道未尝留意的酒囊饭袋。老杜倡

导的酒德昭然了。他们都因酒而诱发出

奇丽的想象和丰富的创造力；稀里糊涂

吐出些秽物便鼾声如雷的酗酒之徒怎可

言“德”呢？

北方有朋友来，说他们成立了酒会，

入会者必善饮不消说，还要是政治、军

事、外交、文艺、科技诸界有所成就的

人。这第二个条件是暗合老杜的标准

了。但朋友又说：“我能饮四十度白酒八

两，不过酒魔而已。”

原来还设有职称，排座次为酒圣、酒

仙、酒魔、醉龙、醉虎、酒鬼、酒徒、醉汉。

“高级职称”两档，“中、初级职称”各三

档。我先就职称的名目提了意见，建议

将正高职称“酒圣”改为“醉圣”，因为《三

国志·魏徐邈传》载有“酒清者为圣人，浊

者为贤人”的话，可见“酒圣”乃酒之清

者，如茅台、五粮液之类，是指酒而非指

人的；读书人玩风雅，讲个来头的好。再

是因有“高阳酒徒”这个典故在，宜将“酒

徒”的称号放到“酒鬼”的前头。“酒鬼”毕

竟无文献可稽考，不像其他7个名号都有

出处。如古有蔡邕称醉龙，谢玄称醉

虎。接着我说了下面的意思：如以酒量

为准必有诸多不妥。齐威王问淳于髡，

“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说，“臣饮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说道，你饮一

斗就醉了，怎么饮得一石呢？淳于髡于

是说出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氛围心境

下的不同的酒量。足见以酒量为酒德的

标准也好，还是作为上述职称的标准也

好，都是没有准的。

中国文人饮酒的旨趣境界玄远且情

致各异，确实已构成一个可观的文化侧

面。它的色彩是热烈、多情、真诚而又充

满幻想的；空灵、淡泊、超远，这些只是基

本色调中的高级层次。如言饮，真要论

饮者高下，怕只有杜甫的酒德观可循

了。醉圣、酒仙的标准有李白、张旭的典

范在，依照这样的原则，去考虑酒魔三档

酒徒三档，樊哙的德行就可以作为“中级

职称”的参考罢了。

鸿门宴中，范增欲谋杀刘邦。樊哙

在营外听得事情紧急，乃持铁盾撞入，昂

首立于帐下。项羽为其豪气所动，赐以

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

之。”项羽问：“能复饮乎？”樊哙说，“臣死

且不辞，岂特卮酒乎！”接着他说出了一

番令“项羽默然”的话，终至救了刘邦一

命。像樊哙这样以“饮”为题，巧运于政

治、军事和外交斗争场合，从而解决国家

大事的人其酒德该是上品的了，能评为

醉龙还是醉虎呢？

或者，能独具旨趣，如欧阳修的寄情

山水之间，陶渊明的悠然东篱之下。

从前我在都庞岭下的湖南江永县务

农，乡间有一茅店叫“荷锄饮”。近处农

夫晨起披衣，去店里沽二两白干下地，这

一天就备觉“雄”。他们腰悬一壶，能挑

百斤公粮送至百里外的道县，不也是饮

之善者吗？他们嫁女时唱道：“一杯（那

支）酒，酒也酒是清。”老人说，这就是“一

辈（那）子久，久（也）久是亲。”他们高举

樽罍，寄托着美好的憧憬。这也都是酒

趣之正道，其酒德是入格的了。

今天，我点亮92支蜡烛
周诚实

元曲珍品：冯子振散曲赏析
胡光凡

正宫 鹦鹉曲·山亭逸兴

嵯峨峰顶移家住，是个不唧溜樵父。

烂柯时树老无花，叶叶枝枝风雨。

故人曾唤我归来，却道不如休去。

指门前万叠云山，是不费青蚨买处。

一叠惊心动魄的黄河谣，自五千年前华夏族从黄河腹中分娩出第一声

嘹亮的哭声中如泼而来。

那是拓荒在河岸的黄帝部落激昂吼出的最初辉煌的家园。

这如烈酒的歌谣举起巨龙的图腾,奔涌着血液的涛声,一如火红的高粱,

点亮一个民族的瞳孔。

一茬茬被黄河水奶大的汉子，维系家园荣誉的汉子,用泥土染就的血肉

伴着哭、伴着笑、伴着悲、伴着喜，把黄河谣浇灌得雄壮而灿烂。

五千年那曲吼叫的黄河谣，被泪水泡得发亮的黄河谣哟，你是中华民

族扎根于黄河水中生长出来的一块脊梁骨，使古老的中国常常在凄厉的风

雨中，傲然屹立。

黄河啊，我的母亲河，就让我挽住所有的兄弟，喝着火焰般的烈酒，吼

着我们祖祖辈辈吼着的黄河谣，舞成一曲不朽的黄河魂。

丝竹乐
笛声琴韵，在动情的水上，摇曳成十里荷香。

一些清秀如莲的南国女子，在芬芳的棹歌中，翩跹起舞，一腔浓浓的相

思被舞成满天柔柔的烟雨，甜甜地沁入那幼时骑竹马的少年郎的梦境。

让烦恼离开，让失意洗去，征途的人啊，请你坐在清亮亮的江南丝竹之

间，看戏莲的鱼儿是怎样地欢快与宁静。

那临风而飘的丝竹音乐，弥漫着美丽与幸福的氤氲，弹奏着生命与爱情的交响。

沐浴七月金色的阳光，踏着七月欢

快的节拍，奏起七月壮美的旋律，高唱

七 月 响 亮 的 颂 歌 —— 那 金 光 闪 闪 的

1921 年，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在 7 月 1 日这经典的日子，我点亮 92 支

蜡烛——庆祝党的生日快乐！

92 年前的七月，南湖船头上的那盏

明灯，犹如天际升起的星辰，照亮了黑暗

中的中国。从此，这片满目疮痍的华夏

大地，被那如星的灯火照得光芒四射！

八一起义的枪声打响在军阀没落的

城堞；秋收暴动的长缨浸染了满山的红

叶；井冈山头的号角呼唤着飞将军从

天而降；遵义城头飘扬起显露曙光的

旗帜；万里长征的战歌湮灭了敌军的围

追堵截；中华民族的尊严在日寇的投降

书上巍然耸立；蒋家王朝的城廓在解放

的隆隆炮声中灰飞烟灭；锤头镰刀缔造

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迎

来新纪元的曙光；春天的故事唱响了新

时代的岁月；“三个代表”的巨笔描绘了

新世纪蓝图；新一代领导人编织着一个

富民强国的中国梦……

92年的风雨历程，92年的辉煌岁月，

92年的历尽沧桑，92年的不倦求索，92年

铸就了一座历史永恒的丰碑，92 年崛起

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中国！

“七一”，这是一个闪光而神圣的日

子——在历史的扉页，书写壮丽的灵魂；

在精美的画卷，展现镏金的岁月；让记忆

的封面，迸射绚烂的光芒；让鲜艳的党

旗，辉映壮丽的山河。

“七一”，这是一曲高亢而不朽的礼

赞——饱含着开天辟地的声音，蕴藏着

波澜壮阔的力量，诞生着前所未有的奇

迹，装扮着繁荣富强的祖国。

七月的天空，一面火红的旗帜，指

引着中国科学发展的道路；一点燎原的

星火，照亮了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一种

崇高的信仰，构建着现代文明和谐的社

会；一种坚定的信念，激励着我们为实现

中国梦而团结战斗、奋力拼搏！

灿烂的朝霞染红了七月，金色的阳

光洒满了七月，强劲的东风拂亮了七月，

丰硕的果实缀满了七月，沉甸甸的稻香

陶醉了七月，亮闪闪的钢花壮美了七月。

在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

书写对祖国的热爱；在金色的七月，我们

用优美的旋律谱写对党旗的颂歌；在希

望的田野，我们用热血和汗水播撒开创

未来的种子；在闪光的征程，我们用壮志

与豪情收获金灿灿的硕果！

菊出华夏，流誉远邦。千古文人，风

流墨客，品菊正德，诗赋词章，举不胜

举。诗有意境，花有奇葩，百花丛中，菊

花君子，花中高士，气节高亢。正是：秋

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菊花，乃中华

千古文人隐逸之风中的情怀世界。

菊蕴生命，石藏魂魄。天地共永，山

水共和，菊石共融，造就青天不坠其志，

鼓角不攻其城，血火不拂其洁，钟鸣不

改其心，巧夺天工，刚柔气韵，美轮美

奂，惊古艳今。

菊花石，花蕴生于亿万年的岁月。

一个神美的名字，一朵神韵的花骨，一块

神话的灵石。携鸟兽草木之美，挟灵药

万物之奇，沛然于天然之华。上下纵横，

柔花硬石，动静之道，凝为天籁，化为词

章……

这一切精美绝伦的风华物象，孕育

了灵秀的生命以及内外所绽放出的正

大气象和生生不息的精神，皆缘于湖南

浏阳永和的神奇之石，添色了人世间可

触摸、可谛视于千姿百态、奇葩逸丽的

生命之花！花非花；石非石。凝花，她

是万花旖旎之冠；视石，她是笑傲江湖

之尊。

承袭先祖荣光与手工智慧的创举，

从乾隆清廷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从北

京人民大会堂到英国皇家博物馆，浏阳

永 和 菊 花 石 的 旷 世 稀 品 早 已 闻 名 遐

迩。21 世纪的今天，浏阳永和人汇聚

传世的手工艺与高新技术相 承 相 辅 ，

平雕、浮雕、圆雕、透雕、线刻、镂空刻、

立体刻、综合刻等艺术创作，无不彰显

出工艺美术师与大师们的智慧结晶。

从清静独慎的黑白菊花石到色彩斑斓

的菊花石，眸目花骨石纹，心有乾坤，

手指曼妙于行云流水中，让每一尊菊

花石赋予非凡的精气神及永恒的生命

力，美中有美，张弛有度，特色各异，奇

石孤品。恰如：阅天地炼丹雕菁，花萼

石纹菊开晶。随形造物石吐云，光滑锦

意玉叠妃……

当心灵与艺术共同穿越了历史时

空，就有了峭壁追风，万寻山河的绚烂憧

憬，也有了东方佛家道家儒家的精髓和

大自然的日月精华，天地灵气的融会贯

通，抒怀了无限神奇与梦想、空灵与飘逸

的生活艺术境界，使古朴的菊花石磨砺

成稀世奇观，诠释出石雕艺人的匠心独

运和艺术珍品，成为永和菊花石的生命

标志。

人缘石而臻，石缘菊而珍。永和菊

花石，千雕万刻，让世人赏心悦目，流连

忘返，随形遐想、着意于心。或窈窕，或

崎岖，或幽岫穷崖，或人兽两绝，真乃天

地造化，鬼斧神工。优美的线条，分明的

棱角，奇幻的色泽，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天

人合一的高贵境界：有的风波未静，心惮

远役；有的气势闲定，把酒临风；有的一

如千年追日，楫舟踏月，感沧海巨变；有

的则如万年抒怀，焚膏继晷，历九死一

生。更有甚者，在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

悠然自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千里，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浏阳永和菊花石，只是其沧

海一粟，但是，一菊一璧，一花一石，天

地文身，山水颂雅，古往今来，始终让人

梦魂缠绕，流溢着奇情异彩，历千年而

不逝，留下的不仅是一尊千古天工绝

品，一首开花的诗画赋，一块永和凝聚

的梦……

永和菊花石，美的玉叠妃，人类的稀

品。菊石之所以有灵魂、有生命，皆人之

魂灵有呼吸也，生命之美也因此而绽放。

永和菊花石
李 舟

菊
花
石
雕
：
盛
世
华
鼎

山中之亭，是隐逸之士栖游之所。这支散曲的主人公是一位抛弃仕宦之

途，归隐山林的老樵夫，因而他对采樵这营生并不精通（不唧溜，是不伶俐、不

精细的意思），但他确是樵夫中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长者。散曲用精练生动

的语言，刻画了一个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讴歌了老樵夫那种遗世弃俗、超

然物外的美好情操，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动人的艺术魅力。

其二：

这支散曲，前篇写农夫盼雨，（幺）篇写天公无情，作者以对立的两方结构

全篇，读来牵系人心。曲中的字字句句，全由农夫眼中看出、口中说出，极为

真切自然，毫无涂饰的痕迹。这种设身处地，与农民呼吸相应，直接反映农

家生活与农民思想情绪的作品，在元散曲中是最少见的，实属难能可贵。

随 笔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谭周易

作品集》，书的第二辑“青春心事·散

文 诗 ”，精 心 收 录 了 作 者 21 首 散 文

诗。从“高傲地站立在百丈冰悬崖”

的梅、“把一生最浓的清香芬芳华夏

百世沧桑”的兰，到“喝着火焰般的烈

酒……舞成一曲不朽的黄河魂”的黄

河谣、“一腔浓浓的相思被舞成满天柔

柔的烟雨”的江南丝竹，从“劈开了一

个九万里高的天地，凿开岁月之河”的

盘古、“立志去填平那沧海”的精卫，到

“灵巧地采摘着桑叶清香的心事……

羞红了整个江南”的采桑女、“用阳光

的足音踩响全乡的山山水水”的乡长，

作者凭着良好的诗歌功底，给读者奉

上 了 一 篇 篇 有 分 量 又 有 可 读 性 的 作

品。作品以充满张力的诗性语言，将

纷 繁 复 杂 的 社 会 生 活 场 景 和 广 阔 的

历史人物纳入散文诗创作，给人以质

朴感、厚实感和沧桑感。触角伸展到

风物、风土、风情等各个方面，倾情书

写 历 史 悲 欢 、民 族 命 运 、各 色 人 物 。

他的散文诗写的是一种思想情愫，这

种 情 愫 是 作 者 对 社 会 历 史 、现 实 生

活、思想文化、人生境遇等的高度概

括，它意蕴丰厚、见解独特，能唤起人

们 深 刻 的 思 索 与 联 想 ，作 品 写 得 丰

盈、厚重和大气！

谭周易的思绪和笔触始终穿行在

历史与当代之间、穿行在传统与现实之

间，他以哲思叩问历史，以思考拷问现

实，将身躯和灵魂、力量和心智融汇在

创作中。在他的散文诗中，浸透着历史

的厚重感和现实的鲜活感，他坚持不懈

地跨越历史的艰难和现实的尴尬，致力

破除那种泛滥的抒情和规矩的形式，让

自己的思绪变得真切而真诚，让簇新的

情感和思想在新鲜、舒适、灵活的时空

里飞翔。他坚持与时代同思考、同探

索、同奋进。这，便是谭周易散文诗的

力量所在、魅力所在、美感所在，亦是他

的气度与风骨、个性和特色所在。

散文诗应该和所有的文学形式一

样，贴近当代，凸显时代气息、时代氛

围、时代特色。散文诗不能脱离现实，

不能一味地“喃喃自语”，应该多关注

民生，体现社会担当精神。谭周易在

作品里，写“吸口劣质香烟，任那烟雾

一层层散落生活沉重”的摆摊爹娘，写

“一束灿烂的阳光轻轻照亮摊位上众

多花朵的梦幻”的卖花妹妹，写“一双

大手穿过工厂倒闭的暗淡、透过家境

的艰难，拧亮生活之灯”的开店大哥，

也写“每一个村庄都微笑着和你交谈，

每一户贫困家庭的辛酸都让你热泪盈

眶”的乡党委书记、乡长，作品简练不

失生动，流畅不显浅白，清秀饱含感

情，丰富深蕴哲理，以优美凝练的语

言，生动灵活的修辞手法，厚重的思想

光芒，打动着读者的心灵。

谭周易的散文诗创作，也存在如何

寻求“突破”和“超越”问题。作者应进

一步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善于接纳和

融入现代诗歌的精华，有机联结历史与

现实，以散文诗创造的精神世界的纯粹

和真实，去揭示和对抗现实世界的庸

常、麻痹和朽腐。我期待，谭周易有更

多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

让簇新的情感在时空飞翔
———谭周易散文诗读后—谭周易散文诗读后

萧思林

酒 德
陈善壎

诗词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