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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林(1904—1988)，原名李竹年，曾用
名李昨非，学名李延寿，李何林是他闻名于世
的笔名。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家、教育家，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学科的奠基者。
李何林，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

霍邱县城关镇的一个贫民家庭，1914年入
私塾，1920—1924年在安徽省立第三师范
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
学。1926年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国民革命军。主持口试
的是沈雁冰。考取后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
兵团，在“学兵日报”做编辑。他的理论水平
和工作能力受到领导赞许，调到11军25师
政治部宣传科。25师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
员李硕勋。

1927年，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同
年7月，在北伐军中以勇敢忠实著称的李何
林，经李硕勋和姚光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此后，他随部队来到南昌，参加了著
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在朱德
的带领下，向广东的潮州、梅县一带进军。途
中，刚刚入党的宣传科科长李何林以身作
则、身先士卒，主动带领文职人员上前线宣
传鼓舞士气。为了精兵简政，不拖累战斗部
队，保存革命火种，奉李硕勋之命，文职人
员先行向武汉疏散。李何林经赣州、赴南
昌、走九江，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后潜
回故乡霍邱，和王冶秋、杜立元等人会合，
秘密做着发展党员的工作。不久，担任霍邱
县高等小学校长职务。1928年7月，地下党
根据上级指示举行“文字暴动”，贴标语，撒
传单，全城震惊。身份暴露之后，他不得不避
居北平。在北平，他找到了好友未名社成员
李霁野。不久，一起参加霍邱暴动的王青士、
王冶秋弟兄也来到这里，找到未名社就是投
入了鲁迅的世界。

这时，一个新的领域引起他的注
意———“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他开始
潜心搜集和研究“革命文学”论战的资
料，终于在1929年以李何林署名出版
了《中国文艺论战》。这是我国第一部
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
集，开启了我国现代文艺思想资料
收集和研究的先河，也是一部和鲁迅
有关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受到鼓
舞，他开始全面研究鲁迅，收集这方面
的书刊文章。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任教时，编著成《鲁迅论》。
从1929—1945年，李何林先后在天津

女子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云南大理华中大学
等12所学校任教。在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活中，
1938年9月，他与妻子迁往四川隆县教书，
1939年1月又迁往江津县白沙镇，与曹靖华、
台静农同住一处。短暂的稳定，为他整理文艺
论争的文章提供了机会，1939年7月，约30万
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编写完成，
很快由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这
部《思潮论》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和中国
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李何林
前期的一部最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著作。他
在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中发现了鲁迅、发现了
瞿秋白，充分肯定他们的重要作用和历史价
值。他认为宋阳(瞿秋白的笔名)“在现代中国
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
占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风格虽有一
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
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璧！”李何林是
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敢于在那个年代，就把
瞿秋白的铜版照片和鲁迅的照片一起放在这
本书的扉页中，并且标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两
大文艺思想家”，读者通过他的序言当然会知
道“宋阳”是何许人也，这在那时是非常危险
的。这个举动反映了他的慧眼，同时也表现出
他的个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这些都给
他惹来了麻烦。果然，书刚出版一年，就遭到
国民党当局的查禁。
李何林先是个革命者，然后再回到文学

界和教育界的。他有着独特的革命经历，这种
亲身实践使得他在服务中国的现实工作中，
从一开始眼光就格外准确、立场格外坚定，处
理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接地气。他不是那种书
呆子式的学者，他从实践中知道中国需要鲁
迅，他学习鲁迅是为了实现鲁迅的理想，是为
了建设中国。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时候就沉
痛地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
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
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
的奴隶之邦。”对此，李何林与郁达夫有着相

同的认识，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李何林提出保卫鲁迅，就是保卫
我们的民族英雄；保卫鲁迅，就是摆脱沉积在
骨子里做奴隶的思维定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悲痛中，
李何林泛读报刊上的各种文章，以敏锐的眼
光发现了其中的问题。10月20日，李何林写
了《为〈悼鲁迅先生〉的愤言》一文，对天津《大
公报》关于鲁迅逝世的短评进行批判。因为这
篇短评在对鲁迅进行评价时称：“他那刻薄尖
酸的笔调，给中国文坛画了一个时代，同时也
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这段话使得李何林
非常气愤，他写道：“我要请《大公报》‘短评’
记者详细的指出来这‘不良影响’的具体内
容，让读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的‘不
良’”，并说：“我想：‘深刻锐利’是应该来代替

‘尖酸刻薄’的！鲁迅的一支‘深刻锐利’的笔，
透入了教授、学者的骨髓和‘苍蝇蚊子’的灵
魂；并且触着了他们的疮疤，因而使他们感觉
不快”，“鲁迅先生死而有灵，也绝不接受你们
的‘悼惜’！”李何林的这篇文章成为一个重要
标志，记载着他在保卫鲁迅的漫漫长路上迈
出的第一步。
此后，每当关键时刻，李何林总是第一个

站出来，批判那些污蔑鲁迅的歪理邪说，保卫
鲁迅。尽管这种选择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但
他始终坚持真理、特立独行、不改初衷、无怨
无悔。这就是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公认的

“李何林精神”。
他借在学校讲国文课的机会宣讲鲁迅的

作品。因思想进步、宣传鲁迅，他屡受排挤和
迫害。1946年，他到达台湾，先后在台湾省编
译馆和台湾大学工作。1948年鲁迅的好友许
寿裳遭到暗害之后，李何林被国民党特务监
视，只身逃回大陆，由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
出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1949年3月随华
北大学进入北平，同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届文
代会，当选为候补理事，后调中央教育部任秘
书长兼行政处处长。1950年10月调至北京师
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参与制定《中国新文学教
学大纲》，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立，贡献
了智慧和心力。1952年出任南开大学教授兼
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
员，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是全国高
等院校开设鲁迅研究课的先行者。在南开大
学期间，曾被评为天津市先进教师，当选为全
国人大代表。
宣传鲁迅是李何林的生活支柱。“文革”

中，他受到了冲击，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条件”
研究鲁迅著作。1973年《鲁迅〈野草〉注解》

“内部发行”，两年后公开发行。《鲁迅的生平
及杂文》也在这一年出版。正因为如此，1975
年，毛主席对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成立鲁迅
研究机构的来信作了批示，在邓小平主持的

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对李何林的
任命。1976年2月27日，他以73岁高龄，成为
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此
后十年间，他呕心沥血，领导和主编了“鲁迅
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

“鲁迅研究动态”，还组织编撰了“鲁迅大词
典”，设立了“鲁迅日记”注释组，扩建了鲁迅
博物馆，革新了“鲁迅生平展览”。百务丛集之
中，李何林还兼任着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博
士生导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领域，他是第
一位博士生导师。
李何林总结鲁迅精神就是：“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且说：“他不爱抽
象的空洞的国家，而是爱这个国家的受剥削
受压迫的人民，他救国为的是救民。所以，简
单地说，就是爱国爱人民。这种思想在我们现
在还是很需要的。”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通
史》一书中说：李何林是鲁迅研究务实派的最
高代表，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始终坚持基
础性研究，不写一句空话，给后人留下了坚实
的学术成果”。这个评价对于李何林来说，应
该是当之无愧的。李何林保卫鲁迅的战斗传
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鲁迅研究史
上是独一无二的。

1983年1月11日，国家文物局批准他的
请求，准予辞去鲁迅博物馆馆长职务。
1987年8月1日，他在入院第四天，自知沉
疴不起，亲制悼词:“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
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
人才……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
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
鲁迅思想。”并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
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
研究用。”1988年11月9日，李何林在北京
逝世，终年85岁。
李何林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共命运、与

鲁迅结缘，践行自己的崇高理想，宣传鲁迅、
保卫鲁迅的一生。而且，他是以一个革命者的
身份投身于鲁迅研究中的。在岁月跌宕的生
活变迁中，他的磊落博大的胸怀、坚持正义的
勇气、耿直慷慨的性格、教书育人的倾心、严
己宽人的品德、衣食住行的俭朴，形成了他的
人格魅力，为人们所景仰。

三月里，桃红柳绿，草长莺飞。当
人们步入叶集区姚李镇龙凤村“自留
地”景区，“大襟风非遗文化体验馆”映
入眼帘。时下，这座非遗体验馆已成为
景区一道靓丽的风景。岁月在这里沉
淀下厚重的历史记忆。如今，为了传承

“大襟风”非遗文化，传承人王馨通过
与六安红街对接进行资源融合，打造
红街“大襟风”非遗文化展示馆，让“大
襟风”从农村“刮”到城市，城乡居民共
同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非
遗文化魅力与匠心传承相互交织、相
互辉映的奇妙天地。

据了解，皋城红街“大襟风”非遗
文化展示馆面积约300平方米，经过精
心规划出四个特色区域。入口处创新
性地将科技屏与文化展板相融合，全
方位展示大襟服饰从古至今的发展脉
络，深入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厚文化
内涵，让人们“沉浸式”地感受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在这里，还能邂逅一段特别感人
至深的故事：大襟风传承人王馨的太
姥姥在等待太姥爷的漫长岁月里，将
所有深情都倾注于他们唯一的孩子身
上，用双手创造出“祈福”系列产品 ，
让“襟上添花”。同时，这些饱含情感的
物件也记录下一个孩子从幼年到成年
每一个成长过程。通过实物场景搭配
滚动屏解说的方式，生动再现这些大
襟风温暖故事，感受“祈福”系列产品承载的情感温度和历史文
化的厚重。
大襟非遗服装定制售卖区，线上通过小程序为人们提供便

捷的定制服务；线下，设置了现场变装体验区，还配备3D试衣
镜，让人们从各个角度感受大襟非遗服装的独特魅力，实现传统
非遗服饰与现代科技、时尚体验的完美融合。

手工互动区，是体验非遗魅力的绝佳空间。展示馆准备了丰
富的材料包，人们可以亲自动手制作，“零距离”参与非遗技艺创
作过程，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同时收获知识与乐趣。

文创产品销售区，这里的每一件商品，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文
创产品，更是老区千千万万红绣娘的心血结晶，背后藏着无数家
庭妇女发展“庭院经济”、巾帼创业的动人故事。红绣娘们将自己
的智慧与情感融入一针一线，彰显“指尖”艺术，这些文创产品以
全新的形式将非遗文化展现给大众，等待大家共同来发现“大襟
风”非遗文化的独特之美。

“大襟风”非遗文化之风，已经从农村“刮”到城市，让城乡居
民“零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

李何林：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
王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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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
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春》为现代著名散文家
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问世90
余年来，始终温暖着人们，像
春雷唤醒万物，如春雨滋润心
田，似春风拂过面颊，领着我
们“上前去”。
最近几年，我每年在三九

寒天，都要重温、研读一回
《春》，以战胜严冬，期盼春的
到来；每年春天都要诵读几遍

《春》，以更好寻找春天，同春
天一起蓬勃。

《春》通过春回大地、万物
更新、人们拥抱春天蓬勃景象
的生动描绘，展现出大自然的
盎然生机和无限优美，表达人
们在“熬过”严冬后的无比欢
欣、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热情赞
美之情和对生活充满热爱之
意。这篇“春之歌”，充满浓郁
的生气、美气、朝气和正气，流
动着思想美、情感美、画面美、
语言美，令人爱不释手、常诵
不已。
作为散文教科书式的存

在，《春》在纵览自然长河“春
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四
季“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总括
了城市、乡下之景象，观照了人与自然的
互动等等之后，居高临下，准确勾勒出富
有春天特点的景与物、人与事，在它们的
整体组合图景中，春天的特征被托举而
出，立于我们眼前。

东风来了，使一切都睡醒了，欣欣然张
开了眼：

——— 山，因为花叶的醒来而“朗润起
来”；水，因为冰雪消融而“涨起来”；太阳，因
春气上升而“脸红起来”。它们觉醒了，在天
地间为万物和人类搭起在春天精彩表演的
舞台。

——— 作为大地主宰的小草，从土里钻
出来，嫩嫩的、绿绿的，一大片一大片满是
的，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着不同色
彩，互不相让“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还带着
甜味儿引来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
小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散在草丛
里，而且是杂样儿。这是多么优美而有生趣
的画面。

——— 风，轻悄悄的，杨柳之下，吹面不
寒，“抚摸着你”，像母亲的手温暖而轻柔；
这风里有春耕新翻泥土的气息，有青草味
儿，有各种花的香，还携带着清脆婉转的鸟
鸣、嘹亮的短笛声响。这是温柔的风、快乐
的风。

——— 春雨寻常见，一下三两天。春雨细
又密，斜织着，笼罩着一切，浇绿了树叶，润
绿了小草；烘托了夜的安静与和平，曼妙了
乡下人们撑伞慢行、农夫地里劳作、草屋雨
里静默的风景。这贵如油的春雨，这多情的
春雨。

——— 春天来了，人也“醒了”“活了”。无
论城市还是乡村，每家每户、老老少少也像
花儿“赶趟似的”走出家门，活动着被冬束缚
的筋骨，抖擞着被冬压抑的精神，开始了新
的一年辛勤的工作和生活。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一
年的开始，都是新的，有生命力
的；春天，是美的、生动的；春天，
是健壮的、有力的。我们要走进春
天、伴着春天、跟着春天奋进新征
程。
为了使春天的特征更加生动

地展现出来，为了更好地表达意
蕴和情感，作者巧妙自然地融合
了各种表达手段。

——— 大量修辞手法灵活、恰
切的组合运用，使作品极其生动
形象、情趣连连。“一切都像刚睡
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小
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呼朋引
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类似
的拟人句俯拾皆是，生动地表情
达意，且富有情趣。“红的像火，粉
的像霞，白的像雪”“像母亲的手
抚摸着你”“像牛毛，像花针，像细
丝”“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
大量比喻单用、连用(博喻形式)，
有时拟人、夸张、排比、对偶(非严
格的)等联用，文字表现力增强了，
更具直观形象、画面感。

——— 充分的想象与联想，使
作品开阖自如、厚实丰满。作品将
春天大胆想象为人，先是悄悄地
走近我们，然后驱使东风唤醒大
地、唤醒动植物、唤醒我们人类；
接着让春天催动小草、春风、春

雨、花树、鸟虫、人类，去各自舒活筋骨、抖擞
精神，各做各的事情；最后使春天像娃娃、小
姑娘、像青年，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满怀希
望、满怀激情、满怀信心“上前去”。作者由大
片大片的草，联想到“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由眼前
的花色、花香，联想到花儿所结的果实“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由
鸟儿快乐鸣叫，联想到它们筑巢与呼朋引
伴，又联想到牧童短笛的响……由春风之
暖，联想到古诗句“春面不寒杨柳风”；由春
天人们的表现，联想到谚语“一年之计在于
春”，引用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文化色彩。
此外，此文的语言通篇极富结构美、韵

律美。如，“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
的脚步近了”，前两个分句反复，后两个分句
结构相同，很好地表达对春天盼望时间之久
心情之迫切、春天来时之激动之欢快的情
感，且读起来节奏感很强又有韵味。
总之，《春》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美

感，给人以温暖，给人以激励。在春天阅读
《春》，春天会更美；在春天诵读《春》，《春》作
会更美。让我们走进春天，读着《春》作，抖擞
精神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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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分，微风裹挟着丝丝暖意，
轻轻拂过大地。踏入林水寨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但见这里河涌两岸春意盎然，
乡间小道整洁干净，农舍小院窗明几
净；花园中繁花似锦，菜园里泥土芬芳，
果园内生机蓬勃，公园下欢声笑语不
断，每一处都洋溢着乡村独有的魅力。
蛙鸣漫过林水寨的竹篱，我望见这

片曾遍布泥塘的乡野，如今被重新编织
成规整的经纬，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
召唤着我们踏歌田园间，重拾那浓浓的
乡情。
脚步踏过田埂，碾碎了记忆里的泥

脚印。纵横眼前的1200余亩鱼稻田被
测绘成精准的几何图形，讲解员说这是
新培育的“鱼田雪稻”稻田，我却看见自

己十岁时赤脚踩过的水田，泥鳅从趾缝
溜走的触感突然鲜活起来。
稻田边设立的智慧农业墒情监测

及自动化闸门，是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
理总局根据林水寨景区的实际种养情
况，保证鱼稻、虾稻等优质高效生态农
业的灌溉要求建设的墒情和监视设备，
可以实时监测田间水层深度和不同监
测深度的土壤温度、湿度、电导率等参
数和农作物生长情况。

汩汩清泉滋润着干涸的田地，让稻
田喝饱返青水。以往，稻田灌溉可是个
体力活儿，传统的人工灌溉方式耗时耗
力，还容易浪费水。但是在这里，灌溉只
需“一键操作”。

“这是我们的稻鱼共生系统，等秧
苗种下时就能看见鱼群在稻荫里穿
梭。”顺着指引望去，肥沃的稻田正蓄势
待发。忽然想起姥爷常说“稻花落，鱼儿
肥”的农谚，他粗糙的手掌总能从浑浊
的水面下捞出肥美的鲫鱼，鳞片上沾着
的稻花，在夕阳里像是撒了金粉。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农
耕农具展示区，水车、锄头、犁、耙等传
统农具静静矗立在土墙边。一把镰刀，
一把犁头，一件件器物，都是当时人们
生产劳作的历史见证，立体式地活化展
示了农耕文化的发展脉络，蕴藏着世代
传承的文化记忆。我的手指抚过木犁上
的磨损痕迹，想起大水牛脖颈的皱褶里
总藏着汗咸。现代耕作机的轰鸣盖过了
农具的吱呀，但土地翻涌出的潮湿气
息，依然与三十年前别无二致。

农事体验活动区，游人挽起裤脚，

踏入泥田，跟着农民学习插秧，感受泥
土的柔软与生命播种的奇妙，用掌心最
后的热度去焐醒土地的记忆。那些被截
断的根系，那些被格式化的四季，都在
俯身插秧的刹那重新接续——— 用所有
的虔诚，赎回千万年刻在基因里的乡
愁。
在一座树影花香的民宿区，自然与

淳朴的乡村民风构成了整个民宿的基
调，悠闲与宁静是它的灵魂，乡土生态
和农耕文化是它最宝贵的人文资源。城
里人渴望回归田园，乡愁便是难以忘却
的情怀，开在绿水青山间的民宿满足了
人们对田园的向往。旧时光里，日子很
慢，那种慢是等待稻谷的金黄，是静坐
庭院里的悠哉，是心无旁骛的一种愿
望。

农产品展示柜前，真空包装的“鱼
田土米”、茶籽油、生态小黄豆、红薯粉、
糯米粉等原生态产品琳琅满目……不
由得舌尖泛起灶膛煨熟的饭团焦香。那
些粘着草木灰的饭粒，曾把祖辈的指纹
都烙进我的味觉记忆。

暮色驮着竹簸箕的轮廓爬上柴垛
时，田埂正把林水寨最后一缕夕光揉碎
在稻茬里。车轮碾过夕阳，后视镜里杨
柳长长的柳条在空中勾勒出柔美的线
条。在记忆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乡愁，不
再是缥缈的思绪，而是触手可及的美
好，它承载着我对故乡最柔软的眷恋。

春风踏歌田园间
严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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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是一个季节，也不是季节。
我们许多地方，用春来命名山

水，命名城市。可以说正是我们的
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寄予的最真
切的期望，是劳动人民诗意而且智
慧生活的体现。说到这，我们就不
得不提古老且充满智慧的二十四
节气。其中春天的六个节气分别是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雨。

你看，春天里的六个节气，从名
字上看，就那么美，那么柔，那么充
满希望。而名字的背后，又是我们的
先人对自然的观察与理解，是不断
突破、不断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与奋
斗。
在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

然的前提下，开展我们的生产生活
劳作，这不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最好的诠释吗？
不仅是生产劳作，在56个民族

汇聚成的大家庭里，每一个民族的
人们都将最美好的期待融在美好的
春天里。

你看，4月时节的傣族泼水节，
这热闹劲吧。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相
互泼水祝福，不正是亲水、爱水的证
明吗？

你看，2月28日的藏历新年，藏
族人民抢新水，拜新年，插经幡，赛

马娱乐，开犁请神，满是热闹，又满
是希望。

你看，侗族的闹春牛活动，对自
然的敬畏，对赐予我们幸福生活的
事物的感恩；壮族三月三歌节，歌唱
勤劳奋斗，歌唱美好生活；彝族火把
节，满城的炽热与火红，传递火热的
生命力量。这些都在春天这个希望
的季节里，盛大上演。
当然，说到春的习俗，怎能少得

了踏春呢？绿水青山的六安大地，春
意逐渐浓郁，逐渐进入踏春赏春的
最佳时节。皖西大地的满山绿意正
敞开怀抱，拥抱笑容灿烂的人们。
如果说劳动人民对春的理解是

生活与美，那么文人对春的理解则
是哲学与诗的人生况味。
一个人，从春风得意一朝落入尘

埃，披风沥雨，又该如何自处？面对人
生困境，他煮酒烹茶，寻访山水，去留
随意，人生看淡。且听东坡居士，定风
波。

《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
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
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
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
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
风雨也无晴。

江水流春五千年
施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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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树的喜爱由来已久，大抵是
因为在人类的繁衍生息过程中，树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人类历史上与树有关的人和

事，也是数不胜数。两千多年前，儒、释、道
三教圣人皆与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儒家先师孔夫子在杏林讲学，三千

弟子云集，开启了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
信和恕忠孝悌，乃至影响到后世对教育
行业称之为杏坛。
道教开山鼻祖老子，杏树下顿悟明

道，开启了道教一脉，衍生出大道三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菩提树下顿

悟，看尽人间生老病死，明悟生死真谛，
佛教一派得以流传。
三国时一代名医董奉，慷慨治病救

人无数，只求杏树三五株。于是，就有了
杏林妙手一说，杏林精神成为医者仁心
的代名词。
盛唐时李白、杜甫、王维，三人都喜

欢杏林。李白的“禹穴藏书地，匡山种杏
田”、杜甫的“香炉峰色隐晴湖，种杏仙家
近白榆”、王维的“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
白”等诗句至今耳熟能详。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涌现比杏树、

比菩提树更加璀璨的树来。这些“树”的
背后，凝聚着对人民无私奉献和热爱，他
们追求的不是个人荣华富贵，而是广大
普通百姓获得美好生活。

如阳春三月，革命老区盛开的、红艳
如火的杜鹃花，也叫映山红。“此花不是
寻常物，尽是英雄血染成。”为了劳苦大
众翻身得解放，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
血，铸就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历史丰碑。映
山红，永远焕发着磅礴生机，熠熠生辉、
茁壮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耳熟能详的“谷

树焦桐”，延续着革命先辈们一切为了人
民的精神，续写着新的篇章。

1958年，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带领人民群众根治风沙，在东山岛上栽

下第一棵木麻黄，经过十多年持续奋斗，
万亩防沙林浓墨重彩地描绘在东山岛
上，让荒岛变绿洲。谷书记当初栽种的树
被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谷树”。

1963年，焦裕禄同志在河南兰考县亲
手栽下一棵泡桐，用它解淤压沙、根治盐碱
地，从而改变了兰考贫瘠的面貌，造福当地
万千百姓。因此，百姓叫它为“焦桐”。
纵观历史长河，在新中国的大地上，

焦裕禄、谷文昌式的好干部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谷树焦桐”也由独木而成林海，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映山红、木麻黄、焦桐，它们虽无桂花

香，却同样焕发出持久而又沁人心脾的馨
香；它们虽无松柏的苍翠，却永远扎根在百
姓的心中，无惧风霜雷电野火。

这，就是真正的一树芳华，深深地根植
于亿万百姓心中的韶华，才会永不消逝。

一 树 芳 华
赵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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