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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电视台新办了两个栏目，
一个叫《中国诗词大会》，一个叫《经典
咏流传》。两个栏目的节目都在讲述有
关诗歌的文化知识、人文价值和思想
观 念 ，告 诉 广 大 观 众 如 何 去 读 诗 、学
诗、赏诗。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到唐诗、宋词、
元曲，一直到现代诗歌，无一不把“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
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
观念阐释得清清楚楚。难怪俗语说：“秀才
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难怪高尔基说：“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诗，就是能够增
加自己的知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人之所以心智开豁、思理明
睿，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诗歌的清澈

“活水”。
读诗还可以学习做人的道理。“明

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
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
老将至。”钱福的一首《明日歌》告诉我
们要“今日事，今日毕”，要珍惜时间，要
有紧迫感，要有责任感。宇宙无穷，人生
有限，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不愧对人
生。“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
迟。”告诫世人，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任何大的成功，都是由点滴积累
而成的，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从点滴
做起，从今天做起，并且持之以恒。“千
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

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
吟》告诉我们：要扎扎实实做事，清清白
白做人，不管大浪淘沙，不管风云变幻，
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社会
的检验。

读诗也可以陶冶性情。“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
少？”叫人去爱春、惜春，叫人把握因外界
事物变化而引起的微妙情感变化。“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秋月似严霜，阻止不了对故乡
的思念；举头望远方，无法融化岁月易逝
的伤感。“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人
在些许的压抑中思想却愈发空灵。“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
道路坎坷的时候，要经得起磨练，经得起
打击，要不懈地追求。东方已现曙光，成
功就在前头。

阅读可以学习他人成功的经验、失败
的教训以及做事的方式、幽默的态度、待
人处世的方式，久而久之，自然就能充实
个人的内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做人要自立自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光读书还是不行的，还要把
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老当益壮，
宁移白首之心。”对一个人来说，来是偶
然，去是必然，但要活得洒脱，活得自然。
人生是一个过程，夕阳无限好，即使是“老
之将至”也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

读诗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享受。享受
意境的空灵，享受文字的魅力，享受人间
大美。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几种颜色错杂在一起，拼成一幅和
谐、炫丽的图画，给人以视觉之美。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琵琶声起，月沉江心，捻抹复挑吐真
情，江州司马湿青衫。琵琶曲不但给人以
听觉之美，更重要的是能打动听众的心
弦。连白居易都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
钱。”清酒溢杯，珍馐满盘，绝对会引起读
者味觉上的美的享受。虽然作者停杯投
箸，四顾茫然，但“珍馐”的香味是不会只
停留在文字上面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情感波涌，纵横捭阖，大河奔流，
撼人心魄，这是豪放之美。“杨柳岸，晓风
残月。”清风凄凄，柳垂月残，泪眼婆娑，缠
绵悲凉，这是婉约之美。

中国诗歌从《诗经》算起，至今已延绵
了二千多年。不管她是辉煌还是失落，是
流行在“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共
同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都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和骄傲。时代在
变，潮流在变，但广大民众对经典文化的
认同感从未改变。当我们伴随着优美的旋
律重温这些动人的文字时，我们仍然能够
感受到我们的祖先对美好的追求和对生
命的感悟。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我们
应该用曾经的盛世文化，拥抱今天的文化
盛世！

◆思想者营地

读 诗 使 人 灵 秀
易祥茸

闲来无事，翻了翻朋友圈，亲朋好
友鲜活的生活状态经过网络的传输，
犹在眼前。晒美食、晒美景、晒美文、晒
美颜都已经屡见不鲜。朋友小章的一
条朋友圈却新鲜得如地里刚拔出来的
韭菜：“我刚才骑单车逆行违章了，已
经接受过交警的教育，现在把自己的
错误公之于众，请大家汲取我的教训，
遵守交通规则并为我集赞。集齐二十
个赞之后，我才能离开。”一段文字下
面，是小章和交警的合照。

本人一向对各种集赞视而不见，
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商家为了宣传
自己而搞出来的小把戏而已。阻止不
了朋友圈泛滥般的转发与求赞，但我
至少可以做到“我手点我心”。晒美的
不少见，晒丑的头一回。我没有丝毫犹
豫，给小章的这条朋友圈点了赞。一是
为了让他早些“脱身”，更多的是为交
警新型的教育手段而叫好！

放下手机，小章的那条朋友圈仍
挥之不去，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想法。众
所周知，驾驶机动车违章有清晰明确
的处罚方式，该扣多少分，该罚多少款，一清二楚，极少存在争
议。在国外，处罚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印尼对严重违章者剃
光头，美国一些地方会让重大违章者去医院当实习生……但作
为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横穿
马路、逆向行驶、闯红灯等行为一直没有很有效的处罚手段，成
为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十几年前，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曾对相关
违章行为出台过处罚措施：违反交通规则的非机动车驾驶人，会
在交警的监督下，于十字路口举一面小黄旗，直到抓住下一个违
章的人，自己才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手执黄旗者想要找到替
换自己的人，已非易事，交通秩序得到了极大改观。但不知为何，
这种处罚方式没能延续多长时间，就消失在街头了，于是“中国
式过马路”又卷土重来，既给行人的人身财产带来了安全隐患，
又损害了城市的文明形象。

上网搜索了一下，有不少城市开始尝试这种“集赞顶罚”的
措施，并且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对于“当事人”来说，这要比
对其进行简单的口头警告或是罚个一二十元钱更能触动他们的
神经，更能激发他们的文明耻感以及法律观念，而且还能起到一
定的“普法”效果；作为“围观者”而言，亦可以从中汲取教训，无
声中观照自身的行为，以此为戒，真正做到“以人为镜知得失”。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处罚方式，违章者也有说
不的权利。如果觉得发朋友圈丢面子，便可以采用缴纳罚款等

“常规”处罚手段。走笔至此，希望不要有人把这种行为当作是一
个“吸睛”的手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才好。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互联网+”的另一种
体现吧！不管怎么说，应该为“集赞顶罚”点个赞，既是亮点，又有
创意，希望能得到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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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演讲中把
“鸿鹄”念成“鸿浩”，引发网络热议。本人
不想推波助澜，管他那是演讲还是念稿，
管他的道歉真不真诚。但从林校长想起了
张干校长，倒有了说几句的冲动。

张干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
校长。当年他思想守旧，把参加革命活动
的毛泽东开除了。开除毛泽东，引起进步
师生的反对，他自己也受到触动，在一师
的校长当不下去了，便回到家乡邵阳市。
抗战时期，他在邵阳市一中（那时叫省立
六中）当校长。

从邵阳市教育局已故离休干部、原省
立六中学生罗论文残存的日记里，可以看
出，张干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
名颇重视给学生演讲的教育家。笔者手头
有罗论文先生1941年至1944年这四年里
的30篇日记，其中15篇日记中出现了张

干校长演讲的记录。
张干在一师当校长时，是主张学生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
但从他在省立六中的演讲可以看出，他
后来不仅抛弃了这个教育主张，相反很
提倡学生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罗论文
日记写到的张干 15 次演讲，几乎每次都
有教育学生勤奋学习、抗日建国的内
容。比如在 1942 年 3 月 7 日的开学典礼
上，张干开宗明义地讲了省立六中的六
条办学方针，即师生三民主义化、教训
合一、文武兼全、刻苦耐劳、实行新生
活、军事管理。在 1944 年欢送毕业生的
典礼上，张干更是明确指出“本校宗旨
是造就文武兼全、身心并健的抗建人
才”，学生毕业后无论走上社会还是继
续深造，最终都要担负起抗战建国的任
务。在这个典礼上，他饱含深情地说：

“学校经济困难，没有什么物资送给你
们，就送三句话吧：一是守纪律，二是负
责任，三是肯牺牲。”他由过去的闭门读
书，转向开门办学，去校外聘请辅导员
教育学生。如 1942 年 6 月 29 日和次年 4
月 17 日，他分别请法院院长王启湘和师
管区副司令彭书香，来校给学生讲演。

张干演讲不搞一言堂，基本上每次在
他讲过之后，还要其他教师也讲几句。比
如1942年3月12日，他讲了学生要进行四
种训练，即精神训练、身体训练、生活训
练、服务训练之后，又请资历最老的石广
权先生讲。石老是与蔡锷一起参加革命的
元老，他介绍了邵阳的三个名人魏源、江
忠源、蔡锷，要学生向名人学习，立大志，
干大事。其他如龙先生、范先生、陈先生等
人都给学生作过讲演。即使最不善言谈的
生物教师廖觉之先生，也被张干逼上学生
大会的讲台，以禾穗作比方，要学生不要
意气用事，像禾穗内在充实，垂下务实。

张干的演讲都是即兴应景，没有专门
写讲稿。他无保留文稿的习惯，苦了后来
的研究者，邵阳文库编《张干集》，谁也不
肯接受任务。最后只有请张志咸担纲，谁
叫他是张干后裔。一向严谨负责的张志
咸，最终没有弄出几篇张干的文稿来。

◆煮酒论史

张干校长的演讲
陈扬桂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
知转入此中来。”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
《大林寺桃花》，笔者最欣赏“长
恨春归无觅处”这句。春归，堪
称古典诗词里的不朽主题了。
许多诗人为此写下了流传千古
的佳句，且让我们在这美妙的
诗海徜徉一下吧。

春归在古汉语里有两个
完全相反的意思，其一是指春
天来了，其二是指春天去了。
我们的春归诗词也就此分裂
为两大派。

唐代诗人大致都算春来
派。不得不说唐朝是一个蓬勃
向上的王朝，唐诗里的春天似
乎也沾染上了这种气息。像李
白在《落日忆山中》写道：“东风
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李山甫

《贺邢州卢员外》诗曰：“春归凤
沼恩波暖，晓入鸳行瑞气寒。”
滕迈《春色满皇州》诗中说：“蔼
蔼复悠悠，春归十二楼。”韩愈
有一首《晚春》堪称此派中的翘
楚：“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
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
解漫天作雪飞。”而李益的《春
夜闻笛》却另辟蹊径，凄凉中孕
育了无限生机：“寒山吹笛唤春
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
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当然，唐代诗人里也有春
去派。除了开头白居易那首，杜
甫有首绝句写得极好：“江碧鸟
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用“燃”这个流行
语来评价此诗，真的很贴切。贾
岛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读来
也是很燃：“三月正当三十日，风
光别我苦吟身。与君今夜不须
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唐之后的诗人大致都属春
去派。唐后主李煜身受亡国之
痛，对春归有着深刻的理解，像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樱桃
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都
乃传世佳句。清朝的纳兰性德
也是性情中人，对春归也是念
念不忘，其《菩萨蛮》词云：“春
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
寒朝，啼鹃恨未消。”

细心的读者大概发现了，
笔者居然没提宋朝诗人。“三
言”中的《警世通言》有一篇《崔
待诏生死冤家》，其入话部分出
现了宋代的BBS（编者按：泛指
网络论坛）。王安石作为楼主发
帖认为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
引起一众诗人纷纷登场辩驳。
都有哪些诗人呢？苏东坡说是
春雨断送，秦观说柳絮飘走，邵
雍、曾巩、朱希真、苏小妹则认
为春归跟蝴蝶、黄莺、杜鹃、燕
子有关。最后王岩叟出来和稀
泥，说九十日到了，春天自己回
去了。每人一首诗词，一下把话
本搞成了“诗词大会”。

诗人们为何这么热衷春归
呢？古人说诗言志，又说功夫在
诗外。想来还是在用别人的酒
杯，在浇自己的块垒吧。

◆品茗谈文

春归却关卿何事
古傲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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