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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出了地铁口，遥见一座庞
大的建筑物。其宝蓝色屋顶下，像是
搁着一册巨大的书本。浅乳色层岩
墙体似历史的册页，似乎可以让人
随意翻动。这就是坐落于中关村南
大街33号的国家图书馆。

沿着汉白玉石阶进入南区馆
内。进门，先过安检。食物、水不得
带入，只好转身去寄存。进入门内，
只见大厅墙上展示着新书信息，以
及国图讲坛和中国典籍文化讲座
实况照片。这里每年举行文化讲座
达二百多场，众多的热心听众参与
听课，以增长知识，开启智慧之门。
我在大厅操作自助办证机，投入身
份证和百元卡费，很快就有一张读
者卡从机器出口吐了出来，极为方
便、快捷。

持卡乘电梯去顶层书报阅览
室。一眼瞥见中庭的阅览大厅，像一
个硕大无比的方形漏斗，上下三层，
每层厅内坐满静静读书的男女读
者。这里如同一座巨型中式庭院，既
古色古香，又极具现代感和未来感。
室内光洁明亮，采光极好。阳光穿过
半透明膜状结构穹顶，轻飘飘地浮
游在空中，悄悄落在橙黄色书桌和
地板上，耀眼夺目。据说穹顶具有过
滤紫外线功能，置身阳光下，全无被
晒伤之虞。

刷卡之后，轻轻地踩着柔软、
洁净的厚地毯进入阅览室内，映
入眼帘的是两两相对的阅读桌椅
和报架、刊架。阅读桌子的桌面有
坡度，以利于看书。一排排刊架和
报架占据很大的空间。这里有着
两 个 显 著 的 特 色 ，一 是 静 ，二 是
净 。室 内 窗 明 几 亮 、处 处 一 尘 不
染，连所有的标称铭牌都被擦拭
得锃亮闪光。看书报的人不少，桌
椅上几乎坐满读者，却不闻声响，
偶尔有翻报、翻书的沙沙之声，如
阵阵微风轻轻拂过。

我喜欢在书架夹道的空间里来
回踱步，这让我感觉像是来到了广
袤的原野。田地上分门别类栽种着
的庄稼井然有序：这边是大豆高粱，
那边是红薯玉米；这边是绿莹莹的
藤蔓植物，那边挂满累累的瓜果。似
乎所有的书籍都规规矩矩地排列成
行，终于等到了我，接受我对它们的
检阅。好想与近在咫尺的书们说说
话。可书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直
到打开它，阅读它，发现原来它就是
我的知音，我与它已然默契，是相见
恨晚的好朋友。

图书馆将优秀的人类历史文
化，系统地保存下来。它有助于后人
在吸引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
发挥创造，推动历史前进，让世界变

得越来越美好。
图书馆安静恬适的氛围让人的

心胸顿时清静下来，静如止水、澄沏
如镜。只因为沉静，面对书籍就开始
与灵魂对话。触摸着散发油墨香味
的书页，心胸刹那间豁达起来，思想
的明窗蓦地打开，外面的世界怎样、
身前身后名怎样，一切皆与我无关，
此刻只专注于阅读。直面书籍，我成
为蓬勃向上的绿色植株，在书籍中
吸收营养水分，在书本的“圣光”照
耀下默默地进行光合作用。

在浩瀚的书海里遨游，我感觉
自己仅是一粒芥子、一屑微尘，何等
渺小，而自己所学所知又是如此浅
薄、简陋。

接近中午，我从书报阅览室下
到右侧一楼开放式借阅书库。我在
文学类书架上挑了四本书，便去办
理借书手续。这才发现，借书只能在
自助借还书系统上完成。扫描读者
卡，输入密码，接着一次性扫描所借
的四本书，很快就办完借书手续，完
全不需要管理人员介入，真是高效、
便捷极了。

从此，我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常
客，几天不来图书馆，仿佛就有“面
目可憎”之感。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
会员）

书与人

图 书 馆 礼 赞
刘绍雄

邵阳旧称宝庆。宝庆旧时有“八
景”，这八处景色优美之地，都存有
不少门楹对联。人们在赏美的同时，
对一些对联也评头品足。其中有两
处对联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可谓“深
刻”在大家的脑海之中。

“双清揽月”，这是八景之首。此
刻，我们伫立在资江一桥上，目光随
着江鸟，越过波光粼粼的江面，穿过
重重叠叠的沧桑，停驻在一处绿荫
掩盖的楼台亭榭之上。那就是双清
公园。双清公园面积不大，但名气很
大。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小巧玲珑的
公园，曾激发多少文人骚客的灵感。
明代诗人李青在《游双清亭》中写
道：“天开画图在双清，绿水青山泼
眼明。”车大任在《双清秋月》中指
点：“郭远双津合，天宫片月浮。”那
个以“睁眼看世界”而闻名于世的魏
源更是拍栏吟咏：“屿扼双流合，江
涵一郭烟……”

烟雨朦胧中，我们隐隐约约看见
那弯弯仄仄的一条山间小路，还有几
处碑刻，更有几座古庙、亭阁。如康济
庙、双清亭等，枝柯掩映，古朴庄重。
更让游客眼前一亮的就是那座别具
一格的“亭外亭”。亭外亭之所以这么
吸引人眼球，主要是因为此亭建造在
突兀江旁的“砥柱矶”上。这块磐石，
可以说是双清公园的点睛之笔，非常
有气势，非常有意境。

嘉庆十七年二月，时任湖广巡
抚，后升任刑部尚书的顾璘巡游此
地，他见此江石，“当水之冲，甚奇”，
感喟之余，挥毫题下“砥柱矶”三字，
并赋五律一首。砥柱矶从此不再是
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种顶天立
地的情怀，一股奋发有为的精神，这
不正是邵阳人的写照么。

也就是亭外亭上，有一副流传
甚广的、清末诗人徐小松题写的楹
联：“云带钟声穿树去；月移塔影过

江来。”此联对仗甚工，情境双佳，堪
称佳联中的佳联。在亭外亭的江北
岸，有一座“国宝”级的北塔，与亭外
亭隔江相峙。本联生动地刻画了景
物的神韵：白云、钟声、银月、塔影融
合成一种清幽的意像。作品构思奇
特：钟声穿越树，传到对岸；月光轻
柔直泄水中，伴着塔的身姿慢慢飘
散开去。

欣赏了市区的双清公园佳联，
让我们一同驾车驶向20公里外新邵
县巨口铺镇的“白云岩”。这里古树
参天，绿荫遮盖，流水潺潺，鸟语花
香。在宝庆八景中称为“白云樵隐”。

白云岩始建于南宋宝佑年间
（1253—1258），续建于明清。据《宝
庆府志》记载：宝佑年间，僧人宝鉴
披荆斩棘来到此山中，睹石像宛然，
知因缘所在，盘坐其中，不食不语。
后采樵人见之，感其神异，乃设供
养，始开此洞。

白云岩景区内有妙音寺、慈寿
寺（已毁）、牧云寺、关龙亭、会仙桥
等。最有名气也最有特色的是悬在
半山之中的妙音寺，又名“云岩古
刹”，俗称白云庵。庵就在穹形洞中。
洞口有一副楹联曰：“云郁山峨，云
是山，山是云，云卷云舒山自在；风
清洞古，风是洞，洞是风，风吸风嘘
洞无心。”

说这一楹联是佳对，名家均认
为不无道理。除了对仗严整，有景有
情外，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一种人生
的哲理，那就是要豁达、逍遥、自信
和雅致。

前些年，此联中的“郁”字因繁
体笔画较多，加之镌刻年代久远而
字迹模糊，辨认不清，后经专家考
证，才认定为“郁”字。但在其他地
方，也有与此相同相近的对联。此联
因其落款不清晰，镌刻何年，出自何
人之笔，均无法考证。

两处景点佳联赏析
卢学义

所谓“龙马精神”，简单而言，就
是说像龙马一样有精神。

何谓龙马呢？有说是古代传说
中形状像马的龙。《礼记·礼运》说：

“河出马图。”孔颖达注：“伏羲氏有
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这就是大
名鼎鼎的“河书洛图”。龙马是个什
么物种呢？笔者大胆揣测，这可能是
河马，古代中原气候湿润，有个把河
马也不奇怪。当然，这是句题外话。
也有人说龙马其实是骏马。持这种
论调的人不少，像李白《白马篇》诗
云：“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还
有一说，称《周易》载乾卦为龙、坤卦
为马，龙马其实指代乾坤。

我们且不管龙马究竟为何物，
看看“龙马精神”的出处。唐李郢《上
裴晋公》诗曰：“四朝忧国鬓如丝，龙
马精神海鹤姿。”这是一个偏正式形
容词短语，用作宾语。这是诗人夸赞
裴晋公像龙马一样有精神，像海鹤
一样姿态高雅。可现在，这个成语却
无端成了名词短语。譬如，河南孟津
这个“龙马负图”之地，就把“龙马精
神”奉为城市精神，就有些不妥。说
起来，古代“精神”不同于现代“精
神”，前者大多用以形容，后者则成
了同物质相对的名词。

春来江水缘何绿如蓝

白居易是中唐的一位伟大诗
人，他可是个多面手，不仅写诗，还
会写词。是的，您没听错，老白还是
位词人，他还创立了几个词牌呢，譬
如大名鼎鼎的《忆江南》。“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读到“绿
如蓝”这句，您大概和笔者一样疑

惑，绿和蓝是两种色调，白诗翁莫非
色盲，把两者搞混了呢？

看一下注释，说蓝并非蓝色，而
是蓝草。注意哈，是蓝草，而非兰草。
大概是受简化字的影响，许多国人对
蓝、兰分不清楚。事实上，兰的繁体字

“蘭”也是草头，是一种植物，所谓梅
兰竹菊，花中四君子里排名第二。而
蓝则是另一种植物。蓝草的种类众
多，“绿如蓝”中的蓝，说的大概率是
蓼蓝。蓼蓝虽然叫蓝，但它的花色却
是紫红色的，而叶子为绿色，其叶色
跟春江水色相似。问题又来了，蓼蓝
既然不是蓝色，它又为啥叫蓝呢？原
来，古代常使用酒糟和石灰来发酵水
解蓼蓝，制造蓝靛。现代，不少少数民
族仍然在大量使用蓼蓝加工扎染、蜡
染民族工艺品。有网友说，蓼蓝在制
作成蓝靛的过程中需要用水沤制三
天左右，这时候的水色与春江水色非
常接近，也非常漂亮。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不过笔者还
是有点异议。蓝草或蓼蓝固然绿油油
的，但白居易只是当过杭州和苏州的
地方官，又不是博物学家，对它们有专
门研究。照常理推测，诗人喜欢用熟识
的喻体，形容春江水绿可以用韭、芹这
些常见的植物，甚至兰草也要比蓝草
更合理些。于是，笔者推测，白诗翁可
能写的是绿如兰，只是后人传抄时把
兰误写成蓝，这才诞生了绿如蓝。

此外，白居易真的有眼疾，不是
色盲，而是白内障。而江浙的江水无
论长江水还是钱塘江水，都临海，某
些特殊时刻，江水海水可能会混一。
赶上白诗翁眼神不好，搞不清春江
水绿还是水蓝，是否也有可能呢？聪
明的朋友，你们说呢？

“龙马精神”小议（外一则）

张天野

“春天已经走远/夏天已经走
过/我行走在寒冬的风里/这世界如
此寂寥/一只黑犬在草里追赶一只
灰兔/田野的花金黄金黄/给黄土地
涂抹一种灿烂的颜色/如此眩目/四
周是柑橘熟透的金色/是桂花沁人
心脾的清香……那个人，不再回来/
那段故事不再重演/我时常回来，再
不是从前的我。”

上面这段文字选自诗歌《故乡
野鹅塘，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记
忆》，写得朴实无华又回味悠长，读
起来有点惆怅有点感伤。写诗的是
一个车行的工作人员，他就是我的
哥哥，邵东“农民诗人”姚起。

哥哥爱写诗，应该是初中时候
开始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席慕
容、汪国真、北岛、海子等现代诗
人的诗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那 个 年 代 仿 佛 是 现 代 诗 歌 的 年
代。哥哥到了高中时，写诗读诗似
乎成了一种时尚。不少高中成立
了文学社，涌现了一大批充满活
力的校园诗人。

那时候觉得哥哥诗写得很好，
也认为他的人生一定是与诗为伴

了。然而高考的失利让他放弃了自
己的梦想，后来他跟父亲去了江西，
在造纸作坊当学徒，再后来开过小
店做过小生意，但工作都不太顺利。
在忙碌的生活和无奈的现实中，他
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直到
2016年，20余年没写诗的他，又重新
提笔写诗。

哥哥是一位朴实真诚的诗人，
他的诗通俗易懂，仿佛是在和你聊
人生，聊过往，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他也是一位对故土情深的诗人，他
的作品有很多是描写家乡野鹅塘
的。因为生活所迫，前几年在外面漂
泊，他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融入到
关于野鹅塘的文字里。这些诗中有
些写得很浪漫，有些写得很惆怅，有
的写得很深情……借景抒情，托物
言志，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特
别的情感。

“环抱的山岗/围绕一个清澈的
池塘/碧波倒映皎洁的月亮/春风吹
来山花香/夏风徐徐荷叶晃/秋风起
时柳丝黄/冬风烈烈炊烟荡/那是
我/梦中的天堂，久违的故乡……”
这一段文字节选自哥哥的诗歌《在

野鹅塘，谁撒渔网打捞夕阳》，是他
阔别家乡多年，于2022 年回到家乡
后的感受。

近年来，哥哥的诗作在《中国诗
歌文学精品》《当代汉诗》《作家美
文》等几十家平台发表，有诗歌入选

《当代百强华语诗人》《中国实力诗
人诗选》等五十四种选本。他的诗作
还曾获“丹江杯诗歌大赛”一等奖。
哥哥现为《芙蓉国文汇》签约作家，
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这些成绩或许代表不了什么，
只能表现出这么多年他对诗歌创作
的不懈追求。而今他在车行工作之
余写写诗歌，一边是现实和生活，一
边是诗与远方。人生道路虽然坎坷，
但没有磨灭诗人的向往，他身体里
仍然有梦想在涌动。
（姚佩，邵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印象记

“ 农 民 诗 人 ”姚 起
姚 佩

读 书 笔 记

云海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