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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抒怀
张 弢

田庐哺育忆如麻，岁月悠悠已晚霞。
昔日贫寒无怨语，今朝诗酒有芳华。
象牙塔内寻知识，宦海途中不事家。
又近清明思母抚，携儿奉敬一支花。

植树节感怀（新韵）
徐长富

阳和三月绽芬芳，春种时节植树忙。
溪岸栽杨横序列，路旁播柳纵成行。
故园增色添新绿，苍岭披青着盛装。
且待繁荫叠碧翠，林幽景美好风光。

春满陌上
杨先进

踏陌寻诗过柳溪，桃花朵朵压枝低。
穿丛蜂蝶时时舞，藏树鹂莺恰恰啼。
水上湖中牵网撒，村前山后唤牛犁。
一年好景春光美，归燕池旁忙啄泥。

春夜抒怀（新韵）
姬广良

一壶浊酒尽余欢，卧石揽风拥月眠。
疏牖推开三更梦，孤鸿鸣碎万星泉。
形骸放浪吟羁旅，心海旷达流壮言。
春去犹思桃李笑，胸无挂碍赛神仙。

丽日春景
王秀梅

杏骨清辉展靓姿，馨香缕缕好风知。
呢喃堂燕惹情窦，荡漾春河动客思。
倩影垂青烟柳叶，琼魂寄梦粉桃枝。
远山含黛云轻绕，胜景盈心意念时。

春分日晨跑感怀（新韵）
李传生

一路飞驰一路红，众星玉兔倚苍穹。
啼莺婉转鸣朝日，细柳飘摇戏晓风。
自是春来花好色，谁将老去水流东。
尘心不觉光阴迫，鸟影驱催岁月匆。

咏 柳
王相雷

夭桃未放已先狂，占尽高枝傲气扬。
细叶裁成西子黛，柔丝绾作楚官妆。
随风惯摆骄人态，伴月频摇得意裳。
莫恃东君青眼顾，秋霜一到便枯黄。

高台夜览（新韵）
夏振山

灯海楼山夜色隆，车流恍若火萤虫。
随心银汉行凡地，着意琼城落太空。
大圣难寻还宝处，游波怎辨筑巢踪。
宅林似浪连天起，沃土良田几可耕。

踏 青
李明艳

雨过湖堤翠，春晖绿草生。
翁童离院走，男女踏青行。
柳岸闻莺啭，桃园见蝶萦。
欢声随步起，笑语乐河清。

老树萌春（新韵）
朱心秋

苍苔遮旧径，竹影抚残星。
忽觉幽香至，回眸素影横。
冰心凝玉盏，剑气破玄冥。
莫道春魂逝，虬阳暗蕴青。

夜 中
张连旺

春到人犹寂，悠悠客路长。
知心唯有酒，遣兴自飞觞。
醉里车声碎，望中星影苍。
轻风翻旧事，落寞满回廊。

幽 兰
黄希庆

幽兰生处水云深，清气盈怀尘不侵。
未与群芳争艳色，独留高洁在人心。

榆 说
张 伟

囊底空空没落身，无茶无酒更沉沦。
老榆笑我不知福，一树能赊百万春。

礼赞园林工
王厚忠

芳草欣欣木郁葱，桃枝修剪醉花工。
动人春色无须问，万绿丛中一树红。

春游故乡泗河偶题（通韵）
王 义

乱香生处野莺啼，柳暗花明傍水堤。
欲问乡心何处有，春风得意在芳枝。

杏 花
张君萍

撩人春色入诗家，烟雨蒙蒙湿杏花。
一朵随风流碧水，浮萍篇就诵天涯。

春染泗滨（新韵）
穆炳森

云淡天高杏月中，春临泗水两濆青。
风呼柳醒争先绿，雨润花开分外红。

春日山林
翟登勋

曲径通幽诗意盈，新枝嫩叶韵含情。
暖阳斜照林光碎，树影斑斓画里行。

厅前柳·春
史月华

柳眼初开处，换新装，一抹鹅黄。新燕呢喃舞，
纸鸢翔。孩童戏，笑声扬。 春意闹，群芳争锦绣，
绘蓝图，棹启新航。帆正清风劲，谱华章。待回首，
满庭芳。

卜算子·春华秋梦
王世兵

春是红尘痴，秋湮繁华梦。浅酌清辉醉卧池，唱
饮诗词诵。 陌上桃李开，十里春风弄。烟雨湖光
翰墨涌，举目山河颂。

清平乐·春
张崇峰

风携雨过，布谷声催破。莺月林深无染涴，枝绿
苔鲜云堕。 溪涨桃汛花溶，谷幽芳草香浓。地脉
通灵焕彩，天施膏泽殷秾。

人的认知中，不仅会有冷知识盲
区，还会有一些常识性误区。

比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指
夏去秋来、天气转凉，却常被误解为天
气火热，而与原意南辕北辙。

有些误区，有意或无意中能够走
出；有些误区，则会误人一生。

我也曾在很长时间里，将梅这种南
方树种，误认为北方树种。主导这种执
念的，是关于梅的诗画都以大雪做背
景。

幸而几次济宁南池公园之行，换来
了“梅误”的强力纠错。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的幻化境界，让国人对梅充满敬
意。在生存了几十年的东北寒温带，我
苦苦寻求，却始终没有踏雪寻梅的艳
遇。对于梅的爱恋，始终在意念中顽强
地生长着，并具象于冰凌花、达子香等
本地物种。岁月流逝，人趋通达，将此
理解为人生总有许多美丽的错过和遗
憾的一种。

那次去杭州孤山，对宋朝诗人林逋
曾在这里植梅养鹤，以至被称作梅妻鹤
子的逸事赞叹不已。想想，那该是怎样
的浪漫啊。漫天大雪飞扬，满树红梅怒
放，身披斗篷的诗人踏雪寻梅，与自然
忘情地融为一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天与地一体，人与梅同
化，梅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梅。冷冷花
香穿越千年，至今让人血脉偾张。

机缘是那样猝不及防，几年前的春
节，见济宁南池公园的雪地里，一座斗
拱飞檐的院落古朴端庄，灰砖砌墙，琉
璃瓦顶，木质大门上角高悬两盏宫灯。
直让我想象，这大门打开时，走出的会
不会是一位长衫书童。

让画面灵动起来的，是门前寒风摇曳的几竿疏枝。没有树
叶，只有枝条，五瓣的小黄花，像一盏盏倒扣的小铜钟，散发着清
香，与冰雪的映照格外分明。

仿佛冥冥中的醍醐灌顶，我瞬间无师自通，这是朝思暮想的
梅啊。

赶紧用手机拍下我与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到朋友圈。一
位没有见过梅的北方朋友说，那是迎春花吧？我说，是腊梅。就
是这种腊梅，造就了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要是其
他颜色的梅，就不会与雪色混同了。

此事说与专攻国画的朋友，她哑然失笑，给我科普了一课梅
的常识。梅，一般是指红梅，是中国特有的花木，蔷薇科，梅属，落
叶小乔木，品种达数百之多。而腊梅，虽然名字中有梅，却是腊梅
科，腊梅属，落叶灌木。在生物学上，红梅与腊梅的差别，比人和
猴的关系还要远。

至此，对梅的神往日益加剧。红梅，《诗经》多篇有其幽香。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有其风骨，古琴曲《梅花三弄》有其雅韵，歌
剧《江姐》中的《红梅赞》有其傲骨，这更让我对梅钟爱有加。

机会真的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唐诗双子座诗仙诗圣，能
携手同游这南池，便是作为李白迷弟的杜甫长期追星的回报。想
不到，我一生中初次一睹红梅，还是在古南池。

去年冬末春初，我再去南池游春。季节尚早，园中只有些耐
寒的阔叶树能给人视觉的惊喜。走到乔羽艺术馆前面，几株开满
小花的小树，猛然闯进视野。急忙赶到近前，再次的灵光一现，这
应该就是红梅啊。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些梅，枝干苍老遒劲，想必严冬育花而经历的磨难，得以领
略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真谛。微寒的风中，那粉红小花竞相喷吐着
红色，像火在燃烧，像霞在蒸腾，更像一个个飘落凡尘的精灵在枝
条上舞蹈着，真正的一树梅花一树诗。

对照画家的科普，我见到的是宫粉梅，枝干的形状、花瓣的形
态与常画的朱砂梅等还是有所差异，有些差异甚大。但这差异，
已在情理可容的范围了。

静心想来，在中国园林中，处处都有梅的身影，成为中国元素
的重要标志。当年乾隆下江南，被园林的曲水疏梅所感染，即兴
挥毫留墨，林逋的咏梅名句加持乾隆的御笔亲书，成为镇园之宝。

在中国的大部区域，气温受纬度影响，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
季多是有花相伴。只有冬季，寒流滚滚，花木凋零。虽然身处亚
热带和温带，梅却天生耐寒又耐旱，在这个季节独领风骚。

更可贵的是，南池还有一株绿萼梅。花形与红梅相同，但花
瓣是白色的，花萼是绿色的，让看惯了红梅的人们面面相觑，以为
眼睛出了问题。其实，这是国人数千年培育得来的稀有珍品。

梅，色有多系，形却专一，聚心向内，生死相依，这是一种品
质，更是一种精神。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枝条阳刚之美自然天
成，花朵典雅之态精致优雅，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核中，梅是
理想与抱负的主要载体。一身正气傲骨，暗合了“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世古训，象征了君子在逆境中奋发向
上、不媚世俗的初心。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诗词书画中，以梅为题是最多的。这
是梅的骄傲，也是国人心态的率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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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浦东机场乘坐新西兰NZ288
航班，接近12个小时，飞行10195公里，凌
晨到达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再乘车1
个多小时，就到了新西兰第四大城市，也
是内陆最大的城市——汉密尔顿。3个月
的探亲，加之中间8天的新西兰南岛之行，
对这个国家多了些了解。

新西兰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亚洲
人不同，和欧洲人也有区别。他们看重工
作与生活的平衡，生活节奏较慢，有着休
闲随意的生活。节假日，一些商店要关
门，有的餐馆营业还要加钱。市民也认可
店铺放弃休息，加点钱是应该的。公司员
工下班即走人，即使给加班费也不干。

在汉密尔顿，有家哈尔滨宋先生开的
餐馆，交流时他道出苦衷，“新西兰员工有
事早晨请假，使我一天工作无法安排。你
还不能训斥他，不能问他干啥去？为什么
头天不请假？”我说：“文化和理念的差异
太大了，你不好改变他，只能适应了。”

新西兰人通常穿着休闲，除了正式场
合，较少西装革履。他们有着直接坦率的
表达方式，有多元文化的宗教信仰，有热情
友善的社交氛围。在路上或公园，新西兰
人会主动和你打招呼，表现出热情好客、乐
于助人。不过，他们比较看重个人隐私，不
讨论收入，不问年龄等等。如果在酒店用

餐，隔壁有老板或同事，一般不去敬酒，因
为跟谁在一起，用什么饭菜，纯属隐私。

在南岛，游览了古典建筑，美丽山河，
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箭镇。这个镇是在
19世纪淘金热中兴盛的，大约8000名华
人远洋打工赚钱，主要来自广东。

在箭镇，仍然能看到百年前中国淘金
工的遗址。他们用粗糙的砖瓦，以及汗水
和泪水，一点一点搭出仅容一人居住的小
屋，还有开垦的小菜园。依山坡片岩露岩
层，用山楂树篱和石墙围起修建的仓库。

在遗址村的历史解说板上，写有形容
中国淘金工的一段话：“他们多么渴望美
好生活，处于陌生脸庞、语言和风俗环境
中，什么都无法吓倒他们。”当年的华人，
蒙受的屈辱、歧视、骚扰无法形容，不少人
病死在这里。后来有位华人募集资金，把
已故者的棺木送回家乡。令人唏嘘的是，
1902年，一艘运载近500具遗骨，开往中
国的轮船，在荷基安港沉没。

新西兰也是个集美食之大成的国家，
优越的环境保证了食材的新鲜。除了服
务费用和蔬菜昂贵之外，牛羊肉均不贵。
商场食品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即将到期的
食品都贴有黄标，可打折。有一个华人超
市摆放的韩国、日本食品，印有醒目的3个
汉字：“不添加”。这里的西餐馆，食物数
量不是太大，讲究节约，因为钱是你的，但
物资是社会的。

除个别毛利人投资的路段以外，新西

兰高速公路不收费，但油料很贵，公路的
等级也与中国无法相比，多数路段双向4
车道、两车道，少数路段双向6车道。

在南岛，很多桥是单行的，桥头有哪
侧先行的标牌。有意思的是，高速公路
上，有一段几公里的单行道，是为保护两
侧的古树而不拓宽路面。这里车辆众多，

却没人按喇叭，都在静候中有序通行。
新西兰人均寿命83.29岁，这与其健康

的生活方式，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密切相关。新西兰
积极推广健康饮食和运动，以促进国民的
健康长寿。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新
西兰成为全球人均寿命较高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这里的大街上几乎看不
到药店，仅有为数不多的医院、诊所。路
上人少车多，听不到笛鸣，看不见交通警
察。据新西兰中文台报道：2024年，是全

国10年来交通事故最少的一年。
看来，人的寿命长短，与医院和药店

多少、交通事故和交警多少不成正比。这
里政府对于医疗、教育免费，社会福利较
高。公民65岁可领取退休金，即使国家总
理到龄后，也与国民一样同等待遇。在国
家议会大厅，我看到了政府总理和议员的
同等坐位。四面墙上安装有超时报警装
置，总理和议员一视同仁，演讲不得超过
20分钟，否则，报警装置要提示该别人讲
话了。

除了几个大城市，新西兰高楼大厦不
多，众多居民二层楼房院落，且朝向随
意。门外一般放有3个不同颜色分类的垃
圾桶，人们有较高的环保自律和自觉。

新西兰多数地方少了些国际大都市
的气派，但它让人感受的是活力与个性的
亲切氛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从绿色农业到美丽庭院，广大家庭在
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村现代化。
不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国家的“大农业”

“大农村”“大农民”。
短短3个月，并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

一个国家，犹如浮光掠影，仅仅是局部的、
表象的见闻。当然，新西兰并非完美无
缺。据新西兰中文台报道，2024年青少年
犯罪呈上升趋势，金钱至上、效率低下、人
情味淡薄，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回国后，
不少朋友问“你感觉哪里好？”这问题太简
单了，当然是中国。

万里之外的汉密尔顿
图文 刘贵之

我去安徽的颍上，是冲着管仲的。
《史记·管晏列传》开篇就说：“管仲夷

吾者，颍上人也。”他执掌齐国政权多年，
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诸多领域，
建树卓著。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
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
恐怕还处在未开化的阶段。

颍上不仅出了管仲，还有鲍叔牙。这
个人同样了不起，没有鲍叔牙，也不会有
后来的管仲，历史上把他们两人合称管
鲍。颍上有管鲍祠，是纪念他们俩的。

穿过一个长长的巷子，来到它的面
前。它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安静地矗立
在那里，不要门票，也没有什么人。

一进门，先看到的是管仲墓。再往
前，便是管鲍祠的正厅，门旁有对联：“佐
霸肇开新政局 分金饶见故人情”，厅堂内
有管仲、鲍叔牙比肩而立的塑像，他们像
是正要出门，一如当年去匡扶天下。

正殿高悬“挚交千古”额匾，两侧柱子
上题有一联：“相齐桓公一匡天下 友鲍叔
牙万古高风”，对两人的交情和功绩作了
高度的概括。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颍上人，分别诞生
在颍上县的管谷村和鲍庄，两村仅有一河
之隔。两人自小是好友，长大后一起去做
生意。

有一天，他们在路上看到一根金条，
但是谁也不肯拾取，坐等失主。等了好久
也不见有人来找，就叫随从看守，他俩去
村庄寻人。

随从见主人离去，心生歹意，欲取金
逃走。谁知腰刚弯下，金条忽然不见，却
有一条赤蛇扑来，吓得他连呼救命。适逢
一位农夫路过，急忙挥动锄头将“蛇”断成

两截，这随从趁机溜之大吉。
管仲、鲍叔牙来到原处，见人走金断，

十分诧异。路边的农夫问：“天赐黄金，何
不分取？”

鲍叔牙将长的一截递给管仲，自己留
下短的一截，管仲坚决不受。他们想到天
赐金于地，应归于当地百姓，将两截金条
分送给两个村子的人。

金条变蛇自然是一种传说，但管鲍分
金，想来是有的。后人为纪念其人其事，
在此建了“分金亭”。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
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管鲍之心像金子
一样洁而无瑕，洁而无私，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坚决不要、不争、不夺。“眼界高时无
物碍，心源开处有清波”。这种金子般纯
净的心，一方面来自于后天的修养，但我
更以为在于先天的本性。

管仲少时家贫，名义上与鲍叔牙“合
伙”做生意，但他根本没钱入股，分利的时
候，他却要比鲍叔牙多拿一些，鲍叔牙从
不计较，任他多取。管仲在鲍叔牙遇事时
几次出谋划策，反倒一再把事情搞砸，使
鲍叔牙陷入更加困窘的境地。

面对这样一个朋友，鲍叔牙并不认为
管仲多分利就是贪心，因为管仲需要钱去
奉养老母。也不认为把事情搞砸就是他
愚蠢，只因时机有所不利。鲍叔牙的容人
之量和识人之明，在今天仍令人感动。

后来管仲辅助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小
白，两位公子争夺王位打了起来。管仲搭
箭射向小白，射在小白束衣的带钩上，小
白假装被射死，随鲍叔牙偷偷到了齐国。
等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小白已做
了齐国国君，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即位后，齐桓公让鲍叔牙做相，鲍叔
牙却极力推荐管仲。说服桓公之后，他又
自作使臣，从鲁国救回了管仲，把相位让

给他，而自己则甘居管仲之下。古来嫉贤
妒能、过河拆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鲍叔牙这种胸怀，又有几人？

当然，值得称赞的还有小白，他不但
没有杀死这个昔日想置己于死地的人，反
而任他为相。没有海一样的胸怀，他成不
了号令天下的霸主。

管仲成名后，并没有忘记鲍叔牙，他
曾十分慨叹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
子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不
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这里的“多”，是夸赞的意思。

管仲早年当兵打仗，曾经临阵退缩，
后来他和召忽一起辅佐公子纠。而当公
子纠死后，召忽便按照当时士人的名节要
求自杀了，而管仲却独自偷生。不但偷
生，后来还去辅助自己的政敌齐桓公，舆
论大哗。这算是失节，为时人所不齿。

面对这个所谓“大节有亏”的朋友，鲍
叔牙却说，管仲临阵退缩，那是顾念老母，
而改事齐桓公，恰恰说明管仲胸怀大志，
以天下为念，并非只为一主。

这真是非凡的见识，无人不被折服。
后来管仲病重，齐桓公亲至病榻前，

问鲍叔牙可否接替相位，管仲却断然说
道：“不可。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刚则
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

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
是不是让你大跌眼镜？
管仲这个相位是鲍叔牙让的，而今管

仲临终，却不同意让鲍叔牙接替相位，这
不是忘恩负义吗？

鲍叔牙闻听后，反倒十分高兴地说，
管仲荐人无私，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出
发，这也正是我当初推举他的原因啊。

太出人意料！古往今来，也没能找出
第二人。

个人的友谊本来只是两个人之间的
私事，但他们两人的友谊，完全超出了私
谊的范畴。

千百年来，管鲍之交之所以被人传
颂，一方面他们心地纯洁，更重要的是以
国家为重。因为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鲍
叔牙才让出了相位给了管仲；同样也是从
国家利益出发，管仲临死，并不推荐鲍叔
牙接替相位。如果没有这种天下情怀，哪
怕他们的友谊再深厚十倍，也早被几千年
的历史风云湮灭无闻。

真的让人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晋代的傅玄赞美两人的交情说：“管

鲍不世出，结交安可为？”管鲍之交，已成
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世人交友的准
则。

而如今，眼前的祠庙却如此荒凉，我
在祠庙中待了1个多小时，不见一个人来。

这固然和颍上不是大城市有一点关
联，但更重要的恐怕并不是这个。杜甫在
《贫交行》一诗中说：“翻手作云覆手雨，纷
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
今人弃如土。”

现今的人们忘了管鲍之交了吗？
这个小小的祠庙，屈居在这个小城的

一隅，没有繁盛的香火，多么清静。或许
也正因为此，才少了喧嚣和浮躁，多了厚
重和悠远，祠虽小，而乾坤很大。

管鲍祠里深藏的乾坤
熊代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