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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文化掠影

□杨万淮

清代文学家袁枚有篇文章叫 《所好轩记》。他
说 ， 他 的 爱 好 很 多 ， 比 如 “ 好 味 ， 好 色 ， 好 葺
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名人字画”等
等，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读书。为什么呢？他说：

“ 色 宜 少 年 ， 食 宜 饥 ， 友 宜 同 志 ， 游 宜 清 明 。”
色、食、友、游等都有条件的限制。爱爱，要年
轻，才有味，才能酣畅淋漓；吃东西，要饥饿，
才津津有味；交朋友，要价值观相同，才交得拢
来 ， 否 则 ， 话 不 投 机 半 句 多 ， 就 会 吵 起 来 ； 出
游，也要个好天气，否则就会像个落汤鸡。他说
只有读书没有条件的限制，“书之为物，少、壮、
老、病，饥、寒、风、雨，无不宜也”。读书，与
年龄，与天气等等，都没什么关系，想么时候读
就么时候读。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读书的好处除了袁枚说
的以外，还有不少。比如，读书比打麻将要好。
打麻将要伴，没伴，三缺一，就打不起来。打麻
将，有时候还输钱，输钱了就心里不舒服；我们
县有个因打麻将输三十块钱而杀人的案子，那个
凶手至今还没捉到。

读书比喝酒要好。喝酒伤身体，喝醉了还会
出事。读书买书，比喝酒买酒也划得来些。一本
书三四十来块钱，读得几天，甚至更多时间。一
瓶酒几十百把块钱，甚至几百，只喝得一天或两
三天。达尔文的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一书，
862 页，定价也只有 128 元，我买它也只花 50 元。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半个月。50 块钱的酒可能只喝
得一两天。

读书比唱歌跳舞以及搞乐器等等都要好。唱
歌要有好嗓子，否则像打破锣似的，那是噪音。
我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彭名中，他
有文才，写过剧本 《五雷风云》，县剧团演出过，
效果不错。他蹲点的那个生产队，有个女人喜欢
唱歌。她一唱，彭书记就说：“你去到厨房里拿把
菜刀来 。”女人问 ：“拿刀做什么？”彭书记说 ：

“把我杀掉。”女人问：“为什么？”彭书记说：“我
愿意你把我杀掉，也不愿听你的歌。”彭书记当然
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唱得不好，让人难受也是
真的。跳舞，要有人教，拿师傅钱。看书，则只
要识得几个字就行，而现在识字的人多得很。搞
乐器，也没读书好；读书，不干扰别人，而搞乐
器就很扰民。

当 然 ， 我 也 不 认 为 读 书 比 别 的 什 么 爱 好 高
雅。它就跟下棋、钓鱼等等爱好是一样的。甲爱
好钓鱼，乙爱好读书，没有高雅与低俗之分。

著名藏书家韦力有一枚闲章“嗜书好货，均
为一贪”。什么意思？货，即货物钱财。这八个字
的意思是“喜欢书与喜欢钱财，没什么区别，都
属于贪”。确是如此，不要把喜欢书看得那么高
尚，那么神圣。某人喜欢书与葛朗太喜欢钱财是
一样的。喜欢读书与喜欢喝酒或者喜欢女色也是
一样，只是每个人爱好不同而已。

我也有枚闲章，叫“隐形串门”。什么意思？
我觉得“串门”有两种。一种是“显形串门”，就
是无聊了到别人家里去坐一坐，聊聊天。听别人
讲讲话，讲讲新鲜事，然后离开别人的家，心里
就高兴，有一种满足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显形
串门就是有一个实体的朋友的“门”存在，让你
去敲门，去进。“隐形串门”中的那个“门”不是
实 体 的 ， 那 个 “ 门 ” 就 是 书 。 没 事 了 ， 打 开 书
本 ，“ 走 进 ” 书 本 ， 到 作 者 “ 家 ” 里 “ 坐 坐 ”，

“听”他聊些什么。把一本书看完，就是听作者把
他所知道的聊完。隐形串门比显形串门要好。它
不要友人“开门”，也不管友人喜欢不喜欢。它自
由，串哪个人的门，什么时候去串，串到什么时
候止，一切都随自己的意，随自己的心。

所以，读书，真好！

说说“读书”这事儿

□柯云 百华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最欢乐、热闹的传统节
日，尤其是张家界地区的土家民族，把这天比作
第二次过大年，有著名土家族诗人田泰斗的 《观
元宵》 诗为证：“正月十五闹元宵，千家万户涌
如潮。”最令人难忘的是灯谜、灯联。

灯谜
元宵这天，人们会放烟花，赏明月，观灯

会，猜灯谜，品灯联，各种娱乐项目应有尽有。
其中数猜灯谜最有趣。猜灯谜最早出现在春秋战
国时期，那时候称之为“ 隐语”，只是达官贵人
宴席间的娱乐项目。后来到了秦、汉、唐、宋时
期，在文人墨客的推动下，猜灯谜便风行起来。
每逢元宵节，他们便写出谜语贴在纱灯上，供人
猜测娱乐。流传至明、清时代，猜灯谜变成了全
民运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以猜谜为乐。
其实，制作灯谜和猜灯谜并不简单。因为灯谜里
面包含着许多知识，天文地理，经史辞赋等，包
罗万象，而且灯谜都奥妙诙谐，押韵上口，不但
可以锻炼思维，还可以舒畅情怀。正因为它是一
种启迪智慧、增长知识的文艺活动，所以才会得
到世人的热爱和传承。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关于灯谜的记载，最为
经典的便是红楼梦中众女编猜灯谜那一段时光
了。在书中第二十二回中记载，贾元春做了灯谜
让贾府众人猜，又传旨让众人制作灯谜交到宫里

去。“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
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是贾元春所
出的灯谜，谜底则是“爆竹”。用爆竹暗示贾府
从富贵荣华瞬间衰亡败落的下场。贾迎春的“天
运无助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
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指的是“算盘”。在迎春
的婚姻上，所有人都试图拦阻，却都未用心，恰
如算盘被拨得纷纷乱响，终究是天运无助。探春
所作灯谜为“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
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愿离别”，此谜
底是“风筝”，象征着探春远嫁他乡，如断了线
的风筝随风而去。惜春一心向佛，因此才会做出

“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身
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的灯谜，谜底是“佛
前灯”。家境没落以及姐姐们的悲剧使得惜春小
小年纪便看破红尘，其谜底“佛前灯”便是暗示
着她将会削发为尼，佛前诵经。薛宝钗的灯谜为

“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
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竹夫人”。
此灯谜暗喻着她与宝玉的婚姻短暂，不能白头偕
老的悲剧。最让人叹息的便是黛玉的灯谜了:“朝
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晓筹不用鸡人
报，五夜无烦侍女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
日 复 年 年 。 光 阴 荏 苒 须 当 惜 ， 风 雨 阴 晴 任 变
迁。”撇开灯谜不说， 这是一首凄美的爱情诗。
寥寥几句将一个痴情却担心情思无着落，因而辗
转反侧，倍受煎熬的小女儿家心态完美呈现。而
谜底“更香”则暗示着黛玉会像那更香一样，

生命短促，终究化成一缕香烟，随风逝去。大观
园里的女孩们个个蕙质兰心，才情高雅，编写出
来的灯谜自然不是简单的文字谜。而且最妙的是
每个人所作的灯谜谜底都隐喻着自己的将来，这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作
者曹雪芹的良苦用心，将无限深寓于灯谜之中，
令人感叹。

灯联
元宵节挂灯笼自古就是国人的传统习俗，古

往今来，情趣盎然的元宵灯联常常使人拍案叫
绝。

王安石二十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时路过一
大户人家， 高悬走马灯， 灯下悬一上联，征对
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
王安石见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
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出对：“飞虎
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那则招
亲联对出，并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人家，
闻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
对，被招为快婿。

明成祖朱棣于某年元宵节微服出游，遇一秀
才，谈得颇为投机。朱棣出上联试他才情，联曰:

“灯明月明，灯月长明，大明一统。”那秀才立即
对出下联：“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
因为“永乐”是明成祖年号，朱棣大喜，遂赐他
为状元。

早被称为 “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的

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皆能诗善对。有一年元
宵佳节，张府照例张灯挂彩，燃放鞭炮。老宰相
张英出联：“高烧红烛映长天，亮，光铺满地。”
小廷玉思索片刻忽听门外一声炮响，顿时领悟，
对曰:“低点花炮震大地，响，气吐冲天。”对仗
工整，天衣无缝,堪称妙对，一时名噪天下。

清代浙江吴兴人闵鹗元自幼出口成联。有一
年元宵节，他随父亲到毛尚书家做客。毛尚书家
里张灯结彩，主宾击鼓传花，唱和宴饮，好不热
闹。席间，毛尚书雅兴大发，提议以元宵为题作
联属对，以助酒兴。是夜恰逢乌云遮月，星光黯
淡，有一幕僚即景为一上联云：“元宵不见月，
点几盏灯为山河生色。”这则上联出来之后，满
座宾客苦思冥想，却最终没人能对出下联。这
时，闵鹗元听得鼓声阵阵，不禁文思涌动，随口
吟出一则下联：“惊蛰未闻雷，击数声鼓代天地
宣威。”话音一落，满堂喝彩，拍手欢庆。

“年年元宵年年闹，岁月如流人叫好。”亘古
不变的元宵节，衍生出妙趣横生的灯谜和灯联佳
话，传达出的是深厚的中华文化。慈利籍土家族
著名诗人田金楠诗曰：“元宵佳节喜若狂，男女
老少齐奔忙。武陵大地风水好，同庆佳节迎春
光。”

灯谜灯联 闹 元 宵

□杨时业

仓关峪贺龙桥真是张家界市桑植县陈家河
镇仓关峪村的古文物啊！它是仓关峪由繁华走
向衰落又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也勾起了我对
儿时的美好回忆。

记得读小学时，我在舅舅家寄学。舅舅家
的吊脚楼屋就紧挨着桥的北头，我和幺姨睡在
靠桥的这间屋里。清晨，我还没起床，就能听
到河里的潺潺流水声，还有早起的人们挑水、
洗衣、出门忙活的脚步声。那时的仓关峪，是
桑植内半县最大的集市，每三天赶一次集。石
板 街 上 有 四 道 青 石 拱 门 ， 每 逢 赶 集 日 人 来 人
往，熙熙攘攘，真是热闹非凡。桥头桥上也摆
满了农民的山货。桥南的河滩上是做猪牛生意
的，猪吼牛叫人喊，几乎把桥都震动了。桥上
也是趁凉休闲聊天的好去处。我和小伙伴经常
在桥上奔跑打斗玩耍。它给了我们多少难以忘
怀的故事和儿时趣事。更重要的是，它是贺龙
元帅早年革命对仓关峪人民的珍贵馈赠!

当地民间记载，该桥始建于清晚期，由当
地富户龚子善用田租地税请人修建，对沟通仓
关峪溪水两岸内半县百姓交流起到极大作用。
全桥由挺立于激流中的三个石砌大墩鼎立，桥
面 架 设 十 五 根 粗 大 圆 木 ， 上 铺 木 板 。 桥 长 六
丈，宽一丈，高丈五。穿斗式木结构，成一字

形 排 列 ， 形 成 长 廊 。 斜 面 双 坡 顶 ， 上 盖 小 青
瓦，飞檐高跷，如羽燕展飞。桥的两边镶有栏
杆长凳，可供行旅商贾乡民避雨小憩和納凉。
此桥气势恢宏，堪称桑植县内半县第一木结构
桥梁。龚子善过世后其子龚保如挥霍豪赌，几
年下来家产败光。1919 年的一天，龚保如正准
备将该桥拆掉变卖抵债，时驻扎在仓关峪的靖
国军营长贺龙闻讯专程前来制止。他对龚保如
说："桥不能拆，拆了对行人不便！如要钱，由
我贺龙来出。"说完贺龙当即让手下掏出一百块
光洋买下这座桥，并请当地教书先生谷尧阶当
场立下字据。从此这座桥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如果当年没有贺龙干预和慷慨解囊，这桥或许
就不存在了。这桥是贺龙元帅留给桑植县内半
县儿女的厚礼，它传承着红色基因。当年有很
多桑植儿女随贺龙同志踏着这座桥走上了革命
道路，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流血牺牲。

百 年 弹 指 一 挥 间 ， 沧 海 桑 田 。 我 们 变 老
了，仓关峪由公社变乡，由乡变村，石板街石
拱门不见了，集市场看不到了，冷落了。这是
仓关峪乃至内半县人们的心痛。唯有这座风雨
桥依然屹立在老地方，向人们诉说着这段即将
忘却的历史。有鉴于此，1984 年 4 月，桑植县
人民政府将这座桥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仓关峪人对这座桥感情深厚，倍加爱护。
此桥曾经有过两次大修。一次是在 1933 年，仓

关峪民众张友禄、邹贵正等 8 人募款捐钱大修
一次。第二次是 1986 年，有一个叫蔡选达的仓
关峪人，跑到吉首市向当时的湘西自治州委书
记杨正午、州长李傲夫等领导汇报，获批 30 立
方木材进行了一次整修。

进入 21 世纪，仓关峪又逢新机遇，挑战贫
困，脱贫攻坚奔向新时代。公路贯通，饮水自
来，学校改造，产业兴村，莺歌燕舞，昔日古
镇恢复了红红火火。2020 庚子年，还是这个已
担任村干部的蔡选达，向前来仓关峪调研的刘
革安市长、欧阳斌副市长和赵云海县长汇报，
获拨专款支持装修风雨桥，使其旧貌换新颜。
现在更名“贺龙桥”，实至名归，更具使命感!

仓关峪在变！仓关峪人的思想在变！贺龙
桥的新生昭示千年古镇仓关峪正在向现代化幸
福生活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诗曰：
贺帅驻扎仓关峪，风雨飘摇抚神州。
捐款护桥为大众，行人过马仍通途。
攻坚脱贫红军路，飞虹荡舟溪水流。
山乡巨变今又是，举樽能不乐心头？

百年古桥换新颜
——记忆中的仓关峪贺龙桥

悦读会馆

书屋杂谈

史海钩沉

元宵节最早起源于秦汉年间。
据记载，秦末就有“正月十五燃灯
祭祀道教太乙神”之说。可见元宵
节是从“敬神送年”这一民族风俗
演变而来的。

公元前 180 年，刘恒平息吕氏
家 族 的 叛 乱 ， 恰 巧 是 在 正 月 十 五
日 。 刘 恒 为 了 庆 祝 自 己 平 叛 的 胜
利 ， 大 赦 天 下 ， 普 天 同 庆 。 一 时
间，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彩灯布
满了大街小巷。相传到了东汉明帝
永平年间，开始有了街头燃灯的习
惯，从那时开始，正月十五元宵节
也被称之为“灯节”。

文/周保林 图/王洛

元宵节的由来

在 2021 年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上
有过精彩演出的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
此 次 将 再 次 登 上 央 视 舞 台 ， 在
2021 元宵戏曲晚会与粤剧名家丁
凡 共 同 演 绎 粤 剧 经 典 爱 情 剧 目

《宝莲灯》 选段。两位戏曲大家
演绎符合古代上元节民俗的爱情
故事，这与喜庆的节日氛围相当
贴合。

编者按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2021 元宵戏曲
晚 会 将 于 2 月 26 日 （农 历 正
月 十 五） 19:30 在 CCTV-11、
21:35 在 CCTV- 4K 播 出 ， 这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之后
的 第 一 个 元 宵 戏 曲 晚 会 。 而
且，今年的元宵戏曲晚会将首
次走出演播室，在实景演出场
地中录制。今年晚会还有什么
创新和亮点？在元宵佳节来临
之际，本报撷取一二让大家先
睹为快。

2021 元宵戏曲晚会撷珠

将在 2021 元宵戏曲晚会上
亮相的潮剧 《观灯》 选段，讲
述的是一个以元宵节为背景的
浪漫爱情故事，来自广东潮剧
院的林燕云和王美芳分饰陈三
和五娘。此外，著名潮剧表演
艺术家姚璇秋也专门推荐学生
参加此次元宵戏曲晚会，为全
国人民送祝福。

2021 元宵戏曲晚会的录制
地点在江苏盐城东台董永七仙
女文化园。据介绍，董永七仙
女文化园中的天仙缘实景演出
场 地 刚 刚 建 成 不 久 ， 设 施 完
备，其中七道常规威亚和两道
3D 威亚在整个场地构成网状
的面，十分适合演出的各种要
求。此外，园区里的烟火设施
能 达 到 单 个 燃 放 35 秒 的 高 标
准，且造型多样，为晚会的开
场和结尾增色不少。

京剧 《上元夫人》 的演出
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体现了
传统与科技的融合，或将成为
晚会的高潮。据介绍，1921 年
的元宵节，梅兰芳先生在上海
演 出 古 装 歌 舞 戏 《 上 元 夫
人》，但当时未能留下影像资
料，只留下了舞谱和图谱。晚
会导演组邀请专家进行填词改
编，并邀请梅派戏曲名家史依
弘按照图谱进行创造性演绎，
使这部失传已久的梅派剧目在
舞台上得以“复活”。

（本报综合新华网）

曾小敏再登央视舞台

潮剧 《观灯》 送祝福

元宵盛景“一镜到底”

京剧《上元夫人》或成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