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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之劳促和谐举手之劳促和谐

我不太清楚“谷雨”的含义，
但是作为节气，我晓得都是与农
业有关。于是，我望文生义，猜
测那是“谷物和雨水”兼具的。
也就是雨水开始多起来，谷物家
进入旺盛生长期了。

百度了一下，果然八九不
离十。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之
第六个节气，春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谷雨是“雨生百谷”的
意思，此时降水明显增加，田
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
需要雨水的滋润，正所谓“春
雨贵如油”。

关于谷雨节的来历，有不少
传说，但大多与仓颉有关。其中
有一个是这样的：据《淮南子》记
载，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
的大事，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
令，宣布仓颉造字成功，并号召
天下臣民共习之。这一天，下了
一场不平常的雨，落下无数的谷
米，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谷雨，
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农
耕文化更加博大精深。你看，造
字的成功与五谷丰登本来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但在我们先人的
眼中，它们竟然姻缘结合。

“春雨惊春清谷天”。从第
二个节气“雨水”开始，春天就
似乎与雨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
系。你看“清明时节雨纷纷”。
不过那只是文学上的假象，为
了衬托思念亲人的哀伤和悲
切。“清明”的本意是“清清明
明”，万象更新，阳光明媚，天气
晴明。百度上说:清明时，气清
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清
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节气
的清明，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机；节日的清明，是民间寄放情
感和慰劳自己的传统日子。清
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候特点
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
要条件，该节气被看作清明节
的源流之一。

其实春天的雨水是不多
的。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
的国家。海陆位置使得夏秋降
水多，冬春降水少。而天气的
变暖，使得万物复苏，特别是植
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有
限的降水满足不了它们生长的
需要，所以“春雨贵如油”才成
了真实的写照。甚至春旱成为
我国不少地方的常见自然灾害
之一。

只有过了清明，到了春末的
时候，来自海洋的夏季风开始登
录，雨水才真正地多了起来。而
这时正是春天的最后日子。雨
水一多，谷物迅速生长。这就是

“谷雨”。
如此看来，“谷雨”就是一

个纯粹的自然现象。它就是气
候与物产的机缘巧合，也就是
物候。至于仓颉造字，感动天
帝，简直是子虚乌有的传说。
不过，美好愿望的实现总得借
助一个美丽的故事来增添色彩
罢了。

关于谷雨的古典诗词并不
太多，比起清明来，真的是逊色
许多。主要有六首:范成大的

《四时田园杂兴》、许浑的《送前
缑氏韦明府南游》、陆希声的《阳
羡杂咏十九首·茗坡》、齐己的
《谢中上人寄茶》、周朴的《春中
途中寄南巴崔使君》、文彦博的
《留守相公》。这几个诗人中，范
成大的名气最大，其次是许浑，
其他在唐宋群星璀璨的诗坛几
乎名不见经传。

而从诗歌艺术来看，范成大
的《四时田园杂兴》和文彦博的
《留守相公》相对出彩一点。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瓶浮蜡
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
飞花减却春。

留守相公
宋·文彦博

洛表衡皋谷雨天，归来景物
尚鲜妍。喜随使旆寻花圃，急趁
宾簪赴绮筵。酒拨嫩醅倾绿液，
曲调新谱促朱弦。玉堂仙客应
潜笑，强作风情学少年。

但如果仔细看看，还是范成
大的更好。作为“南宋中兴四
杰”之一，他的确不是浪得虚
名。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把春
夏秋冬的景色、农事、人物写得
活灵活现，又融情于景于事，达
到情景交融、情理俱胜的地步。
《谷雨》只是其中描写春天的一
首。你看“如丝”“尝新”“破萼”

“未许飞花减却春”描摹得多么
细致入微、精准得当。春雨纤
细、轻盈、绵密，如丝如缕。“尝
新”，可不是吗？春天嘛，一切都
是新的。牡丹破萼，谚语云“谷
雨过三天，园里看牡丹”。但谷
雨毕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按理说春色已减，可是还有半个
月啊，所以仍然“春意盎然”，飞
花还在，不“减”春情。“未许”的
拟人手法，把“飞花”留春的情态
状写得栩栩如生。真是一首不
可多得的好诗。

“清明”的双重身份，使得歌
咏它的诗句更多，杜牧的那首
《清明》更是家喻户晓。但在我
看来，范成大的《谷雨》诗也不遑
多让。至少在情景事理的摹写
上，它是独到的。

还有一句农谚:“谷雨是旺
汛，一刻值千金。”意思是说，谷
雨这段时间下雨，是好事，下雨
时间越长，越是好事。反之，则
将影响当年庄稼的收成。因此，
农民们相当渴望谷雨雨，这是关
乎他们钱袋子的大事。谷雨的
雨也是春雨，而且是最后的春
雨，因为过了“谷雨”，暑气上来
了，夏天来临了。这个雨才是金
子般的。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饮
食更是重视。好多节日与饮食
文化紧密关联。比如元宵节、
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
节、春节。即使是清明节也不
例外，特别是“清明”的前一天
还有一个寒食节。万物生，百
谷足。如此看来，其实“谷雨”
才是最重要的节气之一，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才衣食
无忧。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业
文明发达了，其它才有可能。
所以，说“谷雨”是最重要的一
个节气，应当没有什么不妥。可
惜关于它的诗文太少。

从去年 8月 17日开始，我荣幸地
加入如东县乡村语文骨干教师培育
站。从此以后，在三位导师的引领下，
三十位语文同仁一起研究，一起前
进。生活似乎为我打开一扇醒豁的窗
口，让我在不断学习、研修中，有了更
多的时间思考：如何做一名优秀的语
文老师？如何成就更好的自己？如何
更耐心更细心地关注学生的成长？我
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最近，我在读《论语》雍也篇，其中一
则冉求和孔子的对话，引起我的深思。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什么
意思呢？就是——冉求说：“我不是不喜
欢老师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说：

“如真的力量不够，你会半途而废。如今
你却画地为牢，不肯前进。”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什么是最
好的老师？就是让学生产生希望和自
信。冉求对学习理论失去了信心，孔子
则以学走路为喻对他进行开导和帮
助。孔子吿诉他，并非是他的能力不够，

而是他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在作怪，自己
给自己设置了障碍，只要努力去做，肯定
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学习的目标。

反思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给自己的
心灵套上枷锁？我有没有让自己和学生
产生希望和自信？我有没有经常自卑和
丧气？导师龚建新主任一再强调，我们
学习名师的教学，反思自己不错，但是不
能总是检讨自己，否定自己，甚至迷失自
我。人家名师是“开飞机的”，我们可能
是“开拖拉机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比
名师做得更好。是的，我们要有自信
力！不仅教育如此，社会生活的其他领
域，我们也要有自信力。在这次新冠肺
炎阻击战中，相对于部分欧美国家的相
对滞后，我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无比优越性。习总书记所说的“四个
自信”，我们每个语文老师做得怎么样？

除了自信力，我们还要有谦虚谨慎
的态度，不断研究的勇气和耐心。“三人
行，必有我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不断学习，虚心求教，才能成就更好的
自己。今年 3月 27日，我主动报名，进
行线上讲课，内容是课外古诗词练习讲
评。我开始查找资料，觉得无从下手。
多亏导师王艳玲校长主动指点迷津，让

我豁然开朗。她让我按照结构化教学
要求，先分类整理练习，再重点突破，进
行边塞诗和咏春诗比较阅读，教师点
拨，学生展示。于是，我反复修改教学
设计，了解学生，再向同组老师何恒、王
芳、陈海燕等老师请教，再三斟酌，反复
推敲，终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语文
课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啊！

自从1995年7月，我放弃了留在城
市的机会，辛勤耕耘在乡村教育的土地
上，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至今已经有了
26年了！从去年我加入培育站以来，我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的脚步，虽然累
但却快乐着。因为导师们不断的“逼”：
逼着我们精读《论语》，逼着我们研读教
材，逼着我们研究学生，才逼出了我们的
才能和素养。从助学系统到大单元整
体教学，从整本书阅读到结构化教学，我
渐渐走近深度学习，收益匪浅。我发表
了几篇文章，多向孙习峰等老师学习，做
简报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好。

除了自己的专业成长，我还注意
关心学生，研究学生，促进他们心理健
康成长，做到全身心地投入与无私地
奉献。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学生们的心理或多或少，存在一些

问题，引起我的深思。疫情爆发初期，
在胆战心惊中，我们熬过了最初的恐
惧。然后，长时间的隔离，大规模的网
课，好不容易复学了，老师和学生都戴
上了口罩，潜意识里都有点警惕。我
班学生小葛没来上学，其实在上网课
时，我就有预感，因为她一次作业都没
有交！我与她通电话，发信息，知道她
父亲去世了，母亲离家出走，只有伯伯
照顾她。我告诉她：“学校免除了你的
学杂费，老师们很担心你，不要轻易辍
学，机会来之不易。你如果觉得学习
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会热心帮助你
的——”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尽心尽
力，学校领导也亲自上门，耐心劝说，
反复教育，也没有让她回心转意。但
从她的态度来看，她多了一点从容和
淡定，少了许多迷茫和颓废，像这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后疫情时代，孩
子们的心灵，更加需要阳光雨露，需要
和风细雨，需要润物细无声般呵护与
关爱。我们的教育更需要恒心，需要
耐心，需要毫不懈怠地追求与探索。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只
有不断学习，才会成长，才会成就更好
的自己，才会成就更好的教育！

陕西醴泉县的昭陵，埋在这里的是
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皇帝——唐太
宗李世民。李世民，这个少年英雄，19
岁起兵反隋，骑着昭陵六骏，手握风雷，
驰骋华夏，“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国力空前强大的唐
王朝。29岁时，他从父亲唐高祖李渊手
中接过皇帝的权柄，中国历史上于是开
始了令后人无限向往的贞观之治。

李氏家庭虽属汉族，但祖籍陇西，
从四世纪初起就一直为少数民族所统
治，到唐王朝建立，已经四百年了。四
百年，要改变一个家庭思想感情的遗
传基因是绰绰有余的。因而李氏家族
成了一个深度胡化的家族。他们又自
认是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后裔，因
而对老庄道家十分推崇。对魏晋南北
朝以来勃兴的佛教，他们也不存任何
芥蒂。有了这样一个不带成见不存偏
见的政治核心，加上国力强大，生产力
的发展也达到了小农社会的最高水
平，于是唐朝人信心十足，对什么都敢
用微笑来接纳。在李氏集团统治的
290年内，没有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
罪的，更没有被杀头的，即便是讽刺了
皇帝，揭了皇帝的短，也就只算小事一
桩。在封建制度下，这是唯一一个政
治气氛如此宽松大度的朝代。

一说起唐代，我们立即就会想到
唐诗。唐诗，是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
峰，在小农社会里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唐诗，是
中国诗坛的长江、黄河，以广阔的流域
面积灌溉着中华民族的国土。据统
计，全部唐诗，有作者 3600百多人，诗
55000多首。而且由于唐代刻版印刷
术刚刚发明，印书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事，谁知道有多少诗歌流失了呢！盛
唐重要诗人王之涣，就只剩下了 6首
诗，那么，整个唐代流失的数字，又有
谁能统计出来呢？

唐代实行科举，进士一科尤其受
人重视。考进士要考诗赋，诗做得好
就有飞黄腾达的可能，读书人谁不想
到这擂台上一试身手？流风所及，连
和尚、道士、妓女等稍有些文化修养的
人，都敢大大方方站出来赋诗一首，有
不少人甚至还留有诗集。

唐代，连政治连哲学都透着诗歌
的芬芳，是典型的诗歌时代。唐代的
诗坛，不仅诗多，诗人多，而且还挺立
着一队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巨人，像李
白，像杜甫，像韩愈，像白居易，等等等
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个接一个
登场的巨匠。宋朝以后的诗人创作

时，都极力想跳进他们的磁场，却又无
从着手；或是极力想跳出他们的磁场，
却又无能为力。

于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来了，
放声一唱，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看看这胸襟气度！在交通和通
讯工具都不发达的古代，山那边是什
么样子都很少有人知道，天涯是不可
能若比邻的。而这只有人充满自信，
相信能自由自在地活着，不会有政治
地震与任何外力来阻隔人相会的愿
望，才能从容不迫唱出这样的豪情。

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
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
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
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
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在
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

于是那一群气势磅礴的边塞诗人
来了，他们是盛唐的仪仗队，显示着盛
唐的国威。王昌龄来了，高唱着战地
进行曲：“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于是高适来了，他的千古绝
唱《燕歌行》如钱塘江潮一样喷涌而
来：“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
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
色。”于是岑参来了，这个渴望建功立
业的诗人满怀激情高唱着：“走马西来
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
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这群边塞诗
人，或歌颂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一往
无前的昂扬斗志，或诉说战争的艰苦
和残酷，都那么英姿飒爽，气势灼人。
因为他们是盛唐的诗人——盛唐诗坛

的风云人物，喷发的是永远震撼人心
的边塞英雄交响曲。

终于，李白来了，他配合时代的最
强音，以惊动千古的气势唱出了“君不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这是巨人昂首天外，用目光提起
黄河滚滚狂涛向海里倾倒时才能找到
的感觉。正是这个宣言“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超级巨人，
把盛唐精神推上了照耀千古的最高峰。

然而，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酿
出了“安史之乱”，这一场延续了八年
的战争，把盛唐气象一下扫得七零八
落。于是，杜甫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
走来了。这个悲天悯人的诗人，虽然
到“安史之乱”爆发那一年已经四十四
岁，但他唱不出盛唐的理想主义，唱不
出盛唐的浪漫气质。他用嘶哑的歌喉
唱出来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是一片中唐的血泪，是目睹盛唐
气象破灭的悲哀。

于是韩愈来了。这位个性极强，想
把盛唐气象召唤回来以重新振起自信
的诗人，开创了一个奇崛险怪的诗派。
他大声疾呼，用诗一样的语言喊出了

“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千古名言。显示
出想用地震的强力重新推出一个高峰
的魄力。于是白居易来了，一出场就倔
强地唱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坚韧，显示出唐王朝仍然是一个极有
活力的存在。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
乐府运动，诗歌的风格浅切平易，与韩
愈的奇崛险怪双峰并峙，使唐诗呈现出
又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然而，唐王朝毕竟走上了无可挽回
的下坡路。唐诗也从中唐的再度繁荣
跌进了晚唐的衰飒。于是李商隐来

了。他眼前一片朦胧，不知风从哪里
来，也不知道路向哪里去。他的歌声是
令人感伤的、低沉的，望着逐渐黯淡的
黄昏，一唱一咽地低吟着：“向晚意不
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他是在哀叹自己的不得意，可我
们从中也看到了唐王朝的日暮途穷。

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道辉
煌，终于黯然熄灭了。唐诗也以寒蝉
一样凄切的声音，唱出了最后的失
落。韦庄站在南京古城墙上唱着：“江
南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
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
是在哀悼六朝的沦落，也是为唐王朝
送终，为唐诗留下最后的叹息。

唐诗结束的时候，它的影响却刚
刚开始。到唐代才终于定型的绝句，
兴起于盛唐的律诗，穿越千年，被一
直沿用到今天。宋、元、明、清这几代
的诗人，绝大多数或深或浅，或直接
或间接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且
不说个人，就说较大的诗派和较有影
响的诗歌运动吧。北宋初的西昆派，
专学李商隐，只求把诗写得朦胧，甚
至晦涩，而不管有没有诗味。北宋后
期兴起的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
把杜甫奉为祖师爷，讲究用典，以无
一字无来处相标榜。明代中叶兴起
的复古运动，甚至断然以“诗必盛唐”
相号召，只求把诗写得语气雄阔，锣
敲得山响就行，管他是不是音乐！直
到清末维新运动起来后，传统的诗歌
美学开始受到挑战，康有为才大声喊
出了“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
元明”，才终于敢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上来俯视唐诗。

（未完待续）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不断学习，成就更好的自己
—— 由一则《论语》想到的

□ 如东县双甸中学 陆建胜

走进唐诗的世界（一）

□ 慕容公子

谷雨随想
□ 南 雁

五杂 侃

经典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