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满芮萱

热线电话：3083220

电子邮箱：szxbfk@126.com
2025年4月11日

星期五

东湖文苑12

本报地址：市中区融媒体中心院内 邮政编码：277101 摄影部邮箱：szxbsyb@126.com 印刷：枣庄日报印务中心

拥

抱

绿

色

生

活

共

享

美

好

未

来

公益广告

□王善鹏

在枣庄十里泉村的许池泉畔，荀卿
祠静静伫立着。仿佛一位洞明世事的智
者，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
虽然岁月已为它染上斑驳，刻下皱褶，
却未能隐藏其文化底蕴及思想的光辉。
它愈是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愈是显得幽
邃而神圣。它始建于清中期，由那位深
谙荀子思想的峄县知县张玉树主持建
造，后几经修缮存活下来。时光流转至
二十一世纪，又一位熟读“青取之蓝，
而青于蓝”的乡绅与荀卿祠结缘，他便
是十里泉村村长李玉安。这位肩负文化
传承与乡村文旅振兴之责的村长，倾全
力对荀卿祠实施扩建，既延续古韵遗
风，又融入时代气象，令人心驰神往。
一位村长接过知县的接力棒，让荀子思
想具象为可触可感的精神载体，使千年
儒家精髓实现了现代诠释。

踏入荀卿祠，一路的车马喧嚣荡然
无存。幽远古朴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
如丝如缕，袅袅不绝。刹那间，仿佛被
一种神秘的光晕笼罩，令人肃然生畏。
拾级而上，每一步都仿佛在叩问心灵，
攀登的过程宛如一场朝圣之旅。来到平
台上，荀子殿赫然屹立于眼前。这是一
座传统的庙宇建筑，红墙灰瓦，飞檐斗
拱，气势壮观。整个建筑群落层次分

明，错落有致。像是严格遵循长幼有
序、尊卑有别的法则而建，将荀子心中
理想社会的等级布局展现无遗。只一
眼，就倏然想起荀子的话：“等贵贱，分
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此建筑
格局，不正是荀子等级观念、礼制思想
的精神附体吗？让人豁然开朗且油然而
生敬仰。

大殿中央，荀子端坐于C位，他面
容威严，目光如炬，让人不敢直视，又
被深深吸引。他的左右，是韩非、李
斯、张苍、浮邱伯。再往后看，人头攒
动，无数景从者若隐若现，恍惚间，发
现两个熟悉的面孔，一身补服的张玉树
和一身素装的李玉安。他们或凝神聆
听，或沉思默想，或奋笔疾书。正是这
一代代逐梦者，以“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的毅力坚守，才使荀子文化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

走近荀子，体悟他的凝重哲思，聆
听他的殷殷叮嘱，内心于瞬间澄澈超
脱。他的性恶论，如疾风暴雨，打破了
传统人性观的固有思维，教人们重新审
视人性的本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这一理论指引，犹如长夜中的明
灯，照亮了人类自我认知与救赎之路。
倘若，荀子未能将人性剖析至入微，未
能看得如犀烛隐、入木三分，决不敢贸
然得出这般石破天惊的论断。尤为可贵

的是，他以智者的姿态启迪众生：人之
性恶虽与生俱来，却绝非铁板一块、不
可雕琢，完全可以借助“教”与“礼”
的作用，疗愈先天的沉疴痼疾。也正因
如此，他才言辞切切、谆谆以教，留下
振聋发聩的箴言：“木受绳则直，金就砺
则利”，明示外力规正之效；“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强调环境熏陶之力；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
也”，道出学思相济之要。

仰望荀子，仿若看见他庄重的仪表
透着的一丝冷峻，又隐隐流露出几分坦
然。荀子坚守的 “礼制” 理念，无疑
是其思想体系的精髓要义。在这一理念
所构筑的框架之下，衍生出了尊卑有
序、贵贱有差的社会构架，以及等级森
严的君臣之道。这种贵贱等级与尊卑有
序的礼制思想，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
石。为了实践这一学说，荀子提出了

“明分使群”的方案，即通过各自的名
分、职分，让个体有序融入群体之中，
发挥群体协作力量。这何尝不是当下社
会“各司其职”、“权责分明”的雏形。

荀卿祠的选址，具有精奥的哲学寓
意。它门前的“许池泉”，溪水萦绕，波
光潋滟，呈现出江南水乡的韵致。这汩
汩清泉，恰似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从
未干涸。然而，这潺潺溪流不仅滋养着
大地，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类智慧。我们

知道，人类既爱水，也惧水，古往今
来，常受水患困扰，因此人们感念大禹
治水、王景治河，也常联想到“三峡大
坝”、“都江堰”。这种对水的治理智慧，
正是对自然的理解和掌控。对于肆虐横
流的水，人们通过疏浚、引流、控制，
使其“上善若水”，泽被苍生。这不正是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吗？
正如眼前的“许池绿波”，不也是几经清
淤、引流、美化，才使它既能够滋养一
方沃野，又是人们向往的人文胜境吗？
如果说“许池绿波”蕴含着迂回与变通
的智慧，那么荀卿祠则处处彰显着规矩
与方圆的哲理。在这里，虚与实相互交
织，动与静彼此映衬，刚与柔相得益
彰，将和谐统一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现代视角审视荀卿祠，它早已超越
了文旅、名胜的范畴，而成为推崇文明、传
承经典的文化坐标。它的存在，如远古的
警钟，时刻提醒后世，无论世事如何风云
变幻，传统文化的精粹始终是社会进步的
动力。荀子思想不仅经受住岁月的考验，
更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出其核心价值。
因此说，荀卿祠是精神的皈依，更是智慧
的象征。它所承载的，绝非仅仅是儒家思
想瑰宝，更是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代代
相继的永恒坚守。

（作者系枣庄市荀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荀卿祠记

□刘忠民

春天是一位最洒脱的大厨，他以春风
为灶，以嫩芽为料，佐以细雨，烹饪出晕
染着阳光味道的至味美食，为万众的舌尖
味蕾，营造着一款款春日的最美盛宴。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檐角，田间地头便
泛起星星点点的鹅黄嫩绿，这便是蛰伏了
一个冬季的野菜们，此时的它们，正用最
鲜嫩的姿态，绽放着最灿烂的笑脸。

荠菜豆腐羹，是大地馈赠的翡翠琼
浆。清明前后的田埂边，荠菜顶着白绒绒
的小花，在晨露中舒展叶片。妈妈挎着竹
篮，指尖轻挑，将一棵棵顶着露珠的荠菜
收入篮中。清水洗净后，细碎的荠菜与嫩
白的豆腐在锅中相遇，滚沸的汤水里翻涌
着碧玉碎雪。撒一小撮盐花，淋几滴香
油，一道翠绿与乳白交织的羹汤便在青瓷

碗中荡漾。舀一勺入口，荠菜的清香裹着
豆腐的嫩滑，仿佛将整个春天的鲜活都融
化在舌尖。记得儿时常随妈妈挖荠菜，露
水沾湿了布鞋，田埂上回荡着我们的欢声
笑语。如今在城市的餐馆里尝到这道菜，
恍惚间又看见母亲鬓角的白发在春风中轻
扬。

香椿炒蛋，是枝头跃动的金色火焰。
老宅后院的香椿树，在清明时节抽出紫红
色的嫩芽，像一柄柄小巧的火炬。爸爸踩
着木梯，竹篓悬在腰间，小心翼翼地采摘
最顶端的嫩叶。阳光下，香椿芽泛着油亮
的光泽，凑近鼻尖轻嗅，浓郁的馨香直透
心脾。洗净切碎后与土鸡蛋液同炒，金黄
的蛋花裹着绛紫的嫩芽，在锅中开出绚烂
的春花，那股独特的鲜香便在厨房四溢。
夹一筷入口，脆嫩与绵密交织，仿佛能听
见香椿树在春风中舒展枝叶的沙沙声。想

起这道菜的时候，仿佛看见爸爸站在香椿
树下那清瘦的身影，树影斑驳间，他的笑
容比春日的阳光更温暖灿烂。

青团，是艾草的包容的翡翠明珠。和
暖的春天，总是飘着蒙蒙细雨，艾草在雨
露春风的滋润下，疯狂生长。采来最鲜嫩
的艾草，焯水后切成细碎的粉末，与糯米
粉拌合，揉成碧绿的面团。红小豆用石磨
细细研磨成红豆沙，裹入面团中，仿佛是
春天里藏着的一颗甜蜜的红心。蒸笼里，
蒸气笼罩下的青团渐渐变得晶莹剔透，如
碧玉雕琢的翡翠球。揭开锅盖的瞬间，艾
草的清香混着豆沙的甜香扑面而来。轻轻
咬一口，软糯的外皮裹着甜腻的豆沙，阵
阵芬芳在口中蔓延，仿佛连呼吸都染上了
春天的颜色。记得姥姥做青团时，总爱哼
着古老的歌谣，她布满皱纹的手在面团间
翻飞，仿佛在编织春天的梦境。如今吃着

买来的青团，却总觉得少了那份姥姥新手
制作的温度和记忆中的味道。

还有枸杞芽、马齿苋、槐花等等，春
天的野菜野味很多很多，它们都是大自然
最慷慨的馈赠。它们不仅滋养着我们的味
蕾，更承载着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和对时光
的回忆。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让我们停
下脚步，走进大自然，用心去感受这些来
自田野的美味，让舌尖与春天来一场最亲
密的邂逅。当我们品尝着这些带着泥土芬
芳的佳肴时，仿佛也将整个春天的生机与
希望都吃进了心里，透进了肌肤。

（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人间至味是春天

□胡赛资

绿染平川皆风情。嫣红邻姹紫，漫山浓。蜂飞蝶舞竞逐空。容粲粲，金辉

耀苍穹。

高速免通行。宴游背囊满，碰肩踵。人语马嘶蠕动中。正其时，东西南北

同。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小重山·清明小长假

《山村春晨》 汤青 摄

□杨丽丽

读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被
其中一句“新鲜初放芽的绿”击中了内
心，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那些鲜嫩
的，稚嫩的、清浅的绿意一点点浸透了
四月的毛边宣纸......

这个时节走出去，像走进了一副绿
意盈盈的油画里。所有绿色的植物都在
茁壮成长，山绿的耀眼，柳树垂下了万
条丝绦，杨树张开了叶子的翅膀。嫩
绿，深绿，翠绿，草绿，橄榄绿，薄荷
绿，墨绿......好像无数的绿汇成了一条
河在四月里肆意流淌！

远山如黛，近水如画，四月里每一
条柳枝都像一首诗，他们在春风里婀娜
飘摇，先是二月春风裁剪出的浅绿，再
是柳条百尺拂银塘的深绿，紧接着就是
数枝门柳低衣桁的墨绿，而这绿像一本
小说里的主线串起了整个春天的美好。

这个时节绿意盎然的还有田地里的
麦苗他们蛰伏了一个冬天终于在四月
的阳光里挣脱了束缚看吧他们无拘无
束的生长着叶片碧绿的喜人一畦畦麦苗
像绿茸茸的地毯春风拂过那起伏的绿浪
一层层涌过去，像涌到了天尽头一般。

四月春意盎然的灵魂不是花朵的灿
烂辉煌，而是那些铺天盖地的绿意。你

看吧，这些绿从一棵小草的头顶开始蔓
延，他们肆意的攀爬蔓延，桃花谢了，
长出了翠绿的叶子，杨树也抖落了那些
褐色的毛毛虫，穿上了绿色的外衣，那
绿层层叠叠的，慢慢地就覆盖了河流两
岸，放眼望去，苍翠一片。

我该怎么形容这些绿呢？四月的绿
是大自然的神奇妙笔，他们像天地间倾
倒了绿色的油彩瓶，也像小孩子画画时
不小心多涂了一层绿色的染料，这绿绿
的深厚，这绿绿的深沉，从小草的嫩绿
到柳条的翠绿，再到杨树叶的碧绿，这
绿连绵不绝，这绿惊心动魄，仿佛给天
空都涂上了绿色的颜料。

绿色是四月的底色，是生机盎然的
美好，四月的绿意是沉稳的，是静谧
的，他们不像三月花事的热热闹闹，只
是在春雨的滋润下将积蓄一冬的能量一
点点释放出来。

四月有“绿遍山原白满川”的美丽
景色，也有“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自然
与淳朴，当四月的绿意笼罩大地，田野
阡陌上就热闹起来，或深或浅，点点滴
滴、丝丝缕缕，那些绿就爬满了山坡，
爬到了孩子们放飞的风筝上，也爬到了
那些耕牛的叫声里。

（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

绿满人间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