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随吟一组
□李向青

白云岩景区
时从寒露近，暑意渐清平。
山缺白云补，蒲多淑气生。
苍岩悬素练，渌水过鱼兵。
小憩秋千上，林深雁自鸣。

早春大寒山行
山高容豁眼，仄岭绕泉声。

花探岩边路，鸟呼云外晴。

中心无负累，入眼有空明。

残雪如留白，中生一抹青。

盘龙谷雅集听雨闻诗友
弹琴吟诵分得楼字
有女来婺州，素指拨云水。

一拂众人心，泠泠蕙风起。

翠啼鸣于野，琴声飞出楼。

山深流泉隐，夜静水横舟。

隐隐松声动，默默出闲愁。

春风千万叠，旋花复旋叶。

重漪更渌波，心弦若交接。

一步一回环，千江月如雪。

如雪复如月，万空生皎洁。

听罢唯叹息，绕梁声不绝。

谒陈亮状元墓
中兴两字可撑天，见字如闻剑气旋。

何幸山花知解意，一枝先遣到公前。

胡公
富贵不求求为民，千年祭拜属乡亲。

若无仁徳滔天在，几个人间称帝神。

夏李村 依韵笠翁《拟构伊山
别业未遂》
曾住谁人墟墓边，千年暮色逝飞烟。

宅从坡岭围青竹，水向伊渠泄白泉。

僻地多生抱香藕，清居不费买山钱。

名村自得先生在，碌碌能停胜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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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颂牛
□三川

一
8 年前开写生肖小文，每“肖”

一两篇不等。牛年将至，码下标题，

却忽然“卡壳”，一拖便是月余。

“年底事多”，是给催稿编辑的

托词。但说句心里话，我想“颂”牛，

居然寻不着合适字眼——但凡与牛

有关的成语典故皆很模糊，牛充其

量不过是个旁敲侧击的陪衬对象。

譬如，庖丁解牛、牛角之歌、牛蹄中

鱼、牛溲马勃、对牛弹琴、牛衣对泣、

版筑饭牛、汗牛充栋，等等。《战国

策·韩策一》则说得更直白：“宁为鸡

口，毋为牛后。”

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是

汉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无论是写牛

而言它，抑或直接鄙视，皆不能掩盖

一个世所公认的事实：十二生肖，

12 种动物，牛“不用扬鞭自奋蹄”，

是很值得赞美和称颂的。

在天干地支的排序中，“丑”牛

紧挨“子”鼠。老鼠品行不端，何以

拔得头筹？相传，天地开辟之初，天

神为了纪年，布告世间所有动物，让

它们次日太阳一出就到天神那里集

合，按报到次序选出12名。老牛最

先得知消息，觉得自己腿脚慢，立马

便向天庭走去。途中，老牛遇见一

只老鼠。听老鼠发问，老牛据实以

告。老鼠腿短，灵机一动，偷偷爬上

牛背。老牛还碰到了老虎、兔子，也

告诉它们排名之事，但它们都觉得

自己跑得快，并未马上动身。翌日，

太阳升起，老牛眼看就要第一个到

达，躲在背上的老鼠却纵身一跳，侥

幸抢得头名。

孩提时代，陪父母守岁，最爱

听诸如此类的民间故事，且笃信不

疑——牛敦厚，鼠卑鄙；牛坦荡，鼠

狡诈；牛仁慈，鼠阴险。及至年长，

读了一些史书，才知半夜子时，老

鼠最是活跃，所以当了生肖的头

头。丑时，牛努力吃草反刍，准备

晨耕⋯⋯

二
“耕”乃农业文明的杰出成果，

也是牛的职责所在。《诗经》时代，先

民不满荒野和洞穴，才有建筑文明；

不满狩猎和采集，才有庄稼、房屋和

牛羊鸡——羊，秉性温顺，体现人类

饮食的唯美；鸡，临晨自鸣，是生活

起居的时钟；牛，作为宗庙的牺牲，

春秋时已被用来耕田：“宗庙之牺，

为畎田之勤（《国语·晋语》）。”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牛

是农家宝，耕田不可少。家父13岁

扶犁耕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生产队解散，才洗脚上田，与牛整整

做了半个世纪的朋友，终生忌吃牛

肉。其间，家中先后为生产队代养

过 3 头牛，一头是水牛，两头是黄

牛。

牛，童年玩伴，承载着太多过

往。一个孩童，口里吹着柳笛；一头

犍牛，慢腾腾地走着；远山近村，炊

烟袅袅。时至今日，脑海中还不时

浮现那 3 双怯生生的大眼睛，清纯、

无邪、灵动⋯⋯乡谚说：鹅眼看人时

小，牛眼看人时大。牛的双眸，闪烁

的是对土地的敬畏。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只要有了

土地，再苦再累，都能活下去。因为

牛的食谱很简单，除了草，几乎没有

加餐的口粮，挤出的却是鲜美之

奶。即便挤不出“奶”，它还有一肚

子气力，替人耕地耘田，样样不少。

草，不是独立于世的。有草的

地方，从来就不缺人，更不缺牛。一

想到这里，我就禁不住激动：地上的

草都被牛咀嚼过。随意摘取一片草

叶，都能嗅到千万年前牛的气息，听

见那认真咀嚼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蹄疾步稳，既是当下网络热词，

亦是牛之特质——稳重勤勉。它们

在任何地方都会留下蹄印。那是它

们用全身的重量烙下的印章。牛的

蹄印，大气、浑厚、深刻。

只不过，牛并不在意自己身后

留下什么，绝不回看自己蹄印的深

浅，走过去就走过去了，它相信自己

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便是

老弱病残之后，被人剁下，卤成鲜嫩

美蹄，也是“抓铁有痕”（义乌某宾馆

的招牌菜）。

三
牛，生前劳累一生，死后全身奉

献。“耕耘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

复伤？但得众生皆温饱，不辞羸病

卧残阳（宋·李纲《病牛》）。”想想早

年，那些被屠杀掉的牛照例是乡下

服役多年，老到再没力气给东家做

事的老牛。现在很少有真正意义上

的老牛了，那种阅尽世事享尽天年

的老牛。母牛还好一点，只要还能

生育，多半还有资格活着。公牛就

不同了，它长得足够大，肉足够多的

时候，往往就是它的忌日。决定一

头牛是生是死的，不是寿数，是市场

上肉的价钱。

牛肉馆、牛杂煲、牛清汤⋯⋯以

牛肉为食材的美味，数不胜数。偌

大一个婺城，大街小巷以“牛肉”为

招牌的面馆比比皆是。闯街过巷，

余香幽幽，吊人胃口。

牛是少数不制造废物的动物之

一。老家磐安山多柴丰草茂，多用

牛粪肥田沃地。而在世界各地的牧

区，牛粪是不错的柴火。牧民说，牛

粪是干净的，不仅不臭，似乎还有一

股淡淡的草的清香。难怪有诗人写

道：“在被遗忘的山路上，去年的牛

粪已变成黄金。”

我想，如果圣人之手接近牛粪，

圣人的手会变得更圣洁；如果国王

的手捧起牛粪，国王的手会变得更

干净。

每一头牛都是神，传说中老子

的青牛、印度街头的神牛、藏区的牦

牛都是神，神无处不在。

牛马驴骡这种大动物皆有感知

能力，“大限到来之时亦会哀哀哭

泣。牛的哀号尤其令人听了难受，

让人无法不情动于衷（王祥夫·《以

字下酒》）。”

近代著名作家丰子恺亦说：“有

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譬如狐狸；有

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譬如牛；有些

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譬如人。”大

先生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说白

了，还是颂牛。

四
当然，牛并非事事值得赞美，有

时亦会犯浑贪嘴，遗恨终生。譬如，

牛爱咸味，偷牛贼投其所好，只需一

撮食盐、一把钩子、一根竹竿和一条

绳子，便能轻松将它搞定。至于怎

么“搞”，岳珂的《猫牛盗》（《程史》卷

十二）说得清清楚楚。你不想做

“贼”，也就无须重点关注。

牛之于盐，犹如鸟之于食，人之

于财、色。对此，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陆春祥先生写下深切感悟：“偷牛者

当然是错的。可是，牛也贪嘴。牛

贪嘴，更多的是一种隐喻。盐虽好，

却是诱饵，嘴贪了，舌伸了，就给钩

子一种机会，钩子就是那些形形色

色的行贿者，他们千方百计要想钩

住各个舌头，为己所用。而一旦被

钩住，就由不得你了（《太平里的广

记》）。”

牛年颂牛，既要记取老牛的前

车之鉴，更应记取中国共产党领导

百姓走过的百年艰辛历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奉

献，做一头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

发展拓荒牛和艰苦奋斗老黄牛，为

民生福祉、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同鞠

躬尽瘁！

方岩之恋
(歌词）

□林克成

温柔的清风轻吻你的笑脸，

悠闲的白云送我梦回方岩。

高高天门云端望远，

长长天街浪漫流连。

天池的莲花并蒂绽放，

甜蜜的回忆情意绵绵。

啊！方岩之恋，方岩之恋！

胡公祠前我俩默默许下心愿，

圆梦塔中我俩祈祷好梦成圆。

十八曲径空谷幽深山花艳，

洒满我俩爱的相思;

五峰流泉飞珠溅玉奏琴弦，

诉说我俩爱的誓言。

啊！方岩之恋，方岩之恋！

神奇山水牵红线，

两颗爱心紧相连。

此生有缘长相依，

天长地久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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