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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甘露

郑板桥（1693 年－ 1766 年），
原名燮（音谢），字克柔，号理
庵，人称板桥先生、板桥道人。幼
年随父亲在私塾念书，八、九岁能
吟诗作对，绰有文名。

板桥先生以“诗、书、画”三
绝闻名于世。因其喜欢与文人、佛
家弟子、乡野之人放言高谈，臧否
人物，无所忌讳，所以有狂名。
板桥先生为人疏宕洒脱，天性独
挚，内行醇谨。其著作有《板桥诗
钞》、《板桥词钞》、《板桥家书》、

《板桥题画》、《板桥先生印册》、
《寄弟墨书》。

食人间珍肴 中狗肉计
板桥先生是“扬州八怪”之

一，他喜欢与志同道合、野衲作醉
乡游，不喜欢攀龙附凤。板桥先
生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
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所以
扬州的一些盐商许以万金，也难求
板桥先生的书画，偶尔求得数幅，
终以无上款无光。因此，民间流传
许多盐商骗画的故事。

板桥先生嗜吃狗肉，誉之“人
间珍肴”。一次，板桥出门赏竹，
听得从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循
声寻找，来到一个十分幽雅的庭院
中，一位童颜鹤发的老翁在弹琴，
书童在一旁煮狗肉。板桥笑着问老
翁 ：“先生也爱吃狗肉？”老翁答 ：

“百味唯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
一脔（音峦，小块肉）。”于是板桥
先生就吃起狗肉来。他发现墙壁上
空空荡荡的，问老翁“为何不挂些
字画？”老翁答 ：“没有好的，板桥
先生字画，盛名已久，不知果真如
何？”板桥笑着说 ：“鄙人郑板桥，
为您书画两张如何？”顷刻间就为
老翁留下了许多书画。翌日，盐商
设宴请客，并以此画炫耀，板桥得
知，方知中了盐商的“狗肉计”。

诗画合一 抒君子之德 

大王之雄
板桥先生的画作中有诗有画，

诗是画的灵魂道性，画是诗的形貌
神态，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画
合一。张维屏《松轩随笔》称 ：“板

桥大令有三绝 ：曰画、曰诗、曰
书。三绝之中有三真 ：曰真气、曰
真意、曰真趣。”

如《兰石图》以石、兰、竹的
层次铺开，再用“六分半书”真草
隶篆融为一体，大大小小，东倒西
歪，犹如“乱石铺街”地题于石壁
上。无论老人还是小孩读到其诗
画，都会不自觉的手舞之足蹈之。

板桥先生喜欢画山中的兰花，
叶肥而劲，花皆出叶，花香酣气
浓。如《兰花图》中题诗 ：“兰花与
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
不凋春不艳，笑人红紫作客顽。”做
人亦如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
香，不浮不躁，不争艳。又以兰喻
君子，如《题画兰》“满幅皆君子，
其后以棘刺终之，何也？盖君子能
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
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板桥
先生借荆棘中的兰花，抒君子有容
人雅量。《荆棘丛兰石图》题画诗
云 ：“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
冷眼看，看到鱼龙都混杂，方知佛
法浩漫漫。”

郑板桥先生以石之皴法与千态
百姿，来比喻人经历各种磨炼后精
神境界才能升华 ；以竹之心空，及
竹之不开花“免招蜂与蝶”，来比
喻人品质高洁，道德高尚，不被世
间的物欲所迷惑，万象皆空的胸
境，风霜雪雨后依然挺直婆娑。

得志泽加于民
板桥先生康熙末年中秀才，雍

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
曾经任范县、潍县知县。板桥先生
为官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
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在任十
二年，囹圄囚空者数次。板桥先生
去官时，百姓痛哭挽留，家家画像
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
桥建立了生祠。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山东
发生蝗水灾，板桥先生开仓赈灾，
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
赈济 ；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
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
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
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令囤积粟按
市场价卖给饥民。他自己也为饥民
捐出官俸，开官仓放粮，活万余
人。秋以歉收，捐廉代轮，尽毁借

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
食，板桥有感而赋《逃荒行》：“卖
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路妇有同
伴，怜而与之乳。咽咽怀中声，咿
咿口中语 ；似欲呼爷娘，言笑令人
楚……”

乾隆十三年（1748 年）秋天，
潍县灾情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
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其
妻闻夫至，且喜且徬徨。大义归故
夫，新夫非不良……后夫携儿归，
独夜卧空房。儿啼父不寐，灯短夜
何长。”

体恤布衣
郑板桥先生在任期间体恤布衣

商贩，从法令上、措施上为民众考
虑，民间流传一个盐商状告小贩的
故事。

有一天，某盐商将一个贩盐的
小贩子扭送到县衙门，要求县令板
桥先生以重罪处罚。板桥先生见那
小贩 ：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骨瘦
如柴，为了养家糊口贩点盐卖。郑
板桥顿生怜悯之心。于是，板桥先
生想戏弄一下盐商。他对盐商说 ：

“这个小贩应当加重处罚，我准备
给他戴上枷锁，立街示众，好不
好？”那盐商拍手叫好。当即，郑
板桥命衙役抱来一些芦席，用细木
片作托，认真扎好，中间挖一个大
圆孔，名曰“芦枷”。他又画了许
多竹子和兰花，题了字，贴在芦枷
上。然后让小贩套在脖子上，站在
盐商的门口示众。

那小贩子戴着芦枷在盐商门前
一站，立即来了许多人观画。不
一会儿，就把盐商的门堵得水泄不
通，没法做生意。盐商只好到县衙
内去请求板桥先生把小贩放了。

退一步 当下心安
有一天夜里，小偷光临板桥先

生家，板桥先生吟道 ：“大风起兮
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诗书腹
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根。”又担
心小偷惊动家里的黄狗，接着又吟
唱“出户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
花盆。”可慌乱中小偷还是惊动了
黄狗，黄狗去追咬小偷，郑板桥披
衣出门，喝住黄狗，送小偷到大路
上，作了个揖，又吟送了两句诗 ：
“夜深费我披衣送，收拾雄心重 

作人。”
板桥先生路遇索诗贼，曰 ：

“细雨微风江上春，绿林豪客夜知
闻 ；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
是君。”

板桥先生说：《难得糊涂》聪明

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
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
非图后来福报也；《吃亏是福》满者，
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
益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
之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

芒种 -- 连收带种

以兰竹石抒君子之德 大王之雄

词牌名中暗藏的
神传文化

文 / 平心

中华文化又称神传文
化，简而言之，就是神传
给世人的文化。那么，势
必在文化体系的方方面面
都会留下“神传”之印记。

宋词，是继唐诗之
后，中华神传文化中另一
颗璀璨的明珠。它原本是
与音乐相结合的文学形
式，由隋唐宫廷燕乐和民
间歌曲发展演变而来。文
人乐匠们依调填词，并在
宋代形成词的创作高峰。
词调的名称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词牌名。它的由来都
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
天，我们就来谈谈词牌名
中那些暗藏着的神传文化
的证明。

一．梧桐影
在大梁景德寺峨眉

院，有一个叫峨眉道者的
僧人，他严守戒律，精进
修持，二十年没有下坐
席。有一天，有一个气宇
轩昂的伟丈夫来庙里，和
峨眉道者谈论了很久，两
人十分投机，于是相约明
年的今天再会。

到了第二年的那天中
午，道者沐浴完便端坐圆
寂了。晚上，那个魁伟丈
夫果然如约而至，得知道
者刚刚圆寂，他叹息了很
久，后来突然不见了踪
影。第二天，他在堂内侧
壁的最高的位置上写了一
首词。词曰 ：明月斜，秋
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
教人立尽梧桐影。这首词
的作者正是八仙之一的吕
洞宾。这就是词牌名《梧
桐影》的由来。

二．临江仙
临江仙原是唐教坊曲

名，后用作词牌。南宋
黄升《花庵词选》记载 ：
“唐词多缘题。所赋《临
江仙》，则言仙事。”明董
逢元《唐词纪》认为，此
调“多赋水媛江妃”，即
多为咏水中的女神。调名

本意即咏临江凭吊水仙女
神。无论如何，皆与神仙
有关。

三．渔家傲
《渔 家 傲》作 为 曲

调，词牌取自北宋词人晏
殊的“神仙一曲渔家傲”
一句。全词 ：“画鼓声中
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
老，求得浅欢风日好。齐
揭调，神仙一曲渔家傲。
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
得长年少。莫惜醉来开口
笑。须信道，人间万事何
时了。”词人明示了《渔家
傲》本为仙曲，提醒世人
时光易逝，人易老，莫要
执迷于人间万事。

四．女冠子
始于温庭筠的《女冠

子》，因咏女道士的情态
而得名。“含娇含笑，宿
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
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
雪肌鸾镜里，琪树凤楼
前。寄语青娥伴，早求
仙。”词人寄语这些修炼
者能早日修炼归真，永驻
青春。

五．忆秦娥
相传，李白以“忆秦

娥”词牌首制《忆秦娥 •
箫声咽》一词，因词中有

“秦娥梦断秦楼月”句，
故名《忆秦娥》。秦娥本
指古代秦国的女子弄玉。
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喜爱
吹笙，后嫁给善于吹箫的
萧史。两人因合奏非常动
听，引来龙凤，双双乘
之，皆成仙升天而去。

除此之外，还有《洞
仙歌》、《天仙子》、《望
仙门》、《鹊桥仙》、《云
仙引》、《潇湘神》、《河
渎神》、《月宫春》等大量
直接或间接与神有关的词
牌。今天，人们在欣赏宋
词时，是否留意过，那些
未曾改变的词牌中所暗藏
的古人对修炼的正信和对
神敬仰的心呢？Ⓞ

仙人悠游世间的真意

郑燮《竹石图》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古人
对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系统认
识的一套时空观，观其变，悟其道，
可以体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今年的 6 月 6 日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
个节气 -- 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
式开始。

“芒”字，指麦类有芒植物的收
获 ；“种”字指谷黍类作物播种，“芒
种”就是夏熟作物收割和秋收庄稼播
种的节令。在二十四节气中，没有
一个节气像芒种这样，让人们同时
享有收割和播种的愉悦与艰辛。既
是终点，也是起点。从农谚如“芒种
忙，忙着种”，“芒种不种，再种无

用”“芒种插秧谷满尖，夏至插的结
半边”，都说明抓紧时节，及时耕
耘的重要，有些黄金难买好时节的 
意味。

每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标志，
细分为“三候”，因此二十四节气有
七十二候。到了芒种这个节令，天地
之气的变化也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的时
段，其体现在芒种的三候 ：初候“螳
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
无声”。每候相隔五天，所以芒种时
节有十五天。

初候螳螂生，螳螂在上一年深秋
产的卵，因感一阴之气而破壳而出。
二候鵙始鸣，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
头出现，感阴而鸣，这意味着在火一

般的盛夏阳气中，有阴气在悄悄滋
生。反舌无声 ：与喜阴的螳螂、伯劳
鸟相反，能感阳而在春天模仿百鸟鸣
叫的反舌鸟，却因阴气微生而停止了
鸣叫。

很明显，这三个物候的出现都和
阴气的初生和渐长有关。

而人在这仲夏时节所目击的阳
气盛极的现象，如灼热的太阳，
炎热的天气下，哪里能察觉到那悄
然滋生的阴气呢？哪里会知道在被
炎热所灼烤的一切表象之下，万物
正悄然发生着细微却是本质性的变 
化呢？

读者您是不是有被古人见微知著
的洞察力和智慧所惊到？Ⓞ

文 / 净宇

在神州大地，多数清修仙人不为世
人所悉，却有一位神仙老幼皆知，时常
倒骑一头白驴悠游于世间，人称张果
老。史书记载，这位仙人于盛唐时期长
居中条山，亦不知行走于世间有多久，
有长生不老之术。

关于他的来历，百姓为之好奇，连
威仪宇内的唐玄宗也万分好奇。他的存
在是大家茶余饭后的时光生计。玄宗听
说有一个人精于算命，能准确算出人的
生辰八字及时运，于是把这人请来，命
他算算张果老的来历。只见这人从清晨
算到黄昏，又从黄昏算到清晨，累的大
汗淋漓，也没算出个所以然。

这也不甚奇怪，一个人掌握了人类
的全部知识，无论他的学位是博士还是
博士后，充其量还是人，不能说这人是
神。因人与神之间看似无异，实天壤之
别。人行走于世间靠感官靠四肢略显体
笨，亦反映在生活中，诸如冷热的不
适，情愁的悲苦，病死的煎熬 ...... 然
则，来去自如的神仙，遂有别于人，无
羁绊，能洞察天机，被称之大智慧，因
灵通是通过苦修提升自己所得，其德行
标准在人之上高于人，人想知道神仙事
相对较难。所以张果老到底多大，到底
历经几个朝代没人能说清楚。

经后世流传的是他倒骑驴的故事。
话说玄宗看张果老倒骑驴十分有趣，命
他进宫在御花园兜几圈。仙人本愿不想
求功名，不愿招摇，但怕破玄宗的兴
致，索性随之，倒骑着驴子晃晃悠悠飘
飘然行于宫中。玄宗一时看之兴起，于
是赐驴喝酒，不曾想酒一到驴肚瞬间变

成纸驴，引得玄宗又是惊又是喜。原
来，张果老骑的是头纸驴。

张果老忙上奏 ：“回皇上，臣所骑的
本就是纸驴，只因臣用了些小技能，混
充真驴，一经陛下用酒灌醉，就真相毕
露矣！所以天下事唯真为可贵。虚伪之
事，不足道也。”玄宗笑道 ：“卿可谓善于
讽刺矣！”

这位倒骑驴的奇葩仙人悠游于世间
到底是为何呢？

且看，于唐朝末年，张果老巧遇张
天师。仙人相见甚喜，便谈起人间的未
来走向，张果老说，千年后的未来人 ：

“在官则不顾公家，只知贿赂。贿赂可以
公行，苞苴不必暮夜，是即鬼魂抢夺羹
饭的情况也。在普通人民，则孝道可以
废除，淫风可以倡导。只求有利于己，
不问廉耻礼义。”

上述这番话，张果老预言了未来。
由此也可从中解读出他倒骑驴的真实缘
由。因他看到千年后的人，无廉耻礼
义，贪污受贿、孝废倡淫，私心膨胀、
人无善念，所做之事已不是人应具备的
行为。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的向前发
展，人的道德在随之下滑沦丧，预示人
如再前行，就会走向危险的边缘。所以
他倒骑驴是在提醒人，人要积德行善
啊！至于信与不信自有后人评说了。

那么，危险是不是真的在逼近人类
呢？看看当今世界灾害频发，地震，战
争，海啸，火灾，瘟疫等灾难，正困扰
着人类，再看看那些难中之人，为求生
无助的拼命挣扎，然在灾难面前，人尽
显渺小无能为力。谁能知道这一切一切
的发生，正是人道德败坏招致的？对正
信的打压，不信神佛的悲哀，是人危机

的源头。面对这些，一些有智之士从而
引发惊觉反思，发现如果人的道德再继
续败坏，灾害会吞噬地球毁灭人类。

是啊！人何去何从？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法轮功创

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大纪元发表了经文《为
什么会有人类》，向人类开示了天机。

大法师父说 ：“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
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
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
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
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
会。”

大法师父说 ：“末后的一切都会变的
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
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
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
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为什么会有
人类》为人类揭开了永恒之迷，大法师父
为人指明了方向。要想走出困境，就请
敞开心门，于百忙中拜读这篇旷世巨作
吧。Ⓞ

二十四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