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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履痕处处

●诗说汉中

阳光和暖，晴空万里，
汉江美得惊心。站在十楼
的窗口，视线畅通无阻，江
面上波光粼粼，浮光跃金，
灿烂的阳光洒在汉水上，美
如锦缎的江面，流淌着无边
无际的火红，用最热情、最
明亮的色彩渲染着无限的
生命激情。阳春时节是汉
江最美的时候，去江边赏景
是我每天最喜欢的“功课”，
不经意间就翻开了春天的
画册。

我家就在江边，跨过滨
江路来到天汉湿地公园，只
需几分钟。得天独厚的条
件，让我一年四季都能够饱
览汉江的美景，无论是站在
家里的窗口，远距离观赏，
还是直接到江边零距离接
触，汉江都美得令人心动。
一年三百多天，最美当然是
阳春时节。沿着江边散步，
不 如 说 是 赏 景 。 举 目 四
望 ，处 处 春 和 景 明 。 太 阳
把 金 灿 灿 的 阳 光 洒 向 江
面，春水浩荡，几十只鸟儿在水面上起落
嬉戏，忽然它们集体起飞，在岸边的景观
带里藏了起来，不一会，渐次明亮的声音，
又暴露了它们的行踪。景观带里破土而
出的花花草草娇嫩柔弱，像一个个刚睡醒
的小宝宝，这一片，那一片，翠色欲滴，竞
绿争肥。树林里的新枝年轻而鲜美，叶子
是树的羽毛，正在逐渐丰满。春风吹过，
那密匝匝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鸟儿
们用春天的腔调唱着欢快而短促的歌，一
会儿在林子里飞来飞去，一会儿又停歇在
树梢上“叽叽喳喳”地鸣叫。那鸣叫声，随
风抵达心底。这是多么美的春景，不管是
树木花草，还是鸟儿，甚至江中的鱼儿，都
在用不同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喜悦。岸边
成行的柳树舞动着丝绦，和江中流淌的水
打着招呼，并互诉衷肠。

鸟唤春回曲径幽，绿漫江堤梅花红。
随着春意萌动，前几日还是光秃秃的梅树，
忽然绽开了花蕾，就像十三四岁的少年，青
春正好，开得任性而随意。那香味儿，淡淡
的，香而不腻，是春天特有的气息。一种花
谢了，另一种开，就像演戏，你方唱罢，我登
场，附近的桃树满身的花苞即将绽蕾，准备
好了接梅花的班。有几个赏花的游人，竟
然分不清梅花桃花，一边在树下拍照，一边
赞叹着桃花（实则梅花）的美丽。

穿过大桥，行不多远就是水上栈道。
沿栈道一路西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栈道下面清流蜿蜒，鱼翔浅底，江边层林叠
翠，江上鹭鸟翻飞。河道的风仍然强劲，但
又不失温柔，沿岸还没有返青的芦苇，去年
的芦花依旧摇曳起伏。站在江上观景平
台，看着江水闪着碎银般的波光，明晃晃地
流过，一直通往天际，不由得心旷神怡，产
生了赋诗一首的冲动：江上美景不胜收，碧
水欢唱天际流。诗情画意难描绘，清波微
澜锦鳞游。

上得岸来，登上天汉楼，汉江如玉带向
东飘然而去，江南村舍点缀在油菜花的金
黄和麦田的翠绿之中，一派天然美景。江
北亭台楼阁，树掩小径，游人如在画中。我
忽然感觉到任何文字都难以描述出这眼前
的美景，于是便掏出手机一阵乱拍，把醉人
的自然美定格下来，回去慢慢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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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短视频已成为讲好乡村
故事的主要方式。它跨越时空间
隔，让人们不用亲自前往也能如临
其 境 ，不 用 远 赴 万 里 也 能 触 摸 到

“诗和远方”。跟随短视频，受众可
以徜徉在偏僻的山间小道，行走在
悠长的青石板路，穿梭于秀丽的山
水之间，漫步在世外桃源般的古村
寨，俯瞰银装素裹的雪乡，山川、美
景、风物、民俗、古建在方寸间迤逦
而出。

伴 随 乡 村 短 视 频 创 作 队 伍 的
日 益 壮 大 ，对 乡 村 的 发 掘 也 日 益
深 入 ，可 见 的 乡 村 变 得 越 来 越 细
致而丰富。除了小而美的乡村景
致 和 返 璞 归 真 的 自 然 风 光 外 ，一
日 三 餐 的 生 活 日 常 、山 野 田 间 的
耕 种 采 摘 、茶 余 饭 后 的 逸 闻 趣 事
等 纷 繁 多 样 的 内 容 也 被 呈 现 ，让
乡 村 变 得 更 加 丰 满 ，丰 富 了 人 们
对乡村的认识。如果说看见陌生
的乡村是短视频讲述乡村故事的
1.0 版本，那么，看见不一样的乡村
则成为短视频讲述乡村故事的 2.0

版 本 。 村 超 踢 出 了 世 界 波 ，“ 村
BA”火 爆 全 网 ，乡 村 春 晚 遍 地 开
花，乡村音乐节席卷各地，短视频
里不一样的乡村正在颠覆人们的
传统想象。

曾经有一段时间，深厚的乡村
题材创作传统，在文艺创作者头脑
中凝固定型，使得他们在面对乡村
时，往往轻率地、想当然地展开怜
悯、想象和抒情，始终述说着一个
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而现
代的乡村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
变，面貌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在网上颇受关注的短视频《阿鲁阿
家 美丽的家》，就展现了现代乡村
的新模样。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
道鲁家村里，永安寺塔穿梭千年、
现代产业创新发展、年轻人追求梦
想以及市井里的烟火气、青山绿水
间的垂钓等画面揭晓了蕴含文化
之风、产业之风、自由之风、理想之
风 、活 力 之 风 、智 慧 之 风 、运 动 之
风 、自 然 之 风 、森 野 之 风 、动 感 之
风、科技之风、浪漫之风和温暖之

风的多维生活样态。在丰富的短
视频中，乡村变化被真实呈现，乡
村文化被生动表达，乡村生活被聚
焦关注。

为 了 展 示 更 为 立 体 的 乡 村 形
象 ，很 多 短 视 频 创 作 转 向 可 体 验
性。这类短视频的讲述主体主要
是村里人与外来者，各自代表了不
同的讲述视角。一种是村民自己
的记录和讲述。比如短视频中经
常有村民雨后深入幽暗阴湿的云
南 密 林 ，依 靠 自 己 丰 富 的 生 活 经
验，在树根、杂草间仔细翻寻辨认
野生菌子。一次次用粗壮有力的
手指拨开杂草树叶，插入松软的泥
土中将菌子连根撬起，让观众在举
手投足间感受寻采野生菌子的惊
喜与收获的快乐。还有村民通过
镜头精细展示做一顿农家饭的全
过程。手端着竹箩采摘自家菜地
里的应季菜蔬，取下挂在房梁上的
腊肉清洗切片，抱来一捆干柴生起
土灶，先放腊肉，后加菜蔬，色香味
俱佳时盛入碟中上桌。一大碗米

饭、一盘菜开启了面朝青山、流水
潺潺、鸟语做伴的露天吃饭场景。
即便与乡村少有时空交集、生活节
奏急促的城里人，也可以在片刻间
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尽享静谧美
好的乡村慢生活，从中找寻久违的
惬意。

另 一 种 是 外 来 者 的 记 录 与 讲
述。比如有自媒体人探访贵州大
山深处的古村寨，带领镜头前观众
一同行走在村寨曲曲折折的石头
巷道上，抚摸长满青苔的石墙。偶
遇老者，拉家常，谈村史，让观众以
第三者的视角观察村寨的日常，感
受村民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各 方 力 量 共 同
参与，这已经成为共识。在此视角
下 ，短 视 频 关 注 各 方 力 量 下 沉 乡
村，参与乡村建设；关注各种资源
要素聚集乡村，助力乡村发展；关
注乡村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欢迎八
方来客创业兴业的热情与氛围，进
而 号 召 和 鼓 励 大 家 共 建 美 丽 乡
村。“学习强国”平台评选出的全国

县级融媒体优秀作品《福建尤溪：
半山村的新村民》，聚焦二胡演奏
家洪纬和青年舞蹈家周青两位驻
村艺术家。他们活化利用当地古
民居，先后设立乡村振兴青年实践
基地、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基
地、美育教育实践基地、乡村振兴
人才驿站等，并通过网络直播、短
视 频 进 行 推 广 传 播 。 目 前 ，已 有
20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青年艺术家，陆续前来半山村开展
艺 术 文 明 振 兴 乡 村 志 愿 服 务 活
动。在艺术赋能下，半山村村民的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

通过短视频的点滴记录，乡村
形象正在被重塑。短视频让乡村
变得更“健谈”，让景观化、时尚化
的乡村开始走进人们的心里。

（据《光明日报》）

短视频让乡村变得更“健谈”
关琮严

朱鹮古称朱鹭，又称红朱鹭，
是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
种 吉 祥 鸟 ，被 人 们 称 为“ 东 方 宝
石”。朱鹮也曾是我国一衣带水的
邻邦日本的国鸟。由于 20 世纪中
国及其周边国家自然环境的恶化，
朱鹮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这
种美丽的鸟儿到了濒临灭绝的境
地。至 20 世纪 80 年代，秦岭南麓
汉 中 市 洋 县 仅 有 7 只 野 生 朱 鹮 存
活。1985年日本只剩下 3只活体朱
鹮。汉中，是美丽的朱鹮最后栖息
的家园。四十年来在汉中人民的
精心呵护下，野生朱鹮种群不断增
加，生活领地也不断扩大。2020 年
6月 22日上午在陕西省林业局主办
的“祖脉秦岭·和美朱鹮”首届朱鹮
文 化 宣 传 活 动 开 幕 式 上 ，发 布 了

《陕西省朱鹮保护成果报告》：据不
完全统计，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由
1981 年发现时的 7 只，扩展到现在
的 5000 余 只 ，其 中 中 国 境 内 4400
只，陕西境内 4100 只，朱鹮受危等
级由极危降为濒危。

朱 鹮 很 早 就 出 现 在 中 国 古 代
诗 歌 中 了 。《诗 经·周 颂·振 鹭》有

“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之句，诗句
之意是鹭鸟展翅飞向西边的沼泽
地中。《诗经·鲁颂·有駜》诗云：“有
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
公 明 明 。 振 振 鹭 ，鹭 于 下 。 鼓 咽
咽 ，醉 言 舞 。 于 胥 乐 兮 ！ 有 駜 有
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
酒。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
言归。于胥乐兮！”《鲁颂·有駜》诗
中描写的是鲁国宫廷宴会中贵族
们饮宴时伴舞者们手持鹭鸟羽毛
作飞翔舞姿的情形。《诗经·陈风·

宛 丘》云 ：“ 坎 其 击 鼓 ，宛 丘 之 下 。
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
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陈风》描写陈国宛丘地区的民众
聚会歌舞时，敲击着用鹭鸟的羽毛
装饰的鼓，手舞着用鹭鸟的羽毛做
的道具。《诗经》的几首诗中并没有
写明用的是白鹭羽毛还是朱鹭羽
毛。后代学者在谈到这些诗中的
鹭鸟时，有人以为是白鹭，如朱熹
在《诗集传》中注解《周颂·振鹭》诗
时说：“鹭，白鸟。”在注解《鲁颂·有
駜》时 说 ：“ 振 振 ，群 飞 貌 。 鹭 ，鹭
羽，舞者所持。”今人程俊英在《诗
经译注》一书中对《鲁颂·有駜》中
的“鹭”注解说是：“鹭鸶。”朱熹在
注解《陈风·宛丘》“值其鹭羽”句时
说：“值，植也。鹭，春鉏，今鹭鸶，
好 而 洁 白 ，头 上 有 长 毛 十 数 枚 。
羽，以其羽为翳，舞者持以挥。”程
俊英对“鹭羽”解释说：“鹭羽，用鹭
鸶鸟的羽毛制成扇形或伞形的舞
具，舞者有时持在手中，有时戴在
头上。”而南朝时期梁朝的张正见
所写的《朱鹭》诗中认为《诗经》中
所说的“鹭”是朱鹭，就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朱鹮。他在《朱鹭》诗中写
道：“金堤有朱鹭，刷羽望沧瀛。周
诗振雅曲，汉鼓发奇声。”张正见认
为“振鹭于飞，于彼西雍”和“振振
鹭 ，鹭 于 飞 ”中 的“ 鹭 ”就 是 朱 鹭 。
先秦时期的人们还没有将白鹭和
朱鹭作生物学意义上的区分，因为
看到白鹭和朱鹮体型相似，生活习
惯相近，故笼统地称之为“鹭”。笔
者 以 为 张 正 见 的 说 法 更 有 道 理 。

西周时期人们用鸟的羽毛做舞蹈
道 具 ，可 能 会 选 择 红 色 的 朱 鹮 羽
毛，做出的道具更美观漂亮。而白
色羽毛很多，除了白鹭而外，还有
白鹤、白天鹅、白鹇等鸟类可选。

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分别记录
了白鹭和朱鹭，朱鹭常常成为诗歌
中的主要意象，并且是《汉乐府·铙
歌》的第一支曲。《朱鹭》常常成为
诗歌的标题。不像其他的鸟，只是
作为诗歌意象偶尔出现在诗中，如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中的“黄鹂”和“白
鹭”都是作为意象出现在诗中的，
并不是专写这两种鸟的诗。如唐
代金昌绪的《春怨》诗中写道：“打
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
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也只是用
黄莺鸟的啼声起兴，来表现闺中怨
妇思念丈夫的心情。而汉代以后
的许多诗人都创作了以《朱鹭》为
题的诗歌。南朝梁代沈约主编的

《宋书·乐书四》中收录了从汉代到
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古代歌谣，其中
有多首描写朱鹮的诗歌，如《汉鼓
吹 铙 歌 十 八 曲》中 第 一 首 是《朱
鹭》，缪袭作的《魏鼓吹十二曲》的
第一首也是《朱鹭》，傅玄作的《晋
鼓吹歌曲二十二篇》第一首是《古
朱鹭行》，刘宋义熙年间的何承天
作的《鼓吹铙歌十五篇》的第一篇
是《朱鹭篇》。汉乐府中的《朱鹭》
一诗还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
诗集》中。《朱鹭》全诗如下：朱鹭，
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下。
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诛者。

后 代 曾 有 许 多 学 问 大 家 对 这
首只有二十五字的短诗作了训诂、
考证、解读，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
识。比如诗中的“路訾邪”三字，闻
一多先生认为是“鸬鹚呀”三字的
谐音，若按“鸬鹚邪”的解释，还是
捉鱼的鸟；还有认为是“禄赀耶”三
字的谐音，“禄赀耶”则意味财富。
还 有 分 歧 较 多 的 是 对“ 将 以 问 诛
者”一句的解释。

笔 者 以 为 这 首 诗 原 本 就 是 一
首民间描写生活中常见的朱鹮生
活习性的民歌，原本没有太多的寓
意。诗中内容直截了当又生动地
描写了朱鹮的生活习性：朱鹮以鱼
为食，有时在荷叶下面觅食，有时
将鱼叼在嘴中，想吃又舍不得吃，
吃了又吐，吐了又吃。北师大姜晓
东先生在《〈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四
首简释》一文中将诗中的“诛”字解
释为“责求”之意，而“将以问诛者”
一句的意思就被解释成问那些为
什么责求朱鹭的人了。姜晓东先
生总结这首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
是：“以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栩栩
如生地刻画出一幅生动幽默的朱
鹭食鱼图。既传达出了诗人对生
活的美好祝福，也反映西汉时期人
们对物质财富的重视和向往，体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我
以为这首诗原本只是记录生活中
的朱鹮，后人在这美丽的鸟儿身上
加上了许多美好的寓意。姜先生
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后代生
活中常见的鸬鹚捉鱼的生活画面
也印证了这首诗的内容。

后 世 学 者 在 诠 释 汉 乐 府 中 的
《朱鹭》这首诗时赋予了它更多的
内 涵 ，也 使 朱 鹭 这 一 诗 歌 意 象 内
涵 更 加 丰 富 。 郭 茂 倩 的《乐 府 诗
集》在 注 解 这 首 诗 时 引 用《仪 礼·
大 射 仪》记 载 说 ：“ 建 鼓 在 阼 阶 西
南 鼓 。”为 了 解 释 这 句 话 ，又 引 用
了《仪 礼 传》的 说 法 ：“ 建 犹 树 也 ，
以 木 贯 而 载 之 ，树 之 跗 也 。”说 白
了 ，就 是 将 朱 鹮 的 图 案 描 摹 在 殿
堂前的大鼓上。这种习惯从什么
时 候 开 始 的 呢 ？《隋 书·音 乐 志》
说 ：“ 建 鼓 ，殷 所 作 。 又 栖 翔 鹭 于
其 上 ，不 知 何 代 所 加 。 或 曰 ，鹄
也 ，取 其 声 扬 而 远 闻 。 或 曰 ，鹭 ，
鼓 精 也 。 或 曰 ，皆 非 也 。”这 段 话
的意思是在朝堂上设鼓是殷商时
期 就 有 的 ，但 鼓 上 画 朱 鹭 图 案 不
知是何时开始的。或者是像鸿鹄
一 样 追 求 声 音 传 得 远 ，或 者 朱 鹭
是 鼓 的 精 灵 。 到 了 唐 代 ，著 名 学
者孔子后裔孔颖达又为朝堂大鼓
上画朱鹭给了个古老的理由，说：

“楚威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
舞，旧鼓吹《朱鹭曲》是也。”说《朱
鹭 曲》是 战 国 时 期 楚 威 王 看 到 成
群结队的朱鹭翩翩起舞的情景而
创 作 的 作 品 ，这 吟 唱 朱 鹭 的 曲 子
流传至后世进入乐府曲目中。郭
茂倩说：“然则汉曲盖因饰鼓以鹭
而名曲焉。”郭茂倩的意思是因朝
廷 殿 堂 大 鼓 上 装 饰 有 朱 鹭 图 案 ，
故而有《朱鹭曲》之乐府名。曹胜
高 、岳 洋 峰 辑 注 的《汉 乐 府 全 集》
对 这 首 诗 的 题 解 是 ：“《朱 鹭 曲》，
赞颂仪仗建鼓上所树朱鹭之羽。”

翱翔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朱鹮（上）
李青石

杨 从 仪（1092—1169），字
子和，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人，
南宋抗金名将。杨从仪出身于
农民家庭，壮年应募于吴玠、吴
璘兄弟军营，先后率军征战于泾
源、渭南、和尚原、饶风关一带，
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历任陆部
将、武备郎、武德大夫、秦风路兵
马督监、马步军副总管等职。解
甲归田后仍兴修水利，修堰屯
田，造福乡里。民间建有“杨爷
祠”以祭祀他。

早 在 绍 兴 五 年（1135），调
任 洋 州 知 州 兼 管 内 安 抚 司 事
时，杨从仪就看中了黄沙这块
风水宝地。于是他开始在黄沙
屯田兴农，以解决军需粮草，并
裁减军队冗员，在节省军费的
同时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
安居乐业。杨从仪主张治农先
治 水 ，派 守 将 杨 政 历 治 理 汉
江。他坚持“修筑长堤以拒洪
涝 ，整 治 堰 渠 以 灌 禾 稼 ”的 理
念，修复洋州原有的堤堰，灌溉
良田五千余顷，接着又在黄沙
等地设置军队营田四十四屯，
使民力减省，军粮充足。他勤
政爱民，竭力为民兴利除害，深
受当地百姓拥戴。

隆兴二年（1164），年已七旬
的杨从仪告老后在驻守了数十

年的洋州定居，仍兼任原职。他
虽已告老归田，却仍关心百姓生
活，始终把百姓的温饱挂在心
上。他带领乡亲们治理水患，兴
修水利，疏通张良渠。当他看到
由萧何、曹参在湑水河上修的河
坝已经淤塞时，便自筹钱粮，带
领当地群众清淤筑坝。同时，在
汉代所修水堰的基础上截湑水
河水，垒石筑堰，扩大水量，使干
渠水流淌四十里不枯竭，引水入
城固、洋县，灌溉农田两万多亩，
又折向南注入汉江，使两岸农田
变为丰壤。后人为纪念这位农
民爱国抗金将领，将此坝命名为

“杨填堰”。 杨填堰在今城固县
北十五里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又经过培修和扩建，灌区受
益面积达一万一千多亩，成为
汉中地区的米粮仓之一。这座
汉江支流湑水河上的杨填堰，是
汉中地区比较早的水利工程之
一，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有着
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 宋 乾 道 五 年（1169），杨
从 仪 卒 于 任 上 ，享 年 七 十 八
岁，葬于城固县宝山乡（今原公
镇）丁村其生祠之侧。孝宗诏
授他为“正侍大夫，赐爵安康郡
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黄
沙镇的百姓惠其泽，仰其德，颂
其功，自发在今黄沙街西前进
村为其修祠塑像，千秋祭祀，尊
其为“平水明王”，尊称其祠为

“杨四将军庙”。百姓在自己的
心目中，为他树起了一座高大
不朽的丰碑！

兴水利民的杨从仪

古 韵 新 咏

依琴诵诗
陈家林

凤叫萦楼壁，吟诗啸竹林。
曲高流水溅，风雅采薇深。
雁落平沙意，梅弄素雪心。
西山归日色，月朗照胸襟。

咏 梅
李龙清

干坚枝劲挺，冬末勇登台。
美朵向阳放，暗香迎客来。
冰霜壮肌体，雨雪润柔腮。
高品入诗赋，尊容画里裁。

咏 春
潘藩

茶园烟霭过，雨露润芳芬。
岸柳闻莺啭，游廊绕乐音。
飞舟惊跃鲤，画舫闹鸣禽。
地垄传鞭响，耕耘锦绣春。

楮河吟
杨发清

自出关门石，奔腾万古忙。
深滩藏鳖甲，浅穴露鲵梁。
夏展千峰绿，秋飘五谷香。
悲欢多少事，滚滚入洪荒。

雄狮侧目 刘进军 作拜将坛拜将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