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唐宋诗词中还有不少作品

虽然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像《石壕

吏》等那样知名，但艺术价值却不容

忽视。

唐太宗的《还陕述怀》、徐惠的

《秋风函谷应诏》、唐玄宗的《途次陕

州》、杨玉环的《赠张云容舞》、岑参

的《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

韩愈的《桃林夜贺晋公》、贾岛的《题

虢 州 三 堂 赠 吴 郎 中》、元 稹 的《春

晓》、李贺的《王濬墓下作》、许浑的

《听歌鹧鸪辞》、李频的《陕州题河上

亭》、韩翃的《送客水路归陕》、韦庄

的《题盘豆驿水馆后轩》、杜荀鹤的

《伤硖石县病叟》等都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

岑参 的《虢 州 后 亭 送 李 判 官 使

赴 晋 绛》《西 亭 子 送 李 司 马》《卫 节

度 赤 骠 马 歌》《函 谷 关 歌 送 刘 评 事

使 关 西》《陕 州 月 城 楼 送 辛 判 官 入

奏》等 诗 ，充 分 展 现 出 他 的 浪 漫 主

义风采，这些诗无疑是他先前边塞

诗风的延续和发展。在他笔下，虢

州 西 亭 之 高 、函 谷 关 历 史 之 悠 久 、

陕州城楼之险、赤骠马之雄健被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他 展 示 虢 州 西 亭

之 高 时 是 这 样 说 的 ：“ 高 高 亭 子 郡

城西，直上千尺与云齐。盘崖缘壁

试攀跻，群山向下飞鸟低。”他展现

陕 州 城 楼 之 险 则 是 这 样 说 ：“ 送 客

飞 鸟 外 ，城 头 楼 最 高 。 樽 前 遇 风

雨，窗里动波涛。”这些诗读起来令

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

韦庄 在 虢 州 写 的《题 盘 豆 驿 水

馆后轩》《虢州涧东村》《三堂早春》

《三堂东湖作》《鱼塘十六韵》等诗，

每一首都极为精彩，为历代文人激

赏。《题盘豆驿水馆后轩》中：“去雁

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静中生。”可

以 说 是 神 来 之 笔 ，诗 人 静 动 结 合 ，

冷 暖 色 调 反 衬 ，从 有 到 无 ，又 从 无

到 有 。《三 堂 东 湖 作》以 湖 面 为 中

心 ，将 湖 上 、岸 边 、天 上 、四 周 的 自

然 景 物 都 组 织 在 一 起 ，汇 集 到 湖

中，成为活泼、优美、迷人而又宁静

之 景 。 此 诗 结 构 新 奇 ，用 字 准 确 、

生 动 ，诗 中 的 动 词 ，如“ 动 ”“ 横 ”

“铺”“投”“落”“倒”“入”“生”等，使

本来静的景物有了动势，也使本来

各不相干的景物相互融为一体。

宋代隐逸诗人魏野和宰相寇准

这两个原本可能没有交际的人，却在

陕州成为好朋友，两人的诗作也为

人称道。《寻隐者不遇》《茅津渡》是

魏野诗的代表作。《寻隐者不遇》与

唐代诗人贾岛同名诗《寻隐者不遇》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魏野作诗崇尚

贾 岛 ，能 出 窠 臼 就 已 不 易 ，又 能 出

彩，并为后代人所称道，可以看出魏

野的作诗功底。这首诗纯用白描手

法，青松郁郁，白云悠悠，构成鲜明

的艺术形象。将香风引入诗句，更

使 整 个 画 面 增 辉 。“ 采 芝 何 处 未 归

来，白云遍地无人扫。”这些诗句显

示了隐者的高洁，表达了诗人的向

往之情。他的《谢知府寇莱公见访

（其一）》，信笔写来，开阖自如，语言

形象生动，读起来妙趣横生。寇准

的《书河上亭壁四首》虽不全是在陕

州创作，但内容都是写的陕州河上

亭壁。全诗四首，分咏一年四季河

上景观，表露自己由景物而引发的

淡远情思。《温公续诗话》中称：“寇

莱 公 诗 ，情 思 融 远 ”。“ 融 ”者 ，简 淡

也；“远”者，清远、高远也。《书河上

亭壁》正体现了这种融远的情思，全

诗没有表达强烈的感情，伴随景物

的，唯有淡远的情思和理性的感悟，

而那一份高洁不俗的诗心也在这景

物描写中自然表露出来。

一些词作特色鲜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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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作不少，艺术价值极高

文化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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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诗词宝库
本报记者 刘书芳

二 好诗连连，令人赞赏不已

元宵节期间，我市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其中，
除了传统锣鼓、高跷、秧歌、舞狮
等文艺表演外，众多非遗项目也
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节日活动
现场，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一直以来，很多非遗项目因
缺 资 金 、销 售 难 、创 新 少 而“ 深
藏 ”传 承 人 家 中 ，一 年 中 仅 在 个
别展会上露脸，难以走进百姓的
日常生活中。今年，在政府部门
的重视下，许多非遗项目纷纷走
出“家门”，来到社区、学校、群众
身边，让更多老百姓有了近距离
接 触 传 统 文 化 的 机 会 。 更 可 喜
的 是 ，春 联 、灯 谜 、木 版 年 画 、剪
纸、布老虎等非遗项目和产品也
越来越多地被年轻人喜爱，传统
文 化 在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正 逐
步提升。

去年 6 月 ，市 文 广 旅 局 公 布
的信息显示，我市共有非遗国家
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 人、省级
48 人 、市 级 315 人 、县 级 626 人 ，

涉及传统戏剧 、曲 艺 、传 统 体 育
游 戏 与 杂 技 、传 统 美 术 、传 统 技
艺 、传 统 医 药 等 门 类 ，可 谓 是 种
类 齐 全 、精 英 众 多 。 目 前 群 众
刚 刚 接 触 到 的 非 遗 项 目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还 有 更 多 的 非
遗 项 目 需 要 走 出“ 家 门 ”，来 到
群众中间。

非遗要留存更要流传，今年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认为，
除了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非遗资
金、政策方面的扶持帮助外，还需
要社会各界来关心关注非遗传承
人的生活现状，增强他们传承发
扬传统文化的信心。另外，非遗
传承人也要不断走进群众中去相
互交流，听取社会声音，进行守正
创新，继续通过举办非遗进社区、
进校园、进广场、进家庭等宣传活
动形式，增加人民群众对非遗的
了解和认识，激发他们保护与传
承优秀文化的内生动力。唯有如
此，我们的非遗项目才能活下来、
传下去。

探寻文物中的兔文化
近日，瑞兔迎春——2023 癸卯年兔文化图片展在三门峡市博

物馆开展，该展览精选从古至今与兔文化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兔由文字记载到文化
形象符号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图
为 2月 1日，市民在该馆观看图片展。

本报记者 葛洋 摄

沏茶

茶叶容易沾染其他杂味，故

而 应 保 存 在 密 闭 茶 筒 中 。 沏 茶

时，宜用竹或木制的茶匙摄取茶

叶，忌用手抓，以免手不洁净造成

污 染 或 混 入 杂 味 。 若 无 合 适 茶

匙，可将茶筒倾斜对准壶口、杯口

轻轻抖动，使适量的茶叶抖入壶

或杯中后饮用。所沏之茶，要浓

淡适宜。

上茶

家庭待客，视情况由晚辈或

男女主人上茶。公务场合，招待

宾客，一般由服务人员用茶盘送

上。上茶顺序是先客、后主，先上

司、长者、女士，后陪同、晚辈、男

士。人员众多，则应从主宾、主人

起，由近而远，渐次而行。将茶端

至 客 人 面 前 ，略 躬 身 ，说“ 请 用

茶”，也可伸手示意，说声“请”。

敬茶

客人进入客厅前一两分钟，

就 应 把 茶 沏 好 ，待 客 人 落 座 后 ，

即把茶端送到客人面前。以右手

持茶杯托，左手护杯，从客人的左

后侧，双手将茶杯递上。茶杯放

在客人面前右手附近，杯耳应朝

向客人右手位置，便于客人端杯

饮用。使用无茶托杯子，则以右

手持杯耳，以双手姿态捧上。避

免在客人正前方上茶，不可单独

使用左手上茶。客、主双方人多，

亦可预先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先

沏小半杯，待客人落座后续水，一

可保证茶能充分沏开，二可让客

人喝上热茶。客人喝过几口后，

应及时为之续水，以表主人殷勤

之意。

品茶

喝 茶 称 品 茗 ，讲 究 的 是 品

尝 ，这 不 仅 是 指 味 觉 享 受 ，而 且

也是礼貌要求。所谓品，应该是

小 口 啜 饮 ，且 不 要 马 上 咽 下 ，而

是让其在口中停留片刻，让茶的

醇 香 发 挥 出 来 ，令 其 在 唇 、鼻 之

间 回 荡 ，尽 情 享 受 它 带 来 的 愉

悦 。 端 茶 杯 时 ，右 手 持 杯 耳 ，无

杯 耳 者 ，则 以 右 手 握 杯 之 中 部 。

注意饮茶时不要双手捧杯，或托

杯 底 部 ，或 手 握 杯 口 。 有 茶 托

者，只以右手端杯，不动茶托；也

可 以 左 手 将 茶 托 与 茶 杯 一 同 端

起，再以右手端杯饮用。饮盖碗

茶，可用盖儿将飘在表面上的茶

叶轻轻荡去，不可当众将茶叶吃

进 口 中 ；需 要 续 茶 时 ，把 盖 儿 取

下 、靠 在 茶 托 边 上 ，注 意 不 要 把

盖儿翻过来放。

（马保奉）

茶香茗韵

乐见非遗走到百姓身边
夏泽辉

喝茶的礼仪

三门峡遗留的唐诗宋词不仅题材丰富、数量可观，而且艺术价值也非常高。这些诗词中既有历代传颂、妇孺皆知的名

篇，也有很多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体现诗人某一方面艺术成就的代表作。这些名篇佳作，犹如颗颗珍珠，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些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杜甫的《石壕

吏》、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等诗篇。

杜甫的《石壕吏》不仅内容值得肯定，而且艺术价

值极高，其艺术表现手法受到历代文人的激赏。这首

诗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

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

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又内涵

丰富。他诗中遣词用字极具匠心。如首句“暮投石壕

村”，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

“未晚先投宿”，尤其是在兵祸连结的时代。而杜甫却

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

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极具暗示性。唐代时多走崤函

古道南道，而他有意走了北道，就是因叛军西犯会走人

们常走的南道（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句话表明诗

人压根儿不敢走大路（南道），一路急走，暮色苍茫才匆

匆落脚，石壕本是一个小镇（《全唐诗》标题下有：“陕县

有石壕镇”。石壕镇即今硖石），彼时因战乱变得极为

荒凉，在诗人眼中也就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而已。细读

该诗，会发现诗中一词一字都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虽然不是在三门峡所写，但

内容写的是三门峡人王濬灭吴的故事。诗在写此事时

洗练、紧凑，于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

线，攻守的方式。全诗叙说的内容是历史事件，抒发的

感叹是诗人胸中的真情，巧妙地把史、景、情完美地糅

合在一起，使得三者相映相衬，相长相生，营造出一种

意蕴含蓄的苍凉意境，给人以沉郁顿挫之感，为唐诗中

名诗。

《绣岭宫词》的作者李洞生活在晚唐时代，这时社

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唐僖宗荒

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唐玄宗后期。面对这种情

况，诗人借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以抒发对此时朝政的

不满。这首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

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

露出诗人对国家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

情于字背，寓深意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

游刃骚雅之妙。

唐诗其他如崔曙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

是登高抒怀诗的代表作，不论是《唐诗三百首》，还是

其他登高赏景诗集大都选有它。《水夫谣》是王建乐府

诗歌的代表作，以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表现了拉

船人繁重的劳动情景，也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该诗层

次感很强，艺术感染力极高，集中体现王建乐府诗的

特点。卢纶《送李端》也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该诗从

送别的时令起笔，然后写离别的场景，再交代出身世

之怜，而后回到现实，本想预测来日，却是遥遥无期。

一个“悲”字贯穿全篇，悲凄哀婉，读来令人泪目，往事

堪悲，离别堪伤，重逢无望，这离愁别绪又岂是一个

“愁”字概括得了的？此诗历来被称为离别诗中难得

的佳作。

《和子由渑池怀旧》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代表作

之一。北宋嘉祐元年（1056 年），苏轼在父亲带领下，和

弟弟苏辙一起由家乡眉州赴汴京（今开封市）应试，路

过渑池，止于奉闲僧舍。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赴任

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签判，再过渑池，此时收到弟弟

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便以此诗回复。全诗

悲凉中透出达观，低沉中却有昂扬，充分展示了苏轼的

达观人生底蕴。此诗一气贯串，自由舒卷，超逸绝伦，

散中有整，行文自然，说理时没有宋诗常出现的突兀之

感，在“怀旧”中展望未来，意境阔远。其中，“雪泥鸿

爪”还演化为一个成语。

杨贵妃的《赠张云容舞》看似七言

诗，但实际上是一首词，又名《阿那曲·

罗 袖 动 香 香 不 已》，所 以 张 璋《唐 五 代

词》把 它 收 录 其 中 。 依《太 平 广 记·卷

六十九·女仙·张云容》记载，张云容向

别人介绍自己时说：“某乃开元中杨贵

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

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

香 不 已 ……”“ 阿 那 曲 ”，词 牌 名 ，初 为

杨贵妃创制。阿那，又作“婀娜”，形容

舞姿柔美。《填词名解》：“（阿那曲）盖

唐 仄 韵 绝 句 体 也 。 或 云 唐 名《阿 那

曲》，宋名《鸡叫子》，又名《春晓曲》。”

杨贵妃能歌善舞，妙解音律，对舞蹈的

欣 赏 更 是 独 特 超 绝 。 后 人 认 为 ，只 有

对 音 乐 舞 蹈 本 身 是 内 行 ，才 能 有 这 样

生动的描绘，只有具有诗才，才能用这

样优美的文字并以诗的形式表达出自

己的感受。

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

永在三门峡留词能考证出来的有两首，

其中《临江仙引·上国》是在陕州送别宴

后，其有感于世事无常而写下的词，借

以感叹离别之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

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营造极其凄绝、

迷离的意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

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词中的“醉拥

征骖犹伫立，盈盈泪眼相看”为柳永词

中的名句。《定风波·伫立长堤》这首词

是柳永失意人生的咏叹，以悲情贯穿全

篇，一步紧似一步、一层深似一层地写

尽了下层文人士子仕宦之途的矛盾心

理和悲剧命运。

著名词人贺铸《将进酒（小梅花）》

这 首 词 ，借 古 抒 怀 ，写 得 慷 慨 激 昂 ，可

谓 嬉 笑 怒 骂 皆 成 文 章 ，将 历 史 上 那 些

追名逐利之徒、蝇营狗苟之辈，嘲讽得

入 木 三 分 ，同 时 将 自 己 超 然 物 外 的 情

怀也抒发了出来。这首词妙在幽默而

又不失哲思，风格豪迈旷达，是贺铸极

佳的一首咏史代表作品。一般咏史词

或 咏 史 诗 ，都 是 抓 住 某 件 具 体 的 历 史

事 件 来 抒 发 感 情 ，但 是 贺 铸 这 一 首 却

是 在 总 结 历 史 发 展 后 将 古 今 契 合 ，抓

住 了 历 史 上 的 普 遍 现 象 ，来 表 明 自 己

的 结 论 ，这 要 比 单 纯 地 抒 发 某 件 历 史

事 件 更 具 感 染 力 ，由 此 可 见 其 艺 术 才

华之高。

无名氏的《误桃源·砥柱勒铭赋》特

点也极为鲜明。唐太宗在三门峡给砥

柱勒铭，本来是为铭记颂扬大禹治水之

功，而宋朝主考官掌禹锡及监生误以为

唐 太 宗 砥 柱 勒 铭 是 为 铭 记 自 己 的 功

勋 。 此 事 被 时 为 御 史 的 韩 玉 女 弹 劾 。

此词便以此进行讽刺，将主考官和监生

讽刺挖苦得体无完肤。据有关资料显

示，《误桃源·砥柱勒铭赋》是“误桃源”

现存最早的作品，也是该词牌的代表作

品，词学家均以此词来确定“误桃源”的

平仄音韵。

在三门峡留下词作最为优秀的当

推元好问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元

好问这首词，笔力雄劲，气势纵横，想象

丰富，为咏叹黄河之绝唱。全词节奏明

快，气韵流畅，从上而下，环环相扣，把

祖国的瑰丽山河和诗人的豪情壮志结

合得天衣无缝，借景抒情，直抒胸臆，酣

畅淋漓，堪称杰作。所以叶燮《原诗》中

称：此词“舒写胸臆，发挥景物，境皆独

得，意自天成”。

三门峡唐诗宋词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艺术瑰宝的一部分，很多都是难

得的佳作，艺术价值极高。虽然我们在

采写“黄河岸边遗落的唐诗宋词”系列

报道中作出一些探索，但由于它们都散

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非毕其功于一

役，还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久久

之功去研究、宣传、弘扬，让唐诗宋词成

为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金字招牌，让三

门峡人因之自信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