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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歇被杀动因新解 旁证他和李嫣清白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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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世家》记载：“二十五年，考烈

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 幽王三
年，秦、魏伐楚。 秦相吕不韦卒。 九年，秦灭
韩。 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
王。 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
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 是岁， 秦虏赵王
迁。 ”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
舅争权除黄歇，樊於期传檄讨秦王》）记载：
“……遂斩黄歇之头，投于城外，将城门紧
闭，然后发丧。 拥立太子捍嗣位，是为楚幽
王，时年才六岁。 李园自立为相国，独专楚
政。 奉李嫣为王太后。 ”

我们不妨把《史记·楚世家》和《东周
列国志》（第一百零三回《李国舅争权除黄
歇，樊於期传檄讨秦王》）并读，就能够对于
楚国晚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时
间，有一个全新的梳理和认识。

从目前已掌握的史料来看，楚国迁都
寿春之后的四任楚王，只有第一任楚王楚
考烈王的生卒时间得到确认， 是清晰的。
第二任楚王楚幽王的卒年时间已经得到
确认，但出生时间没有确认。 第三任楚王
楚哀王和第四任楚王负刍的生卒时间均
不详。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
舅争权除黄歇，樊於期传檄讨秦王》）关于
“拥立太子捍嗣位，是为楚幽王，时年才六
岁。 ”的记载，如果被采信，那么，楚幽王熊
悍的出生时间就可以被确认。

与此关联的一系列人物、事件将被打
开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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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史记·楚世家》 所言 “二十五

年”， 是指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即公元前
238 年。 “十年，幽王卒”中的“十年”，是指
楚幽王十年，即公元前 228 年。 楚幽王熊
悍，担任十年楚王。

如果采信《东周列国志》所记载，那就
是楚幽王熊悍六岁被立为楚王， 已知楚幽
王熊悍被立为楚王的时间是公元前 238
年， 也就是熊悍的父亲楚考烈王去世的那
一年，据此往前推算，那么楚幽王熊悍出生
的时间是公元前 244 年，那个时候，楚国都
城在陈（学界认为钜阳只是楚国陪都。公元
前 278年至公元前 241年， 楚国都城一直
在陈），熊悍应该是在陈（也有可能在钜阳）
出生。楚幽王熊悍在位十年去世，那么楚幽
王熊悍去世的时候，年仅十六岁。

按照上述《史记·楚世家》载述，楚哀
王熊犹是楚幽王的同胞弟，公元前 228 年
楚幽王去世后，熊犹被立为楚王，是为楚
哀王。 据此可以推算，楚哀王被立为楚王
的时候，年龄不足十六岁（可能介于十六
岁至十三岁之间）。 楚哀王被立为楚王两
个多月，就被他的同父异母兄熊负刍夺位
杀害，由此可以推算，楚哀王熊犹被杀身
亡时年龄不足十六岁（可能介于十六岁至
十三岁之间）。

同理，按照上述《史记·楚世家》载述，
熊负刍的年龄比楚幽王熊悍小、 比楚哀王
熊犹大，介于熊悍和熊犹之间，由此可以推
算， 熊负刍夺位自立为楚王的时候最大年
龄不超过十六岁。熊负刍担任五年楚王。公
元前 223年，被秦将王翦、蒙武攻陷寿春时
俘获。 也就是说，熊负刍被秦将王翦、蒙武
俘获时，年龄不超过二十一岁。熊负刍被押
往秦都咸阳囚禁，此后，不知所踪，目前已

知史书、典籍中对此均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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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时期， 如果君王接任时尚未成

年，一般都会设置监国。 待君王成年，监国
就要把王权交还，让君王亲政。

监国人选，一般有三类人员。
第一类，也是首选，太后。 父王去世，

母亲监国，顺理成章，符合宗法礼制，所可
能引发的矛盾、风险最低。 秦国后期的宣
太后芈月，在秦武王去世后，通过政变，让
她自己的儿子嬴稷接任秦王即秦昭襄王，
彼时，秦昭襄王嬴稷尚幼，宣太后芈月监
国。 嬴政接任秦王的时候，只有九岁，由太
后赵姬、秦相吕不韦共同监国。

第二类，次选，王室至亲。 未成年君王
的亲伯、叔、舅或者同胞兄长。 周武王去世
后，他的儿子姬诵（周成王）接任时尚在襁
褓之中，选定周武王的亲弟、姬诵亲叔周
公旦姬旦作为监国。 楚考烈王去世后，他
的儿子熊悍接任楚王时年仅六岁（据《东
周列国志》载述，学界对此尚未认同），就是
由熊悍的亲舅李园监国 （李园杀春申君，
自立为楚相，夺取监国大权）。

第三类，三选，重臣。 如果宗族、王室
没有合适的监国人选， 先王在去世之前，
就会选定德高望重、身居高位要职且深受
先王信任的重臣作为监国。

显而易见，监国既然如此重要，那么
对监国人选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要求
也极高。 因为君王年幼，监国代行君王大
权，权倾朝野。 历来，先王和王室对于监国
人选的选定慎之又慎，原因很简单，如果
监国心生异心，重则招致国家政权颠覆易
主，轻则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此外， 监国还要有极强的综合能力，
包括文治、武功，只有这样，才能扛起治国
理政的重任。 反之，国家就会走上歧途，甚
至是一条不归路。

然而， 王权的至极诱惑和至高无上，
如同迷药一样，常常让那些接触王权的监
国爱不释手、难以自拔，甚至变得贪得无
厌、迷失心智。

监国与长大成人的君王之间，屡屡发
生围绕王权的争夺，引发血腥的杀戮屡见
不鲜，即便是至亲骨肉之间都难以避免。

秦昭襄王嬴稷长大成年后，他对王权
的渴望与其母亲宣太后芈月对王权的不
放手，发生激烈冲突，差点酿成一场血腥。
好在宣太后芈月睿智和豁达，把王权适时
交还给了自己的儿子秦昭襄王嬴稷，才避
免了一场血腥的发生。

秦王嬴政长大成人以后，其母亲赵姬
和秦相吕不韦以种种借口，阻挠秦王嬴政

举行成人加冕礼， 不想让秦王嬴政亲政。
王权的争夺， 最后以赵姬的落败而收场，
却酝酿了嫪毐被车裂、嫪毐和赵姬所生两
个孩童被摔死、吕不韦被解除相权的一场
惊天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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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考烈王去世之后，符合条

件、 能够堪当年仅六岁楚幽王的监国人
选，楚相春申君黄歇为首选。

春申君黄歇辅助楚考烈王为楚国建
立有不世之功勋，无论在楚国国内还是在
国际上，春申君黄歇都享有崇高威望和巨
大影响力。

对于一代雄主楚考烈王来说，他岂非
看不到这一点吗？

只有把王权托付给春申君黄歇，让春
申君黄歇担任监国、 辅助幼小的楚幽王，
楚国才能稳定，也才有可能在群狼环伺中
生存下去。

然而，彼时，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之
间君相失和已久，他们之间的裂痕和嫌隙
还没有消弭。 一向清高自负且自持功高的
春申君黄歇，此时长期滞留于新的封地吴
地，摆出一副绝不先向考烈王低头服软的
阵势，让考烈王更加郁闷、气愤。

阴险且才能平平的李园，借力其妹楚
王后李嫣迅速上位，取代春申君黄歇楚相
之位的意图昭然若揭，在朝中早已不是秘
密。 朝中众多唯利是图的官员，纷纷依附
于新贵李园。 此时，楚国朝中，形成了一个
以李园为中心的庞大势力集团。

一个是考烈王昔日的生死之交，今日
却分道扬镳，但是才干和品德、威望都无
可挑剔的春申君黄歇。 一个是才能平淡无
奇、品行低劣，却又是王后的亲兄、楚幽王
的亲舅李园。

考烈王最后究竟选定了谁担任他身
后的监国？

不得而知。
这终究成为晚楚寿春的一桩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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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场血腥还是发生了。
这就是众所周知，春申君黄歇被李园

埋伏的杀手，在寿春城棘门（南门）内残忍
杀害。

《史记·春申君列传》在谈及李园残忍
杀害黄歇的动因时，给出的答案和解析是
这样：

“李园即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
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
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

此后，《史记·春申君列传》 载述的李

园杀害春申君的动因， 被后世所广泛采
用、沿用。《战国策》《东周列国志》《列女传》
《越绝书》均沿用了《史记》的“权威”表述。

但是，随着楚学和楚史研究的不断拓
展和深入，特别是武王墩大墓考古发掘出
土的一些物证、器物的不断出现，学界越
来越认为，《史记》中载述的李园杀害春申
君的动因，即“担心黄歇泄露楚幽王熊悍
是黄歇和李嫣所生”， 在逻辑推理上存在
重大疑点，值得商榷。

假如黄歇真的是楚幽王的生父，以黄
歇的高深城府和处世手段之老辣，黄歇是
绝对不会泄露这一惊天隐秘。 因此，所谓
李园的“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根本不符
合逻辑常识。 相反，应该是黄歇“恐李园语
泄而益骄”才符合逻辑推理。

由此可见，所谓因为“恐春申君语泄
而益骄”，李园因此而杀害黄歇，不符合基
本常识，也不符合逻辑推理。

那么， 唯一能够解释和符合逻辑的，
就是楚考烈王去世后， 六岁的楚幽王即
位， 围绕楚国监国大权的较量和争夺，或
可能是李园残忍杀害黄歇的主要动因。

显而易见， 春申君黄歇是李园通往
楚国监国大权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也是
李园争夺监国大权的最强劲竞争对手。

李园只有清除掉黄歇这个最大对手
和障碍，才能把监国大权收入囊中。

反过来看，正是因为春申君黄歇并不
是楚幽王的生父，而是与楚幽王毫无血缘
关系的重臣，作为楚幽王的亲舅，李园才
那么担忧如果黄歇夺得监国大权，势必危
及楚幽王、 楚王后和李园的切身利益，甚
至可能会取楚幽王而代之。

这才是李园孤注一掷、 不择手段，处
心积虑杀害春申君黄歇的根本动因。

试想，如果春申君黄歇果真是楚幽王
的生父，作为楚幽王的亲舅，李园还用得
着担忧春申君黄歇会取楚幽王而代之吗？

事实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李园杀害
春申君黄歇之后，自立为相国，楚国王权
落入李园手中。

这也旁证了黄歇和李嫣之间的清白。
《东周列国志》发出这样感慨：“哀哉，

自李园当国，春申君宾客散尽，群公子皆
疏远不任事。少主寡后，国政日紊，楚自此
不可为矣。 ”

光天化日之下， 一场逆天血腥在寿
春惊变，贤臣喋血，身首异处。

列国震惊，引发后人扼腕叹息，却无
法改变已经铸成的弥天大错。

江河日下，夕阳西坠。
骄傲而伟大的楚国， 从此踏上一条

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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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桐 园 的 传 奇
王传军

在谢家集区卧龙山风景区的层峦
叠翠间 ，藏匿着一片名为 “青桐园 ”的
秘境 。 这里曾是清末状元孙家鼐幼年
研读经文的避暑之地 ， 也是清代名门
孙氏家族归隐园林的遗址 。 如今的青
桐园虽历经岁月更迭 ， 却以另一种姿
态延续着书香与自然的传奇。

青桐园的前身是清朝乾隆年间孙
家鼐叔父孙蟠归隐时修建的 “孙家花
园”。 孙氏家族之所以在这崇山峻岭中
修建家庭花园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 ：一
是这里重峦叠嶂 ， 绿树成荫 ， 云雾缭
绕，如诗如画。 孙家花园坐落在两座大
山之间的一片平坦之地 ， 地势西高东
低 ，占地 20 余亩 。 山涧小溪从花园东
墙外流过 ，潺潺溪水伴着青蛙的鸣叫 ，
奏响山间交响乐。 夏季，东南风顺着山
涧吹来 ，凉爽宜人 ，是度假避暑的优选
之处 。 二是这里位置独特 ，环境优美 ，
整个花园呈 “座椅形 ”，是十分难得的
风水宝地 。 孙家花园北面离乾隆皇帝
御刻 “石笋 ”的上竹园只有不过千米 ；
南边有 “人心不足蛇吞象 ”典故中 “蛇 ”
的 “故居 ”卧云窟 ；山的东边有明代朱

元璋在此烧窑的窑址 。 这里还有寿州
到怀远、蚌埠等地的古栈道。 孙家花园
距寿县城只有八华里路， 交通便利，有
利于孙氏家族的家人和客人来往。 三是
在孙家花园西北山脚下， 有一个山泉，
泉水潺潺，清澈见底，宛如镜面，映照出
天地间的纯净与美好。 清泉在山涧蜿蜒
流淌，使整个山谷焕发勃勃生机。

孙家花园是按照徽派建筑建造 ，
青砖灰瓦 ，雕梁画栋 ，庭院布局讲究 。
园中园取名青琅玕 。 青琅玕出于唐代
诗人杜甫 “主家阴洞细烟雾 ，留客夏簟
清琅玕 ”。 宋代文同诗 ：“文石间苍苔 ，
相引入深坞 ， 莫撼青琅玕 ， 无时露如
雨。 ”整个庭院建筑承载着孙氏家族的
诗书传统 ， 少年孙家鼐常于此临窗诵
读 ，竹影婆娑中钻研学问 ，最终以满腹
经纶登科夺魁 ， 成为清代寿州唯一的
状元 。 青琅玕为孙氏家族的繁华培育
了人才 ， 在孙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留下
光辉的记忆。

时光流转 ， 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孙
氏家族的变化 ， 孙家花园渐渐衰败而
坍塌，楼阁亭院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但

花园内生长出的竹林却越发茂盛 ，又
称下竹园。

新中国成立后 ， 党和政府号召大
力发展植树造林 ， 居住在孙家花园附
近的村民就在花 园遗址 栽 种 了 青 桐
树。 青桐树树干笔直，枝茂叶大。 几年
后 ，数百棵青桐树拔地而起 ，棵棵如擎
天巨伞 ，叶片交织成翡翠穹顶 ，仿佛将
百年的文脉凝结成一片苍翠的时空胶
囊，故而这里变成了“青桐园”。

步入青桐园 ，恍若闯入绿野仙境 ，
遮天蔽日的树冠下斑驳光影 ， 苔痕斑
驳的青石与虬曲树根相生相缠 ， 山涧
溪水在石缝中流淌叮咚成韵 。 令人惊
叹的是 ， 树木的生长姿态———青桐树
皆生长在嶙峋怪石之中 ， 以倔强的身
姿诠释生命的韧性 ， 鸟鸣与风交响成
曲 ，空气中浮动着草木特有的气息 ，连
呼吸都沾染了山林灵气。 每年初夏，当
阳光穿透叶隙 ，为林间铺上碎金 ，仿佛
能看见百年前捧卷少年的影子 ， 与今
日游客的足迹重叠 ， 在时光长河里泛
起涟漪。

青桐园的自然美景吸引着四面八

方游客和史学工作者前来观光游览。
现在的青桐园虽然没有了过去青

琅玕的富贵与繁华，但这片土地的灵气
仍然孕育和熏陶着附近的村庄的变化。
这里居住的村民也像青桐树一样坚强
幸福地生活着 。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
展，小山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过
去居住的茅草房变成楼房、 砖瓦房，家
家用上自来水 ， 水泥路通到每户家门
前。 去年政府又修通了八公山到风景区
的旅游公路 ，被人们称为 “淮南的川藏
线”。 “淮南川藏线”有一支线直达青桐
园，更方便了广大游客的游玩和观光。

青桐园是我出身和成长的故乡 ，
少年时曾在孙家花园遗址的树林里爬
树掏鸟窝 ，在 “青琅玕 ”边的小溪中捉
鱼捕虾 ， 亲眼见证了青桐树的生长成
材 。 也曾陪同许多有名之士来到青桐
园参观游玩，享受自然与艺术的熏陶。

青桐园茂盛的树木，美丽的风景，神
奇的园林，成为卧龙山风景区重要景点之
一，来到这里，便能感知这片土地如何将
人文积淀转化为自然力量， 让书香与林
涛共同谱写出跨越时空的生命赞歌 。

心底深处的回忆
陈 进

在古城寿县， 曾有一位书法篆刻
界的百岁老人———姚摩霄先生。 他的
一生都倾注于书法与篆刻艺术之中，
是江淮岸边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家。 姚
老身高一米八余，脊背笔挺如松，精神
矍铄，步履稳健，声如洪钟，眉眼间漾
着慈蔼的笑容。 在我心中，先生不仅是
一位书法家、金石家，更是一位德高望
重的长者。 他的生命仿佛与翰墨融为
一体，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岁月的沉
淀与智慧的结晶。

我和姚老是邻居， 同住寿县古城
东街白帝巷。 姚老的小院子虽然不大，
但简朴古拙，似浓缩了一方天地。 墙角
堆着未及雕琢的寿州紫金石和灵璧
石，石纹里蛰伏着云水；廊下错落有致
地摆满了盆景和他亲手侍弄的梅兰，
陶盆上还沾着新翻的苔痕。 院角一株
老蜡梅结满了黄色的花蕾，沁着馨香。
老式的门窗带有菱形的雕花窗棂，墙
上挂满了书画作品。 姚老喜欢刻印、书
法、绘画和养花，也喜欢孩子。 在我眼
里，他就是位慈祥开朗，什么都懂，无
所不能的爷爷。 姚老讲起往事来总是
神采奕奕，哈哈大笑。 最难忘是那方老
式小方桌，常年浸润着墨香与酒气，桌
上总搁着半盏粮食酒，一碟花生米。 待
酒意微醺时提笔， 墨色便多了三分恣
意。 姚老的字厚重严谨，撇捺如刀，仿
佛每一笔都刻进了岁月的年轮。 尤其
是他擅长的“寿”字，端方正直，厚重朴
拙，带着一种祥瑞之气，仿佛能让人感
受到生命的绵长与坚韧。 我曾见他在
醉意朦胧间挥就丈二匹的“寿”字，笔
锋如老梅虬枝，金石之气破纸而出，惊
得满室观者屏息。

姚老的教学总是在谈笑之间进
行，让学生没有压力。 他常说：“书法不
仅是手的功夫，更是心的修炼。 ”每次
我去请教他，他总是先让我静坐片刻，
调整呼吸，然后才开始提笔写字。 他告
诉我，写字时要心无旁骛，气定神凝，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灵魂的字。 他的
教诲不仅仅是技法上的指导， 更是对
人生境界的启迪。 先生授艺，最重“格
物致知”。 那年我初学隶书，总临不出
《曹全碑 》的飘逸轻盈 ，更不得 《张迁
碑》 的浑厚古拙。 他说：“临帖先要观
形，再悟其神。 反复临练，对比琢磨，你
就会一次比一次进步”。 记得还有一
次， 我临摹了一幅隶书作品， 颇为得
意，便兴冲冲地拿去给姚老看。 他端详
后，微微一笑，说“有进步！ 但字虽工
整，却还是少了些气韵。 治印如莳花，
须顺着石纹走刀；写字如叠石，要依着
心气运笔。 ”当时他正为邻家老妪修剪

一盆病恹恹的六月雪， 粗粝的指节拈
着银剪，竟比绣娘穿针更灵巧三分。 他
说话时，石屑与梅瓣簌簌落在酒盏里，
仿佛酿成奇妙的书法禅机。 他又随手
翻开案上的《邓石如拓本》说：“谋篇布
局要计白当黑；更要书法如人，有骨有
肉，还要有神。 ”说完，他提起笔，在纸
上写下一副对联“书似青山常乱叠，灯
如红豆最相思”。 那字迹刚劲有力，仿
佛每一笔都蕴含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与
感悟。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书法不
仅仅是技艺的传承， 更是一种精神的
传递。

姚老的生活极为简朴， 但他的精
神世界却极为丰富。 他从不追求名利，
甚至婉拒了县里为他出版作品集的提
议。 他说：“书法是修身养性之事，不必
张扬。 ”然而，对于艺术和社会有益的
事，他总是乐此不疲。 无论是为朋友刻
印，还是为后辈指点迷津，他总是倾囊
相授，毫无保留。 有一年中秋节，我和
师兄李绍元前去拜望， 姚老刚刻好一
方铁线篆“窗前万树涛声”，我和师兄都
惊叹道：“好印！”看到师兄爱不释手，他
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他又看着我说：
“今天是好日子，正是菊开蟹黄时，我给
你画张画吧。 ”于是，铺纸展笔，信手画
了一幅水墨画，螃蟹菊花……

他常说：“学书先做人， 人品正则
书品自高。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
中，成为我日后为人处世的准则。 某年
深冬，皖北落了大雪。 我和师兄正陪老
师围着红泥火炉温酒，忽闻叩门声急。
来人是从合肥星夜驱车赶来的年轻
人，迷恋篆刻多年，由朋友引领慕名前
来，捧着冻僵的手指求教鸟虫篆技法。
先生撂下酒杯，热心招呼来人坐下，就
着雪光将青田石贴在颊上焐热，刀走龙
蛇间细细解说：“你看这‘云’字的盘曲，
要像梅枝迎雪而折……”待刻完“寒香”
二字，东方既白，石屑在熹微晨光中飞
舞，恍若他鬓边不肯老去的霜雪。

姚老晚年时，依然笔耕不辍。他常
说：“艺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 ”即便
在九十多岁高龄，他仍能在鸡血石上
刻印 ，字迹依然刚劲有力 ，不减当年
风采。 他的生命仿佛已与书法融为一
体 ，每一笔 、每一画都透露出他对艺
术的执着与热爱 。 有一次我去拜望
他。 先生正对着一块大山石凝视，我
说这么大的山石怎么雕琢呀？ 他说，
是其大女婿送来请他斧凿的，他正在
琢磨呢。 我看他九十五岁的人了，对
艺术的追求依然执着如初，握刻刀的
手仍稳如当年。

如今，姚老已离我远去，但他的教
诲与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着我。 每当我
提笔写字时， 总能想起他那慈祥的目
光与洪亮的声音。 他教会我的不仅是
书法的技法， 更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
艺术的执着与敬畏。

淮河春分好春光
刘文勇

春分，是阴阳、春季、昼夜的平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二月

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
之分。 ”

春分时节，冷热平衡，是一年中美
好的天气。 春分的春光，与黄莺唱和，
携百花欢舞。

春分的自然美景， 国画般展现在
淮河两岸。 看千红万紫的柔媚，观柳眼
含春的风景，听春雷震耳的天籁，还有
那细雨润物的呢喃，黄莺软语的缠绵，
绿水田野的生机， 八公山的幽深与神
秘， 珍珠泉的灵动……淮河大地随着
春分的来临，万千景象、百花齐放。

春分时节， 站在淮河大堤或八公
山顶，与春风相拥，和桃花对语，跟蝴
蝶逐香，沐浴着春阳的柔暖。 淮河儿
女以感恩之心，以定神定心定情之美
态 ，在春色的姹紫嫣红里 ，在百花欢
舞的灵动里，感受着春雨惟妙柔软的
轻抚， 会被春风轻弹之曲所陶醉，会
被明媚春色所迷恋，会被碧澈的淮水
所忘返。

春分时节， 百鸟欢唱百花尽舞 ，
八公山的森林，空气清新，鸟儿欢唱，
布谷鸟黄莺喜鹊还有小燕子等百鸟
欢歌，犹如赛歌场，将森林中的天籁之
音传送到云端之上。 迎春兰花杏花桃
花百花齐放翩翩欢舞， 更有那圣洁的
八公山梨花，花海如潮，微凉含韵。 洁
而美的梨花，宛若珍珠，酷似玉雕，纯
净的玉色不逊白雪， 花瓣儿轻盈而娇
嫩，香气儿清新而淡雅。 四邻八乡游客
心旷神怡，观之赏目，游之心醉。 淮河
儿女善谈 《隋唐英雄传》 的樊梨花故
事，更爱评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
的诗篇。 眼前那梨花的英雄壮举、那杨

贵妃的雍容与华贵， 更为淮河八公山
平添无限魅力。

春分时节，树木生长，百草萌芽，
柔柔春风， 是天赐淮河放风筝的最佳
良机。 淮河大堤上，八公山脚下，古城
宾阳城外，青草绿地上，年轻的父母们
陪着孩子， 他们拿着类似鹰或燕或蝶
等形状的风筝， 迎着东风将风筝往空
中一送，风筝飞上天。 大人抑或和孩子
边跑边放线，再不断地拉着风筝线，风
筝越飞越高，直至在空中稳定游弋。 无
数风筝密聚天空，如展翅的春燕，若金
鱼在淮河里嬉戏。 父母站一旁，满面春
风，透出满心的得意、赞许还有开心。
淮河儿女最喜曹翁对风筝的美丽和技
巧的描写， 领悟风筝是人物性格和命
运的寓意。 宝玉放的风筝是美人，宝钗
放的风筝是七个大雁， 而黛玉则认为
要剪断风筝线，意味着将病根带走。 这
正与淮河千年传统不谋而合。

春风轻轻掠过淮河大地， 麦田里
海浪般汹涌。 深绿划过嫩青，麦子挺身
拔节。 太阳的金光，亮闪闪地亲吻着翠
绿的麦苗。 淮河儿女呵护麦田，拔草浇
灌。 小麦返青需要充足水分，农人像爱
护幼子般在阳光下为麦苗喷洒药水，
消灭害虫。 这时节，淮河儿女忙碌着在
菜地里种植各类蔬菜， 它们将在春夏
季节生长并最终成熟。 同时，孩子们会
在田野里寻找野菜。 这是淮河地区传
统的风俗， 不仅让孩子们亲近自然热
爱自然， 还能让孩子们了解和体验淮
河的农耕文化。 这时节淮河的田野，充
满了农民们的辛勤劳动和欢声笑语。
他们忙碌于各种农事活动， 为即将到
来的丰收季节做好准备。

春分，满园春色，百花尽舞；蝶飞
蜂闹，百鸟鸣春。 淮河儿女沐浴着春风
春光， 伴着桃红梨白海棠娇的春天信
使，踏青寻芳，不负春色。 新的图景孕
育在胸，新的征程延伸脚下，把幸福的
良种， 连同美好的春光和对这片土地
的深情厚意， 全部撒在肥沃的淮河土
地上，朗吟诗赋，再谱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