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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坛之中，雪海之菊粲然绽放，其瓣若收，则如雪花飘落，于这攘

攘尘世，独散别样气息。吾虽为菊之痴迷者，识菊数百，瑶台玉凤、玉

翎管、仙灵芝、羞女、天鹅舞等，皆令人心驰神往，仿若初恋之悸动。

然爱菊，非能证吾为文人。吾不过对华夏古典文学略有钟爱，与古之

圣贤交谈，方觉爱菊之文人，不可胜数。菊花，诚可谓中国文人之大

众情人。

《诗经》为最早之诗歌总集，其中已有菊花之倩影。屈子《离骚》

有云：“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将菊花写得活色生

香者，当属义山，其诗曰：“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

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此

诗一出，菊花岂复为寻常花卉？其色其香，令人心生无限遐想。

陶公爱菊，几近痴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句千古流

传；又有“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之赞誉，且自比菊花，引为知己。

“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由此可见，陶

公对菊之情深。而后世文人，虽亦爱菊，却常借陶公遮羞。元稹诗

云：“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

更无花。”元大诗人终是难抑心中之爱，大声言出。白乐天则更为直

率：“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

少年场。”面对缤纷之菊，白大官人几近失态。盖因菊花“芳熏百草，

色艳群英”，美好之物，令人难以忘怀。

我以为，菊乃刚柔并济之花卉。其外有娇艳柔媚之姿，内具凛然

正气之节。现代诗人臧克家之《菊畔香》，吾甚爱之。“北国风光，无风

无雨过重阳。不去西山相红叶，来对丛黄。人倚疏篱，华傍宫墙，邑

英红幛，门楼仰天望。借芬芳，只独赏，念天涯分飞雁行。不须持鳌

把酒，默诵佳句分外香。人影瘦，精神畅，昂首向东天一方。”于诗行

之中，吾体悟到肃然之气节。中华民族，爱美且有气节。于严寒风霜

之中，不失本色。吾亦渐悟先人爱菊之缘由。

菊之韵，文之心，相得益彰。赏菊之美，悟菊之节，以养文心，实

为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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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时节，

金黄与深红交织

成季节的画卷，而明

代唐伯虎的画作《红叶题

诗仕女图》，更是为人们展现

了一个细腻温婉、情感丰沛的艺

术世界。这幅作品，不仅是唐寅艺

术才华的璀璨展现，更是对古代女性

情感世界的一次深情凝视。

晚秋，是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

季节。落叶纷飞，层林尽染，每一片红

叶都似乎承载着无尽的思绪与故事。

在《红叶题诗仕女图》中，唐寅以传统

的工笔重彩手法，描绘了一位妙龄仕女坐

在石条凳上，正在往红叶上题诗的情景。她

面若桃花、端庄秀丽、眉目含情，清新靓丽的

脸上略带些许忧愁。画面上，一块硕大的奇

石从画右侧底部沿画边直接上至五分之四处，

一丛芭蕉从石后伸出，蕉叶被风吹得上下翻

卷，增强了画面的勃勃生机。石上点缀着各种

异卉奇草，十分生动。人物背后有一淡淡的坡

岸增加画面的层次感，显得幽静而朦胧。石条

凳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红木小桌，桌上一个砚

台、一个红珊瑚笔架，架上放着两支毛笔及两

个手卷，这些细节都暗示了画中人不同常人的

身份——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宫女，而是一个曾

经受宠的嫔妃。

唐寅在《红叶题诗仕女图》中展现了其

高超的绘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

线条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形态体貌、发髻

头饰、上衣下裙、环佩披帛、五官双手以及

小桌笔砚等细节。衣服及披帛上的纹饰

则以小笔认真地逐一勾画，既工整细致

又服从于整体效果。在设色上，唐寅

运用了淡雅的色彩搭配，使得整幅

作品给人以妩媚动人、清新脱俗

的艺术享受。此外，他还巧妙

地运用了环境描绘来烘托

人物情感，如通过芭蕉的

翻卷和奇石的嶙峋来

营造一种幽静而

略带凄凉的

氛围。

画中

仕女，是这幅作

品的灵魂所在。她

面容清秀，眉宇间流露

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

仿佛正沉浸在某种深邃的思

绪之中。她的动作轻柔而优雅，

正欲将心中的情感倾注于那片即

将成为信使的红叶之上。唐寅以精

湛的笔触，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的神韵。

“红叶题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

客笔下常见的题材，它承载着人们对爱

情的向往与追求，也寄托了无数女子的相

思与期盼。《红叶题诗仕女图》中的这一细

节，更是将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仕女手

中的红叶，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她情感的

寄托。她将自己的心事与愿望，化作一行行

深情的诗句，镌刻在红叶之上，希望它能随风

飘向远方，传达给她心中牵挂的人。

在晚秋的余晖中，我静静地赏看着《红叶

题诗仕女图》，感受着画中仕女的情感波动与

艺术之美。这幅作品，不仅让我领略到了唐寅

的艺术才华与独特风格，更让我对古代女性的

情感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它如同

一首悠扬的古筝曲，在我的心田里缓缓流淌，

留下了一串串美妙的音符与无尽的回味。

《
红
叶
题
诗
仕
女
图
》
里
的
唯
美
晚
秋

□
魏
益
君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走到哪里，只要与人谈

起吃，他们首先都会想到，煎饼卷大葱。然，我并不

喜欢吃葱。不是不能接受葱的辛辣味，而是从小，母

亲不允许。在母亲的眼里，生葱、生蒜是不能直接入

口的，不卫生。我婶子吃葱，从地里把葱直接拔出

来，用手掌捋几下，洗都不洗，放进嘴里就嚼，那个香

甜。我也想尝试，但母亲眼神足够的杀伤力，迫使我

缩手，如此，教化成了习惯，多年。
入伍后，北方部队在入冬前最大的一件事——冬

储冬藏。萝卜、土豆、大白菜、芥菜疙瘩、大葱等在连

队菜窖里分区分层管理，有序排列，不亚于内务评

比，观之，震撼，横成列、竖成行，码成垛、堆有形，如

果赋予它们生命，一声令下，肯定能同时站立起来。

菜窖管理员对冬储菜经管得井井有条，多少斤、多少

棵、啥时用、用哪些，温度、湿度，心里都清清楚楚。

有老兵到菜窖出“公差”，顺手拿起一棵大葱，正准备

入口，菜窖管理员动了粗口，令把葱放下。

婚后，岳父家还有冬储菜的习惯。当时，他们家

在楼前空地上还有一个小菜窖，我去过几回。顺着

梯子走下去，菜窖里不湿不燥、干干爽爽，土豆、白

菜、萝卜、大葱等各得其所，尤其是大葱，去掉了晒黄

的叶子，只留下长且粗的葱白，棵棵竖立，码放整齐，

小小的菜窖反映了一个普通城市居民朴实的家风，

也符合岳父仔细、认真，遇事不愿求人的性格，这些

菜足够一家人吃到来年冰雪融化，新菜上市。

中国人吃葱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2300年前先秦

时期的《黄帝内经》。从那时起，葱就被人们当作蔬

药兼优的食物。葱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还有祛除膻腥异味、解

油解腻、提味增香的作用。葱的药用价值也不小，我

国民间用葱来治疗伤风感冒、头痛鼻塞、急慢性鼻

炎、鼻窦炎、小儿蛔虫腹痛、痈疮肿毒等已很普遍。

葱叶能利五脏、益头目、清水肿。葱白有解肌发表、

利肺通阳、解毒消肿之功，葱汁有散淤血、止疼、解毒

之用。

葱还是一个大家族，通常，我们所讲的葱是石蒜

科葱属中以嫩叶、假茎、鳞茎为食，且名字中含有

“葱”字的草本植物。数千年来，根据形态特征、栽培

习性和种植地域等因素，人们命名了冬葱、小葱、四

季葱、胡葱、香葱、细香葱、红葱、楼葱、分葱……足有

数十种葱类植物。虽然名称纷繁复杂，但在中国长

期栽培的主要有4个，即大葱、分葱、细香葱和洋葱。

而在野生的种类中，还有广受西北人民喜爱的沙葱。

葱，历经千年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

《管子》记载：“齐桓公五年北伐，山戎（今河

北省北部）出冬葱与戎菽，布子天下。”齐桓

公讨伐山戎时，就把冬葱引到了现在的山东

地区。我国古代诗人把年轻女性手指长得

漂亮说成是葱根或葱指，如汉代乐府诗《孔

雀东南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名句：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唐朝白居易：

“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宋朝晏殊：“春

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葱还

用来指代青、绿的颜色，葱翠欲滴、郁郁葱

葱、葱蔚洇润等成语均形容草木茂盛、绿意

盎然的美景。
“一头青来一头白，胡子还在地里埋”

“一家人住两宅，一宅绿一宅白，厨房天天

用，家家离不开”等谜语，让人猜的是葱。猪鼻子插

大葱——装象（相），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

等歇后语耳熟能详。口头禅，你是哪棵葱，不用解释

也都明白什么意思。生活中还有拌蒜加葱、装葱卖

蒜、旱地拔葱等习惯用语。此外，葱还有聪明伶俐、

从一而终的寓意和象征。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清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品

文著作之一，对“葱、蒜、韭”有专门的描述，“葱虽弗

食，然亦听作调和”。意思是葱我虽然不吃，但还是

听任它用作调料的。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凉拌、入

馅、炖菜、煲汤；葱可以做调料，也可以做配菜，东北

丰收菜、北京烤鸭、小葱拌豆腐等；葱可以做主菜，葱

烧豆腐、葱烧海参、葱烧羊肉、葱炒鸡蛋等，还有葱油

拌面、阳春面、葱花饼、葱包烩……新疆大盘鸡、烤包

子、手抓饭等也离不开“皮牙子”（洋葱）。葱之所以

叫大葱，那是因为在葱的主产地山东，一棵平平常常

的葱能长到2米多高，有人说，男孩子如果找山东对

象，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说不准女友会开玩笑：“你

看，你长得还没我家的葱高。”总之，离开了葱，仿佛

厨房里没有了灵魂，生活里少了味道……

生活越来越好，房子越住越大，冬储菜的地方却

是越来越小。原来，土豆、萝卜成袋子地买，后来，论

斤地买，现在是现吃现买；白菜过去是成车往家里

拉，后来，只是买够渍酸菜的，再后来，酸菜缸也送了

人，想吃酸菜，就去超市，不分冬天还是夏天。过冬

了，还是老习惯，不储存点啥，心里空落落的，葱成了

我们家雷打不动的必选项目。冬天，外面雪花纷飞，室内暖风扑面，要做菜了，

打开窗户，伸出胳膊，嘶哈之间，拿进棵葱来，放上一

会儿，缓缓，葱又恢复了新鲜，真是个好东西。

说说说 葱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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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藏书家，他们一生节衣缩食，

购买图书，目的是为了博学广识和传给后

代。为了保管好所拥有的图书，他们还制

作了许多藏书铭，以寄托自己藏书的苦心

与志愿，希望子孙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善

待图书，做一个知书达理有学问的人。这

些藏书铭如同各种图书一样，浩若烟海，笔

者把自己多年读书所发现的藏书铭简要收

录这里，与同好共享共勉。

“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

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这
是明代

著名藏书家叶盛的藏书铭。他希望子孙后

代要爱护他的藏书，精心保管藏书，世世代

代做读书爱书的人。

清初大学问家、藏书家朱彝尊曝书亭

的许多藏书首页上，都有这样的印章：“购

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这
十二字

的印文，表明了朱彝尊收藏图书的艰难和

他希望子孙后代能珍爱图书的拳拳之心。

“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

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家有一

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

购之。”这
是清初著名藏书家王渔洋的藏书

铭，他一生嗜书成癖，被后人传为佳话。

清末学者、藏书家许增有一藏书铭章：

“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

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历代名画记》有藏书铭，其中有这样文

字：“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

观书画，向风日、正餐饮、唾涕、不洗手并不

可观书画。”藏
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

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较多，难以全

善，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

“警印”，铭
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黄裳在《谈藏书印》一文中引文：“尝

见松江陶松谷有藏书木记，楷书六行，文

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

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

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

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

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陶松谷

录。’”这
段藏书铭记极为难得。陶松谷不

但为自己读书藏书立下了常规，而且留

言，凡是自己所藏书籍，以后流入他人之

手，亦可按照此法读藏。这对于读书人来

讲，可谓大公无私，其暗喻一事，若本家后

辈无有喜爱读书之人，学人所藏书籍在自

己还能说话的时候，赶紧将藏书捐于社会

及邻近爱书之人，以免后辈将其引火当破

烂卖了换酒喝。

愿与梅花共百年 绕屋梅花三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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