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原野上，我看到了一朵迷人

的蒲公英，它的花朵是那么的华丽，

像是一团金黄色的火焰在阳光下跳

跃般的明亮。花瓣柔软温润，宛若

吐露着生命的炽热情感，让人不由

得想要轻轻抚摸。花盘中心密密麻

麻的颗粒，像是一颗颗极小的珍珠，

散发出微弱却难以忽视的光泽。

而在花朵下方，蒲公英的叶子

展现出它们独特的韧性和坚韧力

量。这些长长的叶片呈珍珠般的排

列方式组合成一个个美丽的圆形组

合，紧贴着地面生长，与其他植物不

同的是，蒲公英的叶缘有锯齿，往往

呈现出半弯曲的，裂开的、不规则的

轮廓线条，像一把镰刀。这种造型

特点，让它们在平凡中突显出了不

凡的动态艺术感。

春天，原野上的蒲公英，在风中

轻轻摇曳，眼神中满是坚定和自

由。无拘无束，生长在野外，自然充

满了最原始的美。

这让我想起了唐代著名诗人李

白所写的无拘无束的诗歌，他的世

界充满了自由和想象力，有人说李

白一生在游山玩水一般的漂泊，我却认为李白才像是是

一朵自由的蒲公英。

李白的诗歌无声无息地展现着他对自由的追求和

表达。他的诗作充满了浪漫和梦幻，闪耀着自由思想的

光芒。他不但游历山水间谈天说地，还常常饮酒写诗

歌、一边歌舞一边吟诵。他以自我为中心，视自由为天

命，可以说他的世界完全是无拘无束的。

蒲公英同样也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存在。它依靠风

儿而活，没有坚固的根基、没有浩瀚的庇护，却始终能自

由自在地生长和繁衍。在这个大自然中，无拘无束畅游

大自然。

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他们像是一个时空里的

自由精灵，潇洒地行走在人们的心海中。

原野上的蒲公英，在夏末秋初之际绽放出了它们最

美丽的笑容。它们犹如一片片铺满金色阳光的云彩，漫

天飘散，远远望去仿佛还有一种灿烂的光芒在闪耀着。

正如李白所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

些蒲公英像是在用它们的美丽及时刻提醒我们，生命中

美好的事物，也许只存在于短暂的一瞬间，我们不应该

错过，要抓住每一刻的精彩。

等风起，风像一个伯乐一样，可遇不可求。

试想，在下一个季节，蒲公英的绒球将随风飘散，落

到地面上，成为下一代蒲公英的种子。蒲公英，它也是

一种天然的草药，有清热、解毒、消肿等功效。正如李白

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蒲公英在这个广阔的

世界里，也像我们一样，扮演着相应的角色，用自己的微

弱力量和价值去影响着这个世界。

人生苦短，值得我们去品味的事物却不多不少。就

像蒲公英一样，虽然它们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它们在这

短暂的时间里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美化了

这个世界。

蒲公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它们的自由、坚

韧、与价值不仅存在于自然，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一

代人。

或许我们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洒脱，珍惜身边

拥有的，感激生命赐予的，用心体验这个精彩的世界。

愿我们的生命长河中也能够有无数的蒲公英，去渲染我

们的人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故乡远不远，不远，蒲公英飘落的地方，也算故乡。

我的心中，被一片蒲公英的花海包裹。

在我的故乡，春天是蒲公英的季节。

每年的三月，大地上开始冒出许多小小的黄花，争

相开放着，像是在轻轻地唤醒这个沉睡的世界。而在这

些花中最独特的，莫过于那飞舞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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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在历史发展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全国各地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上或细节

上的差异，各地节日活动虽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

踏青郊游是共同基本礼俗主题。而放风筝、插柳枝

都含有美好寓意，这些民俗给清明添了一抹亮色。

扫墓祭祖

对先人的尊重和缅怀

清明节祭祖，酒是必不可少的。扫墓时，人们携

带酒食、纸钱等供品到墓地，将供品摆在先人墓前。

受寒食禁火的影响，纸钱不焚烧，而是挂在墓地的小

树上，或压在坟头。壮年为坟墓培新土，再折几枝柳

枝插在坟头，然后叩头祭拜，并将杯中酒洒地以敬先

人。中午吃饭，饭桌上为先人留上座，在上座前面摆

好酒菜，寓意让先人先饮酒进食，表达对先人的尊重

和缅怀。

踏青

扫墓之余游乐山野乡间

清明时节，春光明媚，草木青青，桃红柳绿，大地

一片清净明洁，正是出门踏青的好时节。早在《诗

经》中就有关于清明节踏青的记载：“溱与洧，方涣涣

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

以芍药。”踏青，最好去田野、去乡村。漫步于乡间小

径，一树树桐花故人般来迎你；或奔跑于山林旷野，

看树木翠绿繁茂，蓝天明净如洗；或行于堤岸，看流

水潺潺，鱼儿在水波里翻浪；或融入无边的春色，天

清似水，地明如镜，春意盎然，气象万千……如此美

景，怎能错过！

放风筝

剪线放走晦气和灾病

我国风筝的历史有2000多年。自唐代开始风筝

就成了孩童们的玩具，而且风筝上方就有了风筝弦，

多为丝条做成，升空风吹即发出悦耳的声音，特别好

听。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漆匠出身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一个表现江北的汴梁，现在河

南开封的风情；一个表现江南富庶之地江苏苏州的

风情，一南一北，隔山隔水，地域不同，但是，孩子们

的乐趣是相同的，清明节都爱放风筝。《清嘉录》（卷

三）记载：“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

“鹞”，苏州话，是“风筝”的意思。“鹞”与“妖”同音，风

筝升空后，剪断风筝线，民间有驱邪保安康的意思，

所以在苏州谓之“断鹞”。《红楼梦》里的温柔乡就是

苏州，林黛玉不忍剪断、放飞制作精美的风筝，李纨

慌忙过来劝黛玉：“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叫

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病根儿带去就好了。”

插柳枝

借助旺盛生命力辟邪

清明节前后，万物复苏，植物抽芽，花蕊绽放，古

人在清明时节有折柳枝扦插的民俗。在唐朝时期，

人们就在清明节祭祀时折柳枝戴在头上，来驱除毒

虫。至宋代时，折柳插柳的风俗更为盛行，几乎家家

户户都要插柳枝，来达到辟邪的目的。

记得小时候，每至清明节的早晨，村中孩童，即

三五成群，爬到柳树上，折柳枝。

折柳枝首先一定要挑选出一条最长的柳枝，柳

枝的尖端，系一根长线，长线上再拴上几朵“老公

花”，然后，将这条柳枝插到房屋的顶梁上，长线下

垂，“老公花”恰好对准堂屋的灶头。一边插柳，一边

口中念念有词：“老公花，吊屋朳，蝎子蚰蜒不到家。”

那意思很明确，插柳就是为了防止蝎子、蚰蜒等毒虫

进家门。

其余的柳枝，则分别插到家中各处：门楣处、窗

沿边，甚至庭院中的粮囤帽檐上，也要插上几根柳

枝。

这一个清明的早晨，真正是无处不柳枝，满村溢

柳色，逸柳情；柳色俏，整个村庄也因这柳色，而无处

不俏，无人不俏。

（尚庆海 乔兆军 张新文 杨珂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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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电视剧《天下长河》中的陈潢自称“河伯投

胎”。历史上的他确实是治河天才。

陈潢，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自幼不喜

八股文章，而爱读水利书籍，并到宁夏、河套等地

实地考察，找清了黄河洪灾的原因，开始精研治理

黄河之道，并且形成了一套思路。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参加科举考试，但是

屡试屡败。康熙十年（1671年），他到京师寻求发

展机会，不仅没有找到门路，还盘缠用尽，只好在

河北邯郸吕祖庙栖身，有感而发在墙上题写了一

首诗：“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

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正巧新任安徽巡

抚的靳辅从北京去安徽赴任，在吕祖庙歇脚，看到

了这首诗。他感觉写诗人尽管是调侃，但能看出

诗中不凡的志向。于是勒辅就想办法找到了陈

潢。见他状貌魁梧，气度不凡，便邀其小酌交流。

交谈中发现陈潢确有真才实学，博古通今，且真诚

直率，是个性情中人。两人相谈甚欢，靳辅问陈潢

是否愿意跟随自己一展宏图，陈潢也感觉靳辅尽管

是地方大员，可居高不傲，平易近人，是个务实的官

员，便答应愿做其幕僚。靳辅在安徽任6年，做了几

件为人称道之事，这与陈潢的辅佐密切相关。

康熙十六年（1677年）3月，朝廷任命靳辅为

河道总督。当靳辅犹豫不决时，陈潢劝他说：只要

真心去做，天下没有难事，您正可以此报君恩。我

全力辅佐您，以报朝廷，也完成自己的心愿。靳辅

闻听，为自己的患得患失而惭愧，说道：“有你相

助，我有何虑哉！”于是走马上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4月，靳辅、陈潢开始视

察河道，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他们对整个

黄、淮的水流规律、水患情形、致患原因、冲决要害

以及整治的关键都了若指掌，向朝廷上报了治河

方案。在治河总方针上，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为

一个整体，全盘考虑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

宜。在治河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著名治河专

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主张

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把“分流杀势”作为

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

远安排。

康熙十七年(1678 年)，各项工程陆续开工。

靳辅、陈潢食宿在黄、淮河边，巡查施工情况，栉风

沐雨，不辞辛苦。治河十载，先后疏通下流，大辟

海口，开挑烂泥浅渚引河，整治高家堰，筑塞翟家

坝及清水潭诸决口，修复运堤，移建南、北运口，创

开皂河、中河，终于大见成效。两岸百姓免遭水患

之灾，畅通了漕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中国古代治河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陈

潢也因此被朝廷授予佥事道衔，参赞河务。

正在他们奋战在治河工地，大展宏图之时，朝

廷内对治河工程发生了多次争论。江南道御史郭

琇上疏弹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浪费银钱数

百万，并指责他用人不当，夺取民田，妄称屯垦。

特别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斥之为“一介小人，冒

滥名器”，提请严厉处分。一时，靳辅、陈潢成了众

矢之的，结果二人都被革职。不久，陈潢忧郁而

终。

靳辅为人忠义，他念念不忘挚友陈潢，在60岁

再任河督时，向康熙帝上《义友竭忠疏》为陈潢申

冤。他在文中叙述了与陈潢如何相识、相知的过

程和陈潢不避寒暑、无分昼夜，全力辅佐自己治河

的事迹。情真意切地说：“臣知潢之才，感潢之恩，

念潢之功”，“潢诚不幸而死，臣若避嫌隐忍，是臣

生为负友之人。念臣衰病日甚，旦夕难保，若不及

早陈情，一时风烛，死为负友之鬼。逢潢地下，何

以相见乎？”靳辅恳请皇帝念陈潢治河有功，恢复

其原职，陈潢也可死亦瞑目，自己也得以安慰。而

康熙帝借口陈潢已死，竟搁置不议。陈潢的治河

经验，后来由他的同乡张蔼生收集为《河防摘要》

《河防述言》，使后人不忘陈潢治河之功。

治河天才陈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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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生命中，赢家不被强势

和庞巨所独占，笨弱和微小同样也能成

为赢家，万不可困在渺弱里。

鲱鱼，生活在太平洋水域，体型微

小，窄细，呈流线形，小到几公分，大者

三五十公分。由于极其弱小，在广阔的

海洋中鲱鱼天敌众多，任何体型比它大

的肉食鱼类都可以捕食它。想到这里，

没谁不为鲱鱼凶险莫测的困境而大生

怜悯之心。甚或在假想的世界里，要潜

入深水，去挽救那自认为孱弱的生命出

海。出乎想象的，鲱鱼家族并没有因被

比它大无数倍的鱼类捕食而受影响，相

反，鲱鱼种群数量却异常庞大，广泛分

布于太平洋海域。这是为什么呢?

鲱鱼虽小，但没有困扰在微小里。

小小的鲱鱼在海里游移灵活，它们是一

个庞大的团体。鲱鱼总是成群结队，鱼

群按照严格的秩序，形成一个密集的严

整队形。每一条鱼都与临近的一条鱼，

保持恒定的距离，庞大的鱼群可以快速

地整体转向。目前所发现，最大的一群

鲱鱼组成了体积达4万立方米的超大鱼

群，活动在广阔的海域中。

通常情况下，无数鲱鱼在海水里集

聚成一个移动的巨影，看似一个大型海

洋生物，要比一般肉食鱼类大很多，造

成外来鱼类不敢前来捕食。胆大的捕

食者若靠近，会看得眼花缭乱，不能锁

定单个鲱鱼进行攻击。如果体型巨大

的鲸鱼冲过来，处于边缘的鲱鱼最先发现后迅速下潜。

按照团队行为规则，内部的鲱鱼也会跟着下潜，整个团

队瞬间下潜脱离，这时鲸鱼就会扑空。等鲸鱼回头再扑

过来，鲱鱼群已下潜数十米摆脱险境了。凭着鲱鱼的团

队智慧，一条条微小的鲱鱼巧妙地躲过了鲸鱼的一次次

追杀。

一条鲱鱼和一条大鲸鱼，强弱无法比拟。从看得见

的形体上，简直是两个世界的生命。可在生命的角逐

中，海域中极其微小的鲱鱼却成了赢家。

非洲中部干旱的大草原上，生存着一种肥胖臃肿的

巨蜂，叫非洲蜂。这种巨蜂翅膀非常小，脖子也很粗

短。从流体力学角度去分析，非洲蜂身体和翅膀的比例

并不适合飞行。按照生物学理论去下结论，在飞行的物

种当中，这种蜂飞行条件也是最差的，甚至连家禽鸡鸭

鹅都不如。但出人所料的，非洲蜂在非洲大草原却能够

连续飞行250公里。这引起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科学家

观察发现，平时藏在岩石缝隙或草丛里的非洲蜂，只要

有食物，它们就一直爬行，并不起飞。可当发现这一地

区即将面临干旱，一点儿食物也没有的时候，它们就会

成群结队地迅速逃离，向着水草丰美的远方飞行。

非洲大草原上，这笨弱不适宜飞行的非洲蜂，相比

其它蜂类的正常飞行远远莫及。但在生命的顽强和执

着中，却迸发出无法想象的潜能，当然会是行旅中的赢

家。

启航的生命中，海洋里的鲱鱼没有阻隔在微小里，

非洲蜂也没有把笨弱当成自己。在自然博弈法则下，它

们都用脚板踩出了“小”亦是“大”。步履匆匆的人类，哪

怕微不足道，只要具备了刚毅和智慧，一定能赢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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