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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像一棵草
在路边急切地张望
是谁，像一朵花
在郊野热情地欢笑
是谁啊，来不及等待
向世界说出春天的色彩

在春天，我们是孩子
敞开心扉与怀抱
像山坡上的迎春花
热烈，甚至冲动

早春啊，给人间美好和希望
播种，发芽，开花，结果
和相爱的人说未来
和蓝图说成果

一片云，以恋情渲染天地
一只蝴蝶，以爱情宣告草木
花儿，恣意地美好

早 春
□ 王凤国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缠绕着我们，而我们都是有血有肉
的普通人，有笑，也有泪；有时很脆弱，有时又很坚强；当然也会
烦恼，也会烦躁。在面对繁杂琐事的时候，我们是应付一下，
抱怨一阵，还是静下心来尽力地做好这些繁杂琐事呢？我觉
得，负面情绪只会让生活更糟糕，倒不如静下心来尽力地做
好这些琐事。

有时候我也想，现实中自己过得很艰辛，但是，一个人真正的
成长或许就是在艰辛中享受生活赐予的一丝欢乐，并在艰辛中尽
我所能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有一天，妻子感冒了，半岁的儿子晚上闹
腾，为了让妻子晚上睡得安稳些，我搂着儿子去沙发上睡了。从晚
上十点到次日六点，儿子醒来好几次，时不时嘟囔着嘴，估计是
想吃奶，在他快哭的时候，我就抱起来哄，最后，我干脆给他低声
背诵墙上挂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他听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就这
样，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这么一件小事，我觉得如果我努力去做的话，可能只能坚
持一会儿，但是，我尽力去做了，所以一直坚持到最后。通过这
一件小事，我深深体会到了妻子的不容易。其实，生活中林林总
总的许多事，都需要我们尽力去做，只有尽力做了，才能真正做
到最好。

尽力做好每一件小事，不仅是在生活中体现，也要在工作中落
实。有时我们会有这样一些快乐，比如讲了一堂生动的课，给学
生分享读书体会，或者是获得某种荣誉……我认为，能有这样那
样的一些快乐，一定是我们尽力提前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一个
尽力做事的人，很多时候是快乐的；一个尽力做事的人，很多时
候是无暇抱怨这抱怨那的；一个尽力做事的人，很多时候是平静
喜悦的。

自从毕业后来到附中，作为青年人的我，非常佩服德高望重的
前辈们，他们恪尽职守，乐于奉献。就拿我的两个师父来说吧。王
天泰老师是学校安排给我的“结对子”师父，他平易近人，平常总是

谈笑风生。在治学上，他一丝不苟，严谨笃学。他的教龄已经三十
多年，但三十载的风雨并没有侵蚀掉他对课堂的热情。他倾其一
生默默耕耘，时光将他的青丝染成白发，也见证了他的累累硕果，
真可谓是“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

张永才老师是语文组青年人的“公共师父”，因为大家都叫他
师父，所以也就成公共的了。说实话，好多次他走在我前面，看着
他的背影，我觉得他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父亲。他是个热情十
足的人，也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还记得去年，他在高三百日冲刺大
会上的演讲，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让无数学子欢欣鼓舞，
就连台下的老师们也被深深感动了。这两年，他一直带补习班，补
习班在楼栋的正门口，有好多次，早晨我从正门进去都能看到他已
经站在讲台上，我一看表，还不到七点十分，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工
作的竭尽全力，深深激励着我。

作为青年人，我在自叹不如的同时，也下定决心，一定会以师
父们为楷模。我的两位师父只是许许多多前辈的缩影，他们都在
坚定不移地倾尽全力为教育事业增砖添瓦。

司马光言：“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
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一本《资治通鉴》，司马
光竭尽全力而为之，终成千古事。生命经不起任何的浪费。人的
一生，要尽力做好每一件小事是十分不易的，但是，如果能倾尽全
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也算是真正的成功者。

尽力做好每一件小事
□ 高正平

串串悦耳的鸣笛声响起，山外的孩子相继
回家了，寂静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了。

村口的休闲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猜谜语
的，练羽毛球的，还有唱自落板和扭秧歌的……
人们赞美生活，讴歌时代。

邻居张大妈用大喇叭邀请左邻右舍：“我家
国华今年回家带回好多好吃的，我可吃不了，来
我家吃哟！”

村头文化广场上鼓乐齐鸣，热闹得很。九
十高龄的杨老太爷，正在给年轻人指点舞狮的
技巧。村东的老李头正给回村的年轻人教鼓点
呢！钹声、鼓声、音乐声夹杂嬉闹声不绝于耳。

孩子都回家了，我很高兴。干完外面的事
情，抽空和妻子、儿女们，一起磨面、榨油……进行
一些家中所需生产及生活资料的储备，寓意年
年有余。和家人一起打沙包、踢毽子、玩游戏，
不亦乐乎。

当然，少不了卫生大扫除。我和儿子负责
陈旧废品的清理和室内的布置。扫房子、涂墙、
擦玻璃，做到油光锃亮、一尘不染。妻子和女儿
负责拆洗被褥、沙发套、衣服等。等我们胜利“会师”后，全家人
一起去理发，家中的人、事、物焕然一新。

尽管精疲力竭，但一家人都很快乐。
妻子拿来扁豆和萝卜让我和儿子拾掇，她和女儿和面，炸油

条、油饼等各类面点，油饼香酥可口，非常好吃。
我没干什么活儿，其实家里人也只是希望我“参与”一下而

已，在儿女们的心里，最希望的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共度美好时
光。这个新春，我更深地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牵挂和一家人不
离不弃的情感，亲情的连接和感情的升温令人欣慰。

大家一起去赶集，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插曲。
儿子和女儿，发生了小小的争执，女儿坚持以清淡为主，儿

子却以肉类为主。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儿子妥协了，但女儿
还是满足儿子的愿望，买了儿子喜欢吃的海鲜。

女儿精心制作了纸画和清茗，儿子亲手烹饪了鸡鸭鱼肉，妻
子用心经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的心愿都满足了。

春天在浓烈的乡土气息中悄悄到来，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淳朴的民风，火热的乡村新春生活，处
处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平凡而幸福的新春序曲，营造着乡村氛围，是百姓生活的真
实写照，也是百姓发自内心的喜悦。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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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杨

彪

四时行，百物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导我们，要顺应节气，在季节的流转中感悟
生活。

二十四节气及与之相关的习俗、风物，
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一个节气，
都是现实世界与彼岸生活的一次观照、交流、
印证。

文艺作品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赞美。很多优秀诗文以独特视角和对
传统文化的深厚理解，诠释二十四节气。二
十四节气不仅是一种历法体系，更是一种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体现中华民族
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

探索顺应节气、感受二十四节气的内涵
和意义，重温人与天地万物感应共鸣的“古
典时光”。这不仅仅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深入
解读，也是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爱的
真实写照。

文艺作品是心灵的呈现，需要认真地书
写，客观地描述，冷静地表达，需要零距离感
受真实的生活。

生活中，面对繁杂琐事的时候，我们是
应付、抱怨，还是静下心来尽力地做好这些
繁杂琐事呢？负面情绪只会让生活更糟糕，
倒不如静下心来尽力地做好这些琐事，积少
成多，聚沙成塔。在一个个日常生活的瞬
间，体悟生活的真谛。

二十四节气与日常生活是契合的，是熨
帖的。

早春，会在一帧乡村即景小品文的视角
中拉开序幕；人们，会以现实的笔触表达务
实的精神，对认真过好每一天这一人文命题
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更要保持觉知，化繁为简，减少物欲
的同时，增加认知的重量。

听，新春的序曲已奏响。串串悦耳的鸣
笛声响起，寂静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
了。村口的休闲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猜
谜语的，打羽毛球的，还有唱自落板和扭秧
歌的……

人们赞美生活，讴歌时代。早春美景处
处呈现，城乡新貌催人奋进。

春日，宁夏大地风光清新优美，人们用
劳动、以诗作描绘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秦汉诸渠流韵长，
嘉禾百里好春光。
西桥柳色迎眸翠，
东镇桃花隔岸香。
阡陌纵横织锦绣，
山川秀丽入文章。
农人屏上高声语，
塞北江南我故乡。

宁夏二十一景之秦汉古渠
□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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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说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深入探索，也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爱与敬仰的真实写照。以二十四节气为
时间线索，通过在一年四季中如何观察自然、适应环境，以及与他
人的交互，寻找自己的生活哲学，讲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我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在这种关系中寻找和谐与平衡。

自古以来，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
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
11 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书围绕二十四节气的内涵和意义进行
了深入解读，重温了人与天地万物感应共鸣的“古典时光”。

展示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

相传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就有二十四节气的记载，汉武帝时
期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审时》
把“天人合一”在农业中的应用技术化，让二十四节气和农业充分
对应。今天，发达的气象学也不能完全代替二十四节气在农业中
的应用。播种、收获、耕地、养墒，人们仍然要翻“老黄历”。二十四
节气的神奇，体现在它的精准。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人有感受，二十
四节气就像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是跟着这一套时间路线长大
的。“清明前后，栽瓜点豆”，这是对农时的遵从。“麦在地里不要笑，
收到囤里才牢靠”，是虎口夺粮的争分夺秒。我们的祖先为了准确
授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敢稍差分毫，确立了天、
地、人的对应关系，绘制出中华民族沿用几千年的时间地图——二
十四节气。

人要顺应节律、顺应节气。古人讲“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
食肺，冬不食肾”。春天养生，要养脾脏。因为春天对应着肝，肝属
木，木克土，脾属土。多吃和脾脏对应的黄色食物，比如小米、豆
芽、生姜等。从味觉上讲，酸味入肝。所以，春天要少吃酸，因为酸
入肝，会让肝火旺。这时，要适当增加甜食，因为甜味入脾。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理解，诠释了二十四
节气不仅是一种历法体系，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
念，体现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二十四节气是我们
的祖先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迹来划分的时间单元，它与自
然界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春分代表春天的开始，小满代表麦类作物
的成熟等。农耕生产如果错过时间，庄稼的收成都会受影响，所以
古人把天文思想投射到农耕生活中，变成了重要的历法系统。《郭
文斌说二十四节气》通过详细介绍每个节气的特点，提醒人们应该
与自然环境建立联系，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尊重自然规律，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每一个节气不仅仅是一种气候现象，更是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自然哲学的完美结合。作者通过对每个节气

的详细解读，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充满智慧和韵味的传统文
化遗产。

提供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途径

通过阅读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仅局限于对节
气的学术研究，还将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二十四节气
蕴含丰富的养生智慧，本书中提到的寒露养生方法，例如多食用应
季水果、滋阴润燥的食物，以及早晨喝淡盐水、晚上喝蜂蜜水等，具
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些养生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
量，还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

根据中医理论，每个节气都有其相应的养生方法和饮食调理，
如冬至应注意保暖、补充足够的热量，清明时可适度锻炼身体、多
晒太阳等。通过了解和遵循二十四节气的养生原则，帮助人们保
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比如说“立春”之后，古人要免冠披发、舒
展形体，并且提醒我们要“春捂秋冻”，要“下厚上薄”。按照这样的
思想，要想吃特别冷的东西，要在冬天吃。因为人在冬天的时候
外在是冷的，但是内在是热的，所谓的“冬至一阳生”，那么在

“冬至”前后我们吃冰棍儿是不会伤身体的。但是一些现代人不
懂，在“夏至”前后吃冷的，这就把肠胃伤了，这就体现出古人的
智慧。古人发现冬天的时候，井水是最热的，夏天的时候井水恰
恰是最凉的。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
而阳，阳极而阴”，老子把它概括为“无为”和“有为”的平衡。这
就是我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比较辩
证。我们看到一个事物“阴”的一面，就想到它的“阳”，看到它

“阳”的时候就想到“阴”。这就是老子反复讲的“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的辩证思想到了孔子那里，发展成
为著名的中庸思想，避免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
学会在阳中找阴、阴中找阳。

中庸思想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中和之气，《中庸》里讲“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是儒家观察到的宇宙最和谐的本体状态，而“发而皆
中节，谓之和”是古人认为人类应该天人合一之后达到的一种人
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讲“天下
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见一个
人要想保持一种“中和”，那是比分天下、辞爵禄、在刀刃上跳舞还
难的一件事情。同时作者认为：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能够保持
中和，就能保持健康。从这方面讲，二十四节气早已融入中国人的
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吁人们珍视二十四节气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价值

本书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传统节气文化的深深思考，他

呼吁人们重新审视和珍视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作者在书中反思
了很多人对于传统节气文化的忽视，他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二十四
节气的价值，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中，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应该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任，让二十四节气
这一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二十四节气中的时间是
活的，有生命的、有温度的，能够呼吸的。它让天、地、人、物的关系
人格化、审美化，也让中华文化有了可感可亲的烟火气，正所谓“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节气文化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郭文斌的文字优美、深入浅出，能够很好地把专业知识和生活
体验结合起来，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启发。这本书的设计
简洁、大方，同时融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封面采用淡雅色
调，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韵味，也具有故事性和代入感。内页的版
式设计也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采用舒适的字体和行距，使
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愉悦。此外，本书还包含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
的二十四幅插画和二十四首古诗词，以便更好地展示节气的相关
信息。井满老师创作的这组插画，不仅美观大方，而且与文字内容
相得益彰，使整本书更加生动，增强了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
和理解。

郭文斌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从用十二年的时间写成长篇
小说《农历》，到散文集《中国之中》，再到这本《郭文斌说二十四节
气》；从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到用一年时
间录制二十四节气的节目。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体现在
时间制度上，就是二十四节气；体现在人类生命力的保持上，就是
顺应二十四节气。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先祖对子孙后代的祝福，也是对人类的祝福。
我深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和美学，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有着
深远的影响。《郭文斌说二十四节气》作为一部关于二十四节气
的著作，通过深入解读和阐释，给人们提供了解、传承和应用二
十四节气的实用知识，对于促进文化传承、健康生活、农业生产
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一
种时间观念，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划
分，更是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化符号，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

我认为，《郭文斌说二十四节气》是向传统文化致敬的一份礼
物。通过这本书，引导读者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感受其中蕴含
的智慧和美学。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
和智慧的启迪，能够享受一段充满乐趣的文化之旅。

作者简介：张虎，副编审，山东教育出版社电子音像编辑中心
主任。

探 索 与 敬 仰
——浅析《郭文斌说二十四节气》

张 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