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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高渡村党支部
成立旧址

孙志永
追随马列在人先，暗夜明灯照户前。
薪火传承利民众，小康路上再扬鞭。

参观博兴非遗展馆
卢玉莲

生辉蓬荜一何奢，千载悠悠感物华。
多少深情融厚土，至今犹隔数层纱。

游博兴县博物馆有感（新韵）

孙玉专
汉唐佛像魏时碑，当日繁华足可窥。
却见残躯香案上，谁知已是几轮回。

喜看吕剧
马明德

犹如痴醉忆儿时，演出但闻飞似鸱。
唱念缠绵夺心魄，宫商金石胜糖饴。
刨墙忤逆遭埋耳，易嫁尊卑易辨之。
风趣诙谐受陶冶，至今暇日不疏离。

参观高家渡革命历史
纪念馆作（新韵）

张成江
夜暗惊雷响，农民暴动忙。
挥刀解仇恨，携手保家乡。
洒血浇疆土，舍身迎晓阳。
抚今思往事，高渡美名扬。

赞家乡戏吕剧（新韵）

杲仁华
绕梁吕剧最传神，鲁韵齐腔庄户音。
昔日唱红重嫁嫂，今朝擎起建功人。
喜哀怒乐词中满，苦辣酸甜曲里深。
故土热崇诚孝义，梨园自古颂忠臣。

咏草柳编
韩淑静

草木亦含情，知春破暖生。
折枝施巧手，成器聚天英。
朴拙形间住，清芬骨里盈。
莫微编柳小，四海有传名。

草柳编创意产业园观感
权广庆

网络飞梭助电商，万千巧手织编忙。
苇蒲精变出深院，藤柳加工入大堂。
就地取材成本少，祖传佳艺众人昌。
八仙过海显身技，日子丰盈达小康。

赞博兴柳编工艺(新韵)

苏煜
柳编工艺数博骄，经纬交织技法高。
碧玉韧柔凭指舞，琳琅满目创新潮。

参观龙华寺佛教艺术
造像展（通韵）

李林秋
一步千年到北朝，素心虔敬礼佛雕。
圆浮镂透百般艺，故地博兴今更娇。

咏草柳编(新韵)

高惠娟
麦秆编成工艺包，倍增身价等人淘。
徘徊观望终难舍，拥在怀中不肯抛。

游博兴红提篮电商学院
郭新坡

衣钵传家已有年，祈将草柳换铜钱。
如烟往事陈墙壁，沧海桑田哪个编？

《红楼梦》里，“晴为黛影、袭为
钗副”这句话是尽人皆知的。但薛
宝钗与贾雨村看似并无直接交集，
为何说他们互为影子呢？

一是他俩都极有文采，且聪慧
过人。宝钗自幼“读书识字”（第四
回），她的诗作在书中占了大篇
幅。无论是“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在元妃面前的表现（那是一首华丽
丽的七律，不仅碾压三春的绝句，
难度系数也大过黛玉“胡乱作”的
五律），还是第二十回的灯谜诗，第
三十七、三十八回的咏白海棠、咏
菊花（“忆菊”“画菊”）诗、咏螃蟹
诗，第五十回芦雪广、暖香坞的联
诗制谜，还是第七十回的《临江仙》
咏柳絮词，都属上佳，不输黛玉，甚
或胜之。

贾雨村出身“诗书仕宦之族”，
第一回甫一出场，便作五律、联、七
绝各一。通观《红楼梦》全书，皆是
闺阁列传、脂粉才榜，以男性身份
得以大秀诗文者，主要是突出宝
玉，其余如贾环、贾兰，不过在七十
八回各露一小手；贾政咋呼半天，
只在元妃省亲时存一《归省颂》篇
目（想大作不甚拿得出手，未便细
加展示恭维）。这样看来，能让雨
村在书中如此淋漓地展示其诗文，
真算是作者青眼特加的异数了。
要不，他怎配做黛玉的老师？

两人还均有慧根。第二回，贾
雨村一番“正邪两赋”宏论，是对宝
玉那“灵秀”加“乖僻”复杂性格的
权威解读；而第二十二回宝钗对黛
玉“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深入阐
释，参禅透彻，更是对“蠢才”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的当头棒喝。显
出这两人的见识、思维迥异常人。

二是两人都在“仕途经济学
问”上不惟用心，更具野心，可谓志
趣相投。只一处便看到二人虽未
谋面，却有“神交”。

三十二回，“兴隆街的大爷”

（贾府的人这样称呼贾雨村这位常
客）又来了，又要见宝玉。宝玉烦
得不行——“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
了，回回定要见我。”湘云借机规劝
他莫一味在脂粉堆里瞎搅，要“常
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
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才
好。宝玉立马翻脸：“姑娘请别
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
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给湘
云圆场下台说：“云姑娘快别说
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
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
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
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
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
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
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
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些
话来，真真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
讪了一会子去了。”

冯其庸先生曾评价宝钗：“她
也可以说是《红楼梦》里的一位‘女
贾政’。”雨村则是贾政的莫逆。

可见并未谋面的雨村、宝钗，
“三观”何等契合！不约而同都与
贾政一样，站在宝玉思想的对立面
上。宝玉对“宝钗辈”（这是干脆把
她划入自己心目中“另册”了）的试
图“导劝”，当然是嗤之以鼻、针锋
相对：“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
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
流。”（三十六回）

雨村在第一回“出场诗”中所
云“蟾光如有意”中的“蟾光”，尚无
非是“蟾宫折桂”（科举及第）之意；
接下来酒后狂吟之“天上一轮才捧
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便进一步暴
露出这个奸雄的无厌野心。

而宝钗在第七十回《临江仙》
咏柳絮词中的那句百年经典“好风
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则道出这个

“藏愚守拙”的皇商女儿的凌云心
事。

贾雨村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
后来也果然“补授了大司马，协理
军机参赞朝政”（五十三回），真是
烈火烹油、炙手可热，实现了他那
要让“人间万姓仰头看”的人生价
值。

但他的真正起步，说来令人齿
冷，是意外从冷子兴演说中获知贾
府大量“有用”信息、见面巴结前做
足功课开始，以致令贾政这个书呆
子感到“岂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袭
起，从代字辈下来，宁荣两宅人口
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
因此遂觉得亲热了”（九十二回）。
此足见其心机深沉。

宝钗随母、兄来京的理由有三
个，其中第一个是她要来“待选”。
选上当然了不得，那就有可能又是
一个贵妃娘娘，是要“上青云”的，
比贾雨村“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目
标还要高，高得要到“那不得见人
的去处”（元妃语），让您想看都看
不到。宝钗对“那上头穿黄袍的”
贵妃姐姐之眼热心醉溢于言表，其
志趣却正与黛玉的将皇帝、王爷所
赐香串扔在一边，再骂一句“什么
臭男人拿过的”形成强烈反差。

选不上呢，也有第二套方案
——

宝钗脖子上的那把后来造势
宣传得贾府无人不知的、因錾有八
字两句“吉谶”而恰与宝玉配得严
丝合缝的金锁，您不觉得来历着实
有些蹊跷、用意过于明显吗？是天
授，还是人为？是“金玉良缘”，还
是“假冒伪劣”？他们薛家人刻意
强调这八个字“吉谶”是癞头和尚
送的，还说和尚特别交代，这八个
字“必须”錾在“金器”上。我们想，
这癞头和尚可真够忙活真够细心
的。又想起那句“珍珠如土金如
铁”的“金如铁”几个字，不禁令人
会心莞尔！老曹可真会琢磨人、糟
蹋人。

第三，难不成后来两人还有段
缘分？

还是贾雨村在第一回中的那
副联语：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
内待时飞。

按照曹雪芹爱用惯用擅用的
“谐音梗”写法解读，前一句，似乎
可想象成黛玉期待贾（价）家的善
待；而后一句，难道是说宝钗在等
待贾雨村？

钗于奁内待时飞，典出东汉郭
宪《洞冥记》：汉武帝元鼎元年，有
神女留一玉钗，昭帝时，有人偷开
匣子，不见玉钗，只见一只白燕冲
天而出。

《红楼梦》上来说贾雨村是“姓
贾名化、字表时飞、别号雨村”，后
来再提到他的名字，一律就是贾雨
村了。要不就是四十八回平儿咬
牙骂道的“那贾雨村什么风村，半
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
种”，或是“兴隆街的大爷”。贾
化这个名字，在续书一百零四回
里，皇帝提了一嘴“前放兵部后
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但

“时飞”这个表字惊鸿一瞥，只在
同一回这首联语里出现过一次，
再不提起，不知有何用意、是不是
说他？

宝钗在后四十回中成为宝玉
的妻子。按照吴世昌先生《<红楼
梦>探源》中“宝玉的婚后生活”一
节转引棠村（所谓“曹雪芹的弟
弟”）的说法：贾府被抄家后，宝玉
和他的亲属一同下狱。出狱后，袭
人和丈夫蒋玉菡“供奉玉兄宝卿，
得同终始”。蒋玉菡的“玉菡”，一
种说法就是玉匣。他对落难中的
宝玉宝钗夫妻的收留“供奉”，似让

“钗于奁内”这四字有个落脚处。
“待时飞”是不是宝玉“悬崖撒手”
出家后，宝钗又等来了贾雨村，有
待查考。但宝钗终究难脱“金簪雪
里埋”的凄惨结局。

互为影子的薛宝钗与贾雨村
钱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我的家乡原来这么
厉害……”“无棣这地名，居然有
2700多年了啊！”“齐国能成为春
秋首霸，无棣的贡献居然这么大！”

……
这个开学季，无棣县博物馆系

列人文讲座开进学校，连续举办了
多场“开学第一课”，深受各校欢
迎。这些讲座，聚焦孩子们不熟悉
的却又“惊人”的家乡知识，让学生
们大开眼界、为之振奋。

该馆邀请5位滨州人文学者，
先后走进无棣县清华园学校、县第
一实验小学、县第四实验小学、柳
堡镇新海中学和县第二实验小学，
从文化传承、探源考古、生态发展
等角度溯源历史、寻脉滨州。这些
讲座，聚焦教材背后的滨州、大历
史进程中的无棣，力争让孩子们听
得懂、听得起劲，让家乡知识与大
国人文融通，从而激发孩子们探索
未知和“在知爱建”的热情。

埕口盐场背后，有滨
州盐业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左传》中齐国管仲的一句名言证
明：无棣地名由来至少已2700多
年了。比之更早，“无棣”一名始见
于《春秋·僖公四年》。据载，周成
王平叛，地入于齐，为姜齐无棣邑，
迄今逾3000年。东周时，无棣地
处齐燕交界，濒临渤海湾，又曾是
黄河流经地。因而，融合齐、燕、
河、海等多元文化，是无棣的人文

基因。
以《漫谈考古》为题，滨州市博

物馆研究馆员张卡讲述了人类起
源和演化历史，重点梳理了滨州大
地上史前东夷的部分风俗与信
仰。斗转星移，就在这片大地上，
文明孕育、萌芽、发展，让孩子们惊
叹。张卡穿插讲述的考古趣事和
研究成果，又让大家对历史教材中
的抽象文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无棣人都知道，当地有个埕口
盐场，很多孩子家就在盐场附近，
但学生们不清楚：滨州制盐在中华
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
用。

张卡说：“大范围、长时间的海
侵，致使沿海一带盐碱化严重，但
也使滨州沿海形成了丰富的浅层
地下卤水，从而成为盐业生产的重
要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滨州盐业
为中原王朝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经济支撑。滨州由此成为中原
王朝海洋经济起源地之一。

对此，滨州学院人文学院马晓
菲老师的讲座作了进一步延伸。
马晓菲通过以武立国、春秋首霸和
陆海强国三大方面对滨州齐文化
进行了详细阐述，让大家更为深刻
地认识到齐国经济建设与民族交
融是以武立国的重要保证。

从科普、诗词、经典
等维度分享，让人文知识
变得更鲜活

在人们印象中，博物馆的讲座
留不住孩子——没有充足的历史
知识作支撑，就很难看懂展览、读
懂文物。那么，学者怎么讲才能打
破“一脸懵”“坐不住”的尴尬局面？

或许，可以从科普入手——在
《海洋奇趣，领略不一样的海底世
界》讲座中，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张军带领同学
们“畅游”环境多样、资源丰富的海
底世界，分享鲜为人知的海洋奇
闻，重点介绍了滨州海洋所蕴藏的
生物宝藏。

或许，可以从诗词入手——在
《传承经典，领略<诗经>之美：穿
行在<诗经>的花果草木间》讲座
中，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志芳
从花果草木开始讲述，与同学们穿
花拂叶读《诗经》。王志芳让大家
写出熟悉的身边植物、熟悉的《诗
经》词句进行分享，告诉孩子们：很
多《诗经》词句写的就是咱们身边
的植物。《诗经》里，古人与自然的
关系质朴而鲜活、幸福而美好，引
人深思。

或许，可以从国学经典入手
——在《传承经典，启迪智慧——
<论语>中的交友之道》讲座中，
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教授郭海燕
从孔子是谁、《论语》是怎样一本
书以及《论语》中的交友之道三方
面开讲，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位至
圣先师是如何从困顿挫折中汲取
智慧，其穿越时空的思想究竟由
何而来的。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
校。在这些“开学第一课”背后，无
棣县博物馆还做了大量有益尝试，
努力实现文博和教育的“双向奔
赴”。该馆坚持日常服务课堂化，
深度介入当地校本课程打造，有效
破解了中小博物馆普遍面临的发
展瓶颈，逐步变身为孩子们向往的

“大学校”。

聚焦教材背后的滨州聚焦教材背后的滨州 大历大历史进程中的无棣史进程中的无棣
无棣县博物馆系列无棣县博物馆系列人文讲座人文讲座开进学校开进学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近日，段剑秋《西沙
河古村记忆》作品研讨会举行。
研讨会上，段剑秋畅谈了《西沙河
古村记忆》的创作经历，介绍了个
人的创作经验。与会人员从文
学、历史、艺术、民俗学等方面分
享了对该书的阅读体验和研究心
得。为创作《西沙河古村记忆》，
段剑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田野
调查，记录了大量鲜活的“民间野
史”，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是对

“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的积极
响应。

《西沙河古村记忆》是作者花
费5年时间，走访西沙河两岸60
个村庄，紧急抢救、挖掘自明初以
来600年的移民历史与民俗文化
的一部大书。全书分“古村移民”

“古村传奇”“古村瞎话”“古村戏
剧”四大章，文图并茂。作者详
实地考察了60个村庄的移民状
况，查证了《明史》有关记载，纠
正了“洪武二年，由枣强迁此”

的移民讹传及志书误记，还收集
了流传在西沙河一带情性纯真、
乡土扑面、趣味盎然的民间传
奇、瞎话、戏剧、民歌等文化精
品。

段剑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作家协会四届理事会理事，滨
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顾问，滨城区
文化馆研究馆员。著有长篇小
说:《血龙雾》《海角风》《鸳鸯屋
子》；小说集《黑虎》、新编历史剧

游百川·电视剧本《黑虎》；长篇报
告文学:《天使与金香》《奉献》《圣
洁》；学术研究专著：《黄河三角洲
民间文学研究》《凤凰城民俗生态
审美》《滨城庙会》《西沙河歌谣生
态审美》。其中长篇小说《风骨》
获山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黄
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获山东
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二届
学术著作奖三等奖。

段剑秋《西沙河古村记忆》作品研讨会举行

无棣县博物馆第三场讲座走进县第四实验小学无棣县博物馆第三场讲座走进县第四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