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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

对 联·为 清 明 节 撰 联
（之三）

曹建文
继承烈士凌云志；
光大先贤报国心。

对联·清明思孝
王海良
纵烧坟畔千堆纸；
怎比榻前一碗粥。

对联·祭祖
朱玉兴
清明祭扫，祖德重温世；
寒食追思，亲恩再感人。

对联·苦涩
宋红霞
少 年 吟 杜 牧 ，不 解 其 中

苦涩；
今 日 逢 清 明 ，方 知 此 际

伤悲。

对联·思
刘红
残 烟 绕 指 ，三 柱 清 香 承

祖德；
珠 泪 垂 襟 ，一 杯 浊 酒 念

亲恩。

对联·联题寒食清明节
高巨寿
仙 境 绵 山 ，寒 食 文 化 发

祥地；
古 城 胜 水 ，热 血 脉 流 继

瑞乡。

对联·清明
孙映东
冷 节 踏 青 ，携 酒 三 杯 酬

故土；
寒 烟 插 柳 ，题 诗 半 阕 慰

平生。

对联·清明
杜建民
露 润 清 明 ，翠 柳 依 然 穿

紫燕；
风 催 谷 雨 ，茅 庐 仍 旧 驻

黄莺。

对联·清明祭英烈
冀雅玲
细雨霏霏，洒泪追思烈士

壮怀浩荡；
春风缓缓，抚碑告慰忠魂

盛世清明。

二、诗

五绝·咏垂柳
武正国
妩媚知春早，柔丝垂地飘。
无需脂粉染，嫩绿更妖娆。

七律·乙巳岁清明节记事
魏功钰
两畔人车墓地归，清明祭

祖禁灰飞。
鲜花点缀新枝处，孝道儿

孙式不微。

七绝·清明
杨军红
雨霁云清净客尘，初开柳

眼黛眉新。
山中荒冢更荒处，又见追

思落泪人。

七绝·清明祭父母
唐维礼
老人仙逝卧青山，梦里依

稀父母颜。
寸草春晖儿未报，清明祭

扫泪潸潸！

七绝·清明祭祖
闫关山
桃花杏雨涤凡尘，血脉传

承念至亲。
叶茂枝繁宗嗣旺，香钱烛

酒祭先人。

七绝·清明小记
弓旭东
雪压山头近地消，莺飞水

面柳轻飘。
坟前缓放菊花束，漫忆儿

时眼起潮。

七绝·清明
杜明
风和日丽雨无痕，天助清

明祭远魂。
采束春花传网上，不知可

否寄双亲？

七绝·清明
王永旺
断魂三月又思乡，昨夜慈

容坐草堂。
四地归来弯柳下，同根骨

肉话衷肠。

七律·清明
李荣辉
后辈当温先辈志，今人不

忘故人情。
携来美馔坟前拜，欲报殊

恩天下兴。
无奈宗亲眠岁月，永怀义

气颂英雄。
幽香接续新时代，清影犹

思大业中。

七律·乙巳清明二首之一
韩鹏飞
祭语何须到九泉，随风句

句入瑶天。
松间叩首香三柱，路口悲

怀纸万钱。
冢畔桃夭承旧脉，枝头鹃

泣续新篇。
慎终犹记家山训，不负先

人黄土眠。

七律·乙巳清明遣怀
梁辉
闲身三月意难平，寻梦于

怀乡野行。
霾厚风微春日隐，途穷山

阻夙心惊。

临桃艳艳无迷蝶，赏柳夭
夭不唱莺。

即景寥萧空赏会，清明时
节失清明。

七律·清明节感怀
袁培智
报恩祭祖穿云网，欲表寸

心须慎行。
笔似清香三炷爱，墨如老

酒一壶情。
只教野外风留影，不叫坟

前火作声。
防患未然传孝义，若无涂

炭怨何生？

七律·乙巳清明
赵泉忠
东方雨润草芽尖，北部风

肥汗马颠。
山杏衣盈花九百，牧童手

捧酒八千。
举樽祭祖神魂在，开径踏

青燕玉翩。
春弄词骚人有意，己知泪

瑟语无边。

七律·清明踏青
马盛华
清明节气顺南风，探翠逢

时履步中。
柳岸青青垂水碧，桃园灼

灼映山红。
乡间鸟语歌声脆，陌上花

香韵味丰。
景丽游来收不尽，春霞写

照更诗浓。

七律·清明怀逝者
付晓霞
不觉时序又清明，梨未纯

白桃未红。
今日孑然思往事，昔年相

伴论前程。
桥边碧水怀愁绪，远处青

山发叹声。
泪洒千行肠欲断，凭栏四

顾雨空蒙。

七律·乙巳年清明节祭父
白贵生
陌上东风柳未匀，凄凉田

畔草初新。
明知幻想还凝眼，惟有孤

茔不见人。
杯酒难回泉下魄，纸灰飞

作鬓边银。
几多关爱都成念，杜宇声

中已一春。

七律·清明祭
杨世庆
杏花烟柳值清明，迤逦人

流陇上行。
丝雨关情飞炽泪，灵禽会

意发悲声。
尽倾箔酒崇先辈，礼献环

篮缅国英。
两界茫茫因未了，但凭点

滴寄丹诚。

七律·清明时节
宋达元
柳岸桃林染画风，千江水

暖映晴空。
纸灰静落墓田里，祭酒轻

飞尘土中。
桥畔游春穿鹤径，溪亭歇

脚望烟篷。
年年诗酒清明季，追远行

舟韵不同。

三、词

渔歌子·清明
王怀英
桃红浅笑向风柔，嫩蕊含

香醉眼眸。新草绿，杏花稠，纸
鸢翱翔九天悠。

渔歌子·清明祭
王文政
冷雨萧萧湿冢丘，寒碑洒

酒泪空流。烟怎寄，梦难邮，松
涛柳浪替人愁。

江城子·清明
张爱松
春光晨照到楼台。日初

开。燕莺来。柳絮花飞、街上
已人哀。或道哪家都一样，祭
祖上，泪心怀。

忆江南·清明雨
侯承璧
清明雨，雨带雪翩翩。

落地银花全不见，升空化雾
润新田。雾雨细绵绵。

蒙蒙雨，昨日到山南。
憧憬群山红烂漫，怀揣硕果
庆丰年。灵雨落田间。

菩萨蛮·清明祭
朱培明
烟迷野径清明雨，纸灰

漫舞碑前聚。酹酒祭先灵，
愁思心底凝。

抚碑寻旧影，泪落肝肠
冷。杜宇泣青山，斜阳暮
色寒。

江城子·清明
李怀科
桃红柳绿又清明。故

园行。祭魂灵。叩首焚香、
低语诉衷情。几度萦怀憔
悴影，南檐下，唤儿名。

兰花吐蕊鸟啼声。忆

贫生，苦含情。悌孝忠廉、教诲
耳边鸣。岁月匆匆来又去，花
恋叶，果连茎。

水调歌头·清明
赵爱民
乍 暖 寒 又 落 ，濛 雾 布 云

稍。鹅黄初露，却遭料峭朔风
凋。静听溪流潺诉，豁闻杜鹃
朗叫，风景自期调。归乡觅尘
迹，祭祖秉贤教。

路随行，宅破旧，事难料。
凄怀跃涌，憾恨农社现荒毫。
也想立身图强，咋奈人心不古，
心梦与谁唠。但有无私者，兴
业逐新潮。

四、曲

【双调·寿阳曲】清明
杨冬亮
桃花艳，丝柳悬，醉春风草

香无限。焚香祭亲思念满，泪
纷纷雨丝难断。

【南吕·金字经】清明
牛继和
柳絮飘飞念，杏花追忆咽，

又到清明撒纸钱。言，故人心
挂牵。真情现，墓坟吾跪虔。

2025（乙巳）年清明诗词曲联作品
编 者 按：：清明时节清明时节，，万物萌动万物萌动。。晋中市楹联艺术家协会组织全市诗友联家晋中市楹联艺术家协会组织全市诗友联家，，以以

怀念先烈怀念先烈、、感恩先祖为主题感恩先祖为主题，，创作了大量诗联作品创作了大量诗联作品，，现选登部分佳作现选登部分佳作，，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如果那场雨有记忆的话，它应该记得那个隔
着雨帘遥望杏花村的女子。清明时节去探访杏
花村酒厂，是我能想到的最兴之所至的事情。纵
然“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所在地仍存在
争议，但我心中笃定地认为，“杏花村”就是眼前
这座汾阳的古村落。

那飘香的酒酿香气，隔着雨帘，飘飘摇摇钻
进我的鼻腔，窜入心房，这让我更进一步确定，无
需“借问酒家何处有”，眼前这座驰名酒厂已悄然
给出了答案。赶在清明时节去探访杏花村，就更
增添了一分文化背后的深意。汾酒的文化，藏在
诗里，更藏在遥远的历史中。

早在 1982年，考古队在杏
花村遗址发掘出了“小口尖底
瓮”，将杏花村的酿酒史推到了
距今 6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
时期。那时的中原文化正处于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用火与陶
创造出了小口尖底样的容器，
盛放谷物，尝试酿酒。汾酒传
奇在 6000多年前悄然上演，见
证了中国白酒的发展历史。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汾
酒开始成名，在杏花村酒名中
首次出现“汾”字。《北齐书》记
载：“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
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
这里的“帝”指的是北齐武成帝
高湛，这里的“汝”则是康舒王
孝瑜。这封首次提及“汾清”的
信不仅体现了当时皇室对汾酒
的喜爱，也表明汾酒在北齐时
期的盛名。

而明清时期，随着山西商
帮的崛起，汾酒及汾酒酿造技
艺跟随晋商的脚步传播到了海
内外，从华北、华东、东北到俄
罗斯，哪里有晋商的商号，哪里
就有汾酒的身影。尤其到了清代中后期，晋商以
票号业称雄天下，一时鼎盛无二，杏花村汾酒的
美名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更连带传播而出的还有
汾酒字号的烧锅及酿造技艺。

在汾酒厂，我兜兜转转欲寻访杏花村酿得美
酒的秘密，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有人说，是因
为汾阳地理条件独特，具有优良的地下水资源和
特有的微生物群，是大自然的厚爱赐予汾酒独特
的清香和绵厚的余味。而更多的人告诉我，是一
代代酿酒人的匠心成就了“汾”字号的金字招牌。

走进汾酒博物馆，一一走过那些历史的陈
列，时光仿佛在这里浓缩了、凝聚了，数千年间
的时光，就在这些精美的酒具，不，它们现在俨
然是珍贵的出土文物之间，悄然流逝了。流走
的是历史，留存的是记忆，迭代更新的酿造技术
在匆匆岁月里淘洗着、锤炼着，成就着新的汾酒
的美味与甘醇。尽头处，酿酒师傅正在展示古
法酿酒，一阵歌声让我热血沸腾：“九月九酿新

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
气不咳嗽……”随着《酒神曲》一起飘来的还有浓
郁的酒香味，只见身着长袍汗衫的酿酒师傅们舞
动着铁锹，起缸拌料，抡圆了胳膊画着大圈，拌、
搅、提、转，时而刚劲有力，时而行云流水。不一
会儿，原浆酒便流了出来，酒香直冲人的脑袋顶
上，让人顿生醉意。醉人何止是酒啊！分明还有
这古朴而悠久的酒文化。

走出汾酒博物馆，甘冽而持久的酒香味还依
附在我的衣间。屋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又纷纷而
落了。小时候，我总疑惑为什么“清明时节雨纷

纷”这句诗如此灵验，在每个清
明时分，雨都像是被上了发条
般，准时落下，丝毫不差。后来
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古代的二
十四节气就是在山西制定的，
相传羲和观天制历，就在山西
省稷山县最早确定农历二十四
节气。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变化
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最准
的，清明落雨，小雪飘雪，立秋
知了声声，霜降芦花满天，哪一
个节气的变化与特征都是那么
分明。清明就该落雨呀！为了
忠义报国的介子推，为了十里
飘香的杏花村。

而如今，杏花村汾酒集团
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园林式的集
厂区、博物馆、教育基地于一体
的大型酒企。呈现在我眼前
的，是一座绿色、低碳、高效、全
产业链协调发展的大型生态型
企业。

在汾酒厂区的开放区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制曲车
间，那悠远飘香的稻谷和麦穗
的气息萦绕在我记忆深处，久
久未曾淡泊。清明时节，屋外

是瑟瑟凉意，而走进曲房的一瞬，我整个人从头
到脚温暖了起来。成片成片的曲块摆放齐整，这
由大麦和豌豆制成的曲块就是香气的源泉。汾
酒的制曲过程分有很多阶段，卧曲、上霉、晾霉起
火、养曲、晾曲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极致
精细的工艺要点，稍差一步，味道就变了。

我细嗅着这酒曲味，脑海里若隐若现地，出
现了一望无际的耕田。这是古老黄河流域的农
耕之地，这是传统农业文明的精华之所在。“雨打
清明前，洼地好种田。”不多时，麦子种下了，谷子
种下了，高粱玉米成排成排地种下了，这片沃土
上，种下了希望，种下了未来……

雨，还在连绵不休地下着，隔着雨帘，我遥
望着杏花村的酒旗，目光停留在骑在牛背上的
牧童雕塑上，思忖万千。“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后人再次吟咏起这首经典的《清
明》时，不知是否能感受到，那酒香背后的缕缕
情思……

雨
落
杏
花
村

安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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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窗前，看着不远处那片柳林一天比
一天绿意深浓，耳边似有柳笛声声传来。

故乡的春天，每到阳春三月，河岸边的柳
树就挥舞着绿色的长袖子，染绿河里的水，也
染绿荒芜了一冬的堤岸。

此时，很多小伙伴们都“忙趁东风放纸
鸢”，我只有望着风筝羡慕的份儿。清贫的日
子，母亲是舍不得花钱为我买风筝的。那年，
邻居小良拿着他爸爸给他买的燕子风筝，在
我面前极尽炫耀，我捂上眼睛不去看，但越是
闭着眼睛，眼前越是清晰地看到风筝扶风而
上的样子。

小良说：“这风筝漂亮吧？可它是我的。”
看他那得意的样儿，一股莫名其妙的委屈忽
然席卷我小小的心房，眼泪不知不觉跑出了
眼眶。后来想想，是伤了自尊心吧。小小的
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

小良看我哭了，拿着风筝一溜烟跑掉了。
下地归来的母亲看我抹眼泪，说：“妞儿，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母亲摊开的手掌里躺着
一截绿色的树枝。“树枝，有什么稀奇。”我看
了一眼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树枝，它会唱歌。”
“会唱歌？”树枝会唱歌？我可从没听说

过。我眼里的泪都被惊回去了。
“来，你吹一下试试。”母亲说着用另一只

手拿起那截树枝递给我。

“这边朝下，把这边放进嘴里，吹一下。”
母亲耐心指点着我。

我按照母亲的指点用嘴巴含住树枝轻轻
吹，果然，那树枝发出了“嘀嘀”声。我充满了
欢喜。我继续吹着，那“嘀嘀”声越来越流
畅。母亲告诉我，这会唱歌的树枝叫柳笛，是
用柳树的树枝做成的。

我不再羡慕小良的风筝。而小良，似乎
对我的柳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才不给
他。小小的孩子哦，也有报复的小心思。母
亲说：“与人分享你的快乐你会更高兴，不信
你试试？”我把柳笛让给小良吹。听他吹出明
丽的调子，果然，我比自己吹出好听的曲子还
要高兴，多么神奇。

此后，每到三月，柳树挥动着柔软的枝
条，似乎欢迎我们制作柳笛。我和几个喜欢
柳笛的小伙伴相约来到河岸边，猴一样爬上

柳树，找一根粗细适合的枝条折下，用细嫩的
小手一拧，柳枝儿就“骨肉分家”了，然后把柳
骨抽出来，再把空了的柳枝一端捏扁，用力地
撕下窄窄的一小块表皮，一个柳笛就制作好
了。伙伴们叽叽喳喳地吵着要比赛谁吹得最
好听，霎时，欢快的柳笛声随风四散：或短促
激昂，或悠长嘹亮，或细腻婉转……柳笛声
声，声声都是简单快乐的音符。

但我们不会贪婪，把柳树折得伤痕累
累。没有了柳树，我们的快乐就没有了。

一个又一个春天，绿色的柳笛让我心底
的“歌声”脆嫩鲜亮，在光阴的长河里暖暖飘
荡，让我在夜深人乏、孤单寂静的时候，内心
也有干净的绿色。

站在窗前，望着柳树飘舞的绿袖子，似在
召唤着什么。

我的故乡啊，快乐是否已被柳笛叫醒？

童年的柳笛声
王举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