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只虫子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惊蛰一过，暖暖的风吹过几场后，大地像被温柔的手抚过

一样，向阳的山坡上就渐渐有了一垄一垄不仔细看难以发现
的浅浅的绿色。最先长出来的是一种我们叫冰草的，草尖尖
锐得像锥子，一不小心被刺伤，会钻心地痛，草叶边缘长满了
锯齿，十分锋利。冰草凭借这种尖锐，攻城略地，只三五天的
工夫，山坡上、地埂上，甚至许久没有耕过的田间地头都成了
冰草的天下，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酷似一拃长的麦苗，随风
摆动。这绿色，才预示着西北黄土高原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麦牛

麦牛是不怕被刺伤的。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分过后，蛰伏在土

壤里的各种小虫不甘寂寞开始渐渐苏醒过来，探头探脑地在浅
土层里蠢蠢欲动，有的翕动着翅膀跃跃欲飞。记忆中，麦牛是
春天较早苏醒的小虫。麦牛，学名具体叫什么不知道，由于它
喜欢爬到麦苗或草尖上，我们都叫麦牛，和七星瓢虫一样大小，
也是甲壳虫，不同的是，麦牛浑身是黑色的，没有一点杂色。

有趣的是，我的老家甘肃省静宁县东北部农村一带，人们
把叫不上学名的小虫不叫小虫，而叫“牛牛”，这里的牛牛并非
指虫子大，而是带着亲昵，带着爱怜。

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刚从土层里苏醒的麦牛呆头呆脑的，
头上还顶着一点点土，便顶着两根如探测器一样的小触角蹑手
蹑脚地爬到土坷垃上，翕动着翅膀试图起飞，一不小心会像一
粒豌豆一样骨碌碌从土坷垃上滚落下来，弄得浑身是土。但麦
牛仍不甘心，爬起来，辨明方向再次爬到土坷垃上翕动翅膀，如
此几番，终于可以飞起来，但是飞得低低的，如滑翔一样，飞到
几步远又会掉下来。麦牛这才认真观察地形，最终会选择长得
直直的冰草，慢慢地顺着草茎爬到草尖上，瞅准机会展翅起飞
——冰草终于助麦牛成就了飞翔的梦想。看到麦牛那么认真
那么执着的样子，我一直认为小小的昆虫也会思考也有梦想
吧，要不然怎么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爬高展翅飞翔呢？

小时候，我们家家户户穷，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日子大都
吃不饱。春风过后不久，一树一树的桃花杏花开满山，漫山遍
野的小野花争奇斗艳，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把小山村装扮得如
童话世界般美丽多彩。我们就踩着青草闻着花香爬上大岔洼
或者到红土洼、塌堡子梁捉麦牛，挖辣辣、挖芦杷或小蒜吃，当
然免不了要撸榆钱、掐苜蓿。辣辣和芦杷是黄土高原常见的
绿色植物，叶子长得相似，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不同的是，辣
辣的根长得细长而且白白的，吃起来微微有点辣，芦杷的根是
深红色的，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味。阳春三月，辣辣和芦杷
并不多见，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佝偻着腰在刚泛青的草丛中
仔细搜寻，偶尔挖出一两根，便捋掉根上的泥土，塞到嘴里津
津有味地咀嚼着。

麦牛反应很慢，不像有的小昆虫一旦感觉有危险会逃之夭
夭，但麦牛从来都是镇定自若憨态可掬的样子。说是捉麦牛其实
说捡麦牛更为贴切，因为麦牛不会逃跑，在麦苗长到一拃长时，麦
牛就多起来，一个个爬到麦苗或冰草上，有的甚至成双成对的在
约会，像草尖上结满了黑色的小豆子，我们于是就像捡豆子一样
一粒一粒把可爱的麦牛捡到墨水瓶中，再用草压住瓶口以防麦牛
跑出来。孩子们不管做什么事总是五分钟的热度，热度一来拦都
拦不住，热度一过就毫无兴趣了，捉麦牛亦如此。等到把麦牛捉
到半瓶时，我们便失去继续捉麦牛的兴趣了，于是一个个跑到田
埂边或悬崖边，将瓶口朝下抖动，瓶中的麦牛一个个就掉出来，大
多数麦牛会在下落时本能地展翅顺风飞翔到远处，也有少数麦牛
可能由于挤压体力不支会掉落到田埂或半崖中。我们则无心关
注麦牛的死活，呼啦啦地又冲向下一个目标。

一到夏天就很少能看到可爱的麦牛了，不知是麦牛飞到
了远方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自生自灭在了大自然中，由于
至今也不知道麦牛的学名，因此关于麦牛的繁衍生息也就不得
而知，乃至对于麦牛的认知如今仍然停留在童年的记忆中。

马蜂

盛夏时节，各种虫子多起来，尤其是一入伏，大多数虫子
有毒，被叮咬一下又肿又痛，奇痒难忍，甚至会溃烂流脓，因此
我们很少招惹虫子。尤其是像马蜂（因身体是黄色，我们都叫
马黄蜂）这种脾气暴躁的家伙，我们尽量敬而远之。

由于马蜂极具攻击性，相较而言蜜蜂就乖巧得多，可爱得
多，因此诗人对待马蜂和蜜蜂的态度截然不同。“采得百花成
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在诗人的眼中，蜜蜂为了酿蜜劳苦一
生，贡献远远多于摄取，理所当然成了诗人笔下为了他人而不
辞辛苦的楷模。而马蜂就没有如此待遇了——“马蜂一螫情
弦急，恼乱欢场众少年。”马蜂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地不受侵扰，
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却被诗人贴上了自私自利的标签。

记得有次，我们一伙小孩约好要去二湾嘴灌黄鼠（即田
鼠，毛色为黄色。在确定田鼠洞中有田鼠时，淘气的孩子拎来
水使劲往田鼠洞中灌，直到田鼠被水淹得受不了逃出洞被抓
住为止。），但是左等右等不见王二狗前来汇合。由于王二狗
灌黄鼠最有经验，他能一眼看出哪个洞中有黄鼠，哪个洞则是
废旧洞，如果没有他，我们很可能就是白忙活一场。因此大家
一商量，呼啦啦地一起到王二狗家去找他。不想，王二狗被马
蜂螫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儿，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说他饮牛路过沟边一块地时，莫名其妙被一群马蜂围螫了，
他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死去，一边不停地喊痛一边问他还能
不能活下来。我们无言以对，小小的年纪第一次感觉到死亡
距离我们竟如此之近，也给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心理
阴影……灌黄鼠是无法实现了，我们怏怏而归。马蜂记仇，而
且记忆力超强，此后不断传来人畜被此处马蜂螫伤的消息，这
段挑水和饮牲口的必经之路一时成了禁地，人人谈蜂色变，唯
恐避之不及，更令人们担心的是马蜂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大
有入侵农户家的趋势。有马蜂窝的那块地自然无法耕晒，眼
看夏天耕地保墒修整的黄金时间就要过去，无奈之下，有天深
夜，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着火把趁黑把马蜂连窝给烧了，
才算彻底消除了隐患。

后来才知道，马蜂窝具有药用价值。古人将马黄蜂窝称
为露蜂房，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来源
为胡蜂科昆虫大黄蜂的巢，或连蜂蛹在内的巢，性味归经甘，
平；有毒；归胃经。据科学研究，马蜂窝药用价值高，具有攻毒
疗疮、消肿散结、祛风通络、清热解毒、温阳益肾之功效，临床应
用很广泛，毒副作用小。民间偏方有用马蜂、蜂巢泡酒治风湿
病的说法，也有一定效果。可惜我们那时既不知道马蜂有药用
价值，即便知道，也没有人敢冒着被螫伤的危险去摘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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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俗称对联、对子、楹帖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诗词曲一脉相承的独立文体，是弥足珍
贵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群众性、
时代性、实用性和鉴赏性，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嘉峪关
现存的楹联，大多雕刻于嘉峪关长城建筑之上，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也有一部分为路经嘉峪关的学者诗人即兴创作，
也是嘉峪关楹联史上的精品之作；还有一部分为现代创作，
随着嘉峪关的不断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以反映嘉峪关
环境变化、景点、景区的楹联也随之出现，这些楹联为人民
群众津津乐道，在中国楹联史和长城文化中具有不可估量
的价值。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也是长城沿线建造形
式最为独特、景色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
军事城堡，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1961年3月4日，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嘉峪关始建于1372年（明洪武五年），距今已有600多
年的历史。嘉峪关关城矗立在祁连山冲积扇的高岗之上，
扼守南北30华里宽的孔道，巍峨庄严，险要天成。整个关
城设计缜密，由外城、内城、瓮城、罗城和城壕组成，城中有
城，城外有壕，城上有楼，楼台相望，壁垒森严，是一座结构
十分完整而又完美的古代军事城堡。城台上分别筑有嘉峪
关楼、柔远楼和光化楼，三座楼阁处在东西“一”字形中轴线
上，楼高约17米，为结构相同的三层木檐木结构歇山顶式
建筑。

嘉峪关作为中国古代经典的军事防御体系，其建筑浸
润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建筑之上的题刻、楹联记述了嘉
峪关的深远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难得的文化瑰宝。

嘉峪关楹联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尤其是
关城之上刻写的楹联，从时间跨度上几乎贯穿了整个长城
修筑的过程。这些楹联自身的特点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
韵律合拍等，处处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嘉峪关地
域文化精华的集成，也是长城文化的再现。

嘉峪关楹联作品中，涵盖了古今中文语法和技巧。在
逻辑关系方面，其并列、转折、递进、因果、选择、假设等等无
所不包。在组句技巧方面，串组、换位、重复、连珠、拆词、回
文、顶真、歧义等无所不有。在修辞手法方面，比喻、借代、
双关、衬托、隐含、假称等等皆可为用。

嘉峪关楹联不仅内容具有艺术性，形态也引人入胜。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用项，就有不同的楹联。

嘉峪关楹联通过书法艺术展现出来，既是文化精品，又
是艺术瑰宝。楹联的撰句，配上适当的书法，起到了珠联璧
合的作用。一副完整的楹联作品，体现了艺术家的修为，又
展示了书法艺术的魅力。

嘉峪关遗留下来的楹联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明、清两代，前往嘉峪关巡边官员和过往名人，题词

悬匾者甚多。城关原有匾额190多块，但保存下来的甚少，
只存清代匾额11块，楹联4副。

二崤虎口夸天险/九折羊肠确地雄
这是写嘉峪关关城的楹联。关城位于甘肃省河西走

廊中部稍偏西，嘉峪关市西约 7 公里。明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奉明太祖朱元璋御旨，在祁连
山与黑山之间的嘉峪关塬上建嘉峪关，土城周长 726 米，
有关无楼，以后又逐渐建了大小楼阁十余座，雕梁画栋，五
彩缤纷，雄伟壮观，成为明代万里长城的重关，号称“天下·第

一雄关”。
磨砖砌就鱼鳞瓦/五彩装成碧玉楼
这是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肃州卫嘉峪关承信校

尉王镇撰写的楹联，嘉峪关内城修建竣工，负责这项工程的
肃州卫嘉峪关承信校尉王镇立一碑，题为“嘉峪关碣记”。
记载了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秋八月到次年春二月肃
州兵备道副使李端澄（河南武陟人，进士）重建关城和东西
二楼暨官厅、夷厂、仓库等情况。碣石侧刻七言诗一首，这
是其中的二句。

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
这是写嘉峪关戏楼的楹联。嘉峪关戏楼在嘉峪关外

城，明代有戏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五月重建，
对联砖雕在戏台两侧。

时雨助王师直教万里昆仑争迎马迹
春风怀帝力且喜十年帷幄重握刀环
此联原悬挂在嘉峪关戏台前台的木格上，现悬挂于重

建之关帝庙内。
二、近代的学人名家洪亮吉、林则徐来嘉峪关时所做的

许多诗句，本身就是很好的楹联。他们或贬谪西域，从嘉峪
关踏上漫漫西行之道，内心惆怅，前途茫茫；或从西域入关
回朝，春风作伴，故乡在望。但无论是何种心情，何种境遇，
在嘉峪关下，他们都被嘉峪关的雄伟壮丽所征服，在那一时
刻，个人的荣辱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即兴抒发的都是民族大
义和国家兴亡的真挚情感。

嘉峪关前夕雾收/布隆吉后晓星浮
这是近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撰写的描述嘉峪关的楹联。

布隆吉，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清代曾置柳沟卫于此。此联
摘自洪亮吉《行抵伊犁追忆遭中闻见率赋六首》中头两句。

桐荫睡鹤观调息/雪夜图蕉得画禅
1842 年 10 月 19 日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来到肃州

（今甘肃酒泉），此间偶遇与他同在嘉庆年间考中进士的云
州，故友重逢，书赠这副对联。对联右上方题“云州四兄大
人同年清鉴”，右下方题“少穆弟林则徐”。此联现存于嘉
峪关。

三、1986年8月17日，为了祝贺“中国嘉峪关长城研究
会”的成立，当时关心、关注嘉峪关长城保护工作的中国古
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捐赠了自己手书的长联《长城赞》。

《长城赞》是由罗哲文撰写的一副对联，是一副全面赞
美长城的长联，是对联中的珍品。全联句式整齐，对仗工
整；音韵和谐，意境开阔；内容博大，意义深远。上联从时间
起笔，点明长城是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劳动而完成的；下联从
空间入笔，描绘了长城的雄姿。

在嘉峪关期间，罗哲文还饱蘸激情，创作了脍炙人口的
《十唱嘉峪关》，这些不朽的诗句，对仗工整，内涵丰富，是楹
联中的上品。

嘉峪关为明长城西端第一关，明长城分作九镇防守，嘉
峪关属甘肃镇，镇的总兵驻地在甘州（今张掖），酒泉为肃
州，设卫防守，合称之为甘肃镇。管辖的长城自金城（今兰
州）至嘉峪关，全长1600余里。长城沿着河西走廊西进，达
嘉峪关而止。自关而西，则以墩堡烽台相望。嘉峪关成了
河西走廊的雄关，保卫明朝江山的胜地。

坐断河西无限险/山河百二拱皇畴
嘉峪关为肃州卫的前哨，北凭马鬃山，南踞祁连山，中

间一带戈壁平畴。关城正设在两山夹峙的戈壁之中，挡住

了敌人的进路。
前哨森严卫肃州/两山夹峙阻平畴
嘉峪关，前后左右相望的烟墩烽火台组成的防御体系，

敌人是很难攀登的。
墩堡遥遥相互望/长城道道联关山
嘉峪关关城的布局非常周密，关的本身设了两重墙，在

西面又添建了罗城。西面是迎敌的正面，城墙特别坚固，全
用砖砌。

西筑罗城添里应/中心关口设重垣
传说在修筑关城的时候，负责人报了一个十分紧缩

的经费数字，很难完成这一工程。兵部主事与之有仇，要
以此责难，并限期保证质量完成。负责人知此事后，邀请
高明工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最后按期保证质量完成
了工程，只多出一块砖，兵部主事得知后即要将工程负责
人定罪问斩，负责人说：“此砖为定城砖，若要搬掉，全城
就会倒塌”，兵部主事只好作罢。于是，工匠们便把这一
块砖放在一个城门顶上谁也碰不到的地方，以为纪念。
怕有人从墙角伸出的很窄的砖边上爬过去拿走这一块
砖，工匠们还把阁楼后沿转角处的砖做成活动的，因此无
人能去拿，保留至今。此故事反映了嘉峪关设计施工和
估算用料的周密。

巧匠精心勤运算/良工用料不严宽
从嘉峪关城遥望南山，祁连山峰终年洁白，衬映着蓝色

天空，更觉清新如画。
积雪长留峰素裹/浮云飘忽去无边
嘉峪关关城门的关闭开启十分严格，关闭之后任何人

都不能开关门。传说有一只飞鸟因飞回晚了，关门已闭，不
能进关了。而此鸟思恋故土，不能留在关外，便碰死在关墙
上了，所以至今用石击地，尚能听到有鸟鸣之声。

晚至旅人空怅惘/迟归飞鸟极心伤
在嘉峪关前头有许多烽火台、城堡直通敦煌和新疆各

地。距关城近处有头墩山、三墩山、五墩山。山上有墩台烽
火，当敌人来犯时用烽火报讯，无敌时也报平安火。夜间烽
火相望，红霞满天。据传说，在嘉峪山下，无警时，西域来人
和出关使者常常在此聚会、歌舞。

万里通途一线连/西域远人汉家使
四、省内外作家及嘉峪关本土诗人所撰写的楹联。

2013年伊始由嘉峪关市文化馆组织省内外诗人学者撰写
了描写嘉峪关当代发展成就的各类楹联 20 多副，其楹联
立意深远，内容涉及了嘉峪关的方方面面。同时，凡是来
嘉峪关游学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以上的书法家，文化馆
都邀请其用书法将这些楹联书写出来。2014 年春，嘉峪
关市文化馆举办了嘉峪关楹联展，展出了百余副当代著名
书法家书写的嘉峪关楹联。从这些楹联中，可以看到一座
城市的发展足迹，也可以让人追怀往事，铭记历史。

题长城博物馆
纵览江山千万里/定格风雨三千年
题悬壁长城
黑山常与白云齐/悬壁半绕挂天梯
题一块砖
厚壁高墙寒敌胆/雕梁画栋赞鲁班
题讨赖河治理工程
高峡出平湖，欣碧水多情，万顷绿洲应识我
游人临胜境，偕雪山入画，千秋雄关更腾龙

话说嘉峪关楹联
●●●●●●●●●●●●●●●●●●●●●●●●●●●●●●●● 胡 杨

虫 趣
●●●●●●●●●●●●●●●●●●●●●●●●●●●●●●●● 高深

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等单位研发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8日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
布上线，即日起公众可从国家图书馆官网登录免费
使用。这两项重要的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项目旨
在用数字化手段完整保存并流传珍贵古籍，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发布会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学主办。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介绍，《永乐大典》是明成
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

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
面的丰富资料。《永乐大典》副本目前仅发现有400余
册800余卷及少量残叶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分
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藏家手中。国家图书
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大典的一半以上。

据悉，《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项目的第一
辑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40册、75卷的内
容，共涉及14个韵部、17个韵字、1800部书，除呈现

《永乐大典》高精图像、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还尝
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示范。（新华社发）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京发布

在河南省浚县举行的正月古庙会上，几十支社火团队轮番表演，踩高跷、扭秧歌、耍狮子，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形成一道富有特色的中原文化景观。

←在新疆昭苏县萨
尔阔布乡一处雪原上，寒
冷与热烈交织，静谧与活
力相伴。严冬里的“冰
火”二重奏，描绘出一幅
生机勃勃的壮丽画卷。

↓中央芭蕾舞团原创
芭蕾舞剧《红楼梦》在北京
天桥剧场首演。该剧用浪
漫唯美的芭蕾艺术再现亦
真亦幻的红楼胜景，邀观
众们一道以舞入“梦”。

“冰火”二重奏

原 创 芭 蕾 舞 剧
《红楼梦》在京首演

千年庙会 社火闹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