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当微雨
落满全身，而我独处异乡念书时，我
不禁一惊，呀，正是清明。

记得小时候清明前几天，我们都
会为祖先折纸钱。好像小孩子折的纸
钱会更加金贵。当时的我尚且年幼，
只是看到奶奶折元宝，然后就亦步亦
趋学，却怎么也学不会，只好不断央
求奶奶教我。年复一年，每年我都会
忘掉元宝怎么折，但每年我都会花好
几个上午和奶奶一起，为祖辈，那些
许许多多从未谋面却在奶奶口中显
得异常亲切的人们，叠上在未来一年
足够温饱甚至小康的纸钱。然后，在
清明这一天，这些元宝和几套纸质的
衣服、鞋子一起，会被带到祖辈的墓
前，用火点燃，捎给他们。

清明节的当天，家里还会做极其
丰盛的菜肴，用类似酒碟的小盘子一

一装好，再装到一个大盒子里，连同
酒水一起用三轮车载上，给祖先路远
遥遥地送过去。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扫
墓，家里也没有邀请过我。因此，我从
来不知道我的长辈和他们已经过世
多年的亲人都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
在料峭的春寒中，酒水在陵墓前洒落
的无尽悲欢。

在清明这个节日里，当然也有一
些特殊的饮食风俗。比如吃清明果。
清明果南北方有所不同，在我去北方
读书后，清明节再也没能吃到正宗的
清明果。

要想在清明当天吃到清明果，很
久之前就需要上山摘取青艾，用清水
洗净后，放到门口小小的石磨中一遍
又一遍地敲打，直到艾叶“化作春泥
碾作尘”。这时，就可以将艾汁与蒸煮
好的糯米面团揉和在一起，直到白色

的面团呈现深青色为止。然后在面团
中包入猪肉、红糖等馅料，也可以什
么都不加，之后放入模具里面造型，
再上屉蒸煮，最后新鲜出笼。这些用
青艾制成的果子，从色彩到口感都有
着春天浓浓的味道。

在清明，孩子们还会和家人一起
出去踏青。都说清明天气醉游郎，莺
儿狂，燕儿狂，桃花香，李花香。春天
将至，万物复苏。有很多花开放，树木
也忙不迭地抽发新芽。在这样一个节
日里，到外边转一转，和家人共度美
好时光，自然会让人心情大好。

清明节是一个崇高的节日。在这
一天，或许很多人都会选择独绕回廊
行复歌，遥听弦管暗看花，于我而言，
更希望不要被这份悲伤所拘束，静下
心来看看清明夜里的好风胧月和碧
砌红轩。

阴郑志航

好 风 胧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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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杨 宜 作 两 家 春
阴谢雅临

1993年9月的一天，在山西南部
曲沃、翼城两县接界处的曲村-天马
遗址中，一座尘封2800年的古墓展露
了真容。随着墓主人陪葬的一对青铜
壶的问世，一个被煌煌正史遗漏的先
秦古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是一对圆壶，侈口，长颈，鼓
腹，圈足，盖子上有喇叭形捉手，壶颈
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盖沿和圈足饰
兽目交连纹，颈部饰波曲纹，其下为
兽目交连纹、鳞纹与瓦楞纹相间排列
的装饰。最让人着迷的是铜壶的盖子
口外壁和壶颈内壁所铸的9字铭文

“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也就是说这
对壶是为杨姞所作，用以盛酒醴的，
妥妥的贵族女子高档陪嫁品（媵器）。
考古学家据此命名为“杨姞壶”。

提到“杨姞”这个名字，我们应先
了解一下先秦时期贵族女子的命名
规则。杨姞是姬姓晋国第九任君主穆
侯费王的续弦。根据当时诸侯的婚嫁
礼仪，国君夫人必是来自异姓邻国的
公主。这些公主的闺名是不能让父母
兄弟和丈夫之外的男子知晓的，为了
称呼她们，一般以其出嫁前的母国名
加上母国国君之姓合称。也就是说，
姞姓杨国公主在与晋君成婚后，再也
不能用闺名称呼，而是要改称“杨姞”
了。同理，晋穆侯结发妻子“齐姜”的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此前的史书
上只记载过姬姓杨国，从没提到过姞
姓杨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就
有“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
姓也”的记录。作为上古八姓之二的
姬、姞，同出黄帝一脉，曾繁衍出众多
方国，如南燕、密须、鄂、雍、光、尹等。
经过两千年的族群演化，姬、姞早已

是形同陌路的异姓，按照周礼，姬、姞
两姓好合，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左
传》中甚至感言：“吾闻姬、姞耦，其子
孙必蕃。”最典型的便是，周人先祖后
稷（姬弃）娶的元妃（正妃）即是姞姓
女子。

因为杨姞壶的横空出世，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此前毫无存在感的先秦
古国———姞姓杨国。时至今日，姞姓
杨国始建何时、君主世系与亡于何
年，考古专家都是一头雾水，人们对
姞姓杨国的了解，仍基本停留在这对
静静躺在山西博物馆中的杨姞壶上。

据公安部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
国姓名报告》，杨姓人口有4600余万，
在中国人口排行榜上高居第六位。杨
姓最早来源于地名或国名，杨地在今
山西南部的洪洞县一带，“杨”字最早
的写法为“木”加“昜”，“木”当然是树
木，这里指传说中的太阳神木扶桑
树，“昜”字其实是“日升汤谷”的形象
写照，“汤谷”就是“旸谷”，传说中太
阳升起的地方。杨姓的图腾正是基于
此而设计的。可惜，唐朝建立后，高祖
李渊忌讳杨是隋朝国姓，便依据城南

“洪崖”、城北“古洞”将杨县更名洪洞
县。有故事有传承的大姓杨，其得姓
渊源，一般都认为出自姬姓杨氏，很
少有人知晓还有姞姓杨氏。

由于今人对姞姓杨国的认知实
在少得可怜，只约略知道姞姓杨国可
能是姞姓鄂国的分身。殷商时期，晋
南乡宁一带丛林沼泽密布，湖中多有
鄂鱼，立国于此的姞姓鄂国靠水吃
水，自然成为捕鳄、养鳄高手。鄂国在
商朝中晚期直至周初，一直是个大方
国，特别是在商末更成为举足轻重的
方伯，位列三公之一。后因气候变化，

加之受晋、楚等新兴大国的攻击，鄂
国被迫一再南迁，直至湖北一带。今
天的湖北简称鄂，正是有鉴于此。大
约在商王武丁时期，一支鄂人向东挺
进，渡过汾河，攻占姜姓扬国后，便据
此建立姞姓杨国（古时扬、杨不分，姜
扬亦可算作杨姓渊源，这样一来，杨
姓便至少有了三大起源。白居易在

《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中曾言
“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
春”，本意是白居易希望与元稹成为
生活在一株绿杨下的好邻居。笔者断
章取义，权且释作杨姓有姞、姬两大
起源。若加上姜扬，应是“绿杨宜作三
家村”才对）。进入西周后，周王朝承
认了姞姓杨国的诸侯地位，使杨国一
直存续到周宣王时期。

以上便是今人对姞姓杨国所知
不多的历史了。既然姞姓杨国还有待
未来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研究，那么我
们就多聊几句姬姓杨国的流变吧。

周朝为什么那么喜欢封建诸侯，
一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分
封制可以极大的节约统治成本，提高
统治效率；二是周朝周边异族众多，
他们与周人之间长期进行着此消彼
长的战争，周人需要更多的诸侯以屏
藩王室，也就是为王室挡枪。这些诸
侯既有姬姓同宗，也有异姓功臣或前
朝遗老，他们在周王室的大旗下，确
实为巩固国防作出过特殊贡献，甚至
付出了国破家亡的惨重代价。顶在周
人和猃狁苦战第一线的姞姓杨国显
然就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

周宣王上台后，一改此前几代周
王的颓势，在恢复国力的同时，高举
战旗向日益强大的猃狁发起反击。
为了更好地对付猃狁，周宣王分封

自己的儿子尚父（长父）为杨侯，在
姞姓杨国的故地重建姬姓杨国。为
了让儿子坐稳江山，周宣王还贴心
地派出能征善战的大将逨（同“来”）
辅佐儿子。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
土的四十二年逨鼎中就有明确记
录：“長父侯于采，余令女奠”，果然
是爱子之心，人皆有之，哪怕是堂堂
帝王也概莫能外。逨大将与来去如
风的猃狁曾经恶战的杨冢，或可解
读为姞姓杨氏的墓地。

姬尚父受封于公元前786年，那
么，杨姞嫁给晋穆侯绝不可能晚于
该年，也就是说，姞姓杨国灭亡一定
早于公元前786年，否则亡国公主先
不说能不能保住性命，即便是性命
无虞，又如何有资格成为蒸蒸日上
的晋国第二任君夫人？而且还能够
得到晋穆侯的宠爱，死后与为晋穆
侯育有两子的齐姜共同长眠于夫君
的墓侧，并且墓中的陪葬品不可胜
数。然而，即便是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随着一年后（前785年）晋穆侯的
薨逝，姞姓杨国与此前被他所灭的
姜姓扬国一样，都化作了历史的尘
埃，再也掀不起一点儿波澜。

姬姓杨国在与猃狁的拉锯战
中，并没有像同姓晋国那样被磨砺
成地区大国，反而日益衰败，最终被
晋国吞并，只存续了一百余年。晋献
公诡诸年老时因独宠骊姬，将晋国
搞得乌烟瘴气，一直被后世史家诟
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晋国的强
盛作出过巨大贡献。当晋献公的父
亲曲沃武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
掉了晋穆侯当年埋下的雷 （晋穆侯
与齐姜的大儿子仇与成师分别掌控
晋与曲沃，其中晋为大宗，曲沃为小

宗），实现曲沃代晋，也就是小宗代
替大宗后，晋献公继续将父亲的事
业发扬光大，先后吞并了诸多邻国，
一举将晋国打造成与齐国不相上下
的强国，这才使其子重耳（晋文公）
拥有了称霸天下的基本盘。

在晋献公雄起的过程中，一大
批同姓小国沦为了垫脚石，其中就
包括姬姓杨国。晋献公在灭掉杨国
后，又转手将其封给自己的兄弟伯
侨，让他成为杨地的新领主，这是当
时的通例。同样，依照当时的规矩，
分家另过的伯侨就此被称为杨伯
侨。由于历史的模糊，杨伯侨有幸成
为杨姓公认的始祖。

晋献公担心曾祖父和祖父的后
人势力过大，重演曲沃代晋的故事，
便不顾亲情地大肆屠杀公室成员。
对于伯侨，他也毫不客气地夺其封
地，使其悲催地沦为一位光蛋贵族。
好在伯侨的孙子突比较争气，立下
大功，再次被晋国国君封在羊舌（地
名，在古杨地内），突的后人便以羊
舌为氏。姬姓羊舌氏一度贤才辈出，
号称“羊舌四族”，其中最有名的便
是历事三朝的重臣羊舌肸 （叔向），
著名的叔向贺贫故事便是他远见卓
识的体现，同时代的孔子与季札等
都非常赞赏叔向的品行与才干。因
为羊舌氏的封地在杨，所以他们同
样以杨为氏，也就是说，杨与羊舌

（后简化为羊）系出同源。杨伯侨的
后人转了一大圈，又回到杨氏的旗
下。

可惜，此时晋国卿大夫的势力
已经尾大不掉，他们可不希望公族
中能够出现羊舌氏这样的新兴大族
与他们分肥，于是借口叔向之子杨

食我勾结同姓的祁盈阴谋作乱，将
羊舌氏逐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杨
食我在这场不太光彩的政治斗争中
被杀，其子逃到华山避祸。慑于晋国
雄霸天下的声威犹在，他们不敢再
说自己是羊舌氏后人，彻底以杨为
氏。之后，杨氏世居华阴，不断成长
壮大。

到了楚汉相争之际，加盟刘邦
政权的杨氏子孙杨喜，以骑都尉的
身份参加了追击楚霸王项羽的绝杀
之战。项羽自刎乌江，汉将争相上前
分解其尸，杨喜仗着武艺过人，抢到
了项羽的一条大腿。事后，刘邦因此
军功将五员汉将封侯，杨喜进爵赤
泉侯，从此开启了弘农（华阴）杨氏
的千年富贵。

杨氏在东汉末年逐渐进入了鼎
盛时期，作为士族的顶配，杨家同样
号称四世三公，与汉末第一士族汝
南袁氏不相上下。曹操杀死才情出
众的杨修，却没敢问罪其父杨彪，便
是忌惮杨氏的底蕴。杨氏在魏晋南
北朝的大动乱中更是人才辈出，各
领风骚。最终结束四百年华夏乱世
的两大狠人隋文帝杨坚和越国公杨
素，皆是弘农杨氏的佼佼者。

千年以降，绿杨繁茂，春意盎
然。不论是出自姜姓、姞姓还是姬
姓，都与那个号称“华人老家”的洪
洞（古杨县）密不可分。时至今日，杨
氏族人都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
庭之中。那位两千多年前的杨姞公
主，生前绝对没有想到，她之后的华
夏有过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虽
然她的故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之中，但仍有数以千万计的杨姓子
孙在后世演绎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千朵万朵压枝低 童勤俊 摄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
今。

家乡的朋友发来图片———鹅黄的
迎春花压低枝条，俯身探查河面。旁边
的梨树收到讯息，不等绿叶齐整就匆匆
开了花。“阳光正好，总想枕着青草睡一
天。”对面在暖意里昏昏沉沉。“春天总
是偏爱南方一些，把人塞进春天的被窝
里，让起床都成了春天里的难事。”北方
人反倒是裹紧了大衣，把袖口扯来盖住
半个手掌，冷风却狡猾地灌进脖子。

南方的春天跑得勤，钻进了平原与
盆地。连片的油菜花最为朴素，叶可食，
种子可作油料，开出的花是阳光的颜
色。丰沛的江水是松潘送来的哈达，清
澈纯净，引着东风吹开了周山的云雾。
晴朗的日子是珍贵的，趁这个好时机，
往竹编小椅上一躺，染一身斑驳的树

影，落下纤长的碧叶，分不清是竹是柳。
待到夜半，皎月圆缺定数，唯有飞沙堰
头，隔岸的芸薹，天边那杜子美吟唱的
西岭，古今容颜不改。

年少跃金鞍，咫尺关山，西风留旧
寒。

北方的春意奔波在路上，直让人苦
苦捱到清明前。

料峭春寒，是性格顽劣的孩童，不
时出来吓人，教训单衣的过客，本来习
惯了春寒的无常，却又记不清楚是哪天
脱去了外套，也没有注意楼外桃花何时
冒出了小苞。新风融融间，吹开了绛紫
的玉兰，牵住行人的步伐。紧赶慢赶的
是课堂，徘徊细看的是花儿，来来往往
都是春的具象。

清晨的学生，被闹钟揪起来，还带
着几分迷糊，鱼贯似地向教学楼奔去。

春日早出，有些刺眼，让我们这些半梦
半醒的人，如同被春困缠上了一般。

所谓春困，曾巩写过“玉人春困
倚东风。”春意笼统，这处白梨如玉
篾，那边红桃争艳，阳光暖，人沉醉，
昏在无形的东风里。只不过春天来得
悄然，担心她去的也安静，玉人失去
东风的依凭，趔趄进酷暑，徒留下人
面桃花的遗憾。

南北的人们，挨过春寒的欺负，
受了春困的打扰，才算的上真正成为
春意里的一员。《说文解字》认为“春，
推也”，而甲骨文中，春的形体包括三
个“木”一个“日”。长河浩荡，周而复
始，春天是出发的季节，带来昂扬的
信号。阳光抚照，草木滋荣，人们欢欣
鼓舞，终于浸在春的日子里，生长在
名为万物的世界中。

阴王凯蝶

我 身 在 春

天初暖，日初长，人间四月好春
光。春天如约而至，带着新的希望向
你走来。

春有约，花不误。想要近距离感
受渐浓的春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从拜访一朵花开始。当我漫步在春日
的校园中，看到满树的玉兰花开得安
静从容，莹润清丽，视线便不自觉地
被吸引，然后驻足观赏。玉兰只开花
不长叶，白玉缀枝头，无绿也无愁，大
朵绽放的玉兰花随风摇曳生姿，满目
都是春日里独有的诗意与温柔。我拿
起相机，伴随着“咔嚓”之声，春和景
明在聚焦的镜头下被及时记录保存
下来，容我细细观赏。在《满庭芳·玉
兰》中，诗人朱廷钟是这样形容玉兰
花的，“刻玉玲珑，吹兰芬馥，搓酥滴
粉丰姿。”在他的笔下，缀满枝头的玉

兰兀自静美，宛如璞玉，馥郁含香。
春风和煦，在明媚的周日午后，

我骑着单车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亲身
感受愈来愈浓的春日气息，辗转到黄
花沟公园。

在春日里拾趣草木，赏花踏青，
全身心自在放松地亲近大自然，最为
合适不过了。春风吹，纸鸢飞，抬头仰
望，公园上空风筝飘摇着；远处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出门踏青的一家三口，
正在享受着闲暇悠然的午后时光，画
面温馨和谐。在一片春意盎然当中，
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感细腻了，好心
情也在“慢慢发芽”，破土而出，那些
琐碎的美好和惊喜都被洞察且无限
放大，鸟啼、花香、微风、暖阳，每一种
物象都是春的标注和韵脚，久坐室内
的疲惫感，顿时随风飘散了。暖春，就

是一本越读越有韵味、越读越能发现
其蕴藏着惊喜的诗笺，无论翻到哪一
页，都值得细细品读，读懂春日里独
有的温柔和生机，读懂春日的诗意与
浪漫。

春天里流露出旺盛生命力的，不
止草木花鸟，还有人。四月的天气最
是舒适宜人，我们褪去厚重的衣服，
换上轻便的外套，展现新气象。林清
玄说过，“永远都不要失去发芽的心
情”，因为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蓬
勃朝气，足以让生命的枝桠重新长出
新的绿叶繁花，作为生命的点缀和装
饰。

愿人随春好，春与人宜。祝我们，
在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春日里，汲
取“变得更好”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
己。

阴孙晶晶

春 与 人 宜

这是春天呢，是发呆的季节。
街口绿灯闪烁，须臾坠下一颗红

心，“待行”二字让空气静悄悄的，轻
轻地浮在车流喇叭的声罩之外，并不
使人焦灼。倒正好以此为借口，放慢
脚步于人潮熙攘的老街口，短暂地陷
进这宛若上世纪遗落的工业古城。

出租车师傅娓娓道来驴肉火烧
的历史。过去本地人一块五便能买下
一个作为早餐，而今在宽敞亮堂的店
面里，火烧被冠上冗长的名号，闻香
知味的食客不得不花上十好几块，才
能一品滋味。“听说啊———内蒙古有
一片草场专门给咱们这养驴……哎！

现在别的城市哪有吃驴肉的啊，全中
国的驴都让保定人吃喽！”听到这儿，
车里顿时笑成一片。

老城区像打上新补丁的旧花布，
抖抖就落下一地历史尘灰，斑斓而富
有层次。在窄小的巷间里，头戴便帽
的老汉掀开门帘，身后写着“何记糖
葫芦”字样的招牌慢慢融化在焦化糖
浆的香气里。两边是新砌的“旧”砖
瓦，古街被勾勒出庄重的古朴。人们
对厚重的文明怀着浓郁的热忱，现代
的秩序与理性又迅猛地构造出社会
的审美，“有秩序的古建筑群”是这类
遗产最为理想的存在形式，零碎的故

事被赋予一种“枯木逢春”的魔力。
偶尔还骑着单车漫无目的地行

进，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
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恍惚间，将灰白
堆砌下的车水马龙幻置于一片朦胧
的湿意里，涤荡起一汪乡愁溶入那烟
水迷离中，江南的绿意也快要随雨季
来到北国了。我骑车弯进路头，就像
其他人一样，在千万个平常不过的下
午，偶然撞进某条小路，分明是第一
次造访，却如同相识了数年一般，只
是恍若隔世。

华灯初上，这座城市在暮色中渐
渐苏醒。春天啊，真的要来了！

阴黄雪灵

陌 里 逢 春 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
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
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
步就轻盈了……即使奔走于早八的
清晨，泛不起波澜的天，消不散余晖
的云，漫步着的，无意间的，思绪步入
正轨，目光所及明晰。

“美好”似乎是一个空而泛的词，
但身处校园的我们，目光所及，皆是
美好。春花正烂漫，枝叶在清晖中舒
展，微风裹挟着灿灿阳光扑面而来
……“美好”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正
活跃着，正伸展着，正在向我们高呼
它的存在，它在展现它朝气蓬勃的生
命力。

此时，行于校园内，春光无限，花
香四溢，连路过的猫猫狗狗，都显得
那么可爱。矮矮身，看向地面，紫的，

白的，粉的……各色春花在争相开
放。低低头，靠近地面，你能听见“沙
沙”的声音，那是小草在冲击土壤，只
为在春天的舞台上献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闲来饶有兴致，便走去日新园喂
喂鱼。塘里锦鲤与鲶鱼往复，见到行
人便失了风度，似乎早已饥不可待。
投喂片刻，听一人言：“鲶鱼超难看，
但是抢吃的可狠了！”不禁笑出声。

春光易逝，明日可追。在这短暂
的阳春三月，何不慢下脚步，去观察
形形色色的路人，何不停下脚步，怀
揣猛虎，去细嗅蔷薇。不过，当此时的
你恍惚不明方向时，未来醒悟的你也
不要对逝去的美好过分留恋。“当你
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
错过群星了。”

当一天已过大半，抬头看看天
吧。金黄与艳红交织，云朵与太阳映
衬。每一天也就这么片刻的时间，尽
享太阳和云朵的大合奏吧。偶有飞机
飞过，偶有飞鸟掠过，偶有清风徐来
……但是那都不重要了，那同样预示
着，忙碌的一天终要结束。落日余晖
结束了激情演奏，渐渐散去了，一盏
盏路灯慢慢点亮自己……

早春的晚风还有些清冷，吹的人
直哆嗦。路上早已鲜有人流，广播仍
在出声，不痛不痒。漫无目的地向目
的地走去，哼着四拍子的歌，回音中，
一个人，颇为悠然自得。小雨淅淅沥
沥，自天穹飘落。“该回去了吧？”是时
候回去了！路旁有黑影跃出，定睛一
看，原来是猫猫，不由心生触动，嘴角
微扬，笑声喑哑……

阴季鑫垚

追 思 春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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