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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幼帝登基

公元 904 年八月十二
日深夜，在军阀朱温的授
意下，中央警卫团士兵杀
害唐昭宗李晔。八月十五
日，太子李柷[zhù]（唐景
宗）登基，时年13岁。

287.含冤沉河

唐朝末期，傀儡皇帝
唐景宗完全成为摆设，军
阀朱温为所欲为。公元
905年六月一日，朱温矫诏
命宰相裴枢等三十余位高
官自杀。朱温的亲信李振
屡次参加高考失败，对知
识分子的嫉妒到了极点。
他向朱温建议说：“这些人
自视‘清流’，把他们都扔
进黄河里，让他们成为‘浊
流’！”朱温大笑，这三十余
人被抛入黄河。

288.朱温登基

在朱温的暗示下，满
朝文武百官集体签名上
疏，请求唐景宗把帝位禅
让给朱温。公元 907 年三
月二十七日，唐景宗亲撰
诏书退位并派人把传国玉
玺送到朱温的驻地汴州
（开封）。四月十八日，朱
温在开封登基，国号为梁，
史称后梁。设开封为东
都，洛阳为西都。

289.前蜀问世

驻开封的军阀朱温出
任后梁皇帝，取唐王朝而
代之。公元 907 年九月二
十五日，驻守成都的军阀
王建也自封皇帝，国号大
蜀，史称前蜀。王建虽然
大字不识一个，但尊重知
识分子，任用唐朝官员，机
构设置完全照搬唐朝旧
制。公元 909 年正月，后
梁帝国朱温将政府办公机
构由开封迁至洛阳。

290.后唐亮相

公元 923 年四月二十
五日，晋王李存勖（xù）在
河北大名县登基，立国号
为大唐，史称后唐（以区别
于唐、南唐）。李存勖是唐
末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
用的长子。

（老白）

中国人都有家乡情结，多数人内
心都有乡愁的一席之地。乡愁是很难
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愫，有着淡淡的伤
感、莫名的温暖、坐卧不安的激动和相
思。乡愁四季都有，陪伴每一个漂泊
的游子，但平时的乡愁是气体，看不见
摸不着，在周围漂着，陪你一起为事业
打拼，为家庭奉献，为爱情执着。到了
腊月，乡愁就浓缩成固体，沉甸甸的，
坠在心间，恨不得立即出发回家，不
然，那浓浓的乡愁，怎么也化不开。

乡愁是有生命力的，随着年龄增
加而生长。孩童时，有母亲温暖的怀
抱，有父亲时刻的关爱，那时还没有乡
愁，也压根不知故乡是什么概念。随
着慢慢长大，假如一个人出去读书，到
了不能回家的周末，乡愁就会漫溢到
心间。会想起家中的父母，想起家乡
的伙伴，想起家乡池塘里的荷花，想起
屋后老树上的鸟窝，但年轻的乡愁不
会停留太久，很快就会被学习的动力

或同学的喧闹所吸引而将之忘到脑
后。到了中年，乡愁便长大很多，尽管
有幸福的家庭，有如日中天的事业，有
无话不谈的朋友，有志同道合的同事，
但独处时，乡愁便会准时来侵扰，中年
的乡愁，内容复杂，形式多样，仿佛只
有遥远的家乡，才能让内心归于平
静。一旦步入老年，乡愁无时无刻不
在提醒，你是一个异乡人，你的家乡在
远方，老年的乡愁变得非常简单直接，
那就是回家看看。当心愿达成，回到
家乡的土地，乡愁似乎无影无踪，可一
旦踏上离乡的路，哪怕刚刚一秒钟，乡
愁又萦绕心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一个人的乡愁会不安，会感到寂
寥，心中就想听到家乡的消息，哪怕在
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家乡名字出现
便激动不已。在异乡，如果碰到老乡，
通过亲切的方言拉近了感情，而乡愁
同时却被放大很多倍，仿佛所有人的
乡愁都叠加在一起，让每一个人想起

家乡都如坐针毡，恨不得插上翅膀飞
回家乡。乡愁可以写成诗歌，谱成歌
曲，画成画卷，但都化解不了乡愁带来
的苦，只能让更多人陷入到乡愁里，加
入到想家的行列。乡愁也非人类独
有，候鸟因为乡愁，才会不远万里飞回
温暖的家乡，非洲草原的角马、蹬羚、
斑马等也因为乡愁，才形成千里大迁
徙的壮观之举。

乡愁在平时一点一滴凝聚，从春
到夏及秋，腊月来临以后，每个人都中
了乡愁的毒，而唯一的解药就是回家
过年。腊月的乡愁是看望父母亲近家
乡的温情，怀揣乡愁的人都成了小儿
女，多愁善感又温顺和善。腊月的家
乡是唯一的加油站，只有接上家乡的
地气，才能从容地透过一口气，才能有
再次前行的力量。因此不管天寒地
冻，不管路途遥远，不管火车拥挤，只
要能够回家，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都
值得。

2017年是十二生肖中的鸡年。鸡
是我国人民最早驯养的家禽之一，与
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且与“吉”
字谐音，因而被赋予了吉祥、勤劳、生
机等文化寓意，尤其是雄鸡鸣叫司晨，
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诗经》对鸡
和鸡鸣均有歌咏，而且都与爱情有关。

鸡作为家禽的形象首次出现在我
国诗集中，源自《诗经·国风·王风·君
子于役》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
下来”之句。“埘”是在墙壁上挖洞做成
的鸡窝。这首诗写妻子思念在外服役
的丈夫。大意是鸡已进窝，夕阳西沉，
牛羊也已走下山冈，而丈夫仍然归期
未卜，令人如何不思量？这里的鸡与
夕阳、牛羊共同渲染出家的亲切温馨
感，反衬出妻子相思之深之痛。

如果说鸡在此处只是对诗歌意境
的陪衬的话，接下来，《诗经》专门用三
首诗重点描写雄鸡打鸣。《诗经·国风·
郑风·女曰鸡鸣》篇写得很有生活情
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
明星有烂。”诗中妻子说公鸡已经打鸣
了，意思是说天亮了，该出去做事了。
丈夫打趣说天还没亮呢，不信你起来
看，星星还在闪光。接着，妻子劝丈夫
说宿巢的夜鸟都要飞走了，你赶快去
芦苇荡里把野鸭大雁射下来，回来为
你做成美味，我们一起品尝美酒佳肴，
过夫唱妇随、琴瑟和鸣、白头偕老的生
活，岂不更好？丈夫一听赶快说知道
你是真心对我好啊，我要送给你美丽
的佩玉，来回报你的爱！诗中，妻子会
哄会劝，丈夫明晓事理，活脱脱一副勤
劳恩爱的画面，相信他们的日子也会
越过越好。

《诗经·国风·齐风·鸡鸣》篇中，也
是以男女对话的形式，表现妻子对丈
夫的劝勉，但此诗中的丈夫，远不如上
首诗中的晓事。“鸡既鸣矣，朝既盈

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诗中的贵
族妇人说鸡已叫了，该上早朝了。丈
夫却说那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叫。过
了一会儿，妻子又说东方已曚曚亮了，
早朝的人已到齐了。丈夫说那不是东
方亮，而是明月有光芒，虫子乱飞响嗡
嗡，我要与你温好梦。最后，妻子语带
嗔意地说早朝官员快散了，你我岂不
遭人恨？诗中，妻子德操贤淑、深明大
义、不沉湎儿女私情，与丈夫的俏皮、
慵懒、贪图享受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劝说的效果不同，但在这两
首诗中，鸡鸣催人勤奋进取的寓意却
是不言自明的。与之相比，《诗经·国
风·郑风·风雨》中“风雨如晦，鸡鸣不
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之句，更是
感人至深。该诗表面上写一位女子在
风雨交加、天昏地暗、窗外鸡鸣声不息

的早上，见到相思日久的心上人的欣
喜之情，但在风雨中坚持打鸣司晨的
雄鸡，历来被认为是不忘初心、尽忠职
守、为理想奋斗的仁人志士的化身。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正是有
了无数为国家和人民命运奔走呼号、
流血牺牲的志士，中华民族才能闯过
一道道险滩恶浪，走向伟大复兴。

所以我认为，《诗经》里的鸡与鸡
鸣，不是家禽和家禽鸣唱那么简单，而
是深深地沾染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民
族精神、民族文化，对国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不管是东晋爱国名将祖逖的“闻鸡
起舞”，还是千古伟人毛泽东的“一唱
雄鸡天下白”，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都透露出激荡人心的民族自信与
奋发精神！

《诗经》里的鸡鸣
□刘杰（河南灵宝）

腊月的

乡愁
□谢祺相（江苏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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