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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教诲，我们时时谨记 托风儿捎给祖母的信
亲爱的祖母：

您好！
您离开我们已经 9 年了。您的一

生虽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
您勤劳、善良的品行是给我们全家留
下的“聚宝盆”。

听父亲说，祖母您生于 1920 年，
在年轻时嫁给了我的祖父。当时我
们家族日子过得还比较殷实。祖父
在学堂里教书。祖父的堂弟比较多，
祖父为大。您来到我们家就整日纺
线、织布，上灶做饭操劳家务。您的
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艰辛和
苦楚。

您的一生是勤快的。从我记事
起，已是 60 多岁的您留给我的记忆
就是您的勤劳。您总是闲不住，看见
厨房没柴了，就背着背篓去村外的麦
场里背柴。当农忙时节，家里人去了
地里，您就一个人给全家人擀面，后
来有了压面机，您就学着用压面机压
面。农忙时，您不但要安顿家里的杂
活，还到田地里劳动，簸粮食、割麦、
挑水等农活就连母亲都很佩服。

祖母，您一生任劳任怨。听几个
姑姑说，因为家里人多，您每年要做

几十双鞋子。在秋日的太阳下糊褙
子、搓鞋带，冬天的夜晚就剪鞋样、纳
鞋底。千层鞋底上，您一针一针地纳，
鞋线纳得密密麻麻。您做的鞋子不仅
好看，穿起来也舒服。

祖母，您有一颗善良的心。您
虽不识字，但您却用质朴的话语无
形地教育着子女，您以普通劳动妇
女的言行感染着我们。您用友善的
情怀，影响了父辈、影响了我们这一
代。至今您那和蔼、朴素的语言还不
时回荡在我的耳旁。在我的印象中，
您从未和家人、村里人吵过嘴。您没
读过书，但说出的话却有深意。您教
我干啥事都要坚持，有志气，遇上事
情不要冲动，房檐下的木头，短头的
耐朽。这些通俗的话语，其中蕴含着
很深的人生哲理。

2011 年的正月初二，您走完您
的生命历程离开了我们。您已离开我
们 9 年有余了，家人常常念叨您。您
的言行举止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又是
一年清明，零零碎碎的回忆，寄托着
我对您无尽的思念。

想您的孙儿：李敏

（作者系千阳县燕伋小学教师）

宝鸡巧娘三年绣出《清明上河图》

陈仓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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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张载第 27 代裔孙、凤

翔人张浩谦按照清

代同治年间的版本，

重新影印了全套 8 本

15 卷《张子全书》，作

为张载诞辰 1000 周

年的家族纪念。

张载是北宋思想

家、哲学家、教育家，

“关学”创始人、宋明

理学奠基人之一。《张

子全书》是明万历年

间整理的张载《西铭》

《正蒙》《经学理窟》

《易说》及十多万字附

录的资料，集中体现

了张载的哲学思想，

是一部系统收集张载

学术成果的文献。

据了解，凤翔张

载后裔曾收藏有清

代同治、光绪年间的

《张子全书》各一套，

但光绪年间《张子全

书》遗失，现仅存同治

年间版本。为了留存

这套孤本，2019 年

张浩谦和凤翔一家印

刷厂达成共识，与技

术工人一页页翻拍原

书，精心印刷，按照同

治年间的方式装订，

耗时一年影印出 100

套，供家族内部交流、

纪念。（张晓燕 王星）

本报讯 家住金台区十里铺街

道的市民王小春，耗时 3 年绣制的

一幅长 6 米的《清明上河图》于近日

完工，令人叹为观止。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

张择端绘制的杰作，通过对市井生

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

时期汴京的繁华景象。由于全图有

500 多个人物形象、多座桥梁，如此

浩大的工程量让许多十字绣爱好者

望而却步。

今年 49 岁的王小春是一位西

府巧娘，钟爱十字绣绣技。她介绍，

自己花费三年时间绣成全长 6 米

的《清明上河图》，全幅绣品色彩纷

呈，大到原野河流，小到舟车，一应

俱全。画中人物衣着、神情，极富有

情趣，表现出北宋京城汴梁（今开

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

然风光。  

从绣《清明上河图》开始，王小

春就确立了刺绣的最终目标——绣

品如真品。特别是画中出现的 500

多个人物、汴河中航行的 20 多艘

船、奔跑的马车、行走的驼队、前进

中的花轿和独轮车等，绣成后全要

摒弃呆板，有“动起来”的感觉。为达

此目的，在绣制过程中，人物的举手

投足、动物四蹄的迈进，她都要比画

几次，选其动感强烈的姿态，再小心

翼翼绣上去。 

王小春说，绣十字绣需要耐心，

一针一线都不能马虎，一旦绣错，便

会影响整体的观感。这件作品中不

同人物的笑脸、哭相、哀容、怒目等

神态，都是她通过人物面部不同色

彩的丝线以细针密绣表现出来，精

挑细绣，从而使图中人物表情能淋

漓尽致地跃出画面，活灵活现。

 （陶振海）

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
○李福蔚

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浩谦阅读《张子全书》

敬爱的爷爷 ：

万紫千红的春天里，又一个
清明节快到了，细算算，您离开我
们已经整整六年时间了，这悄然
逝去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总
是常常想起您，时时梦见您……

作 为 家 乡 文 化 教 育 界 有
影 响 的 一 位 前 辈，您 以 毕 生 精
力 创 作 并 出 版 的 文 集《 岐 邑 野
史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愈 来 愈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认 可 与 欢 迎。
我 已 按 照 您 生 前 的 嘱 托，将 它
分 赠 相 关 机 构 和 各 大 图 书 馆，
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份可
资参考的史料。

诚实善良做人，认真踏实做
事，这是从我们小时候您就谆谆教
导我们的话语。至今我的书柜里，
还珍藏着您在我 16 岁生日时书赠
的条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泛爱众而亲人”，我把
它们视作日常对照的座右铭，与人

为善，笃实行事。在我上小学时
您就让我背诵并临写的《朱子家
训》，至今仍让我受益匪浅，“一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我把这振聋发
聩的处世箴言分享给了单位的同

事，大家不仅在晨会上集体
诵读了好几个月，还将这
启迪心智、教化心性的警
句传授给了他们的孩子。

家庭一团和睦，亲人
友好相处，这是您一直努
力维护和寄予厚望的和

谐画面。没有您的岁月里，我们紧
紧陪伴在奶奶的周围，雇请保姆
照料她的起居，周末节假日回干
休所陪她聊天吃饭。在她老人家
住院治疗和病卧床榻的半年中，
父亲和几个姑姑轮流看管，姑父
和十几个孙辈不时探望，让她老
人家没有经受丝毫的孤独和痛
楚。弥留之际，奶奶渴望落叶归
根，与您安葬在一起，我们大伙集
体商量之后，没有争执、没有矛
盾、没有顾虑，毅然将她老人家护
送回家乡，去年国庆节前夕，奶奶
在老宅安详辞世……

如今，您疼爱的外孙女筠筠
大学毕业并顺利进入航空公司上
班 ；最听您话的青青出嫁了，还生
了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豆豆，可
爱极了 ；您未见过面的曾孙女妞
妞已经上了幼儿园，还能像模像
样地背诵十几首唐诗呢 ；您的曾
外孙李子今年就要参加高考了，
点点也已升入高中了，第三代第
四代聚齐了，您那宽敞的书房恐
怕已经站不下喽……

“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
在这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节日
里，我们没有愁绪，只有怀念、只

有感恩、只有回想。我最敬爱的
爷爷啊，我们一定会时时谨记
您的教诲，努力做一个像您那
样的人，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孙儿   

（作者系宝鸡建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王英辉 ）

清明，既是我国民间一个富有

诗意的传统祭祀节日，亦称“踏青

节”“聪明节”，又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一个重要节气。

所谓“节气”，它是根据农业

生产的节律所设置的时日单位。农

业生产依赖于“天时”“地利”，古农

书中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

余食也”。所谓“清明”，就是寒凝

大地的冬天已经过去，气候已经回

暖，春光明媚，草木萌绿，万物清新

之意。据《岁时百问》载 ：“万物生

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

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机，故

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

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

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节日”，是指社会文化

所设置的时日单位。节日是以历

法为循环基础，以二十四节气为线

索，但不同于一般的历日，因为节

日有特定的时日节期，特定的起源

传说，特定的主题追求、节庆方式

等社会文化意义，且具有仪式性、

社交性、礼仪性、循环性等活动特

征。清明作为传统节日，与纯粹的

节气有所不同。节气是反映气候变

化、物候特点、时令顺序与农事的

标志 ；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

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是一种民

俗文化现象。从这个方面讲，按传

统划分的二十四节气，俗演为节日

的只有清明。清明还有一独特之

处，清明和寒食是两个不同的节

日，由于日子相近、习俗关联，古

人寒食节的活动又往往延续到清

明，因而寒食的习俗便逐渐变为清

明的习俗。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下诏

令道:“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

代相传，浸以成俗。”以后就变成

了清明扫墓。唐代清明与寒食也就

没有多大区别，便合二为一了。

古时清明节还有好多习

俗，诸如禁火、戴柳、荡秋千、打

马球、插柳等，今天大多已失传，

只有清明扫墓和踏青沿袭下来，至

今流传。本来清明扫墓、祭祀先祖

是很严肃的事，可是人

们却在这踏青春游中笑

语欢声，“哀而乐回”，因

而清明又是一个十分富

有特色的节日。

为什么要在清明节扫

墓？因为尊祖敬宗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习惯。由于这时

惊蛰已过，冰消雪化，万物复

苏，人们想到祖茔会不会因雨季来

临而被浸塌？所以人们在此时去

祖茔那里看看，清除杂草，再供上

祭品，以表示对逝者的怀念和哀

思！历来清明不光是祭祀自己的

祖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的英

雄都要祭拜。

时至今日，清明节仍是中华民

族十分重要

的节日，但更

多的是每逢清

明节，有成千上万

的海外炎黄子孙和国内华夏

儿女，来黄帝陵、炎帝陵寻根追祖，

青少年学生纷纷到烈士陵园祭扫，

缅怀先烈们的光辉业绩，以示悼

念 ；同时，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昌

盛积极作贡献。
（作者系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

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