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12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禹 华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郑 风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老沈沈徵茹，前清光绪十六
年生人，祖籍河南密县。他宣统元
年赴美留学时，通关护照背面写
的却是“籍贯，河南省开归陈许郑
道郑州直隶州”。待民国五年徵茹
学成回国，道、州已不复存，早在
民国二年全国废州改县，郑州就
成了如今的郑县。徵茹做了行长，
发迹之后，传闻也就多了。最邪乎
的一个，说徵茹的曾祖尚得当年
在密县挖煤，咸丰年间做过长毛，
杀过知县，带兵屠过县城，抢下不
少带血的银子，后来隐姓埋名在
郑州落脚，竟得善终，但一生不敢
露富，也不敢露出祖籍在密县的
底细；徵茹祖父秉耀、父亲圣衍两
代韬光养晦，前清将亡之际，才敢
把银子拿出来，办实业，做买卖，
一步步发达起来，不然哪里来的
钱送徵茹留洋，直到拿了经济学
硕士才回的国？传闻林林总总，多
少也风传到了徵茹那里，听到这
些传闻，他往往是鼻孔里喷出一
声轻响，不予置评。大清已经亡了
多年，连国父中山先生都自称“洪
秀全第二”，祖上做过长毛、杀过
知县又如何？才不是丢人的事。

徵茹在美利坚国哥伦比亚大

学留学七年，学的是银行金融，回
国后，一边在河南预校（即“河南
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2 年成
立，今河南大学前身）任教，一边
在豫泉官银钱局兼职顾问，平日
里在学校教教英文、经济等科，在
银钱局开开会，也算是学以致用。
虽然安稳，但也着实无趣。徵茹那
时二十来岁，留洋英才，一腔抱负
也好，年轻气盛也好，总之不愿长
此以往，琢磨着离开这内陆闭塞
之地。跟他同期留洋又回国的诸
同学中，不乏在财政部、外交部、
农商部谋得美差的，屡屡来信催
他北上当官；而那些在上海、香港
商界风生水起的，也不断来信让
他南下发财。徵茹一时间颇为心
动，又有些举棋不定，脑子一热，
居然去信征求父亲的意见。圣衍
果然很快便回信，却根本不提建
议，而是通篇痛骂道：“汝奉吾命，
万里负笈，求学于洋夷之邦，不意
汝竟德薄能鲜，不克蒙其泽，不克
绍箕裘，入无道之俗，弃大人之
恩，身负族望，定为世人所贱。呜
呼！念吾祖积世耕读之命者，今于
汝无为矣！图汝盛德纯明宜业齐
家者，而吾终抱无涯之戚矣！吾年

近五旬，而目茫茫，而鬓苍苍，而
齿牙动摇者，孰非汝材朽行秽之
使然者欤？汝无吾，无以至今日；
吾无汝，或可终余年乎？”徵茹正
经学过文言，留洋七年虽忘其大
半，之乎者也还是看得懂的。一看
圣衍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吓得
立刻气短，顾不得南下北上之愁，
当即坐火车到郑县请罪。

圣衍夫妇一直住在郑县，兼
营着货栈、旅馆，在郑县本埠也算
是不大不小的财主。徵茹出国之
前，圣衍捐了个正四品的道员，钱
也不多，纹银四千两。时值各省摊
派庚子赔款，河南巡抚吴重熹实
在筹不足银两，便仿效邻省做法，
凡捐道员者，加捐纹银三千两，可
得二品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清
制，二品以上顶戴为红色，即民间
俗称的红顶子。圣衍好事成双，索
性又花三千两，换了个二品涅红
的顶戴。于是在沈家家祠里，前清
的二品顶戴，美利坚国的硕士文
凭，并排放在祖宗牌位之前，用圣
衍的话说，一中一西，都是功名。
徵茹回到家，见了父亲也不敢吭
声，圣衍铁青着脸，领徵茹进了家
祠，命他跪下，劈头盖脸怒斥一

番，这才解了心中之气。在圣衍看
来，经商做得再大，也是世之末
流，哪里能跟传道授业相比？从政
更为不堪，民国才五六年，大总统
换了好几个，中间还改过一次皇
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都
不稳当，臣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跟
错了派系，轻者官位不保，重者丧

了性命，真是何苦来也，何况千里
为官只为钱，反正家里又不缺钱，
何必铤而走险？所以北上也好，南
下也罢，都不如在开封做个教书
先生，平平安安，受人尊重。徵茹
老老实实跪着，一句也不敢反驳，
次日一早灰溜溜回到开封。圣衍
虽见儿子被训得服帖，但终究还
是放心不下，又想到这根独苗毕
竟是被洋人教唆过的，唯恐他阳
奉阴违，万一哪天连断绝父子关
系都制不住他了，难免坏事。经周
氏提醒，圣衍终于定下一个万全
之策，给儿子寻一门亲事。而周氏
心中也早有人选，便是尉氏县文
家长房大小姐，文惠葳。

周氏老家在杞县，原本是个
贫寒度日的读书人家，跟当年的
沈家也算门当户对。圣衍经商之
后，沈家日渐兴旺，没少帮衬周
家，在杞县置办下不少田产，俨
然成了杞县望族。周家跟尉氏县
文家有些远亲，但平素往来不
多，一来是这亲戚着实太远，二
来周家历代寒门，而文家又实在
太富，没来由去自取其辱。直到
民国元年文家重修家庙家谱，周
家竟也得了请柬，这才续上了亲

戚。文家“千顷牌”不知有多少
块，产业遍及整个河南，钱庄、
典当、棉花、教育、公益无所不
包，堪称豫省首富，士绅都称文
家乃“素封”指无官爵封邑而富
比封君的人，语出《史记·货殖列
传》。之家，百姓细民干脆叫文家

“文半县”。周氏心思缜密，有意结
交，圣衍也颇以为然，便备下一份
厚礼前往。这份厚礼在诸多来宾
中太显眼，圣衍递上的名帖里又
有“前清二品顶戴”的名号，文家
老太爷破例亲自接待，双方叙了
辈分，圣衍以子侄辈行礼，跟文家
大公子文继忠认为兄弟之谊。文
沈两家在生意上本就多有交集，
眼下又是亲戚，相与起来自是彼
此照应，两下欢喜。不过说到底，
文家还是远胜于沈家，圣衍这番
结亲的念头，除了有留住徵茹的
盘算，多少也有高攀的意思。徵茹
那年已经二十八岁，按理说早该
结婚成家，因为留洋耽误了几年
工夫，归国后逢人就讲国事如此
无心结婚，又说什么匈奴未灭何
以家为，实则全是在说谎。徵茹
有个留洋女同学，姓金，粤省广
州府番禺县人氏，两情甚悦，早

就私自订了终身，一直有书信来
往。沈家家教严，徵茹不敢露出
马脚来，处心积虑瞒着圣衍夫
妇，只等女同学早日回国相聚。
他听说父母要去富甲一省的文家
提亲，顿时头摇得像风吹柳，又
好气又好笑，觉得圣衍简直是胡
闹，根本不想去丢这个人。不料
圣衍雷厉风行，早就一封信寄到
文家，约了继忠在开封又一村饭
庄见面，叫徵茹先行伺候。

继忠贵为文家长房，膝下两
子一女，惠葳是长姐，比徵茹小
九岁，下面还有惠蕤、惠茗两个弟
弟。徵茹留学多年，洋派里浸润得
久了，万般瞧不上国内女子，什
么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
罢，一个个小脚如莲，扭捏摇摆，
怎比得留洋女学生风采？怎奈父
命难违，他又是孝顺儿子，心里
一百个不情愿，还是早早地去了
又一村，酌定下时间菜式、果点
酒馔。到了见面那天，徵茹故意
换了件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溜
光水滑，临出门时又戴上金丝眼
镜，俨然一副归国学者的
派头，为的就是让文家小
姐自惭形秽。 9

连连 载载

红薯又称甘薯、地瓜、番薯等，在
李时珍眼里，红薯可是好东西：“甘薯
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而在乡下
人眼里，红薯是“黑粮”，如果某人没
出息、跳不出农家门，就被讥讽为“红
薯命儿”。现在科学发达，研究出红
薯不但能抗癌，还能减肥。能不能抗
癌不清楚，但旧时的农村，红薯一下
来很多人都会吃胖，称“红薯膘儿”。

当村中的池塘和村东的小溪结
冰之时，生产队就要忙着下红薯粉条
了。这不光标志着我们能喝上味美
的碎粉条汤，也预示着四季一个轮回
的年快要到了。

秋末，趁天气晴朗，要刨芽子红薯
切片晒干储藏，队里总要留出一部分
含淀粉多的疙瘩红薯，派牛车拉到粉
坊屋里堆起来磨粉，到冬季下粉条。

磨粉的设备是稍加改良、平时用
来磨面的大石磨。五更天“粉匠”就起
床了，牵着喂饱了的那头黑色毛驴来
到粉坊屋，遮上布袋片“碍眼”，让它一
圈圈拉磨。“粉匠”边手握长把大刀，接
连不断猛剁放于牛槽内的红薯，边往
石磨上扇添加剁出的红薯碎丁丁。石
磨盘一侧留有流红薯渣的出口。一桶
接满了，再换一桶。一桶桶红薯渣存
放于一口口大瓦缸内。白天，“粉匠”
依次打理磨好的红薯渣。粉坊屋一
隅吊一块一米见方的机制平面白布，
下方是一口空大瓦缸。这样的瓦缸
一溜能摆数口，仿佛酿酒作坊。“粉

匠”将磨好的红薯渣舀到吊起的白布
上，再往里面遄水，让淀粉下沉。过
滤到缸里的粉浆水澄清后可重复使
用。多次“倒腾”，先前缸里的淀粉就
可以制作粉疙瘩了。再选择一块略
小一点儿的白布吊起，一勺勺将稠糊
状的淀粉舀到兜起的平布上，四角拉
拉晃晃往下淋水……反反复复，难以
数计，粉疙瘩慢慢成形了。

距下粉条还有段时间，需晾晒粉
疙瘩。“粉匠”先拿柳条握成圆圈，柳条
圈外再用稻草缠绕，作为垫子，将粉疙
瘩置于上面，放在通风且阳光好的地
方晾晒，既干净又稳妥。我家有段从
废弃的寨墙上挖下来的“三合土”垒砌
的院墙，“粉匠”时常将粉疙瘩轮流搁
其上展示。一个个粉疙瘩在阳光照射
下闪射着白亮亮的诱人的光晕，成为
路人眼中一道独特奇观。

天气渐冷，冷得人们连手都不愿
伸出袖子，甚至呼出的气体都跟白雾
似的。这样的天气里，下出的粉条才
筋道好吃，滋味非凡。

确实该下粉条了，地点选在村
庄西寨外的场房屋内。那里有三间
坐北朝南的草房，出门就是圆圆的
大晒场，晒场西有柴火垛，偏东南寨
墙根处有口水井。场地宽绰，环境
很适应下粉条。

场房屋内用土坯盘个火灶，上支
一口大铁锅。下粉条前得和好粉。
烧制的内白外微黄的大瓷盆，端坐在

一个像放盘鼓的木架子上，内放待用
的过了筛子的粉面。先打“芡粉”。
两根拇指粗、约 60 厘米长的“筷子”，
在另一个容器里“咵咵咵”地快速搅
动，直至成为黏度合适的糊状，把“芡
粉”和红薯粉面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一
起，由四个青壮劳力围着木架子旋
转，犹如自行设计的简易舞蹈动作，
衣袖髙挽，双手来回在大厚瓷盆里搅
拌，拳头手掌并用，或杵或翻……盆
里的红薯粉有了韧性，黏度湿度恰到
好处，能下粉条了，他们才停下歇息。

大铁锅里的水烧开了，有人用左
手端了盛糊状的红薯粉葫芦瓢悬到
水沸处，右手握拳一下下捶打葫芦瓢
的边沿。糊状红薯粉恋恋不舍地伴
随着捶打节奏，从瓢下的多孔眼儿里
缓缓流到锅里。另一人用加长筷子
不停拨动刚下锅的粉条，尔后将其拨
拉到旁边的冷水缸里。至此，粉条颜
值真正现出。因怕长时间下粉条左
手不堪重负，掌瓢者就把瓢柄处绑着
的粗绳子挽在自己的左手腕部借
力。场房屋里靠煤油灯照明，朦朦胧
胧，烟雾腾腾，魔幻世界一般。

晒场上，两三个桑杈相互支撑，
往地上一立就是一根临时柱子，隔一
段再立一根……两空间绑一根粗绳
子，绳子上套许多小圈，用来串挂粉
杆。绳子扯好了，有人从冷水缸里将
粉条捞出搭在六七十厘米长的粉杆
上，挂在绳子上，让粉条在外过夜充

分冷却。太阳出来了，还要将粉杆上
已冻结的粉条撕开晾晒。这时，免不
了掉落一些碎粉条。碎粉条“分”回
家，霎时便成了稀罕物。晚上，母亲
洗净粉条，同白萝卜丝爆炒，出锅。
锅里添水烧开，和少许面糊搅入滚烫
的锅内，倒入萝卜丝粉条，以及葱、
姜、蒜末、醋、香油调料汁儿。须臾，
揭锅，撒一把芫荽，一锅香气四溢的
粉条汤做好，鲜美爽口。一碗下肚，
解馋啊……倘若碗里再滴一点儿辣
椒油喝下，寒冷感顿失，筋骨舒展，浑
身暖洋洋的。相隔经年，只要一想起
那碎粉条汤，还满口生津。

挂在晒场里的粉条陆续晒干了，
生产队就分到各家各户。母亲小心
谨慎地将粉条包裹存放，等春节款待
客人。待客中有道乡村味浓厚的粉
条、大肉、白菜炖菜，味道与粉条汤有
别，我想大概是放了平时吃不到的大
茴香、花椒颗粒等佐料所致。

中原地区，种庄稼大多为一年两
熟，秋末播种小麦，来年夏季收割，小
麦称夏粮，收完小麦种秋粮。秋粮有
豆类、谷子、高粱、玉米、红薯等。豆
类、谷子和高粱是本地传统的农作
物，但产量较低，若当主食，支撑不了
一冬一春。而玉米种植是近几十年
才普及的，其他秋庄稼种植面积越来
越小，红薯便成为秋粮的主力军。上
溯到宋代，文学家苏轼更有“半园荒
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的感慨。

这是一部纯净唯美、情感浓郁、
有深厚生活积累的文学作品。作者
张炜以孩童的视角，第一人称的叙
述方式，融入自然的成长姿态，从幼
年的童真生活写起，为读者还原了
一段被人遗忘的民间历史，精彩地
描绘出一场“原野盛宴”。

乘着记忆的时光机回到当年，张
炜重新审视在海边林野间度过的孩
童岁月，不由得情动于中。他以质朴
的笔墨记录了那时的生活经历，以一
个儿童的视角和口吻，为我们讲述了
几十个天真感人的故事。绿色的林
莽，丰饶的原野，饱含的意趣……源
自土地和大自然的能量充盈于每一
个故事，让人为之动情。而随处可见
的 360多个动植物知识点，又使得文

本具有广博的知识含量，极大地拓展
了阅读的空间和意义。这样的作品，
既适合青少年，也适合成人。

作为长篇非虚构作品，该书忠
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复活了一段
岁月，逼真地描绘了三百六十多种
动植物，可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一部
海 角 动 植 物 志 、一 部 大 自 然 的 诗
篇。张炜于海边林野中长大，对自
己多姿多彩的家园有着难解难分的
情结。那里的山川海滩、风花雪月、
飞禽走兽、自然万物、风俗人情，深
深扎根在他的记忆里。通过《我的
原野盛宴》，我们能从他绘声绘色的
讲述和动情的歌吟中，见识真切的
自然、真实的动物和富有传奇的人，
并由此获得深深的感动。

新书架

♣ 胡玉萍

《我的原野盛宴》：一部大自然的诗篇

进了腊月后，在村里，两人若是在
街上对面遇到了，站住说几句话，最
后，往往其中一个会先问一句“开始办
年货了吗”，另一个就答“办着呢”，或
者说“不急，还没办呢”。一个“办”字，
说明是把年货当大事来对待的。

集市上的人，明显多起来，摊位
密集的地方，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特
别是肉摊前，前胸贴后背，有人踮起
脚，指着肉架子上吊着的半爿猪肉，
急急喊着要后腿或者要别的地方的
肉，生怕被人抢了去似的，卖肉的人
一边不慌不忙割肉，一边笑着宽慰他
说，不急不急，今天的肉多着呢。

提了肉的人心满意足，挤出人
群，一边喊“油到，油到”，意思是借光
借光，别让猪油蹭到您身上去了。于
是，人群很快闪出一条缝，提肉的人
出去后，这缝又瞬间合拢了。

村里很多人家自家有猪，养了一
年，就等这时候。这猪，叫年猪。请

村里的屠户来，杀年猪。不用付钱，
猪头下货给他就行。一头猪二百多
斤，不仅自家吃，还送亲戚，送邻居。
自家养的猪，纯生态的，肉有嚼头，特
别好吃。

杀年猪的人家，若是有正顽皮的
孩子，这时就会举着个猪尿泡，吹起
来当气球，满大街跑。或者，放在地
上当足球踢，怎么踢也不破。

我家不杀年猪，母亲将自家养的
猪卖了，再从杀年猪的人家买些肉，
这样不操心，省事儿。她还会从屠户

家另外买一个猪头回来。没事时，就
将火钩放在炉子里，烧红了，一根根
燎猪毛，满屋里都是焦煳味儿。

这时候，我会攥着根猪尾巴——
当然是煮好了的，跑出去，一边啃，一
边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有孩子笑嘻
嘻地凑上嘴来，我若是高兴，就让他
啃一小口。当然，我也会吃人家手里
的猪耳朵。

人们从集上回来，肩上背着或提
着个尼龙袋，里面的青菜，大多是蒜
苗、山药，还有藕啥的，这些菜放得

住，需要早早买下，要不到了年根儿
要涨钱了呢。

孩子若跟在身后，手上总是牵着
个气球，红红的，看着就喜庆。有孩
子一不小心，气球一下子溜出手飘出
去，越来越高，直往云层去。孩子抹
泪跺脚。大人却不急，笑着说，没事
没事啊，咱回去再买一个。

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一些东西，譬
如说窗帘啊床罩啊等，这时唰唰掏出
票子来，买了，“过年嘛，家里要新鲜
新鲜。”女人有时还会给自家男人买
个刮胡刀或者买双皮鞋，有细心的男
人，也会给自家女人买条好看的丝
巾，或者雪花膏啥的。

人们就像燕子啄泥筑巢一样，一
点点置办年货，仓房里、厨屋里，都满
满当当。直到大年三十晚上，饭菜端
上桌，一家人围坐，终于可以歇歇
了。这时候，累且欢喜着，“过年了
嘛，团圆了嘛。”

百姓记事

知味
朝花夕拾

多吉图多吉图（（国画国画）） 袁士珍袁士珍

♣ 刘传俊

煮得占禾半是薯

办年货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在
我儿时的记忆中，过年招待客人，餐
桌上一定少不了黏饭，黏饭因只有
过年普通家庭才能吃上，所以又叫
年饭。黏饭种类很多，其中有瓤饭、
黄米糕、冻粑等。

家乡人常说：“有瓤饭的年，才
有意思。”瓤饭一般用江米加入各种
果干、果仁、红豆、桂圆、大枣等食物
先蒸制成坯，再用白糖和油炒出糖
稀，倒入蒸好的江米饭散烩炒拌，最
后在碗底用八宝干果摆出好看的图
案，盛满饭倒扣过来，就是美观又好
吃的瓤饭了。

瓤饭这种年节食物是要提前准
备的，家乡俗语说：“吃了腊八饭，男
人跟着老婆转。”意思是女人擅长准
备年节食物，腊月里男人得听女人
的。在我的记忆中，过年时大人们
都很忙，在年前就早早多准备几碗
瓤饭，到了年初二走亲戚时，不论上
了 多 少 菜 ，但 这 瓤 饭 是 不 可 或 缺
的。瓤饭可以直接上餐，凉吃筋道，
想吃热的回锅蒸一下，就变得糯软。

黄米糕也是儿时过年最受欢迎
的食物。黄米糕在家乡既是喜食，
也是便食。家乡人有句俗语说：“无
糕不成喜，有喜才是席。”尤其是在
过年等重要喜庆时刻，家乡人的餐
桌上绝对是离不开黄米糕的。

黄米糕是用糜子做成的，糜子
古称黍，耐旱耐寒，适宜在西北地区
生长，家乡人用脱了皮的糜子做成
黄 米 糕 ，金 黄 色 的 一 大 块 ，分 量 十
足，易于保存，做熟之后甜糯酥软，
还带着谷物的香气。

记得母亲做黄米糕时全家人都
要参与，先要将黍子脱壳碾成黄米，
再把黄米泡在水中，这一步叫作“泡
糕”。等黄米粒能用指头轻松碾碎
时，就算泡好了。用筛子控干水，磨
成面，兑了水再上笼蒸熟。到这一步
还没结束，得放到盆里用力揉，这样
做出来的黄米糕才筋道，最后还要在
面上涂一层熟油，这样年糕放得时间
长久也不会干裂。在过年时，每次切
几片蒸了，或者用油煎一下，撒点糖，
吃起来酥软香甜，非常可口。

在过年时，农家人也做冻粑。冻
粑平时是吃不到的，只有冬天才能
做。在我儿时，每年刚进入腊月，家
乡人就开始做冻粑。将大米掺点黄
豆装在缸中，用水泡一晚上，再用石
磨磨成米浆与蒸熟的糯米掺在一起
装在坛子里，然后放在室外冻上十天
半个月，其间隔三岔五搅拌一下，等
米浆发酵开始鼓泡就差不多了。

家 乡 有 句 俗 语 说 ：“ 腊 月 二 十
八，家家蒸冻粑。”蒸冻粑时，将发酵
的米浆用老玉米的外衣包裹起来，
放在笼里蒸熟。玉米叶一方面能保
证包裹在里面的米浆保持湿润，在
蒸的时候，老玉米叶又不会影响冻
粑的口感。所以，冻粑就这么一直
包裹在玉米叶中代代流传下来。

刚出笼的冻粑特别软嫩，还有
一股米香味，孩子们根本顾不得烫，
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等冻耙放凉
了，大人们会在包裹冻耙的玉米皮
上画点图案，或写上吉祥祝福的话，
自己看了喜庆，招待客人也体面。

儿时，母亲曾经说过：“年饭就像
割不断的亲情，不论身在何处，过年
的黏饭都会把一家人的思念紧紧地
黏在一起。”如今，我离开故土 30 余
年，不管身在何地，每年春节，我都会
想起母亲做的黏饭，对从小吃惯了黏
饭的我，仿佛这些食物就承载着全部
的年味，让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家乡的年饭
♣ 杨进峰

♣ 芦 苇

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国画国画）） 范怀珍范怀珍

诗路放歌

♣ 苏 湲

彩陶音韵(外一首）

有那么一首韶乐
一唱唱了七千年
唱绿了山川，沸腾了河流
一音一韵，绵延无边
你深邃美妙而动听
陶醉了北国，陶醉了江南

有那么一幅岩画
一画画了七千年
渲染了丛林，点燃了激情
光芒万丈，星月闪闪
你远古质朴而盛大
美丽了天上，美丽了人间

有那么一片彩陶
穿越时空七千年
携带着烈焰，携带着美酒
舞步轻盈，狂野欢歌
你凝重唯美而夺目
如圣火普照，普照着祭坛

唐诗霓裳曲
从唐诗中走来，唱一声
黄河之水天上来
已经忘了，今夕何年
摘来一片五彩云，巧裁羽衣化霓裳
千歌万舞不可数
道不尽盛世繁华
无限情

从唐诗中走来，唱一声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一越千年，天地绝响
琵琶夜雨声声慢，江河万里归大海
一日梦回到大唐，和杜甫李白仗剑
云游去四方

从唐诗中走来，唱一声
唯有牡丹真国色
浅斟低吟，美奂绝伦
仰天长啸归去来，拭泪掩卷终不了
诗里诗外，任岁月流长
情切切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