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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腰包包鼓鼓了了信信心心足足了了

■江辰宇

晴朗的夜空，抬头仰望，一条银河横贯南北，东西

两岸，“牛郎”与“织女”隔河相望。

《诗经·小雅》言：“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

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

服箱。”两颗闪亮的星星，到了西汉后便被赋予了“牛

郎织女” 的美丽传说， 故此爱情成了七夕永恒的主

题。漫漫时光长河，文人墨客偏偏喜欢在这个特殊的

节日吟诗作词， 将人间的悲欢离合和风花雪月尽数

写进文字。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

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是唐代杜牧所作《秋夕》一

诗， 描绘了宫女独自一人仰望夜空中牵牛星与织女

星，不时扇扑流萤，排遣心中寂寞。

这首《秋夕》是一首宫怨诗，借宫女独望星空抒

情，稍显含蓄。而白居易笔下的《秋夕》直抒胸臆，极尽

相思离别之情， 读来愁肠百结：“烟霄微月澹长空，银

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

七夕之夜，皓月当空，有情人天各一方，一年唯独这一

日得以相见，此情煞是孤寂凄凉。

不过，唐诗里的七夕也并非全是哀愁，亦有欢悦。

“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竟喜开

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唐代权德舆的《七夕》写出了

唐人的七夕情结与习俗，颔联一句是对牛郎织女一年

一度鹊桥相会的恭贺，颈联和尾联则反映古代七夕节

的情状，“竟喜”和“拜”字，更是将恋人的喜悦交代得

鲜活生动。

到了宋朝，七夕节便同宋词紧紧交融在了一起。

“路隔银河犹可借，世间离恨何年罢。 ”晏几道在

《蝶恋花·喜鹊桥成催凤驾》中感叹，牛郎织女虽有银

河相隔， 但一年尚可借鹊桥相见一面诉说相思之苦，

而人世间多少离愁别恨，不知要何时才能消散。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 ”李清照所

作《行香子·七夕》，表达了对牛郎织女境遇的同情，也

观照了自己满是离愁别绪的心境，以及对时局不安的

感慨。

世间有别离便有相逢，牛郎织女苦熬一年才能相

见，七夕虽然等待漫长，却值得期待，因此宋词中的七

夕相逢也有美好。

“抬粉面，云鬓低垂，钿合金钗私语处。 ”柳永在

《二郎神·炎光谢》中写下了抬起粉面，云鬓低垂，盛装

打扮的女子在这一日深情望情郎，希望年年今日都如

此。“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

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七夕之际，苏轼在《鹊桥仙·

七夕》中落笔送别友人，一改儿女情长之态，浩然挥

笔，飘逸洒脱。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

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

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所有

与七夕有关的诗词中，秦观这首《鹊桥仙》最是脍炙人

口。他与李清照、柳永等相比更为乐观，在悲伤中看见

了欢乐的影子，在瞬间看到了永恒，讴歌了坚贞不渝

的爱情，同时婉约蕴藉，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堪称七夕

诗词里的绝妙之作。

唐诗宋词写七夕，愁怨和欢乐俱存，有遗憾和感

伤，有幸福和浪漫，那字里行间蕴藏的悲欢离合，即使

跨越千年，依旧清晰，意蕴深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七夕晒书

唐唐诗诗宋宋词词写写七七夕夕

董书畅星 辰

■李永鹏

入秋后的青海海东乐都区杨家山村东侧
山麓上，一片片光伏板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
熠熠生辉，如鱼鳞列阵、蓝海翻涛。

杨家山村地处乐都区西部， 山大沟深，土
地贫瘠，过去基本靠天吃饭，村民日子过得紧
巴，因病、因残致贫占 80%以上。 2015 年，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电力”）结对
帮扶杨家山村， 扶贫工作队和村民一起找出
路、挖穷根，通过“基础完善+光伏扶贫+产业
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小康路。

扶贫第一书记许建杰刚刚驻村， 迎头便碰上杨
家山村的两大难题。 村里水泵老旧，村民通常要避峰
用水，一旦水泵出故障只能步行下山挑水，但村里没
有集体收入，出村路只修了主干道，到户全是土路，
挑水时难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吃水难、行路
难，成了全村人的“心病”。

“扶贫就要啃下硬骨头！ ”摸清“症结”后，许建杰
多方协调， 于 2016 年向青海海东供电公司筹措资
金， 为村里购买了大功率抽水设备， 同时改造水泵
房，解决了吃水难题。 而且，还为村民修了到户的水
泥硬化路，为村委会购置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
设备，极大改善了村民生活及村委会办公条件。

“许书记办法多，现在村里来水了、路也好了，还
修了村文化广场，晚上路灯亮堂堂，大家别提有多高
兴。 ”村民申有义说。

家住杨家山村的村民杨文元一有空， 就到光伏
电站所在的上梁山走走。 看着这片静静躺在山坡上
的光伏板， 杨文元深切地感受到光伏板发出的清洁
电变成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收益。

杨家山村没有实体经济， 而且有 45 户因病、因
残丧失劳动能力而致贫，尽快脱贫任务重、难度大。
不过，看到村里太阳能资源丰富，山坡还有大片闲置
土地，深入分析致贫因素后，许建杰认为，要让大家
真脱贫、不返贫，发展光伏产业是最合适的出路。

2017 年， 在许建杰积极争取下， 青海电力投资
375 万元建设了 300 千瓦的杨家山光伏扶贫电站，电
站将持续收益 25 年，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可支配收
入 10 万元。 自 2017 年 6 月 25 日并网以来，电站已
结算上网电量 110.9 万千瓦时， 结算发电收益 83.2
万元。

杨家山村不仅有了光伏发电新产业， 养殖种植
业也焕发出新生机。

“这是我们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鲜美，绿色有
机，营养丰富……”不久前，许建杰通过云直播，向采
购商推荐脱贫户杨元春养殖的土鸡。

杨元春是村里较早发展养殖业的贫困户， 原来
养殖肉牛投入大、回报慢。 了解到情况后，许建杰建
议杨元春改为养殖投资小、回报快的土鸡。 养殖成规
模后，他又联系采购商分批出售，打开了土鸡销售渠
道，杨元春的收入一下子翻了几番。

“在许书记帮助下， 我家肉牛去年销售增收了

12000 多
元，今年土鸡

销售又增收 7600
多元， 致富的信心更

足了。 ”杨元春一脸笑容。
除了养殖业， 杨家山村种植的马铃薯因日照充

足、土质好，淀粉含量较高，属于特色优质农产品，但
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马铃薯只能当饲料喂牲口。 对
此，许建杰联系海东供电公司等多家单位，采购杨家
山马铃薯，连续两年帮助村民靠种植获益。

农产品有了销路，村民腰包鼓了，养殖、种植热
情也逐渐高涨起来。 2016 年至今，扶贫工作队积极联
系采购单位，为贫困户推广销售生猪、肉牛、土鸡、土
豆合计获益 8.3 万余元，确保农产品“养得好、品质
佳、 卖得出”。
2018 年， 杨家
山 村 实 现 脱
贫， 奔向了致
富小康路。

(作者供职
于国网青海海
东供电公司)

■许国华

过了湿漉漉的梅雨季，转眼便是七夕。
七夕节又称乞巧节、七巧节、女儿节，是传说

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也是当下年轻人热
捧的“情人节”，但若是说起七夕节还是魁星节、
晒物节、晒书节，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传说农历七月初七， 是主文事的魁星生辰，
因此民间称之为“魁星节”。 又传，这一天日天门
洞开 ，阳光强烈但不过分炽热 ，是龙王的 “晒鳞
日”，民间百姓纷纷仿效，晒衣、晒物、晒棉被，所
以又是“晒物节”。 而古代想博取功名的读书人，

也在这天晒晒书，趁机整理书籍，相沿成习后，便
成了“晒书节”。 东汉崔寔所著《四民月令》中，就
有“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的记载。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青瓦平房 ，也没有像样
的书柜， 更遑论什么书房 ， 只有一个自制的书
架 ，堆放一些课本 、练习本 。 当时的书籍 ，基本
上是鲜于示人的，不是锁在木柜里，就是藏在床
下， 塞在纸箱里， 或者放在不起眼的角落 。 如
此，书籍极易受潮发黄，晒书便成了我家每年七
夕必做的一件大事。

“七夕到 ，太阳高 ，晒衣晒书好 。 ”七夕当
天， 母亲翻箱倒柜， 忙着晾晒衣被 、 农具和杂

物，我和爷爷则忙着晒书。爷孙俩先在自家
场院上摆上一张张长凳 ，铺上几
大块门板 ，然后将书一摞摞抱出

来， 再一本本排在门板上晾
晒 。 朗朗晴空下 ，场
院 弥 漫 着 一 股 股 经
年的淡淡书香 ，置身
其 中 ， 仔 细 翻 晒 书
籍 ，思绪随 之 “精 骛
八极，心游万仞”。

晾晒的书中 ，一
部分是爷爷的， 主要
是 一 些 历 史 演 义 小
说， 以及若干古诗文
选本 ，有木刻 、石印 、
铅印，都是繁体竖排。

母亲的书， 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文书。
另一部分 ，是我当时靠采草药 、刮蟾浆 、捉知了
“勤工”攒来的小人书。

爷爷爱书也珍惜书，有些书发霉、发黄，他拿
块半干的抹布，小心抹擦清除；有些书卷了角，就
用重物压平复原；有些书有脱页、破损，就用胶水
粘贴修补；还有些书封面缺失或破损，就剪裁牛皮
纸，重新做个封皮，然后工工整整写上书名……

烈日当空，晒书很辛苦，常常是书籍刚摆好，
爷爷就已汗流浃背。 沾了汗的湿手，万不能接触
书籍，爷爷会戴着手套，慢慢翻动书册，好让书页
尽可能都得到阳光的眷顾。 此时，常有一些细长
的、蛀食书卷的“蠹鱼”小虫，从书卷里钻出来，悄
悄地溜走。

累了 ，爷爷便躺在竹榻上 ，边休息边看护书
籍。在他眼里，这些书远比满场晾晒的衣被鞋袜、
农具和杂物珍贵，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当年冒着危
险，“破四旧”时东躲西藏侥幸保存下来的。

农村闭塞，书籍是“奢侈品”。七夕节，家家户
户晒物晒衣，晒书的很少见，像我家这样晒上百
册的，更为罕见。 因此，铺晒书籍的木板四周，常
常围了一群看书人，一边惊叹书籍之多，一边津
津有味“蹭”看。

晒书日， 自然也是我最安静和本分的时候，
一边翻晒，一边翻看那些繁体竖排的书籍，尽管
懵懵懂懂，却依然坚持“啃”读。几十年后，我之所
以能无障碍阅读繁体书籍和报刊，自然得益于当
时的“啃”书。

七夕晒书 ， 是烙印在我心中的一幅时光留
影。随着时代发展，晒书这一传统习俗渐趋消失，
但那个铺满书卷的场院， 那些沐浴阳光的书籍，
那种弥漫开来的书香，常常萦绕梦中，仿佛就在
眼前，从未走远。
（作者供职于张家港市新谊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