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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宾，明代对宗室亲王、郡王之婿的称谓。
明陆延枝《说听》卷上：“身是秦府仪宾也，奉殿下
命办此。”《续通典·礼十四》：“明年又更定公主、
郡主封号、婚仪乃驸马、仪宾品秩。”

衡王府，即青州明朝年间以明宪宗皇帝朱见
深册封其第五子朱佑 为首的历代衡王的府
邸。成化二十三年（1487）分封第一代衡王，弘治
八年（1495）始建府，至弘治十二年（1499）建成就
藩，顺治初年（1646）最后一位衡王朱由 被诛
杀，王府被抄，衡王府在青州存在了 150多年。
衡王在青州传六世七王一世子，分别是恭王朱
佑 、庄王朱厚 、康王朱载圭、安王朱载封、定
王朱翊镬、宪王朱常 、世子朱由 （未及行册封
礼）和末代衡王朱由 。

明朝的典制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其婿称
驸马都尉。亲王之女称郡主，其婿称仪宾；郡王
之女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称县君，玄孙女
称乡君，其婿皆称仪宾。在青州就藩的衡王是位
亲王，其女即郡主，孙女即县主，其他按典制依此
类推。王府众多身份不同的女子择婿下嫁，便有
了众多身份不同的仪宾。

据青州文史专家房崇阳先生对衡王府文化
研究所知，衡王府仪宾已有18位有相关资料：衡
安王仪宾高察。高唐王仪宾王维俊、王登要；汉
阳王仪宾许存名、刘绍纪；平度王仪宾毕可久、张
宗孟。另据资料：青州郑母有两位冀氏仪宾、赵
仪宾，回族人刘仪宾、查仪宾，井塘村吴仪宾，官
宦世家石氏衡府仪宾，明代官员青州人李尹耕之
子李仪宾，青州府乐安仪宾蒋玑仪宾，青州城南
时家店时松仪宾，还有临朐寺头镇禅固堂徐蔼如
仪宾（衡府济河县主仪宾）。

在研究衡王府文化的过程中，又新探访到的
衡王府仪宾还有：

青州高柳镇桥里王家庄王仪宾。《青社琐记》
有“高唐王墨迹”条目：衡藩高唐、商河二王，皆工
篆书。寿光安静子《青社遗闻》曰：“《艺苑卮言》
称，二王深于玉筋大小篆，皆名笔也。沧桑后，片
褚无存矣，余未见商河篆书。”诚如静子言。唯见
高唐墨迹二：一藏从堂侄志恭家，篆书六幅，其文
洪范，缺二幅，是嘉道间叔祖经臣公购之桥里王
家庄王姓者，其先仪宾也；一藏北郭姻家郄仁生
家，草书一小幅。他非墨迹者，唯城内冯氏偶园
之《谏院题名记》、城东三里庄冯氏未园之《诚轩
说》，此两大石刻，昭人耳目。此外，大小不概见。
唯少时曾见印板书一册，非全书也，是所篆。今不
记书何名，但记是古韵。（《青社琐记》，第117页）

城东十里史家庄之西郭仪宾。《青社琐记》节
烈朱氏碑：城东十里史家庄之西侧迤南，有顺治
十二年邑人高有闻所撰碑，文曰：“节烈朱氏，庠
生栖梧郭公继室也。公甫易箦，氏即自经偕亡。
文信公之正气，复见于斯人。邑令湛生张公，扁
旌重义殉夫。乡大夫都宪海客房公，复以律诗哀
挽。事始于明，不欲没，垂贞珉以志。”附诗曰：

“缟带麻衣忍泪裁”云云（诗载新《县志》）。诗载
海客《偕园诗草》，而题为《挽郭岐峰如夫人王氏
节烈》，《诗草》旧无刊本，王字必传写之误。栖
梧、岐峰，盖皆郭字。郭凤妾朱氏，旧《县志》有
《传》，《府志》亦载之。碑曰继室，盖以节烈故，姑
为假借。新《志》据碑改旧《志》，转失实矣。致与
诗中“箕帚”字迕。旧《志》称邑令张文烶表其
门。文烶，字湛生，亦见旧《志》，崇祯间任。而士
人或谓朱衡藩郡主。郭仪宾，清骈诛衡藩，多株
连，郭未必以病死，或惧祸自尽。郭即死，朱不得
不死矣。臆说无稽，是并府县《志》未一检阅，然
亦似有因。碑有“事始于明”句，“始于”二字，实
未可深解。余初见亦疑其时有所忌避，故为艰深
语也。又《偕园诗草》挽朱诗三首，碑附一，其二
为七绝，曰：“人化为石迹已陈，忽惊嵬傲镇风
尘。始知今日殉夫者，原是当年石化人。”“贞心
一片郁嵯峨。苦雨酸风乃尔何？只恐岁深鳞甲
动，撼摇飞去向天河。”二首似一意相承，专藉望
夫石为言，殊觉无谓。（《青社琐记》，第80页）

高柳镇南段村刘仪宾。据说该村现仍存一
明衡王府千金陪嫁遗留“钉子门”，青砖蓝瓦，黑
漆大门。今红瓦是后来翻新的样子，边上蓝瓦是

以前的样子。“钉子门”每扇门上的铆钉横着六
个、竖着五个，三十个，两扇门共计六十个。每个
铆钉像翻扣的小碗，颗颗显眼，排排威严，给人以
霸气十足之感。当地人都叫它“钉子门”。在门
口边还有磨盘大石块，中间有方形洞眼，据南段
村村主任刘孟蛟说，是插旗杆用的。当我咨询他
时，他说只是记得老人们都是这样传的，具体是
哪个衡王或者亲王的仪宾以及相关具体的记载，
还需进一步探访。《青州主要水系概览（上）》中有
这样的记述，明朝中后期，衡王府王爷到青州城
北微服巡游，走到个大村庄，看到村南田野中有
8匹红鬃烈马在耕作，骠肥体壮，毫无杂毛；走到
村东，见8匹全一色白马在耕作，昂首奔驰，一片
雪白，无根杂毛；再转到村北，只见 8匹黑马，个
头高大，乌黑放光；又来到村西，有8匹纯一色的
棕色大马在耕作。这位衡王爷见状甚为惊讶，便
差人进村访问，得知这村名叫段村，是青州城北
最大的村庄，村内有一刘姓大户，是青州城北数
一数二的大财主，家有良田千顷，财产万贯。并
访得刘家公子少爷年方二十，才高八斗，相貌出
众，尚未娶妻。衡王府有一位郡主，年方十八，貌
若天仙。衡王爷便将其许配于段村刘家公子，结
为良缘。从此段村便有了衡王府的仪宾府。仪
宾府至今尚存，“钉子门”面向东。衡王郡主要出
嫁，从衡王府到段村50余里，沿途本是一条人行
小道，并有许多深沟，难以通行。衡王决定将此
路加宽、修桥。南马兰与冯家庄之间有一条东西
大沟，衡王府按照万年桥的样式修建了一座有狮
子、宝瓶的石板护栏大桥，这座石桥规模仅次于
万年桥，是青州城北最好的桥梁。后人为了纪念
衡王的功德，便将此桥命名为“甘石桥”，立碑于
桥北首路东，并植一古槐为志。清朝乾隆十年，
重修此路，同时修“甘石桥”，并立碑于桥北首，修
桥碑记载了修桥及修路的过程。

临朐有九位仪宾。五井马庄的刘公子，娶的
是衡恭王朱佑 之女。《临朐县地名志》载：“明成
化年间，该刘姓与衡恭王联姻，被封为仪宾。（后）
因（为王府）养马颇多而声闻四里，故名马庄。”冶
源石河店村的沈国华、沈国本兄弟二人，均娶衡
庄王朱厚 之女，沈国华还被封为宗人府亚中大
夫。《沈氏先世考》载：“（沈）国华为衡府齐庄王仪
宾……（沈）国本亦为仪宾。”而沈国华、沈国本则
为临朐著名乡贤沈 之孙。清康熙《临朐县志·
孝子》载：“沈 ，字思旦，庠生……幼失怙，母没，
合葬，结庐墓侧，寝苫枕块，泣血三年。一夕，有
强暴经其庐，皆曰：‘此孝子也，当避之。’朝视其
处，有遗金焉。”辛寨大郝庄村的张宗孟娶的是衡
宪王朱常 之女。《临朐村镇志略·大郝庄村志》
载：“张宗孟字伯贤，号太岩……其妻朱淑贞乃明
代青州衡王府第五代衡王朱常 的三女儿。”此
后，张宗孟享一品奉禄，以乡饮大宾、郡马享誉临
朐。康熙《临朐县志·乡饮大宾》载“张宗孟……
宾相。”明隆庆年间进士吕三才次子、朐山前吕家
庙村吕应卜娶的是新乐王朱翊镕之女。《吕氏族
谱》载“吕应卜字占吉，行二，万历丙午科岁贡生，
配衡府代（新）乐王之朱氏。”《临朐进士传略》有
载，吕三才，明代临朐吕家庙人，有子三人，长子
吕应卜，万历丙午年（1606）贡生，其妻乃衡王府
新乐王朱翊镕的女儿。顺治三年（1646）衡王府
被清廷抄家灭族，吕应卜一块被杀；吕三才次子
应昌、三子应嘉怕受株连，离家南逃。现吕三才
后裔子孙散居吕家洼、彭家庄、申明亭、初家庄等
地。光绪《临朐县乡土志》有载：沈国华，宋庄
人。衡藩某郡主之夫也。官宗人府某官。为人
甘淡泊，乐退避，虽作宾王家，食禄厥廷，不以禄

位为荣，不以气势凌物。中年辞官家居，优游田
园，乐善不倦。藩邸新乐王赐以三字匾额，曰“乐
山林”，勒诸石，字如斗大，今犹完好。

所娶不详的其他四位仪宾，分别是龙岗双埠
村的潘公子、城西倪家庄村的倪公子、冶源颜家
楼村的颜公子和九山宋王庄赵公子。其中，倪仪
宾是当时的著名秀才；而赵公子更是才华出众。
《临朐村镇志略·宋王庄村志》载：“明嘉靖年间，
有一赵家公子，貌丑才丰，在衡王为三女儿招亲
的宴会上，表现出众，拔得头筹，被选为仪宾。”清
光绪《临朐乡土志》载：“藩邸新乐王赐以三字匾
额，曰‘乐山林’，勒诸石，字如斗大。”《临朐村镇
志略·颜家楼村志》则载：“颜氏曾有仪宾，建楼房
一座，得名颜家楼。”（临朐衡王府仪宾，参考李纯
厚先生之《钟鸣鼎食衡王府盛衰兴废百余年》文。）

昌乐朱翰高氏仪宾。《朱翰高氏家谱》载万历
五帝皇帝诏书：“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人之大伦，
莫先于夫妇；社之大节，莫重于婚姻，此古之通义
也。今特命尔高察为亚中大夫，宗人府仪宾，配
自新淦县主。尔尚崇德敦礼，克慎威仪。毋怠毋
骄，用昭宠命。钦裁诰命。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二
日。”（王宪明主编之《衡王府与红楼梦》，第33页）

寿光北关村张氏家族有两人为衡王府仪宾，
张若铿（鉴）、张明铨。据《张氏家乘》载：十一世
祖讳若铿，锟祖六世孙也。为衡王府仪宾。配衡
定王孙女，生一子。其祖讳世铭，父讳瑷，皆诰封
亚中大夫。后丙戌灭衡，死节宫中。祖妣朱氏在
家缢楼上。其子讳允禄，遇难时方四岁，匿养张
鸿宾家，成人后生二子，居于青州太府街。又记：
若铿，瑷长子，丙戌灭衡，自居宫中，朱氏在家自
缢楼上。十一世祖讳明铨，字宸思。俊一祖之胞
弟也，为衡王府仪宾，生二子。后剿灭皇亲，其胞
叔孙讳林壬午被掳。（寿光林长青《衡王府仪宾的
传说》）

寿光吴营村吴瑁为衡王府仪宾。“据《吴氏族
谱》记载，始祖吴种和自明朝初年有江南乌龙江
老鸹窝徙居山东寿光上口镇小营村，后因弥河改
道，集体搬迁至吴营村。吴氏至德家风端委世
泽，有姬宗以别族，居吴乡而获姓（此典故为吴姓
以国为姓），明初永乐年间由江南徐州乌龙江移
居山东青郡之寿县，本军户，移居之始，户稀口
乏，齿少丁单。后经明朝二百余年发展，吴氏家
族逐渐壮大，有资料可考后人居住地为市内小
营、吴营、南北岔河、鹿家庄子；省内平度、昌乐红
河，国内河北、东北、北京等地。明朝末年，清兵
入关，青州衡王府降清，结果被满门抄斩，吴氏族
人受其诛连（吴氏为王府驸马，目前青州依然存
吴家大院遗迹），家谱毁于明朝壬午之乱（第七世
孙吴瑁，山东青州衡王府记载为吴仪宾）时期。

寿光官路村夏廷璜衡王府仪宾。官路村位
于寿光市稻田镇。因明清时期，一条从山东半岛
去往京城的官道从村中穿过，故名“官路”。官路
村由夏氏立村，立村时其实并不叫“官路”，而叫

“夏庄”。据《夏氏族谱》中写于明崇祯八年的“世
表”中的文字记载，这时村名已经称为“官路”
了。现在潍高路从官路村前经过，溎河从村子的
东南方向折弯向东北流入白浪河，然后再汇入渤
海莱州湾。夏廷璜被青州衡王府选为郡主仪
宾。夏廷璜是夏梦祯的长子。官路《夏氏族谱》
记载：“岁进士，衡王府仪宾，任湖南绥宁知县，诰
封奉政大夫。元配朱氏，明衡王府郡主。”民国二
十四年《寿光县志》卷一二·孝义中记载：夏廷璜，
字苍璧，青州衡藩仪宾，以明经为绥宁令。祖松，
少贫，性耿介。有郭氏姨母积金欲周其急，而难
于言，寄贮之，越数年，由外还，封识宛然。廷璜

亦廉正尚节义，离乱后族人多失业，捐田二百亩
周之。尝私贷冯嘉爵朱提三百，嘉爵亡，其弟嘉
祉不知也，与之弗受。廷璜曰：吾岂以友死而负
金哉？君，其弟也，受之有名，不然将焉？置此卒
与之。（夏增明、夏景祥《寿光官路夏氏先人在明
清易鼎前后的历史轨迹探考》）

诸城王之塇衡府仪宾。其见《忠烈传》。诸
城丁嗣允，明衡府仪宾。（乾隆《诸城县志》卷二
六，第1页）

博山区博山镇夏庄村任凤仪宾。据政协淄
博市委员会编的《淄博记忆乡村》有载，夏庄村有
郡马府，任氏四世任凤敕封征仕郎。府第坐落于
村中北部，坐北朝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
50米。原有石鼓一对、大门三进，所以门前街道
俗名石鼓子，又叫三门子。院落最北端有楼房三
间三层，明朝时建。明嘉靖年间衡王府郡马，也
就是仪宾。现在虽然面目全非，但遗迹犹存。（待
考证）

博山镇西瓦峪村谢天儒衡王府仪宾。据谢氏
家谱记载，谢天儒是青州衡王府女婿（郡马），即仪
宾。瓦峪村之命名，并不是因为这里烧瓦，是因为
谢家是大财主，村里曾有不少瓦房。（待考证）

淄川区西河翟元会之长子延祺为衡王府仪
宾。淄博翟氏家族中职位最高者首推翟风翀，即
翟元会之父。官居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
史，诰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明朝有名
的朝廷“二谏”即出自翟风翀。他巡抚辽、延，定
国安邦，为维护明朝的疆域完整，平定西北、东北
地区的战乱，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立下汗马功
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政绩载入明朝国史。
其三子翟元会敕封翰林院编修，监纪通判。元会
公之长子延祺，初以博邑刑部任浚尚书之女为
妻，早亡，续娶青州府衡王之女，为衡王府郡马，
元会公与任尚书及青州明衡王是亲家。（淄博王
伟《西河翟氏侧记》）

东营市广饶县（乐安）人李宪章仪宾。宪章，
李焕章四弟，壬午、甲申之变，李家首当其冲，深
受打击，从此衰落。明亡后，李焕章拒不仕清，寓
居诸城。明亡后，他作《志不二朝》，以此明志。
明遗民是明清鼎革之际出现的特殊群体。虽然

“遗民”自古已有，但明遗民与宋遗民一样，不仅
面临朝代更替，更需直面“夷夏之变”。李焕章勤
于著述，一生留下大量诗文，但因家贫而无力刊
刻。加之清朝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其人又处世
低调，故这些诗文未能广泛流传。（《杨桐诗文
集》）《大众日报》有文《李桥李家：明清两代“一门
三进士”文人不仕清》中有这样的记述：李中行一
生所生五子，长子李含章，次子李焕章（字象先）、
三子李斐章、四子李宪章、五子李玉章。五子当
中，论起作为，则最以四子李宪章为盛，究其原
因，还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明王朝
青州第八代恒王朱潘的女儿。在明朝时期，李宪
章身为郡马，在五兄弟当中可算是风头无双，但
是生不逢时，大明王朝没坚持几年就被农民起义
推翻。崇祯十五年，农民军到达青州，恒王朱潘
被诛灭九族，作为郡马的李宪章和李家也受株
连，第一次被抄家，引得李家人将家谱藏于乐安
县北一寺院后，家人四散逃亡。崇祯十七年，李自
成进入北京，大明王朝灭亡，李家又一次被抄家。

临沂市沂南县沂河两岸的神墩、大庄两村高
氏一族曾出过两个仪宾。高礼的六世孙高可任
被衡王招为仪宾。神墩《高氏族谱》记载：高可任

“字道远，岁进士，青州衡王府仪宾，配朱氏郡
主。晚年专攻医学，成为一代名医”。“岁进士”不
是进士，是对“岁贡生”的一种雅称。高可任以岁

贡生身份被招为仪宾，最终成为一代名医，也旁
证了明代藩王姻亲不得出仕为官的规定。仪宾
高可任不能出仕为官，但与郡主生的儿子就没有
这个限制。神墩《高氏族谱》记载，高可任的儿子
高奇，太学生，官至青州通判。太学是国家最高
等学校，是国子监的俗称。太学生就是在太学读
书的生员，是最高级的生员。国子监的生员从布
政司（相当于省）、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拔，高奇入
国子监为太学生固然是自身具有优秀的素质，王
府影响力也必定是有作用的。青州为府，是布政
司以下的行政单位。行政长官称作知府，知府僚
佐有同知和通判，同知为正五品，通判为正六品。

大庄高氏的七世高炯被青州衡王府选为仪
宾。大庄《高氏族谱》记载，高炯是高大任的第六
子，“字六韬，衡府仪宾，配朱氏郡主”。其父高大
任本人虽未出仕，但也是个饱读诗书之人。高炯
兄弟七人，大哥、三哥、四哥均未出仕，五哥高燝

以贡生改武，授凤阳府护陵守备加都司。高炯本
人没有功名，小弟高獯在庠还未中举（后来由进
士任湖广兴宁县知县，升郴州知州），有前程而未
定位。所以，衡王选高炯为仪宾既体面又合法。
而高大任攀上这门亲家，虽然对高炯仕途上没有
什么实惠，但毕竟是光宗耀祖的事，社会影响也
是可想而知的。高炯是哪一代衡王的仪宾，大庄
《高氏族谱》没有明确记载。根据高獯中进士出
仕为官的情况，可以分析出个大概时间来。高
獯，顺治五年（1648）举人，九年（1652）进士。高
獯排行第七，由此推断他六哥高炯的出生时间，
大约在明天启末年或崇祯初年。末代衡王朱由

是崇祯五年（1632）四月袭封衡王的，至清顺治
三年（1646）被杀，在位十二年。明朝宗室子女年
及十五就选择婚配，选择仪宾，务要年纪大五岁
以上、人物长成俊秀者，方许具奏成婚。综合分
析，高炯是末代衡王郡主的仪宾无疑。大庄《高
氏族谱》记载：原配朱氏郡主无出；继配尹氏无
嗣；继配徐氏生子高垙，但高垙无传；继配刘氏又
没生子，高炯只得过继了六弟高獯的长子高墀为
嗣。民间还传说，朱氏郡主因难产母子俱亡。对
郡主亡故后仪宾的限制是逐步从宽的。弘治十
六年（1504）规定：“仪宾因郡县主君故求回还侍
亲者，不准。止许照天顺年例，移亲侍养。”这时，
郡主亡故后仪宾还必须留在王府鳏住，不准回
籍，但可以把父母接到王府侍养。万历十年
（1582）议准：“仪宾禄米因于郡县主君。丁忧，仍
全给。至妻亡之后，截日住支。若仪宾先故、不
分有无子嗣、郡县主君等、亦止半给养赡。”这时，
仪宾的父母亡故，仪宾可遵古制回家守孝，守孝
其间照给禄米。但郡主亡故后，仪宾的禄米就停
止了。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朱氏都主亡故后，
仪宾高炯又能继配尹氏，显然是“妻亡之后，截日
住支”禄米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包括仪宾名称
的一切待遇了。（《沂南古史钩沉》，第47页）

德州市平原县有衡王府王仪宾。据清蒲松
龄《聊斋志异·王成》：“王祖为衡府仪宾。”王成，
平原故家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
与妻卧牛衣中，交谪不堪。时盛夏燠热，村外故
有周氏园，墙宇尽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
中，王亦在焉。既晓，睡者尽去；红日三竿，王始
起，逡巡欲归。见草际金钗一股，拾视之，镌有细
字云：“仪宾府造。”王祖为衡府仪宾，家中故物，
多此款式，因把钗踌躇……

黄县人范廷凤仪宾。范复粹，字玉坡，黄县
人……子廷凤，任中书舍人，衡府仪宾。（钱海岳
撰：《南明史》卷八七，中华书局 2016年版，第
4131页。）

莒州鲁应纁仪宾。鲁应纁，字文叔，衡府仪
宾。诸生。国变，王眷依之，至今莒多朱氏。据
《重修莒志》记载，有位大富翁，名字叫鲁邦贡。
相传当时朝廷为了做鲁邦贡工作，专门请了青州
衡王府仪宾（鲁邦贡有个儿子叫鲁应纁，是衡王
府的仪宾）从中游说。

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探访挖掘整理的过程
中，越发清晰起来，然历史毕竟是历史，还原历史
的真相谈何容易，期待更多的爱好者，关注探访
研究，青州历史文化大有可为。

也探衡王府仪宾
!

李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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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众同悲悼日哀，素烛燃泪泣追怀。

花垂寂寞香垂远，烈士殊勋铸祭台。

清明祭扫（新韵）
!

黄保亮

仿佛是久远的呼唤

我从晨曦中走来

带着晶莹的露珠

带着惺忪的睡意

带着从门窗缝吹来的春风

带着嫩黄柳丝的清香

我走向远方

走向一条绿草如茵的小径

鸟儿在我身边雀跃

花儿为我竞相开放

邻家的大伯热情同我寒喧

连那条熟悉的田园犬

也不离我左右

我是春天的见证人

见证残雪慢慢融化

见证春雨姗姗来迟

见证邻家的那个女孩扎起了小辫

见证那个调皮的大男孩声音有了磁性

我见证自己的衰老

为什么不能像树枝一样重新发芽

为什么不能褪下满头的白发

为什么不能返老还童……

我渴望春天

我的心渴望青春

我是那棵老树吗？

鸟儿在枝头啼鸣

是我吟唱的小调吗？

是我写给春天的诗吗？

我走向春天深处

走向繁花似锦的林野……

春天
我轻轻走来

!

高曙光

清明祭扫，追先怀远。这是中国人的习俗。
在漫漫人生岁月长河中，于春暖花开时节，先辈
们留出这么一个时段，追忆、默哀、冥思，表达对
先祖、先贤、先烈的怀念之情。清明祭祖，是用一
种形式的总结，是站在生命终点的回望。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
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
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当须醉，一滴何
曾到九泉。”

这首古诗，说出了不知多少人未能说出的
话。对于儿女，就算不忘先人，还指望他们回到家
里沉浸在悲哀之中，不说不笑吗？古代诗人也曾
劝告世人：“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清明扫墓，各地有别。山东青州有句俗话
叫：“清明寒食一百五，燕子来到青州府，清早起
来日莫出，祖坟顶上添新土。”坟墓是先人的

“屋”，一年下来，经过日晒雨淋风吹，需要修缮，
将新土添到坟上去，就等于是为先人修缮了房
屋，外人看了，就知道这家后继有人。

遥望坟墓，旧坟新土，在和煦的春风里，成田
野一景。第二天，再来摆供品，烧纸钱，双膝跪
地，磕头祭奠，并祷告祖先荫庇后人。小时候都
是父亲带着我跪到祖父坟前，把头叩向那堆黄
土，心里总有一种恐怖和神秘感。长大后，父母
相继离世，自己也用同样的方式去祭拜时才认识
到，这是一种与天地神灵的心灵沟通，这时就有
一种与先辈们达成默契的欣慰从黄土涌向心底，
升腾起庄重与敬畏。额头与黄土的接触，心灵便
贴紧了大地，仿佛接通了与先人的信号，告诉先
人，我是承上启下的传承人。我背后站着一代代
家族兴旺、孝敬和谐的大家庭。

其实，祭祖扫墓，只在敬心，不在虚名，最重
要的是对先辈生前的孝敬。至于神在与不在，就
在乎你之所想。我思神，则神在；我思先人，则先
人在。要有诚心，心诚则灵，只要心诚意洁，以这
种方式，与故人交流，就脱去了流俗，便有了审美

价值。
烧纸钱也好，供奉一杯水、一盅酒、一朵花也

好，都不过是一种寄托，一种传承。生者无憾，逝
者欣慰。

现在祭奠的方式更多了。比如公祭。各烈
士陵园、红色景点等，大多清明公祭。老红军、老
八路、青少年儿童等向先烈敬献花圈、花篮。由
年轻人把它抬到陵墓，老英雄们整理一下花篮缎
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我上小学时，每到清明
节前，由老师带领，同学们排成长队，前面俩同学
抬着花圈，去烈士墓前，由烈士的亲属或者老革
命讲述烈士光荣牺牲的故事。然后面对烈士墓
宣誓。回来后，老师布置关于祭扫烈士墓的作
文。这个活动己经成为我童年的深刻记忆。

现在清明祭祖，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古
人讲“入土为安”，而眼下有些开明老人，死后选
择海葬。每到清明，他们的亲人来到海边，在礁
石上摆上供果，撒下鲜花，面对大海，凝视着海面
上渐渐漂去的鲜花，碧波中间，仿佛映透出父母
慈祥的面容，酸楚顿时沁透了心田。父母虽已离
去，音容笑貌犹在眼前……静坐一会，怀念亲人，
寄托心里的哀思。

近年来，出现的鲜花祭祀、网上祭祀、植树祭
祀、诗文祭祀等低碳、环保的形式，寄托对已故亲
人的哀思，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情感融入现代
文明的表达方式。比如网祭，很为年轻人推崇。

“网上祭英烈，共铸中华魂”。人们通过献花、点
烛、上香、挽联、哀歌、祭酒、留言等网络方式为民
族复兴、国家强盛而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致敬。
献出了一份敬意，充满了时代气息。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活人尚且朝不保夕，哪
能照顾到先人？如今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祭奠先
人，乃是举手之劳，我们在景色如画的春天里，柳
垂轻烟、桃吐丹霞、土润苔青、纸鸢戾天，再加上
纷纷春雨，扫墓人一路观赏，折柳踏青，会多少化
解一下心中的感伤，慢慢进入清明之境。

清明时节清明祭
!

郑云生

旖旎风光山色明，柳丝垂碧与桃争。

几多胜日寻芳客，不尽倦途怀古情。

但见残碑刻新字，更无废苑弃苍生。

低头叩断天堂路，梦里相随走一程。

清明节感怀
!

陈兴华

雨霁晴柔，风润香清。

尽婀娜、舞柳娉婷。

棠花露缀，竹叶光盈。

更沙无泥，溪烟净，鹭飞鸣。

南山佳处，东园好景。

只不闻、呖呖莺声。

春阴暗度，闲梦堪惊。

但赋归来，心未老，有余情。

行香子
!

冀荣友

一

欲看花朝何处去，桃红柳绿石家庄。

欢歌笑语迎佳客，乡土田园谱华章。

二

数枝浓淡粉红黄，时有清风送暗香。

移步花林春伴舞，蝶双蜂采闹梳妆。

贺何官石家庄
桃花节

!

崔安正

我喜欢一场杏花雨

在缤纷的世界里

像极了初恋

有芳香有愁绪

回眸一笑的曾经

是春天的美丽

相偎在杏花香的世界

倾听雨的消息

那一把油纸伞

还印着你手握的痕迹

一场最美的相遇

刻下了最痛的记忆

没有青梅竹马的约定

梦里是儿时的游戏

回忆定格了悲伤

一场爱恋化为了尘泥

片片落红的忧伤

塞满了以后的日子

孤独陪伴着远方

守候着你不尽的归期

恋上一座海市蜃楼

在一场杏花雨里落满相思

杏花又开了

你在哪里

初恋一场杏花雨
!

唐行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