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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如叶    1941年农历9月9日，也就是重阳节那一天，我出生在咸阳渭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钓鱼台。
钓鱼台村小名气大，因为它是姜子牙钓过鱼的地方，在村西围墙外面的河岸上，立着一块镌刻着“姜
太公垂钓处”六个大字的石碑。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在渭河边上度过的。
后来，在西安求学，在西安工作、生活，至今几十年，今后也不会离开了。
这种种先天的、后天的因素，使我的生命与渭水，与秋日，与西安即古之长安，结下了不解之缘。
渭河水给我以生命的滋润，长安文化给我以精神的营养，秋日澄明的阳光和秋风秋雨伴我成长；一切
与渭水、长安、重阳相关的事物都与我灵犀相通，都令我心潮起伏⋯⋯    唐代诗人贾岛的诗《忆江上
吴处士》是友情之作：“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夜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好朋友吴处士离开长安到福建去已经很久了，告别的时候长安下着雷雨，如今已是深秋，而朋
友却还音信杳无。
诗歌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忆念朋友的一片深情。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则成了传诵千古的名句。
    古诗里的名句是可以单独拿出来欣赏的。
有些诗，人们未必能完整地记住它，但诗中的某一句却让人刻骨铭心，赞不绝口。
贾岛的《忆江上吴处士》就是这样的诗。
每每读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我都被深深地震撼着。
诗人由落叶想到秋风，由秋风想到渭水，从高远处落笔，在眼面前沉思。
大笔抹下去，长安秋色，一览无余！
这是何等的气势！
放声吟诵之，琅琅上口，感慨万千！
这是何等的韵味！
当秋风掠过渭河水面，吹向长安的时候；当长安街头落满黄叶的时候，长安的景色一定是沧凉而壮丽
的，一定是成熟而丰满的。
贾岛思念友人的心情自然苍凉而感伤，但他笔下的长安秋色却透射出大气度、大气概、大气魄——我
的感受如此，因为我爱渭水，爱长安，爱秋日的渭水长安。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给读者以充分的解读空间，这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贾岛的名句流传甚广，影响颇深，为后世不少名家所引用或者化用。
毛泽东对贾岛的这句诗也情有独钟，并且以他的独到的书法艺术挥洒和张扬了诗句的深厚蕴涵。
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手书的这句诗，竟然是在台湾高雄的邓丽君文物纪念馆。
最初感觉有点儿不伦不类，仔细捉摸，这里面确乎有着诗情诗意的勾连和通融。
    古人写长安秋色的不在少数。
马戴的《灞上秋居》：“灞原风雨定，晚见雁行频。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写的是一个外乡人独居长安灞原的苦境。
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还有一首《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近井阑，微霜凄凄蕈色寒。
”写的是怀念、相思之情。
李商隐的《滞雨》：“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
故乡云水地，龟蒙不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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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更惨了。
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写得既豪气冲天，又杀气腾腾。
在我看来，这些诗句都比不上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    人们更多地把赞美给了春，给了夏，甚至也给了冬。
而“秋”一旦人文人诗，大多成了“愁”的代名词。
但也有例外。
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真是诗情豪迈，独树一帜。
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
”没有哲人的眼光、伟人的胸怀，绝无秋胜春的赞美。
另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则让我们读到了革命家的雄心壮志和非凡气概。
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也不同凡响。
一般人读《故都的秋》大多从作者的身世生平人手，着眼于秋的“清”、“静”与“悲凉”，而忽略
了作者心灵深处的那一团火。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
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郁达夫算是把秋的蕴涵，把生命的沧桑与辉煌参透了，悟透了，所以才会有如此不要命的折换。
在他看来，生命本该如此啊！
古之长安，今之西安，也是一座故都，她的秋，也应该是沧桑而美丽的，像生命的高品位、高境界。
假如长安四季如春，那该有多么单调呀！
    一片树叶，在春天的暖风里发芽，在夏日的阳光里摇曳。
一阵秋风吹过，慢慢地，法桐的叶子黄了，银杏的叶子黄了，枫树的叶子黄了，槐树的叶子黄了⋯⋯
金黄的叶子从树枝上飘落到地面，以一个优雅的舞姿，悠悠地、悄无声息地飘落，带着自信，带着宁
静，带着满足。
当白雪覆盖大地的时候，叶子慢慢地化作泥土，去滋养新的绿叶。
    落下的不是奉献，落下的是回报。
    岁月催人老，悠悠七十载。
秋风几度吹渭水，落叶年年满长安。
抹不去的童年记忆，常常令我忘却身在何处、老之将至。
尽管渭水已经不像当年那般汹涌流淌，河滩上再也难觅大雁的足迹，西安也不是当年的长安，但“秋
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壮丽景色依然令人震撼！
    我愿生命如叶。
    赵明    写于2010年深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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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秋风几度吹渭水，落叶年年满长安。
抹不去的童年记忆，常常令我忘却身在何处、老之将至。
尽管渭水已经不像当年那般汹涌流淌，河滩上再也难觅大雁的足迹，西安也不是当年的长安，但“秋
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的壮丽景色依然令人震撼！
《落叶满长安》是作者用生命写成的春秋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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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明，1941年生，陕西咸阳人。
1964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1964—1987年在中学任教，曾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
1987年调入西安市教科所，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办公室主任、教研部主任、西安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西安市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2001年7月主持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创新写作教学研究与实验”课题研究工作，任
课题组组长至今。
应聘为陕西师大出版社特约编审、研究生导师、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授课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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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报名注册要填写籍贯及家庭住址，我在登记表上“籍贯”栏里写下这
样一行字：“陕西省咸阳县钓台区钓台乡钓台村”。
老师看了感觉很奇怪：“怎么都是‘钓台’啊！
” 是的，我就出生在钓鱼台村——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钓台镇钓台村，一个名气很大的小村子
。
这里曾经是周朝名臣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村子因此而得名。
但是，史书上记载的姜太公钓鱼台在岐山而不在咸阳。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又名姜子牙，羌族。
在古文字里，“姜”与“羌”音同、形似、义近，姜族与周族曾经是共处关中的两个古老部族，并有
世代的婚姻关系。
姜尚的祖先曾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吕，所以太公又名吕尚。
后来，吕姓逐渐衰落，吕尚家境穷困，一度在商都朝歌卖过牛肉，在孟津卖过酒。
吕尚大半生怀才不遇，但他从未放弃，为施展才能而往西来到周地，整日坐在岐山西南渭河的一条支
流名叫兹泉的小河边钓鱼。
一天，周文王借狩猎之机寻访贤才，在此与姜尚 相遇，二人相谈十分投机。
文王见姜尚谈吐不俗，见解精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便请姜尚上车回宫，封为太师，尊称“太望
公”，意即姜尚就是周先祖太公所盼望的辅佐子孙的圣人。
“姜太公”的称号由此而来。
周武王继位后，更尊称姜太公为“师尚父”。
姜尚没有让周天子失望，为周朝的强盛和东征建立了丰功伟业。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 既然如此，咸阳的这个小村子为什么也叫作“钓鱼台”呢？
传说，姜尚从河南住地出发，一路西行，走走停停，走到咸阳渭河南岸，在一个河湾处停歇下来，一
住就是好多天，每天都要撑起鱼竿钓鱼。
这里当然不是姜尚的目的地，不久，他便沿着渭河继续往西走，终于在秦岭主峰太白山北麓的兹泉边
上安顿下来。
这里距周的政治中心岐山已是近在咫尺，姜尚心里惦念着渭河北岸的那位周天子，一边钓鱼，一边耐
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作为传说里的神仙一样的人物，姜太公选择有山有水的兹泉做他的钓鱼台是
合隋合理的。
不过，姜太公的足迹还是留在了咸阳，他在这个后来被叫做钓鱼台村的地方钓过鱼，也不是绝对的妄
说。
按照这样的传说，这个村落的历史可就十分的悠久了。
不然的话，姜尚停留期间在哪儿吃在那儿住呢？
至于这里何时被名之为“钓鱼台”，那就无从考证，也无须考证了。
村子西面的河湾里是一片树林，河岸上有一座庙，叫作“龙王庙”。
庙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姜太公垂钓处”六个大字。
庙里供奉三尊神像，中间的神是龙王，两边的神分别是周文王和姜太公。
小时候，轻易不敢进庙里去，感觉很神秘，还有些恐怖。
解放前，偶尔会有马拉的轿车或者吉普车到村里来，从车上下来些穿长袍或者制服的人，听说是来看
姜太公的。
他们在龙王庙前指指点点，流连忘返。
解放后，来的人渐渐地少了。
“大跃进”时期，河湾里的树被砍个精光，原来的林地都种上了庄稼。
“文化大革命”中，龙王庙完全被毁，石碑也被砸成几段，散落民居，做了院墙或猪圈的基石。
“文革”结束后，人们又想起了姜太公。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落叶满长安>>

尤其是在发掘地域文化的热潮中，地方文化部门曾有人来此考察，村里的有识之士多方寻觅，竟然找
到了“姜太公垂钓处”的几块断碑，并且把它在原地重新树立起来。
更有农夫村妇出钱出力，盖起了一座新的龙王庙，虽未成气候，倒也香火缭绕。
但是，时过境迁，难成正果，咸阳钓鱼台作为一处文化遗迹很难走人人们的视线。
岐山钓鱼台的“正宗”地位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而今天的咸阳钓鱼台，守着一条河床宽宽、水流细细的渭河，河堤里面早已没有了平整沙滩，疯狂的
挖坑取沙使河床遍布小丘和深坑，近岸处则被开垦成庄稼地，一块一块的种着玉米、高粱和蔬菜。
东西两面不远处是跨河而建的三号桥和西宝高速公路桥，一辆接一辆的大小汽车呼啸而过⋯⋯人口翻
了几倍，原来的土坯房都变成了两三层的楼房，村子比原来大了好多，但耕地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水井也比原来深了好几丈。
新建的三号桥跨村而过，半个村子被砍掉了。
整个村子的改造、搬迁恐怕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咸阳市渭河南岸新区的建设正搞得如火如荼，城市
在膨胀，乡村在消失，一切都变了 样⋯⋯ 但我记忆中的钓鱼台依然清晰，并且生动。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流过来的渭河，在这里从西南往正东打了一个缓缓的湾，在这个河湾里是一片
从来不会缺水的良田。
在河湾与良田的怀抱中座落着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折尺形的街道，土坯院墙和被称作陕西八大怪之一的“半边盖”农舍，掩映在高大的榆树和槐树的阴
影下。
村东不远处有一口甜水井，水井周围长着几颗高大的椿树和槐树，浓荫下是全村人饮用水的水源。
每天早上，前来打水的人最多，肩挑手提，说说笑笑，把水井到村里的一段路撒得湿漉漉的。
井上架着一架水车，农忙灌溉时节，会有—一头“叫驴”（学名关中驴，是一种体形高大力气也大的
驴，叫起来声音特别大，不是别的地方那种小毛驴。
）拉着水车转圈圈。
井里的水被上下循环的水斗提上来，到达最高点反转的时候，斗里的水就自动哗哗地流淌到水槽里，
再顺着水渠浇灌到庄稼地里。
转动的水车像是一台古老的乐器，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和哗哗的流水声汇在一起，舒缓、悠扬的旋
律在田野里荡漾开来。
拉水车的叫驴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伸长本来就很长的脖子，大叫起来，声音一高一低，起起伏伏，响
亮而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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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落叶满长安》是我年近七十时交出的一份作业——严格地讲，是一份作业汇编。
    其实，这只不过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一份慰藉。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
”圣人的人生规划真是精辟极了。
人生在世，无论伟大平凡，高贵卑贱，大体上都经历着圣人所说的人生阶段。
年轻时如果没有幻想甚至狂妄，那就不能叫做年轻；老年后如果没有遗憾甚至痛悔，那也不是真实的
人生。
少年老成，或者如苏轼那样“老夫聊发少年狂”，都是生命的多彩乐章。
“平平淡淡总是真”，那是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才能获得的人生感悟。
    《落叶满长安》是我平淡人生的真实记录——既无坎坷的经历，又无骄人的业绩，如一片树叶，轻
轻地摇曳，轻轻地飘落，所画出的轨迹。
    书中收录的论文，是教坛耕耘的收获。
或因工作需要，或因编辑催稿，或因问题摆在那里需要一个明确的解释，总是急急忙忙地思考，急急
忙忙地草就，像陀螺一样旋转得停不下来。
而散文则不同，大部分是退休之后写成的。
或因脑际浮现出久远的记忆，或因触景生情而发出许多感叹，或因心血来潮而指点江山、说三道四，
在不慌不忙中敲击键盘，流淌出许多文字来。
由此得出个深刻的体验：论文是忙出来的；散文是闲出来的。
    感谢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诗人、作家、书法家刘国正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欣然提笔为本书题
写书名。
我一直十分仰慕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学术造诣，并且有幸多次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
每当先生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中语会年会或工作会议上的时候，我都坐在会场远远地注视着先生，记录
下先生所讲的每一句话。
先生的真知灼见以及对语文课程改革的洞察，使我们得以保持头脑清醒，把握正确方向，少走许多弯
路。
偶然间读到先生的一首五言绝句：“八十不算老，九十也还小，活到一百岁，还要向前跑”，欣喜之
余，不能不为先生的精神与活力所折服，所倾倒。
我冒昧地写信给先生，恳请先生题字。
信发出之后，又自忖何德何能，敢求先生墨宝？
不久即在忐忑之中收到先生的题字，真是喜出望外！
先生的回信是由夫人李阿龄老师代笔。
李老师的信诚恳、平和，字写得酣畅、飘逸，我又多了一位学习的榜样。
    感谢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金明先生。
陈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并给过我真诚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
    感谢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教育学院教授苏立康先生、西安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所长李夏彬先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主编张吉武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
这几位先生都是在我的人生经历和事业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给过我热情支持和帮助的人。
我视他们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并以此而感到荣幸。
三位先生在序言里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当以此为动力，老骥伏枥，扬鞭奋蹄，而不敢懈怠。
    感谢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先生鼓励、敦促、帮助我出版自己的文集。
早在军孝先生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的时候，我就与他相识，并且有过难忘的合作。
军孝先生是一位事业心、责任心极强的出版人和领导者。
他尊重知识，尊重先贤，尊重一切有作为的人。
他以自己的辛勤耕耘，为西安出版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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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出版社总编王莹女士、社科旅游图书分社社长李宗保先生为《落叶满长安》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在此一并向他们和他们的同事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肖素霞。
肖素霞对我来说，不仅是人生的伴侣，而且是读书的同窗、工作的同事、研讨探究的合作者、论辩争
吵的参与者。
从在大学求学时开始，她就是我的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判者，这样的角
色五十年不曾改变。
她是最了解我的人，深知我的强项和弱点。
因此，她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一针见血。
说优点，让人心潮起伏，蠢蠢欲动；说缺点，让人顿开茅塞，即使嘴上强词夺理，心中早已服软，最
后还是认真地动笔修改。
一辈子就是这么“闹”过来的一闹到天昏地暗，闹到云开雾散，闹到阳光灿烂⋯⋯    当《落叶满长安
》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学生在等待老师的评语。
“优秀”是不可企及的奢望，能“及格”就很满足了。
因为，我清楚，这本书不过是敝帚自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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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落叶满长安(套装上下册)》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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