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封戏台
我第一次走进董封村是因为村中有一座

元代戏台。我从绛县驱车过来，见一条河，过

一座桥，到达董封村。村中果然有一座古旧的

戏台，一看那简洁的手法，就知道是元代遗

物。如今，全国只有 8 座这样的戏台了，董封

村有一座实在不易呀！

可那时并不知道董封村还收藏着另一件

动人的故事。这故事说明着董封村的来历。

那是在晋国时期。晋襄公去世

时托赵盾辅佐幼子继位。赵盾呕心

沥血于国事，盼到这个晋灵公长大

了，却是个暴君。随便杀人，肆意妄

为。时常站在花园向外弹射，打伤路

人。厨师没将熊掌炖烂，即刻刀下丧

生。杀死不算，还命宫女抬着尸体在宫殿游

走，吓得大臣们心慌意乱。赵盾多次规劝，晋

灵公非但不听，还要杀他。赵盾只好逃出国都

避居边塞荒村。直到赵盾的从弟赵穿将晋灵

公杀死，他才回朝主张，收拾纷乱的局面。他

立了晋襄公的弟弟黑臀为君，这就是晋成公。

一日，赵盾翻看史书，上面记载着：赵盾

杀其君。

他马上将史官董狐叫来说明，杀死灵公

的不是我呀！

董狐说："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

贼，非子而谁？"

意思是说，你是执政的正卿，逃跑没出国

境，国君遇害你不追究凶犯，不是你是谁？赵

盾虽然不满，也没有奈何？因为董狐完全是按

照事实记载的呀！

这样记载是要担风险的。其时，虽然晋成

公为君，可这国君是赵盾拥立的呀！倘若赵盾

动怒，起了杀意，那董狐必死无疑。春秋时期已

经礼崩乐坏，公元前 548 年，齐国太史就因记

载崔杼杀君弟兄两人相继丧命。因此，孔子闻

知此事，感慨地说："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

隐！" 我们曾称史书迁写史 " 不虚美，不隐恶 "，

但是，比之更早的董狐已经开此先河了。

当然，董狐能够名垂青史，后人能够知道

他秉笔直书的往事，这就不仅仅因为他事迹

感人了，而是，缘于多种因素。其一，赵盾没有

鸡肠鼠眼，斤斤计较，更没有凭借职权，公报

私愤，而是大度的容忍了。其二，晋成公在这

件事上也还公正。他不仅没有偏向有恩于他

的赵盾，还将董狐视为 " 良史 "，封赏食邑之

地。封地就是现今的董封村。

董封村原名清河村，因为封为董狐食邑

之所，才改为董封村。

董封凝结着一段历史佳话，而这佳话非

一人之好可以写就！ 转自《太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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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情思 阴 郝彩丽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将至，我们当地的习

俗家家户户都会吃这一时节的美食———香甜

软糯的红枣粽子。人们会在端午节当天手戴

百色线，身佩香料包，门插青艾草，以此祈祷

家人长命百岁，避邪消灾。有人会问端午节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唐代文秀诗云：“节分端

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那么就让我们

穿越时空，回到屈原所处的那个诸候争雄的

时代，去体味他为理想、为国家“虽九死其犹

未悔”的心路历程。

屈原，生于公元前 340 年，是战国末期楚

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他出身

贵族，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年少时

他就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通晓

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并且擅长辞令。二十多

岁时，他在楚国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创作了

《九歌》，成为朝廷祭神用的祭歌，传遍全国。

他的学问和才干，得到了楚怀王的赏识，任命

他为左徒一职。屈原在朝与怀王商议国事，发

布政令，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

齐抗秦。他还做为外交人员接待各国使节，应

酬各诸候国。此时君臣一心，楚国一度出现了

国富兵强，威震诸候的局面！然而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上官大夫靳尚非常嫉妒屈原的才

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

刚写完草稿，还没审订，上官大夫见到后想夺

为已有，好在怀王面前邀宠，屈原不给他，靳

尚就向楚怀王诬陷屈原道：“大王，您让屈原

制定法令，这是群臣都知道的事，可如今屈原

经常在公开场合说，‘除我之外，没人能制订

出国家政令’，真是有损大王的威严！”怀王听

后，心生怒火，再加上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对屈

原的排挤和诽谤，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后又

贬为三闾大夫。

屈原被贬后，秦国准备讨伐齐国，慑于

齐楚合纵联盟的威力，就几次派张仪出使楚

国，以达到瓦解齐楚联盟的目的，再逐个击

破之。张仪给怀王带去丰厚的礼物讨好怀

王，又假称说只要楚国与齐国绝交，秦国愿

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土地与楚国。楚怀王

心生贪念，加上屈原已遭贬官，他的联齐抗

秦的主张已被怀王抛之脑后。遂与齐绝交，

派使臣到秦接受土地。可是使者到秦国得到

张仪的答复是：我与楚王约定的是六里土

地，没说六百里啊！”怀王闻言大怒，准备举

兵伐秦，屈原知道后，苦苦劝谏说：“大王，现

在不是伐秦的好时机，您万不可与秦交战

啊！”怀王不听，结果，楚国大败。秦军大破楚

军于丹水、淅水两地，斩楚军八万人，大将屈

匄被俘，秦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怀王又

动用全国兵力，想打败秦国，收复失地，两国

战于蓝田。魏国却趁虚而入，偷袭了楚国的

邓地，因楚国与齐国绝交，齐国不出一兵一

卒救援，楚国腹背受敌，撤兵而归。

公元前 299 年，秦国又借口秦昭王与楚

国联姻，请怀王前往秦国会面，屈原进言说：

“秦国乃虎狼之国，大王万不可轻信，不能前

去啊！”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说：“大王应该前

去，何必拒绝秦国的美意呢！”怀王听取了子

兰的建议，执意前去，刚进武关，就遭到秦兵

伏击，秦国扣留了怀王为人质，要求楚国割地

给秦国，怀王不从，最后竟客死于秦。

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继位，此时屈原

多么希望顷襄王能从谏如流，举贤任能，富

国强兵，一血国耻啊！无奈事与愿违，顷襄王

比怀王还昏庸，任用子兰为令尹，忠君爱国

的屈原竟遭流放，颠沛于沅江、湘江一带。流

放途中，他亲眼目睹了因战乱造成的田地荒

芜、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他把自己心中的

愤懑，对国家命运的担扰，以及对百姓的怜

悯，写进了流传千古的《离骚》之中，发出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

流放三年时，他写下了《卜居》，此刻他报国

无门，心烦虑乱，前路渺茫，只好去问太卜郑

詹尹，太卜告诉他：“神灵现在也帮不了你，

顺应你的心意，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吧！”流

放九年时，他写下了《哀郢》，他还在盼望顷

襄王能幡然醒悟，召他回到故国，能象昔日

百里奚遇到秦穆公，姜太公遇到周文王，宁

戚遇到齐桓公一样，贤臣得遇明主，为国效

力，成就一番事业！直到公元前 278 年，秦将

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都，这一刻，屈原所有

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多年的彷徨、迷惘、独自

飘零；多年的“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

而我独醒”的坚持，在这一瞬间轰然坍塌！他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那个身佩长剑、峨冠博

带、身戴香草佩饰的屈原不见了，此时的他

形容枯槁，万念俱灰，在作《怀沙》之赋后，抱

石投汩罗江而死！

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自发前来哀悼，他

们把包好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投入江中，希望

鱼虾蟹等有食物可吃，不要去伤害他们的屈

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因屈原投江之日

是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端午

节，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历史从来就不是过眼云烟，两千多年来，

屈原以他高尚的爱国情怀和高洁的人品以及

在文学史上的卓越成就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以他的作品《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创了

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创作的先河，后世的

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到近代的龚自珍，

现代的鲁迅等人物都受其影响。

1941 年的端午节，郭沫若在重庆《新华

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

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

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

被重视了……。”1942 年 1 月郭沫若创作完

成了历史剧《屈原》，4 月 2 日中华剧艺社在

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该剧成为唤醒国民的

爱国情怀，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风云之作。

1953 年端午节前后，在北京举行了楚文

物展览，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地照片。

1954 年，屈原被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世

界各国人民的广泛纪念。

1961 年，毛泽东主席在重新阅读《离骚》

后，创作了一首盛赞屈原作品和人品的《七

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

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以

屈原精神鼓励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战胜自然

灾害。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

屈原和其作品。2012 年 8 月 21 日，在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第 28 届大会开幕式上，习总书

记引用了屈原《天问》中“遂古之初，谁传道

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阐述了屈原的求

索精神；2014 年 9 月 3 日，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引用了屈原

《国殇》中“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两

句，以表达他对抗日英烈的景仰和怀念之

情。他说：今天纪念屈原，是为了寻找古人精

神与当下需求的连接点，以溯民族精神之源

流，辟与时俱进之路径，用屈原精神为民“塑

心”，为实践“立行”。

今逢端午，我们可以告慰屈原的是：有着

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中国，历经岁月沧桑，

仍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您所牵挂的百姓，

已经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在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近百年的

不懈努力，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如今要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果屈原看到今日中国

之巨变，一定会发出由衷地感叹：尧天舜日今

又是，换了人间！

遨游在题海里

上不了岸

穿梭在风雨中

看不清路

一路背着鲜红的叉

战战兢兢

烛光下奋书疾笔

只为打败自己

粗茶淡饭

总是身轻如燕

力争上游

总能才思敏捷

家事国事天下事

慷慨激昂

教室食堂宿舍

三点一线

窗外就是自由

墙外就是天堂

世界太小

就旋转在一根轴上

世界太大

十几年竟没走一厘米

脑容量空前绝后

无数的典故

无尽的演算

婉转的鸟语

分区保管有条不紊

…… ……

无烟的战场

笔尖发出阵阵寒光

一招一式勾勒出差距

猴年马月里几家悲喜

蓦然回首已各奔东西

收割机再次轰鸣

无尽的麦浪颗粒归仓

市区警戒限行

是谁来去匆匆

驻足

寻找曾经的倩影

竟忘了挪步

注：“猴年马月”特指 2004

年 7 月高考成绩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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