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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县 行 政 办 公 中 心 的 大 楼 前 ，左 右 两

侧，各有一丛竹子，每每从此经过，我都要驻

足观看一番。尽管旁边栽有花草树木，并未

引起我的过分喜爱，唯独这些竹子，使我情

有独钟，将无限的爱意，倾注到它们身上。

春天，随着荡漾的和风吹来，这些竹子

抖掉过冬的笋衣，像一群爱美漂亮的少女，

焕发出勃勃生气，亭亭玉立，“萋萋结绿枝，

晔晔垂朱英”，不断向人们播撒着绿色爱意；

夏天，阳光明媚，浓荫蔽日，“莲花如妾叶如

郎，画得花长叶亦长”，它们婀娜多姿，不停

地摇曳，接受着风风雨雨的洗涤；秋天，“清

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此时，枝

条挺劲，一片苍翠，伴随着秋风的吹拂，飒飒

作响，不亚于一片轻音乐洒向人们心间；冬

天，“千花百草凋零后”，万木萧条，花草枯

萎，唯独它们，“留向纷纷雪里看”，轻蔑地傲

对地冻寒天，叶子不落，枝条不弯，郁郁葱

葱，直刺云天！

我 爱 竹 子 ，并 不 仅 限 于 它 们 美 丽 的 外

表，我更喜爱它们的质地性格。它们虽没有

青松翠柏粗狂的体型，却有着纤纤婀娜的身

段；虽没有招蜂引蝶的花容月色，却有着四

季常青的不变雄姿；虽没有哗众取宠的形

象，却有着刚直不阿的内在情调！

我到过南方的崇山峻岭，见到过生长在

溪水流淌的岩石旁的丛丛竹林。它们葳蕤

碧绿，挺拔径直，既像那些面对强势，永不低

头，威武不屈的坚强勇士；又像那些征程中

蔑视困难，铁骨铮铮，一往无前的英雄好汉；

还像那些工作中默默无闻，不事张扬，埋头

肯干的模范标兵。它们的品格之所以高尚，

就在于不畏艰难，任你岩石多么坚硬，环境

多么差劲，地质多么贫瘠，从不彷徨徘徊，畏

葸不前；更不怨天尤人，挑肥拣瘦。君不见，

春天的狂风，夏天的雷雨，秋天的虫害，冬天

的暴雪，它们总是那样的挺拔直立，傲立苍

穹。更为可取的是，它们的奉献精神给人类

做出了榜样。“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

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

这些古人淋漓尽致的吟咏，就是对竹子最为

高尚的赞颂。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和竹子结下了不

解之缘，生活也好，生产也好，时时刻刻都有

竹子的身影相伴。竹子浑身是宝，春出的笋

芽，是人们酒席桌上的美味佳肴；成熟后的

竹管，经过加工，成为人们制作各种家什、工

艺品的最佳原料；尤以那些书写文字、记载

千古春秋的书籍纸张，狼毫笔杆，都离不开

竹子的慷慨贡献。即便如此，它们从不向人

类张扬成就，频频索取；更不高傲自大，盛气

凌人。

这就是历代人们对于竹子的赞扬之因，

也是人们效仿竹子的关键所在。早在几千

年前，我国的古典名著《诗经·卫风·淇奥》就

反反复复赞美竹之青、竹之柔、竹之坚、竹之

盛：“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

青青”，以此来赞美象征竹子的形象威严、性

格刚毅、心胸宽广之美德。古今许多有道德

修养的人，大多以竹喻己，情愿远离物欲横

流的喧嚣人间，逍遥于深山僻壤、溪流青竹

之旁，也不依附权贵、随波逐流。他们以竹

为友，向往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的生活。所

以，在爱竹人的心里，任何的外在形式都已

变得微不足道，闻到那阵阵竹香，便明了心

中的所求。

最为著名的就是清代号称“扬州八怪”

之一的郑板桥，一生画竹最多。他画出来的

竹子，均是清奇骨感，栩栩如生。尤以那首

七绝《竹石》诗，更成了千古绝唱：“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诗人摒弃了对竹子优

美外形的赞颂，单单择取了竹子内在的刚

毅，进行了直白的渲染。前两句“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赞美了不择地理

环境，稳稳地扎根于山间破岩中的内在的坚

强精神。人们都知道，山上的岩石，异常坚

硬，土质贫瘠，少有水分，然而竹子那与生俱

来的顽强性格和倔强精神，在那岩石的缝隙

中，仍然不屈不挠地生长。后两句，“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现的是在石

缝中长出以后，必然受到四季风霜雨雪的摧

残，但是，它们凭着坚韧的性格，顽强的精

神，不屈的姿态，迎接着恶劣气候的考验。

其实，作者赞颂的竹子，实则是对自己人生

性格、为人处世的缩写。

除此之外，还有宋代大诗人王安石写的

一首《咏竹》七绝：“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

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

霜”，也将竹子的品格性情，惟妙惟肖地吟咏

出来。竹子的外形就是骨骼清瘦，愈老弥

坚。它们不论在哪里生长，都不会那么臃肿

粗笨，枝杈横生，总是循着自己的生长规律，

一节一节地挺拔向上。从最初生长开始，它

们虽然“曾与蒿藜同雨露”，但是，并未随波

逐流，枯萎衰落下去，而是义无反顾地“终随

松柏到冰霜”，迎接着严冬的考验。

我自幼就喜爱竹子，我们这里尽管不

是竹子产区，但在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

不开它。君不见，我们一日三餐使用 “姐

妹两人一样长，厨房进出总成双，千般苦

辣酸甜味，总让他们第一尝” 的筷子，均

为竹子所做；过去，家家户户使用的暖水

瓶外套，美观大方，经久耐用，全系竹子

所编；原来农家小院，为了阻挡鸡狗对青

苗 的 糟 蹋 ， 夹 起 来 的 篱 笆 寨 子 ， 花 样 繁

多，精巧别致，也是竹竿所为。如果再往

宽广里说，平时举目所见的竹席、竹椅、

竹床、竹篮、竹棍等，甚至于音乐界使用

的“笙管笛箫”，无一不是竹子制作。

有史以来，人类就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

缘 ，说 竹 子 对 人 类 有 很 大 的 贡 献 ，并 不 为

过。所以，我们站在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

上，一定要保护好竹子，精心地对它们加以

呵护，营造一个竹子稳定的生存环境，使它们

健康雄壮的成长，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

初春消息
—微型组诗

□ 幽兰

春天复苏
\

总结旧岁的雪花

撩起一池涟漪

激醒，岸边小草

青阳第一枝

迎春花深谙二月的渴望

以长女姿态

率先绽放妩媚鹅黄

六九萌春

成串柳芽卯足了劲

顶开二月小窗

探出柔软的腰肢

春意渐浓

阳光与小草同框

呼唤花容吐苞

沉睡枝头的意境，瞬间复苏

雁归来

人字形队伍，由南向北

一路啼鸣

引颈之美，春意增三分

河水解冻

细微炸裂声

爆开春的讯息

散落光影，搭肩涟漪

柳枝

成串的芽孢

咬住春风衣襟

恳求，解锁满腹绿意

春意萌发

在满枝花蕾面前

冬矮了下去，清风吹着口哨

越过大寒头顶

春鸟

翅膀滑出南北经线

鸣啭自由定义，小身影

分解大天空

元宵节

新年首次月圆

俯瞰一锅翻滚民俗

为世间，端出热腾腾的平安

唤春还童梦
□ 张冉煜

过年

是手里的烟花炸进了春天

我用火点燃 却响起了整个童年

奶奶的老花镜，滑落鼻尖

东南西北，碰撞间，脆响敲开新年的诗篇

红包里，裹着旧岁的祝愿

新桃映着爷爷的苍颜

锅铲轻盈，拨弄碎念

用筷夹起，尝到了阖家欢甜

火星溅落，新衣灼出一个圆圆的月

这一场绚烂，缝补漂泊的念

伴我走进，又一岁烟火人间。

叹

一汪情思，

酸涩，悠长，

揉皱几寸心房，

惊扰几只萤光，

思恋，思恋

消得几个春半，

出走枝条，桂子凌乱。

此夜，月光流潺，

晓星伴愁眠。

随着与刘绍辉先生交往频次的增加，了

解逐渐深入，我才惊觉先生是一位集数种才

能于一身的学者。作为教育家，他投身教育

事业多年，在教学与教育管理领域深耕不辍，

主持的省级十三五重点课题，如“区域推动中

小学教师阅读活动策略研究”，着眼于提升教

师素养，为教育质量的提升筑牢根基；“卓越

教师区域培养机制与策略研究”，则致力于探

索教师培养的创新模式，为教育人才的成长

开辟新径。身为摄影家，他凭借对镜头语言

的独特理解与精湛运用，先后出版了多部令

人瞩目的摄影集，如《大地流金——中国最美

的油菜花》，由天津古籍出版社精心打造，书

中作品跨越全国 13 个省市区，将油菜花这一

寻常作物，通过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与民族

特色的融入，赋予了其别样的生命力与文化

内涵。在《自然天成》（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及

《花田福海》等摄影集中，他同样以独特视角

展现自然之美，让观者透过镜头领略到大自

然的神奇与魅力。而作为作家，他身为河北

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美丽的脚印》（天津

古籍出版社）与《书香传家》（花山文艺出版

社）等散文集，文字优美，情感真挚，展现出独

特的文学魅力。

近日，我有幸收到他新出版的《走向大

成——中国孔庙览胜》，翻开书页，一股浓郁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部作品让我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刘绍辉先生作为一名文化学

者，在文化传承之路上的执着求索，也让我

看到他在自身艺术修炼的“大成”之路上，迈

出的坚实有力的步伐。

刘绍辉先生对镜头语言的驾驭能力堪称

“人机一体”，他对拍摄对象的艺术把握，从一

开始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敏锐。他深谙专题

拍摄的魅力，走在一条“1 + 1 ＞ 2”的独特创

作道路上。就像在《大地流金——中国最美

的油菜花》中，他的镜头捕捉到了来自全国不

同地区的油菜花。这些油菜花，不再仅仅是

农人们辛勤汗水浇灌下的普通农作物，而是

承载着地域文化与民族情感的艺术符号。他

在前言《追寻油菜花的脚步》中深情写道：“什

么是中国的颜色？黄色！黄河、黄土地、黄皮

肤，国旗上那熠熠生辉的五角星……什么是

中国大地的颜色？黄色！从东海之滨到青藏

高原，从南疆田园到北国边陲，从早春二月到

流火七月，有一种作物，跨越时间和空间，让

中 华 大 地 流 金 溢 彩 ，那 就 是 黄 灿 灿 的 油 菜

花。”这番话语，赋予了油菜花更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国的颜色”与“劳动创造

的美”的象征。罗海岩，时任新华社高级编

辑、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在《让心灵皈依自然

（序）》中，对刘绍辉先生的摄影作品给予了高

度评价：“每朵花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花乡

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赏花的人也都有自己

的故事。作者刘绍辉在八年多的时间里，利

用工作闲暇遍访国内著名油菜花产地，用镜

头真实记录了油菜花的绝美景致，让人充分

领略到自然界一种平凡而又足以使人震撼的

美。”

的确，劳动创造了美，而刘绍辉先生的镜

头，让这种美得以升华，有了精神的寄托与艺

术的表达。

当 我 深 读《走 向 大 成 —— 中 国 孔 庙 览

胜》，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上心头。书中那

些图片与文字，既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又

带着许多陌生的新奇。但最让我震撼的，是

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那道强烈的文化光

芒。我想，倘若孔老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定会

对作者的这份赤诚之心与辛勤付出颔首称

赞。这不仅仅是一本摄影集，更是一场跨越

时空的心灵之约，是灵魂深处冥冥之中的缘

分使然。《书香传家——一个教育世家的四代

书缘》便是有力的佐证。这样一个充满书香

气息的教育世家，为刘绍辉先生对孔子文化

的崇敬与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走向大成——中国孔庙览胜》从刘绍辉

先生的镜头里走出，是这个荣获“河北省优秀

教育世家”称号的四代人，对中国教育始祖孔

子先生文化崇敬与传承的成果体现。教育世

家的思想与理念代代相传，使得刘绍辉先生在

年轻时就对孔子先生怀有特殊的感情。四十

年前，刘绍辉第一次踏上曲阜的土地，走进孔

庙大成殿。在殿内昏暗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

块石碑，同伴告知他，上面镌刻的是吴道子画

的孔子像。那一刻，文圣孔子与画圣吴道子的

交汇，让他顿感珍贵，能亲眼目睹这尊容，他深

感荣幸。这种由心而生的景仰，源自孔子先生

伟大的教育思想，源自家族世代传承的尊师重

教家风，更源自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据权威机构统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全球中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建了 499 所

孔子学院。孔子的教育理念穿越时空，对当

下中国教育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教育目的

上，孔子主张培养德才兼备之人，即“君子”，

这使得中国教育始终将德育置于首位，注重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让学生

在拥有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良好的品德和

正确的价值观。他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认

为教育应服务于社会，培养出能为社会做出

贡献的人才。在教育原则方面，孔子主张“有

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让不论

贵贱、贫富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对学

生的教育过程中，他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

生的不同特点和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创造了“启发式教学”，倡

导“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并强调终身学习，

鼓励学生勤奋努力、保持谦虚的态度。

为了拍摄、集成、出版这部寄托着景仰与

真情的书籍，刘绍辉先生不辞辛劳，走遍了祖

国的大江南北。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孔子先

生的儒学与教育思想，十几年来，刘绍辉先生

潜心阅读了五部孔子先生传记，足迹遍布全

国几十座孔庙。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孔庙的

感观认识不断丰富，形而上的理解也日益深

刻。孔庙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大成”一词

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孟

子曾评价孔子集中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位

圣人的优点，是圣人中的圣人，称其为“圣之

时者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孔子能够与

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南宋的理

学大师朱熹也说：前面三位圣人，如同春夏秋

冬，各属于一个季节，而孔子则像太和元气一

样，在四个季节都能流行。正因如此，作者将

自己寻访孔庙的旅程，命名为“走向大成”。

然 而 ，从 最 初 对 孔 子 先 生 教 育 思 想 的

景仰，到深入学习探究其教育之道，再到踏

上寻访孔庙之旅，拍摄、集成并出版《走向

大成——中国孔庙览胜》，这一过程中，刘绍

辉先生的眼界不断拓宽，意志得到磨炼，思想

实现升华，并且自觉地传承孔子教育思想与

儒家文化。这不正是他自身灵魂与肉身在自

觉地“走向大成”吗？传承文化本身就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事情。《走向大成——中国孔庙览

胜》以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地展现

了全国各地的孔庙建筑和历史文化，实现了

镜头与孔子文化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

中，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信仰、信心的支撑，

以及体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而每走一步，

刘绍辉先生都离“大成”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拍花，是刘绍辉先生走向自然，感受大自

然的生命力与美好；拍人物，是他走向当下，

记录人间百态与时代变迁；而拍孔庙，则是他

传承文化，回归内心，追寻精神的根脉。这，

便是《走向大成——中国孔庙览胜》给我的深

刻启示。它让我明白，摄影不仅仅是记录瞬

间的艺术，更是传承文化、传递精神的有力工

具，而刘绍辉先生，正是一位用镜头书写文化

篇章的行者。

当平面摄影升级为镜头文化
□ 刘长明

青 竹 礼 赞
□ 张浩洪

武威文庙状元桥和棂星门 刘绍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