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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收集的有游记、散文、诗歌、文论等作品。
作者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作者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长期参与高等教育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者是一个勤勉的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在杭州市委，或者在省级机关工作，作
者都夙夜不怠，时刻牢记着人民与师友对作者的嘱咐。
记得80年代初，作者在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学时，作者的老师、国学名家姜亮夫教授给作者题辞
，引用的是王昌龄的诗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在后注中说，引用这首诗义在玉壶冰心，雄伟而情至湛挚，使一切人仕者皆如此，则民忧无矣！
这一题辞，作者不仅一直珍藏着，而且牢牢印进作者的心中。
　　这部诗文集之所以取名为《人迹板桥霜》，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作者发表作品的笔名叫板桥霜，而
且写这些作品时大都是凌晨时分，特别是秋冬两季，窗外是“满地霜华”；春夏时“鸡鸣四野”。
当时作者居住的地方叫西溪，是杭州的郊区，周边还是“两三点雨山前，听取蛙声一片”的农村。
作者就采用了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两句诗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勉励自己谦虚勤勉，上路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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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招棣，男，教授，浙江黄岩人。
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
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大学任团委书记，历史系、化学系负责人及教务长等职。
行政、教学双肩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30年。
50年代曾留学苏联。
80年代初期调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分管宣传、外事、文化、教育工作。
1988年调浙江省人民政府任侨务办公室主任，1993年任浙江省省政府特邀侨务顾问。
90年代后期从事茶文化工作。
　　杨招棣具有丰富的阅历，足迹从西藏高原至太平洋彼岸，从东南亚至英伦三岛。
他对于文学、历史有较深的造诣，勤于笔耕，从学生时代起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其散文、游记文风清新、隽永，读来引人入胜；其诗歌大多是即兴有感而发，充满文学意境和生活情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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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长良歌舞夜纷纷涛声依旧风物依旧莫斯科——五十年后重游俄罗斯印象文以论茶唐宋时期海上茶路
重镇——明州杭为茶都实至名归澳门三议——兼谈明清时期海上茶叶输出港茶·茶文化·中美茶事历
史人物小传《中国近代名人小传》前言《中国古代名人小传》前言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陶渊明玄奘李
白杜甫白居易心中的歌浣溪沙一一洪春桥畔访四明山大岚茶场咏嵊州答友人贺“老茶缘”成立品茗青
藤茶馆登天台山访葛玄茗圃游江郎山读周南先生赠诗有感贺安吉白茶祖揭碑仪式重庆永川品茶记访福
建安溪西坪读谭琳赠《会心集》即赋春风三咏清明邀金庸访龙井参加罗隐诗词讨论会赴新登道上随感
贺“老茶缘”成立一周年暨吴觉农茶学研究会杭州联络处成立翁家山品龙井茶报春消息——赠友人题
《茶博览》游老龙井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志庆与友人赴安吉品白茶欣逢第五次国际茶文化会议在杭
州举行，又喜见《中华茶文化》金碟出版发行，实为茶人之盛事，因赋一绝，以志庆贺湖州茶文化节
抒怀游七星岩题永胜茗楼赠雅安孙前市长丙戌年清明诗会咏丙戌年国际茶人村诗会茶叶学会品茶书画
笔会品雁荡毛峰顾渚吟十八棵御茶重访雨城雅安赞鉴真东渡佳话欣闻神舟五号遨游太空猴年，西泠印
社进入101年良宵己卯立春大雪忆逢秀客居过中秋游日本长良川西子湖畔观陈海韶画展与内荆偕秀贤、
亦媛至黄山清凉台观日出偶成秋日登黄山排云亭，见绵延不断之同心锁，可谓一绝读缪进鸿君有关人
才课题书即赋秋日与诸子上天目灵隐诗会赠木鱼方丈兔年春节，致诗社戴盟社长贺闻周鹤翠女士七十
五寿辰（藏头诗）贺陈玉华女士鹿鸣杯诗赛获奖重游临安玲珑寺故乡行打油诗一首重到西溪请诗人放
手写西湖千岛湖即兴母校九十大庆忆江南——为外孙女米琪周岁而作贺妻子生日小宾生日歌游新湖西
闲坐剡溪访梁弄四明湖畔山阴道上赠常书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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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染晨曦　　剪灯夜读说周郎　　周瑜与诸葛亮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我有时在饭后茶余向一些朋友提过这样的问题：诸葛亮与周瑜谁的年龄大？
一般都会回答：当然是诸葛亮大。
其实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人们都有这个错觉呢？
主要是舞台上塑造的形象与历史上的真实差距太大。
因为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周瑜或者叫周郎的是，面如满月，皓齿红唇，青春年少，风度翩翩，总之他
姿质风流，仪容秀丽。
而诸葛亮则是五绺长须，头戴华阳巾，身披鹤氅衣，手摇鹅毛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他老谋深算，运筹帷幄，颇有长者风度。
这样两种艺术形象给人们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谁长谁少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历史的真实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以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而论。
时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
当时诸葛亮年仅28岁，周瑜为34岁。
曹操居长，则为54岁。
三方的统帅和将领都很年轻，却恰是挂长胡子的诸葛亮最年少。
就是这批人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名留青史的活剧！
　　那么周瑜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当你翻开正史，你就会发现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舞台上的周郎大相径庭。
在京剧《借东风》、甘露寺》等曲目中，周瑜器度非常狭小，看问题不从大局出发，不能审时度势，
只着眼于东吴一方利益，提出的种种计谋都被诸葛亮所识破，最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临死前还发出
了千古一叹既生瑜，何生亮！
在这被后人耻笑的长叹声中夭折。
而历史上的周瑜性格宽厚，器量广大，绝非自负才情、不顾大局、心地狭窄的人。
历史的真实是，周瑜并非被诸葛亮气死，而是周瑜在进军西川，取道于巴丘时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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