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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吕梁，神来之笔，承祚继

昌。望大道横行，高速环绕；巍楼丛

生，更有机场。景点频现，广场幢

幢，朝往暮归何其爽。聚宝地，看骨

脊奇山，三晋无双。

旧貌已然新颜，引四方商旅齐

咏唱。赏英雄故土，溶洞之乡；古建

民俗，名产佳酿。美食文艺，企业厂

矿，科教环保俱争强。惊回首，说山

西风光，还是吕梁。

孝义市下令狐羽沟元兴观，过去是我省著

名的道教建筑群寺院。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是一处游人、仙客向往的极好去处。其翠峰盘

旋，松柏森森，泉水一湾，潺潺流水，四季不

断。对面南山，树株参差，如列屏障，号称莓

山。水流浇灌坡坂园畦，蔬菜、秋禾绿色成

长。傍沟果木罗列，出产不穷。红枣、核桃、柿

子，收入颇丰，令道士们喜欢。

文人雅士到此遨游数日，常不肯离去，留题

作句，以为补偿。有题云：“南山松柏带夕晖，风

铃响过化尘飞，北山云路凌霄汉，影伴游人卧翠

微，最是秋声空翠滴，谷登场上雁初归”。

境内殿宇层叠，傍北向阳。飞檐翘角，风

来铜铃叮当。有司子圣母殿、关帝庙、娘娘阁、

地藏殿、真武庙等。常年香火旺盛，仙客往来

如云。或烧香或诵经，叩拜许愿，祈福求子，保

佑合家平安。

唯关公庙内有一奇观。正中窑顶雕刻一

条巨龙，气势十分威扬。龙身伏云端，龙头俯

视看，双眼睁，四爪伸，欲腾跃尘世凡间。这是

哪家工匠杰作，工艺如此精湛。观者无不惊

讶，啧啧称赞。

据传，还有一事罕见。道士厨内，墙上有一

泉眼，拔开木塞，一股细水直往锅中流淌，煮菜

熬汤做饭，甚是方便。百余年来，日夜使用不

竭。一日，忽流出一条小蛇，人们惊恐万状。怪

哉！许是神灵期数已到。从此，再也不敢使唤。

羽沟地理位置优越，可作隐蔽，藏龙卧虎

其间。1937年牺盟会，曹诚（人名）决死三团，

在此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兵员。有南营村的薛

振声、薛昌恒、刘四宝，桑湾村的杨子慎，刘庄

村的赵廷宰等，数百名爱国青年，自愿报名参

军，奔赴抗日前线，拯救国家存亡。

华灵中学曾由隰县迁往此地，每日谷场学

习操练，黎明吹号起床，跑步高喊一、二、三、

四，声音响彻山岗。

上世纪 30年代末，天反世乱，日本鬼子进

驻孝义，奸谣掳掠，蹂躏妇女，无恶不作，庶民

敢怒而不敢言。为避灾难，梁家原村姥爷同道

长商妥，星夜提灯把火，我由（笔者）姨兄大哥

背上，全家人入庙求安。为求得神灵保佑，母

亲将我“认己”寺院（编外道士），和其徒弟成

晋、成谋同辈，给我起小名叫“成林”。寓意如

森林一样，茂密生长。

羽沟元兴观，每年阴历四月初三，庙会规

模空前。商贾云集，来自四面八方。东至介

休、平遥、祁县，西达隰县、石楼黄河岸边。庙

会搭台唱戏，赶会的人摩肩擦踵，人山人海，往

来如织如梭。小吃摊点，叫卖声连连，“翻热羊

杂割，吃喽还想吃”、“蒸饺羊肉包，谁吃谁知

道”、“麻花蜜酥贯馅糖，吃到口里脆又甜”；日

用杂货，一应俱全。灶篱勺则，碗筷盘碟，服装

鞋帽，各色布疋；杈杷木钎，扫帚 担，龙头缰

绳，串铃马鞍，任你随便挑选。

在我孩童时，每年去羽沟赶会，路过梁家

原村，必去姥姥家一趟。进门不问二三，姥姥

把煮熟的鸡蛋，给轻轻装在身上。她口里还嘟

囔：“给俺孩儿赶会饿了，顶个盘缠”。

岁月蹉跎，时光流逝，弹指一挥间，当年往

事，已经过去 70多年。近日，我驱车前往浏览。

入沟后，只见灌木遍地，荒草乱长，坑坑洼洼，举

步维艰。眼前一片狼藉，土崩瓦解，墙倒屋陷，洪

水冲刷，沟壑曲弯，如此凋敝，使我顿觉心寒。

经打听得知，羽沟庙原是梁家原和下令狐

村共管，在人民公社化时，两村为盖仓库，急需

砖瓦木料，互相争执，拆毁木结构大殿。“文

革”中，又遭劫难，红卫兵破四旧，砍砖雕、烧佛

阁、毁神像。真可惜！简直没留弹丸。从此以

后，古刹胜境，成为过眼云烟，再也看不到昔日

的辉煌，再不能像“磁铁”一般，吸引人们前往。

面对羽沟元兴观，满目苍痍，破败不堪。

我躬身呼吁，孝义各方有识之士，慷慨解囊，迅

速抢救，恢复昔日古迹胜境原貌，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

有一首歌叫做《故乡的小河》，歌中

唱到：“我的故乡，有一条小河。它日夜

从我的村前流过。在童年那些美丽的黄

昏，我曾听它唱那动人的歌，它诉说着痛

苦和欢乐，它讲述着神奇的传说。啊，故

乡的小河，它使我回忆起童年的生活。”

这首优美动人的歌词，唱出了我的心里

话，引起了我对美好故乡的回忆。我的

故乡，虽然不像江南水乡那样的“小桥，

流水，人家”，可也是山青水秀，景色宜

人。她在我的心中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一

我的故乡在原孝义县阳泉曲公社一

个联村大队下辖的自然村——瓦窑坡

村。村子位于孝义西南部山区的丘陵地

带，东距千年古镇兑镇（兑九峪）35华里，

距县城70多华里。在我们小的时候，村与

村之间没有公路，最宽的路也就是能走小

平车的土路，人们上地劳动大多走的是弯

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交通不便，水土流失

严重，自然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这个大队

由四个自然村组成，从西到东依次是苏家

沿、安乐村、瓦窑坡、师家庄，东边的三个

村子之间相距不到一华里，离最西边的一

个村子较远，有四五华里。600多口人分

布在这四个村里。那时，我们的村南，还

真有一条常年流淌着溪水的小河，流经阳

泉曲、兑镇河，归入孝河。

文革时，经常集中人们开大会，连我

们小孩也认识其他村里的很多人。我们

村里的人大部分姓郭，仅有 3家姓侯和 3
家姓张。相传，我们村的郭姓是从文水

县西城村迁至原孝义县温泉西沟村，第

三代时生育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到

了我们村，即我们的祖先。现在已繁衍

到第十一代。

我 们 的 村 子 是 座 北 朝 南 ，依 山 而

建。村里原有上、下两条小街。上街有

两层，最上一层是一个独院，名为半坡

里，住着我们郭姓大门里的人家。他们

的西南面是圪塔里（村顶上），原来是住

着二门里的人家。我们小时候，窑洞就

坍塌得剩下残垣断壁，他们已住在下边

的砂石窑洞里。第二层有 3 个院，西院

是我们的曾祖父在清代时建造的，住着

我们的二爷爷一大家。我们院是一排六

孔窑洞，有两个街门，西边四间一个街

门，东边两间一个街门。我家住在东数

第三孔窑洞，第四、五孔窑洞也属我家

的。据大人们讲，我们院的土围墙和街

门，大跃进时期，被拆除，变为没有街门

的敞院。宅院座北向南，采光性能好，可

谓是向阳门第。

下街也有两层，下边的一层：东边的

一孔为砖窑洞，西边挨着 2 孔砂石窑洞

和六孔砖窑，因受地形限制，这些窑洞自

西向东一孔比一孔浅。第二层是砖窑，

有四个宅院，西边的大门院是二进院，大

门向东开，是村里最大的门，约有 2米多

宽。大门上有砖雕的四个大字“敦厚家

风”，二门上有砖雕的三个大字“耕读

第”。其他三个院为四合院。

我们村的人们大多居住在砖窑洞

里。村里有五个四合院，受地形限制，多

是上院五孔窑洞。下院东、西各三孔厦

窑，深度一丈多。正窑内一进门，西边是

火炕连灶台，灶台靠墙的一边是放柴炭

的炭橱，紧挨着的是能放六担水的一个

陶瓷制大水缸。再后是两支木柜，两柜

之间留有小门，后边放米面、杂物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村属

孝义县第五区管辖，区公所设在郭家掌

村。那时，父亲是区里的通讯员。他曾

多次步行往返区公所和县城之间，传送

公文。母亲是区里的妇女干部，她组织

村里的妇女们为前线做贡献，如做军鞋

等，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我

们这个不足百口人的村子，就有十多人

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据 1992年版海

潮出版社出版的《孝义县志》记载，我们

村有四名烈士，他们是：张立瑞、郭维祺、

侯明山、张能荣，其中，前三位为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的烈士，张能荣为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烈士。

那时候，村里曾有许多核桃树和两

沟梨树，梨树品种是屯子梨，要储藏至过

了冬天，才好吃。核桃树产量很高。但

那些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山西铝

厂孝义铝矿征用土地采矿时，把梨树全

部砍了，核桃树也所剩无几。

二

在我们村里，出门爬坡、下坡是常有

的事。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繁重的体力

劳动。你听听我们村的地块名称，就能

感悟到山势的险峻和地形的复杂：如狼

爬岭、九峪九、幸虎垴、猫圪嘴、帽帽圪塔

之类，数不胜数；也有优美的，如：君子

沟、阳 里、河畦 、南塔子、水渠 、彩

塔背里等。可见，在这些山路上肩背人

挑，经年累月，是多么的艰辛。而我们的

前辈就是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一

代代休养生息，实属难能可贵。

我们这些生长在山村的孩子，八、九

岁起，就帮大人干活。上小学时，由老师

带领我们捡小麦、核桃和秋庄稼。十三

四岁，星期天就给家里担水。我那时，没

有长期在村里劳动。虽然经历不完整，

但也见识了村里的劳作经过，至今想来，

仍觉得回味无穷。那时候，往地里送粪、

收小麦、秋庄稼，都是靠人的肩膀担，一

担庄稼都在一百多斤，担得年轻后生们

汗流浃背，夏天时，浑身冒热气。那时，

我身体瘦弱，劳动时，村干部为了照顾

我，就安排我打场、当小羊工或者和妇女

们收割庄稼。虽然肩膀不用受累，但一

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有时握不紧工

具的把子，手上就磨起了水泡。后来，两

只手掌上都磨出了肉茧，至今，右手掌上

还留有那时磨下的干茧子。

三

在我们那里，如遇风调雨顺，则人畜

吃水和庄稼生长都不会受到影响；若遇

旱年，则井水刚够人畜饮用，春天下种就

受到了制约，种玉米就要采取挖窝下种

的方法。

在我们村南沟底的子道坡下有两口

水井，深度一丈多，人们担水是用挑水扁

担的铁钩勾住水桶的梁，把水从井里提上

来，担到家里，担一次约需 15－20分钟。

我刚开始学担水，不大会拔水桶，有时就

把水桶掉到井里，不会捞，就等待来担水

的人，帮着捞。如水桶落到井底，那就更

不好办了。这就需回村里找长绳和杀猪

羊挂肉的三爪铁钩，才能把水桶捞上来。

这是刚开始学担水的人，都经历过的事

情。由于担水费力，人们对水都很珍惜，

看到浪费水的现象，就很心疼。直到现

在，我看到有人浪费水，仍很反感。

因水源缺乏，在我们那里地畔上长得

也就是枣树、酸枣枝、沙棘等灌木丛。在

大路两旁栽的是杨树、柳树。杨树品种是

加拿大杨，我们小时候也不懂，长大后才

知道这个品种是美洲黑杨与欧洲黑杨之

杂交种，是从外地引进来的。再就是柳树

好成活，栽的也多，柳树成材后，利用率

高，可做家俱、寿木（棺材），且价格便宜。

此外，我们村曾有三棵大槐树，上街

西院大门外一棵，下街东院大门外一

棵。另一棵在下街西院大门对面，我记

事时，那棵树已经被砍伐了，只剩下干树

墩子，人们有时还劈上烧火做饭。另两

棵后来也都被砍了。上西院的一棵是树

老了，空心了，被砍的。下街东院的一棵

也是树老了，且影响交通，大平车拉东西

从此经过，很不方便。

由于村里没有副业收入，曾经开过

煤窑，但因煤质不好没开几年就倒闭

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里还

没有通电。到八十年代后期，山西铝厂

孝义铝矿征用土地后，才通了电。随之，

在村顶上建了水窖，铺设水管，把村底的

井水引到水窖，分送到各家院里，解决了

多年来困扰人们的吃水问题。

随着人们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有

的购买车辆搞运输，有的外出打工赚钱，

有的雇用外工（或者自己）开采铁矿、铝

矿。人们手里有了钱，开始有人在县城

买房，子女也随之进城上学。后来，村里

的小学校被撤销。有的家长只好随子女

到邻村有学校的村子租房居住。这样，

在村里住的人越来越少，有好多宅院成

了空院。有的旧宅院无人居住，院里长

满了蒿草，一片荒凉景象，没有了我们小

时候的热闹场面。

此外，我们村民风淳厚，几姓人家，

和睦相处，遇事相帮，亲如一家，也是我

要说明的。

我虽然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但家乡

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 记挂在心，

引起我的美好回忆，夜晚常进入儿时的

梦境。

雷国裕同志有记录生活的习惯，将自己以

及朋友的工作生活记录下来，收藏于心，就像拾

到一枚枚新叶，收藏粘贴在纸上，日积月累，便

是一件精美的画卷，于是他的文集清新出炉。

新近收到雷国裕的散文集《不谢的杜鹃花》和

《工作手记》，2017 年底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的，读来隽永，有些感觉不吐不快。尽管文集中

收录了少量诗歌和建言献策，然而主体部分是

散文随笔，所以两册皆冠以散文集是合理的。

大抵作文，各有各的视角，有的注重大自

然，有的注重乡情，时下这些都有些平常了。

雷国裕散文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以平

常生活入题，关注着民生百姓，将烟酒茶糖融

入散文随笔，给人新的感受。《不谢的杜鹃花》

分为亲事、逸趣、风物、掠影、情谊、心语、感悟、

诗声等章节，都是以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琐事入

题，于小中见奇。《亲事》一章，记述了一件件生

活点滴，将父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的爱生动的

刻画出来。一般人看来接送孩子，过节礼物，

作业辅导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普通到没有

感觉，而雷国裕正是抓住这些生活细节，将原

汁原味的生活抒写成一朵朵不谢的杜鹃花，永

远定格在汉字的方格中。

《工作日记》分履痕、建言、漫谈、调研、献

词等数章，将日常工作的苦辣酸甜，融汇到一

件件工作小事件里，展示了一个基层干部的朴

实无华。雷国裕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以写作见

长，参加工作以后也屡屡被以文书兼用。从乡

村基层干起，历经村镇基层村镇领导到县局部

门，一步一个脚印，《工作日记》首次披露了基

层干部的辛苦和可爱，许多事情其他行业的人

难以了解，也想象不到的。雷国裕没有别的爱

好抽烟麻将扑克等都没有学会，总是忙着这样

那样的公事和朋友们的事情。俗话说，莫以善

小而不为，我们读他的散文《幸福就在身边》

《一天不劳动就憋得慌》《工作者快乐着美丽

着》《访贫帮贫扶贫》等，往往会产生做好身边

事的顿悟。

资深播音员刘俊丽在《雷国裕散文跋》一

文中概括：“《逸趣》中，我感受到了一个热爱生

活、热爱学习的文学青年用心观察、用心感悟

生活点点滴滴的人文情怀；《风物》、《掠影》记

录了平常日子里的所见所思；《情谊》讲述了师

生情、挚友情、同学情、同事情；《心语》细腻表

达了一个成熟男人的情感体验；《感悟》像与友

人促膝谈心；《诗声》是对生活诗情画意的描

写；《履痕》是工作实践的小结；《建言》是对社

会现象的深入分析和对家乡建设的建言献策；

《漫谈》则有理有据劝诫诸君务必求真务实，有

所作为；《调研》是对本职工作的深入思考和总

结，《献词》是他业余编辑报纸刊物时发表的小

政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家长里短娓娓道

来，生活情趣跃然纸上。既有大情怀，又不乏

小兴致。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现代社会文化素养的提高，爱好文学者越

来越多。初学写作之人，往往好高骛远，总是

梦想着成就大事，所以总是觉得缺乏写作题

材。读了雷国裕的散文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

中的美，确实是随处可见的，做一个脚踏实地

的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掌声和喝彩。为任

一处，德留一方，可谓坚实，才是基层。

一
扶贫立志誓摩拳，生态文明一焕颜。

牢记初心军令状，春风吹遍吕梁山。

二
不悔初心笃践行，走村串户访民情。

春风化雨山河翠，一扫浊尘日月清。

三
九曲苍峦探凤头，开山护坝锁龙沟。

问谁指引清渠水，一脉甘泉心底流。

四
高科技术进乡村，温室棚中种彩云。

茄子葱头青豆角，小康路上正飞奔。

五
西风忙碌报金秋，不等飞霜田尽头。

孤寡老人谁照料，队员互助解烦忧。

六
点亮山庄夜校灯，春风化雨最深情。

博文科技多元化，致富财经乐启蒙。

七
桃李春风暖校园，教坛辅导爱无边。

书声朗朗忘留守，好似亲人在眼前。

八
脱贫致富展筹谋，绿水青山遍九州。

牢记民生为主旨，初心一样载风流。

九
夜半寒风伴汝归，冰花早已透窗帷。

山区急等阳光照，不顾身疲赶梦追。

十
几度严寒几度秋，动情民意触双眸。

初心一路堪回首，多少豪言尚未酬。

从尚峰尚水出来步行五分钟，便来到温泉公园。这是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园。这里没有颐和园的皇家楼阁，没

有圆明园的万亩荷塘，没有玉渊潭的樱花节，也没有地坛

的银杏大道。但这里有遮天蔽日的树和四季不败的花，更

主要的是这里比较安静，你可以天马行空地想，也可以毫

无杂念地思；可以看看高高的毛白杨树杆上一双双睁大的

眼睛，听听那树的眼睛上永不疲倦的蝉声。

东南门进去是个不大的藕香泊，点缀着几株或十几株

荷花或莲花，旁边是个木亭子，木亭子两侧柱子上有副木

刻对联：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我知道这对

联并不是公园的原创，但它用在这里确实非常贴切。公园

里的树木花草种类繁多，紫叶李、栾树、毛白杨、连翘、黄

栌、天目琼花、丁香、国槐、沙地柏、玉兰、碧桃、垂柳、木槿、

玉簪、金银木、八宝景天、牡丹、芍药、海棠等等，一年四季

不断花开花落。那树高的直钻云天，不高不矮的大多是亭

亭玉立，而矮的就基本上是匍匐在地了。

公园里曲径通幽，弯弯的石板小路拂过垂柳长长的柔

丝。拾阶小山坡，走过小小牡丹园，看到一处"汤池"。温泉

原名石窝村，早年的石窝村有一片水塘，明武宗年间，御膳

房李姓总管来此，见塘中泉水涌溢不息，水温宜人，便出钱

找人在泉眼周围打下柏木桩子，桩上砌就白条石，这就形

成了最早的温泉池。温泉池又名圣水堂，深约丈余，中心

泉眼处温水不断涌出，周围气泡升腾，有如溅玉喷珠，池面

热气缭绕弥漫，泛起朵朵水花，别有情趣。现在温水不见

了，池子的旁边有三座亭子，每座亭子都有一副木制对联，

其中一联是"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亭子下经常聚集

着一伙老人，有下棋的，有吹笛子的，有坐在那里看流云

的。偶然会有位老人拉京胡，声音虽不在调上，但拉的还

是非常起劲的。至于"指云际千峰兴怀蜀道，听松间万籁

顿入焚天"和"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或许

就是从三山五园的某个地方移植来的。不过"指云际千峰

兴怀蜀道"中的"云"字不知为啥刻成"去"了，是不是一不小

心多刻了一竖呢？

公园内点缀着许多石碑，刻着一些名胜的图文，妙峰山

古道、马刨泉、金山泉……站在石碑前看看这些文字，你会受

益匪浅的：妙山古道是从前人们去妙峰山进香的主要道路，

这条香道是清朝大太监安德海和刘成印等人，为了慈禧太后

到妙峰山进香修建的，最宽的地方有三四米，用石块铺成，据

说每一块石头要耗银一两，因此也称为金阶。读着读着，仿

佛看见一对人马抬着"老佛爷"走在古道上。

海淀的西山确实是个上风上水的好地方，沿西山到万

泉河一带的玉泉山、香山、万寿山、颐和园、静明园、静宜

园、畅和园、圆明园等，统称"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都集中

在这里。到这些地方转转，感受一下皇家文化，领略老祖

宗留下的那些值得关注的东西，再看看被洋鬼子烧毁的园

林遗址……总会让你"胡思乱想"半天，而温泉公园更多的

是给你静谧的享受。

公园的小广场北侧有两棵玉兰树，一棵是开白色花，

一棵是开紫色花，树虽不大，却是满枝的繁花，像飘舞的绸

缎。早晚的时候，在公园小广场上也有广场舞，偶尔还有

歌舞比赛，平时就是孩子们的天堂，滑滑旱冰，练练踏板

车，跑跑闹闹都是孩子们的天性。广场的西面隔一条公路

还是公园的一部分，这里经常活跃着一些太极拳和抖空竹

的队伍。

抖空竹在北京还是比较流行的民间游艺活动，他们还

能抖出许多花样来。只见他们舞动着空竹，一会像龙飞翻

滚，一会又像凤舞翩跹，变化的姿势，使绳索翻花，做出"过
桥"、"对扔"、"串绕"、"抢高"等动作。他们动作灵敏、协调，

赢得观赏者的阵阵掌声。在场子的旁边还放着大小不同

的各种空竹，单轴的，双轴的，有的甚至有几公斤重。

碧桃花和迎春花总是相伴而开，鲜红的桃花在黄灿灿

的迎春花衬托下，显得美丽多娇。

海棠花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公园里一株株雪白的西府

海棠，而靠近公路的地方却是一片木瓜海棠，粉嫩粉嫩的

可爱。那斜垂的花枝像花溪，似瀑布。

温泉公园这里因为离山不远，所以黄昏总是来的早，

到了冬天的时候下午四点多太阳就落山了。每当这时，公

园就是一片金色，树叶是金色的，石板小路是金色的，人的

笑脸也成金色的了……

我的故乡
□ 郭新荣

沁园春·爱我吕梁
□ 张明亮

致扶贫工作队员
□ 成绛卿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有个公园叫温泉
□ 梁大智

雷国裕散文集《不谢的杜鹃花》
□ 吕世宏

昔日元兴观
□ 薛振华

天降琼花压枯尘，宝香凝，玉峥

嵘。 胜溪大地，千川涌白银。 老

树风流惊傲骨，串珠珍，几点红。

纤 云 浮 蕊 冷 疏 风 ，江 城 子 ，踏 雪

吟。 红装素裹，妖娆暗香浓。 呼

朋唤友赏雪野，斗光辉，共举樽。

江城子·胜溪湖踏雪
□ 高志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