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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乡下探望老母，总要沿着屋后土坡上

的小路爬上去，走进我家老屋的院子，一呆半天。

院子坐落在高高的土坡上，说是院子，其实围墙和

屋子早被岁月侵蚀，破败不堪。奇怪的是两扇摇

摇欲坠的街门，尽管风雨飘摇岁月斑驳，依旧还是

轻轻地闭着。环顾四周，土坡上散居的李家大院、

吕家大院、成家大院等七家大院已全是残垣断

壁，满目沧桑。曾经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日子远

去了。这条土坡常年没有人走，茂密的野草郁郁

葱葱掩映着一条隐约的羊肠小道。

推开“吱呀”乱响的街门，我们张家大院也是

一片废墟。我大爷、四叔、五叔、还有我小眼睛姑

姑和我爷爷奶奶，我父母，共住了六家。我父母住

在靠土坡的一间小土屋。我深一脚浅一脚穿过半

人高的野草，坐在我家小小的屋子的门前。整个

开栅村尽收眼底。我就像一位蛰伏在废墟上的老

者，目光如炬穿越千年。

开栅镇是通往吕梁山的军事要道，历来是兵

家必争之地。东临晋中平原，隔汾河与同浦铁路

相望；南抵汾州；西通陕甘宁之要道; 北通省府太

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太原盆地还是一片汪洋

的晋阳湖时，先民们便在洞穴中栖息，在湖中打

渔，在山中狩猎。到夏朝时，大禹带民根治水患，

“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川”，引湖水顺汾河南下，

注入黄河。先民们在此开垦种地，建村立社，繁衍

生息。据文水县志记载：栅城，在县北二十五里，

旧《 经 》云：“魏武帝以备北人，挡文谷口，因以名

焉，今开山村是也”。其实就是今日的开栅村，现

存古村上街，中街、下街都因文峪河水泛滥淹没。

公元 211年，东汉建安 16年。太原商曜据大

陵叛，曹操派夏侯渊、徐晃围攻破之。相传，伐桦

皮坡树立栅为城，并在村北寨儿沟沟口设土寨。

据说，现开栅中学校园内（原西神庙）的汉槐，曹操

曾栓马于此。

开栅村不仅地势险要，历史悠久，农业自然条

件也很优越，只是苦于历年水患，村民苦不堪言。

据说，唐开元年间，文水县令戴谦带家眷上任，途

径开栅，适逢河水泛滥，无桥可渡，只能借助活桥

渡河。所谓活桥，也叫“两腿桥”，即开栅会耍水的

后生，成群结队聚在河两岸，遇上有急事或急于过

河的买卖人，后生们便背人背货涉水过河。人称

“活桥”。平时，为了安全，后生们一般都不穿衣

服，遇上女客，也就穿个裤衩遮羞。今天见有官宦

女眷，顿觉不雅，大家上岸准备穿裤过河。戴县令

见状，赶忙制止，请大家不必拘礼，因为穿裤子过

河阻力大，既不方便，也有危险，让女眷闭眼过河

即可。这让后生们很受感动，这戴县令可真是个

体恤民情的好父母官。于是，大家齐心协力，把戴

县令一家平平安安地送过河去。戴县令深感村民

生活之不易，又见这河水白白流去，而农田干旱，

实在可惜。他上任后，即着手开凿甘泉渠，引文峪

河水，浇灌开栅农田。戴县令还有诗咏“开栅 ”：

“开阳另有天，无雨亦丰年”。

开栅还是五州八县，通商要道。素有“三街六

市九道门”。是陕甘宁、吕梁山木材、土特产的集

散交易地和转运枢纽。现在开栅永安西街古称骡

子道，即是经商入山主道。早在唐代，武则天的父

亲武士 与邑人许文宝以卖木材为商，“尝聚木数

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就是从文

峪河上游，把山中木材放筏顺流漂浮而下，在“武

辕城”开设木场，销往晋中各地。后来“武辕城”被

文峪河水淹没。现在水位降低时，还能看到山壁

上的“武辕城”三个字。由此可见，开栅不仅是军

事要地，也是水陆码头。商人们运输货物，除了走

水路外，他们沿文峪河而行，靠骡马、骆驼拉运。

日夜车水马龙，铃声叮咚。村人纷纷成立饭铺店

铺，并参与搬运，市面更加繁荣。

关于开栅腊月起集，还有个传说故事，开栅

的腊月集是由邻村广兴移来的，其实就是抢来

的。腊月集原先是广兴有名的传统集会。1933
年，杨茂林任村长，决定把广兴的集移过来。还

没进腊月的门，就约好祁县“扰不住”的娃子班，

从腊月十二起，逢双日演出，单日管饭，为期八

天，日演三场。同时告知村民，不得向客商索要

“地铺钱”，并派夫搭货台架，在范围内随便占

用 。 派 出 冬 防 保 卫 团，日 夜 巡 查，保 证 路 不 拾

遗，夜不闭户，分段负责，失物赔偿。并且到处

张贴布告，派人到广兴，对犹豫不决的商贩，软

硬兼施，连拉带劝，对已下货者则派车代运，不

要脚费送至开栅。

腊月集（逢双日赶集），就这样赶起来了。集

的规模很大，从东门外大路，至西门外公路，人山

人海，人头涌动。看戏的、赶集的热闹非凡。外来

人惊异的是：赶集期间，从未发现偷盗、打架、斗殴

之事。原因是开栅村规“杀手重”。凡是违反村

规，偷盗者，轻则罚款，重则吊打。赶集期间又添

了保卫团，保卫团对各地小偷了如指掌，一进村就

被盯上了，所以小偷、无赖不敢滋事。开栅呈现市

场繁荣，村民安居乐业，有“小北京”之称。

历史的沉淀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形成了开栅

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民风淳朴，爱憎分明，敢说

感想敢作为，敢爱敢恨有个性。历史的长河里涌

来无数智慧、团结、深明大义的开栅人，热血在胸

口汹涌，我深深地被感动着，我深深地爱着脚下的

每一寸土地。

我从废墟上站起来，眼前是一座现代化的文

明古镇。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早已焕发了

勃勃生机。排房楼房栉比鳞次，整个村庄绿树成

荫，集市繁荣。幼儿园、小学、中学镶嵌其中，鲜艳

的国旗在空中飘扬，格外引人注目。眺望村南两

千亩之大的湿地公园，已见雏形。开栅，这个古老

而又年轻的村镇，就像镶嵌在吕梁山上的一颗明

珠，正熠熠生辉。

暮色中，传来母亲的呼唤。我从老院中走出

来沿着小道回家。前面是华灯初上的现代文明古

镇，母亲正站在路灯下等我！

秦王嬴稷二十来岁，登上王位才

七年，羽翼不丰，国家大事基本上都托

付给母亲宣太后和舅舅魏冉来做决

定。做为宣太后的好儿子，秦王对母

亲和舅舅的所有决定，都表示深得我

心，非常赞同。但是，这不代表他没有

自己的意志。比如说，当他听到孟尝

君的大名后，就非常急迫地想请孟尝

君，来做大秦的相邦。

不过，鉴于齐国的实力并不输于

秦。想让孟尝君这么尊贵的人来秦

国，即便是秦王，也不是说下个命令或

者捎个话就可以的。为了表示尊重和

诚心，秦王就特意指派自己的弟弟泾

阳君嬴芾，去齐国做质子。

去他国做质子可算不上什么好差

事。为什么秦王特意指派泾阳君呢？

这其间有个缘故。当年，嬴稷在燕国做

质子的时候，秦国的王是嬴稷的兄长嬴

荡，是为秦武王，雄壮勇猛，睥睨天下。

本来吧，嬴稷安安心心地在燕国过着质

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不料，秦武王好端端地，非要去举

鼎玩。那鼎可不是普通的鼎，那是禹

王铸的九鼎之一啊！据说没有人可以

举起来。秦武王不服气，他也是真神

力，竟然把这鼎举了起来。举起来还

不满足，想着要走几步，结果，那鼎照

直掉了下来，看上去好像只是砸断了

腿，但事实上五脏六腑都已经被震碎

了，他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当天夜里

就薨逝了。

秦武王突然薨逝，秦国乱成了一

锅粥。各家势力都要推举心目中的下

一任秦王，闹得不可开交。其中，相对

势力较大的宣太后芈八子一方，准备

拥护小儿子嬴芾继位。当妈的，喜欢

身边的小儿子，也是人之常情。结果，

赵武灵王不同意，他看中了在燕国做

质子的嬴稷，非要让嬴稷做秦王。

赵武灵王不光做建议，他还直接

行动，很快联合燕国，派出大军，护送

嬴稷入秦继位。谁的拳头大，谁说话

就算数。宣太后一看，好歹这也是自

己的亲生儿子，无所谓了，转而也支持

嬴稷。就这样，嬴稷继位了。知道自

己并不是母亲的第一选择，嬴稷心中

多少有点疙瘩，对自己的这个弟弟，虽

不至于给穿小鞋，但也谈不上有多喜

爱。所以，做质子这等差事，就非他不

可了。总之，泾阳君就这样到了齐国。

秦王的想法是，我把亲弟弟派到

你齐国做质子，要求孟尝君来秦国一

见，这样，齐王的面子上有光，孟尝君

也该放心大胆地来见我了吧！孟尝君

果然准备出发，去秦国一行。可是，他

的门客们都不同意。

说起来，这事也不怪门客们，实在

是因为秦国的名声，在列国间，太烂

了。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事，他们做

的太多。远的不提，最近，楚怀王就是

听信秦王的话，去秦国开个会，结果就

被软禁起来，现在都走不掉。这事，列

国间人人侧目。

所以，门客们纷纷劝谏，阻止他去

秦国。孟尝君不听，他这么个义气的

人，觉得人家秦王为了见我一面，把自

己的亲弟弟都放在这里当人质了！我

还扭扭捏捏的，太丢人了吧！

门客们劝了半天，毫无效果。这

时，正好苏代在孟尝君府上做客。门

客们就请他去劝孟尝君。苏代答应

了，去找孟尝君聊天。一见面，苏代就

说：“刚才我听了个故事，很有意思。”

孟尝君道：“什么故事？说来听

听。”

“从前，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两个

偶人。一个是泥土塑造的，一个是木

头雕刻的。有一天，天降大雨，洪水泛

滥，眼见着就将淹到庙里了。木偶就

对土偶说：‘唉，太可怜了，一会大水一

来，你就破败消失了。’土偶笑道：‘我

是泥土做的，水来了，我无非是化作泥

土，还在本乡本土，没有什么变化。还

是可怜你自己吧。水一来，你就随波

漂流，还不知道要漂到哪里呢？’秦国

的名声，众所周知。现在楚怀王在秦

国还不知道怎么逃离，受尽屈辱。公

子万金之躯，岂能轻易入秦。万一秦

王背信，公子流落在外，实令天下人所

笑。”

孟尝君听了，沉吟良久，开口道：

“秦王把泾阳君派来为质，怎么可能背

信弃义？”苏代道：“泾阳君与秦王虽然

是亲兄弟，但因为继位一事，搞得有些

不开心。泾阳君回不去，你觉得秦王

是高兴呢？还是愤怒？”孟尝君恍然大

悟，对着苏代作揖道：“先生一言，田文

受益匪浅。”

秦国暂时决定是不去了，孟尝君找

了个理由，回复秦王，说您这么看重，我

深感荣幸，我也想去见您。不过，现在

泾阳君来到齐国，出于对秦国的尊重，

对大王您的尊重，我必须要招待好他。

去拜见您的事，就再推一推吧。秦王收

到回复，也无可奈何。孟尝君人在齐

国，总不能派人去抓吧？何况，人家的

理由，你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接下来，孟尝君全心全意地招待

泾 阳 君 ，想 方 设 法 令 泾 阳 君 开 心 愉

悦。泾阳君来齐国之前，心中惴惴，不

知道要面临多少冷遇和慢待。结果，

受到了孟尝君超乎寻常的接待，他喜

出望外，与孟尝君很快就成了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每日里就是饮酒作乐，游

山玩水。这样的愉快日子很快就过了

一年多，孟尝君和泾阳君都乐在其中。

可 是 ，秦 王 齐 王 都 有 点 不 高 兴

了。本来，大家都知道，泾阳君是来做

质子的，换取孟尝君去秦国。结果，孟

尝君没去，泾阳君在这里吃香喝辣，悠

哉悠哉。秦王很生气，齐王也不爽。

有一天，齐王就对泾阳君说：“你来到

齐国一年多了，你母亲和哥哥很思念

你，我也不敢再留你，请你归秦吧，顺

带替我问宣太后和秦王好。”

梁园虽好，不是久居之地。泾阳

君早就想回了，但没有秦王的命令，他

也不敢擅自归去。再说，他来的目的，

还没有达到呢。泾阳君便说：“王上，

在齐一年，我很感谢您的照顾。只是，

我家秦王非常想见孟尝君。这次，能

否请孟尝君也来我秦国，进行一个友

好的访问。”

在这之前，秦王已经派人给齐王

转达了自己的不满，齐王也不敢过于

得罪秦王。现在，泾阳君提出这个要

求，他也不好再推辞，就说：“好吧！”

孟尝君这下可没有办法推脱了，只

好准备行装，去秦国走一遭。他私下里

埋怨泾阳君：“亏我们还是好朋友！你

出这个馊主意坑我！谁不知道你家秦

王说话不算数。楚怀王现在还被囚禁

着。你让我去，这不是害我吗？”

泾阳君赔笑道：“大哥，别生气。

谁让你太过出众，名闻列国呢！据我

所知，我家大王想见你，就是冲着你的

名望来的。在他心中，你可是特级人

才啊！你入秦，就是大秦相邦。到时

候，我这个秦王的亲弟弟，也得讨你的

欢心呢！”

（待续）

开栅
□ 张秀梅 弓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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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二三里，好风景，无须千里追

寻，就在不远处；举目可望，缓步可游。

也许，就只是一座山。

山不大，山不高，但山上，必定有石

有树，有草有花，有飞鸟有虫鸣。早晨，

启户推窗，放眼而望，弥目一团绿，鼻嗅

一腔新，于是，目欣悦，心爽然。若然，有

晨雾缭绕，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美在隐

约间，别具一份风致，亦是美好。碧空如

洗，小山清晰如画，蓦然间，一群飞鸟，破

空而出，盘旋半山间，那就是天赐的一份

惊喜。

闲暇无事，可信步而游。不太远，不

太累，缓缓行走于山道上，一步一欢喜，

一步一悠然，一步一逍遥。

高大的是树， 的是石。走累了，

可于树下一躺，可于石上一坐；树下，绿

草如茵，躺在大树下，你就躺在了大自然

的被褥上；岩石坚硬如铁，坐在岩石上，

你就抚摸到了时间深处大自然的筋骨；

一躺一坐间，你就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

上的自然之子。山道逶迤，山花烂漫，走

着，走着，你顺手采一朵路边花，一朵很

朴素的山花，却让你，嗅到了大自然的清

芬。走着，走着，蓦然间，几声鸟鸣传来，

清脆，嘹亮，回荡山林间，于是，你情不自

禁，举目寻觅，一脸的惊喜，感觉那山也

妖娆，那山也在笑……

你爱那座山，山不大，山不高，山在

二三里处。

也许，就只是一条溪。

溪不宽，水不大，不能撑船，无须摆

渡，但却四季长流，涓涓不息。溪底，有

积年的淤泥，泥中生长着摇曳的水草，水

草间浮游着几尾小鱼。溪岸上，栽植着

几行曲柳，近水处，有苇荻数丛，菖蒲几

簇；夏日水涨，便就蛙声一溪。溪虽小，

但溪之美，备焉。

因为距离近，夏日的早晨，你就可能

习惯于缓步溪边，洗一把脸。然后，站立

岸边，看一河之风景，观水中之游鱼。水

至清，草至绿，流淌的是一河清澈，弥目

的是满眼翠碧。于是，眼绿了，心清了，

你淳朴、圣洁如稚子。水至柔，至柔易生

情，若然你读过几本书，此时，你又怎能

不情由心生，浮想联翩？

看水流，夫子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

夫”，也许就会禁不住脱口而出；脚伸入

水中，凉水荡漾脚肤，那首《沧浪之水》的

几句歌词，也许就会油然回响：“沧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

以濯我足……”若然，凝心观鱼，或许，对

于庄子的“鱼之乐”，你也就有一份感同

身受了。

看一条小溪，就是在读一首晚唐诗，

淡寂中，却有着一份丰富的意蕴。

无山，无水，二三里处，也许就只是

一片庄稼地。

那也很好，也有至美之风景——那

便是土地上庄稼的生长，和庄稼人的耕

耘、收获。

春天里，你看他们播种，夏天里，你

看他们耕耘；秋天里，你则看他们收获。

挥汗如雨，你就能充分地感受“汗滴

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寓意；庄稼

葱郁，满目绿色，你就可以尽享“平畴交

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欣悦；田间休息，你

可以走近老农，与之“披草共来往”；庄稼

丰收了，场院就铺在田地间，你即可“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与老农共享丰

收的快乐和幸福。

面对一片土地，面对那些劳作的农

人，你就会明白：人世间最美的风景，其

实，是劳动着的人。

风景二三里，无须千里追寻——心

有所寄，便是好风景。

小满将尽，麦田金黄。满坡满畈的

麦子，散发着成熟的气息。村庄静穆，仿

佛为一场分娩积蓄力量。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布谷鸟的叫

声从山梁上滑落下来，声音中透着急迫，

像怕谁耽搁了农时似的。

过了小满是芒种，庄稼人吃季节饭，

他们心中自有一本帐。芒种忙种，连收

带种。“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

秧”，芒种是庄稼人的战争，他们早有准

备。

芒种首先是忙割麦子。俗话说：“九

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不

同于水稻，九成熟就得开镰，等到完全成

熟再割，麦子必然洒落一地，浪费粮食。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

忙。”季节不等人，麦收时节，男女老少都

不闲着。

镰刀、草帽、茶壶。人们齐刷刷扑向

金色的海洋……

男人打头，女人殿后。左手揽麦，右

手握镰。镰刀一送，一掏，一拉。“嚓嚓，

嚓嚓”，一大片麦子扑腾着醇香的气息，

躺入臂弯，倒在地上，麦田空出一片。

蛾飞蛙跳，小孩子并不理睬。大人

们等着送茶递水，奶奶说“多捡麦子有粑

吃”。乡村芒种无闲人。

“三早加一工”，起早贪黑是常事。

老人在家里把饭菜做好，小孩子提上篮

子送到地头。大人擦一把汗，坐在田埂

上扒一碗饭，喝一气水，又赶紧下田割

麦。

稻场上麦秸堆成小山。男人赶着灌

水整田，女人忙着扯禾插秧，碾麦子的事

只能先放一放。

天穹之下，人小如蚁。可你不能不

感叹人力的伟大——才半个月工夫，一

片片金黄的麦子，变成一汪汪水盈盈的

稻田。不会作诗的乡亲，在水田里用秧

苗，工工整整写下绿意盎然的诗行！

“拉到场里一半，收到囤里才算。”麦

子运回麦场，必须抓紧“打场”。夏季雨

水多，堆久了麦子会发霉。

天晴得空，在麦场铺开麦子，晒到踩

上去“噼啪”作响，把牛牵过来套上石磙，

碾下麦子，这叫“赶碾”。

父亲教我，赶碾的时候石磙要一磙

挨着一磙，不能“压花”。母亲在一旁不

停地用羊杈翻麦子，确保每一颗麦粒都

碾下来。母亲眼里，麦子就是金子。

碾麦子最怕下雨，偏偏这个时候几

声响雷，吓得赶紧“起场”。一阵雨豆子

洒下，太阳冒出来，雨又跑到别处玩耍去

了，像是故意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趁着晚风，父亲将碾下的麦子拢在

一 起“ 扬 场 ”。 父 亲 站 在 风 头 ，木 锨 呼

呼 插 进 麦 堆 ，左 手 一 抬 ，右 手 一 压 ，胳

膊顺势扬起，一锨麦子抛向半空，麦粒

儿 在 空 中 划 出 半 圆 的 弧 线 落 到 地 上 ，

麦 芒 麦 壳 顺 着 风 势 飘 到 稍 远 的 地 方 。

不 一 会 儿 ，麦 子 在 父 亲 面 前 积 成 一 座

小山。

麦子入囤，芒种渐渐拉上帷幕。蒸

馒头、烙面饼、包饺子、擀面条……新麦

的醇香，满村子飘荡。忙碌过后，是有滋

有味的生活。

芒种，亦收亦种。收获的是幸福，种

下的是希望！

如今机械代替了人工，割麦插禾一

个星期轻松搞定。芒种，已成为日历上

的一个节令。那不舍昼夜的忙碌，成为

渐渐远去的记忆！

芒种
□ 徐晟

风景二三里
□ 路来森

◇散文

手机里

你们的照片

保存了很多年

夜深时

翻开回忆的相册

我的世界

又是一场

磅礴大雨

后来

我尝试着删除

反反复复

终于彻底清空

一个清冷的

雨夜里

你们的脸庞

却无声无息的

浮上心头

越发的清晰

照片

□ 高鹏

我有一卮芳酒，唤取山花山鸟，伴我醉时吟。 陈勇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