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炊烟升起

大河落下

星光灿烂

长风肃杀

众神凝望在大河之岸

河水滚滚向前

今夜，我始弃于人间

孤单

零落

假若，有人大声喊爱我

我也一定爱他

——但必须是在花树之

下

二
在这里

夜是完整的

星空是完整的

山川和河流是完整的

我才是完整的

这样，一句不说出口的

话才是完整的

安静地等待

正如等待一场雪

姗姗

簌簌

当然，这不会是一个女

孩子的名字

三
放水里，我是浮漂

放风里，我是风筝

总有一头牵在你的手中

在昼与夜的线条上

浮沉

飘摆

今夜离开，明朝返回

回乡三叠
□ 曹对龙

总会见光，我轻轻扒开叶丛时

那朵花清晰可见。

那朵黄色的玫瑰花是在被我搬动时无意碰伤的，

歉意。扶起，然后让它依靠于花架之上。

我就这样子，清晰地看到长着花骨朵的玫瑰花枝上

渗出泪珠样汁液，

它依然依着花架努力往上长，

那个花骨朵眼看着一天天长大。

也许是在今日午后，也许是明日

我期待着它的蓦然盛开。

门外不远处，花园里的玫瑰花开了，好多,好多，

芳香满苑。

我在自家花盆里亦养了一株，只一枝在开

就如我的女儿，

她在我的眼睛里，就是唯一，独一无二。

遮蔽的花朵
□ 蓝雨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奇险的山

川多在北方，泰山也好，华山也罢，北方的山

总是躲不过雄、险、奇、峻几个字，总是给人一

种沧桑恢弘的感觉。而吕梁深闺的宝峰山却

集中了这些山的灵秀与壮美，给人以无尽的

遐思！

一
立冬后的第一个周末，同窗好友邀约一

起登临宝峰山，当我们驱车来到离石信义镇

一个名叫“归化村”的地方时，中午的阳光已

暖暖地将一地金黄铺满了这个淳朴的小山

村。

我们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使

得岔路口修车的师傅停下手头活好奇地看着

我们，脸上挂满了沟壑纵横的笑。进山的拐

弯处，有牛正专注地啃食着洼地里残留的秸

秆枯草，见到我们，只抬头“哞”的一声打了招

呼似的，紧接着又吃它的草去了。路边的野

草已接近黄土地的颜色，阳光和煦地烘烤着

日渐枯萎的草丛，红黄遍山，五彩斑斓，山林

在晚秋和初冬的交接点展示着最后的辉煌，

在这吕梁深闺的天然氧吧，氤氲出如诗如画

的风情。

车子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迂回前行，连

绵的群山，裂缝的水泥路面，侧目窗外，左边

陡峭的山体黄绿相间，右边凹进去的沟壑幽

谷层林密布，既让人欣喜万分，又叫人胆寒心

惊。大约十几分钟后，车子到了宝峰山的半

山腰，因不能继续前行，只好停车步行。

初冬的山野自然有一种空灵感，树叶凋

零，小草干枯，行人稀少，偶见三两只喜鹊、麻

雀飞来飞去，让人隐隐感到初冬的萧条，但山

里的幽静，空气的清新，又让你顿觉神清气

爽。我们沿着一条幽僻的小路向山峰走去，

山间松柏密布，笔直的树干，油绿的树叶，各

种奇异的花草，怪异的石头，总是如此惊艳我

们的目光。高高的山体，陡窄的山路，一路荆

棘丛生，举步维艰，可怜丝巾、开衫时而被荆

棘横扫、刺挂，但丝毫不减我们登山的兴致，

我们一边攀爬、一边观赏，一边交谈，一边思

考，一边歌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与大山温

情对话，无拘无束，怡然惬意！

二
不可否认的是，所走过的路，的确有着几

分挑战性。有些是山民放牧踩出的蜿蜒小

道，更多的游客留下红布条记号的“野路”。

这些所谓的“路”，其实根本称不上是路，你或

者需要从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踩着如牛毛一样

厚实的草甸穿越而过，或者需要从那些被雨

季山洪冲下的乱石堆中攀援而上，时而两手

两脚着地，时而两手薅着杂草或是抠着石缝

抓着干土，时而一鼓作气越过一道道险关，时

而远望群山欢欣鼓舞……这便是自然与灵魂

的共舞，空灵与神怡的吟唱！

静谧的大地，嶙峋的山，独秀的峰，缥缈

的云，峭立的壁以及奇石怪树……一切皆记

录年代风雨远古信息，彰显远古天地灵气、醇

香自然。所见时空，似乎都属我们几个，我们

主宰了一帘时光，说话不拘小节，不控制声音

的高低，随心的攀爬，任意的呼喊，大青石似

乎都有我们喊出的声音在打旋，开怀敞亮，笑

意盈然，我们可以把苏轼的词倒过来念，亦可

扯开嗓门大声歌唱“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

你中国……”好一个“峰险悠游诗画里，路艰

笑付乐娱中”！

拾级而上，行走于变幻莫测的山野，总有

无限风光令人惊艳。由山谷爬升至山顶，那

山谷便好似遗落在风中的一段悠长的叹息，

瞬间被山顶开阔而辽远的视野所俘获，眼前

的一切不由得使人欢呼雀跃起来，如悬崖边

那一株株灿红的沙棘一样，浓情绽放只是为

了表达与这无限风光的至真遇见，这遇见里，

有沙棘掩不住的欣喜，有大山粗犷豪迈的深

情，它们刚柔并济融为一体，如天地间一幅刻

骨铭心的画卷，将宝峰山的魂与灵毫无保留

地植入心田，装进记忆的行囊。

三
站在山顶眺望，蓝天、群峰、云雾、林海、

松涛、山岭、深涧，一览群山远，袅袅炊烟缭。

目光所及最高处，是传说中的弥陀宝塔，它应

该是世界上最小的道观古庙，也是保存最完

整、历史最悠久、文物研究价值较高的道观圣

地。更远处，是白花花的云层，缭绕着山顶上

用大方石砌筑的三座山门，三进院落，每座院

落都有四座殿堂，有菩萨殿、观音殿、王母殿、

五岳圣母殿、千佛殿，财神殿、黄 万神殿、琉

璃殿等 12处景观，还有六角水井，因破旧现都

已成为残垣断壁。井口西的悬崖绝壁上有一

只形神毕肖的天然大石龟，经过大自然亿万

年的风化雕琢，静谧着，安详着，更是给宝峰

山增添了些许神秘。这时你如果站在石龟的

背上，那是十分惊险的，而这样的惊险刺激，

大多数成为了显示胆量和留下记忆的“最佳

取景地”。一招“亢龙有悔”，一式“金刚伏

虎”，几十张美图成就了静态的宏大、壮美，定

格了永恒的美丽。

我们从东往西探秘，一路惊险与惊喜不

断，入第一道山门，我们来到造型奇特的黄

万神殿：四角飞檐翘起，石质雕花窗，六角弧

形图案。殿门敞开，挂一铜铃，殿内三面墙上

有壁画，绘有水、陆、天三界众仙像一千余尊，

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他们或对话、或顾盼、或

倾听、或沉思……场面宏伟、庄严、真切，好一

幅惟妙惟肖的万神壁图，让观者身临其境，令

游者流连忘返。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之乐，

在于峰回路转之间探寻山重水复的意趣，在

于松涛林海之间聆听花语莺歌的神韵，在于

悬岩怪石之上欣赏风啸云飘的景致，在于峰

巅绝顶之上眺望高天厚土的画卷。原本只是

想体验登山的快感，谁料收获的竟是灵魂的

放逐和目力的饕餮。宝峰山，分明就是一处

美丽的风景，一处被世人遗忘后的乡村美景，

一处养在深闺待人识的人文道观圣地！

四
山顶风景绝美，但也耐不住浓浓的寒气

逼人，我们稍作休整，一行人按原路返回。下

山途中，一棵树静静默立，禁不住凝望深思：

它的孤独，它的妖娆，宛若才貌出众的女子，

在寂寞中期待着有一天能与盛世一起欢颜。

风乍起，几片叶子轻扬，落在晚霞，落在幽径

也落在心田。我弯腰拾起一片叶子，一种莫

名的感动开始蔓延：风光旖旎的宝峰山，一年

四季以别样的精彩呈现在世人面前，她集黄

山之松、华山之险、庐山之云、衡山之秀、泰山

之峻、石林之奇于一山，不就是这棵树的真实

写照吗？走近她，我们有阅读不尽的思想，吸

纳不尽的灵慧，观赏不尽的奥妙。走进她的

怀抱，亲近她的智慧与博大，满目的景色，都

在我们深深的感悟当中，空灵成一种境界，一

种禅意，一种脱俗，一种空蒙！

唯愿雄奇灵秀的宝峰山还原本真之面

目，敞开宽广之胸怀，以全新的姿态，为吕梁

全域旅游注入全新元素，喜迎四方客来！

寻访宝峰山
□ 刘香芝

枣儿红了
枣儿红了

那些被春风唤醒

夏阳炙烤

秋雨亲吻过的枣儿

那些长在山坳里

长在圪墚上

长在黄河滩上

长在农家房前屋后的枣儿

在它认为该红的时候

在人想要它红的时候

说红就红了

红得淋漓尽致

红得飞扬跋扈

红得无法阻挡

昨夜开车路过大街

我看到

枣儿在大街上

在橱窗里

在广告牌上

在桥栏两侧的彩旗上

在流光溢彩的彩灯中

都红了

红得彻底，

红得干脆

活在柳林

无论你是做什么得

宅在家还是在外面奔波

空气中流淌的味道都能让你感觉到

今年的枣儿红了

红得不同凡响

红得遭人瞩目

昨夜听老农说

今春雨水少

今夏少雨水

枣儿是该红了

不红

那对得起

太阳的恩赐

枣林即景
（一）
秋落枣林

笑落枣林

拉长又缩短的镜头里

一群女人挎着竹篮

捡拾着一秋的希冀

山野深处

秋风撩开衣衫

用最后一丝力气

将一个举着旱烟杆的老农

内心的焦虑轻轻晃动

（二）
竹竿的响声

似第五交响乐的高声部

把枣乡的秋轻轻拎起

又放下

整个枣乡

红在流淌

秋色在流淌

远处山岗

牧羊人的歌

忽高忽低

高声处高于

西天红霞下的黄河腰鼓

低吟时

低于灌木草根里的虫鸣

更低的是

枣与土坷垃的低语

卑怯而局促

却又混合着熟知世情的冷静

它们与张扬的红无关

与人的追捧无关

秋色在流淌

红在流淌，有什么

还在叙说 还在

质疑

（三）
个大核小

汁多皮脆

甜度自是不用多说

路边的品尝点

枣农一盘 一盘

把枣乡的秋往游客眼睛里，胃里推

一并推出的

还有他们的希冀

大道上

一群西装革履 绿萝裙

款款捏起了希冀放在嘴里品

他们能吃出甜

能吃出一个枣农梦里成吨的疲惫和奢望吗？

他们可否知道？

抬起落下的手掌里

是一群匍匐在土地上的人

苦熬的日子

串枣林组诗
□ 董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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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老师的一首诗作《石头记》晒

到朋友圈，有如刚出笼的馍头，热气腾

腾，香气四溢！我迫不及待就有如尝

带着这面香的馒头，嚼一口其香绵绵，

韵味无穷……

读着他的诗，想着诗歌之乡汾阳

众多诗人们的儒雅，专注，忘我；感受

着这位能诗能赋的文化人的兰香蕙

质，文质彬彬；品味着诗中有我有父

亲，有家有国的美好情韵！这就是读

诗的幸福，它可以熏染到习诗的人，也

可以影响到任何对生活缺乏热度和寡

怀的人，当然，你得爱诗，爱读诗，并尝

试着去习诗！之于我，有这样一种别

样的浅识——

李峰的诗歌其意象撷取生活的一

花一草一木一石，纵横诗内外史上下，

信手拈来真的很有张力，也通俗易懂，

由衷叹服！

好一个“仙风道骨”，随便一块儿

什么“或卧或立”的石头，之于诗人

便有了感情，这就是灵性吧，诗人的

灵性！那“黄河石”是一位黄河儿

女，从孕育上下五千年文明摇篮的母

亲河——黄河中淘出来的吧。狭小局

促的院庭里偶或坐卧，大至广殿圣

庙，摩崖刻着的灵璧之石，再撷滔滔

大河一泻千里的“黄河石”，沐日月之

神辉，浴星辰之霞光，这思维的跳

跃，如此蓬勃，大有苏轼“耳得之而为

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

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豪放，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豪放吧！这石

头在空间上的拓展，已经使它具有了

丰富的意蕴，深厚的思想启迪。其思

维的活泼、跃动和由此及彼的联想足

现诗象延展，而何止一块儿石头外形

是否美丑的观感，更在于启迪我们

“人性的修行”。这样，诗歌 《石头

记》便有了足够的人生况味了！

诗歌有空间上的拓展，也在时间

上追溯，诗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探寻到

石头的根脉，在“新石器时代”去挖掘，

历史深处的“石头”也是有灵性的。李

峰把石头喻做“祖先骨骼的硬度”；由

此而比兴，“烫酒壶”中盛着的“王朝”，

紧扣石头应题而生的“石磨”，石器是

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石磨是时代

文明进步和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的标

志。

这应包含了诗人对先人不懈奋斗

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

深思，也是对传统自然经济社会，漫长

历史中社会进步不断前进的人的赞

美。多少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带着

憨实，怀抱执着，推着一个“磨盘”过日

子，为己为家也为国。怎能不说这是

诗人大写的家国情怀；怎能不说这是

诗人对创造文明和对推动社会发展进

步的劳动人民的讴歌和颂扬呢？这颂

歌这礼赞，并不华丽，也不昂扬，只有

实实在在的“咬紧的是牙关，碾出的是

日子，一个磨盘就是一个家”。所以，

我说这“石头”是有灵性的，诗人的抒

怀，也是深情的！

我还感到诗人于诗外生活中应有

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也是李峰老师能

写好诗的重要因素。诗是生活的，生

活也是诗，至少他喜欢收藏一些奇形

怪状的有诗性的石头，这是诗人在用

美的眼睛洞察发现生活的美，生活处

处有美，美即灵感，美即为诗！人人

各有所好，好文好武好书好画，乃至

于养鱼、玩鸟弄石……无处不美，无

处不诗！李峰老师在这爱好中因占据

不少，这也应是前诗所言，能“善待

修行”的一个重要体现吧！一个热爱

生活的人，有灵性的石头当然成为了

他 诗 中 采 撷 的 重 要 物 象 ，“ 灵 璧 如

佛”的石头是诗，风骨犹存的石件是

诗，当然孕育中华灿烂文明的母亲河

中的黄河石更是诗，哪怕是其上脱落

的 在 常 人 看 来 是 琐 屑 单 调 的 “ 砂

砾”，在多情善思的诗人笔下也是诗

了！他倍加呵护，用男人少有的细

腻，爱惜地百般抚摸……醉心读诗的

读 者 已 感 受 到 他 心 中 的 情 ，广 博 的

爱。眼前和他一起浮现历史深处或鬓

染秋霜、咳咳蹒跚，或精神矍铄、老当

益壮，正围着石磨推磨的“父亲”的身

影，在“晃动、晃动”……

此时此刻，如果你想到了朱自清

的“背影”，我相信所有的读者一定都

被感化了。

我再读一遍《石头记》，心案惊拍

——

好诗！好诗！

附李峰原诗

石头记
摆在院子里的石头，都有灵石的仙风

道骨

或卧或立，威严中显示着主人的生存

态度

如果是灵璧石，那就是一尊佛。要有

一条黄河石

日月星辰都是蓬勃的气象。善待它就

是在修行

新石器时代的那些物件，有祖先骨骼

的硬度

一个烫酒壶里，可以盛得下一个王朝

推面的石磨，是喝了酒的汉子，转动起来

咬紧的是牙关，碾出的是日子。一个

磨盘就是一个家

几十年前，在河边拾得一块小石，样子

粗糙，形似窝头，置于书柜，取名

“窝子石”

偶与院子里的灵璧石、黄河石对视时，

有沙砾脱落

我把它握在手心抚摸，眼前总晃动着

父亲推磨的身影

植入石头的诗性
——李峰诗《石头记》浅评
□ 赵帅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