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晓辉是我们村薛昌树老人的第五个儿

子，生于 1965年，薛家由于孩子众多，少吃

没穿加之孩子的母亲又在生病，于是在晓

辉出生 29天后，抱给了在我村教书的宋志

强、郭玉英夫妇抚养，两周后生母因病去

世，时年 44岁。

晓辉，跟养父姓宋，读书成家创业以及

户籍所在地都是跟随养父母在城里，于我们

村没有太多瓜葛。但是不管是贫穷一生的

薛昌树老人在世时还是去世后，晓辉的身影

总是常常出现在下山洼村，这或许就是人们

常说的“血浓于水”吧！

晓辉完全秉承了昌树、昌枝、昌茂弟兄

三家人热情、有礼、乐于付出的家风。下山

洼村的所有公益事情都有他责无旁贷的一

份子。2018年我村新春闹秧歌，在晓辉等

人的全力运筹下，整整历时五天，几乎全村

人都无偿义务参与，闹出了声势，闹出了精

彩，闹出了团结。之后，为了村里的老年人

休闲娱乐，组织每天晚上扭秧歌，并请堂弟

担任有职无薪的秧歌队队长。

为了帮助村里的残疾人员免费办理残

疾证，晓辉管着饭、开着车，陪着我们奔波。

有一天，晓辉帮我们办完事情，开车拉着我、

旺元、治龙，还有俊平从城里回来。路上，晓

辉对治龙说:“你放羊的时候可以把咱村的花

草树木、沟沟洼洼都拍成视频，发到咱村的

群里，让几十年没回咱村的子女们也看看！”

晓辉对下山洼的关心，爱护可谓无处不在，

点点滴滴。就因为下山洼是他的根，就因为

下山洼的父母生了他。他对这里的一山一

石，一草一木，男女老少都包含着无限的深

情！

晓辉很少抱怨和指责别人，总是笑眯

眯的不恼不怒。有一年正月里，闹秧歌的

人在一起聚餐，说好两点半开饭，可是快到

一点了，答应做饭的人还不见踪影。为此，

一些人忍不住大发脾气、骂骂咧咧。晓辉

微笑着，尽力劝说大家，想方设法解决问

题，最后准时开饭！

晓辉的妻子贤良而通情达理，我猜她

难免也抱怨过晓辉的热心和好揽闲事。但

抱怨归抱怨，对晓辉的热心她也是默许和

理解的！晓辉在城里边经营着厨卫洁具，

由于诚实信用，热心友好，生意做得很不

错。孙子已经六岁啦！晓辉每天都忙忙碌

碌，知足而开心。

晓辉前年在他三哥家讲了一个很感人

的故事。有一年他开车去了辽宁，偶遇一

位老人，攀谈起来，问他是哪里的？晓辉告

诉老人，他是山西石楼下山洼的。老人欣

喜万分，当即说出晓辉父亲的名字，并且告

诉晓辉他也是下山洼的，年轻时候出去，新

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地工作。老人把儿女

都召集起来，在大饭店隆重宴请了晓辉。

晓辉说，老人告诉他，故土虽然贫瘠，

却是每个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少林寺》上映的时候，我 12

岁。

12 岁少年的心里，武功修炼

就像一棵树，牢牢地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郁郁葱葱。这棵武功之

树，在日后的十几年里，始终在生

长，根本不停歇，它的生长历程，

根本没有春秋冬，清一色的都是

夏天。偶尔有时候，还会有离家

奔赴少林寺的念头如流星般闪

现。

心 中 有 真 爱 ，行 动 就 热 情 。

先是，模仿觉远师兄像模像样地

出拳击掌、正蹬侧踹，接着就与一

帮小伙伴加入各种武术班，练长

拳、学潭腿，甩短棍、舞刀剑。班

报得多了，就感觉和体育老师教

得差不多，吸引力渐渐消散。某

天下午，深思熟虑之后，恍然大

悟，决定收集武功秘笈，暗中修

炼。

好在当年练武之风大盛，市

面上的武功秘笈，琳琅满目，令人

目不暇接。《武林》《武魂》《武当》

《搏击》《拳击与格斗》《柔道与摔

跤》等等各类武术期刊，期期必

买，精心研读，而后照猫画虎、邯

郸学步。然后又在许多更像武功

秘笈的铅印手抄本中，挑拣一番，

首先脱颖而出的是铁砂掌修炼

法。

即便在金庸射雕系列中，铁

砂掌也是大名鼎鼎，属于上乘武

功。秘笈封面是张相片，一位瘦

小武者，一掌击碎近 20 块摞起来

的砖，完美地展现了铁砂掌的恐

怖威力。最妙的是，练此武功，需

时不多，每天 10 分钟；动作简单，

面对沙袋扎马步，双掌拍、摔、提、

砸、砍；练后有洗手秘方加持。这

个秘方，是地骨皮加粗盐，煮沸熬

汤备用。我记得去家附近的药房

买地骨皮，那位慈祥的医生认识

我，问我干什么，我害怕泄露秘

方，涨红着脸一言不发，医生笑着

给了我一大包，连钱也不要。

那一段时日，我痴迷于修炼

铁砂掌，终于有天夜里，试着去劈

一块红砖，居然掌至砖碎，那一

刻，实在甚喜甚喜，自豪且自傲。

但我始终不知道，如果继续练下

去，我会不会也一掌而碎数十块

红砖，因为，人心不餍足，我总感

觉有更好的武功在等我，何况外

家功法比起内家来说，好像是差

点。便将外家铁砂掌弃之不顾

了。不过练了那么久，还是有点

效果，后来很久一段时间，一掌之

下，劈红砖，有点难度；拍核桃，一

拍即碎。

内 家 有 两 套 功 法 颇 有 诱 惑

力，一套是《功家秘法宝藏》，属武

当太和门功夫。五大系列三十多

本，涵盖内功、外功、拳法器械。

记得当年买了好几本，还能记住

的就是《天罡大周天》《地煞小周

天》，认真研究修炼了一段，发现

过程极其繁琐，需时又太多，便先

放 弃 了 。 另 一 套 是《少 林 易 筋

经》，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大约几

十页的样子。这本易筋经，真是

内外兼修。其中练掌，与铁砂掌

异曲同工；锻体，十几个拳架也很

科学可行。不过它的内功，什么

膜论、揉法、捶法、采日月精华等

有点神妙莫测，照直练去，恐怕有

走火入魔之虞。间断练了一阵

子，最后放弃了。此时，我的青少

年时代结束了。武功之梦，亦戛

然而止。

年轻时候，竟然会为了修炼

武功耗费了那么多的光阴，功夫

没有什么长进，见识却广博了许

多，突然就明白了，这只是一个长

长的游戏而已。等到后来武术界

居 然 出 现 了《六 脉 神 剑》《七 伤

拳》《九阳神功》《小无相功》等等

秘笈神功，苦笑之余，就为自己当

年的痴迷，惆怅不已。

再等到有武功高手出来演示

功法，与徒弟过招，谈笑之余，挥

手之间，丈八大汉就人仰马翻，飞

出去几米远，几乎就是沾衣十八

跌功法再现，看那个情形，估计摘

叶飞花，伤人立死也不在话下。

就更加明白，我把最美好的年华，

用来修炼武功，当真是人世间最

昂贵的一场游戏！

武 功 秘 笈武 功 秘 笈
□ 李牧

◇三川河随笔

陈小耀是区土县一名

乡镇干部，这两天听说县里

要动人（干部调整）了，小耀

激 动 得 好 几 夜 睡 不 好 觉 。

小耀虽然名叫小耀，其实他

一点也不小了，他今年周岁

48了还是个副书记，而且他

已经在副书记的岗位上干

了十几年。小耀想着能在

50 岁前能上个正科给自己

个 交 待 ，也 给 社 会 一 个 交

待，正好他所在的鹊里乡缺

一名乡长，小

耀已经跃跃欲

试了很长一段

时间。

陈小耀是

一个有想法的

干部，在乡长

位置刚空出来

时他就去找过

有关领导，在

他看来，乡镇

工 作 这 么 繁

重，乡长岗位

这么重要，县

里肯定会及时

补上一名基层

工作经验丰富，工作上能扑

下身子，熟悉目前精准扶贫

工作性质的人，而小耀恰巧

就是乡里分管精准扶贫工

作 的 副 职 ，所 以 他 左 思 右

想，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他都

占着，他暗暗窃喜这分明就

是自己的机会么。

小耀行动力很强，想到

就要付诸行动，第二天他就

去找县里分管组织的许部

长，许部长听了他的来意，即

没答应他也没否定他，只是

严肃地说“乡镇上有许多干

部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干

部，连个副职都上不了，还在

那默默地奉献着”，许部长

一句话说得小耀不知所措，

他无法理解部长的意思。

陈小耀找了几个自己

信任的，在社会上吃得开的

人 给 他 分 析 情 况 ，有 人 说

“小耀你就是个傻冒，现在

的社会你不意思意思就凭

一张口就想升职？”有人说

“小耀你这么多年虽然是个

副书记，但你分管的都是些

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是管

过后勤还是管过财政？你

是 管 过 工 程 还 是 管 过 人

事？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几

斤几两吗？”

陈小耀被众

人分析过来分析

过去，不仅没有

得到答案，日子

过得还没有以前

舒心了！以前的

日子虽然苦点累

点最起码心是静

的啊！陈小耀曾

在心里想着要不

要去找个算卦先

生打一卦？后来

又一想自己是个

党员干部，怎么

会 有 这 样 的 想

法？小耀被自己的想法吓了

一跳，自己莫不是想升职想

得走火入魔了吧？算了算

了，不想了，顺其自然吧。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乡

长的岗位又听见人们说要

动了，陈小耀反而心静了。

因为前几天省委组织部发

出了一个信息，明确“老实

人，重用，官油子，淘汰。不

让老实人吃亏”。陈小耀对

照了一下十条老实人标准，

自己几乎全部符合，于是在

工作中更卖力了，他说领导

一定会看到他这个老实人

的存在。

过了几天，县里的升职

名单出来了，陈小耀名列其

中……

升
职
记

□
王
丽
丽

◇
小
说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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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坊

疫情肆虐如虎狼，

炎黄子孙不退让。

奋勇当先赴战场，

血肉之躯筑人墙。

力挽狂澜于危难，

壮丽山河仍无恙。

国运昌盛心激昂，

华夏铁骨傲东方。

风清日丽到南安，

一座新房映眼帘。

壁上文辞辉日月，

柜中刊物诉流年。

寒门骄子忠诚党，

战火英雄豪迈言。

讲话精神铭脑海，

草根意志润心田。

土豆文学独树帜，

人生如影撰成篇。

泪痕万户倾情看，

农乐千家向往欢。

丰收颂歌遍陋室，

葡萄雅曲远峰峦。

虎头山巅香花漫，

世外桃源秀色连。

幽谷松林融梵境，

画廊甬路绕陵园。

跋山涉水城乡觅，

秉笔飞书故事传。

文峪大陵怀赤子，

厚德建馆敬前贤。

脊梁
□ 薛凯

参观孙谦纪念馆
□ 成绛卿

◇
专
栏
·
人
间
味
道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早

已 家 喻 户 晓 ，尤 其 是 那 碟 小 菜

——茴香豆，更是令人常想常新。

细细想来，就是那一碟一碟

的小菜，让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

在那一碟小菜里，我们吧咂出的

是生活的味道，生活中的故事。

江南有道名吃:臭豆腐，闻着臭，

吃得香，深受老百姓喜欢，流传大

江南北。慈禧太后得知后，便也

亲自品尝，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大

加 赞 赏 ，而 且 每 日 都 取 一 点 佐

餐。只是她认为“臭豆腐”这个名

字不好听，不雅，于是便将此品改

为“白方”。但此名也只是在宫中

使用，坊间仍称为臭豆腐，一直沿

用至今，这臭豆腐自然也算是一

碟小菜。

一碟小菜不起眼，味道却是

真味道。有一年，我到成都去出

差，朋友领我来到一个叫猪市口

的小街。在一家小店坐定后，店

主人端上来一盘酸泡菜，说：这是

我们店的特色菜，请品尝。我一

看那一小盘的泡菜里有萝卜片、

有白菜叶，夹一筷子吃，酸酸甜甜

的，特别爽口。朋友对我说，你别

看这一小盘泡菜，吃起来清清爽

爽，又酸又甜，功夫可都在那个老

坛子里。腌制这道泡菜的老汤是

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至少都是爷

爷奶奶辈传下来的，没有那个老

汤是腌不成这种味道的。过后，

我就再没忘记成都猪市口的那盘

酸泡菜，味道真是很好的。

一碟小菜，温暖着我们的生

活。小的时候，进入冬天，母亲就

买回很多茴子白、胡萝卜、萝卜，

洗净后把茴子白切成菱形状，胡

萝卜切成一条一条，萝卜则切成

比较宽的片，有时候也加一点胡

芹，然后，把它们倒进一个大缸里

烩在一起放一些盐进去，再在锅

里熬一些放了花椒的开水，冷却

后倒进缸里，为了好看，还可以切

一些红胡萝卜片进去。那样看起

来，就是白的白，黄的黄，红的红，

绿的绿，真是花花样样，真是好看

至极，让人垂涎欲滴。这样腌上

几天就能吃了。父亲喜交朋友，

到饭点了，父亲会把一个大方桌

放到炕上，几个朋友就脱了鞋，盘

腿坐在桌子周围。这时母亲就炒

几个热菜上来，然后再从缸里舀

一盘“花花菜”摆上，父亲就和那

几个朋友喝上了，兴致来了，还要

划 上 几 拳 ，整 个 屋 里 就 热 闹 起

来。有时候，炒的菜很快就吃光

了，但大家还想再喝几杯，母亲就

又舀上一盘“花花菜”上来，父亲

和他们就继续唠磕、喝酒。至今，

母亲每年仍要腌一些花花菜。那

味道让我百吃不厌，成了儿时一

个最美好的记忆。

一碟小菜也是一点乐趣。我

的朋友里有位特别喜欢吃用黄豆

做的豆豆菜，每次相聚他都要点这

个小菜，我看着他一匙一匙的吃进

去再喝几杯小酒的样子，觉得特别

有趣。一次几个文友小聚，我便问

我的那位朋友，豆豆菜你怎么做，

他说，挺简单的，把黄豆、花生洗干

净，泡在凉水里，再扔进去几个八

角子调料，次日，在锅里煮半小时，

然后再焯些香芹拌在一起，用胡麻

油一烹即可。听过那位朋友的介

绍，我有了自己做豆豆菜的冲动，

挑拣了一些黄豆、花生泡在凉水

里一天一夜，浸泡时也扔进了些

八角子调料，结果八角子放多了，

煮出来时调料味太重，有苦的感

觉。第二次又试，调料味小了，可

是香芹在开水里焯的时间过长，

太棉太软了，没嚼头。如此这般

又加以改进，第三次用了心去做，

还真像模像样，挺香挺好吃的。

再后来我又到超市买了些山杏仁

加了进去，模样更好看，口感也挺

爽。就这样，豆豆菜成了我家一日

三餐必用的小菜。

一碟小菜犹如一段平凡的人

生，也如长在山坡坡上的一朵朵

小野花，不名贵，但不俗。一碟小

菜里有乾坤、有趣味、有生活。

小
菜
一
碟

小
菜
一
碟

□
李
峰

◇
读
万
卷
书

初春深夜，乍暖还寒。繁忙的工作结

束，终于有了片刻独处时光。静静坐在橘

黄柔灯下，沏一壶清茗，氤氲的热气里翻阅

着一本《唐诗别裁》，在卷帙浩繁的诗歌世

界中，细细倾听千年之外钟鼓的声音，便是

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在唐朝，从朝堂到市井，从边塞到田园，

无论是胡姬酒肆里奔腾欢快的旋舞，还是春

闺梦中无声滴落的泪珠，无不吐露着诗歌的

芬芳。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饱蘸笔墨，书写

了整个大唐的气韵。在雨夜，在江湖，诉不

尽相思与惆怅。他们有的忧国忧民，登幽州

台，满目悲伤吟诵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有

的潇洒放逸，一壶浊酒入肚，就有“君不见，

黄河水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的气魄；他们有的痛恨官场，一心想着能“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在田园之中做个隐

士；他们有的胸怀家国情怀，在荒凉的塞外，

大敌当前怒目一睁，吼出了“黄金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磅礴壮志。

我羡慕唐朝诗人的胸怀、浪漫和想象

力。既能与月对饮，与影共舞，也能躺在夜

凉如水的天阶，遥看牵牛星。可以言志，可

以咏物。那些绝句穿越千年，至今还为人

反复吟诵。表达心意时我们说“洛阳亲友

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思念爱人时一

句“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诉

尽了衷肠；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看尽长安花”，满眼看去都是功成名就的恣

意放纵；贬谪出京后，浔阳街头一曲琵琶

行，两行失意泪，真心可谓“同是天涯沦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连那“云想衣裳花

想容”的皇贵妃和胡天八月千树万树盛开

的梨花，虽早已埋在时间的尘土之下，却依

然令人神往……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从帝王将相到引

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尤其是在

自由开放的气息下，无数风流才子，迁客骚

人脱颖而出，他们吸日月江河之精华，贯天

山云海之气势，造就了一派生机勃然，异彩

纷呈的气象。

回首初唐，诗歌创作延续着南北朝绮丽

浮夸的文风，直到一群少年天才的闪耀登场，

才扭转了局面。这群少年，带着汉魏风骨，把

唐诗从宫廷台阁引向市井和塞漠。他们以王

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为代表，被称为“初

唐四杰”。有意思的是，这四位诗人，命运轨

迹很相似，都是在孩提时便显露出极高的文

学天赋，少年时一入仕就英气勃勃，敢为天下

先。可又在短短数年间接连横遭不测，如彗

星闪耀，倏然消失的历史的星空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

四杰的成就是有限的，但他们留下的诗词

如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慢慢汇入大河之

中，到了盛唐，便如长江滚滚而来。

于是，在盛唐，李白配合着时代最强

音，以天纵之才，毫不费力地把诗歌推上了

照耀千古的最高峰。

李白少时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的他饱览无数山川美景，留下了不少名篇

佳句。壮年时，以一介布衣入京城，依然不

改浪荡本性，他吟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而入翰林院，却迷失在京

城的官场中，整日与酒友相伴，高呼“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不

务正业”，果不其然遭到了唐玄宗的冷落。

入仕一年心灰意冷，潇潇洒洒一壶酒后，留

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

颜”绝句归隐江湖。

李白作诗做事洒脱自然，来时兴致勃

勃，走也坦坦荡荡，因为在他的身上，凝聚

了唐人的自信、进取、豪放、追求平等、傲视

权贵、甚至略显天真的真实性情。这些，都

是盛唐精神的代表。

如果说“诗仙”李白跟随盛唐的国运一

路高歌猛进走上巅峰，那么，同样伟大的

“诗圣”杜甫，则是从这个巅峰上慢慢走下

来。

开元末年，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酿

出了“安史之乱”，这一场延续了八年的战

争，把大国风范打得七零八落。杜甫的诗

里再也唱不出理想和浪漫，一首“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如泣血杜鹃，悲凉之极。

眼看着盛唐气象破灭却无能为力，这种心

情又有谁人能解？

时光如梭，渐渐地，大唐国力回升。于

是白居易来了，韩愈也来了，他们带着“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发起了声

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白诗的浅切平易与

韩诗的奇崛险怪双峰并峙，使唐诗呈现出

又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白诗多以讽喻诗见长，《卖炭翁》里“可

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针见

血道出了统治阶级荒淫无道。长篇叙事诗

《长恨歌》八卦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后宫秘

事，述尽玄宗的好色荒淫和杨贵妃恃宠而

骄。到晚年，白居易被贬谪出京，浔阳江头

一曲琵琶后，委屈也好，悲愤也罢，所有的

不得志，满眼的世态炎凉，瞬间奔涌而来。

这才有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

衫湿。”白居易号称“诗魔”，原本明心见性，

奈何执念太深，遂一诗成魔。

如果把唐诗比作花木，那么初唐是含

苞待放；盛唐，自然是吐露芬芳；中唐是残

花，开到荼蘼；晚唐则如雪后的寒梅，依然

高洁的挺立着。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民不

聊生，连诗歌中都透着颓然和绝望。然而，

即便是堕入黑暗，依然有一批青年诗人崛

起，成为耀眼星星，照亮晚唐的颓靡，使晚

唐诗风摆脱了没落之气，重现生机。

这批诗人里，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小

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登乐游园，在落日的余晖下低吟

着“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与其说是在感叹自己平生的

不得志，倒不如说他在感怀大唐王朝的日暮

穷途。杜牧过华清宫时，看到乱世纷争皆因

盛世过于奢华，发出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的思索；烟雾蒙蒙的寒夜里，

他夜泊秦淮酒家，听着远处传来的靡靡之

音，想到大唐早已国将不国，痛苦吟唱一曲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最终，“小李杜”惊鸿一瞥结束了晚唐

的悲歌。在这之后的一千四百多年里，再

也没有一个朝代的文学能超越唐诗的伟

大。毕竟，你见过了无垠大海，再奔腾的江

水也会觉得有尽头。大唐虽然离我们远

去，风骨却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那些灿烂的诗篇依然在闪耀，那些才子们

的风流绝句依然能与我们共情。浩渺如烟

海的唐诗，给予我们灵魂深处的愉悦，同

时，也拨动了时光之外我们的心弦。

千年诗韵醉长安千年诗韵醉长安
□ 梁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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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咀华

他，身材魁伟，浓眉大眼，过

早谢顶的额头，广阔闪亮，眉宇间

闪烁着睿智华采，憨厚的嘴角时

常荡漾着永不消失的微笑。见面

握手，总是厚敦有力的大手，紧紧

握着，随即左手压了上来，不住摇

动，使人顿觉热情真诚，情趣怡

然。

他，就《走进骨脊山》一书的

作者——高迎新先生。

高迎新从小生长在长江边，

长大插队工作在黄河岸。长江、

黄河成了维系他一生的“母亲

河”。黄河成了他一生魂牵梦萦

的地方。他说，几十年来，一直围

绕着黄河上上下下，西越东进，绕

来绕去，总在它身边徘徊、寻觅、

感悟。

我最感兴趣的是“寻觅”二

字。这两个看似简单、细想却能

看到他步履不停、跋山涉水的字

眼儿，引发了我的深思：他在孜孜

不倦地苦苦寻觅什么呢？

他在寻觅令人振奋的巍巍吕

梁山脉之魂。

他告诉我们，吕梁山又叫骨

脊山。万历 37年《汾州府志》载：

“吕梁山，一名骨脊山，在州治东

北 100里，与交城县接壤，禹治水

经于此。”为了考证这段文字记

载，他专程登山考察，在方山县峪

口镇下昔村，只见与北武当山相

对，一座峰峦起伏，山势雄伟，高

耸入云的黑黛色大山映入眼帘，

这便是骨脊山。他考究“骨脊”其

名，“两口相串的象形意，吕梁之

意大抵由此而来”；又在《水经注》

中，找到郦道元的著述：“其名骨

脊者，以泰山在左，华山在右，常

山为靠，嵩山为抱，衡山为朝。此

山窿居中，依然为天地之骨脊

焉！”这不正是吕梁精神、吕梁山

之魂的形象写照吗！

他在寻觅滔滔黄河的千古之

谜。

在《汾州府志》中他看到，“禹

治水经于此”；在《永宁州志》中又

看到，“大禹治水始此”。一“经”

一“始”，差别何其大也！况且，黄

河水再泛滥，也不会“河出孟门之

上”。为了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他

几次下柳林，走孟门，终于在柳林

南山寺后面找到了“禹王石”。从

《汾州府志》“隋孟门关，地甚险

固，洪涛水泛滥也”，《水经注》“河

水南出孟门山，与龙门相对”的记

载中，惊异地发现，这里所说的龙

门，不就是今天所说的蛟龙壁

吗？于是，他推断，大禹治水的故

事绝不是神话。在孟门下游有一

处叫“蛟龙壁”的巨石峭壁，远古

黄河洪涛流到这里就被“蛟龙壁”

挡住去路，便四处泛流，形成一个

巨大的湖泊。一遇洪水暴涨，就

泛滥成灾。大禹就在这里开始了

他数十年的治水生涯。他变堵为

疏，凿开蛟龙壁，放水南下。

他在寻觅遍布于吕梁的名山

大川、名胜古迹之珍。

他游历交口云梦山，寻觅春

秋战国时期纵横家鼻祖鬼谷子在

“龙泉洞”设堂施教处；他游历交

城孝文山，拜谒“孝文庙”，感受北

魏孝文帝为祖母太后守孝绝食三

日的大孝情怀；他曾踏上漫漫黄

芦岭，寻觅荒草凄凄的晋商古道；

寻觅作为“永宁州东界”的关隘要

塞；寻觅遍布黄芦岭的关隘、寨

堡、候馆、巡检司，以及与它相连

的吴城驿、岭底铺、向阳铺、金锁

关、三十里桃花洞等等。

翻阅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阅

奇览圣，步景移芳，美不胜收，感

慨万千。于是，不禁进而追问，高

迎新先生几十年来游历吕梁的名

山大川，孜孜不倦地苦苦寻觅，究

竟为了什么？是为游山玩水，猎

奇消遣吗？是为怀古幽思，寄托

情怀吗？是为淘宝掬玉，审美怡

情吗？是的，这些因素都在他的

意趣情愫之中。但更为高远的目

的，在《关于离石文化品牌的思

考》《试论吕梁市历史文化的开发

利用》《吕梁寺观文化浅析及旅游

开发攻略》等论文中，找到了答

案。他是在不遗余力地挖掘、抢

救、整理、丰富吕梁文化，从而为

开发离石乃至吕梁的文化旅游产

业，献计献策，提供方略。

在《云梦山传奇》的结尾，他

不无痛惜地写道：云梦山“犹如一

个埋在深山无人问津的金矿，犹

如一位温柔美丽、饱含温情的深

闺怨妇，寂寞而冷落地藏在大山

深处、实在令人惋叹。是啊，云梦

山，你什么时候让浩瀚的远古文

化在这里变得清澈流畅、波澜起

伏，使自己变得闻名遐迩，变得令

人流连忘返呢？”

这是对云梦山历史声誉和人

文价值的无限惋惜！

这是对云梦山以及吕梁诸多

古迹遗址，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的

殷切期盼！

这是一个文化学者发自内心

的、对吕梁文旅事业的责任担当

和热切呼唤！

这一切，皆源于他的爱，源于

他对这方山水的真挚情感，源于

他对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正如

他说的，“每一次远行都是一次寻

觅和历练。这是一种艰难的跋

涉，一种倾心的写作，当然，也是

一种惬意的享受——为了这片我

眷恋着的土地。”

◇乡村人物

宋 晓 辉
□ 薛逸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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