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

你迎着和煦的春风

沐浴着阳光雨露

昼夜不停地努力发芽生长

因为你要唤醒沉睡的大地

用生命带来盎然生机

夏

你头顶炎炎烈日

为幼果遮风避雨

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砺与洗礼

你将手轻轻一挥

为夏天披上了碧绿的袈衣

秋

你呵护果实如红颜知己

把爱意化作丝丝甜蜜

当果实成熟时

缤纷了田野大地

为秋天披上了彩衣

冬

你将不舍化作漫天雪飞

和世界做默默的告别

你在大地的怀中睡去

悠长的梦里

等待再一次被春的呢喃唤醒

落叶

□□ 梁瑞连梁瑞连

三川河
15期·笔会

蜜蜂

原先的蜜蜂并不甜
一旦遇见了花 采上了蜜

蜜蜂浑身就变甜了

门

没有门 就一定要
打开门 只有打开
才会发现另一道门

木鱼

一遍一遍唱诵经文
香客并不理解经文内容

其实 它也未必就懂

台词

渔者说 你在哪儿
鱼说 在我网里

在你网外

发呆

我仍坐在河边发呆
相信风会 走我的时间
但影子不会被它拐卖

文峪河

这一条儿时的母亲河
来看它时 水面刻满了皱纹
我老了 文峪河也不再年轻

问佛

我问佛 如何解脱
无法承受的痛苦

佛说 更痛苦

漂泊

既然已站在船上
就得设法让船靠岸

漂泊 不是说话那么简单

乡愁

做一回风该多好呀
这漫山遍野的乡愁
吹上一会儿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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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词代序，也不失为写

序的一种特殊手法。古诗词

的特点，是高度凝炼浓缩，言

简意赅，且具有文学意境，耐

人寻味，易于感人，以之代序，

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薛振华先生是我的老师，

他出版《旅游纵横》时，邀我写

序。我填了一首词代序。

多丽·欣赏
《旅游纵横》有感
赞薛君，多才多艺超群。

任挥毫，凝神静气，笔底叱咤

风云。练日月，胸蓄锦绣；历

寒暑，心润瑶琨。隶体精工，

行书俊雅，怡情洒脱铸灵魂。

善曲艺，评书说唱，抒百姓声

音。文章撰，率真意韵，篇篇

珠珍。

爱旅游，羡峰慕岭，景致

陶冶神心。最关情，庙堂圣

地；且流连，秀美园林。仁者

游山，智而逛水，修得仁智绽

芳馨。耄耋后，韶华益振，老

骥再耕耘。身强健，舞文弄

墨，恰逢阳春。

短短 139字的多丽词代

序，既写到薛振华先生擅长书

法、曲艺，又重点描述了老先

生羡峰慕岭，喜爱旅游的情

怀，可谓别开生面，别具一格。

为郭镇俊先生的《故园情

思》作的序，总共不过几百字，

但读来意味深长。序文是这

样的：

翻阅《故园情思》诸篇，不

少篇什，是我在编辑《孝义风

采》时就编阅过的作品，且对

其中一些篇章，撰写了编者

按、短评，予以评述推介。郭

老将那些编者按、短评，皆收

入书中。足见他对那些文字

的首肯。对于郭镇俊先生文

章的主题立意、行文结构、简

洁言辞、睿智哲思，以及读后

的启迪、感悟，编者按、短评中

多有评介，读者诸君自会在阅

读过程中领悟、欣赏。序言该

写点什么呢？端坐案头，掩卷

深思，诸多情感涌上心头。为

不落俗套，别出心裁，填词一

首，以表贺忱。

多丽·咏镇俊翁
贺贤翁，煌煌巨著心凝。

写春秋，来从心底，淼淼波浪翻

腾。感情抒，真诚恳切；哲理

论，意深精明。玉露琼琼，金风

荡荡，一如春雨润心胸。细玩

味，见微知著，似暮鼓晨钟。欣

赏后，几多感慨，领悟其中。

论贤翁，为官一任，以公

为重不徇私。处人矣，恕容大

气；办事者，仗义灵通。霭霭

和和，潇潇洒洒，消冰解冻似

春风。劝朋友，忠言温慰，迷

路指明灯。君康健，仁而高

寿，松柏常青。

显然，这样的序，短小精

悍，意韵浓郁。

三晋出版社出版我的《孝

义传统美食》时，我用两首古

词、一首现代诗作为代叙，冠

于卷首，效果为朋友们称道。

录其中一首，与君共赏。

多丽·孝义传统美食吟
晋中川，吕梁山麓林园。

畔汾河、孝溪义水，滋养沃土

粮田。性中和，孝行日月；情

高尚，义薄云天。细水长流，

清风畅拂，常年四季韵怡然。

技烹饪，炒煎蒸烩，厨舍袅炊

烟。精调味，酸甜咸辣，润舌

柔绵。

孝义家，艺谙灵秀，寿宴

个婚席同餐。巧配齐，四盘八

碗；尤讲究，五味三鲜。馅饼

油糕，蜜酥水饺，酱梅杂烩酒

猜拳。圆月饼，腊粥米粽，节

日应时端。香美也，民情乡

俗，后继传延。

在所有的紫砂壶器型

之中，“石瓢”类可以说是最

为爱壶之人熟悉和喜欢的

一种款式，基本上每一位玩

壶者都会拥有一把甚至几把

石瓢壶。而对于刚开始接触

紫砂壶的朋友来说，石瓢类

型的壶一般都是外观笔挺，

出水流畅，特别实用。从一

把石瓢壶开始泡茶品茗、享

受生活，然后逐渐了解紫砂

文化，探寻其中奥秘，也是最

为合适的选择了。

在历史上，石瓢壶的进

化演变过程也颇为传奇，它

最开始的原型应该是被称

之为“石铫”，是一种带有手

柄的煮水器具，北宋大文豪

苏轼在《试院煎茶》诗中写

到：“且学公家作名钦，砖炉

石铫行相随”。后来为了使

用方便，经过苏轼、陈曼生、

杨彭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器型，最终

紫砂泰斗、布衣壶宗顾景舟

引用古文“弱水三千，仅饮

一瓢”来阐述“石铫”壶，遂

改名为“石瓢”壶，使之增添

了更多的文雅气息。

石瓢类型的壶在几何

形体中最为突出，具有非常

典型的三角形结构，给人以

稳 重 大 方 、百 看 不 厌 的 感

觉，俗称“跌不破的石瓢”，

同时也是深得紫砂圈内实

力 派 匠 人 认 可 的 器 型 之

一。要做好一把石瓢壶，必

须做到胸有成竹，把每

一 个 部 位 都 细 致 深 入

的研究透彻，才能把握

好 整 体 的 结 构 特 征 。

壶嘴似炮管，力度非常

强，而且壶口的处理要

锋利果断、干净利落，

同 时 与 壶 身 的 过 渡 也

要非常自然严谨；壶盖

的 桥 钮 是 石 瓢 壶 的 精

华，好的石瓢壶桥钮的

平 面 有 着 很 强 的 穿 透 力 。

如果说石瓢壶的三角形结

构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那

么其桥钮、弧面、钉足则体

现了阴柔之美。柔中带刚、

刚柔相济是石瓢壶非常显

著的特色，其中蕴含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也引

起了广大壶友的强烈共鸣。

壶 中 百 变,首 推 石 瓢 。

正是因为石瓢壶的传承和

创新可以检验一位紫砂匠

人真正的技艺水准和对于

紫砂艺术的理解，所以这一

经典器型经过许多紫砂匠

人改良，演化出一些新的特

点 ，比 较 著 名 的 有 器 型 端

正、最符合石瓢造型审美的

子冶石瓢；紫砂泰斗、布衣

壶宗顾景舟大师根据平时

喝茶时候投茶清茶的便利

性，增大了壶口设计改良而

来的景舟石瓢；还有顾景舟

弟子、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

汉棠在景舟石瓢的基础之

上，增加了一些温润可人之

感觉的汉棠石瓢等等。无论

那一种石瓢壶造型，其要点

都在于整体力道的把握和各

个点线面构成的三角形比例

的和谐，只有把这些元素组

合在一起，融合成为最佳的

比例关系，才能把石瓢壶独

特的形态特征和力度气韵充

分的表现出来，从而带给我

们最纯粹的紫砂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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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紫砂壶五

紫砂壶经典器型之石瓢
□ 雒元元

春光不负，春天的早晨，再一次鸟语花香，

春光无限。

春风吹拂，去年的老葱抽出了嫩绿，刚刚

煮出来的老咸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早市

上，细心的农人把甘草裁成一小节一小节，用

绳子绑在一起，细一点的 30元一两，粗一些的

50元一两。甘草是春天打凉泄火，润喉清肺的

佳品。记得小时候，每到干燥的春日，父亲就

要给我们泡起甘草水，淡绿的甘草水，噙在嘴

里甜嗖嗖的，那是童年的甜味。

在地里挖甘草，是非常辛苦的，经常会把

手指上蹭起几层皮，城里人是吃不了那份苦

的，也找不到生长甘草的地方。品质好的甘草

要有独特的地脉和气候，我的老家汾阳是“汾

甘草”的产地，很有名气。为什么许多药剂中

会开出甘草呢？我想大部分的中药都是发苦

的，加一些甘草进去，煎出的中药汤汁，会发

甜，易于入口。特别是大人们哄小孩子喝汤

药，会哄小孩子说：喝甜甜水。苦中带一丝甜

味，也就喝下去了。在春日里，喝一些甘草水，

比吃西药和润喉含片，效果要好的多，也没有

任何副作用。

偶尔遇到品相好的甘草，我总会多买一些

回来，一下喝不完的，可以放到冰箱里冷冻起

来，既不会生霉，又保持了甘草的水气。到炎

热的夏天泡起，放凉了，等睡过一个午觉起来，

一口气喝下一杯，更是清爽无比。

三月的田野，最先睁开眼睛的是那些野草

和野菜，是它们以谦卑的姿态，向春天发出邀

请。春天的早市上，最让我心动的是乡农们刚

刚挖出来的野菜，依然是那些摊位，依然是那

些熟悉的面孔，也依然是那些刚刚挖出来的野

菜。很多过往的年轻人，手里提着买好的莴

笋、蒜苔、黄瓜等，路过那些卖野菜的摊点时，

盯着地上的那些野菜左看右看，看不出名堂，

也叫不上名来，大多看看也就走了。而我却蹲

下身来，亲近着那些不起眼的野菜，一边与卖

菜的乡农聊天 ，一边帮着他们拣菜，像久别重

逢的亲人。

这些日子里，老家能见到的野菜有苜蓿、

茵陈、荠菜、山芥。前两种我小的时候就吃过，

到现在还在吃。苜蓿和茵陈都可以凉拌，也可

以加生面做成拔烂子。把买回来的苜蓿和茵

陈，挑捡一遍，用清水洗净，搁在一个漏筐里，

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大约一小时后，把菜倒

入菜盆，空过水的野菜不湿也不干，加一些生

面粉进去，边加面粉边用手搅拌，直到野菜都

穿上面粉的衣裳。然后，在笼篾上铺一块笼

布，把拌好的野菜均匀地铺在笼里，蒸 15分钟

左右即可。蒸好的野菜拔烂子，晶莹剔透，形

如蚕蛹，香气四溢。这时，就可以揪起笼布的

四个角，把蒸好的拔烂子，倾倒在一个菜盆子

里。刚蒸出的野菜拔烂子，直接食用时，可以

加点辣椒酱和老咸菜，味道更佳，也可以凉冷

后炒着吃。

炒拔烂子之前，要准备好一些葱花和蒜

沫，把烤干的核桃仁在砧板上切碎，还要准备

一些莲花白，切成条或丁，洗净空掉水份，然

后，在炒锅里加些花生油或菜籽油，待油温升

高后抓一把葱花进去煸炒，香气飘起来时，把

莲花白先倒进炒锅，加入调料翻炒几遍，旋即

把野菜拔烂子平铺在莲花白上，再把准备好的

蒜沫、盐和切碎烤干的核桃仁覆盖在上面，先

用慢火焖一下，之后，加大火力翻炒几遍，一锅

炒拔烂子就做好了。炒出的拔烂子，色泽黄

润，香味十足，老少咸宜。

这等食物，既是药膳，又可果腹，吃起来香

酥嫩滑，入腹后滋润肠胃，易于消化。所以，多

少年来，在坊间很是流行。现在的城里人，也

都喜好这一口。邻近的乡农一大早到田里摘

一些苜蓿和茵陈，就拿到早市上去卖，价格还

挺好的，利润一点也不比其它菜品差。当然苜

蓿菜还可以凉拌，在开水锅里焯一下，即可食

用，清清爽爽的。

山芥和荠菜，认识的人就更少。这两种野

菜，根部暗红，叶子如锯齿，长得大一点的叶子

有一根中指长宽。虽说它们长得相似，但明眼

人还是一看便知分晓。这两种野菜，洗净在开

水里焯一下，凉拌上口感很好。我有一位在城

里做茶叶生意的农民朋友耀杰，前几日，回到

老家北上达村。老母亲就为他拌了一盘荠菜，

耀杰问母亲：这是什么菜？母亲说：我也不知

道，反正我和你爹吃了几十年了，肯定没有

毒。耀杰笑了，他从百度上查到了这种野菜叫

荠菜。那几天，刚好我收到一本《医食参考》杂

志，其中有一段讲到了荠菜百合粥。说荠菜具

有和脾、利水、止血、明目的功效，可宽肠通便，

降压防癌。还介绍了用荠菜、百合、粳米和白

砂糖熬制荠菜百合粥的方法。配方如同中药，

都写着原料几克几克。但我觉得耀杰母亲拌

的荠菜最好，最不失野菜的特性，也是最好的

一盘药膳，更符合“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根

本。

生活中，我更喜欢那些奇妙的野趣。吃野

菜，也算一种野趣吧。多年前的一天，我与文

友守林先生等一帮朋友到庞泉沟玩，到达时已

近黄昏，找到一处民宿住下来。随后，大家一

起到野外散步。守林先生对大家说：你们玩，

我去别处给你们整几个菜，钓几条鱼回来。大

家听了很茫然：这荒郊野岭，你到哪整菜钓鱼

呢。

到晚饭时分，守林先生手里捏着几把野菜

回来了，说这就是咱们今晚的下酒菜，随即送

到厨房。然后，他从小车的后备箱里取出鱼

杆，向一个小水沟走去，我尾随其后。守林先

生是老家有名的钓手，爱好除了写文章就是钓

鱼。只可惜那天他走得急，忘了带饵料。我

想：完了，这鱼是吃不成了。但他不急，说我自

有办法。随后跑到草丛中，很快就抓了几个蚂

蚱回来，然后，把蚂蚱穿在钓钩上，把鱼杆伸到

水沟里，很快就钓起了几条小鲫鱼。有几次，

他在钓钩上，一次穿入两个蚂蚱，一下就钓起

一双鲫鱼。

那天的晚餐，我们就吃着野菜，品着新鲜

的 小 鲫 鱼 ，喝 着 鱼 汤 ，抿 着 小 酒 ，海 谝 海 说

着。以后，每每在早市上看到那几样野菜，我

都会想起我和守林先生在庞泉沟吃野菜喝鲫

鱼汤的情形。也让我多年来，更加钟爱那些

春日里的野菜，更加喜欢那充满着泥土芬芳

的早市。

野菜是简单的，吃法也是简单的，清清爽

爽的如一抹抹的嫩绿，养人养眼。古人讲嚼得

菜根香，百事皆可做。经历过人情冷暖，走过

风风雨雨，更觉得此言不虚。如今我年近花

甲，心境平和安宁，更加渴望拂去尘埃，嚼得菜

根香，拥抱简单的余生。

◇人间味道

嚼得菜根香嚼得菜根香
□□ 李李 峰峰

吴文弋作品《矮石瓢壶》

一束微型诗

□□ 吕世豪吕世豪

我的故乡松峪，在临县城十二

公里处。

童年的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充

满了欢声笑语。

伏天将至，故乡的小河一天天

热闹起来，人们成群结伴，来这里洗

衣服，邻村的百姓也到这里凑热闹，

据奶奶说：伏天洗的棉衣不结块，冬

天穿上暖和。说话声、洗衣声、流水

声、小孩子戏闹声，交织出一曲山村

洗衣歌。河的两边草坡上晒满五颜

六色待干的衣物，你来我往交替不

断，这一独特的景观，构成一幅故乡

夏河图。

每逢集会到来，总要有一部分

人拿些农产品到市场上交易，换来

一些生活必须品，也有的走亲串戚，

村里的一辆大马车成了当时都想争

取的交通工具。在上个世纪六七十

年代，村里有一辆马车是全村的荣

耀，也是唯一的奢侈品。所以要想

能坐上马车赶集，并非一件容易的

事，必须提前预约。姑姑住在县城，

每逢夏季，我总会拿上自家种的瓜

菜坐马车去探望姑姑，回到村里后

给同伴炫耀一下城里所见所闻。

每年正月，村里一定会热闹几

天，在正月初一二人群集中地方，热

议话题就是谁来组织主办一场伞头

秧歌活动。当村民们反复权衡推出

一位既有威望、又有文艺特长的人

后，活动就随后拉开帷幕。每逢进

院演出，整个队伍围成一个大圈，在

圈内表演一些小节目，伞头要用秧

歌形式派上节目，我记得唱的最多

的秧歌是：墙里下雪墙外白，我把秧

歌往上派，这一回秧歌给谁家来，花

鼓队给咱上闹来。中途小歇片刻

时，把大家捐赠的烟和糖放在一小

锣内，转圈圈分发。

村里热闹完以后，大家会进行

评比，有一年我们获得了三等奖，奖

品是一把二胡。虽然过去四十多年

了，至今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

一样。

我爱故乡。

树木

黑茶山树木非常可亲

对远方的朋友特别殷勤

遇雨时

它撑开一把大伞

烈日下

它为你避日遮阴

爬山时

山高路险怕你艰辛

它伸开枝条拉手牵衣襟

下山时

石子路怕你滑倒

脚下给你伸出半裸的树根

乡村炊烟

故乡的头颅

紧紧依偎着大山的肩膀

故乡的脚痕

伸向了清凌凌的

阳坡水库碧波的地方

晨曦

中午

晚霞

乡村炊烟

升的老高老高

极向少女的辫子

拐了弯

袅袅

飘逸到黑茶山堪蓝的地方

积雪

春日的黑茶山登山险峻

浓密的山峰尚存雪影

不要以为春风一过

随处都是绿色的天空

夏日里

这里还有冰消雪存

溪流和树叶

黑茶山峰顶也有溪流的水声

小鸟鸣涧 花香袭人

野禽结伴，密林雾浓

游人一踏进森林

地上绵绵的腐叶

堆积起一步一个深坑

宽大的树叶

绿色素让人可治疗眼病

金钱豹 狸猫 山猪 野铃羊

同林共草

只有小溪知情

它们常常嬉闹

庞大的森林公园

遇到雾锁山门

湿气质佳

天然氧吧

云雾缭绕

真是一个神仙

也撵不跑的仙境

黑茶山的深情

大地是我母亲

黑茶山抚养了我的童年

尽管岁月在我脸上

烙上了一块印记

刻进了时代的年轮

我在风雨中成长

每一片绿叶

总在赞扬太阳

赞扬月亮

我的根

深深地插进了大山深处

秋风起

阳光烈

黑茶山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大雪来临

山里的树叶全部落光

落在地上的秋叶

又回到大地的土地上

春天来了

老树又吐新枝

黑茶山的深情

悠远苍桑

黑茶山的松枝更绿

叶更长

忆旧

大山情深

久久回荡

介休的绵山景区，最美的要数

水涛沟、抱腹岩和大罗宫。

水涛沟有一处景观令人称奇叫

绝：在奇峰峻岭之上有一股清泉飞

流直下，犹如龙口吐水，山泉在阳光

的照射下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直落深涧。让人联想起“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诗句。

我们在此处流连忘返，驻足良

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许多

照片。我想如若有幸能在此间多逗

留几日，在皓月当空之夜与二三好

友来此低吟浅酌，感受这“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实为人生之

一大乐事啊！

抱腹岩巨石凌空，内有云峰寺，

岩内可以同时容纳两万人之众，可

称天下奇岩。在山下要登上 120 级

的陡峭台阶，方可进寺内去朝圣、觐

见、顶礼、膜拜。体力不支的游人到

此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望而却步放

弃登顶；或者乘坐轿子，悠然上山。

山脚下有许多装饰华丽的轿子可供

游客乘坐直达山顶，轿夫们不停地

吆喝着招揽生意。

我谢绝了轿夫们的盛情，自己

拾阶而上。当我快要登顶时，先期

已经上去的同车的年轻旅友们为我

鼓掌加油，我在大家的一片掌声中

登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大罗寺共计十三层，最高的一

层是藏经阁，我奋力登上了顶层，

自然是赢得了年轻朋友们阵阵喝

彩声。有几个小年轻还十分关切

地问我：“奶奶，你累不累呀，快歇

一会儿吧 !”如若不是孩子们这友善

的尊称，此刻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

的年龄，忘记自己已经是奶奶辈儿

的人了。

但愿垂暮之年的我能永远拥有

一颗年轻的心。

在藏经阁顶，极目眺望，绵山景

区尽收眼底：

一碧如洗的蓝天之上朵朵白云

点缀其间；绵延不绝的万山丛中烂

漫山花竞相怒放。山上是巍峨壮观

的庙宇殿堂；山下是一望无际的沃

野良田；山腰有盘山公路蜿蜒其间；

山间是奔流不息的瀑布飞泉。

当真是人间仙境啊！

游绵山
□□ 康小平

◇行万里路

忆故乡
□□ 刘长顺刘长顺

◇风景旧曾谙

母亲

□□ 张雯霞张雯霞

捧起一束康乃馨

我把它送给母亲

母亲的爱温柔似水

母亲的情温暖如春

我多想再听听

儿时入睡前的故事

那里有母亲

永恒的温暖和怀抱

黑茶山诗笺（组诗）

□□ 吴保平吴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