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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酒后人多爱在河道里、河滩边拣石。生

活在山城，往来在山间的我，爱的是山里

拣石。山里石棱角分明、粗犷豪放、朴实

自然，是真正的简约而不简单，值得钟爱

和信赖。

近年来，平平淡淡爱石，陆陆续续拣

石，安安静静赏石，或大或小，或俊或丑，

或粗或细，或立或卧，或有造型或无头

绪，这一切构成了我与石的远情近意。

“远情”并非妄言，看着每一块石头，思绪

连接到石头来源的大山深处，对取石所

在的山生发感激留恋之情，时空虽远而

情意绵绵。“近意”就在眼前，我爱我拾，

我拾我赏，我赏我乐，不求助任何人，也

不需取悦于任何人，想怎么看怎么看，想

怎么那怎么拿，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如此

亲近含情，让人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今年的三次拣石便有些故事，可供

分享同乐。

清明节前一周末，慕名观赏方山县

大武镇杨家会的“石门”。石崖之下，石

壁之中自然形成近似门框、门顶、门檐、

门 柱 的 造 型 ，成 为 百 里 相 传 的 奇 特 景

观。山上有大型采石痕迹，山洼里碎石

倾倒堆积，我一时兴起，抱回了各约七八

斤重的两块“庞然大物”。一块能端庄厚

实地立起来，我最喜欢，将它取名为“江

山如画”，从三个层面赏读。一者，看山

是山，奇峰高耸，绝壁巍峨，峰顶突兀，让

人充满向上的力量；二者，看作江上巨

舰，则是风帆高扬，狂飙突进，与江海波

涛万顷并肩媲美；三者，最引人注目的是

石材的中下腰，通体粗黑岩质，成为浓墨

重彩的一笔。三位一体，成了饱含正能

量的“江山如画”，对于体味人生、观澜家

国都是很好的素材。另一块需支石摆

放，泛红石面上粘了青石灰质构成人像

图案轮廓，手脚呈登临状，取之于山，神

态皆山，称之为“攀登者”，对照电影《攀

登者》赏析，在峰高地远、雪地冰天中登

山队壮士挑战极限魂魄撼天动地，生命

的力量随之蓬勃浩荡。

上一周在冯家会下乡时，清早体验

盖帽土林后，沿着山沟穿行到顶，在山顶

上看到一块黑色石头，活脱脱蛇头模样，

细细看与北京人头像也很是相似，便生

发欢喜心，拿了起来，一掂量感觉比较

重，因为离住处有三公里远，那几天正好

手腕发困隐痛，徒步而行徒手带着并不

方便。略有遗憾地放下，走出几十米后，

又忍不住回头，想来想去，此时不拿何时

拿？专程来兴师动众不好，再不来便会

与此石永别，于是，折返回去，坚定地拿

了起来，拂去浮土用手中的书《中国杂文

—吴非集》作底，双手抱书捧石尽兴而

归。放在住处的窗台上，越看越入迷，为

自己弃而复得庆幸，也为险些“明珠投

暗”而警醒。结合得石过程，我这样认

为：蛇头也好，远古人也好，生存都不容

易，大脑主思，多一份警觉有利于延伸生

命的长度，于是称为“警觉”。

前些天很偶然的机缘，从汾阳方向

撞进了晋商古道向阳沟。穿越“三十里

桃花洞”狭长的大峡谷，两侧石壁峻峭、

危岩高耸，沟内山静谷幽、草绿鸟鸣，道

虽通畅但人迹罕至，来者不为赶路但图

猎奇访古，遥想当年驼铃不断、人声鼎

沸，真是前后迥异一道两重天。想到这

里，我在山沟里拣了一块遍身蜂窝眼、形

状四不像的石块，称之为“沧桑”。“沧桑”

岁月，见证兴衰枯荣，归于平寂安然；“沧

桑”物象，承载风霜雨雪，斑斑锈迹，处处

褶皱。

人在旅途，且行且乐。且看这三桩

石缘便自我欣喜、意兴盎然。无成本之

累，有快乐之实；无扰人之烦，有悦己之

好。择石信手快意，取石结交伙伴，读石

思接千载，抚石励志向前。常入山里，常

拣山石，真乃趣事乐事。这就是我的山

里拣石，或可曰《山石铭》。

山里拣石
□ 雒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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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君子死知己，提

剑 出 燕 京 ”，这 个 知 己 是

谁？田光！只有田光！

那高渐离、狗屠呢？他

们是朋友，是荆轲要命的朋

友。

那太子丹呢？太子丹

只是买主，不惜一切代价买

秦王的命，买燕国的安危复

兴。

田光难道不是荆轲的

朋友吗？不是。田光于荆

轲来说，只是知己，或者也

可以说是伯乐。但他不是

荆轲的朋友。

荆 轲 是 什 么 样 的 人 ？

荆轲有次去榆次找当时天

下第一剑客盖聂讲武，盖聂

怒 目 而 视 ，荆 轲 就 默 默 离

开，不仅离开盖聂处，而且

立刻离开榆次了。另一次

在邯郸，荆轲与另一位剑客

鲁 勾 践 下 棋 ，其 间 略 有 争

执，鲁勾践嘴里不干不净，

荆轲不仅没有回嘴，而且立

马就躲开，离得远远的。

荆轲性喜读书击剑，虽

然功夫可能差点，但也绝非

浪得虚名之辈，否则怎么会

去找盖聂论剑，又会与鲁勾

践下棋，这两位可都是当世

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那么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表现

的这么懦弱胆小呢？若他真

懦弱胆小，又这么敢提一匕

首而入虎狼之地，向天下第

一君主挥匕直刺！作为对

比，十二三岁就闹市杀人的

秦舞阳，在秦廷上走了十几

步就已经面如土色，战战兢

兢。这么危急的时候，荆轲

都能笑着掩饰过去。

可见荆轲不仅不懦弱，

而且神勇、无畏，胸中自有

冲天志向，这条性命，绝对

要成就一番大事，岂能为一

些 蝇 头 小 事 而 轻 易 涉 险 ！

大家想想，十几年后，韩信

也是这样想着，安然下跪，

从一个无赖的裆下爬了过

去，在周围看热闹的人的耻

笑声中，面色如常，心无波

澜。此正是荆轲之避盖聂

和鲁勾践意也。

荆轲如此胸怀大志的

人，本意是要文安邦、武定

国，做一番管仲、乐毅的功

业的。这样一个人，他想都

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居然要

提个匕首，去做刺客。所以

若是太子丹请他去刺秦，肯

定一口就回绝了，而后扬长

而去，绝对不会有任何心理

压力的。那为什么荆轲会

答应去执行这项几乎是自

杀式的任务呢？

这是因为，田光要他去

做！

田光是燕国人，在自己

的国家眼见就要灭亡的时

候，本来就应该竭尽所能。

何况太子丹亲自上门，请他

出手。田光已经 70多岁了，

自己无力去做，但他知道谁

能做。于是就推荐荆轲。田

光知道荆轲志气所在，有能

力刺秦，但绝不屑于去做。

可要做此事，又非他不可。

这基本是个死胡同，但田光

是荆轲知己啊，他有办法。

他把荆轲请来，说太子

丹想救国，想请你去帮忙，

而这事又非你不可，希望你

答应。他也不说具体什么

事情，然后托词说因为太子

丹有过不要泄露的嘱咐而

觉得受到侮辱，然后就自杀

了。

他的自杀，一方面是因

为逼着荆轲去做自己不愿

意做的事情，觉得对不起荆

轲；另一个方面是虽然对不

起你，但也要完成太子丹的

托付，用自杀来激励荆轲。

同时也是道歉，我虽然不该

这样，但是，这个事情非你

不可，违背你的本意，对不

起，我去死。

田光来了这么一手，荆

轲虽然疑惑，但已经答应田

光，即便是刀山火海也要去

走一遭。去见太子丹的时

候，荆轲装着一肚子如何练

兵、如何御敌、如何富国的

策略等太子丹问呢，保不定

还幻想着燕昭王黄金台拜

将、千金买马骨重演呢。不

料太子丹一开口，竟然请他

刺杀秦王。

荆轲听了，半天没有说

话。估计他当时在心里翻来

覆去地开骂：糟糕！掉坑里

了。然而正如田光对他的了

解，荆轲虽百般不愿，但许诺

田光在前，田光自杀在后，无

论如何，都不能拂袖而去。

于是便应允了。这个应允完

全是因为田光。至于后来太

子丹对荆轲的万般尊崇，无

非是出价而已。太子丹明

白，荆轲自然也很明白，俩人

都毫不在意。

假设荆轲不刺秦，或者

会在几十年后乱世中，建功

立业，也未可知。然而，辉

煌事功，有无数英雄豪杰尽

可去做。易水悲歌，提一匕

首刺秦王，唯有荆卿！

荆轲是不幸的，遇到了田

光。违背自己心意，去做了自

己从来没有想去做的事。

荆轲是幸运的，遇到了

田光。人生便如流星，在浩

渺的星空，划出一道炫目的

光，璀璨了几千年。

远眺西山一望收，

凤凰城外有高楼。

松云渐润清虚处，

草色犹萌霁野幽。

德慧泉堂临杏苑，

仁贤香烛伴桃沟。

春邀小寺寻天籁，

涧下梅溪百折流。

人们都知道文水是女皇武则天的

故里，英雄刘胡兰的家乡。而近几年

来过文水的人，也都知道文水县城不

远处有座高楼，远远望去像一把倚天

宝剑，耸立在西山顶。这里就是正在

开发的凤鸣西山欢乐谷景区。

文水自古是凤凰城，前些年把城

关镇改名凤城镇，再加上女皇武则天

的因素，所以文水人喜欢这个“凤”字，

我住的小区虽不大，但还是起名“西凤

小区”。这“凤鸣欢乐谷”，让人想到喜

庆祥和欢乐融溶的场面。大概当年女

皇荣归故里时，岳村 子、桥头大鼓、

马西铙、武家寨锣鼓、南徐群锣欢迎的

场面也能算凤鸣欢乐吧。现在这些文

水的特色锣鼓，已经成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了。

其实，这座楼对我来说是非常熟

悉的，因为在我家阳台上就能看到它

的全貌。有时候白云飘过，鸽子绕飞

的时候，我便用长焦拍摄这里独特的

风景。从摄影角度来说，它的独特在

于拍摄的画面非常干净。不是说绘画

是加法艺术，摄影是减法艺术吗？这

画面才是真正让你想到高楼入云端的

感觉，因为它的背景就是天空中的白

云，偶尔闯入镜头的也只有鸽子。

凤鸣西山欢乐谷就在离县城两三

公 里 的 泉 泉 寺 ，大 概 十 来 分 钟 车 程 。

泉泉寺是一个村，顾名思义因村内有

一座泉泉寺的庙宇而得名。泉泉寺村

虽然离城很近，但毕竟是山村，前几年

路也不太好走，所以这里的村民都住

到城里了。现在已经有了平坦的旅游

公路，还可以沿栈道步行攀登。

走到村口，是一座高大的牌楼，后

面是一座整洁典雅的民居小院。路边

一株不知多少年树龄的古树上，小鸟

在啾啾地叫着。沿枣林路前行，地上

散落着去年的红枣，枣树上偶尔还挂

着几颗。

走出枣林，映入眼帘的就是修葺

一新的泉泉寺。红墙黛瓦，长廊亭台，

朱红色的正门上一排排金黄的门钉和

两只门环，门厅上精美的彩画和精致

的砖雕熠熠生辉。两侧是对称的两座

玲珑阁楼。正门相对的砖雕影壁前，

是一座戏台，由两条壁画长廊围成小

戏园。

影壁上的五龙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真有呼之欲出之势。五龙是古代

中国神话传承的五行思想体现的五个

龙，即青龙、赤龙、黄龙、白龙、黑龙，在

道教中指五行神。也指远古时代汉族

传说的五大部落首领，分别为皇伯、皇

仲、皇叔、皇季、皇少。五龙也指同时

以才名著闻的五人。当然，泉泉寺既

然与泉水有联系，那就离不开龙施雨

沛。《楚辞》中说：“应龙何画？河海何

历？”王 逸 注 此 句 云 ：“ 或 曰 禹 治 洪 水

时 ，有 神 龙 以 尾 画 地 ，导 水 径 所 当 决

者，因而治之”。传说，应龙是和风化

雨的主宰，曾以尾画地成江，助大禹治

水，还能呼风唤雨。随着龙崇拜的普

及，就成了祈雨必不可少的内容。文

水的岳村 子、桥头大鼓等许多民间

音乐，都是由祈雨发展而来的。

泉泉寺红墙上，一株株腊梅在尽

情绽放，在那纯粹的红映衬下，格外耀

眼。放眼望去，层层梯田已经萌发出

春的气息，坡上杏树也在发芽。

凤鸣山谷乐翻天，栈道寻幽叠嶂

前。曲水流觞花海秀，琼林杏语彩灯

悬。田园农舍留生态，都市云楼隐洞

仙。梦里桃源今又见，诗情更待醉峰

巅。站在玖九假日高楼处极目远眺，

晋阳大地千里平畴万倾云涛。不仅一

睹文水平原的风采，交城、祁县的县城

竟 然 也 历 历 在 目 ，仿 佛 就 近 在 眼 前 。

我突然有一种当年王之涣登鹳雀楼时

的感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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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序的过程，是一个兼学

诸艺，勤贯众理的学习过程，是

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朋友们的著作，涉及小说、

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

书法、绘画、摄影、茶道等艺术

门类。且朋友著书立说，又多

是在某一方面学有专攻，研有

所得，从而呕心沥血写出著作

来。而自己呢，却不可能兼通

诸艺，备贯众理。这就“逼”得

也要细读作者的文本，从中学

习有关知识；为旁征博引，还得

参阅有关资料和典籍文献；直

到融汇贯通，足以驾驭、且有感

觉之后，方可动笔。

给侯兆勋先生的《中国茶

文化集研》写序，便是学习茶道

的极好机会。自己虽然喜欢饮

茶，也品尝过一些名茶，但对于

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内容、深厚

内涵，知之甚少。只好认真研

读侯先生的文本，参阅茶道文

献，从中知道了茶叶的分类、各

种名茶的特点、茶具的讲究，饮

茶的礼仪，喝茶的功效，以及有

关茶文化的诗词、对联、故事、

传说等等。几经学习研究，才

写出了《我爱饮茶》的序言，被

《吕梁日报》副刊头条采用。

为王正燮先生的书法集写

序 ，又 是 学 习 书 法 艺 术 的 机

会。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怎么

样，对书法基本是门外汉，要欣

赏、品评王先生的书法艺术，只

得翻阅《永字八法》《易经》《广

艺舟双辑》等经典，结合王先生

书法的特点，写出《字如其人显

正雅》的序言来。

能换位思考是一个

人成熟的重要标志，在

家庭生活中如此，在人

际交往中如此，在生产

经营与社会治理中亦是

如此。

为 什 么 要 换 位 思

考？只因位置不同，利

益不同，所以关注的重

点 也 不 同 ，这 才 是 本

质。如同自私是人的本

性一样，同样不能站在

道德的高度上用对错或

者好坏来简单评判。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

分工愈发细致，很多事

情均需相互协作，并关

照各方利益（当然也包

括情感利益）才能顺利

完成。如果不能站在对

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自

私自利，让对方利益受

损，事情当然就不可能

顺利协作完成。

孔 子 曰“ 己 所 不 欲

勿施于人”，能换位思考

不仅是一个人成熟的标

志，更是一种高贵的品

格。学会换位思考，家

庭才能温馨，经营才能

持续，社会才能和谐，你

我才能幸福！

和紫砂壶另一款经典器型

“石瓢”的千变万化相比，仿古

壶可谓是“以不变应万变”，以

其传统的造型和实用的功能为

广大壶友、尤其是资深玩家所

喜爱，可以称之为“紫砂壶必玩

壶型之首”。仿古壶是一款值

得细细去品味的壶型，我使用

的第一把紫砂壶就是仿古壶，

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特别实

用、气度非凡、百看不厌。

仿古壶最经典的就是《大

亨仿古》，现在最常见的仿古器

型都是临摹这一款式。关于仿

古壶的名称由来，一开始的时

候写作“仿鼓”，是从其造型的

形态似一面我们生活中敲锣打

鼓的扁鼓而得名，在后来的传

承过程之中，此壶被临摹的程

度很高，为了方便，于是写作

“仿古”，其中也蕴含了是仿照

前辈的作品而来之意，一直延

续到今天。仿古壶器型朴实无

华、饱满充实，给人以端庄稳重

之感。壶身扁圆，上下收敛，中

间鼓起，犹如一面鼓，壶钮、壶

盖、壶身以三圆垒叠，显得连贯

呼应，壶嘴微弯、壶把成耳形，

与壶身浑然一体，整体骨肉亭

匀，收展有度，一气呵成。

说到仿古壶，必须要提到

它的首创者邵大亨，清代道光

咸丰年间著名的紫砂巨匠，也

是 20世纪最伟大的紫砂艺术家

顾景舟最为崇拜的前辈。邵大

亨的作品在清代时就被收藏家

视为珍宝，被誉为“一壶千金，

几不可得”。他的作品有仿古

壶、掇只壶、掇球壶、德钟壶等

等，可以说紫砂传统圆器的半

壁江山，几乎都是邵大亨打下

来的，由此可见一斑。

“仿古壶做好了，其他壶型

也大多能做好。”这是宜兴的紫

砂匠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仿古

壶外形看起来简单，没有什么

特别花哨的装饰和步骤，这把

壶的关键在于腹扁而不塌，要

求张力十足，但是不能显得过

分张扬，既要给人以鼓舞士气、

振奋精神的气势，还要把国人

含蓄内敛，低调朴实的性格特

征凸显出来，特别考验作者的

技艺功底，可谓是“简约而不简

单”。在制作的过程中，仿古壶

要求整体过渡平稳，线条流畅，

给人以古朴、雅致、不张扬的感

觉。一把好的仿古壶，会呈现

出一种历经沧桑后岁月静好的

韵 味 。 具 体 到 紫 砂 壶 部 位 之

中，要求壶嘴与壶把一张一弛、

相互呼应，式度优雅、和谐统

一。壶嘴的处理决定着出水的

流畅与否，壶把的设计关乎着

端握的舒适程度，这两个元素

处理好了，就为紫砂壶良好的

实用性和精气神奠定了基础。

所以，从一把仿古壶，就可以体

会到紫砂艺术的迷人魅力之所

在，也可以感悟到其中蕴含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理念，引

起我们强烈的心灵共鸣。

良子高中毕业后，就回到离县城

很远的小山村放了羊。他偶尔也到县

城办事，难免要和二三同学相遇，自然

寒暄几句，互留手机号码，再拉一些客

气的话就匆匆告别了。

二十年后，正流行各种聚会，班上

几个热心人也提议搞一次高中师生联

谊会。大家一致响应，于是分头整理

通讯录，建立微信群等。

离聚会的日子近了，班长和团支

书分别通知聚会事宜，竟发现有一个

号码是空号，是良

子 的 。 班 长 和 团

支 书 到 母 校 查 询

了 良 子 的 家 庭 住

址，就抱着试一试

的 想 法 驱 车 向 良

子的山村奔去。

山 势 回 环 曲

折 ，山 路 坑 坑 洼

洼，看着近了，走着甚远，临近村时，还

不得不驻车步行。经多方打听，才找

到良子的住处——三孔土窑洞的院

子，中间住着爹娘，两边住着良子和哥

嫂。

班长和团支书经良子爱人指引，

在村后山梁上才找到了放羊的良子。

老同学相见，各发一声喊，都没忍住，

相拥在一起，热泪滚滚。

二十年里，大家都忙于生计，岁月

的刀无情地在脸上刻下了不少皱纹，

但昔日相处的情意却毫不褪色。班长

和团支书看到良子的光景，早已是满

满的辛酸和愧意。

“良子，你狗日的咋给同学们留个

空号？”

良子一脸歉意，好一会儿才吐出

几个字：“对不起，我不该骗大家呢！”

班长还想说什么，团支书让他快

看羊。原来良子的每头羊脖子上都

挂个牌子。再看每个牌子上的字，竟

让他们都笑了。原来每只羊牌子上

的字都是班里每个同学的名字。头

羊牌子上自然是班长的名字。团支

书 在 头 羊 旁 边 也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名

字。还有其他男女同学的，有的连他

们都记不清呢！

“良子，你真逗，竟把每个同学当

羊放了，你有多少只羊？”

“四十五只，正好咱班的人数，我

怕有一天见了同学们叫不上名字丢

人，闹着玩的。一个人在山上闷了，就

和羊说说话，就像又回到了上学时代，

也挺有意思的……”

班 长 和 团 支 书 唏 嘘 过 后 说 明 来

意，并再三嘱咐良子，聚会一定要来，

什么也不用准备。良子满口应承。他

们要走，良子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目送

他们远去。

聚会是在县宾馆进行的。同学相

见，很快就打成一片，好像从来就不曾

分别。只有良子能叫出每个同学的名

字，这也许都源于他羊养的创意。坐

在下面聆听几位老师的发言，良子感

觉又回到了难忘的上学时代，回到了

苦涩又甜蜜的青葱岁月。忘不了同学

们一次次偷偷塞进他书包里的饭票和

馒头，忘不了老师们一行行用红笔在

作业本上留下的鼓

励和期待。能上完

三年高中，他已很

知足了。

聚 会 结 束 ，大

家 的 通 讯 录 里 有

了 良 子 的 新 手 机

号 码 。 那 是 组 委

会 悄 悄 给 良 子 买

的手机办的新号。大家又帮助良子

注册了微信号，把他拉进微信群。班

长在群里说：良子，你把我们养肥了，

以 后 就 在 网 上 卖 ，卖 不 了 就 还 给 我

们，大家给你发红包，怎么样？早已

泪流满面的良子抖抖索索在群里发

了五个字：好，谢谢大家！同学们经

班长解释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要预

订良子的羊肉。

聚会的一张留念照上，似刚理过

发的良子被大家簇拥在中间，笑得最

为灿烂。那时，他们正在齐唱那首经

久不衰的歌——《永远是朋友》。

（一）
吐绿俏枝歌，

东风起舞娑。

仙姿柔醉意，

倩影抖粼波。

（二）
和风细雨裁，

唤醒嫩枝开。

紫燕双双绕，

游人入画来。

（三）
垂绦袅入池，

风起弄春枝。

倚翠桃姑笑，

人欢赏景时。

祖国啊

我爱你

我多想做一只雄鹰

在你怀中飞翔

我多想做一棵小草

装点你一路风景

亲爱的祖国啊

我就做一面红旗

把五星映入心间

兼学诸艺
勤贯众理

□ 梁镇川

◇写序琐记五

◇收藏·紫砂壶六

经典器型之仿古
□ 雒元元

永远是朋友
□ 张明亮

◇小说轩

换位思考
□ 郭宏春

◇偶得
咏柳咏柳

□□ 冯利花冯利花

祖祖 国国
□□ 贺成林贺成林

黑茶山

你是个神话的大王

你的灵魂穿行在崇山峻岭

把山上活着的灵魂唤醒

蓝天 白云 森林

这里是神灵的窝棚

这里是众山神的灵魂之地

那山下种田的老农

溪流潺潺的湫水河声

山头掠过的山鹰

用大山颤抖的笔锋

写出了你心里的忠诚

这片土地

红的不能再红

就像天空的晚霞

把这里红色文化用汉字串成

美丽的乡村倒影

山上有无数脚印

迈着碎步走过岁月的伤痕

年岁匆匆

永远回荡在黑茶山上空

多少年了

你迷人的风景还是这样

远远卧着

似一道屏障

其实是绿色的山岗

常常移动地方

极象小白兔一样

老啃着黑茶山峰

那片墨绿色的草坡

云朵

黑茶山黑茶山（（外一首外一首））

□□ 吴保平吴保平

顾景舟作品《大亨仿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