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写逍遥游，开篇就讲故事，自己讲、

借《齐谐》讲、借商汤讲，并让寒蝉、小鸟等等

发声，让他们登上舞台，表达各自的逍遥。

现在，轮到他总结陈词了。他说，我讲

故事、打比方，就是想说以上这些逍遥都是

有条件的、有范围的、有依托的、相对的。

就好像人一样，根据格局的大小、眼界的深

浅 、能 力 的 强 弱 ，分 为 各 种 类 型 、各 种 层

次。从小到大，分别可以胜任职位、做最优

秀的人、辅佐君王、统治国家。

这四种人，自己看自己，非常满足和自

豪。就好像上面提到的寒蝉、小斑鸠、雨后

的蘑菇、夏天的小飞虫、池塘边的小麻雀等

等一样，都是那样自得。在他们各自来看，

自己的境界才是逍遥的，其它的都是可笑

和局促的。

然而，这些在宋荣子看来，都是可笑

的，觉得他们和小虫一样，哪算个什么呀，

值得那般自得。

宋荣子为什么笑话他们呢？因为，他

的境界更为高妙。他独立于世，能够明了

理想和现实、内心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

分别，面对荣辱，处之泰然，没有一点影响。

他的境界，即便是全天下的人都夸奖

他、赞美他，他也无所谓，不会因为这个便

更加表现一下；即便是全天下的人都否定

他、取笑他、侮辱他，他也无所谓，不会因为

这个而稍微更改自己的行为意识。

他的程度这样高妙了，但是，他仍然感

到有做得不到的地方，还在想，怎么样能够

再更上一层楼。就好像是修炼《大龙象般

若功》，最高境界是第九重，宋荣子这是第

七重。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知道，有人

练到了第八重。第八重，是什么境界？列

御寇的境界！

列御寇可以乘风飞行！

当然我们现在坐飞机，也可以飞。但

是列御寇什么都不用，只要借点风，就可以

飞，飞在空中，凉风迎面，一望无际，随心所

欲，想去哪里都可以。而且，他可以这样整

整飞行半个月，才需要休息一下。这都可

以绕地球一大圈了。

但是列御寇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因为

他虽然可以飞，但若没风，也是毫无办法。

就好像大鹏，借扶摇之力，才能直上九万

里。若无风借力，也是一筹莫展。

那么，逍遥游最高境界是啥呢？《大龙

象般若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庄子请出了三位世

外高人肩吾、连叔、接舆，他们是好朋友，常

在一起喝酒聊天。这一天，肩吾对连叔抱

怨说，咱们那个朋友接舆，说起话来没边没

沿，夸大得不得了，牛皮吹得能把天捅个窟

窿，净讲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连叔很感兴趣，问，他说什么了？

接舆说，列御寇会飞，虽然很高妙，但

还有人比他的境界还要高深，这些人就住

在北方的藐姑射山中。

他们仪态万方，漂亮得像是用玉做得

一般；他们不需要吃饭，饿了渴了就餐风饮

露；他们会腾云驾雾，还招来飞龙当坐骑，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这还不算，因为他们住在藐姑射山，所

以山周边几百里，都风调雨顺，所有接近他

们的人，都心想事成，健康快乐。世上哪会

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这都是他酒后的疯

话。

连叔听了，说，你呀，你呀。听过一句

话吗？给盲人看锦绣文章，让聋人欣赏钟

鼓之声，都是徒劳无功的。盲聋不仅是眼

睛和耳朵的问题，人的见识、格局都存在盲

聋的情况。你就是这样呀！

接舆说的都是真的。实际上，接舆怕

你不能理解，还有些没有告诉你。那些人，

即便是天降洪水，淹了大地，或是十个太阳

齐出，把石头烤化、把大地烧焦，都不能让

他们感受到一丝一毫的不舒服。

他们的境界意念，高邈难测。就是身

上掉下来的毛发污垢，随便捏一捏、搞一

搞，附在人身上，都可以令人达到尧舜的境

界。他们已经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随心

所欲，毫无约束。

在他们眼中，世间的事，外在的“物”，

算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一丁点

的用。所谓“物”，就是外在的一切，功名、

天下、财富、权势、胜负、生命等等。

拘泥于“物”，就不会逍遥游。固然，在

“物”中，也有“逍遥”，但这些是虚幻的逍

遥、有限的逍遥、微小的逍遥。只要拘泥于

“物”中任何一样，就会被这样东西所束缚、

所拘禁、所控制，它带来的逍遥，与真正的

逍遥，隔着无数个九万里。

列御寇可以飞十五天，已令人赞叹羡

慕，但他离不开风的控制。现在，接舆告诉

我们，藐姑射山上居住的人，随心所欲，自

由遨游于宇宙，与宇宙融为一体，于“物”无

有所求，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逍遥游了。

接舆道明了逍遥的最高境界。就是可

以顺应自然的变化，可以与自然、与世界融

为一体，不拘泥于所谓属于自己的“物”。自

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如同一滴水融

入大海，一粒尘融入虚空，一丝风融入扶摇。

这样的话，即便是遨游宇宙，又会有什

么阻碍呢！

至此，逍遥游的秘诀“至人无己，神人

无功，圣人无名”，精义就一个，“无我”而

已。无我，则万物为我，我为万物。万物之

中，任我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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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

很 长 时 间 没 有 看 纸 质 书 了

——手机的碎片文化及电子书是

我全部的阅读，直到听说李心丽

的长篇小说《命运的魔方》由北岳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时间

在淘宝下单。

我 和 李 心 丽 是 很 久 的 朋 友

了。这些年，知道她一直在写。

大部分时候，她的作品在什么杂

志上发表了或是出了集子了，她

并不告诉我，我也很少记得去问，

见面的时候只是随便扯些不相干

的话来说。

但是，碰到了的时候，我是会

读的，比如《迷藏》比如《流年》比

如《老去》。在我看来，读心丽的

作品，是相对轻松和愉快的事，她

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温柔、平

和，也隐有筋骨棱角，却不是为伤

人的，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温和女

子内在的倔强和坚强。

因此，阅读《命运的魔方》的

过程中，我恍惚有一种感觉：好像

我和心丽面对面坐在一个咖啡店

的僻静角落里窃窃私语。她在

说，我在听，偶尔作为回应发出一

个“嗯”“噢”之类模糊的声音，似

乎在说“我理解，我懂得”，或者是

“原来是这样啊……”

这 样 一 种 诉 说 与 倾 听 的 关

系，是李心丽用她不急不躁的叙

述语言构成的。从一个婴儿的出

生开始，山村人家桑来福家的所

有家庭组成人员都到齐了，这个

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面世的条件具

备了。

于是，承载着桑来福一家喜

怒哀乐的历史车轮滚动着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驶向二十一世纪

的今天。是像老桑家一样的千

千 万 万 个 家 庭 在 推 着 历 史 前

进？还是历史这辆大车拖着拉

着 裹 挟 着 老 桑 一 家 人 朝 前 去 ？

这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但可

以肯定的是，李心丽这本不算厚

的长篇，其中可见时代，可见人

物，是一本站在坚实大地上立得

住脚的作品。

是的，可以说李心丽的笔触

是细腻的：桑来福在已经有了四

个女儿之后，在期待与不安中迎

来自己的第五个孩子，他把贴在

各处的红纸喜帖贴错了，但他将

错 就 错 了 ，他 想 ：这 又 不 会 犯

法。——这样一个细节，看出了

桑来福的失落，也看出了他的接

纳，还看出了他的善良与坚韧。

可以说，只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

就可以给桑来福这个人画出像

来了。

在之后的整本书中，桑来福

就是以这样的性格特征立定了脚

跟。而且，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李

心丽也为后面的换子（女）情节埋

下了伏笔。在李心丽的新书分享

活动中，有的读者把桑来福的这

种就想要个儿子的愿望解读为落

后时代里落后农村观念中的重男

轻女。对这个观点我是不能认同

的，相信作者也不是这个意思。

桑 来 福 就 是 想 象 着 有 个 儿

子才能与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

沟通吧？当然千百年来的传后

的观念也是有的。他的盼望落

空了，他失落；但他还是去贴喜

帖，表明了他对第五个女儿同他

的前四个女儿一样给予了接纳；

这份接纳，同时也是善良；他的

将错就错，告诉人们：女儿不比

儿子低一等，谁能把我怎么样？

是坚韧。桑来福没有把女儿看

低一等，他的女儿们在此后的岁

月中也回报给他不输男儿的帮

衬和加倍的女儿的贴心。

作为一本小说，这样地让人

物 形 象 立 起 来 的 细 节 随 处 可

见。李心丽可以说深谙此道，运

用得也是得心应手。就在她细

致的铺陈之下，以桑来福一家在

改善生活的道路上父母与子女

拧成一股绳般的聚合力为主线，

以易子（女）而养状态影响下的

一家人的情感起伏波折为辅线，

展开了一幅山村百姓在人生道

路上平实而令人感动的日常生

活画卷。

同时，这所有的细腻的笔调，

其实都落笔在一个比较宏大的时

代背景之上。李心丽的这本小

说，并不是如当今一些女性作者

惯常所写的情感小说一样，关要

一间雅室里自说自话。土地承

包、计划生育、刚刚开放的市场经

济……所有这些，着墨不多但是

从始至终以淡淡的线条背景式地

存在着。这个背景的存在，让所

有的故事有了依托。

作为朋友，我总是记得她最

初是写诗的，写的诗是很有灵性

的，也总是记得，她当初在乡镇工

作时写的那一句“没有散步的街，

就在心里走走”。嗯，尽管后来她

改写小说了，但是注重“心”的这

个写作特点，倒是被她一以贯之

地坚持下来了。这本《命运的魔

方》也不例外，是用心地写心的作

品。这是非常可贵的。

同样，作为朋友，其实我在好

几年以前就知道李心丽在写一本

《老桑家的行政》的书，第一眼看

到《命运的魔方》这个书名的时

候，我没意识到此即彼。看完整

部小说，我对这两个题目在心里

作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其实还是

《老桑家的行政》比现在这个题目

更合适。理由如下：

“魔方”的变化，是需要有一

只凌驾于其上的手的操作而发生

的。而老桑家每个人的命运，其

实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们所有

的劳作所有的付出，在当时都有

一个心底的基石给自己压阵——

这块基石的名字就是努力幸福。

他们不是盲目地被操纵的。即使

如桑树和梁小鱼这对被调换了的

孩子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似乎是

被谁操纵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吗？换了家庭换了父母，是换了

一个生存的环境，并不代表换了

命运。

桑树小小年纪辍学走上打工

之路，并不是老桑这个家庭环境

逼着他作出这样的选择的，而是

他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选择，他

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梁小鱼

在矿工的家里以唯一的女儿的身

份被宠爱着，也并没有因此受环

境影响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反而

她的方方面面还是带着基因的影

响而和生身家庭的姐姐殊途同

归。可以说，他们的命运都是把

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是主动者，

不是被动地被操纵着的；从另一

个方面来说，《命运的魔方》这个

名字，是故弄玄虚的，有很浓厚的

迎合市场的味道。这与作品本身

所描写的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是

格格不入的。

读《命运的魔方》，我其实很

容易看出这是一本“自传”性质

的书。就是说，书中的桑来福一

家就是以作者自身的家庭为原

型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使

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陈述的语

言比较多，而描述的语言相对就

少。所以，这部小说，有些长篇

散文的味道。这在写作形式多

样化的今天，本来也是无可厚非

的。但是，毕竟还是以小说的面

目面世，书中，桑家姐妹们在互

相交谈的时候，称自己的父母为

“ 父 亲 ”“ 母 亲 ”，而 不 是“ 爹 ”

“妈”，这一点，我还是觉得有点

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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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啼绿柳，
皓月醒长空。
最爱垄头麦，
迎风笑落红。

小满小满
【宋】欧阳修

山城浓雾迷航道，银鹰

折翼林摧。陕甘边镇泪纷

飞，冷风凄雨暮云垂。

陨落英魂华夏佑，彩虹

寰宇彰晖。黑茶山耸耀丰

碑，烈贤遗志刻心扉。

《红军娃》是由山西省孝义市文化和旅游

局监制、孝义市文化馆新近编排的一部木偶

小戏。该剧已被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工程”“百年百项”小型作品创作计划（100部）

重点扶持作品。而且,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组

织专家对这次入选的“百年百部”作品进行打

磨提升，并组织优秀作品在全国进行集中展

演。近日，我有幸在互联网上观看了这部孝

义木偶小戏的视频录像，认为这是一部思想

性和艺术性俱佳的，别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优

秀小戏，的确值得一看。

“一曲佳话众口唱，事发吕梁小山村”，

“唱的是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到吕梁。”，这部

小戏结构精巧，开头和结尾用民间艺人的三

弦弹唱，起戏和落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大地

流传和民间传唱的“历史气质”，是数十年后

民间大地响起的“历史的回声”,艺术地起到了

“新编新创排成戏，饮水思源唱党恩”的思想

效果。小戏的剧情故事，也是知名编剧霍锁

昌根据当年红军东征途中流传在孝义境内西

董屯村的真人实事改编创作的。1936 年，红

军东征渡过黄河到吕梁，阎锡山政府到处宣

扬红军是“土匪”，“杀人放火”。一天，红军从

村里经过,村民武大爷、武大娘藏在窑顶偷偷

窥探，发现儿子武双龙和儿媳妇上街上看热

闹，被部队带走了。老两口十分着急,以为儿

子被抓了壮丁、儿媳被抢进了观音庙。心急

如焚，赶到村东的庙前要人，还动手打了红军

女战士。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儿媳在大街上看

热闹动了胎气，孩子又难产，红军医疗队将她

带到此处，帮助她顺利生产。老大爷十分感

激却又非常后悔，并要求女战士打他。女战

士说红军就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爹娘打闺女

几下，是亲是爱是缘分。武大爷更觉得这孩

子与红军有缘，提议道不管生男生女都叫“军

娃”。“红军娃”之名，由此而来，寓意孩子是红

军救下的娃，红军娃就是要沿着红军的足迹

走，长大也要当红军干革命。

综观这部木偶小戏，我觉得有下面几个

鲜明的艺术特点：

一是以小见大。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

党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毛泽东的指挥

下 ,击溃了晋军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

山西五十余县，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俘敌四

千余人，同时，扩大红军八千余名 ,筹款五十

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三十多支，建立了县、

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在山

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是一次影响中国

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

斗序曲，可歌可泣，期间的故事很多。但是，

编导采用民间野史与个人化经验的叙事策

略，从一个“小切口”切入宏大叙事，选取村

民武大爷两口与红军的一场小误会，来反映

红军东征的精神，以小见大，接地气，通人

气，扬正气，感染人。的确，这是这部小戏编

导的独到之处。

二是以曲动人。明人傅山曾给民间戏

台撰联曰：“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折；

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他一语道

出 了 戏 曲 的 重 要 特 点 ：愈 曲 愈 好 ，越 戏 越

真。这部小戏不是平铺直叙阎锡山怎么造

谣中伤，红军怎么宣传革命真理，而是通过

武大爷、武大娘的偷偷窥探，运用他们的视

角，去反映他们的担心害怕、急火如焚，怒不

可遏，后悔难过，开怀大笑，曲曲折折，小误

会引出大真情，能够在较短的十几分钟内，

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真实性，达到了

“以曲动人”的艺术效果，使这部小戏充满了

应有的艺术张力。

三是以虚写实，或者叫以侧面写正面。

编导深悟小戏的特点，篇幅小，剧情短，人物

少，但它还必须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而且要感

染人，打动人心。所以，该剧没有正面去反映

红军如何进村、如何在观音庙里接生等等，而

是通过武大爷两口在窑顶偷偷窥探时对话的

情感变化,来侧面反映红军进村的大场面，通

过武大爷两口与红军女战士在观音庙外的矛

盾冲突，来虚写红军医疗队给他儿媳难产接

生的场面。这种不是从正面主攻的侧面描

写，很是高明，达到了以虚写实的目的，使这

部小戏更具感染力，更具艺术魅力。

四是以情说理。我们知道,这类戏很容易

写成过场戏、说教戏，但是，该戏的编导没有

去反映红军如何贴大字报、出黑板报、上街表

演节目，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如何宣传教育

群众，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通

过武大爷前后对红军的情感变化，与红军女

战士的矛盾冲突，从担心恐惧到勃然大怒，从

勃然大怒到后悔莫及，从后悔莫及到开怀大

笑，艺术地呈现出了“红军东征是来传播革命

真理，发展壮大咱穷人队伍的；红军东征是来

打反动军阀、斗土豪恶霸，解救咱受苦受难的

老百姓的”。艺术地呈现出了老百姓从内心

深处认为红军“惩恶惩邪除残暴，救苦救难送

福音”“秋毫无犯走天下，关爱百姓铲不平”的

真情实感与精神记忆，使这部小戏既达到了

讴歌党、讴歌红军、讴歌人民的艺术效果,而且

更具有人性的维度、历史人文的宽度和文化

精神的高度。

五是以俗化境。这部小戏还有一个最大

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特征和

地方文化特色。三弦弹唱、孝义木偶戏、皮腔

碗碗腔、扭秧歌等等，都是吕梁市以及孝义市

的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这部小戏能够把这些具有浓郁地方风俗

文化特色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

巧妙地进行舞台艺术映像，通过对这些民间

化、风俗化舞台表达手段的综合运用，特别是

剧作最后“军民同扭秧歌”的大欢乐场面，艺

术地升华了“红军娃，一声啼叫拨疑云，众百

姓，打开家门迎亲人”的舞台效果，艺术地深

化了“军民鱼水情更深”“饮水思源唱党恩”的

主题思想和精神厚度，具有一种“以俗化境”

的戏曲审美风格。

孝义木偶小戏《红军娃》的剧作编导、音

乐设计、木偶形象的设计制作和舞台表演，都

是比较成功的，都是艺术家们集体创作和共

同劳动的艺术结晶。这部戏也给我们一个重

要的启示，尽管是小戏，但是也不能脱离戏剧

的根本：第一是人，戏剧必须以塑造人物形象

为本,要以人为本，在典型的环境中,去表现人

物特定的情感，表现人物之间特定的矛盾和

冲突，去塑造人物形象，写出时代的真实和人

性的真实；第二是情，艺术的真谛就是以情感

人、以情动人。戏剧哪怕是表现思辨性哲理

性的内容，也必须诉诸于人的情感。小戏虽

短，也必须如此，因为舞台上的说教和宣讲，

不管词语如何华丽和深刻，都是无法打动观

众的；第三是诗意，别林斯基说，戏剧是艺术

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而明珠的光芒，正在于

其艺术的诗意。戏剧的诗意，应该是在整体

叙事的逻辑真实、情境真实、细节真实与人性

真实，共同生成的艺术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孕

育生成、浑然呈现的；第四是整体性，小戏虽

小，但是，也要靠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总

体面貌，来实现其艺术目的和艺术效果，因

此，必须尊重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实现主题

与 思 想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有 机 构 成 与 有 效 融

合。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山西

故事，讲好吕梁故事，同样需要继承中华文化

的优秀传统，更要立足本土，抓住本来，吸纳

外来，创造未来。

红色吕梁
（（ 词 四 首词 四 首 ））

□ 苏青

一 曲 佳 话 唱 天 下一 曲 佳 话 唱 天 下
——评孝义木偶小戏《红军娃》

□ 马明高

今年正月去姑姑家，带回一盆蟹爪兰

花，顺手摆放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细细打

量了一番，花盆用的是普通的黄土，花长得

不旺，花盆边有一株嫩芽芽的小草。花盆

是花的专属天地，长草不合适吧？我动意

拔除它，又迟疑了，看着小小的鲜嫩的幼

苗，不失活泼可爱，特别是联想到对生命的

尊重，心生怜悯，就留存了下来。

不曾想，几个月来，随着蟹爪兰蓬勃的

长势，小草也在不甘示弱地成长，长了、高

了、更加可爱了。花草同一盆，各自有风

采，观之思之别有一番情趣。

对于养花，我是外行，知之甚少，全然

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冥冥中感觉到自己

还是个有花缘的人。在大办公室三年当

中 ，遇 到 前 主 任 走 时 放 置 下 的 一 盆“ 铁

树”，花起初有三尺左右高，蔫不拉几，枝

叶打不起精神来。我坚持用剩下的茶水

浇花，把茶渣倒在花盆里，花越长越气势，

最让人心花怒放的是 2018 年夏季盛开了

浓香的白花，足足有十多支，持续开了两

个月。花絮纯白、花枝飒爽，花香袭人、华

韵娇贵，整个楼道里充满了它的香味，引

来诸多同事亲友观赏赞叹。这让我无形

中生发了自信，也为我结缘蟹爪兰做了坚

实铺垫。

生性不善动手操作事务，也缺乏研究

的耐心，面对蟹爪兰我依旧用的是老办法，

以茶渣为养分，以茶水来浇灌，探索了几

天，感觉到适销对路，便简单地重复着，乐

此不疲。渐渐地我看到，眼前的花身子明

显地直挺起来，枝叶伸展开来，精神抖擞的

样子，而那个曾是小小不点的草苗苗也长

了一大截，细长的模样，并不难看。心里嘀

咕着，让这苗草长着呢，还是一拔了事，迟

疑了一会，决定还是再留下来，让它继续生

长。

花盆里的草就这样一留再留，留下来

便快速成长着。许是办公室里的环境中适

合它生长，许是草的对环境的适应性强，长

势很是喜人。更多地，我在想：这株草非同

一般，它有感恩之心，它对来之不易的机会

倍加珍惜，分明是在用长的方式和我对话

交流，它呼呼地长了起来，甚至有疯长的姿

态。只见她，主秆超过了蟹爪兰，枝叶成絮

状下垂着，颇有与花相媲美的样子，至少是

在努力地与花匹配，尽量避免因为它的存

在而影响了花的美丽，《小草》那首歌就是

它生存状态的深情展示。

一次，有朋友来访，细心的他看到花盆

里长着草。“给你拔了吧，花盆里长着草，碍

事呢！”我急忙制止，“可不能，我把他当灵

芝草养着呢，专门留的。”朋友纳闷不解，

“哎呀呀，真是怪事，明明是毛毛草，怎么能

看成灵芝草”，我说了我养草的理由，朋友

哈哈大笑，说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若有

所悟，不虚此行。两人围绕草深谈了一番，

彼此尽兴开心。

这次叙谈，让我对花盆里的草的认识

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天的面对中，总会时

不时盯着看它几秒，越看越觉得亲切。我

希望它能与花一样快乐成长。介于眼下花

盆小，影响了它们成长，计划再过两个月，

专门请给我移栽过铁树的好友进行移栽，

当然是原状移栽，让一花一草的成长空间

更大些，环境更舒适些。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两句话

普识度极高，我套用作“一花一世界,一草一

菩提”，这是一种极为个性的感受，也是真

切的心境。

有时我设想，假如有一天这株草枯萎

了，我会心情非常失落，或许也会学林黛玉

《葬花吟》，写一篇《葬草吟》，表达一段特别

的情绪历程。

草在花盆也可爱
□ 雒晓利

◇人间味道

编者按：中国科学技术

馆党委书记苏青，近期走进

吕梁老区，参观红色景点，重

温红色记忆，深受教育，颇多

感触，遂填词四首，表达对革

命老区的敬仰之情和对革命

先辈的深切缅怀。

本刊全文刊出，以飨读

者。

黄河东渡新程迈，挥戈

踏浪从容。三晋燕赵猎旗

红，挺驻西柏缚苍龙。

解放全国揭序幕，太行

饮马弯弓。翻身民众郁葱

茏，雄鸡一唱亮长空。

临江仙·谒毛主席东渡
黄河纪念碑

后委中央驻临，筹粮筹

款征兵。全国革命大本营，

保障参谋若定。

民众支前踊跃，同心协

力争赢。湫水河畔水鱼情，

挥帜高歌前进。

西江月·谒中央后委驻
临县历史陈列室

青 塘 美 景 赛 天 堂 。 千

亩苇林扬。王家大院名庄

落，古戏台、韵唱悠长。百

载教堂，慈心润化，海眼水

流汪。

当年鏖战奉衷肠，后委

驻医防。如今致富脱贫帽，

振乡村、邻睦安康。湫水河

畔，晋西名产，户户粽飘香。

一丛花·赞临县前青塘
村

临江仙·悼黑茶山“四
八”遇难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