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艺副刊2021年8月15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牧 责编：李牧 校对：白颖凯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
人
间
味
道

范雎和郑安平来到秦国，暂时寄住在王

稽家中，悠悠闲闲地过了一年多。

当然，像范雎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白白地

傻等。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把秦国的情况

摸了个底儿清。

当今的秦昭王嬴稷，是前任秦武王同父

异母的弟弟，秦武王驾崩后，嬴稷在赵武灵王

的全力支持下，在母亲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的

拥护下，得以继任。

那个时候，秦昭王只有 19岁，所以朝政由

宣太后和魏冉把持。过了两年，秦昭王亲政，

但宣太后依然大权在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

宣太后说了算。但是宣太后对秦昭王很不

错，非常尊重他，所有的决定都要请秦昭王批

准、发布后才执行。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三十多

年了，这期间秦国政治清明，国强民富，拓地

千里，俨然是天下霸主。所以，秦昭王对这个

现状，似乎也没有什么不痛快的表示。当然，

他心里怎么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秦法严厉，秦国上下对此都没有什么说

法，但是常常会有些来到秦国的外国人，会对

此说三道四，肆意指责。所以，魏冉非常憎恶

外国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提防外国

人入秦的原因。

范雎这一年来，边观察边思考，一个完美

的谋划在心中逐渐成熟了，现在，万事俱备。

一年之后，穰侯魏冉要出兵攻打齐国，范

雎得知此事，略一沉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

了。他通过王稽上书秦昭王，核心意思就是：

贤明的君主，敬才爱才。我有要紧的话想献

给大王，这些话不能写下来，也不能通过旁人

来转达，必须要当面说给大王听。大王听了，

若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甘愿就死。

秦昭王看后，对王稽说，明天让张禄来离

宫见我，不要让旁人知晓。

第二天，王稽带着范雎往离宫而去，走到

离宫附近，范雎远远望见秦昭王的车队来了，

假作不知，故意闯进永巷，卫士急忙拦住，说

大王马上就到了，你赶紧离开。

范雎大声说，秦国不是太后和穰侯执政

吗，怎么还有秦王？

卫士呵斥范雎，双方吵作一团。秦昭王

的车队很快就走近了，询问为什么吵闹，卫士

们把范雎的话说了一遍，秦昭王听了，不置可

否，不发一言。

随后，秦昭王在离宫召见范雎，待以贵宾

之礼。两人面对面跪坐下之后，秦昭王说，先

生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呢？请讲吧。

范雎这时候，反倒哼哼哈哈，顾左右而无

言了。

秦昭王见状，令左右的侍从都下去。对

范雎说，现在，没有旁人了，先生有话就说吧！

范雎依旧不言。秦昭王想到范雎所谓

“秦国只有太后、穰侯，没有秦王”的话，不觉

直起身子，长跪而言，先生，秦国的事情，都可

以说，即便是上至太后，下至大臣，都可敞开

来说，我绝对不会怪罪先生的。

范雎这个时候，站立起来，朝秦昭王跪了

下去。秦昭王见了，也急忙起来，和范雎对跪

了一下。两人重新坐好。

范雎说，秦国的地利位置，进可攻、退可

守，乃王霸之地；秦国的军民，是天下最好的

军民。但为什么近些年来，秦国在争霸天下

的大业中，始终进展不快？这是因为，秦国的

大策略出了问题。我前天听说，穰侯又要出

兵攻伐齐国。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隔着韩

国和魏国。我们费那么大的劲去打齐国，除

了劳民伤财，又有什么好处！

秦昭王说，那该怎么办？

秦欲霸天下，远交而近攻！

何谓远交近攻？

远交，就是与离秦国远的国家，比如齐国

和楚国，搞好关系；近攻，就是对与秦接壤的

国家，有机会就攻伐。这样，无论攻下多少土

地，都会为大王您所有，并能增强大秦国力。

如此慢慢蚕食，韩魏迟早成为秦国的。韩魏

成为秦地，那么，齐楚赵燕，岂能持久！不出

几十年，天下必成大秦的囊中之物！

秦昭王听了，拍案叫好。他兴奋地站起

来，说，先生请受我一拜，先生的远交近攻，为

我大秦统一天下指明了方向啊！

第二天，秦昭王叫停穰侯攻齐计划，并将

远交近攻定为秦国的国策。魏冉对突然冒出

来的范雎很是讨厌，无奈秦昭王极端宠信范

雎，他也毫无办法。

转眼之间，范雎在秦国已经四五年了。

这几年里，在范雎的谋划下，秦国不断蚕食

魏、韩，夺取了不少土地，范雎与秦昭王的关

系也更加密切。

有一天，范雎对秦昭王说，我有一些话，早

就想对大王说了。秦昭王说，好啊。

范雎道，任何一个国家，王权应该是至高

无上的。但是，现在太后和穰侯，权势比大王

您大；他们的财富，比王室都多。秦国的很多

人，只要听到是太后和穰侯的意思，就全部听

从。虽然太后是您的母亲，穰侯是您的舅舅，

但是，权势面前，难保不出现什么不测。赵主

父一代雄主，就因为李兑、赵成专权，最后被

困沙丘宫饿死；齐国崔杼擅权，齐庄公被其杀

死。秦国现在，人皆知有太后、穰侯，不知有

大王，这个情形，太危险了。

秦昭王听了，惊出一身冷汗。连忙说，先

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如何是好？

范雎说，太后是您母亲，您亲自去说，把

这番道理讲给她听。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和

支持的。有了太后的支持，就可以罢黜穰侯，

让他回封地去。穰侯一走，其他人只要一纸

命令就可以了。

秦昭王去见宣太后，宣太后虽然不乐意，

但这毕竟是为真正为秦国着想，又是自己的

儿子，明白秦昭王是对的。就同意不再参政，

并负责做穰侯的工作。

穰侯自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

去自己的封地陶去了，搬家的时候，足足用了

一千多辆牛车，来装运自家的东西。不久以

后，穰侯郁郁寡欢，病死在陶地。

随后，秦昭王拜范雎为相国，并把应城这

个地方做范雎的封邑，封他为应候。

之后，大秦相国，应候张禄，名扬列国。

母亲一辈子吃海鲜，但从不会做

海鲜。我想这与母亲从不敢杀鱼有

关，其实，她什么动物也不敢杀，仿佛

那些鱼腥就是罪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市面

上根本没有活鱼店，只是逢年过节

时，才能凭票买到几根带鱼，窄窄的，

也没什么肉。因买不到也买不起整

条鱼，过春节时，父亲就给我们做一

种“假鱼”。这种“假鱼”是用大米、

粉面和虾米来做，主料是大米，粉面

起定型的作用，虾米可以有一些海鲜

的味道。“假鱼”做出来模样像一条

鱼，细致的人，还要用豆类点出鱼眼，

用海带嵌在“鱼身”上，显出鱼鳞的纹

理。“假鱼”上笼蒸出来，端上桌子，远

远望去，还真是活灵活现。这桌年

饭，也就算动海味了。现在，这道菜，

已经成了我们老家宴席中的一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那个经济匮乏的

年代，父亲就是这样为母亲做“海鲜”

的。

父亲走后，我们弟兄三个都工作

忙，很少有时间为母亲做条鱼。平日

里，母亲也就不吃鱼，逢年过节，家人

聚会时，母亲就去饭店订一条做好的

鱼回来吃，而且就是固定在那家“汇泉

楼”订，因为这是离母亲最近的一家酒

楼。母亲又不会用手机订外卖，每次

都必须亲自跑去酒楼订鱼。长此以

往，那家酒楼的服务员一见母亲来了，

就都知道老太太又订鱼来了，母亲家

的门牌号数，服务员也就记熟了。

2020年春节过后，母亲的病情越

来越严重。春节那天，已发现母亲说

话声音沙哑，但吃饭还行。这一天，

我把母亲请到家里，共度传统佳节。

腊月三十，我就买好了一条虹鳟鱼，

初一早上吃过饭，我便用葱、姜、蒜、

辣椒，把虹鳟鱼腌在一个盆子里，在

鱼身上抹上盐后，又加了些料酒、花

椒水，刚好浸住鱼身。上午十一点

半，等大年的羊肉饺子包好后，我便

把腌好的虹鳟鱼，摆在一个盘子里，

并把腌鱼用过的葱、姜、蒜、辣椒和料

酒、花椒水也放进去，然后，上笼蒸。

这时，母亲安静地坐在那里，说：我一

辈子也不会做鱼，以前都是你爸做。

那样子看起来很腼腆。十分钟后，鱼

蒸熟了，我把准备好的大鱼盘，在开

水里吊了一下，以便保温，又用铲子

把蒸好的鱼装在鱼盘里，用筷子把蒸

乏的葱、姜、蒜、辣椒一一夹出扔掉。

这时，就可以把蒸鱼豉油浇在鱼身

上，再把切好的葱丝撒上，然后，把橄

榄油烧开，在鱼身上浇一些，那样，会

有一些鱼的鲜美味道，升腾起来。把

这盘清蒸虹鳟鱼端上桌子时，母亲大

加赞赏，夸我：这鱼的味道不比那个

“汇泉楼”做的差，样子也清清净净。

我听了很受用，忙端起酒杯，向母亲

表示春节的问候。并说：好吃我就常

常 给 您 做 。 母 亲 轻 轻 地 点 着 头 应

着。我知道，我这是挑好听地说给母

亲，其实，母亲的病情已沉重的接不

住我的承诺了。这是我与母亲过得

最后一个春节。

那一年“五一”前后，我两次随母

亲在西安看病治病。在西安前后近

两个月的时间里，是我平生陪伴母亲

最长的时光，每天一日三餐，都由我

亲自下厨，为母亲做饭。西安是省会

城市，也是十三朝古都，市场繁荣，自

然海鲜种类也多。特别是我们的住

处靠近盒马鲜生，在这个海鲜店里，

鱼、虾、贝等海鲜，应有尽有，而且特

别新鲜，据说每天都是空运。陪母亲

的那些天里，我基本上每天为母亲做

一种海鲜。母亲越劝阻，我做得越上

瘾，仿佛是在集中补过。那些日子，

我为母亲做过东星斑、老虎斑、石斑

鱼、鸭嘴鱼、中华鲟、黑鱼等鱼类，也

做过大闸蟹、面包蟹，还做过各种鲍

鱼。记得第一次买鲍鱼时，我心里根

本没底，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做，

只好边买边询问卖海鲜的老板。老

板见我隔三岔五就去买鲍鱼，心里挺

高兴，我们聊的也就多了。他说：其

实，海鲜最好做，最好是原汁原味，调

料越少越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

学会了杀鲍鱼。实际上很简单，用一

把铁匙子，顺着鲍鱼的硬壳部位伸进

去，轻轻地把鲍鱼肉挑出，再把那些

内脏切除，便杀好了。清水一洗后，

便可上笼蒸。母亲最多时，一次可吃

两个鲍鱼。为了吃起来有味道，每次

蒸好鲍鱼后，我都要给母亲准备一小

碟味极鲜，让母亲蘸着吃。再好的东

西，吃久了也会吃腻。有几天，母亲

放疗后，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更不

想吃海鲜，为了提高她的抵抗能力，

增强免疫力，我便变着法给她做鱼。

有一次，我在一个饭店吃了一种

豆瓣酱黄鱼，感觉味道挺好的，与我

平常蒸的鱼是两种风格。我想，何不

照猫画虎给母亲做一条，换一下口

味。于是，我便来到了盒马鲜生，在

冰碴上挑了一条冰鲜的黄鱼。这种

鱼是海鱼，水产店里卖的都是冰鲜

的，没有活的。鱼买回来后，给母亲

看了看，母亲问我：这鱼你会做？我

说：大同小异。说是说，实际上我心

里没底。于是，一边腌鱼，一边在脑

海中回忆着那天在饭店吃的那个豆

瓣黄鱼，循着那个记忆里的味道，我

准备好了辅料，包括“六月鲜”豆瓣

酱。我琢磨：这种冰鲜鱼，最好是过

一下油。我准备了土豆淀粉，在腌好

的鱼身上抹了一层，这样，等于给黄

鱼穿上了衣裳，下油锅炸时，才不会

把肉炸烂。过了油后，把鱼临时放在

鱼盘里，然后，开始做汁。这种汁里

葱、姜、蒜肯定是不能少，在这个基础

上，我加入了一些老抽、糖、味极鲜、

料酒，还有准备好的“六月鲜”豆瓣

酱，然后，把它们倒在锅里煸炒，等香

味出来后，再加入一些花椒水。熬好

汁后，把炸好的黄鱼放在汁中慢炖，

最后收汁取鱼装盘。为了好看，我在

鱼身上撒了一些细碎的葱花。因这

种做法，汁的口味很重，自然鱼腥和

海鲜味就弱化了。那天，母亲吃了不

少，还表扬我做啥像啥，我听了心里

也是美滋滋的。其实，我从来没学过

做海鲜，只是自己瞎琢磨着做。母亲

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更是心急如焚。

我知道，母亲是吃一口少一口了，哪

怕母亲能喝下一小匙鱼汤，我也是很

欣慰的。

说到鱼汤，我为母亲做得最多的

是鲫鱼汤。母亲很喜欢我熬的鲫鱼

汤，每次都能喝下一小碗。一般我是

一次买三四个鲫鱼，每个都是半斤多

一点。这种个头的鲫鱼肉质鲜嫩，营

养也丰富。我把腌好的鲫鱼在热油

里煎一下，直到鱼身两面微黄时，再

放到大开水里熬，熬一会儿后，在汤

里放进一些白醋，一来去腥味，二来

放了白醋的汤容易熬成奶汤，如胶汁

一般圆润。因鲫鱼肉少刺又细碎，一

般我是只管用大火熬汤，那些肉和鱼

刺就全部忽略不要了。更多的时候，

我会把鲫鱼熬到骨肉分离。然后，我

用块干净的笼布把鱼汤中的骨、刺、

肉和一些辅料，全部过滤掉。再把鱼

汤倒回锅里，加入一些豆腐块、笋片

和几片油菜叶，做成一种自制的鲫鱼

汤。做好的汤，汤汁清靓，味道十分

鲜美。每次母亲就是一边喝鲫鱼汤，

一边吃一些馍头、饼子或蛋糕。当天

喝不了的，母亲就把鲫鱼汤凉冷，放

入冰箱，第二天吃饭时再热一下喝。

直到母亲去世时，我的冰箱里还有几

条为母亲冷冻的鲫鱼，母亲的冰箱

里，还有一碗未来得及喝的鲫鱼汤。

现在，只要一做海鲜，我就会想

到只会吃不会做海鲜的母亲，多想再

给她做一顿呀。

永安孝义兮，行孝仗义历史源远；百强孝义兮，包容

大气当今辉煌。城邑风水灵气之瑞兮，孝河义水浩浩渺

渺西东横贯；园林美景佳境之胜兮，绿树鲜花郁郁葱葱

南北纵延。水从千山万壑汇聚而来兮，挟风雷携云霞凝

聚日月之精气；绿自万树千木染染而现兮，点北灵缀南

秀荟萃神州之华英。

嗟夫，一水一绿，乃公园之双绝也!

水有“孝”道，无处不浸，无物不润，无象不映，无时

不流。滋万物而欣欣荣茂，养万民而陶陶康宁。汪洋汇

百顷，胸怀广博而涵养宽厚；波微涌万鳞，仪态柔淑而镜

澈清明。此乃一绝也。

绿有“义”德，无处不在，无草不染，无花不衬，无时

不欣。喻青春而风韵绰约，育生机而自强勃兴。伟伟千

万木，绿装碧饰而垂阴相荫；盈盈万千朵，碧陪绿衬而落

英缤纷。此乃二绝也。

堪叹一水一绿，相映成趣。湖面翻波，绿景倒影，粼

粼鼓荡，波波俯仰。林木森疏,时时吞吐素练之上；亭台

楼阁，影影摩荡镜鉴之中。翠绿窈然，幽韵涵澹，万树碧

黛，点缀其间，天光云影，飘逸湖面。游客至此，桨舟湖

上，如入镜里，恍在画中，顿觉喧嚣闹市渐远，湖森美景

愈亲，徘徊徜徉，流连忘返，意随情怡，神志豁然。美矣，

快矣!

呜呼，水哉，绿哉；孝兮，义兮！水涓涓其东流

兮，兴波鼓浪，冲沙破石，一泻千里，后浪推前浪；

绿英英其向荣兮，呈祥显瑞，兆灵现秀，一碧万顷，

明朝胜今朝。人生世事，尊孝崇义，焉能不家计兴

旺，国运恒昌乎!

诗曰:

十里园林秀。

双绝水绿奇。

绿情缘水意,

水韵恋花怡。

翠染湖成画,

琼滋树吮汁。

胜溪今显瑞,

孝义谱新曲。

神圪 村在中阳县下枣林乡，由神圪 、背坡、麦地焉

三个自然村组成。这个村为什么叫神圪 不得而知，我想

可能是因为村庄坐落在土圪 上有点神奇而得名的吧。

神圪 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市级示范村，是集旅游+创

新型农业产业、旅游+文化教育产业、旅游+体育产业、旅

游+健康养生产业为基础的旅游地，正如村口路牌上说

的那样，是“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

这里的建筑风格古朴中带有现代气息，现代中又不

失古朴的韵味和典雅。传统文化展现得很美，如红红剪

纸、古朴的门窗、原木长廊、干草楼亭、麦尖泥土墙等，有

的是就地山材、有的是庄稼垃圾、有的是石头。尤其是过

年时节的传统习俗都被绘成画配上字展现在墙壁上，和

我们记忆深处的过年很是相似。

有位记者来神圪 采访后，情不自禁地写道：这是一

方古老的土地，两千年的水土流失风霜历练，孕育了黄土

高原特有的厚重和古朴；这是一方美丽的土地，梁峁交错

翠林叠秀，悠久的历史神奇的传说，更让雄浑壮丽的风光

摇曳生姿；这是一方红色的热土，战争年代神圪 人民模

范拥军踊跃支前，英勇战斗流血牺牲，英雄事迹可歌可

泣，革命精神永载史册；这是一片希望的土地，祖辈生长

在这里的人们，凝心聚力脱贫致富，坚定的开启美丽乡村

新画卷，砥砺奋进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

这里是神圪 ，曾经沧海一粟，湮没在深山中不得而

知。这里是神圪 ，这个沉寂在岁月长河中的小山村突

然间“逆袭”，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展现在了人们面前。曾

经荒凉的山脊不见了，换来了连片的建筑群傲立群山；曾

经窄小泥泞的羊肠道不见了，换来了宽阔的大路通向致

富的前方；曾经因为贫困抬不起头来的村民不见了，换来

了一张张充满希望的笑脸。

乡村美了路也好了，从县城到神圪 村，公路宽敞沿

路风景树绿灯红，给人一种很美的视觉感，尤其是途经的

军山隧道，就像高速路上的山洞，幽雅亮长。神圪 ，一

个神奇美丽的地方。

对于北方人而言，和面是家常便饭前的

习以为常，说到吃饭几乎就是吃面，吃面前自

然需要和面。和面就是和面，本身没什么大

不了，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偏偏我是一个喜

欢琢磨的人，和面和的久了，似乎若有所悟，

便试着探讨一番。

记忆中的第一次和面是在小学四年级之

时，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独立做饭，我承担了

和面任务。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把水倒进盆

里，手指来回搅动，觉得面稀时加水，加水后

面硬了，加来加去，手上沾得一塌糊涂，盆里

的面稀得一塌糊涂，我们无可奈何地把面挑

在案板上，用了大量的干面粉，搓揉成条状的

东西扒拉在锅里，吃了人生中第一顿自力更

生的半生不熟的面，那只能勉强地称作面的

饭。

此后，我对帮厨一类事务产生了严重的

抵触情绪，毫无兴趣，主动选择的是劈柴、搂

柴、煽火、拉风箱，对于和面不愿沾边，以至于

到 自 立 家 舍 时 ，和 面 水 平 处 于 零 点 起 步 状

态。凡事都是逼出来的，两口子都上班，孩子

们上学要按时吃饭，吃现成饭断然不行，逼着

我在锅台上转，和面是最基本的事情，焉能避

开不做。和过稀面、软面、脱水面，和过硬骨

头面，和过超量一倍的面，受过批评奚落和挖

苦讽刺，也有耐心的教育和温情的鼓励，时间

和实践都是最好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

着实践的增多，我的和面水平逐渐步入游刃

有余的境地。最自信的表现是，在一堂生活

实践课上，我自告奋勇和面，并且实实在在地

和起了总量较大、质量较好的一盆面。

前面说的是和面的事，试着解一解和面

的理。在我看来，和面是在处理个关系：面与

水的关系、面与手的关系、面与盆的关系、面

与心情的关系。

面与水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基本关

系。面的多少与水的多少是相对应的，孤立

任何一方，难免关系失衡，不是软，就是硬，准

确地说，不是所需要的面的成色。和面的恰

到好处，就是面的恰到好处、水的恰到好处，

两个恰到好处的组合。和起的面，什么样状

态称作恰到好处呢？那就是符合预定所做面

食的需要，需要硬劲就有硬劲，需要韧性就有

韧性，需要柔和能够柔和。

面与手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动力关

系。和面过程中，手是基本生产劳动工具，和

面离不开手，更离不开手的感觉。和面时，如

果手是虚用力，和起的面自然也虚，相对就

稀，吃手擀面容易疙疙瘩瘩，吃扯面则是一折

就断，包饺子捏口也不顺利，最简单的揪面片

也难以利利落落。和面要舍得出力，多一份

力多一分劲道，面不亏人，就看你出没出力。

检验和面过不过关，手是关键，直接的表现

是，面手利不利落，和起面时，手能干干净净，

说明基本过关，如果手上到处粘了稀面，则是

不过关、坏了手。

面与盆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载体关

系。面在盆中，由一团面粉成为下锅的面，转

变过程依托面盆完成，离开面盆和面是不合

基本规矩的，也是勉为其难的。和面盆在以

前多是陶瓷盆，近些年不锈钢盆、塑料棚居

多。和面用力用的是趁劲巧劲，而不是用死

劲蛮劲，有的人把面盆都压烂了，但面仍未和

起。和面和好时，面团亭亭玉立，面盆干干净

净，一点也不沾不粘，面和盆保持了和谐友好

的相处状态，让人看着都心生欣慰，不免自我

欣赏。

面与心情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情态

关系。和面与心情关系极大，平和心态和面，

那是和面的最好状态，和起的面成色会好；心

急火燎赶时间和面，水的多少会掌握不准，用

手也是潦潦草草，只说时间快，和面简化了程

序，一般和的面难以理想。和面在性情也有

讲究，耐不住性子暴脾气不行，面不吃你的脾

气亏，服住性子，用心去做，家常而已，其实，

也就小事一桩。还有一点，带着情绪和面，容

易在食用时有情绪传递，把沮丧的情绪、压抑

的情绪传给家人，吃了产生负能量，划不来

呀！

人生路长，和面经常，想一想和面的理，

道一番和面的情，乐在其中！

1

远处眺望

是田园

是村庄

是瓦 是墙

屋里细看

是灶膛

是土炕

是爹 是娘

2

月亮 总是

压在故乡头上

故乡 总是

压在游子心上

3

羽翼渐丰

年轻人

就要背井离乡

扑楞楞一飞

落上异乡树上

告老还乡时

那翅膀已僵硬

变成了拐杖

指认着

故乡的方向

4

年轻的时候

每喊一次故乡

故乡就颤抖一下

老了的时候

每喊一次故乡

喊声就颤抖一下

5

人啊 只能选择

自己的落脚地

不能选择

自己的出生地

写这首诗时

我的故乡

已是一片废墟

6

一件穿不破

弄不脏的旧衣裳

从呱呱坠地

到落叶归根

故乡这件衣裳

一直披在游子身上

7

讨生活的村人

都离开了黄土地

死去了的老人

又回到了黄土地

一座座鼓囊囊的坟墓

是他们一生的积蓄

秋夕秋夕
【唐】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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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孝河国家湿地公园赋
□ 梁镇川

美丽的神圪
□ 党晓玲

圮达

范雎拜相
□ 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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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
□ 雒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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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