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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

我的吕梁我的吕梁··我的城我的城我的城
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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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读《诗》笔记十五

这座城，千百年来，黄河文化在这里激荡，沉淀出山魂

水韵。这是一个要历史有历史，要文化有文化，要产业有产

业，要底有底气，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城市。这就是交城。

30 多年前，我还在大山深处，有一年父母带着我来到

城里。平原辽阔，红瓦绿树。记得那时，心里就曾经感慨，

要是能来城里生活该是多么幸福啊！后来，我果真来城里

生活了，直到今天。

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极为珍

贵，因为它们见证了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因为它们诉说着中

华民族的浩瀚与沧桑。今天，这部历史书徐徐向我们展开，

爱上交城，其实就是爱上历史。交城是一座厚重的历史文

化名城，汉代，于今古交镇城底建交城，因建于汾孔二河相

交之处得名。隋开皇 16 年（公元 596 年）置县，至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这方土地孕育并汇集了旧石器文化、彩

陶文化、灰陶文化、道教文化、2000 年的冶炼文化、佛教文

化、玻璃艺术文化、红枣文化和玉雕、琉璃咯嘣、堆锦、毛皮

画等民间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显示着一种史诗般的文化积

淀与独特的地域魅力。

如今，漫步交城，仿佛置身一个历史的维度，接受一场

文化洗礼。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和文化积淀，在交城这方圣

土之上产生了诸多名门望族，涌现出如常大忠、解一经、李

之奇等许多循吏能臣。他们忠厚孝道，两袖清风，心怀黎

民，在这片传承千年的土地上写满了故事。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狐突以“教忠不二，杀身成仁”的大节不夺之气而名

垂青史。春秋战国时期，封国（狄国）在交城山域的晋国大

夫狐突，名突，字伯行。狐突的两个女儿大戎狐姬、小戎子

一同嫁给晋献公，大戎狐姬生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小戎

子生夷吾，即后来的晋惠公。后来晋献公在讨伐骊戎时，又

从骊戎娶了骊姬姐妹，骊姬得到宠幸，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

来能够继承国君地位，排斥三公子。重耳和夷吾为躲避骊

姬之祸，出奔他国，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尊父命护佑重耳

（前 697—前 628）流亡列国，历经十九年的颠沛流离、忍辱

曲折。晋惠公死后，其子晋怀公忌惮在外的重耳，命令追随

重耳的人都如期回晋国，否则诛杀其全家。狐突以“子之能

仕，父教子忠”拒绝召回两个儿子，最终因秉持“教子不贰”

之大义而慷慨赴死。公元前 636年春，重耳复国，是为晋文

公。身拜将军的狐毛、狐偃出生入死，取得城濮之战大捷，

成就了文公复兴、春秋霸业，树立了“忠义”之精神，缔造了

交城文化“义薄云天”的特质内涵。

“南有九寨沟，北有庞泉沟。”庞泉沟依山秀水、风景秀

丽，蜿蜒曲折中透出她绰约典雅的迷人风姿，这颗被誉为黄

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有着无比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奋斗者的脚步总是匆匆，依托这样的资源优势，智慧的交城

人初步探索出一条通过开展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全力打造

户外休闲运动小镇、庞泉沟亚高原训练基地等体育旅游综

合体，大力开发了徒步穿越、山地自行车、越野汽摩、峡谷漂

流、马术骑行、露营基地等体育旅游项目，漂流、户外运动、

拓展训练等已然成型。

漫步在柏叶口水库附近，青山环绕，碧波荡漾，不知名

的鸟叫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水色遥看近却无，此刻，我的

脑海涌出诗人海子那句最打动人心的诗句一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此时此刻，这诗句是眼前的景，又何尝不是心中

的情！

告别烟波浩渺，水光潋滟的美景，驱车直达玄中寺，初

秋的玄中寺游人不多，秋风有些凉。穿过逶迤的上山的路，

坐在石阶上，静静地倾听梵音袅袅，就像在倾听大自然的诉

说。不一会儿，日落西山，夕阳映照下的城市是如此的辽

阔，虽然闹市声在耳边经久不衰，但此刻，城市在我的眼中

却又如此的安静。又过了一会儿，晚霞犹在，弯弯的月亮已

经高挂在天空，月亮的西边，还看到了一颗闪亮的星辰。此

刻，华灯初上，万家灯火齐放。多么美丽，多么祥和，多么温

馨，多么幸福的啊！

城市与人一样，永远处在成长的过程中。最终的城市

命运，还得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

力，这是时代落在每位市民身上真正的使命。

新的一季来了！今天，“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又是一

个艳阳天。

走过一群山，行过一片云

瞳孔中还飞过了几只雁影

涉过一弯水，跨过一条桥

在脚下还流过了几声船音

闪过一丛竹，穿过一林松

目光中还越过了几叶红枫

看过一截戏，拜过一句词

感觉今年的夏特别长，白露了居然还这样

高的温度。但再热的秋也抵不过一场秋雨，一

阵秋风。这不，就是吹过院落的风，都夹带着

凉意，让浅秋的树影沾染了清凉。

一壶明月痴痴地挂在天幕，偶尔会有云丝

滑过，犹如几缕薄薄的轻纱。那明亮的光透过

树叶晒在地上，斑驳得像是零乱的铜钱。静夜

时分，唯有秋虫不知疲倦地鸣叫得真真切切。

置身于这样的秋夜，总会想起南北朝的萧

悫，那首“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

落，杨柳月中疏。”千古名诗所描绘的景语情语

如歌，点染出浅秋的皓月柔情。面对这样的月

色，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远离故乡的游子，在这样静谧的月夜，不

免会生出许多怀乡的情愁来。或许王维所写

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 ”意境，正贴合这科

一种难以割舍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人，想念故

乡的温暖，应该是此时望月最真切的感受。

这样的月夜，也会想起远去的儿时。那种

无拘无束的季节，在夏刚刚退去燥热，秋风习

习吹拂的晚上，一大群孩子都在稻场上疯玩。

捉迷藏，老鹰捉小鸡，你追我逐，打打闹闹，总

是玩得浑身泥土一身汗。

疯玩的时候总是忘记回家睡觉的时间，直

到有大人扯着嗓子喊的时候，才会恋恋不舍地

不情愿回家。月光下的老屋稻场，留下了无数

欢笑与嘻闹。

那些过往的点滴经不起月光的敲落，大多

都湮没在岁月的流沙里。平平淡淡的日子也

会让人静思，诸如浅秋来临时，总会对月有所

感悟。

曾经无数次描写的冷月，寄托过无数的悲

欢喜乐，如果能够计量，那月宫里早已注满了

关于月的诗句和曲调。当你仰首望月时，只需

伸手紧握，就有满满数不清的名句佳作。

月高悬，让你走进一种诗的意境，触发了

诗情，于是吟之、咏之，或品茗低唱，或纵酒高

歌，或命笔抒之，其情高雅，其乐融融。

转身夏离去，又是一年秋。即使是身居闹

市，只要静心，一样也可以凝月寄思，看那丝丝

柔柔月缠纱，让真情在融融月色中酣畅淋漓地

流淌。让月光将缕缕灵气肆意洒在身上，深深

体会这秋夜的宁静，让浅秋的风徐徐飘逸，洗

涤一路的风尘与疲惫。

浅秋如酒，适宜小酌，方可韵味悠长。这

不，耳边秋虫的鸣叫声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

而遥远的唐诗宋词里咏唱秋月的声音，似乎也

隐隐穿越时空而来，置于此景，怎不心旷神怡。

静月暖清秋，月明近照人。凝望那一轮明

月，整个秋都是那样暖意融融。

浅秋柔柔月缠纱，星光隐隐心如水。沐浴

皎洁月光，仿佛置身于空寂旷野，是如此的静

谧，似乎能听见月光洒落的声音。如此安好，

怎能不为如此静美的生活点赞呢？

读古诗文，应该细细琢磨。比如，从《诗经·

豳风·七月》里，可以看到对时间的别样表达。

《七月》写的主要内容都受到时间的限定，运

用时间重叠交错的艺术手法让叙事错综交织，让

所叙之事无限循环，从而使时光变得有始无终，

而生活却井然有序。

诗从七月写起。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头。按

照夏历，七月是一年中间偏后的月份。这也就是

说，如果把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七月》大体上

是“拦腰”说起，换句话说，《七月》不依自然时序

叙事。它从夏末秋初这样一个时间段开始，这个

时段天气开始变凉，所以第二句直接来了一句

“九月授衣”，这一句，诗人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交

代。从生活逻辑上看，这样写没毛病，天冷，要准

备过冬的衣裳，符合常理。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 8 个字的开头有什

么特别的地方吗？当然有。第 1句“七月流火”和

第 2 句“九月授衣”跳过了八月，它没有依时序

写。如此一来，“九月授衣”一句就极其扎眼，它

充满意外，诗人一上来就似乎着急强调什么。为

什么落笔就写七月？

我们先看八月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八月萑

苇”“八月载绩”“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

壶”，这写的是人，割苇收藏，纺麻织布，收割庄

稼，打红枣，摘葫芦，很忙啊。“八月在宇”，写的是

蟋蟀。这小虫七月还在野地里鸣叫，到了八月就

匆匆忙忙跑到屋檐底下来了。八月多事之秋，一

派繁忙；八月也是收获的季节，一年的光景好坏

就在八月见分晓。第 1 句写七月，是为全诗定一

个抒情基调，这个基调就是悯农，写农夫的辛苦，

所以第 2 句只能是“九月授衣”，而不能是其他。

第二点，从“衣”说起，“衣”的背后是“织”，写农耕

生活无非是耕、织两个方面。第 3句、第 4句写北

风吹寒气凉，典型的环境描写，目的还是在强调

“衣”的重要。“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承接“九月

授衣”，实际上，把农夫“寒”的悲苦更向前推了一

步，腊月无衣才是诗人真正要说的话，凄凉的无

衣挨寒景象只为悯农的情感打底和服务。起手 6
句，寒气逼人，悲苦凄惨气氛浓郁，把人放在冰天

雪地里冻。第 8句开始上扬，我指的是诗歌的“情

绪”，“三之日于耜”，这是一句过渡，它平稳，上扬

的幅度较小，太大了会出叙事事故。叙事的转折

有点像飞机飞行，起飞时它需要盘旋，平缓，上升

的速度要适当，太快了不行，弯急了也不行。“三

之日于耜”就是诗歌叙事的“盘旋”，有这一句，诗

歌叙事才安全。从情节的发展来看，虽然缺衣挨

寒，但人是不能被冻死的，真要是死了，故事也就

结束了，这不春天来了，大地回春，“田 至喜”，喜

的不只是“田 ”，农人更喜，他从无衣之“寒”走到

了春阳和煦的田野！

总结一下，第一章拢共 11 句，它从天气变冷

写起，写到无衣过冬，写到春耕，11句话写了 9个

月，时间跨度长，叙事节奏快，情节发展变化大，

季节从“寒”到“热”，人的情绪从发愁无衣过冬到

喜气洋洋。表面看，诗人在叙事，实际上是不动

声色的抒情，诗人在书写生计。

再说《七月》的长。长是指诗歌的篇幅。长

说明它饱满、开阔、完整，同时也复杂。诗人如何

驾驭作品的结构，经纬全局？诗人的叙事技巧表

现在哪些方面？

《七月》是时令诗，也是叙事诗。那么，是谁

在叙事？叙事文学中最复杂的是叙述者、主人

公、作者这三者的关系。一个作品中有时会出现

多个叙述者。

全诗 8章，第一人称“我”出现了 7次。第一、

三、六章各出现了一次，第五、七章各出现两次。

结合内容和语境分析，主人公“我”不是同一个

人。“我”有时候是农夫，有时候是女性，有时候是

一位男子和一位女性同时叙事，有时候还是普通

百姓，而在第五章和第七章“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嗟我农夫”两句中根本就无法辨别“我”是男子

还是女子。这说明，《七月》存在多个叙事者，换

句话说，诗中的主人公“我”是不固定的、游离的。

我很欣赏《七月》这种多人叙事的手法。说

白了，就是多个视角叙述同一件事。读《七月》，

最大的感觉是时间的推移、缠绕，贯穿全诗的最

主要的人物是一位女子，她“执懿筐”“微行”“载

绩”……是她在慨叹“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打

貉、修屋的是她丈夫。我们如果把《七月》理解为

是以一个女子的生活轨迹为线索的叙事诗，诗中

其他人物与女主人公的关系自然也就明确了。

《七月》确实不好解读，难点就在描写顺序，

章与章之间大量存在时序交叉重叠。“七月流火”

出现了 3 次，描写八月农事出现了 4 次。表面上

看，叙事很紊乱。事实上，《七月》不复杂，它井然

有序。如何解读《七月》，时间是个关键。

作为叙事诗，《七月》必须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

和人物形象。《七月》中的人物形象是谁？她就是一

个农家女子，她在一年四季中、在日复一日的日常

生活中劳作、感悟，才构成了她的文学形象。在诗

歌中刻画这样的女性形象其实是困难的。难点就

在她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春耕、夏锄、

秋收、冬藏年年如此，一生如此。如果依时间顺序

写，那就是流水账，情节没变化，冗长，呆板，最要命

的是没看头，缺少文学的审美。怎样办呢？作者就

在时间上动脑筋，做文章。时间在一些文学作品中

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可以停下来，凝固，也可以

随意拉长。我在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自然的

时间不是一回事，它们概念不一样。

《七月》远没有这么复杂，它里面的时间，实

际上是多个四季的轮回。这也就是说，前 3章“七

月流火”中的 3 次“七月”，写的是 3 年中的 3 个七

月，每一章都是一个新的时间起点，并不是 3章写

的同一个七月。3句“七月流火”后面的内容是一

种互文关系，一年四季的农活和其他劳作是重复

的，我把《七月》的这种创作手法叫“时空意识

流”，表面上时序颠三倒四，交杂无绪，人物场所

穿插叠映，实际上，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

仍然是完整一体的。从第四章开始，诗歌发生了

变化，不再从七月写起，这是一种参差之美的书

写。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书写视角的变化。比

如第 3章，它就用了男性和女性两个视角。

告诉你一个写作秘密，把千篇一律的农耕生

活进行全景式叙述，而且浓缩在 12 个月里，还要

写出流火寒风，蟋蟀入床，文笔鲜活灵动，结构跳

跃摇曳，《七月》对时间的参差表达绝对是一个成

熟的样本。

没有宽广的一马平川

没有醉人的大漠海滩

只有连绵起伏的绿水青山

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吕梁山

山花烂漫天空蔚蓝

满目苍翠溪水潺潺

一幅动人的山水画卷

一生依恋的巍峨大山

吕梁山啊

母亲的胸怀父亲的脊梁

我愿生死依偎在你的身旁

吕梁山啊

母亲的胸怀父亲的脊梁

我愿生死依偎在你的身旁

没有四季常青色彩斑斓

没有珠穆朗玛高入云天

只有日新月异的锦绣山川

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吕梁山

大地飞歌奋斗正酣

希望涌动生机盎然

今晚的月亮

趁着月光明亮

我收葵花，这一个十五，十六

河套大平原月光对我不薄

白天是阳光的事

晚上是月亮的事

阳光和月亮是最美的组合

我们都在阴阳组合的天地里

今晚的月亮

多像我手中的葵花盘儿

沉甸甸的，金灿灿的

没有一点瘪瘪瞎瞎

人世间，一到秋天

浮躁的人和事就像狗尾巴草

只有葵花厮守在这一片土地上

旁边采光的毛毛道，一大一小

的脚印儿

一群归来的羊鱼贯地

走在回家的路上

篝火

爷爷最愿意夹着镰刀

田埂上一蹲，一根火柴

搞火烤胸前暖的事

高粱红了，苞米穗子咧嘴了

谷子，糜子，荞麦，红芸豆熟了

爷爷领着老爹在田头守着

一堆篝火就是秋天最暖心的家当

奶奶领着我老妈来了

她们来的时候，用袖头子

擦了一下各自的墓碑，然后

用一根柳条子抽打着我的小名

那一堆篝火越着越旺

直至给我烧到城里头的第六大道

司徒街，哈平路上一个小公园

我们像一条鱼从火光里游出来

收获

一年的汗水

收起来，攒起来

供孩子上学，给婆婆买药

一张锄头，一副犁杖，一把镰刀

让自家的承包地

长出最好的秧苗

一年的汗水

像一粒粒儿金豆子

长的，扁的，圆的都装进笸箩里

装不下的用花格格围裙兜着

把它们兜回炊烟里

一年的汗水

咸咸淡淡的，哪一种滋味儿

都是梦里梦外的感受

春种夏收总想未卜先知

一年的汗水

起来，囤起来

留下几大把好种子

交给下一个春天

老榆树下

月亮钻进树冠里

不知道哪个巢是自己的家

云彩半遮半掩的

黑色的像一群蝙蝠

白色的像风吹不散的炊烟

八月十五的老村子

老宅子寂寞着

河水寂寞，山野寂寞

青苔和蜗牛守着的墙根寂寞

一只山羊和一条黄狗趴在一起

一棵老榆树，一个石头墩子寂寞

抬头望一眼月亮

月亮已经离开了树冠

不知道它的家在南方还是在北方

反正我已经离开了桥梁的工地

土墙墙院里单扇扇门，

梦里头我把妹妹你寻。

红豆角角抽了筋，

你是哥哥的心上人。

一担担水来一串串泪，

谁知道想你甚滋味。

河里的鸳鸯成双对，

咱二人甚时候一辈辈。

哎嗨哟！哎哎嗨哟！

梦里头我把你妹妹寻，

哎嗨哟！哎哎嗨哟！

你是哥哥的心上人。

哎嗨哟！哎哎嗨哟！

谁知道想你甚滋味，

哎嗨哟！哎哎嗨哟！

咱二人甚时候一辈辈。

咱二人甚时候一辈辈

时间的表达
□ 白军君

爱上一座城
□ 李娟娟

◇美文

秋月
□ 鲁珉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孔祥秋 摄

我的吕梁山
（歌词）

□ 李藻芳

写在中秋
（组诗）

□ 布日古德

一路兼程的接力向前

一方和美的幸福家园

吕梁山啊

英雄的摇篮力量的源泉

我的心和你永远相连

吕梁山啊

母亲的胸怀父亲的脊梁

我愿生死依偎在你的身旁

吕梁山啊

英雄的摇篮力量的源泉

我的心和你永远相连

一辈辈
（歌词）

□ 薛义斌

旅行
（外一首）

□ 贺安

和琴弦还有过一段温存

闻过一缕香，拈过一朵花

在纸上还素描过一尊佛身

赏过一段墨，游过一片心

还和卿私定了一回终生

拗不过心

一
清晨的阳光醒了，我路过你家

对你的悸动，在心率上加速

妩媚的倩影，妖娆

眼眶内的光泽在说：“别看她”

可几番煎熬水晶体拗不过心

还是偷偷的看了一下

二

傍晚的霞光散了，我依旧在灯下

素描着你的影子，在纸上的样子

让我情不自禁，忘了时间

唇色上的文字却在说：“别想她”

可辗转千回唇色的温柔拗不过心

还是那样的无法按捺，延续牵挂

三

深夜的月亮睡了，我躺睡在床上

脑细胞中还是你占据着所有空间

让我魂不守舍，魂牵梦萦

总听见梦的劝诫在说：“别爱她”

可柔肠寸断梦中的情愫拗不过心

依然和往常一样爱的放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