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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鸡鸣
□ 李牧

◇好地方

◇小说轩·孟尝君⑩

长治这座城，吹过的风都是文化，爬过的山都

是风景。读懂山西就要读懂太行山，而要读懂太

行山，就要读懂太行山精神、太行山的文化秘诀。

从 2019年，那场起于吕梁，止于长治之行，可

以圆满的划上一个“句号”。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

束，因为我探索有太行山的脚步并未止步。4 年

后的今天，我再一次行至黎城，进一步深入细化对

太行山精神的理解，因此。这场没有事先声明的

长治之行，并非意外，而是意料之中。

检完票进入景区，似乎一不小心跌进了人间仙

境，眼前的美景让我一时竟恍惚，我在哪里：我在山

中，行走坐卧，无限舒爽，仿佛我生来就应该是大山

的女儿，阔别多年的回归，把身心全部交给自然。

这里的山形态各异，有的气势磅礴，斧劈刀削，有的

互相堆砌，相互支撑，形成洞穴和狭缝，它们沉寂于

大山之中，默默无闻，却不容忽视；我在水中，一池

碧水，溪水潺潺，清凉环绕着我，诗人王维没有骗

我，果然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水的存在，

展示了黄崖洞景区至柔至美的一面。

曾经离开大山奔赴城市繁华久未爬山的我，

如今拾级而上却不知疲惫。迎面下山的旅人见我

气喘吁吁，丢下一句玩笑话：“姑娘爬不动了？前

面的路还远着呢。”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我精力充

沛，劲头十足。一口气出了“一线天”，亲近自然的

朴素愿望收起了征服者的姿态，我是从容的。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之战，是中国在走

向辉煌的征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连接一线天和

黄崖洞景区的中间部分，矗立着 17岁战士崔振芳

的雕像。崔振芳，山西洪洞县人，1937年，年仅 13
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14岁被调到总部特务团司

号班学习司号通讯技术，16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派

遣日军第 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对山西进

行大扫荡，一个重要目的是摧毁位于太行山脉深处

的黄崖洞，黄崖洞保卫战打响。崔振芳几次请缨要

把守黄崖洞的唯一通道——南口。坚守数天，投出

了 120多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兵数百人。弹尽粮

绝之后，崔振芳没有撤退，在听到了增援部队赶到

的呼喊时，他用尽全身力气，站直身体准备迎接战

友，不料却被弹片击中了喉咙，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偶遇一位来自太原的游客是为 60多岁的退伍

大爷，见他久久注视雕像，我虽轻如尘芥，但心怀善

念，他因看不清雕塑旁边的简介，因而整个过程我

帮着解读完成了对崔振芳的“粗略”认知与了解，尽

管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查阅诸多相关资料，但收获的

也只是一种称之为“结果式”的答案。末了，大爷拍

拍雕塑的臂膀，长叹一声“好孩子”，无疑，这是大爷

心中的英雄，何曾不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乘坐装甲车行进至黄崖洞，洞穴隐藏于半山

中。黄崖洞的英雄史诗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黄崖

洞保卫战，二是黄崖洞兵工厂。我无意重复两部

分史诗传奇，只说这两部史诗包括在中华文化之

“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念中。“天道”是一个不断

演化发展的体系，中华民族的思维逻辑建立在人

与天地互通、主体和客体统一的思维框架之中。

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根，人能感悟天道，做到自强

不息，也能如大地般容纳万物，实现厚德载物，即

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人的精

神、心性、生命意义、思维方式以及深沉的民族心

理结构产生持久影响。或许，这也是黄崖洞精神，

也是太行山文化秘诀。

从斗折蛇行的石阶下来，尽头之处，是苍松掩

映的烈士陵园，陵园内长眠着黄崖洞保卫战牺牲的

44名烈士。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共和国的今天，

无数英烈前赴后继壮烈牺牲。这里千峰争秀、万壑

争奇，79岁的赵乃堂老人住在黄崖洞烈士陵园附

近崖壁下的一座石屋里。交谈中，他说，这里换了

几个守陵员，因为害怕。我待了 32年，我不怕，这

里有 44位八路军战士！数据不言，但当这样一个

数据呈现在我耳际，我是震惊的，我疑惑，是什么样

信仰支撑老人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一路感受，一

路行进，一路思考，我想，是一代又一代英雄的精

神，这种精神，这种荣誉，转化成如今的信念。这种

信念，向下延伸，向上生长。追寻中，心中的一个个

问号得到了诠释，脚步愈加坚定，黄崖洞精神的内

涵“密码”在破解。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

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不应该是旁观者，面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的使命

就是不让英雄寂寞前行，而应与英雄奋然同行！

返回途中我没有走重复路，于是得以感受“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一阵山风吹来，一丛丛云

朵飘来，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头顶，穿过我的

头发，掠过我的肌肤，环绕我拥抱我覆盖我。站在

高山之巅，那种“一览众山小”，心旷神怡的通透

感，会让人换一种角度来看待当下所遇到的问题，

人的情绪也会情不自禁地变得开阔起来。也许面

对眼前的“大事”，当你站在人生的高度来看的时

候，都会变成“小事”。在这既淡定又躁动的时刻，

我对着太行美景呐喊“你好”，意外的是我竟收到

峡谷山下游客回应“你好”，我再次喊出“如画美

景”，山下游客同时回应“如画美景”。这种人世间

最高贵的心灵之约顿时让人心醉，久违的真情与

热情，人与人之间纯粹的善意，让久在樊笼里的我

们感受到了温暖。

上善若水！万物便生生不息，仁者近山，人文

便厚重淳朴。黄崖洞既有厚重历史人文，又有这

娟美灵秀山水，这些都继承了国学中耿直敦厚，平

易近人的美好品性，因而，就这样，源远流长。

自出道以来，孟尝君从来没有这么

狼狈过。他端坐车中，面色铁青，紧咬牙

关，对自己被逼逃亡的事实，感到无比的

屈辱和愤怒，心中恨恨：“嬴稷小儿，胆敢

如此羞辱于我。不报此仇，我田文有何

面目见天下英雄。”发怒归发怒，但在秦

国的地界，任凭孟尝君有天大的本事，也

无用武之地，现在也只能惶惶然逃亡。

车队在门客子之的统领下，全速前

进。这里离秦国边境数百里地，若一味

全速奔逃，只怕走不到一半，马就要全部

倒毙了。因此，每隔一个时辰，子之就让

车队停止前进，歇息一刻，让马饮水进

食，歇息脚力。

入夜时分，车队又一次歇息，子之和

赵异来见孟尝君。子之道：“公子，凌晨

时分，我们就可以赶到函谷关。函谷关

入夜闭关，鸡鸣开关。关门不开，我们势

必被困。若等到鸡鸣时分过关，恐怕追

兵已至，这如何是好？”

孟尝君道：“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事

到时再说。我担忧的是，恐怕函谷关守

将，已经收到秦王的诏令，搜查会更加严

厉。伪造的文书，引起疑心就麻烦了！”

赵异道：“公子放心。此事我已有安

排。出了咸阳城，我就让人潜伏在驿站

附近，监视驿站情形。若有前往函谷关

方向的驿卒，全部拦截，不许任何一个驿

卒将信息传递出去。为保万全，沿途五

个驿站，我都安排了人。”

孟尝君赞许地看着赵异，道：“先生

谋事，滴水不漏。”

赵异道：“另有一事，却没有办法。

秦军中有一支飞羽军，迅捷如飞，由白起

统领。秦王一定会派他追击公子。前段

日子，楚怀王曾经逃出咸阳，已走了一

天 ，依 旧 被 白 起 截 回 。 我 担 心 此 事 重

演！”

之子道：“我们的速度，也非一般车

队可比。加上魏子给我们争取的时间，

应 当 会 在 白 起 追 上 来 之 前 ，到 达 函 谷

关。”

赵异道：“魏子不知道用何办法，牵

制嬴矩？”

孟尝君道：“投其所好，对弈赌局。

现在，白起还没有追来，说明魏子做到

了。只是，怕也瞒不了多久。这个时候，

追兵估计已在途中了！”

赵异道：“公子，我带人在沿途设伏，

狙击白起追兵。”

孟尝君摇摇头，道：“没有必要，白起

是秦军中新近崛起的将军，做事果断狠

辣 。 我 们 人 太 少 ，对 他 不 会 有 任 何 阻

碍。白白牺牲，没有必要。好了，不谈

了。之子，已歇了一阵子了，传令下去，

点燃火烛，继续前进。”

黑暗中，一道火龙蜿蜒向前疾驰，就

像是一条游动的火龙。

两个时辰之后，孟尝君终于望见了

函谷关。这座天下名关，雄踞峡谷之中，

月光下，像头巨兽横卧。

函谷关前，已有几支等待过关商队

的营地。看到孟尝君的车队到了，有人

就前来攀谈。寒暄几句后，门客问道：

“我们有当紧的事，现在有没有法子通

关？”

商人道：“函谷关入夜闭关，除非有

紧急军务，否则绝对不会开关。不过，再

等一个多时辰，鸡就叫了。到时候，正常

出 关 就 好 了 。 你 们 来 的 正 好 ，无 需 多

等。我们等了一夜了。”

门客把打探的消息回来告诉孟尝

君。

孟尝君道：“我有预感，白起就快到

了。我们必须马上过关。大家看看，有

没有办法？”

赵异道：“如今之计，只有潜入关内，

挟持守将，迫令他开关放人。”

子之道：“这城高近五丈，守卫森严，

谁能进去？”

赵异抬头打量了城墙一番，道：“我

可以试试。”

孟尝君道：“不熟悉关内情况，就是

进去了，你知道守将是谁？在哪里住？

费半天劲，天也就亮了！”

赵异道：“那怎么办？就在关下坐以

待毙不成？”

一时间，大家都静默不语。

此时，远处隐隐有马蹄声传来，众人

以为追兵已至，纷纷拔刀，准备战斗。

赵异摆手道：“只有一匹马，不是追

兵。”

这马来得极快，一刻钟之后，一人一

马已经奔至。那马已是强弩之末，在人

群前急急止步，悲嘶一声，瘫倒在地。马

上摔下一人，赵异上前，一把将他拉起，

见是潜伏驿站的门客赵永，却是一身驿

卒打扮。

赵异还未来得及开口询问，就听赵

永急道：“快走。追兵再有半个时辰就

到。”

原来，赵永受命潜伏在咸阳城外第

一个驿站，下午时分，见到从咸阳城疾驰

而出的驿卒。他打晕驿卒，从驿卒身上

搜出秦王诏令，展开一看，诏令内容：令

函谷关守将，见到齐国田文一行，全部扣

留，押送回咸阳。赵永收拾停当，继续伏

在附近，监视咸阳城的动静。

不久之后，他远远望见咸阳城出来

一支秦军，速度奇快，往孟尝君去处追

来，他料定是追兵。一急之下，心生一

计。剥下驿卒的衣服，冒充驿卒，欲在追

兵之前，通报孟尝君。赵永一路疾驰，途

中差点被自己人给截杀。他沿途换马，

也仅仅比追兵快了半个时辰。这支追兵

的速度，令他遍体生寒。

孟尝君听得大惊失色，心道：莫非这

次跑不掉了？

赵异见赵永一身驿卒打扮，心生一

计，道：“我假冒驿卒传令，骗开城门，面

见守将，借机挟持他，迫他开关放行。”

孟尝君心道，秦法严酷，被胁迫而渎

职，死得更惨，秦将肯定宁死不屈。此法

估计不成，但是，现在又没有其他办法

了。无奈之下，孟尝君正要点头同意。

忽然，一声高亢的鸡鸣声传来，在静夜

中，格外震耳。

众人惊讶，循声望去，只见附近高台

上，有一人正伸着脖子，仰天在学鸡叫，

正是门客刘酉。刘酉立在那里，就像一

只成精的公鸡，鸣叫之音，惟妙惟肖。他

一声声叫着，附近偶尔也传来几声应和

之声。刘酉继续鸣叫，慢慢地，函谷关内

所有的雄鸡都叫了起来。群鸡争鸣，比

往常尤为响亮。随着鸡鸣声，函谷关的

城门“哑吱”一声，慢慢地打开了。

关前滞留的商人们，见关门大开，大

家自去收拾行装，准备通关。兴奋之余，

谁也没有理会为何今夜天这么黑，鸡却

鸣得这么早。只有守关的士卒，心中纳

闷，今夜的时辰似乎有点问题，但是，鸡

鸣开关这是法令，谁也不敢耽搁。

孟尝君一行人绝处逢生，出了函谷

关，人人都觉的现在就是天高任鸟飞，海

阔 凭 鱼 跃 。 孟 尝 君 召 来 刘 酉 ，大 加 褒

奖。刘酉也激动的语无伦次，道：“终于

能为公子尽点力了，我真是非常开心。”

大家想起之前对刘酉的态度，都觉得惭

愧，纷纷上前与刘酉道歉。

孟尝君的车队向前走了没有多远，

忽然听得远方一片急促的马蹄声，好像

瓢泼大雨，倾倒在地上。

大家回头望，只见函谷关内，几道火

龙飞速前来，眼见就要入关了。

白起到了！

（待续）

黄崖洞游记
□ 李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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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
夜的帷幕，刚刚被拉下，东方天际的红，便如火如

荼。

为了见证一次平凡而又壮观的分娩，大地在幸福

地呻吟，天空在刻骨的阵痛。

终于，一轮红日，红孩一样跳上村头的白杨树梢。

大红灯笼一样的红日，照耀着乡下人红红火火的

日子……

村庄日出，每一个晨曦，都会为你喷薄而出一个崭

新的黎明……

夜
一声犬吠掉下来，掉进村庄夜一样深的黑井，黑井

更深了。

一个人的时候，我习惯将村庄给予我的一切，进行

反刍。

鸡叫，犬吠，蛙鸣，蝉鸣……这一首首夹杂着浓浓

乡音的乡下情歌，已成为我心中的永恒经典！

每次归来，在村夜的更深处，村内都会有一盏永远

亮着的灯光，不停地闪烁着暖色的光……

月
月是故乡明。村庄的月，照亮我的每个思乡的日

子。

老屋，老树，老家，是她永恒的守望。亿万斯年，始

终不离不弃。

在我的思乡梦里，我把这轮明月，从李白的诗中搬

出来，放进我温暖的被窝，因为啊，我怕，我怕孤独的

她，会再次洒下一地寒霜……

村庄的月，是她深情注视我的那双眼……

煤油灯
一盏煤油灯，点亮一截关于童年的记忆。

那段贫穷的时光，总是在一盏煤油灯的亮光上，闪

闪烁烁明明灭灭，灯芯的那部分，不小心烧痛你的神

经。

那些经典的身影，被这煤油灯的灯光，一一成就。

祖母纳着鞋底，母亲缝补着衣服，祖父和父亲不停地吧

嗒着旱烟，我们在这烟雾中写作业或做最简单的游戏，

此时，油灯不仅仅只是一盏油灯，而是一个火炉，繁衍

着心头的光明与温暖。

每次外出归来时，一盏煤油灯的光芒，足可以照亮

我的整个心灵。目光里的那个亮着的光点，是我心中

最真实的温暖。

现在，煤油灯被放在院子里的角落里，布满灰尘，

有风吹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感觉到冷，而在我的心

中，这煤油灯一直繁衍着无穷无尽的温暖……

老牛
在我的心中，老牛和祖父的位置一样高。

在我的记忆里，老牛总是和祖父站在一起，他们一

起在田野上劳作时，我时常分不清祖父和老牛。

拉着犁铧，或拉着石磨，或拉着牛车，用尽力气，向

前行进，途中，留下自己深深浅浅的脚印，和铿锵低昂

的叫声。

两只巨大的眸子，在深邃地阅读生活。

老牛一生不善言辞，它只相信一个道理：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所以，它的一生都在劳作，偶尔停下来，它就会静

静地反刍心中的幸福，咀嚼最美的回忆。

时不时地发出“哞”的一声，那也是对生活甜蜜幸

福的感慨！

小路
曲径通幽，乡下的小路，通向一首乡愁诗或一阙田

园词的深处。

有人习惯把这些乡下的小路，称为羊肠小道，是啊，

这些如同肠子一般的小路，不就是游子心中的愁肠吗？

那些背井离乡的人，都是从这些乡下小路上走出

去的，那时，小路就开始让他们牵肠挂肚。

柔软的乡下小路上，记录下那么多人的足迹，小路

是一部书的封面或扉页，上面写着：乡愁！

那些走过的脚步，印满的足迹，荡漾出乡下人心中

平平仄仄的韵律，成为岁月里最经典的一首诗！

终于，我们面对面，决然相对。

有十分的热，以三十五六度的高温，全然铺展开

来，你出不出门，它都会时不时地侵扰你一下，即使坐

着不动，你都能感到，汗水如爬行的虫，不断地从你的

体内钻出来，肆意游荡于你身体表面的各个部位。

如果不得不出门，再怎么防护，那阳光的炽热，还

是如一个巨大的火炉，追着你，烤着你。你终于招架不

住，身体凡是裸露在外的部位，必定会被晒得通红，继

而晒黑，晒得蜕一层皮，甚至会得日光性皮炎，那火辣

辣的疼与不能忍受的痒，是你与灼热的阳光抗争的最

终结果。你，永远是它的手下败将。

也有穿行的风，像巨大的蒲扇，飞舞于酷热之下，

不时给你以抚慰，哪怕那风偶尔沾了热浪，还是多多少

少会给你以难得的清凉，让你精神为之一振，不由闭

眼、伸臂，渴望全身心地拥抱那给你最大慰藉的风神。

谢天谢地，因为有你默默地守护，再热的暑天，我

也能从划过我肌肤的你的无形的呵护中，身心获得难

得的舒适与满足。

有磅礴的雨，伴着电闪雷鸣，耀武扬威地插进来。如

果大暑的日子里，老天爷心情好，他就挥一挥云袖，间隔

性地降下三五天雨，雨量适中，既解了暑，又助力了农作

物的更好生长。这个时候，总有抑制不住欢喜的孩子一

头奔进雨里，嬉戏打闹，痛痛快快地淋个够，那样的透心

凉，是大暑的日子里所期待的，是可以舒爽到骨子里的。

可是，如果老天爷来了脾气，这雨就是一个大麻烦

了，他像甩鞭子一样，把他的云袖甩了又甩，那似乎没完

没了的倾盆而下的大雨，带来的是一场令人恐慌的洪

灾。一座城被洪水困住了，一个村被洪水淹没了，一些人

被洪水冲走了，许多商家的货物被泡在洪水里，让人捶足

顿胸，欲哭无泪。这个时候的大暑，就是一场大悲，人在

自然界面前，弱如蝼蚁，轻如一根鸿毛，被滔滔洪水吞没。

敬畏自然，呵护生态，才会减少灾害，营造真正的

岁月静安。

当然还有那萤火的光，在寂静的夜空，在沟边草间

闪烁，像一个梦幻的场景，在人间悄悄展开。

小时候，在夏天的晚上，拿上一个玻璃瓶，去沟边

捉萤火虫，一只、两只、三只，回来后把它们放进蚊帐

里，夜里醒来，看它们一闪一闪地发光，就像星星住进

了蚊帐里，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了童话的雏形，那萤火

虫，就成了可以交谈的最好的伙伴。

而最令人欢喜的是，大暑时节，池塘里的莲花开得

正好，每一个怀揣诗梦的人，都会忽略暑热，而只关注

那一池的青莲，仿佛因此身心都得到了一次洗礼，人便

如这莲花一样，获得了脱胎换骨的轻灵与纯粹。

所以，暑天的某个下午，撑一把淡色碎花伞，慢慢

踱步于池塘边，与一朵莲近距离地相守相伴，可以无

言，心境却相通，人便沾了仙气，心海碧波荡漾，仿佛整

个世界都被一朵莲所统领，再也没有了额外的烦扰与

纷争。这个时候，心念所及，皆是美好。

大暑之日，我在阵阵雷雨中感悟痛痒，在漫漫炎热中体

味辛苦，在缕缕和风中感恩赐予，在烁烁萤火中重拾童真，在

朵朵青莲中诗写生活。粗糙或细致，悲伤或欢喜，现实或虚

幻，都是生命的轨迹，思想的波纹，曲曲折折，一路向前。

村庄六章
□ 路琳

大暑
□ 杨龙美

◇散文诗

浮茫处，郁青叠翠的山体

缠绵着迷烟，七彩的云锦

映照着苍穹，风声悸动

吹落松针的脉络

鸟影凌乱

斜插着三月的春光

我拄着半截鹿杖

扶着驴儿

沿着神女的眉尖

来触摸楚王的心跳

蝶翅浮游

长着空空的念想

叹蓬莱远远

灵山高高

那一双濯浪的脚板

难以逾越这

深深的青墙

和这碧瓦间的流光

蓬莱
□ 贺安

◇诗词坊

更
无
柳
絮
因
风
起
，惟
有
葵
花
向
日
倾
。

杨
慧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