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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方的石头

不像江南的石头

姑娘一样水湿滋润

它们俨然是一群北方汉子

皮肤粗糙

诚实而憨厚

它们拥挤在大山深处

或季节性的河滩

嘴唇已经干裂多年

显得声音沙哑

手上脸上缺少了光泽

它们有黑色的

有褐色土红色的

但更多是浅灰色的

我常常来到它们中间

访贫问苦

或与它们谈天说地

把玩欣赏一番

或与它们比比谁更低调

谁会招路人青睐

我的到来

会让彼此更加拥挤

却平添了几分厚度高度

也让相互更亲近

更温暖了一些

多与这些石头来往相处

不觉中就成了朋友

隔一段时间

就掏腾着来看看它们

像走亲戚一样

与它们增添些感情

车到兴县瓦塘镇前彰和墕村黄河岸边六

郎寨时，已是上午十点来钟。下车时，天气变

阴，偶尔也有小雨点落下。采风团人员散落在

石砌的院子里，观察着栽有松柏树的院子、沟

道、山头的景致，无不为骆驼峰六郎寨优美景

致而惊叹不已。大家不由得拿出相机、手机，

拍下了栩栩如生的令人叫绝美景。

山道陡峭崎岖，采风团的中巴、大巴不具

备崎岖山路行走的条件，景区只有能爬山的一

辆依维柯和一辆霸道。上山赏景，只能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乘车上山，一部分步行爬山。我

选择了爬山。跨过石牌楼山门，站在红砂石坡

仰视，骆驼峰凌空而立，驮头、驮身、驼峰形象

逼真，骆驼峰险峻、峭拔、雄伟、象形称雄整个

六郎山寨。相传大禹治水时候，为了寻找黄河

水患源头，一路向西，在西北偶遇一头骆驼。

大禹发现此驮比较温顺，既能驮东西，又易骑

乘，于是带着骆驼顺河而下。行至黄河六郎

寨，发现有一只水妖作乱，致使河沙淤积，水位

大涨，水患丛生。大禹在开阳宫武曲星的协助

下，大战水妖，最终消除水患。但骆驼在战斗

中不幸丧生。大禹为纪念这只伴他行走万里

的伙伴，在武曲星君帮助下，点化这只骆驼守

卫此山，并命名此山为“骆驼峰”。

顺红砂石坡上行三四十步，走寨墙平台到

骆驼峰底，山峰陡峭壁立，岩壁间筑有石砌台

阶，或凿有刚能放脚石窝，台阶或石窝外侧筑

有钢管护栏。我手抓护栏，艰难地沿石阶或石

窝上行百十步，是一砂岩石洞，随行人员告诉

我，这是圣母洞，因其形状酷似女人的生殖器

而名。我驻足举头，细细观察，洞口洞内情形

果真形似一个女人的生殖器。我搂着栏杆的

左手上举，右手与左手合拢，暗自拜了拜圣母，

旋即折转身上行五六十步，到达驼峰石盘，驼

峰稍似宽阔，四周砌了水泥钢筋皮似枣木栏

杆。石盘上有直径尺许大六七寸深的圆形石

窝五六个，我怀着好奇心问随行人员，随行人

员说，这石窝和石盘底的洞穴就是杨六郎埋锅

造饭的灶台和藏兵的洞穴。我探身俯瞰，洞穴

宽敞深邃，藏百十人不成问题。站在驼峰岭四

下眺望，滚滚黄河咆哮着从北而来，在六郎寨

身边转了一个大弯，向南滔滔不绝，奔涌而

下。两岸的滩涂岸畔，山山岭岭，漫山遍野的

青松翠柳，形成了一片片绿色的海洋，在那一

片片绿色的海洋里，一株株年轻的苍松翠柏碧

绿滴翠，亭亭向上。过青石盘，走数十步，山巅

碎石间沙土里，密匝匝地长着些杂草、小松树、

小侧柏，好像给这驼峰岭戴上一顶巨大的绿毯

帽，绿丛中的石壁里沙土间不时蹦蹿出一簇簇

不知名的野花，清新怡人。

驼峰岭东侧有一巨石矗立，远看形似雄狮

回头，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狮回头。看罢狮回

头，转身看到孙峰和周俊芳已经走到悬崖铁索

桥边，并且已经套上了护身腰带。我顺山峁快

速走到铁索桥边，向下俯视，一百余米长的玻璃

板铁索桥和木板铁索桥连通对岸悬崖，桥下是

数十丈深的山谷，我浑身一颤，顿觉头晕，于是，

赶忙退到一边。此时，孙峰与周俊芳已经脚踏

从每一块只有尺许宽的彩色玻璃桥板，孙峰在

前，周俊芳随后。只见二人撑开两只胳膊，两手

紧握两边铁索，两眼盯着对岸，一步步地向前挪

去。走了不到一半，周俊芳怯于返回时木板桥

的晃动而退了回来。孙峰起先还顾及俊芳，走

得很慢，俊芳退回，孙峰独自一人过桥，少了些

许顾忌，步伐渐渐加快，五六分钟即到对岸。返

回时，护身腰带自动转到木板桥上空。孙峰在

对岸挥了挥臂膀，稳稳踩着铁索上边的一块块

木板，两眼平视前方，很快返了回来。我问孙峰

兄感觉如何，孙峰告诉我，走玻璃桥板比较稳

当，不晃也不摇，走木板桥到中间就有些摇晃，

不过那感觉特好，轻点脚尖，有一种翩翩欲飞的

感觉。过铁索桥你得胆大心细，只要两眼平视

前方，踏稳踩板，不往沟谷底下乱看，即可轻松

过桥。我拍拍铁索桥上的自行车问孙峰，孙兄

可否骑上这铁索上的自行车过桥，孙峰抚摸着

车把车座说，可以一试。看护铁索桥的师傅看

见他真有一试的意思，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的身

体，赶忙说，对不起，您超重了。

离开铁索桥，我们走上台阶到山岭，向沟

谷对面山顶望去，山顶巨大的石盘上插一面三

角旗，旗子不远处，是一凸起的平台。我问随

行人员，插旗子的对面山头叫啥名字。随行人

员告诉我，那是杨六郎的点将台。我放眼望

去，眼前山头恍惚出现旌旗猎猎，征讨辽军的

万千雄兵正整装待发。

回头看时，同伴已走到黄河天书石崖底，

我紧走几步，经过喜神庙、大仙庙、河神庙底，

快速跟了过来，抬头看那石崖经数千万年的风

吹雨打而形成的图案和文字。那图形和文字

凹凸有致，纵横交错，点化天然，奇妙万端，像

天之神笔写就，荟萃藏、蒙、党项、羌胡，更集汉

之真草隶篆诸文于一体。似行云流水，如浪花

飞溅，亦歌亦舞，一柔一狂；又像是一部神秘的

佛道圣经，解读着世间因果道理与度化箴言。

其实，它是风雨和石头的真实对话，是自然与

历史缠绵情感的展现。

看完天书登石阶艰难而上，是一砂石平台，

平台上砌筑望河廊厅，廊厅外侧是一米左右宽

窄的石池，古老的凿刻痕迹依旧。相传，此池为

将军饮马池。此池水多取自半山腰优质神泉

水。相传，此泉水一度被占领山寨的辽军捣毁，

杨六郎夺回山寨后，痛惜泉水被毁，坐地思考解

泉之法，不料因劳累睡倒在地，梦见一位姑娘骑

马而至，问他是否为泉水干涸苦恼，六郎点头称

是。姑娘说，将军不必犯愁，神泉就在我的马蹄

之下。说罢，一勒缰绳，白马腾空而起。六郎也

醒来，方知是做了一梦。他揉揉眼睛朝马蹄踏

过地地方一看，竟真的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

杨六郎向天一拜，朗声说道：“神泉再现，天佑我

也。”放眼饮马池南，池南突兀着十余米高的圆

柱体小山包，我跑步登上山包顶，放眼四望，黄

河、忠义谷、寨门、烽火台、北齐长城遗址等尽收

眼底。我自言道，此处非哨所莫属。

下了山包，沿山岭向左观赏气势磅礴的黄

河，向右向脚下欣赏着山岭的野花小树。不觉

间已上岭顶，可以看到在北边大鹏金翅雕山峰

边观赏的乘车上山的同伴。这时，山顶喊，所

有的人到山头结合，集体合影。步行上山的同

伴，加快脚步，赶到山顶，在山顶大鹏金翅雕前

留下了大家美好的记忆。

站在大鹏金翅雕前注目，六郎寨满山的奇

峰异石、满山的美妙洞穴，不得不赞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第24章：攻城

联军在田章的指挥下，势如破竹。秦军边打边退，

一个月后，已退至函谷关固守。联军屯兵城下，双方对

峙。函谷关城高墙厚，秦军防守得当。联军隔几天就作

势攻城，往往是一触即退。这边伤亡微乎其微，那边的

城池岿然不动。如此这般，不觉又已月余。

田章也不急，整日里在军营巡视，命令士卒该训练

训练，该巡查巡查，各安其位。孟尝君觉得这样下去可

不行，就来找田章，提起攻城的事，田章就顾左右而言

他，笑着说：“薛公无需着急，再看看，再等等。”

孟尝君原本想告诉田章，说城中潜伏有自己的几名

门客，或能起大用。但看到函谷关守得严密，连只兔子

都窜不出来，更别说几个大活人了，信息自然也没有法

子传递。人是潜伏下了，事到临头却用不着，这事说出

去，简直可笑。何况，此事即便说了，又能有什么用？所

以，话到嘴边，硬生生咽了下去。

从田章大营出来，孟尝君回头一想，田章征战多年，

军事娴熟，不攻城定然有不攻的道理，军事上，自己是外

行，索性再不过问，等着就是了。

这天傍晚，田章忽然请孟尝君来中军大帐。孟尝君

去的时候，发现公孙喜和暴鸢已经在了。田章一见孟尝

君，便道：“薛公，今夜破关。”

孟尝君大感突然，却也不奇怪，笑道：“这么说，将军

不等不看了？”

田章毫不介意孟尝君的揶揄，道：“机会成熟了，自

然无需再等。”

旁边公孙喜笑道：“薛公勿怪，一个月前，我军与秦

军混战追逐之际，田帅已安排精锐，乘乱混入秦军，随败

兵进入函谷关潜伏。昨天夜里，他们发来信息，约定今

夜三更时分攻城。”

孟尝君心中一动，想起一事，道：“将军在桑丘之战，

曾经用此计大败秦军。这次故技重施，恐怕秦军会有所

防备。”

田章道：“我已料到，这次派出的士卒，都是投奔至

我齐国的秦国人，在一个月内，逐渐渗透进去。另有一

支奇兵，现在已潜伏在那条密道，等我们攻城之际，从密

道中杀出，配合大军攻城。”

田章心情甚好，顿了顿，继续道：“这条暗道，估计是

秦军自己挖开的。这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二十年前，

五国伐秦。函谷关前被堵得水泄不通，守关秦军突然出

击，五国严阵以待，不料却被一支秦军从后方袭击，打了

个措手不及，联军大败而逃。原来，这支秦军就是从这

条暗道出来集结起来的。这次，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

孟尝君惊道：“秦军自己开挖？那肯定也知道暗道

的存在，万一……”

田章道：“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函谷关守将换

了七八人。赢安守函谷才不到三年，他未必知道这事，

而且密道早被特意封死，只是做得有点粗糙，费点力气，

还是能够打通的。薛公，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

坐直身子，下令：“今夜三更时分攻城，首登者赏百金，后

退者斩！”

公孙喜和暴鸢齐齐拱手：“是。”

孟尝君比谁都想早点攻下函谷关，可是此刻他心中

隐隐不安，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但自己也说不出个

一二三。唉，或许是自己多虑了！孟尝君摇了摇头，不

再去想，稳稳地坐在大帐内，静心等待。

时间过得飞快，三更时分瞬息而至。

联军早集结起来，借着暗夜的掩护，静悄悄地往前

推进，直到距城墙百步之遥。这时，城头上，忽然亮起一

支火把，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在暗夜中，显得尤其明

亮。三支火把缓缓在空中划了三个圈。接着，只听得函

谷关的巨大城门，缓缓打开。

田章轻声下令，一个千人队悄无声息地向城门奔

去。片刻之后，千人队全部冲进城门，田章心头的一块

巨石落地，正待号令全军攻击。忽然城头上一阵呐喊，

刷刷刷亮起了无数火把。城门处传来一声巨响，护城的

千斤巨石落了下来，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

城头，火光之下，全副武装的秦军张弓搭箭，严阵以

待，正中闪出一员大将，正是赢安。他手提一颗人头，远远

地扔了下来，大笑道：“田章老儿，又是这等伎俩。黔驴技

穷了吧！哈哈。”言毕，几百颗人头被秦军用抛石机扔了出

来，雨水般落在联军阵中。紧接着，城头万箭齐发……

田章心头一沉，知道坏了，想到暗道中和瓮城中的

士卒，他一咬牙，暴喝一声：“攻城！”联军将士顶着盾牌，

抬着云梯，潮水一般向函谷关冲去。

城头乱石飞舞，万箭齐发。联军顾不上死活，早将

云梯搭到了城墙上，士卒如蚂蚁一般，向城头爬去。在

火把的照耀下，函谷关亮如白昼，双方士兵展开了残酷

的厮杀。

函谷关在秦军的多年打造下，已是一座坚城，想要

正面攻破，几无可能。联军虽勇猛，然而秦军有了防备，

因此，伤亡异常惨重。田章看在眼里，心中一阵阵发凉，

然而想到密道中的奇袭，因此也不肯下令撤军。

这时，城头上，忽然有数人骑马冲至赢安身边，赢安

很是震惊，未及开言，便见一人腾空跃起，手执长戟，冲

着他直刺过去。赢安大惊之下，不及拔剑，已被长戟透

心而过。那人随即落地，双臂发力，登时将赢安尸身举

了起来，大喝一声：“赢安已死！”

田章大喜，大吼道：“赢安已死，函谷已破！”手中令

旗一挥，联军全军出击，杀向函谷关。“赢安已死，函谷已

破。”的呐喊声传遍了整个战场。就在这时，函谷关内，

忽然燃起熊熊大火，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隐约有喊杀

声冲天而起。

联军这边，勇气倍增，愈发不要命地向上攻去。城

中，一队齐军凶狠地杀了过来，守城的秦兵是精锐中的

精锐，虽然腹背受敌，却不惧怕，分兵一部，迎了上去。

城头上斩杀赢安之人，将赢安尸身甩了出去，展开

长戟，与身边三人并肩，死死守住城头，为攻城的联军争

取时间。秦军蜂拥而上，四人虽然勇猛，但秦兵人多，眼

见就支持不住，好在攻城的士卒抓住机会，登上城头，终

于撕开一个缺口，士卒源源不断地冲了进来。

秦军依旧在奋力抵抗，但是主帅突然被杀，只能各

自为战，面对越来越多的联军士兵，渐渐支持不住，终于

失去斗志，只想着逃跑。逃跑是有传染性的。只要一开

始，就再也无法控制了。

终于，秦军崩溃了。

等到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

函谷关，失守了。 （待续）

又到金秋收获季节，街市上各种蔬菜争奇

斗 艳 ，红 的 辣 椒 、青 的 萝 卜 、紫 的 茄 子 、白 的 藕

根；长的山药、圆的白菜、胖的土豆、直的丝瓜；

香的芹菜、脆的丕兰、甜的红薯、鲜的芦笋……

妥妥地应了那句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

黄橘绿时。”

记忆中，老家的院落此时就变成了临时仓库

和露天展台，到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和煦的暖

阳照着，清凉的微风吹着，空气中弥漫着菜蔬的丝

丝香气。奶奶和母亲端坐中间，周围簇拥着长着

绿樱的大萝卜、胡萝卜和芥菜疙瘩，以及沾着泥土

的大白菜、洋姜等。她们满脸喜悦，一面说说笑

笑，一面挥舞菜刀，把一堆一堆的菜蔬清理归整，

腾出空间来再堆放其它果实。而父亲则带着我们

兄弟几个，负责从田里到院里的运转装卸。偶尔

会把刚拨出来的胡萝卜，用手掌稍稍抹一下表面

泥土直接就放进嘴里，咬一口脆生生甜丝丝，很解

渴解馋。

那个时候，农村缺吃少穿，物质匮乏，粮食刚

刚填饱肚子，要度过漫长的冬春两季，唯一赖以

佐餐的当家菜就靠腌咸菜了。腌制咸菜，主角是

萝 卜 和 芥 菜 疙 瘩 ，老 家 几 乎 人 人 会 做 ，家 家 必

做。母亲早早地会把粗瓷水瓮洗净晒干，置于房

间的通风处。然后由奶奶等一干人众协助，把芥

菜疙瘩的根须和茎蒂削掉，再挖去凹陷处的脏东

西，清水洗净，一劈两辨，擦干，放入水瓮，一层菜

一层盐，盐要大粒粗盐，顶部放一块青石压实，再

注水没过菜，加盖密封，两三个月后即可腌透食

用。腌菜的水瓮有一米多高，与我们的个头相

关。遇家里十多口人的，往往会腌制两三个水

瓮，才会保证一冬食用无忧。冬寒的时候，水瓮

往往会结一层薄冰，汤水也变成淡淡的白沫状。

食用时，拿筷子戳破薄层，取出冰凉而色沉的芥

菜疙瘩，用水冲去表面粘液，切丝凉拌或爆炒一

下，口感鲜香、脆爽、厚道，仿佛可跟过油肉相媲

美似的！

而短时间内食用的，是花花泡菜。取一小口

坛子，将西芹切段，胡萝卜切丝，洋姜切片，用盐、

香菜、葱蒜、辣椒搅拌，少许豆油和食醋喷淋，一周

内即可食用。也可将黄瓜瓤挖掉，切段腌制，两三

天即可食用。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家家灶台上

摆的，餐桌上放的，就是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的坛坛罐罐。若是玻璃制品的，可从外面看见里

面红的黄的绿的，相互挤压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幻

化成一种酸酸、甜甜、脆脆的美味，赏心悦目饕餮

肠胃，纵然呈现眼前的仅仅是一个窝头一碟咸菜

一碗稀粥，同样吃得津津有味。一种叫做“辣菜”

的，食用更为方便。将芥菜疙瘩擦成丝状，待油锅

里的花椒变色后，迅速倒入芥菜丝，加盐反复搅拌

至半熟，盛出，放入密封容器，置于炕头暖和处，经

一夜发酵，第二天即可食用，是那种仿佛芥辣油的

味道直冲鼻尖，直至能辣出生泪来，而一股暖流也

顿时热遍周身。但第二口第三口就缓和多了，成

为家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小菜。食材就是这

些，而家乡人总是绞尽脑汁，为读书的孩子尽量补

足必需的蔬菜维生素，把对亲人的呵护体现在一

粥一菜之中。

还有更妙的，就是煮老咸菜了。第二年春季，

将没有吃完的腌咸菜晒干脱水，洗净后放入大铁

锅内，用腌制的咸菜汤来煮，添加些酱油和八角茴

香等，用来增色增味。煮制时要用木柴取火，小火

慢煨，一次性添足咸菜汤，不能在煮的过程中加

水，以防味道走失。煮制六七小时后，芳香四溢，

软糯可口，方才大功告成。老咸菜可切丝切丁，淋

一点香油，调一匙陈醋，都不失为佐餐下酒的一道

美味佳肴，也为单调的餐桌平添了别样的味道。

那时，只要闻到老咸菜的味道，就像回到了家乡回

到了童年；品着老咸菜的味道，再不好吃的粗茶淡

饭也变得活色生香。老咸菜可保存数年而不坏，

我上中专时，母亲每次都会将老咸菜切成丝，装进

好几个罐头瓶里，带到学校与外地同学分享，大家

无不交口称赞。现在的餐桌丰富多彩，菜品琳琅

满目，而在肥甘厚腻之余，仍深深怀念老咸菜那清

爽、悠长、耐嚼、回甘的味道，怀念奶奶母亲根植乡

野，巧手巧思煮制的人间至味！于是每到饭店就

餐，必先问问有没有老咸菜。店主自然也很懂得，

虽然仅仅是赠送一小碟，但足以抚慰一颗思乡的

平常心！

苏轼老夫子曾言，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不忙

不闲的生活中，家乡人经过岁月煎煮，烹制出咸咸

淡淡的真滋味长滋味，喂养了我们贫困但不療倒

的一日三餐，滋补了我们与土地的亲近亲切之

情。回味咀嚼，了悟人间烟火气，乃为阳光之气、

天地正气！

咸咸淡淡滋味长
□ 雷国裕

摆在眼前桌子上的这一盘红枣，这是

今年从老家的自家树上摘下来的最后一

盘红枣了。这也是今年国庆假日被摘下

来后保存到现在的最后一盘红枣。

五年前，整修完老家的独家小院后，老

父亲就不辞辛苦、多方找寻，专门找了新品

种的枣树、梨树、苹果树苗子，把它们有序

栽在小院里，说是以后孩子们吃时方便

些。此后，在老父亲不断施肥、浇水、修剪

等护理下，这几棵果树也很争气，好像不只

带着阳光、雨露、养分，更像带着感情、情

意、希望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去年十月收

获时，我记得是与已在大一时的儿子一起

去摘取的。让他参加一次农村实践活动，

也想让他从捡枣过程中感受到无论做什么

大小事情，包括创业、读书、劳动、收获等

等，其实都很不易。去年的两棵枣树，在人

为精细照料下，树体庞大，枝条蜿蜒，枣儿

满枝，红红映眼，香甜清脆，收获颇多。

今年春季，老父亲早早就请到两位专

业园林师傅，对高大宽阔树体进行了全面

彻底整修。两个师傅思路清、工具利、技

术好、动作快，一个小时过后，呈现在我眼

前的两棵枣树新树体高度降了一半，宽度

缩了三分之一，树枝密度瘦了三分之一。

但师傅安慰我说，经过他俩修剪，枣树主

干分明，枝条走向条理、树内通风良好，今

年收成应该不会比去年差的。

我相信了这两位园林师傅的话，也只

好耐心焦急等待，内心也充满无限期待。

树枝慢慢生长着，枣儿也慢慢成熟

着，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青到红。我盼

望着成熟的季节，能再次带上已经大二的

儿子，再次收获期待的丰收。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传统节日共八天

连休假日。但孩子准备参加全国的一个

专业项目比赛没有时间回家。当老父亲

问我今年准备和谁一起收枣的情况后没

多作声，只说了一句耐人长久寻味的话：

过年一起吃个团圆饭家里人就少的可怜，

现在八天假期收个枣见一下孩子的面也

难！将来孩子如果没时间回来，你见一面

也难啊。我默不作声，赶紧悄悄地走开。

今年摘枣的任务，是我和我爱人两人

完成的。红枣颗颗硕大饱满，粒粒香甜可

口清脆，收成应该比去年多。但收枣的

人，今昔不同！

看着桌子上今年留存的最后一盘自

家红枣，就仿佛看见现在近处和远方思绪

中的亲人们！包括在家 86岁的父母、北京

大二 18岁的儿子、还有其他求学、工作、生

活在国内和国外的众多亲人们......

黄河六郎寨
□ 白占全

孟尝君
□ 李牧

三三川川河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与石头做朋友
□ 吕世豪

最后一盘红枣
□ 薛耀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