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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川川河河

电视剧《菊花醉》，讲述了清朝末期

一 代 中 国 茶 商 胡 少 英 的 人 生 起 伏 荣 辱

沉 浮 的 故 事 。 由 于 家 庭 和 商 业 上 的 变

故 使 他 从 高 贵 富 裕 一 落 千 丈 至 穷 困 落

魄，最后成为一代茶王，其间经历了一

系 列 的 挫 折 与 磨 难 。 在 广 阔 的 历 史 文

化背景下，展示了人道、商道与茶道。

《菊 花 醉》以 湖 南 安 化 黑 茶 文 化 历

史展开，观剧让我们了解了斗茶、种茶、

鉴茶、贡茶等茶文化，还学会了茶艺。

该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

鲜明生动。

茶 根 ，胡 家 下 人 ，是 胡 老 爷 捡 回 来

的孩子。多年来在胡家，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深得胡家人的尊重与信任。当

胡大少闯西北茶马古道的时候，茶根鞍

前 马 后 ，不 幸 的 是 大 少 壮 志 未 酬 身 先

死；当胡家遭难，二少爷夫妇奉老爷之

命 携 带 房 契 等 贵 重 物 品 秘 密 外 出 逃 难

时，茶根亲自护送到码头；当歹人吴孝

曾和满坡逼问他二少爷去向时，他宁肯

被下毒手剜掉舌头，也不说出实情；当

他逃到外地，见到落魄的三少爷胡少英

时，心急如焚但有口难言。从此主仆二

人相依为命。不幸染上疾病，三少爷想

方设法让他吃饱，给他治病。在走投无

路的时候，三少爷揭下通缉自己的悬赏

告示送给医生。“只要治好茶根的病，献

出人头又何妨？”医生被感动了，“一个

少爷，能为一个下人舍掉自己的性命。

难得啊！”很快茶根病好了，还学会了认

字、写字。三少爷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

相。茶根的感恩之心，光芒四射，值得

三少爷两肋插刀！

吴 孝 曾 ，同 样 是 下 人 ，同 样 在 胡 家

长 大 。 用 他 自 己 的 话 说 就 是 ，好 话 说

尽，坏事做绝。他竟也博得了胡家人的

信 任 成 为 胡 家 义 子 。 他 暗 恋 从 小 一 起

长大的花小姐，为了阻止三少爷与花小

姐的婚事，他竟然伸出黑手往胡、花两

家共同制作的贡茶里投毒，加害胡、花

两家，导致胡老爷、花老爷、三少爷被官

府抓走，本是订婚喜日子，成了两家的

劫难日。年事已高的胡、花老爷在牢里

受尽折磨，好不容易释放出狱。不久吴

孝曾竟谋害了胡老爷，还制造了老爷上

吊 自 杀 的 假 象 。 得 知 三 少 爷 从 狱 中 逃

出，他不惜重金雇用赵阎王一伙人去追

杀，并四处打听三少爷下落，一有风声

便到衙门告密，鼓动重金悬赏捉拿。无

奈 三 少 爷 四 处 躲 避 ，沦 落 他 乡 成 了 乞

丐 ，处 处 被 人 歧 视 驱 逐 ，受 尽 人 间 磨

难。很快他就霸占了胡家的天泉茶庄，

胡家二少爷成了傀儡，同时他制造了三

少爷已死的假话，向花小姐逼婚，花小

姐 万 念 俱 灰 忍 辱 答 应 下 嫁 。 不 久 花 老

爷 辞 世 。 自 然 花 家 九 福 茶 庄 也 落 入 了

吴 孝 曾 之 手 。 当 三 少 爷 被 贵 人 相 救 出

狱回到家乡为朋友收茶时，他也是千般

使坏，不惜抵压花家的房契贷款高价收

茶，告发官府前来抓人。当三少爷收了

黑茶，运往新疆，要打通西北茶马古道，

为家乡人民谋出路时，他劫持了少爷筹

备好的茶，捷足先登，目的是获取黑茶

专卖权，中饱私囊，飞来横财。花小姐

得 知 真 相 看 到 三 少 爷 才 是 真 正 爱 茶 之

人，于是遵父遗嘱献出千两茶谱。三少

爷 紧 锣 密 鼓 昼 夜 赶 制 。 途 中 他 设 了 埋

伏企图杀死三少爷，结果阴谋失败。无

限膨胀的贪欲，造成了他的自我毁灭。

三少爷随着命运的改变，悟到了人

生的真谛，原本自负不羁的公子哥蜕变

成了平易近人深沉内敛的人。在万人斗

茶盛会上，三少爷胡少英赢得了荣耀。

胡家的天泉茶庄迅速超越花家的九福茶

庄，享有了制造贡茶的资格。胡、花两家

是当地的两大茶庄，但是二十多年来一

直明争暗斗商业博弈；三少爷和花小姐

的爱情也遭到长辈的阻挠。三少爷从中

周旋让两家消除了误会，摈弃前嫌重归

于好，携手共同为朝廷制作贡茶，同时和

花小姐的爱情也得到了长辈的祝福。三

少爷最终在商战中打垮了罪魁祸首吴孝

曾，成了一代茶王。

观扣人心弦电视剧，学为人处世修

身道。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困难和挑战，三少爷胡少英就是一盏

明灯。他告诉我们要用感恩的、乐观的

态度去面对，用坚韧的精神去抵抗，要看

到生活的美好，看到生活的希望，把困难

和痛苦视为磨砺意志的工具，视为更加

坚强的催化剂。只有这样才能活出自己

的人生价值，活出自己的精彩。让我们

用歌声来回应这个世界的痛吻吧！

大冬沟就在千年景区里。

我以前来过。记得那时还没有

开辟人行通道，在茫茫大森林里，顺

着陡峭山坡登攀，忽高忽地，十分艰

难。那次不小心扭了脚腕，好长时间

里下班回家爬楼梯都感到难受。但

是，欣慰的是，那次我们终于爬上了

吕梁山脉的最高峰——骨脊山。

那个时候，我们只顾爬山，还不

知道这里有个叫大东沟的地方。现

在又一次来到这里，觉得多少有些曾

似相识。才知道大东沟就在离石区

信义镇的千年村。它地处吕梁山主

峰骨脊山的脚下，关帝山森林片区，

千年林场一带。好地方啊！一进入

这山林腹地，便能够感到这里的天、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别的地方大不

一样。天空宽阔疏离，大气磅礴，蓝

的自然通透，清新爽朗，白云充满立

体感，或聚或散，或大或小，一团一

缕，散漫自由，悠然自在。再看那山，

不是奇陡峻峭，而是舒缓圆润，碧绿

的山峦，一座紧挨一座，生机盎然，绿

的真是能够挤出水来。已经听到树

林里的流水声了。哗啦啦，哗啦啦，

大的泉水犹如小河一样流淌着。小

的泉水则无声无息，却随处可见。它

们漫过草地，四处浸透。大东沟真的

是山泉处处，水流丰沛啊。

我们漫步在用青石砌筑的弯曲

人行步道上，望见前面无比宽阔的大

草地上，有一群一群的孩子们，戴着

白色的旅游帽子，穿着色彩斑斓的夏

服正在游玩，或站或坐，或跑或跳，一

堆一团，或在白色大帐蓬下写生画

画，或在黄色草屋门前伫立沉思，还

有的在草地上打羽毛球、放着风筝。

仿佛宽银幕电影里的远景长镜头，充

满了生命的活力与诗意的流动。

导游在前面引着，声音清脆地给

我们介绍着。我们紧随其后，一边观

赏，一边听着她的讲解。大东沟历史

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可神秘啦！据

说这里有女娲补天的炼石厂、大禹治

水的发端处、汉代皇帝刘渊的屯兵地，

佛教二十二代宗师刘萨河在这里传过

经布过道，山上还有后赵皇帝石勒、孝

文帝的衣冠墓等等。大家附和着，一

片欢声笑语。导游说，2022年，离石区

立足“潜力在山、优势在林、特色在水”

的特点，启动了骨脊山旅游项目，在大

东沟新建了一条长约 2000 米的原生

态步道，开放了 6个露营区，沿着这条

原生态步道分布了 50多个露营平台，

328个露营位，配备有帐篷、天幕、桌椅

等，分设有帐篷营地、烧烤营地、自驾

房车露营区、儿童溪边戏水区等区域，

在这里可以举办精致餐饮、烧烤、露天

电影、露营音乐表演、户外分享沙龙、

研学、写生画画等活动，我们将露营潮

旅生活、户外体育运动和乡村振兴结

合起来，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在

绿水青山中漫步赏景、安营扎寨、贴近

大自然的好去处。

一会儿，我们就顺着原生态步道

进入到了大东沟的深处。我仿佛进

入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里。抬头

仰望，透过两旁高大密集的树木，可

以看见远处碧绿山峰上隐隐约约的

齿点点白色积雪。俯身脚下，古木根

深，巨石横卧，山花遍地，山泉闪闪，

涧水汨汨，小桥草屋，点缀其间。走

在木质的人行步道上，头顶上的浓郁

树冠投下一片又一片的荫影，随着清

风的吹拂，斑斑驳驳，闪闪点点，给人

的全身送来一刻又一刻的凉爽。

喜欢泉水。夏日里的泉水，总是

给人一种清丽、清凉、清爽的喜感。

大东沟里多有山泉。在山沟里的溪

河里，在石桥的下边，在古树的根部，

都有或宽或细的泉水在流。泉水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屑般的光芒，

好象太阳在水里施展着炼金术。它

让人想起了王维的《金屑泉》，“日饮

金屑泉，少当千馀岁。翠凤翊文螭，

羽节朝玉帝。”想起了裴迪的同题诗，

“萦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

素华，独往事朝汲。”王维说，每天饮

用这金屑泉水，可以活到一千多岁，

能够乘着神鸟驾着神车，飞上青天，

去见玉皇大帝。裴迪的诗让我们又

回到了现实之中,泉水静静地深山幽

谷里流了出来，好像不曾流泻，阳光

下的泉水金灿灿的，似乎伸手就可以

捞出黄金美玉。这里的泉水，早晨才

最好，晶莹清澈，有个清瘦的诗人经

常带着瓦罐独自去泉边打水。

大东沟不仅古树多、泉水多，石

头也多。那些石头很自在，极自由，

或圆或方，或正或歪，或肥或瘦，或美

或丑，都很平等齐观，有的躺在河里，

有的卧在树下，有的挤在桥下，大大

小小，仿佛每块石头都有故事。一

块，一块，都极淡然、自然、安然，似乎

不分别，不褒贬，不夸张，不粉饰，身

心清静，悠然神远。自然，会让我想

起了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

绿蒲向堪把我。家住水东西，浣纱明

月下。”清泉石上流，巨大的白石下还

有许多圆润的白卵石、白色的流沙。

水和云在白石间形成袖珍瀑布，汩汩

流淌。经过多少年的流淌，大东沟森

林里的那些白石，已经被时光磨得更

加明亮，靠在古树根底的则被青苔包

裹、覆盖。它旁边的绿蒲杂草都已经

长得齐腰高了。

大东沟森林里苔更令人难忘。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看我当时

对着古树下包裹三块石头的苔拍的

一张照片，还是激动不已。那苔是一

种细细的嫩绿，一种密密的新鲜，一

种亮亮的湿润，它们生命力旺盛，不

仅包裹、覆盖着那几块大小不一的白

石，而且遍及周边地面，直直包裹着

那粗壮树根，上到了一米以上，压过

了它周边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草、杂

丛。这怎能不叫人想起王维的《书

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

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想起了他的

《宫槐陌》，“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

苔。虚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青

苔、苍苔、绿苔，是王维的诗中一个很

鲜明的意象。他的好多诗中都写到

了苔。路上的苔，树上的苔，石头上

的苔，台阶上的苔，爬上人衣的苔，似

乎都像是大东沟森林里的苔。或者

苍苔，或者青如山色的苔，或者绿似

湖水的苔。当然，滚动的石头不长

苔，阳光朗照下的石头也不长苔。那

苔呀，映照和打量的是诗人内心深处

的寂静和空灵。忽然有一天，诗人好

像有什么预感，一大早就走出苔华老

屋，吩咐家童扫地迎客。这就是《宫

槐陌》里描写的情景，小路上挤满了

宫槐的树荫，幽静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地被青苔覆盖。今天要早早开门，洒

扫 院 落 ，恐 怕 有 高 僧 要 来 ，不 可 怠

慢。山僧，既是为山寺僧人的称呼，

也是僧人自己的谦辞。

山僧没有来，因为这里太偏僻、

太寂静了。今天，我们来了。也只有

在今天，我们才能来，来到这太古意

境般的大东沟原始大森林里。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

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太古意境

般的青山碧树绿水世界，又让我们仿

佛走进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当

中。大东沟四周的山水树石，呈现出

一种别样的翠绿苍润之美。这里，像

倪赞的山水画般清空，似龚贤的山水

画一样厚重，仿佛王原祁的山水画般

苍老，犹如石涛的山水画一样，天地

间浸染着一股清新之气。“山静如太

古”，我们抬头有白云，低头见草虫，

极目茫茫树木之外的山外山，却看到

了光和影。光影，古代的山水画怎么

能没有光影呢？夏日里，白日浙渐西

移，在森林和草地上投下了斜光斜

影，古老的树木和群山被映照的焕然

一新，仿佛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一

样，清如水，淡如雾，很快缥渺远去，

阳光朗照，沐浴在光的瀑布里，山水

树木、草花苔石，一切都被传神，焕发

了生机……

这时，我听到了鸟鸣。当然是一

只鸟的啼声，清清翠翠，叽叽喳喳，在

古树上空，在空谷幽兰，自然是十分

得动人心弦。一只鸟的啼声很好听，

或者两三只鸟在树上闹，也是动听

的。但是，如果一大群鸟在树林里喧

闹，就变成了噪音。万物皆有其所，

包括声音。鸟鸣山更幽。大东沟的

森林里有一种非常自在而清雅的寂

静，仿佛空谷里的幽兰一样。因为，

山的寂静大于石头，森林的寂静大于

树，湖的寂静大于水。当然，在大东

沟里还有一种寂静，那就是物的自体

寂静。一座山，一朵云,一棵树，一块

石头，一株草，一片叶，一粒苔，都有

着自己的寂静。还有一粒尘埃，一束

光，风声、落花、流水，都有它们物自

体的寂静。

这种在万山深处、万木深处感受

到的寂静，却能让我们领悟到了白云

和流水的运动，领悟到了“远在远方

的风比远方更远”、“山的外面还有山

的外面还有山”。

正在享受这万籁寂静之美之时，我

忽然望见远处山坡碧绿的树前，立着大

大的两行字，“在吕梁，读懂诗意中国”。

大东沟的诗意，比王维的山水诗

多了一种生机，比宋元明清的山水画

多了一种活力。因为，在这幽静清爽

的大自然中，我不时地可以看见有一

群又一群的人，在帐蓬下交流聊天，

在草屋前写生，在木桥下戏水，在平

台上研学，在大树下画岩石画。因

为，在中国,在新时代，“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

前面的翠绿树林前，突然又屹立

起两行大字：“在吕梁，倾听奔流中

国。”

穿过西山公园的亭台，向着苍儿会远望

云霞照耀凤凰城的楼宇，洒在山水文园

披着霞光疾驰的列车，驶向远方

远方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

仿佛听到，祭拜天授圣图演奏的庄重乐章

那个把日月空汇聚一起的女人，书写着一个

伟大的盛世，乾坤呈现出别样的浩荡

无字碑让所有的字，都失去了光环

远方追逐着历史的脚步，仿佛听到

云周西村观音庙前，大柳树下威严的声音

为了誓言，少女可以把白雪染红

一切的豪言，在她面前都缺少了嘹亮

远方记录着文化的传承，仿佛听到

东岩寺的钟声，传来久远的斑驳与沧桑

梵安寺塔的弹孔，诉说着昨天的战况

麻衣仙姑的甘泉，早已滋润了百姓的心田

文峪河潺潺流水，把粼粼波纹带给故乡

广袤的原野，收获了玉米高粱

犹是那“九月梨花”的传说，铸就

玉树琼葩堆雪，一枝春带雨，万亩花飘香

文至智，崇文通之韵

水至美，尚水运之秀

汾河水在世泰湖和天后岛间流淌

时光磨砺的岁月，把红胶泥的土地滋养

十里桃花

喝一壶桃花蜜酒

陪你在十里桃花行走

花瓣雨随晚霞飘落

凝结的新蕾芬芳依旧

渴望在酩酊里厮守

只留下意念中的追求

一场相隔时空的牵手

却是三生三世的等候

不知道谁是谁的永久

仿佛穿越缥缈宇宙

唯有隐藏的心灵感应

才是你日思夜想的拥有

冬来冰雪涤尘霾，冷月凝霜锁石阶。

旧梦酿成新岁酒，归心栖上故乡槐。

奔波市井叹流马，向往林泉忆凤钗。

不惧梅残惊晓色，欣忙春事话情怀。

雪花纷飞的季节

思绪也总是漫天飞舞

我没有把酒言欢

但却无酒自醉

我伴着文心起舞，依着

诗韵而歌

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我期待着我们一起聆听

聆听岁月这列动车，穿过

春天的桃林，夏日的麦田，再顺着

金秋的桂香，狂奔到冬日的暖阳

又迎来下一个新年

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许个愿吧，为你和所有你爱的人

让我们把一切美好的心愿

伴着希冀一起放飞，而后

准备好接受新年馈赠的礼物吧

你看

鲜红的春联已为你裁做新装

浪漫的烟花已为你灿烂容颜

雪花已饰成你俏丽的发夹

新年立在路口，正痴痴地望着

他一一正在路上

你一一已在奔跑

我一一心存期待

期待新春的叶芽，染青温润的笔墨

去勾勒来年的五彩画吧

迎来新年

我们都是胜利者

大东沟的

“诗意中国”
□ 马明高

新年寄怀
□ 冯利花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大爱之人，天必佑之
——观电视剧《菊花醉》有感

□ 黄宝星

写意文水
（外一首）

□ 梁大智

一件华丽的古时装

班超穿过 脱掉了

李白王之焕穿过 脱掉了

孟浩然岑参穿过 也脱掉了

一件衣服 许多人都穿过

然后都脱掉了

我也想穿在身上走走

只因岁月过于遥远

衣服太旧了 也太破了

被扔在西出阳关的路上

这件远古时的破衣装

只有历史还能穿在身上

尽管补丁摞着补丁

仍被挂在时光的衣架钩上

在这件衣装的肩头

一些旧的尘土还长着些诗草

至今郁郁葱葱

让许多后人吟哦并怀念

灌 酒

几乎所有的醉

都被一个灌字株连

不灌不醉

一灌 醉就抵挡不住了

小灌小醉

不过面红耳赤

絮絮叨叨

大灌肯定如春浇秋浇

大水漫灌一般

一切抵挡都是徒劳

烂醉如泥

三日不得清醒

有时是被生活灌醉

有时是被朋友

盛情难却

也有时是自己

就将自己撂倒了

每次醉后初醒

都会跟老婆对天发誓

下不为例

再唱走西口

山峁上的那柳叶绿了

接着又黄了

背洼里的那积雪白了

接着又化了

土炕上的那盏灯亮了

接着又暗了

奴家手上的针线活忙完了

又该过年了

我的苦命的哥呀

你走西口走了那么久

路途又那么适

抛下妹妹我守孤单

何时回家再团圆

我的亲哥哥呀

山风把土窑上的门窗

拍了一遍 又拍了一遍

土炕上的麻油灯

熬过了一晚 又接上一晚

天上的月亮亏了又满

泪花花在苦盼中打转转

几回回跳下土炕去开门

几回回失望坐门坎

挨千刀的哥呀

挣下挣不下你回来吧

妹给你架上笼屉搓莜面

你人离了故土走口外

变成鬼也得见一面

我穷怕了的哥呀

你是黄土里的沙蓬难扎根

妹是窑顶的炊烟风吹乱

一对苦命的人呀

苦瓜瓜拴住了苦蔓蔓

是死是活好为难

杨树上的落叶

村路的两旁

一年四季都站着两行杨树

它们身姿笔挺

像一队穿绿军装的军人

在为故乡站岗

每年的深秋时节

树枝上总会断断续续

飘落一些树叶

那树叶片片品相大方

金黄金黄

我拣起一片树叶

它长得极像村里的二楞

再拣起一片

又像是村花秋香

拣起第三片时

我惊愕得喊了声老娘

乡村飘落的这些杨树叶子

就如同村民的群像

它们围拢着我

纷纷讲述各自的故事

讲述村里的家常

让我听得激动不已

趁着月色正好

我仔细将这些树叶珍藏

并存入我的档案

此刻 只有故乡的落叶

才会让我受宠若惊

才能让我排遣

久聚心头的一些惆怅

田间的小路

这一生 我走过

许多许多的路

没有哪条路

能像田间小路走得舒服

田间路上的青草味道

才是纯故乡的味道

田间路上的独有风景

才是纯故乡的风景

田间的小路粘乎乎的

那都是乡音乡情的泥泞

只有走在田间的小路

你才能体味故乡的温馨

走着走着

你就头重脚轻的醉了

即使拄了一条荆杖

也很难找到家门

迎新年
□ 冯利花

玉 门 关（组 诗）
□ 吕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