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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州志有记载，

万历年间放光彩，

城墙脚下海眼开，

涌出泉水如莲白。

荷塘月色莲花池，

占地十七万平米，

日就月将更加美，

好比少女十大几。

东增乐园品第提，

西育花卉月季畦，

南有门球栅栏围，

北种荷花出污泥。

池水清澈似玻璃，

望眼窥视水中鱼，

四十只鹅紧相随

守护鱼儿不受欺。

两座石桥偎逶迤，

相距不足百十米，

塑钢巧做童男女，

游人侧耳听细语。

工艺大师技术强，

景品横卧路两旁，

为他人做嫁衣裳。

四个村娃过山羊。

高低二桥连三湖，

东西两端变通途，

应急响应未雨缪，

不用苦苦等阿婆。

草坪覆盖全园满，

原生植被绿地毯，

机剪灌喷香味散，

游人不舍留恋返。

绿树成荫小甬道.

曲径通幽弯弯绕，

亭台楼阁祥光照，

梧桐树上凤凰叫。

金丝垂柳新疆杨，

八棱海棠沙土壤，

泡桐龙桑画雕梁，

白蜡桧柏天山藏。

离石哪哪都很赞，

北有如意南莲花，

不是作者信口夸，

身临其境吻吻她！

素描莲花池
□ 问海荣

“遗落水槽径自发，金芽寸长玉风华。启将小绿红

筐里，惜见亭亭立此家。”

早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已掌握了生绿豆芽的工艺。

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记述“七夕”用水浸发绿豆

芽，视这为“生花盆儿”。豆芽长到数寸时，以红蓝彩缕

束之，祈盼早生贵子。而中医认为，初生的芽苗是生命

力的聚集。绿豆芽性凉味甘，入心、胃两经，能起到清热

解毒、滋阴补肾、调和五脏的功效。相比豆子，豆芽里膳

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的含量也相

应增加。而且在发芽的过程中，豆类中的水苏糖等胀气

因子也会减少，大大减轻了吃豆子放屁、肚子胀的苦恼。

《闲情偶寄》说：“蔬食之最净者，曰笋，曰辇，曰豆

芽。”豆芽，又称巧芽、芽苗菜、如意菜、银芽菜等。明代

药物学家李时珍称赞绿豆芽为“食中要物，菜中佳品。”

清代文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记有豆芽配燕窝的佳肴。

有人嗤之以鼻，说“极贱而陪极贵”，不妥。而袁枚却说，

发这种议论的人“乃不知惟巢、由，正可陪尧舜也。”袁枚

以尧舜时的名人巢父和许由来譬喻豆芽菜，可见身价之

高。多少年来，绿豆芽因它易得、廉价，鲜嫩多汁，营养

丰富，一直都是普通人的食材，或炒或烹，或麻辣或酸

甜，人人会做，家家都吃。以绿豆芽为主料创造的“银芽

肉丝”、“金钩挂银条”、“豆芽塞肉”等名品佳肴，更让人

的味蕾充满向往！

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绿豆芽。母亲把发好的

绿豆芽加粉丝焯至八九成熟，浸泡在有冷水的大盆内。

有亲戚来，随便抓一把，用开水冲泡一下，加盐醋和葱姜

蒜末，淋几点烹熟的菜籽油，便是美味爽口的时令菜肴

了。让吃惯白菜土豆胡萝卜的舌尖，多了一道别样的享

受。所用绿豆，自然也是自家生产的，不施化肥农药，真

正的无公害。每年国庆节前后，便是绿豆成熟季。那黑

黑的豆荚，在末秋骄阳的照射下，几欲爆裂。我们一手

拿着塑料袋，另一手轻轻采摘豆荚，防止绿豆破壳而出，

掉落田间造成损失。绿豆秸秆至膝盖高，蹲也不得站也

不是，只能猫着腰且前且行，不一会就大汗淋漓，腰疼膝

软。直起身子舒展片刻，便又继续抓紧干活。采回的豆

荚，在粮场上暴晒几日，听到见“噼啪啪”绿豆爆破的声

音。再用棒槌加以敲击，一粒粒绿莹莹的豆子便汇聚而

来，堆成小山，充沛着秋日丰收的景象。用风车扇去杂

物，母亲将大部分卖到市场，只留少部分贮存起来，待到

冬天发豆芽，来年夏天熬绿豆粥。农村生活就在这样的

精打细算中，日益变得好转、富足。

家乡人素讲礼仪。逢年过节、嫁娶婚宴、孩子生日，

老人做寿、招待贵宾，必上一道豆芽菜，取其形似“如

意”，寓意万事顺意；又取“发”豆芽之“发”，寄托发达、发

财的美好愿景；还取其较长的豆芽杆，代表新婚夫妇长

长久久。故而豆芽市场十分火爆，成就了不少大小老

板。利益驱使之下，有不法商贩旁门左道，胆大妄为，采

用化学添加剂批量生产豆芽菜。该豆芽杆长杆粗，颜色

发白，卖相诱人，且无豆壳无毛根，仅两三天即可上市销

售。当时我正在市场监管部门任职，接到举报后，迅速

出击，查封了四户大的批发商，并取样送检，根据化验结

果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随后展开大排查大整治，净化了

豆芽市场，保障了老百姓的用餐安全。现在，一般老百

姓也能分辨出豆芽的好坏，客观上从源头上杜绝了伪劣

假冒。

细细观察豆芽菜，会发现绿豆芽的形状有点像寿

翁。芽杆上部突然有一个弯，此弯很像寿翁的弯背。杆

的上端是豆瓣，豆瓣接于弯杆上，豆瓣很像寿翁的头。

无论是“如意菜”“长寿菜”，都是我的最爱，食之如甘

饴。平时食用，是去超市采购；等到时进腊月，便亲自动

手操作一番，颇有些许情趣。取定量绿豆，开水冲泡，静

置数小时，绿豆吸收水分后变得饱满而圆润，从白色的

线处裂开，露出白嫩嫩的肉，长出细细的芽。接着控干

水，盖上湿纱布，压上一块砂石，放在地暖发热的地方，

以厚棉被包裹，静待豆子发芽。除了足够的温度，还需

要每天早晚两次，用凉水捞一捞，换换水。如此反复四

五天，慢慢的，豆芽长到四五厘米，最后变粗变壮。掀开

盖的棉被，满盆的豆芽一片蓬勃，肉嘟嘟的既养眼又馋

人！抓一把芽菜，现焯现拌现吃，不啻是一顿饕餮大

餐！发视频给外地求学的女儿看，女儿急不可耐，连连

喊叫：“爸爸，我也馋了，回去给我再发豆芽吃呵！”果真，

家的味道就是植物本身的味道，直抵肺腑，唇齿留香！

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梁镇川老部长打来电话说，《孝义风采》创刊

二十周年了，明高，你写篇文章吧！我猛然一怔，

真的二十年，又过去了。细想，与梁镇川、武永虎

等先生一起创办《孝义风采》的陈守钦老部长，离

开我们也已经好几年了。想起早些年，他在世的

时候，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带着我们几个

文友，到他的汾阳老家，一起聊天、喝茶，吃核桃、

拿核桃，他的几个侄儿外甥，盛情款待我们。现

在想起来，不禁恍惚如梦。见了熟人老问，最近

武永虎老局长身体怎么样？见罢他已经好几年

了，不知饭尚可否？想起早些年，和他老人家一

起下乡，到兑九峪镇沟里的杏野村看沙锅，搞田

野调查。坐在村委办公楼下的院子里，喝茶聊

天，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说起那事来，他咯

吧一下硬起来的雄风笑容，令我至今难忘。他那

爽朗的笑容，瘦而长的脸，一倾一倾的美姿，也是

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孝义风采》已经成了不

同一般的老朋友了，经常翻阅，经常打听，经常思

念，经常给它写文章，它也经常发表我的文章。

偶尔好多案牍劳形写作任务完成之余，有点小空

闲的时光里，忽然就会想起，应该为老朋友《孝义

风采》写一点什么了。自然会站起来，到书桌西

边那贴墙的一撂又一撂书山刊林里，仰脸弯腰，

眯起眼睛，仔细查寻，找出一本最新的《孝义风

采》，又回到书桌前，慵懒而舒适地坐下，喝口淡

淡的野生黑午茶，偶尔也会燃着一支烟，随手翻

翻《孝义风采》。老部长陈公守钦先生去世后，新

的老部长梁公镇川先生就责任重大了，有了使命

担当了。在老部长梁公的发奋努力下，自然就会

有“旧貌变新颜”，先是它的发行联络站越来越多

了，原来只有太原、北京、上海三个联络站，现在

又有杭州、西安、成都、呼和浩特、吕梁和交口等

联络站。有联络站好啊！这意味着它越走越远

了，越走越广了。看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后

来，它的开本大了。它的容姿变了。它的模样愈

发清秀舒展了。它的文字排版和图片装帧开朗

宽松了。它变成文静娴雅的全彩大刊了。更重

要的是，它比过去更多的关注新时代里孝义大地

上最新最美最亮的变化。我有点，越发地喜欢看

它的《刊首寄语》了。

有了“刊首寄语”、“百强巡礼”、“时政要闻”

这些栏目，《孝义风采》这位老朋友就变得高远

了。当然，高远是一种美。北宋郭熙在《林泉高

致》中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

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

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

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

叠，平远之意冲融，缥缥缈缈。”高远，就是目光由

低下推向高空，推向茫茫天际，于是一山之景就

汇入到宇宙的洪流中去了，有限的空间获得了无

限的意义，人的心灵因此也得到了一种满足。高

远，表现出一种新的生命境界，化有限为无限，从

静止中寻找出流动，为人的生命创造了一个安顿

的场所。

这位老朋友是高远了，但它依然是亲切和温

暖的。因为我读《孝义风采》，仿佛行走在孝义的

城市大道、街巷胡同，漫步在孝义的乡村古镇、庭

院窑洞。我仿佛能闻到家乡的味道，感觉到故乡

人过日子的烟火气息。《孝义风采》上的文章，大

多都是写孝义人、话孝义事、抒孝义情、倡孝义风

的。虽非大家名家的大作佳作，但它却是故乡人

普通居家过日子的平淡乡语。它简洁自然，朴素

淳厚，或叙述过去的事和人，或道论今天的时尚

和风俗，都带着历史的繁华和沧桑，都携着时代

的风声和足音。读《孝义风采》，我仿佛看见了大

街上行色匆匆的每一个人，有的低头思索，有的

仰头张望，有的蓬头垢脸，有的急急忙忙，但是，

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我的父老

乡亲，他们都是我的叔伯姨婶，他们都是我的兄

弟姐妹，他们就是人民。就是因为看见了他们，

我的心里，才会如此的亲切和温暖，如此得踏实

而安稳，如此得自然而平和。就是因为这样，岁

岁年年，年年岁岁，二十年过去了，他们的一个神

情，一种姿态，甚至一个眼神，都向我们慢慢涌

来，走进了所有孝义人的心间，走进了所有喜欢

和向往孝义人的心里……

我还是最喜欢《孝义风采》上那些回忆或记

述往事与故人的文章，或“激情往事”“古迹寻

踪”，或“缅怀故人”“深切怀念”，或“史海钩沉”

“民情风俗”，或“人物素描”“往事漫忆”。从中我

能听到一些历史的微声，乡间的歌谣，心灵的颤

动与叹息。记得纪念《孝义风采》十周年时，原吕

梁地区行署老专员郭公镇俊先生写过一篇《最美

“人物小传”》的短文，我至今依然记得。老人家

最爱看“缅怀故人”“金色年华”“党员风采”“创业

新秀”“人物写真”“人间亲情”“胜溪人物”“孝义

好人”等栏目。他把这些栏目中登载孝义人的文

章，统称为“人物小传”。他觉得，这些人不管是

名人或草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有一

颗善心，乐于助人，大到为国为民，小到为亲为

友，都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其实，郭公镇俊先生

说的就是《孝义风采》所具有的一种平凡之美。

其实，人民最伟大的美，就是平凡；世界最伟

大的美，也是平凡；日子最伟大的美，更是平凡。

维柯在他的那本著名的《新科学》里，曾经将人类

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

的时代、凡人的时代。他所说的凡人，也就是摆

脱了神和英雄控制，可以确认自我并创造属于人

的历史的人。其实，启蒙思想最重要的核心，就

是要把人从神和君主的控制与奴役下解放出来，

拯救出来，让他们“怀着朴素的愿望去建构和想

象普通而正当的人性，这些人性，是自人类诞生

以来就应该享有的‘自然权利’，不过是在历史中

被故意蒙蔽和删去”（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

语）。“启蒙是人类挣脱自我施加的不成熟。这里

的不成熟是指人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就无法使用

自己的理性”（1784年德国杂志《柏林周刊》大量

读者对“什么是启蒙”最重要的答案）。

现在人工智能、AI技术、越来越要突破人的

伦理道德，眼看着越来越发达。我想起 1818 年

玛丽·雪莱在他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他集中

书写了那种自我中心和技术狂热给人们和世界

带来的恐怖。最后的结果，就是主人公弗兰肯斯

坦借助技术的力量，僭越上帝的权力造出了一个

似人非人的生物。但是，这个生物没有成为他理

想中的“新人”，却变成一个怪物，不停地向他索

取，把他折磨得家破人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主人公告诫世人：“从宁静中寻求幸福吧，避免高

远的志向，即使看上去纯洁正确的志向，比如在

科学和创新领域出人头地之类。”其实，这里呼唤

的就是一种普通人民的平凡之美。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宣传和向往一种所谓

的“成功学”，希望人人都成为大老板、企业家、董

事长、大明星、大网红、大科学家、大政治家。仔

细一想，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这些“杰出”“优秀”

“伟大”的人物，可能吗？现实吗？必要吗？那这

世界不是就乱套了吗？其实，让个世界上最自

然、最真实、最稳定平衡的状态，就是普普通通的

人、平平凡凡的人最多。世界社会、“天下人间”，

从来就是靠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支撑起来的。所

以，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才说，“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让我又想起了著

名哲学家康德在弥留之际，他的学生把他的三本

哲学巨著放在他手边，他摩挲了半天，说：“如果

是三个孩子，该多好啊！”

我喜欢《孝义风采》的温暖和平凡，当然更喜

欢那些默默办刊的老前辈们的温暖和平凡。谢

谢他们给我们创造和奉献的这份温暖和平凡！

祝福他们快乐吉祥、幸福绵延！

卸甲归乡忆旧年，

每担重任未等闲。

风风雨雨皆辛苦，

碌碌忙忙苦亦甜。

枥骥无忘常奋力，

老牛自知更扬鞭。

初升月桂休嘲我，

试看夕阳映满天。

七律 退休感怀
□ 段建国

那些精美的水果，都有鲜亮的名字，出身高贵

就像大山的伟岸，大河的秀美。而一粒小米，来自

向阳的土坡，卑微又土气。你看，那沉甸甸的谷穗

一生都弯着腰、低着头，多么像一辈子都在土地上

耕种的父亲，又像是一群不离不弃的兄弟。它们离

太阳最近，如果把它们也称为果实，那就是太阳遗落在

尘世的子子孙孙。秋天后，向阳的土坡，一再向太阳逼近

阳光下，那些谷穗，都卯足了劲，朝着太阳的方向

放声歌唱。它们是太阳的子孙，它们有一个金灿灿的

名字，叫小米。我把它融入我的生命时，浑身都有太阳的

温暖。此时此刻，我多么敬重那一生弯着腰、低着头

在土地上耕种的父亲，多么想念那些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兄弟

顺着活命的脉络，母亲给了我肉身，太阳给了我光明

而一粒小米，再一粒小米，那就是我生命延续中的奶娘

清晨，和风轻拂，温阳微暖。晨练毕，忽见小

区荆条繁杂处，一朵黄色的小花开放。细找，又见

几处的荆条桠杈间，这里、那里，也有几朵小黄花，

星星点点，绽开笑脸。哇，迎春花开了！顿时，春

天的气息充溢心头，喜不自胜！

迎春花，是我们小区花园里最早开放的花

卉。当春寒料峭，百枝尚枯，一片萧条的时候，

一朵朵小黄花，便探头探脑地偷窥人间的烟火

气，为人们带来久盼的春信，难怪人们尊称她为

初春的使者。看到迎春花开，就看到了春的希

望。

迎春花生命力顽强。别看那繁杂缠绕的枝

条，在寒风中瑟瑟抖动，似乎与其他枯枝桠条别无

二致，其实，她生命力顽强，耐寒耐旱能力极强，即

使在寒冬，也可以正常生长，早早孕育着自己的生

命，积蓄着嫩芽绽放的活力。一到春风吹拂的时

候，便迫不及待地展开歌喉，奏出了人间第一支迎

春曲。

迎春花，小巧玲珑，金黄璀璨，十分娇艳，甚是

可爱。我们小区花园里，有几丛迎春花荆条，一旦

开齐，一簇簇，一片片，小花朵千千万万、万万千

千，花云朵雾，好似黄绫锦缎，煞是好看！

迎春花的花语寓意为：希望、坚强、活力。

我爱迎春花！

故吟七绝一首，以慰情怀。

七绝·迎春花
如云似雾绽园林，锦缎黄绫谁绣纹？

纤巧缕繁千万缀，只缘早俏报春心。

我写七绝有个习惯，就是先在结句上动一番

心思。如若偶尔得一佳句，便以此为结句，架构

一首。有道是，开场容易谢幕难。结句，好比一

场演讲的精彩结尾，一幕好戏的冲突高潮，曲径

通幽的神奇美妙，登上险峰的无限风光，人们往

往用“豹尾”、“余音绕梁”、“言有尽而意无穷”

等，来形容比喻。所以，结句非同凡响，不可等

闲视之。某种程度上，一首七绝的“诗眼”、意

韵、诗味儿、感染力，结句举足轻重，确也该刻意

为之。

《七绝·迎春花》的结句：“只缘早俏报春心”，

就是拈须搔头几经思考，而想出来的一个句子。

不能说是最好，也可算是难得的佳句。为了隆重

推出这一精心捏弄的结句，首句先从迎春花的形

态上，用“如云似雾绽园林”来开启。迎春花一旦

开放，一丛丛、一簇簇，小巧玲珑，纤细繁多，远远

看去，真像花云朵雾一样，尽情绽放。接着从迎春

花的质地颜色上，用设问的句式，“锦缎黄丝谁绣

纹？”继续描绘。这一问，无须回答，分明在说是自

然造化，天斧神功。第三句：“ 纤巧缕繁千万缀”，

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引出“只缘早俏报春心”的

结句来。

春天，迎春花开放最早，故名“迎春”。一早、

一俏、一报、一心，而又用“只缘”修饰，结句七言无

一闲字，可以说是字字贴切。全诗明白如话，拟人

设问，耐人寻味！

迎春花与梅花、水仙花、山茶花，统称为“雪中

四君子”，是冒着寒风雪花开的。记得 2022年，迎

春花是正月十六开的；今年节令迟，虽然天气仍然

寒风瑟瑟，但她在二月初八也开了。细细观赏，发

现枯枝无叶的荆条枝桠间，一朵朵花儿绽放开来，

不禁又有所感慨，想再吟一首，于是几经思考，又

想出“报春尔愿冒寒来”的结句。

七绝·迎春花
枯枝无叶朵先开，粉蕊黄姿俏漾腮。

万万千千丛雅笑，报春尔愿冒寒来。

迎春花情思
□ 梁镇川

《孝义风采》的温暖与平凡
□ 马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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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中要物”豆芽菜
□ 雷国裕

像太阳一样的小米
□ 李峰

人生是一场梦，

人生是一场戏，

在人生的旅途中，

有静静的流水，

有风起潮涌，

有惊涛骇浪的艰险，

有回归彼岸的欢喜。

看不透的明天，

放不下的牵挂，

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想不到的明天。

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

可走着走着，

却留下了曾经。

有的说好明天见，

可一觉醒来却天各一方。

心存善良，

珍惜缘份，

祸事远离，

天必佑之。

怀一颗乐观诚实的心，

做一个善良的人，

走一段坦荡的路途，

活一程快乐的时光。

我们要善待生活，

善待家人及朋友，

千万不要事事都强求，

只有学会善待自己、善待朋友，

才不会纠结于一时一事的得失，

才会懂得珍惜生命，

珍惜时光！

只有学会珍惜缘份，

才能保持乐观，

不埋怨生活，

始终以阳光般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和朋友，

让生活过得如蜜般甜美！

生命的青春一晃即逝，

时光让我们慢慢变老，

额头的皱纹，

印着岁月的财富。

稀疏的白发，

记下了人生的阅历。

我们没必要感叹、惶恐，

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每一天都有希望的阳光。

伴随着岁月老去的脚步，

从容坦然，笑对人生百态。

在老去的时光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尽量靠近阳光，

为自己撑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让心境如涓涓细水流淌。

怀一份美好和善良，

让心灵的阳光普照大地。

快乐地生活，

给自己一份自信，

给生活一个微笑，

给人生一个潇洒。

别留蹉跎给时光，

别留遗憾给岁月！

播撒快乐的种子，

享受美好幸福的人生，

让生命之花时时焕发生机，

处处盛开绚丽的光彩！

岁月感怀
□ 梁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