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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临县有一个汉高山，但没有拜访

过。几年前，写一本《大美吕梁》的书，我分为

“野吕梁”、“古吕梁”、“艺吕梁”、“物吕梁”和

“红吕梁”五个部分。在“野吕梁”里，写到了

汉高山，“在临县玉坪乡东南部，山峰相连，一

峰高过一峰，方圆几十里，惟汉高山，突兀孤

耸，海拔 1740米。山高岭峻，人烟稀少，是一

方蛮荒之地，与世隔绝。山顶地形，近似长方

形，东西宽，中间窄。山为红石，形似蟒像蛇，

狰狞蠕动。”写此文时，是翻寻资料，或从网上

查看图片的。只知道，此山“原名满堂山，因

汉高祖智斩巨蟒的传说而改名‘汉高山’”。

可是，原名为何叫“满堂山”，不甚了解，只是

据资料以错讹错，写了上面的这句话。

这次拜访汉高山，十分虔诚而敬畏。所

以，一直在认真地听李林旺先生讲解。他讲

的是临县方言，有时候，我也听不懂。但是，

当他讲到汉高山的原名“mangTangShan”时，

我高度警惕，我一再追问：mang是哪个 mang
字？他说：蟒蛇的蟒。我又问：Tang 是哪个

Tang字？他说：躺着睡觉的躺。我站在山上

的木亭里，仰望着站在红赤色巨石上的李先

生，点了点头，说：好。我心里自言自语，这个

说法有道理，是蟒躺山。人家蟒蛇在这里躺

得好好的，你刘邦路过这里，非要来个“智斩

巨蟒”，心中自然要有怨气抒发！突然就来了

个血染山石。整个山上朝东北的石头，都像

巨蟒小蛇伸出的血红的头，或者舌头信子，红

得奇特，红得触目，红得惊人，仿佛“狰狞蠕

动”，令人刻骨铭心。巨蟒的血，不仅染红了

山上的石头，而且一直流到山下的大禹沟、安

业沟，将这一带的石头全都染成红赤色。

汉高山的石头，就是如此得奇特。所有

山上朝东北的石头，都是如此得“红赫”，从

下到上，大小不一，皆仰起愤怒的头，皆红

赫，皆喷胀，让所有观者十分震惊。当地人

把这些石头叫做“红心石”。我却不喜欢这

个叫法。明明是愤怒之火、喷胀之血、怨恨

之气，火烧遍野，血染山石，气吞山河，怎能

是“一颗红心向着红太阳”？

山上自然是要有很多庙。汉高山，虽然

悠远，虽然高伟，虽然远离人烟，但也不能脱

俗，有真武庙，高祖庙，光武庙，仙姑庙，龙王

庙，千佛殿，观音庙，还有文昌塔魁星楼。皆

为庄重肃穆、巍峨大气的汉唐风貌。当然，

这些庙都是近些年来新修的。过去有没有

这些庙，我们不知道。从以往攀登此山的人

们拍摄的照片来看，山顶上倒是有断砖废

瓦，有残碑几通，废墟狼藉一片。这些残碑

皆为清嘉庆六年重建观音殿、新建关帝庙，

重修汉高山列神庙、正殿真武、汉高禅院等

的碑记。李林旺先生说，汉高山的庙，当然

也是历史悠久了，毁了修，修了又毁，毁了再

修，到第四次修庙时，他村里就有五个人参

与了，其中就有他的大爷爷。他这是第五次

修庙的人了。李先生说，他这次修庙的格局

和以前大不一样。因为过去的老人们都说

汉高山是面朝东北的双龙山，山为双龙头形

状，所以，他这次修庙就依据山的特点，都是

双头门，南北开门。

我当然也发现了。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

庙皆有异相，与别的地方的庙宇大不相同，都

是南北开门，好多庙是两个庙共处一楼，神像

皆是背对背。譬如一座庙楼里，北面为高祖

庙，进了北门，就可直面仰望高大威武的汉高

祖刘邦的巨幅塑像。南面为光武庙，进了南

门，直面仰望便是高大魁梧的光武帝刘秀的

巨幅塑像。从刘秀上溯九代的祖先即高祖刘

邦。但是，人家都是皇帝群里一脉相承的刘

家帝王。怎能给人家背对背呢？不过，我也

不懂这个，暂时按下他们刘家的这个话题。

但是，我倒是喜欢汉高山庙里的这种皇

帝背对背的异相逻辑。自从秦王政确立了皇

帝制度，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历代最高

统治者的称号，沿用了两千余年，直到 1911
年，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这个称号才被废

止。其后，孙中山在其所著的《三民主义》中

说：“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

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

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

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是

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

题。”他的这段话，很形象地告诉我们，为了争

皇帝，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时候，都

是背对背的，犹如刘邦背对秦王政，奋起造

反，与其二代胡亥撕扯，争夺皇帝这个位子。

外族王莽也是与刘家皇族背对背，新政革命，

与汉哀帝决裂，争夺皇帝这个位子。刘秀也

是与他们认为的“假皇帝”王莽背对背，反抗

革命，争夺皇帝这个位子。

秦王政在创立皇帝制度的时候，没有想

到后面的情况会还是如此激烈的背对背。他

只是认为“王”的称呼已经与自己的伟大功绩

不相称，下令朝廷的文武大臣们赶紧讨论研

究，为他重新制定一个新的称号。几天几夜

里，大臣们翻遍典籍，有天皇、地皇、泰皇之

说，煞费苦心地认为泰皇最大。秦王政觉得

还不行，你们就不懂朕的苦心？朕的功绩已

经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帝王，所以坚决不能

沿用旧的称号，而必须制定一个新称号来体

现空前的功绩。最后，还是秦王政下令，将自

己的称号定为“皇帝”，并下令废除“谥法”，自

己死后不称“文帝”、“武帝”，而称“始皇帝”，

自己的继任者则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

帝”，直至“万世皇帝”。结果没想到，自己去

世刚刚十年多，皇帝就被刘家夺走。

汉高山的民间传说里很有意思。蟒蛇起

心动意，并不是想要与汉高祖争夺皇帝，而仅

仅是想讨个封，一再启发汉高祖，蛇大了会变

成啥？蟒大了又变成啥？蟒蛇就想讨个“蟒

大了变成龙”的说法，可是汉高祖自以为只有

自己才是“真龙天子”，天下人人物物都想成

为“真龙天子”，哪还了得？所以只能说“小蟒

变大蟒”。闹得人蟒大战，血流成河，血染山

石。就这蟒蛇还是不让，一定要等到“平地”

之时再战。果真，数十年过去，到了汉平帝坐

朝廷时，蟒蛇变为王莽，竟然与刘家王朝进行

了“偷龙换风”，“王莽篡位”，大获成功。

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从来都是

“胜者为王败者寇”。到了汉平帝时期，三十

八岁的王莽已经基本控制了朝政，他热心于

制度改革，他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路线不

一样，而是企图从儒家典籍诸如《周礼》中寻

找路径，制定和规划新的官制，他在王氏作

镜的铭文中曰：“王氏作镜服四夷，多贺新家

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

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毋极。”可

惜，王莽的皇帝生涯十五年后也土崩瓦解，

公元 25年光武帝刘秀即位，“更始元年”，开

启了东汉的时代。汉高山虽然原来是“蟒躺

山”，但历史上“胜者为王”的是汉高祖和光

武帝。一个是“提刀入关憾秦楚，挂犁牧野

开汉唐”（高祖庙门对联）；一个是“汉高大业

千 秋 颂 ，光 武 中 兴 四 海 宁 ”（光 武 庙 门 对

联）。所以，汉高山上就只有高祖庙和光武

庙，而恰恰没有王莽庙。只是有狭小无比的

“蟒洞”。李林旺先生讲解说，这里黑暗无

比，深不见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进过去。

倒是这里灵验得很，这里的洞口，一有潮湿，

三天之内，必有大雨。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先生指着西面

山下的村庄说，在汉高山对面的村庄，不能

唱《王莽篡位》之类的戏，一唱就狂风大作，

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而只要一改为其他的

戏，立刻就风停地稳，光天亮日，天下清白。

看来，巨蟒也是嫉恨于人类的戴着有色

眼镜看问题，为何都是私有贪心，争位皇帝

这个位子，他们“胜者为王”了，就立庙建祠，

歌功颂德，我们“败者为寇”了，就踩在脚下，

遗臭万年。站在蟒洞门口，我朝上面望了

望，上面果真座落的就是两神共一楼的高祖

庙和光武庙。我定睛看了看蟒洞门口的对

联：“王业成功传万世，莽夫篡位臭千年”，横

批是：“王业莽成”。我也头晕脑胀了，闹不

清这幅对联究竟讲了什么意思。

其实，不管是蛇，还是蟒，还是龙，都跟

这四周的山川大地一样，跟这汉高山上的一

砖一木、一花一草一样，都是世间众生，万物

齐生，万物平等。

站在汉高山，我最惬意、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听到那些庙宇建筑上的风铃声。一会

儿也叮呤叮呤，清脆无比地响个不停。好

啊！人站在汉高山上，登高望远。风，当然

来去自由，无形无影，但是，那些铃声告诉了

我，它的存在无时不在。我朝山下望去，只

见四野里，黄土高坡绵延无尽，对面远处的

横泉水库，如镜一般明亮我心。耳旁的风铃

声，也时时提醒我，世间的事情都是复杂无

比的，人必须学会清清醒醒地去思考问题。

汉高山上的奇石与异相
□ 马明高

汉高山巍峨，挺拔，峻秀。虽然海拔仅有一

千七百多米，但站在它的高处，你便会有一览众

山小的感觉。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看过去，苍

茫的群山层层叠叠，绵延到天际处。视线之内，

无尽的群山与远天相接，让你仿佛置身永恒。

天地间，时间在绵延的山体间陈列，它们不曾远

去，也不曾消失。

洪荒的感觉那么强烈，绵延的群山中，很少

能看到人迹，飞鸟，动物，它提醒你，有史以来，

它以这么挺拔的高度和这么庞大的形体矗立，

地球的年龄有多久，它矗立的时间有多久。

绵延如海浪一般的山体让我们看到了远

古，夏商周如一块块化石辗转在远处的山头，夏

商周之后，我们看到了秦，之后我们看到了策马

而来的汉朝，疾驰的马蹄卷起阵阵尘土，揭开了

一个民族雄壮而瑰丽的序幕。

这群山矗立多年，策马而过者，来，又去。他

心怀的理想和抱负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他驻扎过

的高山也注定要成为人人景仰的风景，他开始的

大一统时代拉开了序幕。这位策马而过的英雄，

就是由一介平民而跃身为汉帝王的刘邦，那时他

率兵从中原驱逐匈奴，来到了汉高山。

汉高山当时不叫汉高山，叫“蟒躺山”，据传

山上住着千年蟒蛇，这有千年蟒洞为证。在汉高

山上，我们看到一个年代久远的蟒洞，它闪着一

个幽深的洞口，一直通向黄土沟壑的深处。有人

说，这洞很深，蜿蜒崎岖，没有人敢钻进去探险。

汉高山以高著称，山上有许多被称为“红心

石”的岩石，这些岩石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

点，处处都有像蟒蛇头形状一样的脑袋探出来，

它们以静制动的样子，仿佛正在积蓄腾空一跃

的能量，来实现千年蟒龙行天下的愿望。

龙行天下的汉武帝，把“蟒躺山”改叫“汉高

山”，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帝王，创造

了开放繁荣的一个时代。自他始，汉王朝国势

强盛，正因此，汉朝对外有了明显的烙印，在对

外交往中，汉朝的军队被称为“汉兵”，汉朝的人

被称为“汉人”，汉人使用的字被叫做“汉字”，汉

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汉朝历经四百年的时间，但它创造的文化

和文明沿袭至今。我们使用的汉字，我们使用

的汉语，我们以汉族人自居，就证明我们是从汉

朝走来的子孙。

我们登临汉高山，来到高祖庙，试图穿越两

千多年的时间与那个汉朝会晤。我们站在汉高

祖的塑像前，看到了他身后嘶鸣的战马，看到了

被驱逐出境的匈奴，看到了他带领的汉，从秦末

的浓雾中走向了鼎盛的巅峰。

小时候，在我家乡的山上，不管是哪座山，

只要登临山顶，我们都能看到遥远处被云雾笼

罩的汉高山，它高高挺拔，在群峰中脱颖而出。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听说，那是一座神山，

山上坐着神仙，从小时候起，只要我们来到山

上，就会不由得望向东南面那个方向，我们看到

过它被初升的旭日笼罩，那光芒万丈的霞光让

它全身金碧辉煌，我们也看到过它被雨雾笼罩，

朦胧的雨雾把山体勾勒出一幅轮廓，让我们看

到了如水墨画一般烟雨中的线条。

我们就这样朝着它望了许多年，以为这座

山太高，太远，没有攀爬的路，只可远望不可近

观，但没想到它就在玉坪乡境内，现在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都可以上山。

小时候曾问那座山上住着什么神仙，大人

会说龙王爷，吕梁十年九旱，想当然就认为是供

奉着龙王。听说到了大旱时节，有人不怕路途

遥远，山路崎岖，去那座山上求雨，果真雨来的

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汉高山上的神仙显灵了。

这座山从我的童年开始，就深藏在我的心

里，对于名山大川的渴望，是从它开始的。

在我幼年的想像里，它是神秘的，那儿住着

能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神仙。

而确实也是这样，山上不仅有龙王庙，山神

庙、土地庙，真武庙，老祖庙，文昌庙，姑姑庙，还

有千佛殿，奎星楼，还有蟒洞，所有的庙宇经过

重新修葺，焕然一新。蟒洞周围用砖新砌了洞

口，从洞口望进去，长长的，当年的蟒不在洞里

了，它幻化成了岩壁上的蟒头。

我们要感谢这些庙宇，它们是信仰和文明

之根，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灵魂和血脉，是连

接记忆长长的符号和密码，如果没有它们，许多

故事就被风沙掩埋了。

康熙五十七年《临县志》记载：“汉高祖庙，县

治东五十里汉高山巅，高祖破左右贤王，追至离

石，驻跸此山，后人立庙。”民间传说和留下来的

庙宇告诉后人，汉高祖与此山渊源深厚，不光是

这座山的命名，斩蟒的故事后来演绎成戏剧《王

莽篡权》，让汉与汉王朝更替的故事代代传唱。

历史学家说，人是历史的存在物。碑记中

记载，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

清，历经两千年的时间，汉高山上的庙宇经过四

次大型的修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

文明之脉生生不息。

第四次维修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二年了，维

修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寺庙在战乱中遭到了破

坏。现在我们看到修葺一新的庙宇是第五次重

建，由企业家李林旺投资建设，历经四五年的时

间，山上的庙宇已经维修一新。高祖庙里供奉

着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姑姑庙里供奉着

汉高祖的三位宫娥，据说她们跟随高祖来到此

地，因病去世。后人立庙纪念。

历经千年，所有的过往烟消云散，折戟沉

沙，刀戈铁马的岁月渐渐远去，而传说和故事还

在继续，被蟒血染红的红心石漫山遍野，刘邦一

定没有想到，多年后，神蟒转世与大汉王朝拔刀

相见，从汉室手中夺取政权，为开创东汉的历史

埋下了伏笔。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繁荣

和兴盛的时代。

有人说，评价汉帝国，只需一张中国地图和

一本汉语字典。

汉留下的遗产丰富而瑰丽，这些遗产不仅

留给了中国，也留给了世界，策马而过的汉高

祖，把斩蟒的故事留给了汉高山，被后人唱成了

戏代代流传。

在传说和戏文里，策马而过的汉，逶迤在群

山的深处，在天际处定格。

汉高山 策马而过的汉朝
□ 李心丽

黄土高坡，昂首天外；

深山邨堡，系马岭头。甲

辰仲春，啼莺舞燕；清明假

日，走亲会友。俯首张家

塔，缅怀姑父姑妈；漫步条

壕里，领略古村古韵。三

十六院，丹凤来仪；六十八

堂，金鸡报晓。昔日临州，

百里湫水润古塔；而今方

山，万千气象入画图。

踏青游来，春风十里，

张家院内花绽放；举杯吟

处，芸台百丈，赵氏庭前燕

飞来。倚楼临风，登高远

眺，穿越时空，回望大清。

顺治年间，江山甫定，社稷

渐安，有临州名士赵山者，

高瞻远瞩，开基拓土，敬天

地以参日月，精星学而养

福德。择张家塔而栖身，

借势而行；选条壕里而筑

梦，乘风而起。张门赵府，

明月清风，物换星移，遐观

近 景 ，青 堂 瓦 舍 ，水 墨 画

卷。异姓一家，和谐共生，

拥刘携王，腾蛟起凤。政

治经济文化，互为依存；天

时 地 利 人 和 ，相 得 益 彰 。

清 西 时 期 之 历 史 文 化 遗

产，布局合理，造型独特，

叹为观止；中国古代之民

居建筑瑰宝，工艺精湛，色

彩鲜艳，鬼斧神工。乾坤

独 宠 ，三 辰 璀 璨 ；山 水 同

赋，七彩斑斓。融合五行

六亲，天人合一；旁通三微

七纬，山川物华。南园北

院，宛然如见；东湖西阙，

隐约可寻。砖雕石刻，各

有千秋；票号堂记，皆盛一

时。赵家子弟，富而不骄；

楼台亭阁，华而不奢；院外

有 院 ，曲 廊 相 连 ；楼 中 有

楼，甬道迂回；景外有景，

境界迭出。青砖白瓦，清

可明鉴；画栋雕梁，美不胜

收。坐北朝南共工，中规

中矩；枕山环水面屏，不偏

不倚。层楼叠院，高低错

落；晋风雅韵，古今氤氲。

旖旎其景，灯红酒美；壮观

其势，虎踞龙盘。一溪一

壑，山河同奏；一亭一户，

琴鹤齐鸣。双县并峻，高

山仰止；二水同流，烟波浩

渺。岁月不老，青山依旧，

繁华满眼，古村向荣。千

里之内，一枝独秀；方寸之

间，百花争艳。香蒲小筑，

饮茶静对，一轮明月；穹石

书 院 ，煮 酒 纵 观 ，千 古 江

山。军事重堡，四大门威

震一方；晋西锁钥，三百年

气吞八荒。神游故垒，抱

黄河九曲，听潮起潮落；眼

放碧空，拥晋陕千峰，看云

卷云舒。枕星月而眠，尽

享四季芳华；揽天地入怀，

忘却三千俗忧。

路虽远，行则必至；事

虽难，终能如愿。逆境之

中，强弱分明。强者迎难

而上，百折不挠；弱者裹足

不前，一事无成。赵家风

光，并非一蹴而就；宏图伟

业，来自数辈经营。耕读

传 家 ，五 星 永 耀 ；诗 书 继

世，百代长兴。举人贡生

进士，辈出英才；富商鸿儒

廉吏，各领风骚。赵氏先

祖，奠定家族基业，目光远

大；英雄后裔，书写盛世华

章，成就斐然。人文渊蔚，

宗功遐昌，兰桂齐芳，齿德

俱尊。地灵人杰，千年书

香洗礼；云蒸霞蔚，百里清

流汇聚。天地之气，应运

而 生 ；商 孺 文 化 ，随 风 而

至；东方神韵，扑面而来。

人生易老，故土难舍，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对

酒 当 歌 ，何 谈 壮 心 不 已 ；

举 杯 邀 月 ，已 是 老 骥 伏

枥。曾咏滕王阁序，书生

意 气 ；今 读 岳 阳 楼 记 ，暮

色苍茫。斜阳归隐处，多

少落魄文人，寄情于山水

之 间 ，高 卧 于 楼 阁 之 上 ，

不遇之悲，一扫而空。幸

甚至哉，我张家塔历史悠

久 ，人 文 荟 萃 ，星 光 灿

烂。山野村夫，阅历通透

人 情 世 故 ；市 井 陋 室 ，人

生 看 尽 风 雨 沧 桑 。 家 国

情 怀 ，任 我 诠 释 ；古 今 天

下，凭君穿梭。

古塔春晓，城堡晚晴，

孟 楼 夕 照 ，曲 院 茶 香 ，甬

道风烟。沉睡百年，已被

春 雷 唤 醒 ；偏 安 一 隅 ，又

见炊烟升起。大河西去，

惊 涛 拍 岸 ；紫 气 东 来 ，旭

日临空。坚持人民情怀，

方 山 县 委 政 府 ，科 学 决

策 ，加 强 引 导 ；保 护 文 化

遗 产 ，峪 口 镇 村 两 委 ，整

体规划，主动作为。自东

而 西 ，修 旧 若 旧 ，国 内 孤

例；从南到北，复古如古，

晋西仅见。地上地下，四

通 八 达 ；山 前 山 后 ，千 回

百转。琅苑仙境，光华不

减 ；古 村 人 家 ，未 来 可

期。诗曰 :
其一

桃源别后又寻春，

一路观光虹霓中。

携来百侣游胜地，

竞发千帆过长门。

松曲尽扫孤月冷，

香蒲轻染晓天荫。

楼阁城堡云气在，

百代常怀赵山功。

其二

武当西麓湫河东，

紫气萦回柳色新。

笑向红尘觅清阙，

喜从琅苑踏彩云。

三千佳丽村乡女，

一曲长歌赤子心。

岂无南岳跨北岱，

张家荣同赵家军。

张家塔赋
□ 牛廷明

采风团的一群诗人乘着酒兴徜徉在杏花丛

中，“诗情画意”原来竟是如此。

在杏花绽放的时节，最妖娆的花应该就是杏花

了吧，春天少了春雨会少了些许灵性，而少了杏花该

是少了诸多的风情。其实杏的蓓蕾早就在等待，在

试探，在吐纳之间感受着春的气息直到春如酒一样

醇厚，她才尽情开放，不放则已，一放就是千树万树，

开成花云，开成花海，开成了汾阳的杏花节。

杏花节来了，汾阳就更热闹了，我随一群诗

人顺着牧童所指来到杏花村，本来它已经足够

出名，现在更是新建了“中国汾酒城”，那气派，

那规模，任谁置身其中不喝个酩酊大醉似乎都

不好意思离开，诗人们一扫斯文，甩开腮帮子，

不论是“汾酒原浆”，还是“汾阳王”，还是集贤酒

堡的酒，即使平时不喝酒的人，面对酒乡得如此

美酒，也都要争着去尝，咽下去如咽下眷恋的故

土，如咽下去浓浓的乡音。细看，细品，似乎每

滴酒里都涌动着一眼古井神泉。莫道不胜酒

力，水土不服，一蛊盅，一杯杯下肚，不同的人咂

摸出不同的味道。想来酿酒是酿生活的星辰，

饮酒则是饮人间的烟火，而品酒却能品出千年

酒魂。品出酒的精、气、神。

劝君一杯酒，莫说酒不好，“喝一口吧，不喝

好酒怎么能写出来好诗？”本来不胜酒力的人，

被这么一劝，也都纷纷端起酒杯，一杯酒下肚，

酒魂入驻，诗兴真的大发了，“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吟罢李白诗，再诵杜

甫诗，待再入到杏花间时，拈花留影，诗人连同

杏花都酣睡微醺如少女的脸庞，一个个胭脂薄

施，娇态可掬，微风过处，蝶翻裙飞，花儿笑成团

在枝头上挤挤擦擦，而人儿早春心萌动，欲露还

羞，你一句我一句的即兴作起诗来了。

只这一群诗人作诗还远远不够，汾阳的东

关小学已然走在了诗教工作的先列，看着他们

墙上那一首首稚嫩的诗作，欣赏着小学生们在

中国古诗情景剧展演中一个个像模像样的派

头，在场的“大诗人”们无不心潮激荡，他们的展

演虽稚嫩却彰显自信，虽稚嫩却彰显气势，让大

家倍感欣慰的是，再也不用担心了，中国的传统

古诗词文化后继有承了！

杏花的香气早已浸入了粒粒饱满的高粱穗

子，在雾气袅袅的炉灶旁，酿酒人用一颗心酿出

了汾酒，酿出了酒魂，而酒魂早已注入了诗人及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未来，诗花注定漫天飞舞！

杏花·酒魂·诗人
□ 冯利花

文旅园地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