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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峻岭起云烟，

帝庙钩沉远古贤。

蟒洞神奇情韵在，

娥祠玉誉梦魂牵。

东梁战马鸣岩峡，

西塔村姑化紫仙。

翠柏含珠松画黛，

玉坪藏秀美名传。

多年前，记得有一本广告类书，封面上有一句话，

把广告业，比喻为仅次于总统的职业。这种比喻，显然

有点夸大，但，对于从事新闻传媒的我来说，还是很赞

同的。撇开贵贱之分，在分工的重要与不重要上，从社

会学的角度，它给了我们一个公允、平等的答案。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像一台不断前行

的车辆。不是光有发动机就能跑，还得有引擎、轮胎、

方向盘，而这些，都需要一颗一颗的螺丝钉。这样，这

台车才能安全地跑起来。有一种叫保姆的职业，从一

个角度看，是不是很像一个家庭的螺丝钉。我不能把

它比作仅次于总统的职业，但强调它在生活中的存在，

或者给它个高尚的名分，比喻得过头一些，夸张一些，

一点也不为过。

说来我们家与保姆的渊缘还是很久很深的。1990
年，我们生下了女儿，那时，我们两口子都在政府机关

上班，我的父母也还在工厂上班，根本没有人能专门看

孩子。那一年，我们请到了一位本家妹妹，当时，我的

这位本家妹妹也就是十七、八岁，还算是个孩子。不

过，我不在家时，热个奶递个水，或添火倒垃圾，打扫屋

子，总能顶个事。对于我爱人来说，她就是个本家小姑

子，一个亲戚。那个年代，我们住的是个里外间，我们

一家三口住里屋，本家妹妹住外间的长沙发。取暖做

饭的铁炉子，也在外间。那时候，经济条件差，居住简

陋。为了方便，我们在长沙发前，拉了一块纱帘。晚

上，本家妹妹睡觉时，就把这块纱帘拉上。可是，这块

纱帘紧靠铁炉子，有一天夜里，纱帘被铁炉子烤的着了

火。我们从里间寻味出来时，本家妹妹还在沉睡。我

们赶快喊醒她，一齐把火浇灭。好悬。事后，本家妹妹

很自惭，总觉得是自己不小心，弄出的麻烦。但，我们

不这么看，先是庆幸没有把本家妹妹烫伤，然后，安慰

她以后小心便是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本家妹妹

也嫁人生子，有了自己的一个美好家庭。我们两家相

处的十分融洽，我和我爱人，也就像她的亲哥亲嫂。多

年间，我一直在想，我得谢谢她。在我初为人父时，她

还是个孩子，是她帮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我们搬到单元房后，我给县委书记当秘书，每天早

出晚归，有时，还加班写材料。爱人在政府办公室工

作，也很忙。我们便请了一个帮忙的。她刚中专毕业，

家在农村山区。她喊我“叔”，喊我爱人“婶”。平日里，

接送孩子上学，晚上，辅导孩子的作业，陪孩子睡，就都

由她照管。她与我们的孩子，都是姐妹相称。在我们

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互相尊重，平等以待。几年

后，我们帮她安顿了一个合适的工作。她婚后生孩子

时，我爱人又帮她联系妇产科医生，一直守着她生下她

的小宝贝。三十年间，我们与她，就像一家人一样，相

亲相爱。平常不忙时，都要互请吃饭。过春节，我们也

会把她们家请到一起，一块过年。真可谓，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多年间，每到我们过生日时，早晨总是第一

个收到她的祝福，好不温暖。如今，她的孩子已上了大

学，我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我们这一大家子，都

在尽情享受着互相关爱的美好生活。

我岳母居住的与我一墙之隔，也就是邻院。那时，

岳母年事已高，孩子们为她请了一位农村阿姨帮忙。

这位阿姨家庭十分贫寒，为人爽快，能吃苦，饭菜做的

也可口，只是卫生方面不太讲究，这的确让我们有些看

法。经善意指点后，阿姨也在努力改进，但，毕竟是多

年的生活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了的，我们看大的方面

也就是了。如果说与阿姨之间的误会，还是有过一次

的。有些天，我们总怀疑食用油消耗得太快，便疑心是

阿姨休假时，带回去了。阿姨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

自己做饭，才发现自己做饭的那些天，食用油用的更多

更快。于是，大家也就打消了之前对阿姨的怀疑。相

信这类误会，在很多家庭都存在。事实上，并不都是我

们想象的那样，阿姨也是有道德底线的。岳母过世后，

这位阿姨仍不愿离开，于是，便又在我们家里干了两三

年，直到她的老伴生病，才回到村里。之后，我们之间，

也多有来往。有一年，我过生日，阿姨一定要来祝贺，

提前一天就又住到我们家，帮助我们收拾房间，为我的

亲朋好友炒菜做饭。临走时，总是恋恋不舍。后来，我

爱人还专门去村里，看望这位阿姨，并给她送去了水

果、食品和现金。我们和女儿谈到这位阿姨时，我女儿

总是夸阿姨做的饭菜最好吃，表示回老家时，一定抽空

去看看阿姨。

女儿生娃后，我们通过中介，请到了一位陕西乾县

的阿姨，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外地的阿姨。她称我为“老

李哥”，叫我爱人“大姐”。这位乾县阿姨之前服务过一

位山西的老板，所以也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饭菜，一到

家，马上就能上手。与她相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

睦相处，商量办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阿姨手很巧，

不仅会做裤带面、臊子面、三合面，还能做搅团、翡翠饺

子，也能蒸馍、烙饼。你越夸她做的饭菜好吃，她做得

越上心越上劲。阿姨不是完人，也有疏忽的时候。有

一回，我从农贸市场买回四个鲍鱼，收拾干净后，我就

把它们腌在一个小碗里。等到中午上笼蒸时，鲍鱼不

见了。我问阿姨，阿姨说没看见。后来，阿姨想起来

了，说她当垃圾扔了。当时，阿姨很内疚，问我：一个鲍

鱼，多少钱？我赔吧。我怕阿姨着急心慌，赶忙说：没

事。不要在意，你是不认识这个东西，就扔了，也不是

故意的，以后就会注意起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阿姨心

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有一天，她下楼遛弯时，还买回

了一些菜，说是想弥补一下错误。之后，阿姨再没出过

这方面的差错。我平常的任务，主要是负责采买，因

此，我熟知哪里的虾、鱼新鲜便宜，哪里的蔬菜品种多

价格低。有一次，阿姨要休假回去看坐月子的女儿，让

我帮她买些虾和猪肉。我买回来后，阿姨要给我钱，我

坚决不肯，她很不好意思。我说：就当是我们两口子的

一点心意。就这样，我们彼此关心，互相理解尊重，共

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阿姨生性活泼，喜欢歌舞。

晚饭收拾完后，阿姨也会在入户花园里，打开手机播放

音乐，自己就情不自禁地跳一段舞蹈。有时候，也拉我

爱人跳，两个人就像是一对亲姐妹。后来，由于阿姨的

儿媳要生娃，阿姨才依依不舍地与我们辞别。临别时，

我们互相承诺，方便时，一定带着我们的小外孙到乾县

去看她，让她再给我们做好吃的。并欢迎她到我们老

家山西做客。现在，女儿家还有一位阿姨，也是乾县

的，人也挺好挺善良。在西安，每每吃一碗乾县豆腐脑

时，我就会自然想到乾县的那两位阿姨。

人间多一点温暖，多一点爱，就会更美好。人性本

是善良的，人心是肉长的。保姆是有血有肉的人，保姆

工作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敬重的工作岗位。

山坳杏花白，残雪怯朝阳。

煦风春山笑，登临忆汉皇。

春风里，携笔友驱车沿着潺潺的北川河行

驶，直至方山城南取道西进，爬过一段黄土飞扬

的公路，一座巍峨的大山瞬间横亘于眼前，这便

是我常常心向往之的汉高山。窗外，大汉千年

的风仿佛依旧在山间荡漾，那力拔山兮的宏阔

气象穿越历史时空，成为民族基因里的信仰，也

激荡着来此打卡的游客们豪迈的情怀。

山河承载，尽得高远。坐落在吕梁大山里

的汉高山，因汉高祖刘邦的驻跸而美名远播，独

秀群峰。它横跨临县、方山县境，主山体东西跨

3.5公里，南北 3.1公里，最高海拔 1740.3米。

相传很久以前，此山名曰磨膝山，两诸侯的

首领曾在此山谈判，因互不相让，谈判破裂，其

中一首领怒不可遏，一拳将山的东部劈了一半，

形成东向悬崖峭壁之状，从此改叫满堂山，后因

高祖伐陈驻跸名汉高山。从磨膝山至满堂山，

再到汉高山，仅名字的由来及演变就足以令这

座大山光芒万丈，更何况它与一个伟大朝代的

开国帝王关联呢。

我们一行驱车登临山顶。一下车，北国初

春的风拂面而来，吸纳山中清新的空气，顿失山

路颠簸之疲倦，映入眼帘的是瑰丽恢宏的庙

宇。只见真武庙、高祖庙、千佛殿、观音庙、龙王

庙、仙姑庙、姑姑塔等由北向南一字排开，高低

错落镶嵌在陡直秀逸的汉高山巅。

身高体壮的李林旺先生一早就在此等候，他

操着浓重的当地方言，给我们介绍起了这座神秘

的大山。有《史记》记载，高祖七年，即公元前 200
年，韩信亡走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与汉兵交

战，刘邦御驾亲征，追至离石，匈奴又聚兵娄烦西

北，高祖指挥车骑击破匈奴。那一年是汉朝建国

后的第二年，刘邦驾长车直面冰刀血剑，以固江

山。那一年，他 56岁，就在这次出征的五年后，

高祖驾崩，汉朝江山稳固。一位闪耀在历史序列

里的伟大帝国的创建者，以开合的磅礴气象，抒

写了灿烂辉煌的壮丽篇章，华夏从此有了汉朝，

中国与大汉民族成为互代的称谓。

再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高祖，就在山上修

建寺庙。据康熙五十七年《临县志》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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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立庙祀之，遂得山

名。”邑人樊树屏有诗云：“舆图几变皇王局，此

地今犹属汉高”。直至现在，山上拴马亭、歇马

亭等遗迹悠然可见。高祖庙与光祖庙在同一个

庙宇内，北向为汉高祖刘邦，南向是光武帝刘

秀。他们将中华民族领向统一，成为民众心目

中神化的英雄，而如此壮观的庙宇更是广大民

众崇尚英雄的最佳诠释和注脚。

山上还有仙姑庙，供奉的是刘邦的三位宫

人。相传有宫娥随汉高祖亲征，驻跸此山避暑，三

宫娥死。清代邑人闫守一有诗云：“望风边将怀金

饵，行雨宫娥坠玉搔。”意为宫娥为了支持边防将

士保家卫国，陪同战将远行杀敌献出了生命。

仙姑庙建在蟒洞正上方，辅助高祖镇守着

洞里的蟒精。李林旺绘声绘色给我们讲道，当

年刘邦来到满堂山时，修炼成精的白蛇在苏子

树的挑唆下拦路向刘邦讨封。由于刘邦始终没

说出蟒大变龙，白蛇不由得一声长叹。刘邦误

以为要伤及自己，便拔出腰间长剑劈向巨蟒，巨

蟒顿时血流成河，染红了山上的石头，于是就有

了漫山遍野的红心石。蟒血一直流到山下的大

禹沟、安业沟一带，所以直至今天，这一带的石

头全部呈红色。

且说白蛇灵魂出窍，化作一缕青烟，腾空而

起，大声怒斥刘邦，扬言定要报仇。刘邦大错已

铸，心想山上地势不利，恐怕吃亏，就答应巨蟒到

了平地再战，并由苏子树作证。白蛇和苏子树遂

朝南飞到平地的洛阳城，当即投胎转世，一个就

是王莽，一个就是苏宪，二人长大后，在汉平帝时

联合篡位，建立新朝，报了刘邦当年斩杀之仇。

这些动人的神话传说更是令大山魅力无

穷。国人自古有崇山心理，认为宇宙间的每一

颗星辰均应对着大地上的一座山体。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大山肃立，默默庇佑着一方生

灵。山上香火旺盛，临州、方山两地的村民常来

此祈福。在民众的心中，汉高山世世代代屹立

在那里，犹如人们精神世界里一道无形的长城。

我们驻足山巅凝望，赳赳汉风仿佛穿越历

史长空。放眼四顾，此季的大山春意萌动。极

目东眺，汉高山相携吕梁巍巍群山，孝文山、武

当山、骨脊山等诸峰烟光笼罩，隐约可辨，各山

脉伏走如数条巨龙，盘亘于壮阔的吕梁大地。

山川旷瞩，明暗错落，贯穿南北的北川河宛如银

色玉带贴着大地母亲的躯体旖旎飘动。近处是

浩瀚如烟的横泉水波，如硕大的碧蓝色宝石，镶

嵌在大山东南麓。仅凭这脚下的一山一水就足

以占尽人间绝色。向西展望，是广袤的黄土高

原，田野和村庄若隐若现，临州大地烟火四起，

生机盎然。

这时风响亮地吹过，令人心旌荡漾，两千多

年前高祖豪情肝胆，放马踏遍北国起伏的江山，

令无数兴致盎然的探访者仿佛致身于铁蹄铮

铮、旌旗猎猎的大汉时代，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

深处的家国情怀油然而生，激荡成磅礴恢宏的

山河之梦。

天地有节。岁月驱散烟雾，马蹄踏碎晚

月。当下汉高山已然是人们可观可触可达的文

化共情，是体悟山水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情怀

的旅游胜境。

风劲了，窗外飘起了雨。临州的那些村庄

躲在汉高山麓的烟雨里，只听得农户的院子里

“哞”的一声牛叫，我们的出行瞬间如春花绽放，

汉高山与炊烟四起的村庄渐渐湮没在身后春风

暮色的归程里。

汉高山，位于临县玉坪乡

之东南部。方圆几十里，惟汉

高山突兀孤峰，山高岭峻，山峰

相连，庙宇众多，这里原名满堂

山。传说，汉高祖征战打江山

时，曾来山上避暑，因此改名汉

高山。

站在汉高山的龙头

远望涧水流过大禹沟

跨越座座高山峻岭

打开黄河欢快的歌喉

层层叠叠的野陌田畴

像一群群身披铠甲的勇士

听着碛口奔腾的怒吼

战袍飞扬在西汉的河流

跑马梁上长剑在手

古道浩气映染烽火九州

巍巍高祖庙雄风依旧

红心石述说着别样春秋

大风歌中举起一杯浊酒

换来西汉帝国的强盛宇宙

历史造就的天道胜境

化着汉高山的千年守候

“垂露春光满，崩云骨气馀。请君看入木，

一寸乃非虚。”我是书法外行，但十分欣赏书法

之美，也多与书法爱好者交往。每求得一幅或

篆如画或隶如波或草如走或行如行或真如立的

作品，常常喜不自胜，心旷神怡。颇有“人人细

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的味道。

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便有村里的老先生

义务为大家书写春联。我领取完自家的后，往

往 不 舍 离 开 ，或 端 墨 或 裁 纸 ，为 老 先 生 打 下

手。老先生对左邻右舍的情况都很熟悉，往往

略加思索，便拟出一副很接地气的对联。对联

写好后一字排开，等待晾干，字字句句散发着

墨香，洋溢着喜气。看着他龙飞凤舞自信潇洒

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钦慕。当时二哥开了一家

醋坊，没有合适内容的对联，就由我临时编撰

了一副，旁人看了也都称赞。一度时期，印刷

体对联时兴开来，虽然富丽堂皇形式花哨了，

但家家户户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些“八方

财宝进家门，一年四季行好运”的套话俗话，了

无特色。现在大家都认为年味淡了，我想对联

的雷同化形式化，也是造成年味减退的一个迹

象吧。

后 来 考 取 师 范 ，开 设 有 书 法 课 ，可 以 选

修 。 上 一 段 时 间 后 ，还 是 进 入 不 了 状 态 ，对

横竖撇捺点勾提折提不起一点兴趣，上课老

走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看来自己

不是结网的料子，干脆放弃书法学习了。同

班 中 杨 姓 同 学 、王 姓 同 学 写 得 一 手 好 字 ，偶

有 书 信 往 来 ，便 托 他 俩 誊 抄 ，而 自 己 则 蹲 在

旁 边 ，随 着 笔 起 笔 落 ，心 里 一 万 个 羡 慕 又 羡

慕。自己有了这块心病，便想从小培养女儿

的兴趣。上幼儿园起，就找了一家培训机构

学习硬笔，学了几年颇见成效。后来有意让

她 继 续 学 习 软 笔 ，女 儿 却 不 肯 了 ，想 想 初 中

课 程 也 紧 张 也 便 不 再 强 求 。 妻 子 有 硬 笔 字

的基础，去年退休后，对软笔书法来了兴趣，

积极报取了女儿当初的同一家培训机构，跟

一位年长的李姓老师学习楷体，每天的学习

劲 头 高 涨 ，除 了 课 堂 上 求 教 ，回 家 还 在 搜 寻

拌 音 教 学 、临 摹《九 成 宫 醴 泉 铭》，技 艺 日 见

精进。人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着来极

有道理。

参加工作后，结交了不少在书法上很有造

诣的朋友，无论笔酣墨饱还是简单彪悍，无论飘

若浮云还是矫若惊龙，无论跌宕有致还是奇崛

傲立，都使我对书法这一传统瑰宝的认知有了

深刻体察。有一年搞文化碑廊建设，认识了一

位性情敦厚的景老师，已是初冬时节，他仍伏身

在冰冷的石碑上，一字一字，认认真真，一丝不

苟，呵出的雾气模糊了老花镜，他取下镜框稍作

擦拭，便继续埋头工作，没有片刻休闲。所写楷

书，如电脑打印一般规整严谨。另一位李姓老

师，个头不高，不急不忙，书写墙头标语时却像

换了个人，在木棒上绑紧毛刷，先描字的边界，

大开大合，挥洒自如，一气呵成，蔚为壮观。现

在刻碑、外墙书写都难再见书家现场泼墨，无疑

也少了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年初，参加朋友

父亲老靳的书法作品展。老靳年届八旬，原是

一位农村支部书记，学历仅小学程度，六十岁退

居二线方才接触书法练习书法钻研书法，历二

十年之久，终成当地名家。其作品字形正欹交

错，线条粗细变化明显，看似自由散漫，任情恣

性，却行笔迅捷，取势险峻，颇有雷霆之势的壮

美。

在乡镇工作时，有一农村书友赠我“恒基永

固”的条幅，我装裱后置于办公室显著位置，时

时默念之，时时激励自己：人民就是靠山，只有

心中有民才会行稳致远。后来出版个人文集，

也请本地多位书友题词题赋，或肯定，或勉励，

或鼓劲，为书籍增色不少。在市场管理部门任

职时，创新食品安全宣传周形式，联袂本市的老

年大学，组织五十余名书友搞了一场“食安之

美”书画展，一百多幅书法作品和五十多幅绘画

作品紧扣主题，形式活泼，把“食品安全重于天”

的观念，深植于市井街巷，烟火人间。同事小郭

是青年书法家，每年春节，他都为我备好不同字

体的两幅斗方“福”字，挂在书柜两侧，红底黄

字，很有节日氛围。前年搬家，书友述俭兄为我

题“处世以忠厚人为法,传家得勤俭意便佳”的

立轴，我权当治家修身的座右铭，未敢有丝毫懈

怠。

“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每读

颜真卿公，不仅为他“楷书四大家”的成就所折

服，更为他字如其人、秉直刚正的气节所震撼！

与书结缘，正在于涵养书中清气人间浩气！

二十四岁起苍黄，以一敌万史称强。

会稽豪言取而代，坐拥西楚称霸王。

破釜沉舟君真健，诸侯膝行莫敢仰。

丈夫立世顾八方，何须锦衣归故乡。

三年兴起五年覆，羽化遗事天之亡。

春风起兮汉高山
□ 崔瑜萍

文旅园地
保 姆

□ 李 峰

汉高山随想
□ 梁大智

七律·汉高山
□ 梁大智

三川河三川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书 缘
□ 雷国裕

叹项羽
□ 刘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