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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份，微信、抖音、快手不时有

人推出庄上村山梁上芍药花开的场景。

在方山县，种植芍药的人不多。

第一次见到芍药花是 2021 年 6 月 11
日。那天，我和同事一起走进北武当

山脚下松泉村的芍药园里，适值夏季

伊始，正是芍药盛花期，竞相争艳的芍

药花，花团锦簇，身姿绰约，微风里摇

曳生姿，时时处处展现出动人的美景，

她那袅袅娜娜的身姿深深地打动了

我，折服了我。

出于对芍药花的迷恋，我便和妻

子商量，周末送儿子返校后在离石住

一晚，第二天返程时顺路去庄上村看

看日思夜想的芍药花！

庄上村坐落在圪洞镇的一个山头

上，是吕梁市横泉水库移民新村，位于

方山县城以南 7 公里处，209 国道东

侧，紧依横泉水库，村庄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是“美丽宜居示范村”

“文明和谐村”，也是远近闻名的旅游

“打卡地”。

5 月 27 日一早，我和妻子携女儿

从离石驾车出发，经过 40 多分钟的行

程来到庄上村。

庄上村和我的故乡班庄村是邻

居，这里的环境我非常熟悉。驾车上

山时我选择了村庄靠西侧的道路，左

望是碧波盈盈的横泉水库，右看是整

齐有序的漂亮房屋。广场上，三三两

两的村民们一边健身、一边闲聊，好不

悠闲。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甘甜的瓜果

香，恬静雅致、温馨和谐的农家生活让

人不禁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并心生些许羡慕。

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到了山梁上

的芍药园里。我、妻子和女儿迫不及

待地步入花海。芍药整朵花层次分

明，色彩变化多端，会让人眼前一亮。

花瓣是大片的，如潋滟的红波漾着妩

媚的胭脂。几层薄薄的花瓣，错落优

雅地舒展开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形

酒杯轮廓，妩媚与恬静相辅，艳丽与清

雅并存，不愧群芳之相。

细看盛开的芍药花，叶子碧绿碧

绿的，泛着光泽，层层叠叠的花瓣错落

有致。尤其是花苞，萌萌的甚是可爱，

滴溜儿地圆，虎头虎脑的感觉。有的

花苞顶部裂开了一丝缝隙，伸出来粉

红色的花瓣，就像含羞带怯的少女一

样，在羞涩地偷看着外面的世界，微风

吹来，羞答答地在枝头摇曳着美妙的

身姿，更加地妩媚动人。

我喜欢欣赏那纯净的白色单瓣芍

药花，似乎感觉到心中添加了一重让

人安宁的美好；也喜欢那开得正盛的

重瓣粉红色芍药花，在轻风里绰约生

姿，更显得柔美婀娜，让人自然而然生

出怜爱之情。

看着千姿百态的芍药风韵，你会

陷入芍药园中不能自拔，深深陶醉于

沁人心脾的芍药花香中。纵有诗心

在，却无法用言语一一来表达，只能靠

相机定格最美最靓最自我的芍药花！

芍药是中国著名观赏花卉之一，

唐宋文人称芍药为“婪尾春”，婪尾是

最后之杯，芍药花开于春末，意为春天

最后的一杯美酒，芍药花开也代表春

天即将离去。芍药与牡丹花型相近，

不了解的人往往会混淆，其实芍药是

草本植物，牡丹是木本植物，只要看看

茎干就能区别。

芍药花自古也有一个别号，叫做

“将离”，有相互爱慕、依依不舍的寓

意。“将离”的意思还在于芍药开花的

节令，恰在送别春天的时候，这便有对

春天的恋恋不舍地一份情意。正因为

芍药开放于牡丹之后、春天之末，所

以，文人们又给了芍药一个雅号：“殿

春”。

据古书记载，牡丹为“花王”，芍药

为花中宰相——即“花相”，也被誉为

“花仙”。芍药和牡丹都是我国的传统

名花，并称为“花中二绝”，可以说是家

喻户晓、蜚声中外。

传说中牡丹、芍药都不是凡花种，

是某年人间瘟疫，玉女或者花神为救

世人盗了王母仙丹撒下人间。结果一

些变成木本的牡丹，一些变则成草本

的芍药，至今芍药还带着个“药”字。

牡丹、芍药的花叶根茎确实可以入药，

牡丹的丹皮是顶有名的，白芍更是滋

阴补血的上品。

“花中宰相”大美芍药花，温柔妩

媚，惹人喜爱，“群芳之相”级的盛世美

颜，给你、给他、给我夏日的美好，她是

生活里最好的解药。

春去夏来，四季轮回，时光的脚步

永远不停歇。花开花落正常事，即使

再鲜艳的花朵也要凋谢，就连大富大

贵的牡丹也摆脱不了落幕的时光，带

着对春天的眷恋，纷纷落尽红尘去。

虽然牡丹已凋谢，但是也不要过于悲

哀，花谢还会有花开。

对于我来说，家乡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记忆中的那片黄土

地。黄土，这一古老而深沉的名词，在我的心中总是沉甸甸的。它

不仅是脚下的土地，更是我灵魂的归宿，是我心中永恒的乡愁。

站在高高的山巅，俯瞰这片辽阔的土地，捧起一把黄土，用

手指轻捻，感到它的颗粒细腻而均匀，细闻黄土的气味，混合着

泥土的芬芳和草木的清香。每当春雨过后，黄土的气息便更加

浓郁，仿佛能够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在夏日的阳光下，黄土又

散发出干燥和温暖，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坚韧。

记忆中的童年，总是与黄土紧密相连。小时候，爷爷家房

后的那片空地，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欢乐与创意的基地。爷

爷总是用他那双巧手，从黄土中捏出各种小动物。他精心挑选

松散的黄土，缓缓地倒入清水，土堆立马陷出一个小凹槽，这时

爷爷继续加水让凹槽中的水位上升，当水积累到凹槽一半的高

度时，用龟裂的大手把周围的黄土“推入”凹槽中，用树枝搅拌，

不断调整黄土和水的量，直到松散的黄土变得柔软、湿润。爷

爷用和好的泥团捏出一个圆润的身体轮廓，又小心翼翼地拼好

鸡冠和尾巴，然后用指尖刻画出眼睛和嘴巴，一只憨态可掬的

小鸡便诞生了。爷爷像变戏法似的，让那些栩栩如生的小动

物，跳出来与我一同嬉戏。我也学着爷爷的样子，用稚嫩的小

手，尝试着捏出一个个不成形的小泥球。

除了捏泥巴，我还和伙伴们在黄土地里玩捉迷藏，从土堆后

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寻找逃跑的时机。有时候，我们还会在

黄土地里放风筝，看着风筝在蓝天中自由飞翔，欢乐的笑声传遍

整个山坡。那片空地上的黄土，不仅是我童年的玩伴，更是我与

爷爷之间深厚情感的见证。每当我想起那片土地，心中便涌起

一股温暖的回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去到了更远

的地方求学。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我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乡的

黄土地。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想起那片熟悉的土地，亲

情、友情和邻里之情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如同一部部老

电影，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在我心

中，黄土永远是最美的风景，是最深的情感，无论走到哪里，我

都会怀揣着对黄土的感恩，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那片

黄土地，那份乡愁，将永远是我灵魂的归宿。

在《孝义丧葬民俗文化》一书即将出版前

夕，编著王正杰先生请我为该书写个序言。

我说对于丧葬民俗文化我是外行，外行给行

家写序言，岂不是班门弄斧？他说，只要你把

这一摞手稿看完，你也是内行了，谈点看法又

何妨？我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孝义丧葬民俗文化》一书是《娶媳妇子·

嫁女》的姊妹篇，是孝义丧葬礼仪的百科全

书，是作者经过十年的调查研究精心编著的

一部民俗力作。本书从佛教、道教，儒教对丧

葬礼仪的影响说开去，对孝义西部山区、南部

山区和东部平川地区分别进行了叙述，从寿

终前的准备，说到初终的事项，从出殡的过

程，说到入土为安，再到葬后的后续事项，共

七章 36节，洋洋 14万余字。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死”是人们避讳

的字眼儿，人们宁愿说某某人走了，也不愿说

某某人死了，而死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从平

民百姓到帝王豪杰无一幸免，正如古代文学

家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如鸿毛。”而更多的人寿终时却像秋风中的

落叶归根，无声无息。然而，如果把一个生命

的诞生比喻为春天的开始，那么，死亡便是相

当于一年中的岁末。正如岁末的节日——年

节被作为四季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一样，关于

死亡的礼仪也应该是人生中最为隆重的礼

仪。因此可以说，死亡是人生最盛大的节日，

而葬礼则是这个节日的曲目。俗话说，“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人生在世，是“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寿终正寝，同样是一方乡俗

“送”一方人。不论是何种乡俗何种形式的葬

礼，丧葬礼仪的功能和目的不外乎有三。其

一是通过丧葬礼仪，将死者的亡灵带入另一

个美妙的世界，并在另一个世界安好，同时也

给生者带来对未来彼岸世界的希望。佛家

说，生死轮回，转世投胎，你死后大概率不再

是你自己，如果不能功德圆满，就一直在无休

止的轮回中，最好的结局是涅槃到极乐世界，

但你依旧不再是你自己。涅槃具体是什么，

佛经似乎都说得不明白。基督教则说，人死

后绝不轮回，你永远还是你自己。只有天堂

和地狱两个地方。人生前可以选择到底去哪

个地方，死后就绝无办法改变。去天堂的那

批人某一天还要复活永生，就像现在你我类

似的形体，但不再有疾病、痛苦、忧愁、贫困、

饥饿等等，而且家人都在天堂的话，也是和现

在一样的。人死后到底有没有来世？著名宇

宙学家霍金与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观点

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

证明人死后会有来世。人死后，只会被微生

物分解，回归大自然，归于尘土。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丢掉幻想，珍惜人生。其二是通过丧

葬礼仪，为死者盖棺论定，即将死者一生的人

品与功绩做个总结，并公之于世。其三是通

过丧葬礼仪，充分表达后辈对死者的孝敬之

心，充分表达亲朋好友和世人对死者的悼念

之情。本书正是围绕这三个功能展开叙述

的。

且不论人死后是否存在灵魂？是否存在

另一个世界？宗教起码有一个积极作用，这

就是人们对于必然到来的死亡不至于太恐

惧，同时，也能在不同程度上约束一些坏人坏

事，使他们不至于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至于

其二其三的功能，这当然无可厚非。伟人毛

泽东于 1944 年 9 月 8 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

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中就说过：“今后我们的

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

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

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

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

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寄托哀思，

团结人民，这不正是丧葬礼仪的功能吗？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

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姿多彩

的民风民俗。《孝义丧葬民俗文化》无疑是传

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书中贯穿着

以孝道为中心的道德观念，正是今天我们这

个时代需要发扬光大的。然而，正如“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一样，任何民情民俗不可避免

地包含有“糟粕”成分，孝义丧葬民俗文化也

不例外。当然，本书作者将孝义丧葬民俗文

化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并非让读者全盘接

受。我们在阅读和应用中，应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各取所需，创新发展，以文明节俭，利国

利民为原则，不断完善和净化丧葬民俗文化，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的精

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乡土情深
□ 刘芯言

扬弃与创新
□ 赵处亮

落日跳动了一下接近黄昏的时分，

风安静下来，行走在平日散步的小路。

路两旁，那些渐渐长高的梧桐树，去年的黄叶，落在地上，

像是日子中脱落的痂疤，早已麻木。

一片一片新生的绿叶在天空下茂盛着，

生和死，相近的只是树上和树下一对灰喜鹊，

一双燕子，两个麻雀，从地上飞到树上，

从树上飞到树下，又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总是成双成对。

比翼双飞真是世间的一段缘分，也许它们已双双活过很多年。

就是这个最小的偶数，让尘世充满了爱。

夕阳西下时，我只是担心，又有一片黄叶坠地，

或一只鸟走散，那是日落前新的一块伤疤

在小路的尽头，落日跳动了一下。树上的绿叶微微一颤

背 标

大山背后的积雪，长年不化，那是雪山的背标。

寺庙里的唐槐、唐柏，用一块小木牌标注出来，

它们也是修过行的佛。

我喜欢，雪地上一串一串，一深一浅的脚印，

那么干净、清晰，绝不拖泥带水，

它们是日子中呈现在蓝天白云下的背标。

我也喜欢，镶嵌在门楼下的一块门匾，

上面工工整整地刻着：耕读传家，它是一户好人家的背标。

好多年间我并不喜欢那些赤裸裸的事物，

只是用心在背标里剥离着真实和虚伪，直到在万丈光芒中，

老眼昏花。

听说雪山崩了，寺庙里的唐槐、唐柏起火了。

下大雨时山体滑坡，古旧的门楼坍塌了。

在一场一场的沙尘暴和满地的污泥池水里，

能辨识的事物很少，虚线越来越多

出门记得带伞

嘱咐听起来，总是那么的暖和。有时候像一根拐杖，

像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兄弟。

这一生，我们都是在嘱咐中幸福地行走

该上学了，母亲叮嘱；走靠右的便道，

当心马路上的汽车和马车；外出喝酒时，

母亲在电话旁守着一个晚上。听到母亲在电话里的问候时，

我常常是泪流满面

在父亲眼里，我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乳名。

父亲吩咐我：吃亏是福，摔打才能活成人一想到父亲一生的酒

令，只会喊五魁手时，我把眼泪咽了下去

父母走了，我的乳名在雨雪中挨冷受冻，从未唤醒。

一个阴雨天，屋子里的小度，播报完天气预报后，

提醒：出门记得带伞。那一刻，仿佛看到父母，又回来了

尘 封

乡下明代时的那口井里，又有水了，

清澈可鉴只是村子里留守的几个老人，

眼浊的已看不清那个朝代

孩子们不愿过井绳和轱辘的日子，弃井背乡，到城里寻活相去

了。村中那棵唐代的大槐树，依旧枝叶茂盛，只是树上拴着的

那些许愿条，在风雨中已褪去很多颜色，像苍白的日子。

而在城市里，许多文庙、考院、烟馆、红楼，被拆除，

仿佛只有这样城市才像个城市。还有很多装满故事的胡同、

小巷，夷为平地后，拔地出一片一片的高楼。我看见，城市改

造已张着血盆大口，吞下城市的心脏。城市失血后，苍白的脸

上只剩下僵尸一样的涂料、玻璃、瓷板。而到城里寻活相的孩

子们，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尘埃中的一小粒

大地疯了的时候，井绳是挂不住的，许愿条还会更苍白。

尘封的世界里，我们活的是多么的灰头土脸

一枝龙须兰折了

如果是干枯了，那也是金黄的龙须兰像是夕阳里的龙须，

镶着金边，威风凛凛那样的壮烈，燃烧着赴死的决心，纯粹、悲壮

而眼前的一枝龙须兰，低垂着头，弯下腰，那一身绿色，

还是那么的含情脉脉。折断处，渗出的汁液清亮透明，

那是来自天上的眼泪，或者地下的疼痛

死亡可以选择那种纯粹的金黄，如果是折断后在腐烂的痛苦

中死去，惨不忍睹。我拿起一把剪刀剪断那截痛苦时，我多么

像一个上帝派来的神父

我把剪下的那枝龙须兰，泡入一个装了清水的花瓶里。

在一个清晨，我看见那枝龙须兰又长出了根芽而此时，

尘世也长出了绿叶，一切都变得不是那么无可救药

今又小满

窗外，一只鸽子又出现在院墙上，踱来踱去像个闲人。

麻雀的鸣叫声，很拥挤又很清脆隔壁院子里的两棵枣树，

枝繁叶茂，有两根长满绿叶的树枝，伸出院墙，

出现在我的书窗外，像院子中天赐的两杯绿茶，

又像是日子里的两声应答。经过一片麦地时，

满眼绿色中麦穗已结得那么饱满，这让我想到了，

很多的殷实人家，正把炉火烧旺，房顶的烟囱里，飘出淡蓝的

炊烟。一条小黄狗，懒洋洋地躺在农家的门口在暖阳的照射

下，伸了伸懒腰，又眯上了眼

回到书房，抿一口新茶，闭上双眼，脑子的空白里只有一个小

院，一只小鸟，一片小绿叶，一缕小炊烟一条小黄狗。

仔细想一想，有这么多的小满，我已很知足了

落日跳动了一下
（组诗）

□ 李峰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吕梁山上老农民，志愿收迁八路军。

门外高悬红色院，家中陈列大功勋。

北川抗日风云画，敌后硝烟血泪痕。

革命情怀传万古，英雄事业泣千神。

赞中国好人李来平
□ 康虎照

论天下万千树木,长短别具,仁智

各见。往昔余在县乡基层,十年树木,
独尊柳树,近乎柳痴。自认为较之松、

柏,柳易成活;较之椿、槐,柳为速生;较
之杨、榆,柳少病虫;较之各类立地条件

选择严格的乡土树种,柳适应性强,南
北四旁皆宜;较之其它落叶树,柳堪为

二月春风剪叶早,十月秋霜落叶迟,占
尽春夏秋三季风光。

柳树家族品类繁盛,用场有别:绿
化街道,有垂柳;护堤河畔,有旱柳;防风

固沙,有红柳;日用柳编,有梧柳;制作器

具,一般有旱柳,中高档有水曲柳;炊用

薪柴,有薪炭柳林;乡思托柳,古时送别

赠折柳,新时乡愁梦村柳;人学柳品,延
安时期毛主席曾以“松柳之喻”,教育

党员干部既要学习松树的原则性,又
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

甲辰春游出并城沿郊赏柳,思及柳

之品种杂矣,柳之长处多矣,柳之用项

广矣。为呼唤邑人识柳、植柳、爱柳、

思柳、学柳,余即咏柳韵十首以记之。

七绝·柳韵十首
□ 刘德宝

芍药花
□ 肖继旺

交城经济开发区是 2006
年经国家发改委、省政府批

准设立的省级开发区，面积

27.03 平方公里。功能定位

为现代煤化工、高新材料，先

后被确定为省级示范园区、

全省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和省

级 新 型 工 业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2024 年，交城县委政府

斥资 3.6亿，对经开区开展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更使交城

经开区焕发勃勃生机。

这是一个奋进的时代，

春风沐浴着，莘莘英才，

新质生产力，战鼓擂催，

产业创新，

我们频频奏凯。

这是一方梦幻的翠海

灼灼桃李，

在阳光下盛开，

花园式工厂，如桃源世外，

低碳循环，

我们步步出彩。

这是一面成长的阶台，

希望的风帆，在大潮中承载，

高质量发展，风华百代，

日月光辉，与经开区同在。

交城经开区之歌
□ 吕继峰

柳叶
二月春风剪柳梢,鹅黄妆树报春潮。

经冬百草未舒眼,摇曳新枝舞野郊。

柳絮
三月柳枝吐絮长, 充饥难忘济青黄。

今时菜谱添新绿, 苦味家族保健康。

柳笛
儿童折柳乐无涯, 拧下青皮抵喇叭。

不辨音阶刀米少, 满村咪响赛群笳。

柳荫
夏日村前翠柳荫, 满撑巨伞庇乡亲。

拄锄放担歇树下, 自在高声评古今。

柳籽
春栽枝段夏芽鲜, 飘絮借风随处安。

塞北江南多绿染, 论功万木柳当先。

柳根
保持水土效尤佳, 根固如同万手抓。

雨打风吹浑不怕, 山乡囤满乐农家。

柳木
乡木当中此树多, 材轻质软好雕磨。

安成窗户修成凳, 工匠唱支褒柳歌。

柳薪
薪炭林中柳为先, 户栽半亩续炊烟。

能源今日多元化, 犹记薪柴摞小山。

柳思
柳乃乡愁第一枝, 梦中柳冠鹊歌时。

归乡路口先瞻柳, 如见村翁欠首姿。

柳品
作人当学松和柳,松品坚强柳品柔。

兼备两长修养好,为民服务做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