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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仪扶光，山岑金轮。飞雪瑰丽，挥笔峥嵘。

东临卦山，古木参天；西枕湫水，波涛浴日；北望秀

容，神蟾叠翠；南抱凤嶂，重霄凝紫。坤灵九陌，山

川一帙，祥光四合，沧桑千年。石器时代，古迹犹

存；仰韶文化，光芒不减。吕梁西麓，万古云霄入

眼底；关河要津，六国烟云想当初。穿越时空隧

道，闲庭信步；领略方山风采，皓月当空。

武当宾馆，登楼作赋；瓦窑河畔，临风抒怀。

界旌四象，天赋仙境临绛阙；水分两山，地造画廊

护琼瑶。看方山县城，高楼林立，市集热闹。绕城

公路，车水马龙；积翠公园，鸟语花香；国旗广场，

莺歌燕舞。日月旋转，惊时代之迥异；天地翻覆，

赞盛世之风华。县委政府，谋百姓之福祉，筹一方

之繁盛。六大镇行政机构，腾蛟起凤；十四万父老

乡亲，安居乐业。

夫圪洞镇，县之治邑，洞天福地，碧流中山，

物华天宝。东西叠嶂，山水华章；南北通衢，彩

墨画卷。旭日东升，晓雾渐收。烈士塔前，饮水

思源。颂我先烈，捐躯报国，浩气凛然；爱吾河

山，居安思危，初心铿锵。唐槐树下，回看千秋

岁月；乡贤榜上，闪耀百代英豪。古街石巷，时

光不老；店铺楼阁，锦绣未央。凤凰名胜，天主教

堂，琉璃焕彩，尖塔冲霄。欧风东渐，钟声入夜；

嘉树北颐，福音临晓。日落日出，天壕山，紫翠重

迭，金光璀璨。保国安民，杨家将，当年屯兵圪洞

沟；腾云驾雾，冬腊月，老君炼丹烧炉山。云海雾

岳，关帝山，雄视三晋；壶中天地，梅洞沟，秀甲一

方。人间奇葩，五颜六色；湿地公园，千姿百态。

龙泉胜境，草长莺飞；匈奴大营，马啸龙吟。飞虹

十景，美轮美奂，鬼斧神工；流晖千仞，如诗如画，

天造地设。寻芳于心灵之旅，置身于梦幻之境。

晋西古村，南后庄，阅尽人间春色；释源祖庭，慈

云寺，建于西汉末年。佛门净土，三教合一；禹甸

宝地，千秋无双。香烟袅袅，历千载而不衰；钟鼓

悠悠，经万世而长鸣。曾记否，县城之南，星辉

坝上；几回首，横泉之北，水铺天际。苍穹之下，

秋 水 长 天 谁 共 舞 ？ 龙 渊 湖 上 ，波 光 云 影 两 相

和。潮起潮落，承载千山沃土；春去春来，养育

万民安康。大美方山，蓝图添锦；流动文化，稻

国有我。

风过方山，镇曰积翠。隋唐旧址，繁华不在；

明清老街，风俗依存。视线萧瑟处，天色向晚；红

霞覆盖间，大路朝阳。交通四达，太佳高速，横渡

于崇山峻岭；紫气千迥，山川秀色，叠现于春花秋

月。未至仙境，不言归期，神龙所在，乾坤交泰。

一沟妖娆，聚天地之精华；八寨壮阔，凝日月之光

辉。南阳天池，水光潋滟；森林溪谷，白云缭绕；

天然氧吧，生机盎然。云顶山上，蕴九皋之仙气；

蒙古包前，绘千里之绿野。月光随羌笛而至，花

海与朝霞媲美。春云出岫，摇曳多姿；夏涧听风，

惬意无穷；秋山鸣泉，尘嚣尽洗；冬岭踏雪，皓然

一色。十里山乡，四时美景，半榻斜晖，一枕清

霜。

骏业方兴，马坊凭栏。山奇水美，地广草丰。

209国道，纵贯南北；104省道，横穿东西。昔日王

气冲天，今朝霓裳铺地。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之辅

邑；天骄弓影，并州都督之牧区。故垒西边，春秋

霸业，万乘嘶风；铁马关山，大唐王朝，一飞冲天。

尔朱兆，永熙一败赤坚岭；赵匡胤，铁骑千里卷河

东。挑灯看剑，大明初置巡检司；铁蹄踏歌，清兵

驻防开府道。民国乱象，岭上烽火，灰飞烟灭红潮

内；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碧血丹心续范亭。宝塔

山下，汉魏飞觞；盛世良泉，宫廷御品。唐宋窖藏，

老传统，获誉美禄；明清佳酿，薛家宴，流芳至今。

古老马坊，时代原野，骏马驰骋，奔放有力，英姿勃

发，前途远大。

夫峪口者，上接琼阁，下临芸台。五步之间，

不乏书香门第；十室之内，多是政商世家。兰亭

六尺，鹤鸣松间；春风十里，花满枝头。经岁月，

过长亭，游南村，访刘渊。左国城池，高台几处，

朦胧南望；青云余迹，胡汉一朝，迤逦北拱。或介

邱岧峣，水榭深徊；或轻烟舒卷，画舫往来；或鼓

角争鸣，风雷激荡；或柳营试马，铁骑纵横；或虎

帐谈兵，中原逐鹿。前赵桥下，微波底处，城阙楼

外，驿道亭边。巍晋琴音，余音袅袅；文人风度，

铁骨铮铮。凤凰岭上，宝泉寺，僧房留客，殿宇生

辉；骆驼峰前，进士洼，沧桑过眼，日月流光。美

哉张家塔，壮哉条壕里。居方山，倚临州，聚两川

之佳气，汇八荒之奇观。明清建筑，匠心独具；古

村新貌，异彩纷呈。甬道和楼阁相连，园林与城

堡辉映。三十六院，古月浮动；六十八堂，春意氤

氲。正中华盛世，抓住机遇，奋起图强。

武当镇，横空出世，山川济美；新时代，闪亮

登场，俊才建功。青山起舞，日新月异；绿水欢

歌，镇富民强。河边绿洲，丰年几许；园中果蔬，

浓香四溢。咏北武当赋，明月皎皎，忆我林兄；读

聚仙亭序，清风徐徐，触吾情怀。天赋峭崿，三晋

第一名山，尽揽五岳险雄奇秀；地开画图，四海无

二崟岌，囊括三山粉绿红白。二十六涧，婀娜多

姿；三十六岩，形态各异；七十二峰，气势不同。

苍松怪石，玲珑剔透；金光紫阁，美妙绝伦。庙宇

殿堂，依山而建；玉宇天阙，拾级而上。九龙出

洞，横入旷野；万流蔽塞，势涌霄汉。香炉峰上，

雾岚缥缈；玄天殿前，香火鼎盛。仰观星移斗转，

俯视涛走云飞。骨脊山，孝文山，遐迩闻名；庞泉

沟，龙王沟，曲水流觞。峰回路转，孤行致远。陷

于泥沼，流俗早使身心倦；拨开云雾，登高始觉天

地宽。于公故里，来堡村，哺育副榜贡生；仏佬山

下，罗城县，成就大清督抚。举六省之彩笔，蘸两

江之清流，绘出于成龙廉政文化园，丰碑巍峨，气

象庄严。崇廉尚洁，俱向南国参砥柱；知荣明耻，

齐来北川仰青天。肩挑道义，二十三载为官，天

理良心昭日月；袖卷清风，六十八年生平，高行清

粹立天地。千秋之下，谁能不朽？一代廉吏，风

范长存。北溟老酒，九万里华夏飘香；于成龙酒，

四百年岁月流芳。

古镇大武，吕梁明珠。远山涵翠，近水澄碧。

道通临州，殊境毓秀；楼接永宁，斯文焕彩。八岭

环梓，亭芳悦目；二河绕镇，岸柳啼莺。良田万顷，

嘉禾葱茏，绿意盎然；新城一瞥，规模宏大，金碧辉

煌。笑脸如春，万商云集；繁花似锦，百货琳琅。

三晋风劲，煤海滚滚；六合春同，铝花朵朵。铁路

之枢纽，吕梁火车站，八面来风；空中之桥梁，大武

飞机场，万里通航。环城高速，绿水青山作伴；吕

梁大道，方山离石交汇。飞觞走斝，思古驰今。凭

栏处，商彝夏鼎，秦砖汉瓦；回望时，唐风宋韵，明

月清川。胡笳入梦，左国城池，光辉久远；梵音摇

晴，大武木楼，慈云再现。庙堂之上，朱三太子，年

少磊落，止步于大明落日；贫民之中，水图先生，医

术高超，悬壶于清初野渡。张家大院，吉庆有余；

书香名邸，英才辈出。革命先驱，张叔平，人民英

雄；省委书记，山西省，我党首任。贺龙中学，播种

革命火种；红色教育，培养军地人才。今日大武，

兼容并蓄，继往开来。

美哉方山，政通人和，春光一色；壮哉方山，云

蒸霞蔚，气象万千。诗曰:
锦字排空向北来，

绣丝聊赠雪中梅。

方舟一叶云缱绻，

山歌四起月徘徊。

人杰自当酬壮志，

间流何曾负英才。

仙籁再现龙渊水，

境随春生逛瑶台。

从选种到侍弄

从花苞到花瓣

一朵花含辛茹苦地绽开了

时光流转，弄花人轮流变换

但初心丝毫未改

任情愫在花圃滋生，

任一念升空，任轻灵曼舞

如今

花儿已密密匝匝地开出了一方天地

它们对每个驻足观赏它的人笑

这一刻，花与人共舞

花装饰了人的梦

人参悟了花的情

注定这场芬芳的相识后

花雨一路！

潇潇洒洒飘落了一地诗情

紧紧拥抱门外冬的寒冷

故事中走出童话般精灵

摇曳着万年不变的仙境

那只圣洁无瑕的白狐

早已经逃的无踪无影

玉蝶还在翩跹着美丽的梦

醒来却是千树梨花纷呈

往日的神话会不会再次发生

一阙清词妩媚了久别的琼英

悠悠愁怨惊碎絮柳云岭

只为守候祥瑞千秋的佳景

苍穹飘洒着别样风情

缠绵的姿态留下爱的永恒

浪漫中那颗晶莹的心

化作热血抚慰饥渴的魂灵

冬天的远方

我的列车驶向冬天的远方

一路寒潮追赶冰霜

呼啸卷起精灵的舞蹈

尽情挥洒幸福与吉祥

我的列车驶向冬天的远方

仿佛是披着白纱的美丽新娘

粉颊桃腮顾盼银装

原野阡陌留下梦的芬芳

我的列车驶向冬天的远方

激情涌动把山河歌唱

胸中装着远行的理想

坚定的步履随着红梅绽放

我的列车驶向冬天的远方

车厢里载着明媚的春光

穿越塞外静听风笛悠扬

共同迎接东方初升的太阳

冬 夜

零零星星飘飞着几瓣雪花

独自走在滨河岸畔石板路上

等待一片带诗意的雪花落下

橡皮坝阻挡着寂寥难耐的河

河面筑起一层薄薄的冰

寒风舞动着路灯的光芒

在冰面上摇来晃去

一束激光如长剑划过

让灵感装上飞翔的翅膀

目光徜徉在城市上空

游离中找不到星座的方向

赤裸的思想总是无限空洞

飘零的雪洗涤着孤独的灵魂

丽彬文化园随想

这里是一座充满文化的迷宫

走进去就会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开启探索知识航船的风帆

默默地传递着神奇和希望

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

历代酒具散发着浊酒的醇香

五彩珐琅的丰韵伴着青花的素雅

碑刻传拓探明了千年的时光

非遗博览铸就的无穷经典

祖先的智慧播撒文明的辉煌

圣贤悟道几经春秋鼎祚兴衰

龙腾中显示了民族文化的力量

笔墨横姿尽情解读纸贵洛阳

沐手龙飞凤舞书入金榜

挥毫仙液绘就云烟流水

奎章贯气笔落精妙启化新章

胡兰故事告诉你什么是伟大

则天传奇让你懂得胸怀宽广

不能忘记先烈剑指天涯

红色事业千秋万代不失光芒

沉浸式展示在科技馆徜徉

研学实践把非遗项目寻访

未来火焰在奋发的风骨里点燃

伴随那《飞跃中国》精彩启航

母亲今年已经 72 岁了，为了养活我们兄妹

5个，早已两鬓苍白，由于牙齿脱落，说话也没有

前几年利索了。但在我偶尔回家的时候，总还

要和我絮叨一阵：今年天气干旱、地里的土豆晒

蔫了、二弟前几天帮她除草了、妹妹的孩子快上

初中了……所有的话题离不开她一手抚养大的

孩子，还有她的孙子或外甥。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辈子过着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没有去过大城市，最远的路

途要数离家 30公里外的离石了，每天陪伴她的

除了南瓜土豆之类的粗茶淡饭，就是地里和家

两点一线的固定生活。在母亲眼里，世界很小，

除了种几亩薄田补贴子女，再无他求。

我们兄妹五个，四个已成家立业，就剩 30岁

的小弟还在北漂。小弟每年回家的天数可以用

双手数来，每次回家都和母亲去周边的小景区

散散心，这足以满足母亲本就很容易了却的小

小心愿，也可以作为她在茶余饭后与村里大叔

大婶们拉家常的话题。

儿大当婚，这是晋西北农村几千年留下来

的风俗习惯，只要儿女没有结婚，长辈们就会觉

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在和小弟相聚的少

数时间里，母亲除了有少许喜悦，眼神中流露出

更多的是对小弟成家的期盼和些许无奈。每当

这时，母亲就抽出她的香烟，大口大口地吸起

来，面前的烟雾仿佛可以掩饰她失落的表情，又

仿佛能减轻她痛苦的忧愁。儿大不由娘，小弟

虽在北京有份工作，但谈婚论嫁时却显得颇为

踌躇，这让母亲也经常跟着长叹短嘘。

虽然母亲现在有 10 个孙子（女）和外甥，且

都在县城及更远的地方上学，一年也见不着人

影，但是，母亲的心更多的是在千里之外的小儿

子身上。小弟不结婚是她永远的心病，更是她

难以启齿的牵挂。

又是一年深秋夜，母亲睡在她住了一辈子

的老屋里，土炕上隐隐能感觉到火炉传来的余

温。母亲又在抽着她爱不释手的香烟，时而眉

头紧皱，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时而露出久违的笑

容，仿佛看到小弟领着媳妇来到她面前……

又到周末了，女儿在“快乐的家群”发消息，“爸

妈，明天回家，你们谁接？”“我们都愿意”。一家人心

知肚明，女儿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要返程开车

了！既然驾照考到了，就让孩子多多练习吧！

今年暑期，女儿终于迎来了驾照报考的年龄。

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报名了本地一所办学悠久的驾

校。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她顺利拿到了驾照。

科考之路，女儿展现出了年轻人的快速学习能

力。科一考试，她通过短暂的两天持续练习，从最初

的 60多分迅速提升至每次都能稳定在 98、99分，最

终顺利过关。

科二、科三的挑战则更为严峻。训练基地远离

县城，加之暑期学员爆增，教练车少，学员多。高温

酷暑下，女儿每天清晨 6:30出来，以为“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早点上去可以争取到上午 2 次练车的机

会，结果到达基地后大失所望，大厅已排满了长龙，

学员们都非常努力，好多次都排在了最后，有几次还

顺延在下午。她和其他学员一样，忍受着夏日的酷

热，皮肤逐渐晒黑，但从未放弃。第一次练车时，面

对言辞严厉的教练，她虽然有些不高兴，但在我的开

导下，她学会了尊重教练，虚心学习，最终游刃有余

地掌握了各项驾驶技能。

学员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女儿也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尽管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练到车，

但她从未抱怨。她观察到其他学员为了多练车，

早上训练完就在基地吃面、打盹，下午继续排队，

于是也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

科三考试通过后，女儿迫不及待地参加了科四

考试，并高分顺利通过。一个多月的高强度训练，终

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驾驶证发到她手中时，她如

获至宝，高兴地在朋友圈发布，我们做了几道家常菜

为她举行了庆祝仪式。女儿从零基础开始，历经多

次练习与挑战，逐步掌握驾驶技能，最终成功学会开

车。

驾照到手后，女儿对开车充满了激情。基于

我自己的练车经历，完全赞同她趁热打铁，多开多

练。在爸爸的陪同下，她开始在空旷的公路上锻

炼驾驶技能，从慢速行驶到逐渐掌握变道、减速、

通过公交站牌、十字路口、人行横道等技巧。现

在，她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市区内驾驶，每次节假日

回家都主动要求开车，我们也乐于让她展示她的

驾驶技能。

这段学车经历，不仅让她学会了驾驶技能，更

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坚持与勇气，面对困难不轻言

放弃。每一次的挫败都是她成长的垫脚石，让她更

加坚韧不拔。这不仅是一段学车的旅程，更是她人

生道路上一次宝贵的历练，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

里，无论遇到何种挑战，都能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勇

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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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彭艾

女 士 的 组 照《 妈

妈！》吸引了众多观

众。用照片留住那

些珍贵的瞬间，回

忆才有迹可循。彭

女士就是这样一位

有心人。她以一位

摄影家对亲情的感

悟，来记录生活中

的诸多细节，让观

众看到一位摄影师

如何把自己的情感

和情怀注入镜头。

每一位母亲的

日常生活大抵是相

同的，不同的是，彭

女士用镜头记录了

下来。她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个平凡而

温暖的视角，一位

女儿对母亲深沉的

感 恩 之 情 跃 然 眼

前。

影展的显著位

置，是一幅母亲抹

口红的局部照片，

嘴角四周竖着的皱

纹明显，画面简单

却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冲击。一组关于

香 水 、洗 面 奶 、面

霜、口红等照片，则

让我们看到了照片

背后，一位爱美的

女人。是啊，每一

位 母 亲 都 是 美 丽

的。

两个漱口杯如

一对美术作品中的

静物，在光线下孤

独 地 摆 放 在 妆 台

上。彭女士介绍，

自从她父亲走后，

这个漱口杯就一直

放在那里，没有移动。母亲舍不得丢弃，那是

母亲对父亲的依恋和念想。

母亲的侧身背影和花白头发的母亲一个

人躺在枕上的侧影，让我们看清了她父亲走

后，母亲的孤独。一幅黑白照片中，是年老母

亲的一只光脚，大拇指外翻，血管血丝明显。

用这双脚，母亲走过了多少或平坦、或坎坷的

人生之路。还有一幅照片，是母亲背部的一

小块儿皮肤，粗糙松弛，几个小红痣点缀其

间。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她的皮肤不再光滑

柔润，不再富有弹性，她正在老去。

年轻时父母的合影、多年前的全家福、

母亲青筋暴露的手、母亲的笔记以及母亲

看过的《大众电影》、邓丽君的演出海报等

等，都静静地展现。母亲的九张一寸个人

照，有青春年少、人到中年、鬓发花白，这三

个步骤便构成了人的一生。服装背景、头

发形状的转换背后，是时光的流走和时代

的巨变。

看到这些，不由得感叹，摄影师抓住了生

命最有力量的瞬间，是对生命、亲情有所触动

后的真情表达，是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后

用摄影艺术的细腻表达。

就在《妈妈！》的摄展前，我与其他几位

观众一样，泪流满面。我们看到了自己母亲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的老去过程，我们看

到了时光在母亲身上静静走过，直到衰老，

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彭女士所展现的，是全

天下所有母亲的一生。照片不多，足以让我

们回味。在某一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了我们

的记忆，情感深处的某一个场景突然在眼前

回放。

整组照片就像一篇叙事文章，语言直观、

冷静而又温暖，意味深长。每一幅照片，于叙

事、抒情于一体，整体表现出一位母亲从年轻

到年老的过程，而摄影者的所要表达不加雕

饰，是平常的温暖，是真情的流露。

同样，在另一个展区，摄影师彭涛先生的

组照《逐年》也让人过目不忘：痴呆的母亲坐

在那儿出神发愣。生活善能自理的母亲，吃

完饭就会忘记已经吃过了。手牵手带母亲去

厕所。子女给母亲泡脚。子女给母亲弹钢

琴，母亲听不进去。小猫小狗陪着母亲。这

些镜头记录了一位老年痴呆患者的生活日

常。这些照片，会使你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

自己的老年，不由感伤。当我们的身体被岁

月的年轮碾压到迟缓、呆滞时，所有的过去，

都基本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只是在走一个生

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会永远年轻

或者长生不死。

摄影作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真实的镜像。“我的任务或者说当代摄

影的可能性，也许就在于用艺术的手法，从这

些被无数普通家庭忽略、忘却的多元符号中，

唤醒记忆、发掘逻辑、讲好故事，用以抚慰自

己 ，激 励 后 人 ，更 温 暖 这 个 时 代 。 —— 彭

艾”。其实，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其他作品，最

重要的是“抓住人心”“打动人心”，如果连自

己都打动不了，当然无法感动读者和观众。

作品的感染力，体现在作者的情感中。这点，

两位摄影师都做到了。

高天厚土，父母恩深，血缘至义，生命本

真。置身于时间中的肉身，宛如草木。人生

一世，草木一秋。唯有照片可以留住记忆，而

我们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只能在照片中看那

些不可复制的瞬间。记忆会模糊，照片却永

在，深藏在我们心底的情感永在。

多年以后，这些都是温暖的回忆。

成熟的秋，走了。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走得急切，走得匆忙

留下了一抔黄土

在远方。拢起的坟茔

悄然。寂静。

叶子。遍地

金黄，灿烂。

飞舞成春天的蝴蝶

唤醒夏日的蛙声

以及满树的鸟鸣

而我，只是一朵雪花

盛开在冬季

装满

泪

滴

时
光
印
记

温
情
永
存

□
李
怡
萍

方山赋
□ 牛廷明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女儿学车记
□ 裴改平

一朵雪花的思念
□ 刘小军

母亲的牵挂
□ 刘亚平

精灵（外三首）

□ 梁大智

花开如你
——写给《孝义文艺》

□ 冯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