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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园地

阿莲说她是胡女。起初，我也以为她是胡

女。

阿莲生在草原，健康壮实，简单又直率，是我

了解中胡地女子该有的样子。

阿莲说我是永远的少年。说我写万物，都像

写给情人。我是她的兄弟，我们更像是兄弟，但

我叫她姐姐。

因为是少年，阿莲送了我一本书，太宰治的

《人间失格》。那是我为数不多反复读过的书，通

读了一遍，又片段性地翻了好几遍，永远的少

年。与阿莲相关的书，第二本是萨福《你是黄昏

的牧人》，朋友圈里看见她读，我颇费了一番功

夫，从网上淘到一本，红色绒绸的封面，简单、纯

净而神性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放在我的

床头柜上。第三本便是她自己的书，《一个人的

哈达图》。第四本是石黑一雄《小夜曲：音乐与黄

昏五故事集》，第五本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万

火归一》，这两本书我都不太喜欢，我不喜欢弯弯

绕的文字，除了其中一篇《南方高速》。

与阿莲认识，是很早的事情。那时候，还用

腾讯 QQ，微信只是个新鲜事物。我有个同学，学

音乐的，和阿莲是同事，推荐我们认识，说我们一

定有共同话题，于是就互加了好友。时间过去太

久，聊天的细节当然早就忘了。总之，一来二去

的，慢慢就熟络了。

与阿莲初次见面，是在碛口。认识后的第几

年，有一天，她打电话说去碛口看黄土人，小住几

天，问我有没有时间，要不要也下去走一走？我

是第三天上午去的，径直到了位于西市街的黄土

人手工坊。深秋，院子里很冷清，黄土人已经燃

起了火炉子，他们几个正围着炉子喝茶，黄土人、

小吴、阿莲。当然，合适的人，谁都不会陌生。

关于午饭，因为阿莲是“胡女”，生在内蒙古，

长在内蒙古，从小吃肉的，我们就过黄河去了陕

西吴堡。小吴说她吃素，没有去；同行的还有另

外一个兄弟荣明，当时候正在碛口旅游管理局工

作。那一顿饭，之后多年，一直是阿莲说起来时

的一个“梗”，说我不仗义，把她灌醉了不管了，撂

在西市街黄土人那里，任由她醉，任由她哭、笑和

难受，幸好有荣明和小吴照顾，要不……哈哈，要

不怎样，终究也说不出个怎样。总而言之，我把

她灌醉了，不仗义！

那一顿饭，阿莲确实是个胡女，我们吃羊肉，

喝西凤酒，一瓶不够，再来一瓶，又来一瓶，一直

喝到拍桌子，骂天，骂地，骂娘。荣明出去买了两

包烟，阿莲撸起袖子抽烟，我也跟着抽，一边抽一

边骂，骂着骂着就哭上了，陕北人都看着发愁

……阿莲确实是个胡女，我是黄河岸边的少年。

阿莲是健硕的，棉麻的布疙瘩的宽松衣裳，小臂

和小腿裸露着，深秋都一点不知寒的样子。风是

吹不着她的，她就是野地里一股风。她是个野女

子，野孩子。然而，风也是会呜嚎的——阿莲，终

究是个女子！

关于初次见面和那一场酒，后来，阿莲和许

多人谈起，那是她第一次敞开胸怀喝酒，那是她

第一次放下顾虑抽烟，是她第一次喝到无所顾

忌、酩酊大醉，去他妈的失态，谁爱笑话谁笑话，

谁规定女人就非得遵从那许多的横七竖八？她

说，那一场酒醉之后，她觉得自己打开了，完全卸

下了过往。后来，猫七少打趣说，阿莲的第一次

酒醉献给了我。诚然，我懵懵懂懂，触动了阿莲

某一个机关。

也就是那一次，阿莲说她想要学习画画。黄

土人是阿莲的第一个老师，告诉她如何使用颜

料，如何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说实在的，当时候，

我并没有把阿莲画画这件事当回事，因为来到碛

口古镇的人，谁看到黄土人和黄土人的画，几乎

都会有学画画的冲动。隐隐约约，我印象中，阿

莲只是一时兴起，尝尝新鲜。

日子慢慢悠悠，后来，隔三差五在阿莲朋友

圈看到一些画，花花草草，瓶瓶罐罐，有时候是一

只两只猫，有时候是三个两个裸女，感觉很怪异，

很大胆，很野蛮，色彩浓艳的出奇，像是打碎了颜

料钵，我总疑心她一定是收不住了分寸。偶尔，

她又贴一些布画。偶尔，她又剪一些剪纸，多是

双 生 花 、双 生 女 ，一 样 怪 怪 的 ，总 让 我 联 想 到

“巫”，联想到乡间那些心灵手巧的妇女和老太

太。我意识到，阿莲也是心灵手巧的，倒不像是

个胡女了。

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阿莲临摹敦煌，画神佛，

画菩萨，画飞天，除了画画，阿莲还抄诗，抄《心

经》，抄许多其它文字。中间，她又来过碛口几

次，在黄土人那里，一般都要小住几天。小吴经

常在，沏茶，做果盘，吴侬软语，微笑如春风。阿

莲是来画画的，有两次是来修改书稿，《一个人的

哈达图》。只要有空闲，我多会下去走一走，有时

候自己，有时候同行一两个朋友。期间，有一次，

我和朋友去方山看她，她领着我们去拜访另一位

画家，叫朱晏墨，一位完全放空了自己的国画师。

第一次被阿莲的画惊讶，是新冠第二年的夏

天，她蓄谋已久地回到了内蒙古，在康大美家居

住了七八天，每天背着画匣子，在一万亩的草场

里穿梭、画画。一条小河从草场穿过，河边有一

棵树，树荫下放着一个有靠背的马扎，一个立着

的画架子，一个作画的女子，河对岸青青的草地

上，是一头风中倔强的驴子。那无边的青草地，

那孤独的树和蜿蜒的河，那呼呼吹刮着的自在的

风，那倔强的撒欢和野性，深深触动了我，我被吸

引了。

当然，还有康大美，我想象不出是怎样一个

女子，会有如此美好的名字，会拥有如此广阔的

草原。我是个少年，极容易被风吸引的，还有美

好的文字和女子，是我逃不脱的宿命，是我情深

意长的症结。阿莲告诉我，康大美是她在西河中

学的同学，嫁给了一个健壮的牧人，他们居住的

地方在白云鄂博往北，那个地方有个孤独的名

字，叫“一棵树”。而白云鄂博，也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人们习惯叫它“白云”。

后来我知道，那个草原叫乌素温都儿草原，

那条河叫阿木斯日河。

从内蒙古回来，阿莲被“封禁”了，她每天写

和方方《武汉日记》一样的文字，我感觉到了她风

一样的嘶吼，终究于事无补。她还是个胡女，野，

桀骜，叛逆，受不得拘束。

可阿莲不是胡女，她的根在吕梁，在临县一

个叫马蕊坡的小村庄。她的家族有着显赫的过

往，她的祖上家境殷实，她的大伯是赫赫黄埔生，

死在了解放前的太原城。她的父亲跟随大哥参

军，太原解放后成了解放军战士，一路打到了兰

州城……这便是历史原因，是荣光，也是苦难的

开始。阿莲的老父亲病重时，阿莲和二姐伺候老

人，二姐是从内蒙古回来的，我和文飞兄弟仔细

听说过那些过往。这期间，阿莲又画了一幅好

画，她家老宅子里的桃花，在破败的沧桑间，在碧

蓝的天空下，孤绝而艳丽地盛开着。

冬天，老父亲去世了，黄昏，我和文飞去吊

唁，遇见了摄影师梁达老师。阿莲说世界上最疼

爱她的男人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很悲楚。二姐

做好了饭，叫大家吃，叫阿莲“猫猫儿”，这是我早

于《一个人的哈达图》知道阿莲的小名，才知道她

那个张贴文字和画的公众号，为什么要叫“厂汗

猫儿七”。阿莲终究是柔软的，是一枝恋家的山

桃花。

阿莲的小说获奖了。很快，阿莲的小说出版

了，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了封面，青青的草地，洒满

了黄色小碎花，一双翩翩翻飞的燕子，燕子下面

是六行小文字：

屋檐下有一窝燕子，

总是在春天闪动着黑亮的翅膀飞来。

它们一来，春天就来了，

仿佛春天就附着在它们的翅膀上，

一旦飞来，翅膀一抖，

春天就轻轻落在了哈达图的原野上。

伶伶俐俐，精灵一样的文字。我并没有着急

去阅读小说，关于小说，之前已经有过了解。阿

莲答应我去一趟内蒙古的，去一趟达茂旗，去一

趟西河乡，去一趟查干朝鲁，去一趟哈达图的，我

必须等待着。

2023年夏天，我们从内蒙古回来，阿莲、贺志

坚老师、刘峰、建明、薛文一家四口，两部车，九个

人，走了五天。去过五当召，去过固阳秦长城，去

过百灵庙，去过敖伦苏木古城，在十一分子二姐

家里食宿，去西河，去查干朝鲁，去阿莲出生的小

窑洞，去她无数次守望又终究返回山西的小小火

车站，寻访了许多地方许多人。

我终于可以安坐下来，不急不缓地阅读《哈

达图》了，尽管小说的扉页上，阿莲不是题写给我

的，而是写给了我的女儿们：牧歌牧谣，平安快

乐。我真的不慌张，我一天阅读一章，十四天，读

完了十四章，逐字逐句，仔细品读，仔细回望。

阿莲的文字，一个人的哈达图，不是写出来

的，是从查干朝鲁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是坚草，

是马莲花，是野孩子。阿莲，终究是柔软的，无论

清瘦时候如一枝山桃，还是珠圆玉润之后如一朵

莲，她始终是一朵花，女儿花。《哈达图》，是一朵

花的柔软，也是许多花朵的柔软，最苦难的是母

亲，其余，黑爷家门口的老女人，艾叶，春枝，杏

女，二姐，插队当老师的张俊英和郭素真，种菜的

二爹的相好，还有嫁到吕二圈壕的种海娜花的宁

夏女人，没有一朵花不是美好的，她们在草原盛

开，分享阳光和自在的风，却又无可避免地凋零、

谢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爱而不得、得而不爱

的酸楚。记得，有一次，阿莲说，少年，没有一个

女孩子不是美好的，别去轻易触碰一个女孩子。

我知道，《哈达图》是阿莲的悲悯，为每一朵花儿

的美好。阿莲是把花朵揉碎了给人看的，是慈悲

的眼泪，是眼泪中的幻灭。而一个人，一朵花，成

长便意味着幻灭。

阿莲是胡女，阿莲又不是胡女。胡女是她的

野，是她的自由；不是胡女，是她健硕、张扬、自信

中包裹着的柔软和悲悯。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她

的文字，也表现在她日渐成长的画画中。

2024年，“莲语·花妖”，阿莲突然就举办个人

画展了，让人惊讶！我是作为少年，作为朋友被

邀请的，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看着星光熠

熠，看着众说纷纭，一语未发。

阿莲的画，肆意妄为，打碎了颜料钵一样，浓

艳渲染。

其一，始终吹刮着风，不同于黄土人的从地

底下从河道里刮来的风，阿莲画里的风是架空而

来的，从遥远的地方来，一无所有又一往无前，

野，自由！阿莲画花草，画什么都是风里的马莲

花，又是老宅里的山桃。

其二，阿莲画裸女，简单的线条，任意勾勒，

丰腴，却没有一点色欲，纯纯的女性健硕之美。

像她自己所问，“女子何必要淑，何必要小巧，要

玲珑，为什么不是硕硕颀颀？”这一点，有唐韵，有

常玉的纯粹和坦荡，有身为女性的自信和自爱。

其三，阿莲许多自画像，画自己，其本质是画

了自己的悲悯。画像最关键在于眼睛，阿莲画中

的眼睛，总是迷离成一条缝隙，佛的低眉，佛看向

哪里，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无所看，又无所不

看，这便是佛的慈悲，悲世间万物，阿猫阿狗，一

草一木。画像如造佛，许多人一辈子都只能塑个

泥胎。阿莲是得了神灵眷顾的！

这些话，碎碎念，仅是自己说说。我深谙阿

莲，深谙一朵花的美好和悲悯。我还是那个少

年，为一切幻灭和消逝的光芒吸引，为美好，为慈

悲。

墓碑冰冷

最疼爱我的人

在小小的土丘里

泪珠滚烫

滴落在黄土中

来年清明

浇灌成一株青草

站立在墓碑旁

喊

压抑的时候

向大山喊

山谷给你回音

孤独的时候

向大海喊

大海还你浪花

痛苦的时候

向奶奶的坟头喊

奶奶无声无息

午夜

越接近零点

秒针的步伐越沉重

再转一圈

今天和明天交接

如果六十秒的时间还够

就在这一圈的沿途

抛洒今日的忧伤

埋葬过往的烦恼

明天的酒杯里

盛放安宁和

我们热爱的世界

冬至的话
（外二首）

□ 高鹏

看古村落古民居，等于去看过去的日子。

看别人家过去的日子，也等于看自己家过去的

日子。这里边所蕴含的乐趣和情怀让人着迷，

这也是古村落古民居吸引人的所在。

临水村，又被称为凤凰古村。初到古村，便

感觉临水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村庄，村子因濒临

下堡河，而被称为临水。老人说，村名有过三次

变更。最初，村子叫相济村，相传，舜帝时期，曾

发生过一场特大洪灾，洪水泛滥，波及北方，古

地被卷入洪水之中，此时，临水并无人居，古时，

此地南北较高，中心较低，民谣有“金龙山上浪

打浪，行北岭上捞河柴”之说。由于洪水泛滥，

房屋遭淹，所以舜帝派大禹治水，疏通河道，打

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古中阳之地诞生。西侧

水位降低，方便了难民向西迁移，成群结队的难

民选择宜居之地，安家落户，有一支难民途经古

村，选定村东垣鱼地，即今天的临水遗址安家落

户。难民齐心协力，共同筑房建屋，开荒种地，

人们安居乐业，村民共议协商，将村名定为“相

济村”，意为相济相帮，共建家园。后来，随着人

口的增多，村民就开始扩建房屋，迁于临水遗址

上方土地肥沃之处，也即村现在之地。从地理

环境上看，形似彩凤，即村中无量窑及窑前房屋

为凤头，中道场为凤身，东道场为左翼，西道场

为右翼，北道场为凤尾。因其周边草木苍翠，绿

树成荫，浓郁芬芳，生机勃勃，好似一件华丽的

彩衣，装扮这只彩凤，使其更加色彩斑斓，村民

就把村名改为“凤凰村”。初唐时期，李世民外

出身遭敌困，薛仁贵赶赴救驾，途经南营寨，由

于道难行又一路奔波，行至凤凰村东河时，人困

马乏，不得已下马找水止渴，战马不停地走走刨

刨，停在一块大青石上，突然青石有股清水汩汩

流出，人喝马饮，渴意全消，薛仁贵遂上马继续

赶路。村民闻讯赶赴河边，亲眼目睹青石出水

奇事。为将薛仁贵跨马救主，身临凤凰村，马踏

青石现水之事传于后代，遂将凤凰村改为“临水

村”。

临水村有长长短短十一条街道，即通常人

们所说的后街、正街、前街、下街、麦茬沟街、铺

子街、河坡街、南门街、南街、东街、东门街。古

民居主要沿着东西方向的前街、正街、后街和

南北方向的铺子街而布局。后街是贯通孝义

古城的一条古道，有“西上高阳下堡镇，东下白

壁孝义城”之说。带有纹路的石板街是最好的

导览，带着我在村中漫步穿梭。沿着后街西

行，街两侧古店铺古民居林立，灰砖蓝瓦，古朴

典雅的院子尽显古建之美，墙壁上一幅幅表现

凤凰图腾、孝义文化、民俗文化的彩绘文化墙

很是亮眼。北侧一座精心修缮的传统明清建

筑院落已改成了民宿，窑洞改建成的房间与茶

室配备的中央空调，全屋智能地暖，院子花台

里以水瓮点缀，院子东侧设有木制凉亭，室内

干净整洁、现代大气，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后街的中段是柏抱槐和五道庙。柏抱槐长在

南侧石墙上，其情景是柏树槐树背靠崖壁，柏

树临街，槐树临崖。柏抱槐合二为一，相辅相

成，虽然历经沧桑，有千余年的历史，但仍然枝

繁叶茂，生机盎然。柏树与槐树种类不同，但

各有各的风采，柏树长得粗大壮实，槐树长得

有些矮小，许许多多的枝叶交错在一起。整体

形如柏树张开双臂怀抱着槐树，胜似夫妻相亲

相爱，也胜似母子亲密无间，柏树母亲敞开胸

怀，以宽厚包容的姿态营造了槐树成长空间，

槐树则冲天而上，以繁盛的枝丫茂密的绿叶反

哺柏树一片阴凉。树下设有祭祀的香炉，树身

上缠绕着祈福的红布条，千年树王已成神，谁

家有病病灾灾，总要到树下祈求树神消灾祛

病。这颗柏抱槐庇佑了临水村百姓千年。五

道庙在街道北侧，庙的布局为一进院落，山门、

正殿坐北向南，正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

悬山顶，院内西侧为西配殿，正殿西为三皇殿，

东为东耳殿，上设玉皇楼。五道庙供有五道将

军，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属神，掌管着人世

间的生死荣禄，是阴间的大神，地位比阎罗殿

前判官高，可代阎王决定世人寿限，也具有监

督阎王判案或纠正其不公行为的莫大权力。

五道将军颇具同情心，能帮助成全弱者实现自

己理想。怪不得五道庙修在如此显赫的地方，

这完全是老百姓的功利心使然。五道庙右手

墙面上标明了临水村的各个旅游点，中间用中

英文写着一行大字“没错，我也很喜欢临水。”

围绕在大字四周的是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门牌

号码，“网红书店 12 号”“二十四节气主题民宿

18 号”“美食街 69 号”……这堵墙，像个导览地

图，也是一处别具风格的网红打卡地。五道庙

往西一二百米是临水文旅驿站陶阳里，驿站室

内布置着茶座，茶座的一侧摆放着一副书画屏

风，屏风联为“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喧”。外

墙上镶嵌着一块“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电子

版，板上贴着“事事顺心、好运连连、狂吃不胖、

锦鲤附体、脱单成功、身体健康、吉星高照、紫

气东来、福寿安康、大吉大利、咸鱼翻身、千杯

不醉、高富帅”等字样，只要按动红色按钮，就

会出现板面上相应的吉祥词语。

从陶阳里驿站沿石板街南转是铺子街，铺

子街有不少前店后宅古店铺，路西有一个窑式

大门院子，这大概就是以前的车马店。南行二

三百米，继续沿石板路左转向东进入正街，正街

是古民居密集区域，一幢幢三合院、四合院古民

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北边一个修葺好的民

宿样板院，穿过庭院花园走到二进院，窑洞改建

的房间和茶室配备了中央空调、全屋智能、地暖

新风。外面看起来是窑洞，进入却是五星级酒

店的配置。临水村党支部书记郭治平说：“这是

临水旧村，旧村大都是明清时期的老宅，完整的

有 72院之多，古建筑众多，但大多十分破旧，要

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特色民宿，必须对这些旧民

居进行修缮保护、改造翻新。2023年以来，临水

村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依托独特的区位、景

观、生态等优势，投资 1.67亿元，开展河道治理、

田园综合体、民宿业态产品设计开发、基础设施

提升四大工程，建设集特色民宿、文化观光、农

业采摘、度假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民宿业态设计开发，包括民宿改造、青年旅社、

商贸产品开发等，预算投资 4000万元，村集体以

购买、租赁、股份分配等方式，收回农户古房屋

25 个院落，8 处古院落民宿改造项目，已建成 6
处。村中现有商铺 37个，涵盖特色美食、甜点饮

品、传统手工艺、文创产品展示等。”临水村在建

设高端民宿的同时，出台措施，把原来的旧学

校，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改造成青年旅舍、研

学基地，与收回的民居共同打造民宿集群，形成

一个“住、游、购、乐”一体的旅游景点。

从正街往西沿石板路南转是一段坡路，坡

路的右端是鹅卵石砌筑的齐齐整整护坡院墙，

西侧是善院民居院落围墙，围墙内布局着十二

座古民居院落，小巷的南端是南门，南门上矗立

着一座小庙，小庙前砌有与庙同高的照壁，挡住

了小庙。出南门，右手方向有一座坐东向西的

城堡，进入院子，原来是一座坐东向西的戏台。

戏台空无一人，无论假戏真演还是真戏假演，都

有待于庙会等重大节日。戏台对面有数十个台

阶，台阶上一棵柏树挺拔耸立，柏树树高八米有

余，树围五米多，蹊跷的是一树分两瓣，犹如刀

斧劈开一般，形成两大主干，人称“介子柏”。树

干距地面一米余处有一窟窿，北侧主干略细，胸

径约八十公分，向北倾斜，分枝微微垂向地面，

层层迭迭，郁郁葱葱。南侧主干略粗，胸径约一

米，自然向上生长，分出侧枝，向南自由斜展的

侧枝树梢端已风折。一座关帝小苗掩映在柏树

下，庙墙上画着关帝在三国时代的风云往事。

从村人那里得知，关帝庙是西道场，关帝庙北侧

原来还建有如雷佛祖庙，是村内的佛教道场；南

道场建有朝阳庵，庙内供奉送子观音；北道场内

建有五道庙，是道家的道场；东道场建有孔庙，

供奉孔子，是儒家的道场；中道场又叫黄河场，

是村内佛道儒信徒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

同进步的“三教会合共议”的场所。佛教以“公

平、正义、仁爱、平等”传扬佛法；道教以其“理性

科学”“清静无为”的思想，结合宇宙形成、阴阳

对立统一、天地开辟之原始，万物消长之道，人

生相互友爱而开道；而儒教以忠孝礼仪、清廉正

直、化私为公、智勇仁德化世，三方宗旨统同一

理，殊途同归，虽传法方式不同，但其目的一致。

站在关帝庙前，视线被河对面的金龙山亭

台楼阁和青云十八级所吸引。临水村原来被称

为凤凰村，正是对应村子山脚下的一条河流。

河流对面的山叫金龙山，山顶有金龙寺，单说这

一龙（金龙）一凤（凤凰），龙凤呈祥，足见临水村

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还是那山那村，如今的临水古村在保留乡

村原始韵味同时，不乏现代之美，尽显时尚活

力，那只古老的凤凰如期实现了涅槃。

赴延安学习感怀

寒冬择日赴延安，双手亲搂宝塔山。

圣地清河流不尽，枣园薪火亮依然。

泥湾荒垦魂犹在，家岭窑中灯未残。

血洒旌旗尘难腐，新风古韵共长年。

亲临南泥湾有感

泥湾昔日鸟声凄，遍野荆棘人难依。

将士齐心挥铁镐，军民携手破迷题。

血滋圣地留神话，汗洒延河换稻畦。

千亩良田今更盛，犹思先辈运帷奇。

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有感

延河奔涌赋清流，馆藏风云撼九州。

先辈倾心驱倭寇，英雄沥胆解民忧。

千幅画面崔人泪，万卷陈书写史仇。

伟绩长留国运畅，好凭遗范固金瓯。

观延安保育院情景剧有感

战火纷飞机炮鸣，先驱托幼延安城。

亲情难舍事无奈，骨肉相连心似蒸。

不畏死生重许诺，敢将日月化书声。

苦营苗圃今圆梦，保育摇篮传美名。

睹延安宝塔有感

宝塔千秋不染尘，魏巍雄姿启后人。

亲抚砖瓦忆往事，徐徐清风不留痕。

赴延安杨家岭感思

天寒难阻心头暖，家岭窑灯昼夜明。

先辈文涛今未冷，长留后世享安宁。

赴延安
（组诗）

□ 冯俊杰
凤凰涅槃槃

□ 白占全

阿莲·哈达图·花妖
□ 边草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春天的故事

春暖花开时节 每个花蕾

都会开出一个故事 它们

都是春天里的故事

滑翔

多半辈子 喜欢将灵魂

绑缚在文字上滑翔 即使

轨道变型 初衷不忘

诗是藤

诗不老 我亦不老

诗年轻 我亦年轻

诗是藤 我是叶子

问雨

至今不能明白 你是

如何自己把自己浇透的

从头到脚

那样彻底

潦草人生

住草房 做草民

煎草药 写草书

潦潦草草 即是一生

微型诗一组
□ 吕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