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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园地

当一条河变成一面湖，当一棵树变成一只船，当

一朵花变成一撮泥，朋友，你会不会发出感叹，生出忧

伤，现出激动，或者感到迷茫！而于我，对树变成船、

花变成泥没有太多的感想，但对河变成湖却有着诸

多的感慨。我怀念曾经的那条河，思索着河怎就变

成了湖，湖怎么就取代了河，进而想在这变的过程中，

这河是怎么想的，是欣喜还是忧伤，是蝶变还是退化，

他 经 历 过 伤 痛 吗 ，进 行 过 挣 扎 吗 ，诅 咒 过 命 运

吗？……这诸多的拷问让我的灵魂难以安宁。

为什么，因为那条河是故乡的生命河，她承载

着我诸多的快乐与忧伤，不能不让我产生深深的怀

念。

我怀念那岸边草滩上石头上花花绿绿的衣裳，

那端着洗衣盆娉娉婷婷走向河边的女子的婀娜身

姿，那悦耳动听得哗啦啦的流水声，那清澈的河水

下的鹅卵石，那悠闲自在地游动着的一尾一尾土褐

色的小鱼，那光着身子在河中戏水的顽皮小子，那

冬天冰面上呲呲的冰车声和清脆欢笑声，那在河两

岸相互呼应的男男女女，那男人背着女人渡河时的

心跳和甜蜜，当然还有这河对生命的滋养与呵护以

及那个发生于河边的与少女有关的美梦。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太阳就要下山了，天空

如许多书中描绘的一样被夕阳染成了红色，但这种

红不是纯粹的红，投射在物体上时就会被镶上美丽

的金边，已是仲秋时节，田野里散发着庄稼成熟的

香气，有些树叶已经泛起了红色或者黄色。在岸

边，我忽然看到了一位少女，她挽着裤脚，手里拿着

一束野花，背对着太阳，飘散在外的发丝根根透明，

闪着金色的光泽，脸儿在晚霞的映衬下红润而圣

洁，整个身体仿佛被镶嵌在了这秋的成熟丰腴美丽

的画面之中，周边亦被镶上了一条闪着金光柔和美

丽如同蛇形一般的线条，在我看到她的当下，她仿

佛也看到了我，在我们的目光相遇的瞬间，我感到

了千年万年。

那时，我家在河边开了块滩地，种了 20 多苗南

瓜，每隔几天，我和母亲就会挑着水桶，拿着水瓢，

将河水一瓢一瓢地舀进桶里，挑到地头，再一瓢一

瓢地浇给瓜苗，看着瓜苗一天天地长大、坐上小指

般大小的娇嫩瓜儿子，我的心就会动起来，感觉通

过这瓜儿接通了地脉，听到了水的响动、地脉的韵

律，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之后，我便去得更加频

繁，更加勤快，给他施肥，给他浇水，看着黄色花儿

里亲吻着花蕊的蜜蜂，不由想起那个捧着野花的少

女的美梦，并由此生出一丝快乐或忧伤，我在想，那

个少女是不是就是这条河中的洛神，抑或是岸边的

仙草化作的精灵，并梦想着在现实中与她邂逅，但

其实我知道那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那仅

是一个梦。

当然除了这些虚幻的东西，更让我期待的还是

那长大的瓜儿，那躺在地上、隐在绿叶之下的、那长

的、圆的、绿的、红的吸足了河水的果实，那煮在锅

中、漫出香气、放入口中的憧憬和享受，那天然的、

吸收了天地、河流之灵气的美食，成了我生命的一

部分。

我还怀念我家门前的那条水渠，那渠水浇灌过

我家院里的葡萄，那葡萄架上一串串紫色的玛瑙同

样附着了那条河水的精灵，我曾将他献给我的新

娘，并赢得了她的芳心。

那水也曾浇灌过我家的田地，尤其是夏天有月

亮的晚上，我用铁锹挖开水渠的口子，那泛着银波

的水便流进了我家种着玉米的田里，我脚踩着沁人

肌肤的渠水，让每一株玉米都喝饱喝足，看着他拔

节、抽穗、长出红缨。等到玉米棒子日益胖大，我用

手指从腰间剥开一条缝儿，里边露出一排排嫩白的

颗粒，指角一掐，冒出乳汁般的浆液，一股淡淡的清

香就钻入鼻孔，我挑拣着瓣回几穗剥去绿衣用井水

煮上，不一会那新鲜的玉米香气就会弥漫了整个院

子甚至飘到院外，玉米刚刚熟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用

筷子夹出，两手倒腾着吹着气啃食，顷刻间那清新

的味道通过舌尖漫遍了全身，而这自然都仰赖那渠

水的滋润。

于是，我曾循着水渠逆流而行去找她的源头，

途中曾路过一座水磨，这水磨的动力同样来自这渠

水。站在水磨旁，耳边是唰唰唰的流水冲击水轮盘

的声音，顺着水槽往下看，水轮盘上是如雪的水花，

水声、浪花不由让我心潮澎湃。为了探个究竟，我

进到了磨坊里，水磨师傅告诉我，水磨是一种古老

的磨面粉工具，主要由上下扇磨盘、转轴、水轮盘、

支架构成。上磨盘悬吊于支架上，下磨盘安装在转

轴上，转轴另一端装有水轮盘，水从上方倾斜的水

杯槽中流下来，冲转水轮盘，从而带动下磨盘的转

动。磨盘多用坚硬的石块制作，上下磨盘上刻有相

反的螺旋纹，通过下磨盘的转动，达到粉碎谷物的

目的。我们村的这盘磨，除了冬季，春夏秋一直转

个不停，将岁月时光注入了五谷杂粮。

从磨坊出来，继续往北走，大约有半个时辰我

来到了村庄最北端叫作石香炉的地方，我看到那条

渠的头伸进了那条河，于是我知道了其实这条渠是

这条河的子孙，我的庄稼、我的葡萄、连同我的生命

都依靠着她的滋润、她的哺育。

可而今，这条河已变成了一面湖，曾经耕种的

土地、栽下的葡萄、住过的房屋、晒过衣裳的草滩石

头、磨过面的水磨房、牵过手的小路都已被水淹没，

找不到一丝的痕迹，更主要的是那个曾经的美梦也

失去了依托，不由让人心生忧伤。

对于浩淼与清浅、深沉与直率我好像更喜欢后

者，比如这水，清浅的河水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戏耍，

去亲热，而这浩大的湖水我是不敢去深入的，我怕

他吞没了我，使我失去再次做梦的机会。

但世界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即便是那条河经

过这千年万年逶逶迤迤的流淌变迁，应该早已不是

原先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湖可以看作是河

的另一种形态的存在，更何况，河流虽说天天在变，

但她所滋育的两岸的万物生生平息，绵延千古，所

以站在这个角度说，她是永恒的，我们应该为此庆

幸、感恩，庆幸这面湖的存在，感恩那条河的深情。

七律·元宵九曲灯会
□ 王申太

长龙卦阵数千条，疑是繁星落满桥。

九曲蜿蜒呈盛景，万灯璀璨醉良宵。

欢声鼎沸芳颜驻，笑语飞扬逸兴飘。

祈愿流年皆顺遂，同歌岁稔颂丰饶。

七律·元夕盛景颂党恩
□ 王申太

元夕秧歌沸吕梁，金锣彩帜映春阳。

船摇翠影姿容秀，棹舞清波意韵长。

五岳龙腾呈瑞象，九州狮跃展雄光。

众民一曲鸿恩颂，谢党仁风惠八方。

七律·泰化元宵灯展
□ 冯富平

大型灯展喜开场，泰化年年绚丽装。

始见舰船行北海，又眸航母闯南洋。

诗词漫画游人醉，谜语红联墨客扬。

美景良宵民众赞，古稀赶上好时光。

七律·欢度元宵节
□ 冯富平

乙巳元宵盛世欢，花灯绽放恣情观。

远眸焰火鸿图象，近赏银河好景端。

八路秧歌刚起步，三班戏曲又登坛。

瑞祥春福人陶醉，庆贺尧天万代安。

七律·闹元宵
□ 刘吉荣

华灯焕彩映天红，火树银花彻夜融。

月洒清辉春更厚，风携暖煦乐无穷。

狮腾瑞气欢颜动，鼓震豪情喜意冲。

嘉节元宵同聚首，绮光共赏笑声隆。

七律·元宵节景观
□ 王树勇

华灯璀璨醉元宵，谜子频飞乐事遥。

烟锁春潮披涧谷，风吹海月接云霄。

琼枝玉镜神州艳，火树银花赤县娇。

美景佳期猜字趣，欢声笑语满城飘。

七律·元宵节之夜
□ 王树勇

元宵锣鼓闹春潮，焰火凌空照九霄。

雪映寒梅添锦绣，风吹弱柳洗琼瑶。

鸾翔虎跃欢声起，凤舞龙吟喜气飘。

共赏花灯同庆贺，良辰美景乐逍遥。

七律·闹元宵
□ 薛治祥

元夕街头笑语娇，华灯熠熠映星桥。

凤箫声里春潮涌，龙头场中瑞气飘。

月照干家同此夜，歌传万户共良宵。

且将盛景心头记，岁岁团圆福永昭。

七律·元宵感怀
□ 薛治祥

东风送暖雪消融，炫彩花灯映碧空。

元夕欢歌情韵里，良辰逸兴乐音中。

凤山绿树催诗梦，滨苑春潮唤岁隆。

共盼丰年添胜景，团圆岁岁意无穷。

七律·元宵感怀
□ 闫瑛

东风送暖雪初融，彩焰华灯耀碧空。

元夕欢歌情韵里，良辰逸趣乐音中。

凤山墨意催诗梦，滨河春潮唤岁隆。

同盼丰年添胜景，团圆岁岁意无穷。

七律·元宵节游彩家庄
□ 闫少军

元夕驱车驰岭丘，彩庄胜景恣情游。

古居繁复遗风在，民俗纷纭趣事留。

且看笙歌名榜首，再眸面塑技鳌头。

惟期雅兴同春驻，不负良辰岁月悠。

七律·元宵节盛景
□ 李星熙

四方民众聚城垓，正月中旬花夜开。

引得俊才同逐鹿，更教情愫共登台。

牛郎遥举相思树，织女轻依眷恋梅。

且看九州儿女志，投身科技夺金魁。

七律·庆元宵
□ 王福喜

焰火妆成绚丽天，嫦娥欣喜舞银盘。

一河碧水双重景，两岸花灯五彩颜。

西面秧歌东戏曲，午间饺子晚汤圆。

国强民富人心乐，华夏腾超世界前。

七律·生日元宵巧结缘
□ 王福喜

生日元宵在一天，神州同庆美祥缘。

张灯结彩邀歌舞，打鼓敲锣奏管弦。

无事乡亲因节喜，有情明月为人圆。

腾空焰火斑斓色，新岁掀开锦绣篇。

七律·元宵节
□ 车喜琴

小庙天官赐福馨，飞檐斗拱挂金铃。

仙坛蟒绕形尤妙，玉柱龙盘色愈青。

三炷檀香求顺遂，几般供品祷安宁。

元宵盛象千秋继，雅韵余芳万载铭。

七律·柳林盘子
□ 车喜琴

天官盛会设灵坛，元夕虔诚拜福安。

榫卯精雕成庙宇，画图巧绘护神盘。

年逢此际民风显，岁至斯时古韵攒。

仅在柳林存异宝，九州共仰一奇观。

其实，梁家庄和贾家庄都在那条晋商古驿道

上。出了贾家庄的牌楼，往东走就是梁家庄。踏着

那斑驳光滑的石板道走不远，一拐，就是梁家庄的

关帝庙。

梁家庄西接贾家庄，东邻张家庄，南临六壁头、

东尉庄，被张家庄水库环绕，一汪湖水，湛蓝清澈，

芦苇摇曳。傍着湖水北面伫立的梁家庄村，却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传统古村落。村里长长的门洞里，高

高的大墙里，都是一座又一座的深宅老院。

冬日里，阳光朗照，朔风吹拂着，我踏着雪后薄

薄的残雪，从古驿道东拐，来到了关帝庙前。

关帝庙在村东与六和店东隔一条路的南北大

道上。庙原建于明万历年间，清末民初多次修葺，

殿宇宏伟壮阔。山门外，有银杏古树两棵。右侧是

碑亭一座，四角翘檐，小巧精致，内有古碑一统。螭

首龟趺，碑高三米有余。我细细地看了看，是光绪

三十年勒刻，记的是重修关帝庙之事。

沿十余级石条台阶而上，仰头可见，门顶上方

中央三个金黄色大字：关帝庙。进入山门，抬头便

是乐楼后壁，后壁上面有方窗，两旁为六角形窗

户。正中刻一副鎏金“福”字。左右走道，极其宽

敞。进去，一转身，可见乐楼戏台。庙的人说，这戏

台建于大清道光八年。灰色筒瓦，卷棚式硬山顶，

清水磨墙台基，四根明柱将舞台分为三个区域，中

宽两窄。窄的部分前砌齐滕高的青石雕栏，是文、

武打击奏乐的地方。中间宽的地方是生旦须丑角

演出的区域，中间明柱悬挂木刻楹联，梁方正中悬

挂大字牌匾。后面的条扇通天通地，描金绘彩，艳

丽明亮。舞台东西两墙上画的是虎啸龙吟，豪气冲

天。木式天花板，一格一图,画的是水浒里人物故

事。舞台正中，边沿嵌青石一条，面南朝北，刻有两

条龙，东刻“合村共置”四字。此乐楼也是孝义一级

文物古迹。

转过身，便见正殿。殿宇巍峨，矗立于一米高的

月台之上。月台中间有台阶，左右护墙阳面刻有金

色大字：“大义参天地，精忠贯日月”。中间立有两米

高的塔状铸铁香炉，斗子旗杆立于其左右，殿前挂有

铁铸大鸣钟一尊。月台东面有两层长长的画廊，画

有二十四孝图，精彩新艳，亦是动人。正殿为单檐硬

山顶，殿前有出廊，屋顶线条简洁流畅，两端有鸱吻凌

立。斗拱造型精巧，是一斗二升出耍头。雀替是龙

形木雕，形态生动，雕刻细腻。梁枋及殿内墙壁上彩

绘着关公的生平故事和民间传说，“桃园结义”“过五

关斩六将”等古老仗义勇毅故事在色彩艳丽中放发

出新的光芒。正殿三间，中间供有关云长巨像一尊，

左下方是周仓拿刀，右下方是关平捧帅印。东西殿

供龙王、财神。西耳殿供牛王、马王。整个关帝庙坐

北朝南，占地近两亩，南北长，东西窄，规模不大，布局

紧凑，沿中轴线对称分布，依次为山门、乐楼、正殿，两

侧配有东西耳殿，精致肃穆。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梁家庄村原有古街三大

条，古楼肚、前街和后街。古楼肚、前街因孝义市沿

着胜溪湖湿地森林公园修时代大道而消逝，现在只

有后街这一条古街了。

后街真的很长很古，宽阔古道两旁的遗留残雪

渐渐已被上午的阳光消融。我跟着村里一位清瘦

的老人一步一步地走着。老人说：孝义过去人们经

常念叨，“金苏家庄银宋家庄，齐头瓦舍的好梁家

庄”，说的就是这几个村里做买卖的多，大户人家

多，但只有梁家庄的好宅院多，你今儿看看就知道

了，名不虚传。他说到了梁庄，就得先看这个照

壁。他领着我来到后街村东口。我远远的就看见

了那个凸字形大照壁。壁座四周青石条砌，壁顶是

红色砖雕木檐，灰色筒瓦覆盖，上下瓦脊皆有砖雕

兽头。面西中间大壁心，砖雕大大的“福”字，两旁

砖雕对联一副，“睦渊位恒里仁美，慈孝友恭世泽

长”，横批是“相观而善”。皆是黄色底上雕刻着红

色的字，十分庄重而耀眼。面东壁心则是一副大大

的砖雕“寿”字图，横批为“紫气东来”。都是寄托着

梁家庄人心里装着的美好愿景。

老人说，梁家庄村可老了，公元 499 年，齐东昏

侯，永元初年显州四世平陶梁河封印，故名梁家庄

族氏在此生存。他领着我来到村东南路，说你看这

个庙，是大清乾隆年间建的，也有一百七八十年

了。古庙向西紧靠曹家老院的后壁，沿街南上十一

级台阶转弯，有砖砌小拱门，拱门上有一横砖匾，雕

有“洛伽庵”三字。老人说，村人叫它是小庙，是个

观音堂。推开门，干瘦的古槐铁骨刺天。观音堂已

破损，但大架还在。院南有砖拱窑三间，上有一大

间砖木构楼房。院东有瓦房两间，井房一间。上面

仍有未被融化的白色积雪藏于砖底瓦缝之间，细如

白线。对面有一古树，是古柏，虽死却躯干直立。

老人对我说，这树已经有一千年前了。

曹家大院很显眼，就与洛伽庵隔街相对。牌坊

门，顶上坐着 望楼，楼极特别，五脊西披，硬山顶

式，后壁开的圆窗。整个门上用砖灰色筒瓦盖顶，

是梁家庄的一个标志性古建。登楼俯瞰，可以看见

前院十分宽敞，东有车房，西有瓦房住舍，还有磨

坊、石碾、厕所。这是一院，还有二院、三院，依地势

渐次抬高。二院门廊破旧，但可以看见门头上的砖

雕大字：“耕读传家”。三院内有正窑三间，台基、柱

础石还有留痕，抬头可见，窑上面有椽孔，肯定过去

这里是四柱穿廊。窑顶上有过楼房，两面山墙仍残

存，砖雕的墀头依然可见。

老人对我说，这是曹其功的宅院，清朝时，他曾

经在俄罗斯莫斯科经过商，是个大户人家。

从曹家大院出来，向西走三十来步，又是一个

大院。旧的大门门面还在，木架瓦顶，但是已被后

人改造。进了大门，便是场院，正北有砖雕小门，进

去，上坡，是石头台阶，中间有排水渠，坡道尽头为

二进门院落。上有门廊，廊里有扇屏，虽破旧，仍可

见门匾有雕刻大字，“敦伦诒谷”。我在这里停留很

久，为古人的生活伦理与对子孙的美好期待所感

动。老人说，这是梁家大院，硬是靠拉骆驼到口外

做买卖起了家，盖下了这敞子大院。我更为其感

动。因为“敦伦”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意曰每一

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任

务；“诒谷”出自《诗经·小雅·天保》，意曰父祖的遗

荫。这四个字，古意浓浓，内蕴深刻，告诉我们，做

人既要守人伦，尽己责，还要懂感恩，报祖恩。

往西走三十余步，是朱家大院。穿过深深的门

洞，便是四十五度台阶，数了数，有十八级。上了台

阶，才是前院，东西不见围墙，远眺十里，毫无遮

拦。二进院。院门呈竖窄形拱门，门洞像一孔窑

洞，门洞一米前有砖雕垂花门矗立。进去，十分宽

敞，正窑五间，残留半个穿廓，两厢各有三间窑洞，

穿廊遗痕俨然。这时，正窑里出来一个老大娘，对

领我的老汉汉说，她要出打麻将去。老汉汉对老大

娘低声细气说：马春兰，你 99岁了，还天天出去打麻

将？老大娘扯起粗嗓门吼道：俺活得开心，不行？

老汉汉说，每天上上下下爬台阶，你能爬行？老大

娘笑曰：俺身体比你的硬，是老天爷给的，你眼红？

老汉汉摆摆手，嘻嘻嘻地笑了。老汉汉告诉我说，

她是嫁到朱家的闺姑娘，和本村的小姑子在这里住

着，她那小姑子也八十四五岁了。这朱姓一族是明

帝朱元璋三儿子朱 授封，与太原朱家血脉一同。

到清入关时，大肆屠杀朱明后人，他们纷纷改姓逃

匿，有一支跑到梁家庄，找到舅舅，随舅姓也改姓

梁，村里老人们说，这就是梁家庄村所谓的“五梁、

二马、曹赵两家”的来历，好多人家是在民国年间才

又改回朱姓的。我长长地哦了一声，举目见门廊高

台阶，筒瓦披檐，砖雕门头，门墩石狮，嵌匾字头，一

看便知过去是富贵人家。

隔街相对，有个大门，破烂不堪却也是瓦顶建

构。进去，前场后院，场东北角有水井一口，井南是

窑洞式门洞，堆放着农具杂物。洞内东西各有窑洞

两间。向南，又是砖窑大门，进去，又是东西各有砖

窑一间。老人对我说，这就是任家大院。主院街门

立于高砖台上，五级台阶上去，见一破烂门匾，刻

“聿修厥德”。隔着木条向里张望，二进院空无一

物。三进院门匾还在，刻“居安资深”。门匾内容均

有古意，可惜房屋全毁，仅见梁椽孔眼、菱形花格门

窗和木夹扇。

向西是马家院，垛口式高墙门洞，有两扇厚实

门板，上面排着深黑色圆钉。推开虚掩的门板，南

北各有窑洞三孔，上面坐着二进院，从北巷斜坡上

去，向右折而至，院内西厢房已垮塌，东厢房檐头腐

败。东厢房北有小巷，可通往后场院，有水井一

口。立于大门北平台上，又见一座三进院。一院是

砖雕拱门，内东西各有厦窑三间。北墙东西各有一

拱形门，进去是二院，二进院正北又是院门，门高拔

庄重，筒瓦批椽，砖雕斗拱，浮雕瑞鸟荷花，门廊雕

饰祥云雀替，门匾刻“常发其祥”。内有三间正窑。

返身向南，又是砖雕院门。老人说，这姓马家也了

不得，清朝时，其祖马来、马宝带着儿孙远在新疆做

买卖，后来他侄儿马玉琳娶的媳妇还是新疆的女

子。层叠的马家院后人在西墙外经营着“三义成”，

前铺后坊，做粞醋、烤烟、磨面、豆腐，厉害得很。

再往过走是程家大院、当铺院、郭家大院、靳家

大院、任家院和南巷付家院。当铺院最有特色。门

小而精，砖雕门券，篆刻门匾，“裕国通商”，意思是

只有国家富裕商业才能发达。当铺后是一小院，正

有砖瓦房三间，东西两侧各有瓦房两间。出当铺大

门，是十几米长的石板街道，对面是一大照壁。左

侧是通往住家院的第一道门，门廊阔大，内有南厅，

东西瓦房两间。进二道门，有本饰门廊、梁柱框架

坚挺。进三道门，砖雕门，嵌匾：“孝德传家”。正

窑、厦窑皆有穿廊，石鼓石柱石础，精雕图案，富贵

吉祥。罕见的是正窑两厢的登顶坡道，设红砂石栏

板，栏板隔柱头刻的是猴吃毛桃，柱上刻的是寿桃

丰盛，板上刻的是香瓜成堆。上了坡道，是砖雕窑

门，窑顶铺有方砖，杂草丛中，依稀有若干柱础石，

我觉得，这上面肯定原来也有楼房。

走出后街，一直向南行，顿觉宽阔开朗：开阔的

时代大道从西向东一贯而下；对面的张家庄水库无

边无际，芦草苇叶金黄环绕；顺着时代大道一泻而下

的孝河直奔东方；东方的太阳正当午时，灿烂温暖。

我对领着我走了一上午的老人说，梁家庄的明

天更美好，未来无限。

老人朝我笑道，谢你吉言。

庆 元 宵

依水而立的梁家庄，古庙古道古院落
□ 马明高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怀念那条河
□ 肖继盛

回到故乡

再次走近一枝芦苇

成千上万枝芦苇便向我涌来

我走向它们

如同一头扎进亲人怀抱

故乡的芦苇荡

再一次让我湿润了眼眶

假如让我

再写一次故乡的芦苇

我要写它的根茎和叶子

它的苇穗 它的芦花

和它摇曳中的伟岸身影

写苇丛中风儿走过的声音

和雨滴走过的声音

写苇丛上空

青烟袅袅的写意

和夕阳落下的美景

苇丛间 那些鸟儿

起飞或者落下时的姿势

蛙声和虫鸣的交响

都是我怀乡词典里的篇章

写一行不行 十行不行

要写一百行或者更多

要写出芦苇荡的苍海如血

写出芦苇手牵手 肩靠肩

作响 直奔天涯的壮观

以及唯美中的悲壮与苍凉

所有这些

无不让人震撼

芦苇荡 我的老乡

这些游子怀乡梦中

不断缭绕着的一抹涛响

故乡的芦苇荡故乡的芦苇荡
□□ 吕世豪吕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