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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黄河水，悠悠曲峪情
□ 崔瑜萍

这是北国的四月。春风骀荡，繁花簇拥，处处

涌动着饱满和旺盛的成长。循着黄河一号公路吕

梁段的脉络，贴着大地滚热的温度，我再次驱驰西

河拐上的曲峪古镇，只为赴一场春天之约，溯游黄

河与古镇携手的文化之旅。

一

黄河之水天上来，每一朵浪花，都是生命在欢

动。她一进山西，便向对岸的陕西弯了一拐，形成

了南北七百多公里的晋陕大峡谷风貌。吕梁一带

的黄河地貌，大多是石山脊顶上的黄土帽儿披风

坡，瘦瘠陡薄，自古以来十年九旱。但沿河却三里

一小村，五里一大村，水旱码头和津渡星罗棋布，向

来人丁兴旺。

曲峪古镇就是这西河拐上的一个古渡口，它与

陕西佳县叶子坪村隔河相望，素有“赛苏州”的美

誉，也是大河上下有名的古老集镇。直到现在，曲

峪仍保留着集会的传统。每到集会日，黄河两岸及

上下游几十里的人们汇集来此买卖交易，堪称临县

的西部香港。

京包铁路开通之前，黄河是中国北方的物流大

动脉。古镇躺在长河的臂弯里，很早已是舟车辐辏

之地，明朝时就有曲峪、开阳、白道峪等津渡和堡

寨，因此也养育了无数靠扳船生活的黄河人。

黄河河运是分季节的，她那三月的温顺、七月

的放纵、九月的丰满、腊月的冷峻被船家们吃得透

透的。每到开河时节，河面舟船翩闪，汉子们便在

黄河里讨生活。赤日炎炎，装满货物的上行船只沿

着河面缓缓而行，悬崖峭壁间的纤道上，扳船工们

赤着背，弓着身，屁股撅得高高的，脖子拉得长长

的，手足并用尽死力拉船。他们的身体几乎与地面

平行，在荡气回肠的号子声中与大浪搏击，看得人

触目惊心。

北辰星拱，大美开阳。开阳的村庄地标是以北

斗七星斗柄上最耀眼的开阳星向外界展示着村庄的

名片。村东的“官帽石”巍然矗立，这块被岁月打磨

得锃亮的巨石，是黄河最忠实的守望者，也是当下游

客打卡的重要地标。开阳村还是红枣的起源地之

一。天工开物红枣前世今生，据考证，其栽培历史可

追溯至新石器时期。红枣耐旱防涝，营养丰富，是先

民们种植培育的木本粮食，是济世救民的“铁杆庄

稼”。而沿河一带的红枣以开阳为最，有“开阳红枣

甲天下”的美誉，乾隆年间曾被定为皇室贡品，以其

核小、皮薄、肉厚、果甜成为乾隆皇帝的专供。如今，

开阳红枣是全国十大名枣之一，于 2012年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而登记保护。开阳是临县现代化红

枣种植示范地，建有红枣林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园区，

红枣产业已然是全村的支柱产业之一。

白道峪村贺氏先民遗留的九十九眼半窑洞让

我屏息，那故意少凿的半眼窑洞，是留给岁月的呼

吸孔。夕阳斜照，在斑驳的墙上投下深深浅浅的光

影，像一页正在徐徐展开的竹简，写着“月满则亏”

的古老箴言。国人如此处世行事哲学深刻影响了

贺氏家族，这样的精神遗存，这样的格局，这样的襟

怀，自然非同凡响。

二

去车泛舟，漫游在曲峪上下十几里河道上，随

处可见浪涛经年在岩壁上抚下漫长岁月的深刻记

忆，这便是“天下黄河第一画廊”上壮观瑰丽的水蚀

浮雕奇观，堪称“黄河魂”。

船行大河上，人在画中游。岩壁蚀刻出万千形

态，此处如群兽奔突，彼处似仙人驾云。细辨之，又

有楼阁参差，舟楫纵横。水线蜿蜒处，更显出些文

字模样，却无法能识。亲临境地，独特的天下黄河

第一画廊景观果然名不虚传，叹为观止。

我们登岸远眺，满河碎银璀璨，晋陕两岸随处

可见黄河旱运码头旧迹。天气异常晴朗，艳阳当

空，宁静的古镇呈现在明静的天宇下，只见河床沙

汀古柳婆娑处，有一农夫独坐绿荫，一犬安然憩于

一旁，大自然间的万物不动声色地攒积着生长的力

量，古老的母亲河尽显三月的秀逸。

三

古塞雄风，堠火千年。吕梁是山西表里山河的

一个缩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里一直是草原

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冲突和交融之地。在这

里，汉文化开始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两种文明碰

撞，从此中华文明气象大振。

曲峪作为边塞古镇，既是通商要隘，也是兵家

必争之地，见证过无数次烽火硝烟。清雍正年间，

临县知县严遂成巡访边塞，作《曲峪镇远眺》，诗云:
地近边秋杀气生，朔风猎猎马悲鸣。

雕盘大漠寒无影，冰裂长河夜有声。

白草衰如征发短，黄沙积与阵云平。

洗兵一雨红灯湿，羊角魫鱼堠火明。

遥想当年，这位清朝官员立于沙风劲起的河

岸，面对浊浪咆哮的暗夜长河，戍守边塞士卒枕戈

待旦的警戒状态与整夜长明的堠火，撞击灵魂的豪

情壮志跃然而出，引发雄壮吟咏。

严遂成在官尽职，所至有声。他作的战争题材

咏史诗《三垂冈》可谓英雄悲歌、历史回响。咏叹五

代李存勖创立后唐的立国之战——三垂冈战役。这

场战役同样也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并亲手书写此

诗。如此三垂冈可谓奇战、奇诗、奇书。

四

古人云：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

忠士。古镇如此物志人文，自有英才辈出。早在

1926年，曲峪村人贺三多（1905—1973）在汾阳河汾

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是临县早期

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他回到家乡创办曲峪两级

小学，聘请白启诚（共产党员）、贺恒到校任教，以教

书为掩护宣传革命，发展党员。1926 年 9 月，贺三

多领导创建了临县境内继碛口后的第二个党支部

——中共曲峪党支部，并担任书记。

曲峪是中共临县县委的摇篮。1927年大革命

失败后，中共汾阳特支书记李伯生受阎锡山政府通

缉，被迫转移到曲峪镇两级小学任教。在他的指导

下，中共山西省特委批准，在曲峪成立了中共临县

县委，党内代号为“林森”，贺三多任县委书记。

抗战时期，在敌人飞机的轰鸣声中，这位晋西战

士在粗粝的窗纸上书写下：“保我众生，必先驱逐日

寇；慈航普度，最后独留汉奸”，其墨迹未干，被河风

吹得猎猎作响，至今犹如一面战旗在古渡高高飘扬。

走进前曲峪村，一排红砖窑洞式宅院亦十分引

人注目，这便是李鼎铭旧居。历史的镜头拉回到

1947年，国民党军队围剿延安，中共中央后委机关、

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方人员,西北部队后方留守机

关、医院、被服厂等单位 3200 多人，从陕北迁来吕

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东渡黄河

辗转迁居前曲峪，在这处宅院里居住了半年之久。

抗战时期，日寇垂涎晋西，但慑于山河险要，未

能久占。延安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经济封锁，这

里是边区的生命线，西河沿岸，村村都是中央机关

的驻地。到了革命的转折关头，毛主席带领中央机

关从古镇下游的高家塔东渡黄河来到吕梁，走向全

国，建立了新中国。

立于古镇，黄河画廊岩壁上的水痕有如冲锋的

战士、飘扬的党旗，那是黄河用五千年功力，刻在晋

陕峡谷上的《红旗谱》，她以不为时世所左右的恒定

气韵，奔腾而来，浩荡而行。

五

当下的开阳和白道峪是吕梁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旅游示范村。去年以来，一方政府挺膺而行，全

力打造，为曲峪古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古镇依

托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百里

黄河精品旅游带”上璀璨的明珠。

来古镇吧，听涛声，观浮雕，品红枣，享受视觉、

味觉的盛宴，让城市的匆忙在烟火中慢煮，让奔波

的心灵在星河里流放。再去正觉寺、十二连城、娘

娘庙、玉皇庙、关帝庙打个卡，穿越寺庙的香火去探

寻中国人基因里最初始的信仰。在打儿窝娘娘庙

前听村里的老婆婆讲述神奇的灵验故事，王氏的传

奇因果。也不妨在佛像前闭目合指，祈愿天下苍生

平安顺遂，好运吉祥。

向晚时分，我和古镇老人的攀谈仍意犹未尽，

想到居住的小城滨河路上的华灯此时该上了，路边

大巴车的马达声也在催促起程。我不由地再次仰

望长河的星空皓月，思绪飘摇回溯大禹当年奔走思

索、治理水患，突然感到自己未有的虚无。读黄河，

明天下！治水也是领悟水，而领悟了泱泱大河，也

就领悟了生命的本质。有如正觉寺大雄宝殿里的

老僧，面对泛黄的墙壁，引领着黄皮肤的我重新认

知这块黄土地和黄河水。

忘了之前来过多少回，这次却是专程来访，

同行的还有三个人，网络高手建军、农民记者锦

云、文化局老局长高伍平。建军本是学历史的，

锦云热衷于地方史料的探寻整理，高局是极精熟

《临县志》的老师。

车在高速上疾驰，高局老师滔滔不绝，讲说

关于临县的点点滴滴。我接连两个早晨起太早，

中午又喝了点酒，抑制不住的打瞌睡，一路听来

断断续续、模模糊糊。

很快就到八堡了，再往北十里就是后寺上。

车在山脚下的泉水边停好，抬头看时，看管老杨

已经在山腰的庙宇前等着了。

锦云下车便急赶着拍照。我站定了仔细看，

多少年了，这却是第一次认真地看，感觉有些愧

疚，之前竟没有过一次用心。建筑依山就势，窑

洞层叠错落，半壁上大小三个石窟一字排开，对

面是一堆奇特的乱石，乱石东南一座戏台，西南

一座石房，坍塌破败。时节正是四五月，圪针葳

蕤，蜜蜂嘤嘤嗡嗡，空气里丝丝缕缕全是枣花香。

关于后寺上，翻遍《临县志》，并无一字记载，很

是奇怪。这些建筑由来已久，虽不算庞大但也不算

小，单单这几个石窟，在县内就实属罕见，如此稀罕

之处，史官们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在后来的地方书

籍里，也只有郭时键《临县寺院概论》里这样讲：八

堡曹家沟上面，有龙泉寺……近年来，有人又取名

为天王寺。八堡村有寺圪 、前寺湾、中寺湾、后寺

湾等地名，原有寺院，今已毁而不存。人们又称寺

圪 的寺为前寺上，称龙泉寺为后寺上。

八堡村有寺圪 、前寺湾、中寺湾、后寺湾等

地名，不假，现在仍在沿用。寺圪 原有寺院，老

人们也有传说，寺院叫兴佛寺，规模曾超过佳县白

云山，后来逐步被毁，兴佛寺有下设寺院，一处便

是后寺上，另一处是后寺上斜对面的佛堂寺。郭

时键所讲前寺上、后寺上的说法可信，有理据。只

是，这前寺上有个正式的名号“兴佛寺”，后寺上

呢？如果也有，那该是龙泉寺，还是天王寺？

很快我又更加迷糊了。随着看管老杨来到

山腰的庙宇前，在通往庭院的山门洞顶，赫然镶

嵌着一块古旧的石匾，上书：龙泉庵；而山门洞顶

的后面，又是另一块石匾，同样古旧，上书：天王

祠。一座庙宇，前后两块石匾，却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名号，而且差别如此之大：一个“庵”，一个

“祠”，庵里供奉着神佛，住着尼姑，而祠里应该是

供奉先祖圣人的，住着的不会是女子。我的头大

了，眼睛望向高局老师，高局老师一言不发，只顾

在山门洞前的石圪台上坐着。我问看管老杨，老

杨说这两块石匾原来闲置在院子的角落里，九一

年修缮时，他觉得石匾古旧有价值，就把它们镶

嵌在了现在的位置。石匾不会假，这说明古时候

“龙泉庵”和“天王祠”的叫法是有的。水越搅越

浑，龙泉寺，龙泉庵，天王寺，天王祠，我到底该叫

它什么？

我在庙宇里仔细搜寻，希望可以发现点什

么。这是个极讲究的小院，坐北朝南，干净整洁，

上下左右的窑洞围起来，宽约 10 米，长约 15 米。

窑洞都是新砌的石口子，每个窑洞里都是新塑的

神像、新涂的壁画。从山门进，左右窑里供奉着

四大天王，廊道里竖着三块石碑，上刻九一年修

缮庙宇时积善款者的名字，石碑后面一个石香

炉，极简单，像灯台，年代久了，风雨剥蚀得很是

沧桑。廊道两边各栽着四株侧柏，小胳膊粗细，

两米余高，虽然少，但也成排，很规整。柏树后

面，东西两侧的耳房里，分别供奉着龙王、土地、

观音、二郎真君和十八罗汉。正面是正殿，三孔

窑，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东西两边分别是清

净化身佛和圆满报身佛。正殿窑里存放着三四

块方形石碑，上面刻着清道光八年修缮庙宇以及

积善款者的名字，除此再无别的信息。正殿与东

边耳房的犄角旮旯，长出几株野草，草丛里侧立

着几截残缺断裂的石碑，翻出来看，却是风蚀得

没有了半点字迹。

庙宇里寻不到答案，我只有转出来再问看管

老杨，我们的问答足足有一麻袋多，但有价值的

微乎其微。老杨说，据传山下原来有过一个尼姑

庵，后来庵里的尼姑“不行好”（与人发生苟且之

事），被村民们驱逐了。我向山脚望下去，山泉还

在，泉边的老柳树也在。记得小时候来看戏，爬

在山泉边喝水，泉水清冽甘甜。如果传说可信，

山泉边上一座庵，“龙泉庵”是可以理解了。“天王

祠”呢？百度里搜一搜，全国各地供奉四大天王

的处所数以万千计，天王寺、天王殿、天王庙，哪

里有叫天王祠的？而且这样的庙宇里大多是专

供四大天王的，眼前这里，四大天王却在下房两

侧，不在正殿，并非主神。我想起以前好像在哪

里见到过，好像在山西北部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

天王祠，里面供奉的不是四大天王，只一个人，托

塔天王李靖。难道这个天王祠里，原来也只是供

奉着天王李靖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只

能做这样的猜测：后寺上是一个综合佛教场所，

从山脚到山腰是一个建筑群，山脚下有龙泉庵，

半壁上有十佛洞、百佛洞、千佛洞、万佛洞，山腰

的庙宇不止一祠一庙一殿，由若干个部分组成，

石匾所名的天王祠只是其中之一。龙泉寺和天

王寺的叫法，犯以点带面之错，而且还错在字面

混淆、谐音讹传。这样想过之后，突然觉得悲戚，

感觉后寺上就像一个被佛国遗弃的孩子，搁置在

这荒郊野外，无家可归，不知姓甚，不知名谁。

从庙宇下来，钻进石窟。后寺上最吸引人的

还是这几个石窟，悬在山体半壁上，口朝南，从东

到西，一字排开。石窟大小不一，分别叫作十佛

洞、百佛洞、千佛洞。还有一个叫万佛洞，最大，

在东边半壁上，口朝西，“一打三反”时候被一炮

炸毁了，现在只留下一堆乱石、万千遗憾。

石窟何年何月为何人所开，没有人知道，连

传说里也找不到一点影子。我闭上眼睛，猜想当

时候的情景，是否也如乐樽和尚初到敦煌，山头

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老和尚慈

眉善目、须髯飘飘。开山凿窟，只有锤錾，那该是

一场怎样浩荡而旷日持久的工程，耳畔是锤錾之

声，一声一声，悠远铿锵。

洞窟几近方形，长、宽、高略有不同，正面入

口，宽窄高低与双扇门相仿，洞顶八边形撑托，呈

包状。内四壁自上而下凿出许多道石坎，每两道

石砍之间水平平行、间隔均匀，接近底端变成了两

道明显石阶，台状。看管老杨说，原来四壁石坎上

摆满了泥塑的小佛像，底端的石台上是个头大些

的，开会似的，满满当当。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来

看戏，跟着外公在洞里吃饭，石坎上还零零落落摆

放着三五个，现在却是一个也没有了。环顾洞顶

和四壁，除了石坎石台，还有几个残缺不全、依稀

可辨的石刻佛像，还有几处残留的泥皮壁画，大的

如盆底，小的如巴掌，图案虽已残缺，但线条依然

清晰，色彩依然鲜艳。锦云不停地长吁短叹，踮起

脚抚摸石坎，端起相机拍下每一处残存。

要回去了，大家心里都很沉重。锦云又去拍

万佛洞，我站在山脚远远地望着他，看他背着相

机艰难地从那一堆乱石中间爬上去，爬一段拍一

下，感觉就像看法医尸检被害的亲人。那“轰隆”

一声巨响，永世再无法回转的坍塌。我在心里敬

畏那万千只壁虎，用孱弱的身躯护住了哪怕早已

经惨死了的洞窟，眼前血肉模糊。

终于还是不能叫出“后寺上”的名字。在这

前后不着村落的荒野里，背后一座大山，面前一

条长河，山光秃秃的苍凉，水滔滔不绝昼夜如

斯。我不由得闭上眼睛，我总是这样，不知是逃

避，是祭奠，还是想要预见。

青铜色的纹路在崖壁上醒来

浪花咬住石头的棱角

水蚀浮雕正把涛声锻打成卷轴徐徐铺开

窑洞们褪下旧袄

将脊梁削成翘角飞檐

泥瓦匠数着日头完成了杰作

一百种门楣在阳光下闪耀

才见“鸿光福门”又看“书香门第”

那家是“三阳开泰”么

又是谁家院前的桃花恋上了谁家的山楂树？

老旧夯实的磨盘碾碎了开阳的日子

把它撒进了奔腾不息的黄河

明星把胶片种进浮雕

镜头里游动的锦鲤

正咬住开阳的衣襟，书记的脚印

早已砌入砖缝深处

在每个门槛下长出根系

当所有雕刀垂下疲倦

全国的目光正注视这里

光在窑顶拔节的声音

惊醒了沉睡的村庄

那些凿进石头的黄河谣

正在开阳的坡上列队成行

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她却

是一个不平凡的母亲。我的母亲因病离开人间

二年有余，这二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

她 。 我 的 母 亲 纯 朴 善 良 ，生 育 了 我 们 兄 妹 六

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一次意

外事故，离开我们，从此家庭的重担压在我母亲

身上……

我家算是村里的穷苦人家，再加上那个时

候，没有现在的优越条件，就连吃水也只能去沟

里挑水，一早晨的时间，也只能挑两次。就这艰

苦的条件，我的母亲毫无怨言，风里来雨里去的

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家庭的贫困，我母

亲，把自家的土地种上还不算，把人家不种的也

要的种上，院子里养着羊，喂着鸡，就这样，既当

爸又当妈把我们拉扯大！

古话说：您养我小，我养您老。然而，我还没

来得及尽孝，您就撒手离开人间，让我留下永久

的遗憾！

在我母亲身上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潸然泪

下，至今难忘！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母亲说她

不吃肉，不管在自己家里，还是饭店，我妈都会一

边把放肉的盘子推到我们这边，一边说：你们又

不是不知道我不吃肉，你们快吃，不要等的凉了

再吃，会吃坏肚子的！有一次，我二舅请我妈去

吃饭，给我母亲做的肉吃，我母亲竟然把一盘肉

都吃完。可怜的母亲，原来不是不吃肉，而是省

下来让我们吃。现在回头想想：我真不孝，真傻，

不懂妈妈的一片良苦用心！

还有一件事情，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过

六一儿童节，要排练节目，统一衣服，上身务必穿

粉色的花衫。我家里条件不好，那个时候不懂

事，我就坐在门上哭着要衣服穿。没办法，妈妈

只好卖了一只下蛋的鸡，扯了布，熬夜给我把新

衣服裁剪缝好！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啊，母亲，如果没有您十月怀胎，就没有

我，您给了我生命，把我带到人世间，让我看着大

千世界！

我的母亲从我记事以来，就有心脏病，但是

还一直操持着家务事，久而久之，身体每况愈下，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也没有拖累儿女们，即使在

病床上也没有让我们，端茶倒水，端屎端尿，总是

说她自己可以，不想拖累我们！每当想到这些事

情，我的眼泪会不由自主的流下来，为母则刚，永

远托举着我们，为我们操持了一生，辛苦了一生，

母亲的恩情高于山，深于海！

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妈

妈，我的母亲，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您的歉意，

无法弥补对您未尽的孝道，更无法与死神争夺您

的生命。在这里，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来奉劝

天下人，尽孝要趁早，父母才是我们真正的神灵，

尤其是母亲，她会无时无刻的给予我们别人无法

给予的大爱！

咏《三国演义》
烽火连天乱世茫，群雄逐鹿韵悠长。

茅庐三顾贤才萃，赤壁鏖兵浩气扬。

诸葛奇谋惊日月，关张义勇震穹苍。

江山兴废烟尘散，青史宏篇咏未央。

咏《西游记》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大圣齐天称美誉，唐僧求法脱凡胎。

八十一难终成果，十四春秋始见皑。

莫道妖邪多诡计，真经本自苦修来。

咏《水浒传》
罡星降世落尘寰，啸聚梁山浩气蟠。

仗剑惩凶戈影动，替天行道战旗残。

寨中义胆凌霄汉，蓼岸悲风卷暮寒。

千古兴亡皆入墨，遗篇长警后人观。

咏《红楼梦》
满纸荒唐血恨多，大观园里幻烟萝。

绛珠还泪酬仙诺，玉影痴情逐逝波。

香断缘空余旧憾，厦倾梁折化沉疴。

兴衰阅尽皆尘迹，半卷残编警世歌。

开阳叙事
□ 冯利花

七律

咏中国四大名著
□ 韩文艳

我的母亲
□ 张利红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访后寺上
□ 边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