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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韵行吟处 孝义入画来
—— 评游记散文集《行吟孝义》

□ 郭庆龙

当汾水的波光掠过中阳楼的飞檐，当柏山

的烟岚浸透临黄塔的砖缝，一部由孝义市三晋

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

怡萍、蒋建林创作的《行吟孝义》正以文字为舟，

载着千年文明的沉疴与新生，在历史与现实的

河道里缓缓前行。李怡萍以作家的敏锐与游子

的深情，蒋建林用镜头的凝视与光影的诗学，共

同完成了这场对故土的文化巡礼。这部浸透着

汗水与热爱的著作，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旅游

指南，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寻根之旅，让孝义的

山水形胜在文字与影像的交织中，绽放出跨越

时空的光芒。

史笔如弦，在古迹斑驳处奏响文明
回响

翻开《行吟孝义》，仿佛推开一扇尘封的古

门，门后是散落于时光褶皱里的文明碎片。作

者没有止步于景点的表象描摹，而是将镜头与

笔触深入历史肌理——中阳楼四层四檐的斗拱

间，藏着汉魏的风烟与元明的月痕；三皇庙斑驳

的壁画上，人类始祖的衣袂仍在稼穑的传说里

飘动。当李怡萍在雨中记录临水村老人抚摸古

墙的动作，当蒋建林镜头下的临黄塔在晨曦中

投射出修长的倒影，这些细节都在诉说：孝义的

每一块砖石都是活着的历史课本。

书中对“六壁斜阳”的考据尤为动人。作者

从北魏屯兵的烽燧遗址中，打捞起尉迟恭献关

投唐的义举，让军事要塞的沧桑与忠义精神的

传承形成互文。这种将文物置于历史坐标系中

解读的写法，使胜溪湖公园的现代步道与柏山

古刹的残碑形成奇妙的时空对话。正如作者所

言：“不是我们在写孝义，而是大美孝义在引领

笔墨”，这种谦逊背后，是对地域文化敬畏之心

的自然流露。

文脉如缕，从孝行义举到时代精神
的嬗变

在孝义的文化基因里，“孝”与“义”是永不

褪色的底色。《行吟孝义》没有将这种精神符号

化，而是通过具体场景让传统美德可触可感

——大孝堡的晨钟暮鼓里，郑兴“割股奉母”的

传说仍在香火中延续；贾家庄的三皇庙前，村民

祭典时的虔诚眼神，让“以义制利”的古训有了

当代注脚。作者特别捕捉到现代孝义人将“行

孝仗义”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的细节，使传统美

德在胜溪湖生态公园的环保活动中，完成了从

历史典故到生活实践的华丽转身。

书中对红色文化的书写同样可圈可点。当

镜头对准兑九峪战役遗址的弹痕，当文字还原

下堡动员抗战的声音，这些历史切片没有被抽

象为概念，而是与当代孝义人建设家园的热情

形成精神呼应。在崇义园的人文纪念碑前，作

者记录下小学生敬献花环的场景，那一刻，革命

年代的热血与和平时期的安宁，在晨光中完成

了一场静默的接力。

山水如诗，自然造化与人文匠心的
和弦

孝义的山川形胜，在《行吟孝义》中呈现出

双重面孔——既是“倚恒岳、拱太行”的地理坐

标，也是“柏山烟雨、薛颉晚照”的诗意图景。蒋

建林的摄影作品尤为精妙：他镜头下的胜溪湖，

春柳蘸水时如工笔细描，秋叶落肩时似写意泼

墨；而李怡萍的文字则如导游的低语，在介绍

“双桥流水”时，不忘提及当地老人说的“桥影如

环，锁住财气”的民间智慧，让自然景观始终浸

润着人文温度。

书中对“古今三绝”的描绘堪称典范。中阳

楼的巍峨被解构为“四层四檐的飞动韵律”，临

黄塔的挺拔被转化为“舍利光映隋代的月光”，

三皇庙的庄严被诠释为“元代石雕里的农耕密

码”。这种将建筑美学与文化解码相结合的写

法，使静态的景物有了时间的纵深感。当作者

在雨夜拍摄司马村的老墙，雨水顺着砖缝流下

的痕迹，被她喻为“大地的泪痕与时光的签名”，

这种诗性表达让物理空间有了情感的重量。

时代如镜，在转型跨越中照见城市
灵魂

《行吟孝义》最动人的，是它没有停留在对

往昔的追忆，而是勇敢地拥抱时代变革。书中

特意设置“新城脉动”章节，用镜头记录梧桐街

的玻璃幕墙如何反射日出，用文字描述“时代大

道”如何将孝汾介三地连成发展轴线。在府前

广场的广场舞人群中，在科教文化园区的实验

室里，作者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共生——

老人们在皮影戏非遗展演中重拾乡愁，年轻人

在影视动漫基地里创造未来。

这种对发展的理性观照尤为珍贵。当作者

写到“一城一河一湖”文旅项目时，既赞美曹溪

河康养区的绿意盎然，也不回避古城修复中的

技术难题；既记录胜溪湖生态创新区的蝶变，也

提及转型过程中产业工人的再就业故事。这种

兼具温情与清醒的书写，让“百强县市”的光环

下，始终跳动着真实可感的民生脉搏。正如书

中所言：“照片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座城

市的呼吸频率。”

赤心如炬，创作者的文化自觉与使
命担当

《行吟孝义》的背后，是两位创作者深沉的

故土情怀。李怡萍放弃周末休息，在雨中走访

村落；蒋建林为捕捉最佳光影，凌晨守候在临黄

塔下。书中那些被雨水打湿的采访笔记，那些

反复推敲的景物描写，都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

信念：唯有深爱，方能懂得。当作者提及上海读

者求购《文明孝义》的往事，当她写下“写孝义是

宿命”的句子，这种使命感早已超越了命题作文

的范畴，升华为文化传承的自觉。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书中的“文化群像”。作

者没有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书写者，而是大方地

展现了“集体创作”的图景——老领导骑行介绍

孝义，教师用文字勾勒乡愁，诗人们以诗词吟咏

山水。这种开放的书写姿态，让《行吟孝义》成

为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无数热爱这片土地的心

灵之光。正如中阳楼匾额上的“中和位育”，这

部作品本身就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

的和谐共生。

合上书页，眼前仿佛仍有汾水汤汤，耳畔犹

闻晨钟悠扬。《行吟孝义》用文字与影像搭建的，

不仅是旅游的指南，更是精神的家园。在这部

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如何在历史的长

河中淘洗出独特的品格，又如何在时代的浪潮

中坚守着不变的初心。当作者在结语中写下

“今日孝义正辉煌，明日孝义景更娇”时，那不仅

是对故土的祝福，更是对所有文化传承者的邀

约——愿我们都能成为文明长卷中，那道不肯

褪色的墨痕。

天上有六郎星宿

地下有六郎山寨

雄浑的黄河从门前流过

绵延的山峰

曾起伏过一个朝代的兴衰

经年的古堡

至今还回荡着厮杀的呐喊

有多少粗砺的石块

就有多少杨家悍将

血溅疆场是意境

家园大义是诗眼

屹立不倒的杨延昭

鬼斧神工，千年的仰望

站在兴县六郎寨的滩头

我们和黄河，一起

激荡……

父亲起来很早

在孩子们还睡着的时候，一个人

不声不响，掏出炉膛里的灰

一簸箕一簸箕端出去

在院墙下。避风的圪崂里

铁筛比我还要年长。豆大的碳，分拣出来

今天是一只碗，明天是一个盆，后天是一口锅

长长的日子里，灰在许多个早晨

爬上父亲的衣服，爬上父亲的脸，爬上父亲的头

越爬越高。父亲很少在乎

只在偶尔偷闲的时候

洗一洗衣服，洗一洗头

用劣质的洗衣粉

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久

直到有一天，兄弟们也开始早起

开始帮衬着打理生活

打理父亲的衣物，脸和头发

父亲逢人便说：孩子们大了，有了气力

可父亲还是舍不得

倒掉炉膛里的灰，舍不得

墙角下破旧的铁筛，舍不得

长长的日子里长长的累积

拣出来的碳堆，从来没能大过铁锅。只有灰

在父亲的脸上和头上

积成厚厚的日子，沉沉的苍老

洗不掉。如同烙印，烙在了身上

舍不得倒掉炉膛里的灰

在冬天。在春天。父亲说

日子还有很长

很长

音乐在灵魂中吐绿

节奏在生命中抽芽

舞者旋风般的一生

使舞台升起迷人的彩虹

肢体的解读

朦胧而又含蓄

力量的叙述

优美而又刚直

时尚的微笑 古典的背影

编导交给一个残缺的主题

舞者却把遗憾留给自已

独舞是一棵小草

群舞是一片树林

风霜雨雪在脚尖下体现

人生故事在手掌上诠释

当目光完成了一次整体的流动

聚焦的亮点才是情感的升华

舞者没有完美

标尺装在自己心里

舞台永远是耕耘不尽的土地

躯体时刻是流动变化的文字

汗水洒得再多还嫌不够

总有追求在血脉里燃烧

虽然掌声和鲜花

天天让剧场喧闹

但舞者的孤独

只有自己知道

走千里 行万里

洒满汗水和眼泪的舞台

永远是人生的起点

舍不得倒掉

炉膛里的灰
□ 边草

舞者
□ 李三处

六郎寨
□ 田富全

玻璃门外行人络绎不绝，时不时响起几声

车子的喇叭声。听着栗子叫卖声音的我，正在

努力回想记忆中热腾腾的味道。下定决心要买

一份犒劳自己。“这发尾褪色了，要不要试试冷

棕？这个颜色显白”这句话把放空的我，一下子

拉回现实。原来我还坐在镜子前，背后理发师

银亮的剪刀不停翻飞，一边打量一边下手，他拿

起我的发尾向脸颊靠近，并对镜中的我示意

……

关于肤色的故事，应当从十岁的梳妆台说

起。象牙白的液体淌在手心，我踮起脚对着镜

子一点点涂抹，过白的液体在脸上有些发灰。

当妈妈推开门的时候，我正在对着镜子咧嘴笑，

看起来是对白皙的皮肤十分满意。她仔细观察

过后得出结论，“哎呀，太白咯，像个鬼儿”。我

羞的满屋子跑，粉底液的香精味与孩童的笑声

在记忆里结成琥珀，让人难以忘却。

上初中之后流行起素颜霜，罐子的外壳很

塑料，轻飘飘的。但是我攥在手心却感觉沉甸

甸，躲进宿舍的洗漱间，将门反锁，挤在手心对

着镜子一点点的抹匀，然后满意的对着镜子露

出微笑。可在体育课后，汗水在涂白的脸颊上

冲出一道道沟壑，显得有些狼狈。直到某一天

在操场跑步，斜阳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汗水流

过脖颈顺着肌肤跌落，我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

空气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或许皮肤与我一样也

需要呼吸”。

回到理发镜前，此刻我竟看到三重时光，十

岁的孩童在梳妆台前旋转、十五岁的少女坐在

操场看台上思考、而二十岁的女孩正与理发师

对话。她们隔着镜面相望，发尾那一抹绿正无

声的跃动。

“想不想换个新颜色？冷棕会很适合你，很

显白。”他说得自然，语气平和，就是理发师职业

习惯下的一种推荐，既不唐突，也没有半点冒犯

的意味。我知道这只是他出于专业判断给出的

中肯建议，并不是对我外貌的评价。

关于我的肤色，其实我也曾经动摇过。不

是自卑，也不是讨厌它，只是小时候的我偶尔

会想：如果我能再白一点，是不是别人就会觉

得我更漂亮？是不是就会更符合所谓“好看”

的标准？

直到随着岁月变迁，我才终于能真正、彻底

地喜欢上自己全部的样子——包括那些曾经让

我犹豫的部分。

我不高，但我四肢健全，每一个关节都灵活

有力，能快步走进图书馆，也能在运动会上挥洒

汗水；我的鼻子有些塌，却从不打喷嚏，呼吸顺

畅——它或许不挺拔，但它让我自由地感受空

气的流动；我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也许并不“理

想”，可我身体健康，血糖正常，胃口很好；我的

嘴巴有些突，说不上是“标准”的样子，但我能讲

很多话，能笑得开怀，也能用它说出我想说的一

切；眼睛不大，还带了点度数。有时候戴眼镜，

有时候不戴，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色彩，让

我读书、看电影、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的肤色——它依然是别人最常提起的部

分。有人说晒黑了，有人说“怎么这么黝黑”，也

有人建议我别再晒太阳，但我偏爱阳光。喜欢

它温热地洒在肩头，喜欢它让皮肤泛起柔暖的

颜色。阳光的味道，是好闻的，带着草地、风和

午后微汗的清香，像是自然地在我肩头轻轻落

座，说：“你这样很好。”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很在乎我自己，我爱我

每一种样子。

不是盲目的自信，也不是自恋，而是经历了

动摇、比较、怀疑之后，我终于选择了认同和珍

惜。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愿意欣赏我

身上那些特别的地方。

不管是阳光下晒出的颜色，还是鼻子、嘴

巴、眼睛、体重这些被人议论无数次的细节。它

们都是我，不是别人的版本，也不是社会标准下

的模板，而是一个完整、真实、值得被爱的人。

我可以选择冷棕，也可以选择绿色、蓝色、

粉红色。我可以不染，我可以素颜出门，也可以

化得漂漂亮亮。我是我，是我的选择塑造了我，

不是别人的建议。即便这个世界总是有太多声

音在告诉你“应该怎样”，我更愿意听从自己心

里的声音——那个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寻找自

我、如今终于慢慢学会欣赏自己的声音。

袋子鼓鼓囊囊的，我一边走一边用手指小

心地拨开栗子壳，香气更浓了。头发在身后轻

轻摇摆着，在阳光下照耀着。这次，我选择了阳

光的颜色……

女儿你好：
今夜的月光格外明亮，此刻我提笔写下这

封信，心中既欣慰又感慨——欣慰于你选择扎

根基层的勇气，感慨于时光流转间，我们父女竟

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一种信念：用脚步丈量

真实，用文字传递温度。

还记得你 11 岁那年，我因县里长时间的

连续降雨导致土豆出现早死腐烂情况进行追

踪 报 道 ，连 续 一 周 早 出 晚 归 。 你 好 奇 地 问 ：

“爸爸为什么每天总在拍烂土豆？”我指着照

片中腐烂的土豆告诉你：“这些照片能让更多

人听见乡亲们的呼喊。”后来在你的日记本里

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爸爸的相机像魔法镜、

爸爸的文稿像预言书，他用笔和镜头改变了

土豆的命运。”

二十多载新闻生涯，爸爸秉持着“脚下沾有

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理念，深入

到各种新闻事件的一线，用自己的镜头和笔触，

记录下真实的社会百态，传递正能量。

今年春节，你带回来一本磨破封皮的笔记

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村民们的家长里短、问题

诉求。这些细节让我眼眶发热——当年那个嫌

我相机沉的小姑娘，如今背着装满政策文件的

帆布包走遍了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在朋友圈、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你不时

会分享“数字乡村”为老百姓带来的红利。看到

你在视频中的兴奋劲儿让爸爸想起你大学毕业

论文里的一句话：“乡村振兴不是数字报表的跃

进，而是让每个普通人的期待都找到落脚的土

壤。”这份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恰是我们一家人

恪守的信念：你妈妈当乡村教师，总说“课本书

页里夹着孩子的未来”；我写新闻报道，坚信“镜

头笔尖要对准最需要关爱的人”；而今你的驻村

日记里，连独居老人窗台上晒的果子片有几片

都记得那么真切。

上周整理旧物，翻出你初中时赌气写的《我

的爸爸》：“他总是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却错过

我的家长会。”如今你却在视频里笑着说：“现在

才懂，您教会我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小我’融

进‘大我’”。这话让我既心酸又骄傲——当年

那个委屈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成了一名扎根乡

村的大学生村官。

女儿，你总说羡慕爸爸柜子里摆放的各类

荣誉证书和出版发行了《足迹》一书，但我想告

诉你：你在村口调解土地纠纷的耐心，在深夜整

理扶贫档案的专注，在比赛场上推荐村里土特

产时发亮的眼睛，同样在书写历史——那是属

于平凡奋斗者的史诗。

请女儿牢记家训：“俯身拾遗穗，抬头见星

辰”。愿你在田垄间弯腰倾听时，不忘理想的高

度；在琐碎工作中坚守时，常怀初心的温度。记

住，真正的新闻从不在遥远的他处，而在你走过

的每寸土地、握过的每双粗糙的手掌、记录过的

每个真实的笑脸里。

女儿，忆往昔，我以新闻为业，二十多载风

雨无阻，只为传递真实之声，守护社会正义；看

今朝，女儿选择扎根基层，这是对家风最好的

传承。在乡村，你将面对最真实的民生，最朴

素的情感，愿你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以心为

笔，以情为墨，书写属于你自己的青春篇章，成

为那束最耀眼的光，照亮前行的路，温暖每一

颗心。

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父亲：肖继旺

镜中人
□ 刘紫涵

用脚步丈量真实的世界
□ 肖继旺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