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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文水是国家级“武术之乡”。早在
唐代，文水县就习武成风，一代女皇武
则天，不但通晓经史，而且弓马娴熟。
在她执政期间，于天授元年开设武功
殿试制度，大大促进了当时武术的发
展。据光绪九年《文水县志》记载：文
水在明代有 28 人中武举，2 人中武进
士，5人为武弁；清朝有 113人中武举，
8 人中武进士，7 人为武弁。明嘉靖四
年，知县李潮在县城西北 2里处建演武
场，占地 300余亩。正是在这样崇尚武
学、精于武艺、民风强悍、人才辈出的
环境氛围中，为左家拳滋生、发展和不
断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中华武
术的传承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左家拳又称“文水长拳”“左家长
拳”，是北方武术拳种之一。因此拳种
创始于清朝著名镖师左昌德而定名，
迄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左昌德之
父左文法，通晓武术，尤其精于十路弹
腿，曾得到少林武僧的指点。左文法
为人厚道，教子严格，所生三子，昌德
排行老二，生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
自幼喜武，悟性最好，深得家父的真
传。因其武艺超群，膂力过人，拳把式
闻 名 四 方 ，故 人 送 他 雅 号 ：左 二 把 。
在近半世纪的保镖生涯中，足迹踏遍

“南七、北六”13 省，从未失手。“左家
弹腿天下走”之说就是对左家拳威力
的写照。左家拳在历代子孙的传承
中，已形成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左
家拳。其中，“面掌”“弹腿”和“虎头
双钩”堪称“左家三绝”。山西、陕西、

北京、江苏等地至今还广为流传，习者
甚众，是中华武术之库中不可多得的
瑰宝。

左家拳总的要求是：凤凰展翅的
手法，金鸡独立的势法，闪展腾挪的身
法，进退转返的步法，沉肩坠肘中塌
腰，挺胸抬头目平视。内练一口气，外
练筋骨皮。见招不进先用顾手，横来
顺取，顺来横取，高撑低压中裹掩。手
眼身法步，五行归一处。其中功法、手
法、步法、腿法、脚法、劲法、顾法、追
法、截法、进法和上法，及五靠、六肘、
七锤、八掌这些势法是左氏长拳的基
本功和必修课。

习武强身，以拳悟道，以武会友，
成为当今文水的一种风尚，左家拳的
武术队伍越来越壮大。左家拳第六代
传人王保平几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
传道授艺，德艺双馨。特别是近年来
创办了青少年武术培训中心，义务培
训武术学员千余人，在各级武术比赛
中获奖不计其数，许多队员以优异的
武术专长考入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
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
高等学府。目前，武术的对打、单练、

散打、械斗构成了文水当地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纵观左家武学，经过历代左氏传
人的创造和锤炼而成，在健身养生、历
史研究、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都有着
极其重要的价值。2001 年 8 月文水县
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2009 年左家
拳被评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的一场春雪将吕梁大地装扮成了
银色的世界。

寒风萧萧，飞雪飘飘。三五素心人，二
三同行者。一大早，笔者和几个文学、摄影
爱好者驾车前往交城县石壁山中拍摄雪中
褐马鸡。

交城县城距离玄中寺约 10公里。到了
山脚下，我们徒步登山，一路不见一个人影，
寒冬，用那青松、褐石、绿柏，凝雪余冰一样
一样地把天地染上含蓄淡雅的醉人的冬
色。行到玄中寺，白雪皑皑，钟声悠扬，一片
宁静。我们绕过玄中寺，向后山进发，半小
时后，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了褐马鸡出没的
地方。山坡上万籁俱寂，俯视玄中寺，红瓦

绿墙，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飞雪中。稍作歇
息，便听到“呱呱呱”的一声声鸣叫，回头便
看见大雪覆盖的灌木丛里有白色的物体在
雪中移动，鸟鸣声便是从灌木丛围着的空地
上传出的，定睛一看，竟是我们向往与寻觅
中的褐马鸡。一连串重复的咕咕声虽不高
亢，却节奏感十足，呱呱的鸣叫略带金属质
感，又不失婉转，闻之让人心悦。

细细端详，气宇轩昂、容貌高雅的褐马
鸡，全身披着深褐色，脸部鲜红，颈圈渐白，
两簇雪白的绒毛突出于脑后，尾巴蓬松上
翘，就像一把美丽的竖琴。只见他们悠然自
得的在雪中嬉戏觅食，有的选择了河谷斜坡
上茂密的灌木丛，有的带着心爱的伴侣双双
栖落在山道边摇曳的芦苇丛里。

枯枝、雪花、美丽的褐马鸡，我们静静地
欣赏着这天地间自由的精灵，天地间从容恬
淡的尤物，应该就是这眼前的羽色华丽的褐
马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是虔诚的朝圣
者……此时，天地间，雪山上，和这些精灵们
的那种交融那种和谐，是多么的惬意，多么
的神奇啊……忽然，想起李延年的《倾城》：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
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
得。”

悄悄静立在雪地里，慢慢靠近这些可爱
的精灵，它层层柔柔羽毛皆与自然融为一
体。发愣间，触碰了近旁的矮松，扑簌簌矮

松上雪落的声音，惊扰了正在觅食的褐马
鸡，他们张开翅膀，腾空跃起，同行的摄影师
赶紧按下快门，拍下了褐马鸡在雪中展翅飞
翔的美艳一刻。有人欢呼起来，褐马鸡听到
了我们的声响，快速的隐没在雪野里，消逝
不见了。

踏着积雪，在山中转悠了半天，再也没
有见到褐马鸡，为了感激这些精灵带着美好
的啼唱不期而遇，我们在崎岖的道路旁的一
块相对平坦的空地上，铺上一层塑料，将随
身携带来的米粒和黄豆，全部倒在上面，希
望以此款待它们。

寻而不见，我们只好悻悻往回走，下山
的时候，途经玄中寺，突然听到不绝于耳的

“呱，呱，呱”的叫声，我们循声步入寺庙，只
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给几只褐马鸡
喂食，这几只褐马鸡不就是我们刚才巧遇的
褐马鸡吗？没有想到，他们先行我们早一步
下山了。寺庙地面的积雪已经被清扫干净，
只落了一层薄雪。老者拿着一个布袋，一边

“咕咕咕”学着鸡叫，一边往雪地里撒着玉米
粒，这几只褐马鸡争着抢着啄食着玉米粒，
那些散落在积雪里的玉米粒，它们就用爪子
刨开地面上的积雪，一粒不剩的吃得干干净

净，对于从它们身边经过的来来往往的僧
侣，一点也不惊慌。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
文 明曾写诗对褐马鸡的礼赞“不向朱门汗
漫游,昂然独立倚高秋,一声唤起天边日,便
觉清光通九州。”

老者告诉我们，拍鸟的人都知道，要拍
褐马鸡只要来玄中寺就可如愿，因为这里的
褐马鸡已经属于半驯化的了，寺庙里的僧侣
每天都会投食喂养这些褐马鸡。目前，玄中
寺仅保留了五只褐马鸡，问其原因，老者说，
因褐马鸡下的蛋，经常被其它野生动物吃
掉，所以得不到繁殖，现在的五只褐马鸡己
有七八年的鸡龄了。

人亲鸟，鸟亦亲人；人有情，鸟亦有情。望
着褐马鸡亲昵地围着老者跳来跳去、欢畅啄
食，眼前的一切，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欣慰。

著名作家冯骥才在《珍珠鸟》里面说“信
赖，就能创造美好的世界。”过去没有深刻体
会，今日才明白了《珍珠鸟》这篇文章的光彩
照人之处。

《诗经》有言，兽犹如此人何以堪。是
啊！心怀一份至诚至善，人鸟之间何尝不可
以相亲相爱呢？心怀一份至诚至善，你我同
行何尝不可以众行致远呢？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
光明。”我喜欢顾城的《一代人》这首短诗。

因为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才能领略“一
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落日奇观；
因为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才能欣赏“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之奇妙；因为
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才能远眺“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观美景。

假若我们失去双眼，你怎么能在春天里欣赏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东风绿柳；
假若我们失去双眼，你怎么能在夏日中陶醉“梅子

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田园风光；假若
我们失去双眼，你怎么能在秋风中品味“无边落
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空旷萧条；假若我
们失去双眼，你怎么能在冬日里感受“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风雪之美。

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所写的《假
如给我三天光明》，告诫我们要珍惜生命，保护眼
睛。让我们珍惜自己的眼睛，远离手机，自觉养
成勤做眼保健操的好习惯，把我们的眼睛擦得更
加雪亮，用雪亮的眼睛寻找光明，成就美好梦想。

作者系吕梁市离石区龙凤小学五六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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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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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 刘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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