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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上午，应老朋友、离石区政
协原主席刘晓勤以及交口街道办交口村原
支书蔡月旺盛情邀请，前往交口村正在打
造的青阳山景区观摩。驱车过了安国寺大
牌楼，从公路边的歧道下去，沿沟便进入
青阳峰景区的外围地域，虽是小满刚过，
但沿途山川却仍有几分初夏的意味，清爽
而凉快。

前些年，我翻阅过几座城市的地方志，
发现其中有一种带有规律性的遇合，凡是文
化昌明的历史名城或者风景名胜地，其山水
街衢间总飘动着一些文人的身影以及他们诗
文的气韵，在这里，文人的抱负，情怀以及

“与物有情”的缠绵锐感和城市、地域的性格
联结在一起，当地的风景、美姿以及社会生
活的各个侧面和文人诗文的魅力互相得到了
很好的展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辛弃疾的体验虽然很真切，但毕竟
说得过于斯文，我觉得若用“心灵的对话”，
或“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形容男女情爱的
词语，可能会更有意思。比如安国寺，因为
两江总督于成龙少年时代曾在此地的书院读
书六年，且他还有许多诗文见之于世，比如
他的那首《梦餐优昙花作》的诗句：“优昙曾
记梦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云绕佛龛常五
色，香飘精舍比芝兰”。这首诗应该就是回忆
当年在安国寺读书楼的情景，于是，诗人塑
造了这个地域，以他深婉或高迈的文化品格
成了这块地域的文化风习，寺院成就了诗
人，让他的才情挥洒的淋漓尽致，并且成为
一座城市 （永宁州） 的代表性人物，面对城
市的诗人和面对诗人的城市，这是一种灵性
的双向对接，他们互相依存，有如人们一想
到杭州，就会想到西湖，进而想到苏堤，以
致想到苏东坡，而一提起杜牧，人们就会想
起杏花村，想起“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的诗句，而今天，只要一提到安
国寺，人们自然就想到于成龙的读书楼，以
及想到后面的莱公别墅，这就够了。

到青阳山景区的路很长，在山涧蜿蜒
盘旋，北望是连绵起伏的丘陵，点缀着满
山的刺槐、野玫瑰，以及开过花的丁香，
一只褐马鸡在路边小心翼翼地探望着，等
我们走近便飞向丛林中，远处隐隐传来山
鸡鸣叫的声音，所有这些渲染出一派田野
牧歌的情调，身后的城区的闹市喧嚣、国
道上的车水马龙被梦幻一般甩到身后，蓝
天间的莲花峰下就是安国寺了，那里更是
松柏成荫，流水潺潺。虽然离城区闹市很
近，但这里却是曲径通幽，闹中取静，这

里的山川啊，静瑟的令人如痴如醉。
是啊，静瑟，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

的难得的境遇，山沟里有一股青流从花岗
岩巨石上淌过，溪水四溢，跌宕之姿，令
人目不暇接。沟底是难得一见的原生态草
滩，有如地毯一样的青草铺满两旁，一股
清泉从花岗岩石缝中流出来，一排排的翠
柳成荫，俨然是一个清凉大世界。一个天
然岩洞的巨石下有个古寺正在修复，两位
女居士身着靓丽服装埋头在山坡上把一株
株小树苗埋进土里，认真的样子令人心
折，负责古寺修复的玄言师傅来自市区的
天宁寺，我们因离石古代高僧慧达纪念馆
的事儿曾经多有交织，算是老朋友了，他
告诉我，这个古寺名曰千佛寺，据碑记始
建于东汉年间，距今已有 2000余年了，寺
内尚存的古碑，特别是清代壁画很珍贵，
寺院的外墙已是残垣断壁了，但石门上的
匾 额 还 在 ， 雕 刻 着 ：“ 静 室 岩 ”， 又 是

“静”，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千佛寺始建于东汉明帝年间，当地俗

语称:“先有千佛寺，后有安国寺”，这不
是没有道理，千佛寺与安国寺一个山前，
一个山后，相为表里。千佛寺洞岩深 23.9
米，宽 12米，高约 12米。据古碑记载：明
万历年、清康熙十六年、清康熙四十八
年、清乾隆十八年、清嘉庆十八年均作过
重修，古碑醒目地记载着清康熙四十八年
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于成龙及其子孙捐资
重建，可见于成龙不仅对安国寺，也对千
佛寺情有独钟，千佛寺也确实是一处古妙
奇幽的佛门圣地。

“静室岩”，正应了佛家那句真言：“菩
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青阳
山的灵魂，我以为就是“静石岩”，所谓

“静”，就是一种几近完美的状态，无论是指
环境，还是指心态，人生其实本无所谓绝对
的完美，曲折、放弃亦是一种人生风景，放
弃对功名利禄的执着，放弃对人间红尘的烦
恼，本身就是一种拥有和完美，做到了、悟
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就会在下一个转
弯处出现。而眼前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流”，溪水四溢，山川美色，以及不远处
传来千佛寺的晨钟暮鼓，青灯黄卷，在这样
的环境下研学、游历、修身、养性，对于成
天熏陶在城市喧嚣的人们来说，难道不是一
个最佳选择的康养之地吗？

在蔡月旺的带领下，我们顺着山间羊肠
小道，拨开荆棘丛林和山花小草，继续往上

攀登，上面便是青阳山顶峰了。这里又是一
大奇观，巨石陡峭，奇形怪状，大凡有点历
史知识的人，稍加思索，便不难揣摩出每个
岩石的精彩故事来，诸如：老鹰嘴、飞来
峰、骆驼峰、棋盘石、 望台之类，一定会
栩栩如生、异彩纷呈。一路担任向导和解说
的王照明、王申泰先生对这里的一山一水相
当熟悉。他们说，这里的花岗岩又叫五彩
石，每遇阳光反射，沟底的花岗岩便会呈现
出五种颜色来。所谓“五彩”，对应着天地
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这是大自
然的内在规律。眼前山下的这道沟叫五彩
沟，而石头也叫五彩石。

叫什么？五彩石。
这是多么熟悉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由

得令人想起 《山海经》、《淮南子》 中“女娲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古代神话故事，难道
史料中记载的女娲在赤天岭 （今属方山，原
属离石） 补天，落下的五色石 （陨石） 经

“离石水”落到了眼前的五彩沟吗？写到这
里，我不能不惊叹那种天人合一的预示性，
这种预示宏大得有如天意，世间万物就是这
样神奇和深不可测。如果我们在巍巍耸立的
青阳山顶，树立起古代神话英雄女娲的补天
石雕像，以五彩石和神话故事环绕其间，把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吕梁精神融为一
体，那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神来之笔！

在夏风习习和奇石怪峰间绕过青阳山
顶，山下便看见安国寺以及于成龙的读书
楼了，一天的享清风，登高台，攀山岭，
探幽访胜，又在杜家山享受了地道的熬菜
油糕，带回了千佛寺静石岩、青阳山莲花
峰、五彩沟五彩石的记忆。一天的奔波寻
觅，对自然山水的向往，对生命的珍爱，
对文明历史的惋叹，在脑海里汇集成一幅
幅既有古意飘然、又有时代风采的美丽画
面。“桃李芳菲尽有期，菊花爱晚独迟迟。
西风摇落今重九，尚尔韬英更待谁”，这是
一代廉吏于成龙的诗句，把它赠予青阳
山，祝愿它更加秀美，更加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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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青阳山
□ 高迎新

故乡新事
有幸假期回故乡，

下车进村眼前一亮。
杂物污水看不见，

街巷摆放了垃圾箱。
亲友围坐说新事，

村里换届后干部强。
大学生村官任支书，
退伍兵来当村主任。
新班子有那新作为，

细谋实干村子大变样。

脱贫之后图发展，
科学规划路子宽广。
挖渠退水免雨涝，

采用光伏路灯明亮。
墙壁彩绘前景图，

植树种花空气清香。
购农机耕作粮棉丰，
建大棚养殖畜禽旺。
乡亲们收入增长快，

乡村振兴谱写新篇章。

村头墙上一幅画
微风里，走进小村庄，

村头墙上一幅画：
蓝天白云鸽飞翔，
山坡绿树红果挂。

村街上，路宽车穿梭，
楼房灯明映窗花，
草坪茵茵喷泉唱，
湖塘亭阁游鱼鸭。
啊，多彩的一幅画，

是乡亲心里的盼、梦里的家。

阳光下，走进小村庄，
村头墙上一幅画：
光伏模块连成片，
温室大棚菜恋瓜。

村中心，学校升国旗，
孩子做操齐刷刷。
超市商品挑花眼，
广场歌舞送晚霞。
啊，多彩的一幅画，

是乡村振兴的图、美好的家。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我来中阳工作也已经经历了 70 多个春
秋了。我亲眼目睹了贫困、落后的中阳，逐步
走上了开放、富裕的道路。闭目凝思，七十多
年的往事如在眼前。

一九四九年的岁末，我从太原起身，经过
两天坐卡车、一天骑骡子的长途跋涉，才来到
这吕梁山腹地的山城中阳。中阳，古称宁乡，
是一个贫困、偏僻而又古老的小小山城。也是
阎锡山在吕梁山区的最后一个据点，经过人民
解放军三次攻打，才获得解放，这就是有名的

“三打中阳”。
当时的中阳，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的结

果，农业生产一蹶不振，粮食总产只有 1200
万斤，商业萧条，全城只有一家小饭店和一个

小杂货店；工业几乎空白，只有一座小煤矿和
一个砂锅厂。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450.47 万
元，农民人均收入不足 31 元。全县只有城内
北街一座完全小学，连同全县农村在内只有
120 名小学教师。其他如交通、邮电、文化、
卫生等事业更是 百 废 待 兴 。 全 县 不 用 说 汽
车，自行车才有一辆。全城只有县委、县政
府 、公 安 局 三 部 电 话 。 三 天 以 后 才 能 看 到

《山 西 日 报》，我 带 来 的 一 台 干 电 池 收 音 机
成 了 最 先 进 的 信 息 工 具 ，中 央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和 山 西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的 新 闻 节 目 ，便 成
了县城最快的消息。县级机关干部、职工每
天晚上轮流到县委宣传部听广播，我每晚记
录新闻，次日出黑板报，向群众宣传。北街小
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全县没有一个球场。
三个月看不到一场电影，县委食堂每星期只
能吃两顿白面，点的是麻油灯，用的是粗麻纸
和毛笔，每当夜幕降临，全城一片漆黑，万簌
寂静，甚至有时半夜野狼还在街上行走嚎叫，
叼走猪羊。

然而，宁乡大地是英雄的土地，中阳人民
是勇敢的人民，就在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基础
上，在历届中共中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发
奋图强、开拓进取，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经过七十多年的奋斗，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努力，“三个文明”建设
已经结出了丰硕成果，小小的山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古老的中阳焕发了青春。她以崭
新的丰姿，屹立在吕梁山上，成为晋西黄土高
原上的一颗耀眼明珠。今日的中阳到处是一
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正在通往小康社会的康庄
大道上阔步前进。2021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
是 1949 年的两千倍；财政收入是 1949 年的三
千倍；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以煤
焦、冶炼、建材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出现了中
阳钢厂、桃园水泥厂等龙头企业，经济结构调
整已初见成效。

到 2021 年底，在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并于 2018年成为全省率先
脱贫摘帽的三个国定贫困县之一，书写了伟大
减贫事业的中阳篇章。交通运输发展更为迅
速，国道 209、省道 340线以及孝柳铁路交叉通
过县境，乡乡村村都通了油路，中阳到太原由
三天缩短为三个小时。教育事业也在飞速发
展，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 56所，在校学生超过
3 万人，教职工 2500 多人。城镇建设更为喜
人，一城四镇已初具规模，特别是县城，条条街
道都是高楼矗立，商店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
目，购销两旺，市场繁荣，一座新型县城也正在
建设中；县有线电视台全天转播 80 余套电视
节目；程控电话、移动手机……身在中阳可以

漫游全国，漫游世界。
中阳变了，中阳人富了，我也在这历史长

河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个稚幼青年变成了年
过 九 旬 的 老 人 ，成 为 中 阳 最 后 一 个 离 休 人
员。一九八四年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以后又连续担任了三届县政协副主席，并且
多次获得全国、省、地区的歌词创作、科技进
步、科普作品、扶贫论文等奖项，出版了《山
城随笔》《山城走笔》等三本个人文集，主编
了《中阳文史资料》，参加了《中阳县志》的编
著，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千余篇。目前虽
已离休，仍然担任着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
长、关工委副主任、校外辅导员、教育行风监
督员、广电舆论宣传监督员、政协特邀信息员
等多项工作。我个人也已儿孙满堂，乐享天
伦，每逢中阳风调雨顺、粮食增产、群众增收
时，我也和乡亲们一道欢欣鼓舞，共享丰收的
喜悦，遇到中阳因灾欠收、群众生活困难时，
我也和大家一样忧心忡忡。是的，我已经成
为一个地道的中阳人，中阳是我可爱的第二
故乡。我爱中阳，爱她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
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有辉煌
的建设成就，更有灿烂的美好未来。我祝愿
她日益兴旺发达，永远繁荣昌盛，我要活到
老，干到老，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平
安的新中阳而发挥余热。

中阳 我的第二故乡
□ 施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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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乡村振兴
（二首）

□ 冯增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