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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圆圆和康嘉豪是今年 5 月结婚
的，走进他们的小家，房子不大，却很是
温馨，桌上的栀子花正开着，在冬日的
阳光下，一切都美的刚刚好。贾圆圆眼
角藏不住的幸福，笑着说道：“是康老师
买的，他知道我喜欢栀子花，隔一段时

间就会买一束回来”。
在刚刚好的年纪相遇相

恋，经过 8 年的恋爱长跑，从
青 春 时 期 到 现 在 ，终 于 在 今

年 迈 入 了 婚 姻 的 殿 堂 ，

说起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康先生
打趣地说：“终于娶到圆圆了，这是我
这一年这辈子的最大的幸福”。墙上
红喜字还贴着，可以想象结婚那天的
热闹和喜庆。说起恋爱和结婚后有什
么不一样的感觉，两人相视一笑，不约
而同地说：“踏实，心安”。“结婚这 5 个
月来，我们也会想结婚有什么变化，也
在一天一天中适应角色的转变，说起
来，结婚后我们很少再去谈爱，但是爱
却又都在行动中，细节中，我想把这称
之为干净又浪漫的幸福感”贾圆圆略
带思考后紧接着说。

贾圆圆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次
的美好瞬间都会记录下来，她一边翻阅
着她的手机，一边读起来“6 月 5 号，和
康老师一起出门上班的感觉太好啦。
愿我们有很多个这样的早晨。”“7 月
10 号，下班的时候吃着小火锅，日子一
天天在变好”“一觉醒来，发现康先生
六一买的栀子花昨夜里悄悄绽开了”“8
月 21 号，和康老师卖了废纸买了瓣黑

美人西瓜，这样的小日子真实平淡而又
快乐”。她读的时候，声音温和又笃定，
大家都不说话，都沉浸在她这平淡又真
实的幸福中。

贾圆圆和康嘉豪的幸福很简单，就
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感受到有一人在。
有时候下班迟，回来后看到饭已经做好
了，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两双筷子，就等着
另一个人下班回家一起开吃。贾圆圆
说：“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结婚了，但是看
到这样的场景就会有自己有小家了的真
实感，也真切地感受到有家的感觉真
好。”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学着做饭，做一
些家乡饭，有时做得很成功，两个人一起
互捧，拍照留念。做失败了，忍不住哈哈
大笑，然后默默拿出手机点外卖吃。

在一起难免有小争吵，但经过多年
的磨合，双方互相让一步也就过去了，
因为两人都知道，他们已经确认彼此是
双方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了。临走时，康
先生由衷地说：“其实很小的幸福就是
我们的生活”。

偶然的机会在杏花村看到
“圣酒”匾额一块。实木材质，字
体为行楷，落款为“黄自元”，该匾
宽为 27 厘米，长为 53 厘米，尺寸
较小，像是室内挂件。

该匾书家黄自元，字善长，号
敬如，晚清书法家，益阳安化县龙
塘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黄氏
自幼随其祖父学习书法，取法欧、
颜、柳、二王诸家，形成自己的风
格特征，被同治皇帝赞为“字圣”，
与戴彬元有“南黄北戴”之称。黄
自元传世作品颇多，以楷书最为
著名。其代表作品有《临柳公权
玄秘塔碑》《临欧阳询九成宫碑》

《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楷书千字
文》和《文天祥正气歌》等。黄自
元作品，其取法欧体面貌居多，又
受柳公权和颜真卿的影响，字显
得更加秀逸峻拔。

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
下，一般是比较显眼的大门或正
房，是建筑物的灵魂和眼睛，用来
表达主人的喜好、义理、情感之类
的 文 学 形 式 。 本 文 提 到 的“ 圣
酒”，原先应该是悬挂在门楣上
方，也许是为酿酒作坊的东家所
书或经营白酒的商号题写。

此匾正文只有“圣酒”二字，
落 款 为 ：黄 自 元 。 现 代 汉 语 把

“圣”字当作繁体“聖”的简化字。
聖：指精通某种学问或技艺并有
极高成就的人，又引申指具有最
崇高的人品和最广博的智能、学
识的人。圣（聖）又作形容词用，指最崇高的，再引申指
与神灵有关的。圣（聖）在封建社会也被作为对帝王的
尊称，还用于称颂有关帝王及王朝的事物。

“圣”亦泛指酒。古时称清酒为圣人，简称“圣”，唐
代诗人李白《赠孟浩然》：醉月频中圣，眠花不事君。古
时嗜酒的人把清酒叫做“圣人”，浊酒叫做“贤人”。中
圣，就是中酒（喝醉了）的隐语。

黄自元所题“圣酒”二字，估计是说“所酿美酒非常圣
洁”。唐代刘升有诗：“圣酒千钟洽，宸章七曜悬”。意思是：
圣洁的酒杯千盏满满，宫廷的荣耀闪耀如日月。黄自元所
题“圣酒”二字，所表达的意思应该就是以上所举的例子。

黄自元并不是山西人，杏花村为什么会出现黄氏所
题匾额？笔者查阅资料，黄自元在清光绪年间，官运亨
通、多地任职，从七品翰林院检讨升至从四品知府。光绪
十年（1884）二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从五品）。光绪十一
年（1885）四十九岁时，做到了他为官生涯中最高品级的
官，官至陕西监察御史，补甘肃、宁夏府知府（从四品）。

汾州府（今汾阳市）地理位置独特，它像一把利刃一样
横亘于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之间，西控黄河、东驭太岳、
南临河东，属山西南北向交通要路之冲，有“通秦古道”之
称，河北等地通往陕西、宁夏的必经之路。笔者猜想，黄自
元有可能曾经路过汾州府，或者路过杏花村，也可能品尝
过汾州当地美酒，欣然题字，赞誉杏花村所产清香美酒。

黄自元的遗存的书法作品较多，其书法风格布局
严谨，笔画均匀、饱满、厚重、刚健舒张、工整美观，远观
既精于法度又赏心悦目，笔画既刚劲有力又刚中带柔，
章法整齐划一又错落有致。本文所提到“圣酒”匾额，
行楷书味道浓厚，结体气势磅礴，用笔婉转秀丽，线条
厚重不失灵动，刚劲且挺拔。结字开合得宜，张弛有
度，又端庄秀丽。另外，黄自元所著《间架结构九十二
法》是当代书法爱好者初学书法的重要范本。

岁去弦吐箭，弹指一挥间。又是年
终岁尾。

当终于写完《行吟孝义》的最后一
篇文章，最后一个文字时，我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
不短，相比于几个月时间完成的《文明
孝义》，这次的写作，明显是慢多了。

《行吟孝义》是命题作文。2018年，
我写了纪实散文集《文明孝义》，其中的
许多好人好事，写作过程中采访、书写
等细节，经常在眼前回放，弥散在我创
作中的状态仍在。书出版后，市三晋文
化研究会李荣生先生曾与我交流，说上
海等地的读者打来电话，要购买《文明
孝义》一书。几位信任的好友与我交
流，分享了看书后的心得，让我觉得，我
出书后，她们比我还高兴。那时我以
为，我的散文创作就此告一段落。

2020年，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王
正树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再写一本书，
关于孝义旅游景点的书，书中要插照
片，研究会选定照片由喜欢摄影的蒋建
林同志去拍。没有多考虑，没有像上次
一样谢绝，我一口应承了下来。不是自
己有多能耐，而是觉得，写孝义，为孝义
写作，是宿命，我无法逃脱，无法回避。
作为孝义发展与巨变的亲历者与见证
者，我有义务和责任把孝义的美景写出
来，不仅给孝义人看，还要给外地人看，
看孝义的绿色景点、红色文化，看孝义
的古城寺庙、山川景物。在孝义生活工
作三十余年，孝义的美已浸入我的生命
中，我热烈地爱着这片土地，这个与我
血脉相连的地方。

于是，把其他创作计划推后，开始
了《行吟孝义》一书的创作。《文明孝义》
与《行吟孝义》叠加起来，构成了我近年
来的创作时光。

顺理成章，周六周日，便游走在孝
义的大好河山中。胜溪大地，人杰地
灵。孝义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脉，漫
长的历史涵养了她醇厚的文化。孝义，
是一座有品味有气质，以自然生态著称
的绿色之城，有不朽精神的红色教育基
地，她古老又现代，厚重踏实又轻盈奔
放，她宜居宜业宜游。走在孝义的大街
上，看到的是满眼的绿意，高耸的大楼，
纵横的街道，快速的车流，熙攘的人群，
闻 到 的 是 浓 郁 的 花 香 和 摩 登 的 时 尚

味。而走在孝义古城和古村落，则恍如
隔世，威武的中阳楼，沧桑的大院，古意
葱葱的庙宇和古街巷，使我们在内心深
处对孝义以及与孝义有关的历史文化、
圣人先贤秉承尊重和敬畏。

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景点或
古建古村，能凸显孝义特色、展示孝义
风情、代表孝义形象的地方去游走。有
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一个人摄
影，一个人采访记录，踏景观花，听歌听
水，亲近自然，实景拍照。当我们把镜
头聚焦在孝义的每一个景点，翻看每一
张照片时，瞬间会产生出强烈的视觉冲
击，孝义的发展巨变让人为之惊叹。那
独特的风景让人沉醉。那红色基地承
载的力量让人感动。那厚重的古寺古
庙古村，那闲置的大院，紧闭的大门，都
在无言地诉说着过往，那是我们怀着乡
愁去寻找回望的精神家园。耳濡目染，
这方山水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愉悦着我
们。李白曾感叹“阳春召我以烟景，大
块假我以文章。”是的，不是我们在写孝
义的景点，是大美孝义在引领着我们的
笔墨和镜头，是孝义山水的熏染才会让
我们对每一处景点，每一个地方，有了
灵感。照片背后，是孝义经济发展的侧
影，是孝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答卷，是中
国发展道路的直观呈现。

我忘不了，下雨天在临水村，几位
长者在雨中陪我们走过每一个地方；忘
不了在高阳村关帝庙，与任玉魁先生交
流；忘不了在司马村，七旬长辈张永朴
先生抚摸村中一砖一石的情景。每每
想起这些，总让人感动，让人心生温暖。

与之前写《文明孝义》一样，我认真
投入，慎重地写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文
字，尽可能详细地写出大美孝义的每一
处风物景观。其实近年来，游孝义、写
孝义、介绍孝义的文章不少。老领导吴
汉国先生骑行孝义、介绍孝义，李景耀
先生游走孝义、利用网络介绍孝义，市

“四有好老师”樊学明先生写了许多关
于孝义的文章，古城诗社的同仁们则以
诗词介绍孝义景点，大家用各自的方式
身体力行地诠释着孝义文化的力量，以
独特的认知和多样式的媒介拓展了介
绍孝义的边界。相比于他们，我写的文
章平淡无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
及各位。虽然我努力了，奈何历史知识

有限，写作水平有限，不能辟透剖解，不
能把孝义的山川形胜，自然风景一一描
绘，不能将古老的孝义历史置于现代文
明的背景之下进行细致表述，也没能让
读者感受到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色背后
的深层故事。这些粗浅的文字和笨拙
的笔墨只是我们个体生命的游走痕迹
和自身感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风景描
摹，走马观花般地风物记述，但这并不
影响孝义在好多人心中的美好形象。
拙作中所展示的，只是大美孝义的一部
分，只是孝义壮丽诗篇中的一页而已。
作家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要有细致挖
掘的钻劲儿，才能找到具有表现价值的
角度。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有时又
想，大美孝义哪能写完？这本书是大美
孝义的沧海一粟，那些被遗漏的景观，
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对这座历史悠
久、实力雄厚、文教昌盛、产业高端、社
会和谐、民生幸福的百强孝义、文明孝
义去细致描摹，认真书写。

通过这次写作，我更加强烈地认识
到，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许多，读书写
作的视野和见识还不够宽广。2021 年
底，吕梁市两会召开前夕，我以“基层作
家”的身份，荣幸地被选为“第四届吕梁
市人大代表”，这样的荣誉，过去我是连
想都没有想过的，而领导和同志们给予
的荣誉和鼓励，我终生难忘。作为一名
基层作家，波澜壮阔的时代和伟大的人
民给了我们无穷的写作空间，文学创作
的过程，正是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汲取营养、提炼提纯的过程。我时常提
醒自己要珍视荣誉，远离浮躁，多写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

身在孝义，我是幸福的自豪的。我
看见孝义的风景，孝义的城市建设，孝
义人的精神面貌，每天都在变。外地朋
友来孝义，我喜欢带他们到处转，让他
们感受孝义的美好，孝义人的热情。孝
义在省内外很有名气，得益于她的经
济、环境、文化和文明，得益于“行孝仗
义 包容大气”的城市精神。感谢文化
之力，让我们在行走孝义介绍孝义的每
一个景点、每一个村庄时，多了自信、从
容、坚定以及对孝义未来精彩纷呈的画
卷的憧憬。

今日孝义正辉煌，明日孝义景更
娇。祝愿孝义明天的蓝图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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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酒”匾额

时光里的孝义巨变
——散文集《行吟孝义》后记

□ 李怡萍

刚刚好的小幸福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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