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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在离石区信义镇，吕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吕梁市优秀传

统文化研究会一行数十人，有幸遇见弥漫着草木香气的康养
研学基地牛岭山庄，有幸遇见沾满人间烟火的一串串小东川
老故事，有幸遇见隐藏在宝峰山背后的万千精彩……

一进山庄，大门两侧，迎接我们的就是永宁民俗博物馆。
慢慢推门进去，让我们一起瞻仰来自离石民间文化历史长河
中的璀璨记忆吧！

走进美食展区：握溜溜、玉米面窝窝、连毛素糕、剔粘姑、
莜面圪搓、土豆合愣子……这样的美食一样一碟，再就着在暖
风中摇曳的山丹丹花，细细咂摸一杯山庄自酿的美酒，摸摸渐
渐丰满的大肚子，还有一股股闪现着幸福的饱嗝，慢慢涌上头
来呀，快哉快哉！

走进农具展区：堆放在一旁的老纺车和挂在墙上的簸箕、
镰刀、瓦罐等老物件，更是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田间劳作最
真实的回忆。作为吕梁农耕文化的历史见证，该展厅旨在让
大家铭记乡愁，体验农耕生产的乐趣，体会珍惜粮食、尊重劳
动的重要性。

走进畜禽养殖展区：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三字经》）。民间谚语又云，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
先。这里展示的是传统农家的牛、猪、鸡的养殖场面，农耕社
会的养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生活的需求。

据考古记载，吕梁人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经历了漫
长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时至今日，马、牛、
羊、鸡、犬、猪仍被称为“六畜”。而吕梁人畜禽饲养曾经有过
辉煌的历史，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至今
仍有重要价值。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众所周知，吕梁一带有传承
久远的农耕文明。不仅牛家岭人，而且我们吕梁人更是顺应
季节的自然规律，合理安排农事，做到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牛岭山庄是武玉根倾力打造的
一个典型的吕梁世外桃源，牛岭人以传承的农耕文化集聚了
一代又一代吕梁人的勤劳智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耕文化
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耕读是农
业社会的最佳生存形态。的确，在牛岭山庄，在武玉根父子身
上，我们既看到了有“耕”维持家庭生活的真实体现，又看到了
有“读”提高家庭文化水平的具体烙印。

错落有致的康养居所，一间接着一间，一律用颜色鲜艳的
花布门帘，充满了民俗喜庆色彩，给每一位来此憩息疗养的人
士留下了足够的私密空间。空调，热水器，电视机，无线网，床
头灯，独立卫生间……武玉根先生无一处不体现着现代化色
彩，无一处不彰显着人性关怀。

粉墙黛瓦，雕檐画廊，岁月的印记雕刻在墙壁的斑驳和幽
深里——大门口两侧硕大的醋坛，一汪清澈碧绿的水库，激流
勇进的水上项目，飞奔跳跃的人工瀑布，以及墙角努力生长的
浓荫，也时刻提醒着我，牛岭山庄是一个属于轻奢浪漫的世外
桃源。

在不断的向前行进中，我忽然发现镶嵌着石子的小路上有
青苔爬满，每块石子的菱角都已被岁月风尘打磨得光滑圆润，
仿佛在诉说着牛岭山庄那些先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年
故事。

戏台的拐角处忽然闪现出一棵茂盛的榆树伟丈夫，它一
边沐浴着阳光，一边洒落着阴凉，不知名的小紫花点缀着青黛
的浓荫。

时光荏苒，牛岭山庄依然洋溢着烟火气息，牛岭山庄经过
两代人的持续努力，不断地生根发芽，长成了吕梁山最美丽最
灿烂的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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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理形势和武氏父子精心的布
局，造就了牛岭山庄独有的康养研学优势。

在秋天，你如果有幸走进牛岭山庄，你还可以欣赏这里高邈
的天穹，这里层层叠叠的山峦，这里尽染的红叶。阳光泻在林间
小溪，潺潺流水和红叶相互陪伴，热烈的红叶，似把溪水也燃烧
起来，如烈火般的流水在不断涌动，在吕梁山的这个角落，在这
一幅壮美的油画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见生命的力量。

远山、小巷、晨曦，青黛、缥碧、驼红，无数的游子醉倒于秋阳
微寒的清晨，醉倒于落满美味落满美色的牛岭山庄。

在牛岭山庄，树木、花草、溪流，甚至每一块石头，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秋天的魅力，五彩的颜色和生命的活
力，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得到心灵的洗涤。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牛岭山庄虽
然不大，却蕴含了吕梁山所有精彩，好像川剧里边的绝技变脸，虽
然有点土有点老，但下一秒永远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惊喜连连。

武玉根的创业故事，让籍籍无名的牛岭山庄平添了几分奋
斗者的气息。

武玉根少年时拉平车，成年后创建汽运队，接着办福利焦化
厂，后来从事新农村建设……武玉根成功之道在哪里？在我看
来，他善于积累沉淀，擅长把握时代脉搏，因此在每一次转型的
关键时期，总能适时调整战略，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

武玉根说，成一段姻缘，胜修十座庙。在企业员工眼里，武玉
根是最热心的红娘。他每年都会帮助企业员工牵线搭桥随份子，
办事宴做总管……今年，他还跑前跑后为三位职工组建了家庭。

同样，在教育子女方面，他有着超凡的耐心、细心和智慧。对
孩子的培养，倡导与人为善、注重道德教育、鼓励参与社
会实践等方面，以此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同时，更注意
自身言传身教的作用，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
样。在武玉根先生的影响下，四女一子都很优秀，他们
都十分敬仰自己的父亲，并且把自己的父亲奉为偶像。

武玉根的故事让我们相信在积善行德的道路上，
福报也会不期而至。因为，善良与德行，永远是
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永远是通向幸
福与成功的永恒密码。

绝美的风光就在眼前，绝美的烟火就在身
边，绝美的偶像就在心中，我想，这应该就是独
属于牛岭山庄的魅力与意境吧。

小路悠长，偶有鲜艳的花朵招摇；青石沉静，幸有
沧桑的老屋作为点缀。牛岭山庄历经千百年烟火熏
染，依然到处写满故事落满传奇。

宽阔的动物园看起来有点安静，铁丝网严密地隔
开了人与动物的距离——骆驼一家人安静地吃着草
料，牦牛翻卷着黑色的皮衣缓缓地踱步，一只猴子龇牙
咧嘴暴躁地摇晃着防护网，几只火鸡懒散地躺在走道
上呼呼大睡，孔雀时不时地开个屏，好像是在宣示在这
里它就是老大……对了，还有珍珠鸟呢？红嘴红脚，灰
蓝色的毛，后背珍珠似的白点。看着它那小巧而又憨
憨的样子，真惹人喜爱。

来到热气腾腾的蔬菜大棚，小西红柿、黄瓜、辣椒、
萝卜等各式各样的蔬菜在这里蓬勃生长，到处充盈着
沁人心脾的香气。

“大棚的好处就是一年可以种植好几茬，春季通过育
苗、卖苗增收，每座大棚收入可达万元左右。现在我又通
过种植韭菜、香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来提高收入，除去

成本，一年下来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武玉根高兴地说着。
近年来，武玉根因地制宜，坚持将果蔬产业摆在农

业产业主导地位，结合乡村旅游建设，让设施蔬菜大棚
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棚”。

从宁静祥和的村庄，到生机勃勃的蔬菜大棚，在夏
日的暖阳里，在绿色的召唤中，最澎湃的创业激情在牛
岭山庄中不断地奔涌。

来到藏香猪养殖基地，只见百十头黑色的藏香猪
在坡地上、在山林里、在圈舍里觅食、嬉戏。到了“吃
饭”的时间，主人一吆喝，藏香猪就匆匆忙忙地从四面
八方跑来，享受着美味的营养大餐。

牛岭山庄发展生态养殖藏香猪，猪仔们替勤勤恳
恳的主人“拱”出了一条致富路，为吕梁乡村振兴农民
致富又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在与新时代的生活碰撞
中，武氏父子薪火相传，接续努力，牛岭山庄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屋檐下的紫燕飞舞，窗前的绿树摇曳，木门上带着
绿锈的环锁，红泥小炭炉上的水壶在快乐地吹着口哨，
石鸭子嘴里流淌着那一股股清凉的山泉，特别是那一
头气宇轩昂、昂首阔步、奋力前行的公牛形象雕塑，映
照着武玉根“敢闯敢试、开放包容、追求卓越”的奋斗精
神，在牛岭山庄的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都洋溢着无穷无
尽的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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