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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清万里

〔中国画〕

刘大林 作

春雨贵如油。晨起，沙沙沙的雨声

是那么的悦耳动听，早起的鸟儿用春天

的第一场雨水洗刷着自己一个冬天的

寂寞，快乐地唱个不停。有住在城里的

朋友打电话问我：这场雨后沿安的山就

会绿了吧？好想进山踏春，又不知怎么

走。我说：来吧，青山绿水欢迎你！

请你循着渭河支流大南河的涛声

而进，踏着渐行渐浓的绿色走来，随着

海拔缓缓地抬升，拾级而上，你就来到

了武山县南部边缘的沿安乡。沿，意为

顺畅；安，释为平安。

将“沿安”两个字组合来为一个地

方命名，我理解为：顺着大南河而进，你

就 来 到 青 山 吐 翠 、绿 水 漾 波 的 平 安 之

地，勤劳质朴的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过着丰衣足食的恬静生活。

沿安的山碧绿温柔，极具个性。太

皇山把它苍茫的东半面馈赠给了沿安，

没有高耸入云、峭壁奇峰，却也并非缓

坡低梁。它们持有土石质山地特有的

气质，重山叠嶂而不突兀，山体陡峭之

中略显缓慢。植得了树，耕得了田，放

得了牧。

沿 安 的 春 天 较 渭 河 两 岸 要 来 得

晚，山色也就绿得晚，就像个贪睡恋床

的孩子，醒来后不肯穿衣服，不到四月

不 披 绿 裳 。 当 它 一 旦 被 绿 色 渲 染 ，就

是 一 发 不 可 收 。 山 脊 鹅 黄 时 ，野 樱 桃

就开花了，一簇簇缀满坡屲，粉嘟嘟跟

着 桃 杏 花 儿 竞 艳 。 及 至 葱 绿 ，遍 野 的

山花就招蜂引蝶，镶嵌在森林的边缘，

似绿毯缀花。这时，油菜花开，麦苗拔

节，山被装扮得青春活泼，丰腴娇美。

金黄的油菜花田就像形状各异的补丁

打 在 葱 绿 的 山 野 ，蜜 蜂 忙 碌 ，蝴 蝶 戏

舞，没有人迹的嘈乱，只有农人侍弄土

地的忙碌和悠然。

假 若 此 时 你 来 ，你 将 独 占 油 菜 花

魁，让花田伴你，清风随你，鸟儿唱你，

森林拥你，绿色醉你！如果想登山，就

上太皇山，它海拔 3120 米，临顶，你可

领 略 秦 先 祖 牧 马 的 雄 姿 ，饱 那 一 览 众

山 小 的 眼 福 。 太 皇 山 土 肥 草 美 ，草 场

宽 阔 ，山 坡 上 的 羊 群 如 游 荡 的 白 云 。

马儿奔腾，牛儿哞叫，牛铃叮当，牧歌

悠扬。

有山就有水，山养着水，水出于山，

大南河就是太皇山涌出的血液。它发源

于岷县马坞镇的独岭子山，汩汩细流行

十余里路途，在南川村入武山沿安境，沿

途接纳了数十条从太皇山流出的溪水，

壮大成大南河的上游河段。南川是岷县

和武山的交界地带，这里立着古宁远县

界碑亭，亭内界碑圆首长方形，上宽下

窄，紫赭花岗岩石质，阴刻着“宁远县界

碑”，立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

是现存宁远建县最早的物证。

从 南 川 ，顺 河 而 行 至 沿 安 乡 政 府

驻地的李庄村，转向西行，这里有大南

河 在 沿 安 境 内 较 大 的 支 流 西 河 ，逆 西

河 而 进 ，是 登 太 皇 山 的 最 佳 捷 径 。 途

中有西沟村，在《宁远县境图》中标注

为 永 安 镇 。 据 史 料 记 载 ，永 安 镇 是 北

宋 崇 宁 年 间 建 制 。 又 据《民 国 武 山 县

志稿》记载：“永安镇，同治兵焚后废。”

行 走 在 西 沟 村 ，眺 望 西 北 300 多 米 高

的 红 石 崖 间 那 三 层 二 十 八 窟 石 窟 群 ，

它 是 古 人 专 门 为 一 株 当 归 王（民 间 称

药王爷）所开凿修建，这里是珍贵中药

材当归的主产区。

离开西沟村，假若效仿古人，你会

和 运 送 当 归 的 马 帮 一 起 ，顺 着 河 流 而

行，在那坡里村踏上铁索桥渡河而去，

走在下四川的路上。

今天，铁索桥早已不复存在，这里

只有一块桥头碑默默静立着。碑文记

载，铁索桥建成于清顺治戊子年（公元

1648 年）五月初一，是一位儿子为了结

母亲的心愿主持捐资，“宁远县令李”

主 持 修 建 的 。 读 碑 上 文 字 ，你 能 感 受

到 古 人 的 孝 敬 之 心 、仁 爱 之 情 —— 赵

氏要渡河，遇洪水拦住了去路，耽误了

行程，她望河而叹，希望有人行善念在

此修桥以便利民众。儿子张希库因母

而 生 善 行 ，带 头 捐 资 建 桥 。 当 你 立 在

桥头碑前，抚摸那湿漉漉的文字，你会

受到灵魂的洗礼。

离开铁索桥遗迹，继续顺流而行，

至白铁沟，向东沿杨岷路，你将至杨河

镇，感受中梁山的温暖情怀；向西走武

沿路，你就进入龙台镇，品味冷水鱼的

肥美；向北至四门镇，你将穿过十里丁

香花谷，鉴赏三国名将庞德的风采。

条条道路通沿安，只要你来沿安，

青山绿水欢迎你！

□ 漆寨芳

青 绿 沿 安

光阴的情丝，缠满大街小巷

谁追着春风点燃几个炮仗

让一树星光惊慌失措

一头扎进河西，簸出星子

走廊一片丝质的光芒

春风抢在我前面，立在

左公柳的发际上，额头的暖阳

把江南摇绿、塞北摇醒

五千年的春天，一直就在

平平仄仄的诗行里踯躅

一座村庄，袅袅春幡

春饼的香藏在母亲的红袖里

我赶着春牛上路，添新的岁月

蕴在一湖月色中，风有约

氤氲着烟火人间的画意

剪一段春光，可抵岁月漫长

春饼上，烟柳画桥

温一盏淡酒，和春风对酌

醉中花期吐出新绿，出了阳关

云烟轻卷，草木微摇

□ 也 马

和春风对酌

“门前一株椿，春菜常不断”，说的

是香椿芽。它绿叶红边，芽嫩肉厚，被

人们称为树上蔬菜。掰掉头茬后很快

又生出嫩芽，可以采几茬。炒一碟香

椿鸡蛋下酒，嚼着品着，那滋味真叫绵

长醇香，妙不可言！

村里人的房前屋后，除了栽种杏

树、桃树、苹果树、石榴树外，几乎家家

都会栽几棵香椿树点缀其间。每年谷

雨前后随着气温的回暖，香椿芽就不

知不觉冒尖拔顶，似玛瑙翡翠般新绿，

那幽幽的香味儿悄然袭来，钻进鼻子，

撩拨着人的嗅觉，瞬间便沁人肺腑。

香椿树是故乡常见的树种之一，

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

一，大小各异。香椿芽呈紫褐色，油嫩

茁壮，无不透着春的余韵。那零零散

散 点 缀 于 乡 村 各 个 角 落 的 野 生 香 椿

树，或各家各户栽种的香椿树，一年年

地 滋 生 繁 衍 ，给 春 天 明 快 ，给 夏 天 热

烈，给大自然增添五彩缤纷的同时，还

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口福”，慢慢地、

细细地咀嚼，如品味春的味道，还有生

活的滋味。

古时，香椿不仅有宋人苏颂所著

《本草图经》中“椿木实而叶香可啖”的

盛赞，也有《本草纲目》“椿樗易长而多

寿考”的历史记载。香椿是美食之物，

是人们心目中的亲情之树、长寿之木，

带来的不仅是春天的味道，也是安泰

吉祥的象征。它艳丽不过百花，不枝

不蔓，素颜面世，无意蜜蜂的喧闹，无

心蝴蝶的翩跹，只做最美的自己，最多

只是在季节的风里向着近旁的花木和

小草、鸣虫和飞鸟招招手，点点头。家

乡人把香椿树叫红椿，香椿树繁殖快，

每年到立夏之后，一棵香椿树底下，都

会 有 好 多 幼 苗 破 土 而 出 ，潜 心 生 长 。

一株根可以冒出几个幼苗，每棵幼苗

一年能长到一米高左右，上面长着碧

绿的叶子，鲜嫩无比，平添几分可爱。

“ 雨 前 椿 芽 嫩 如 丝 ，雨 后 椿 芽 如

木 质 。”谷 雨 前 香 椿 嫩 芽 初 露 ，红 如

朝霞。

每年到香椿芽要长成的时候，父

亲 就 会 拿 出 那 根 带 着 铁 钩 的 长 竿 子

来。他先是在树下转悠，抬起头打量

一番后，就用钩子钩住看准的香椿根

部，用力把它折断。此时的香椿就像

天女散花一样从树上飘落了下来，我

和 母 亲 捡 起 来 放 在 篮 筐 里 。 回 到 家

里，母亲把钩下来的香椿芽，取一小把

用开水泡泡，切碎、打上两个鸡蛋，然

后放点盐，与香椿芽搅匀，在热锅里放

些花生油，“滋啦”一声，香椿芽与鸡蛋

就下了锅。不大一会儿，一种特有的

香味混在炊烟里，弥漫开来，勾起大家

的食欲。而雨后的椿芽儿，长得非常

快，两天后，你如果再去采摘，明显感

觉“老到”了，嚼起来伴有纤维感，口感

就差了。

香椿的吃法很多，香椿炒鸡蛋、清

拌香椿、香椿炒肉丝、香椿饺子和馄饨、

炸香椿等，怎么吃都是椿香满口。一碟

香椿拌豆腐，一碟香椿薯面疙瘩，经过

精心制作，都是一顿让人垂涎欲滴、欲

罢不能的美味。为了全家人能够在一

年四季吃到香椿芽，母亲将香椿芽放到

瓷坛子里面，上面放许多粗盐，把香椿

腌制成咸香椿，这样吃着脆嫩可口，同

样受到大家的喜爱。

故乡的那棵香椿树，我们年复一

年 地 摘 取 ，它 年 复 一 年 地 生 长 繁 盛 。

它带给我童年的那些鸟语花香、春风

拂面的美好回忆，深深地留在我的脑

海深处，绽放着生命的绿色……

□ 张文进

房前屋后椿芽香

淌出褐红色光焰的，是旧年的果

荚和树叶，是嘹亮的阳光，也是古槐

储存的老光阴，我看见那片光焰是初

春的一个晌午。

是几棵古槐，站在寺院深处，也

站在城市深处，成了城市的文化和历

史。寺院叫大佛寺，在河西走廊上的

张掖市，因寺内有巨大的卧佛像故名

大佛寺。古槐就站在卧佛像殿旁，多

少年来，没有改变姿势。改变的是，

古 槐 日 日 长 大 ，年 复 一 年 地 枝 繁 叶

茂，每一片叶子，从生发到凋零，无不

闪着生命的光泽。

站 在 古 槐 下 ，透 过 密 密 枝 叶 的

阳光洒在身上，斑斑驳驳的光斑，还

是 让 我 感 到 了 初 春 的 冷 。 但 是 ，这

些 并 没 有 影 响 树 上 鸟 雀 欢 快 地 鸣

叫、飞起和落下。寺院很寂静，没有

风 ，古 槐 也 很 寂 静 ，高 大 茂 盛 的 树

冠 ，与 卧 佛 殿 的 飞 檐 和 风 铃 相 融 在

蓝 天 里 。 两 层 重 檐 歇 山 顶 都 是 木

刻，尽管被千年风雨侵蚀，但依旧能

看 到 当 年 的 恢 宏 和 气 派 ，人 身 鸟 头

的羽人，吞云吐雾的蛟龙，富丽祥瑞

的 凤 凰 ，盛 放 的 梅 花 ，出 水 的 莲 枝 ，

飘逸的云纹，流动的水波纹的雕刻，

一 鳞 一 爪 ，一 枝 一 叶 都 浸 透 着 工 匠

们 的 智 慧 。 站 在 古 槐 下 ，你 能 听 到

叮 叮 当 当 凿 木 的 声 音 。 这 些 ，古 槐

不会告诉你；这些，在屋檐下做窝的

鸟雀不会告诉你。风铃也不会告诉

你，风铃只敲响属于自己的时刻，可

是风铃会记下一切，和古槐一样，记

下 光 阴 里 的 故 事 。 古 槐 也 是 历 史 ，

年轮里储满人世的沧桑。

古 槐 日 日 看 见 太 阳 、月 亮 和 星

星，会不会也仰望星空，思考宇宙里

的事情，运算星云和宇宙运行轨道；

会 不 会 也 观 察 天 象 ，计 算 出 风 云 雨

雾，把上玄月、下玄月和满月都装在

每 一 片 叶 子 里 ，把 星 光 和 露 珠 融 进

根脉里，把太阳收进花朵里，接受狂

风 的 吹 打 ，寒 冷 的 袭 击 ，岁 月 的 侵

蚀 。 古 槐 把 经 历 过 的 、看 到 过 的 都

融 进 年 轮 ，喧 嚣 的 市 井 ，孤 寂 的 夜

晚 ，灿 烂 的 生 命 ，让 古 槐 流 光 溢 彩 ，

枝叶饱满。

许多年前某个四月，陶瓷学家陈

万里经过张掖大佛寺时这样记录：今

日适有戏剧，广场中观者拥挤万状，

溪止千人。尤其在节日里，广场上、

大佛寺巷、羊头巷里更是热闹，有各

种杂耍、卖艺的人，吞刀吐火，云雾杳

冥。这些古槐看到了，喜欢热闹的张

掖人也看到了。

年少时，曾经在集市上看过马戏

团表演，表演者一会变出一朵花，一

会变出钞票，让我那年少的心绚烂，

单纯的头脑里刮起烈火，烈火燃烧得

我双手发抖，瞬间觉得自己变成了花

朵、鸽子或其他什么，上天入地……

尤其那个戴黑色礼帽，穿黑色礼服，

扎着红色领结，脚蹬一双特号的像一

艘小船的大皮鞋的表演者，忽然口中

喷出一团火，接着拉扯出彩带，花花

绿绿的彩带无休无止地吐出来，多么

神秘、有趣。虚幻、多变的魔术竟不

经意地种在我心里了，并且在生命年

轮里越来越清晰深刻。

站在广场上能看见大佛寺里的

古 槐 ，古 槐 也 能 看 见 广 场 。 广 场 不

大 ，一 群 白 鸽 、灰 鸽 飞 起 落 下 ，有 孩

子 在 投 喂 ，小 手 心 里 几 粒 玉 米 招 来

几 只 鸽 子 争 抢 ，鸽 子 尖 尖 的 喙 啄 得

手心痒，惹得孩子咯咯笑，也有啄疼

的，咧着嘴哭，泪珠儿倏忽就从瞳孔

里 滚 出 来 。 此 时 ，鸽 子 一 哄 而 散 飞

上 蓝 天 。 鸽 子 飞 不 高 ，绕 着 旧 年 木

塔盘旋，阳光里，翅膀一闪一闪像风

中抖动的树叶。

想来，深秋挂满树叶的古槐，金

黄、密集得像被颜料涂过，一群群鸟

雀，飞出飞进，似一枚枚石子击打着

树枝，树叶簌簌落下，静得像雪花，正

如古槐长出新叶，开出新花。

古槐吐露芽苞的速度很慢，整个

春天，你不会看见那紫红色的尖尖的

芽芽，古槐似乎忘了春天的节气，那

粗糙、布满裂纹的树身没有一点柔软

的意思，尤其年岁久远，总是一副苍

老的模样，总让春天来得那么缓慢。

其实，春天在古槐的枝条里，在干枯

的树皮下，古槐渴盼春天的激情也许

超出了杨柳。

抚摸古槐深深的裂纹时，就是抚

摸数百个春天留下的痕迹；抚摸古槐

深深的裂纹时，我感到数十个春天，

留在我心里和脸颊上的沟壑那么伤

感，又那么自然。没有哪个生命是轻

松的，都缀满孤独、焦虑和艰辛，而后

才能有光泽和滋味。

当古槐长满碎碎的绿叶时，穗状

的花序也开满枝头，此时，浓郁的花

香四溢，这些变化的发生都是静悄悄

的，都在春天里。

□ 许 实

看 见 古 槐

春夜，雪花温润着草木

血液把所有的能量

输送到叶片上

青绿的，鹅黄的

心形的，抑或尖角的

走过一场暴雪后

筋骨更具柔韧

我也是一片叶

打开门，飘了出去

不知不觉间，又被

故乡的春天拽回

出发

故城是最炽热的华章

在词与词之间

却留有大幅的空白

多情的星光点破迷津

期待一场大雪来临

夜色点亮万家灯火

照耀山路归来的人

皮影楼的窗棂前

亮起迷人的歌喉

山野寂静，似有春风路过

一条环江

流淌着古老的密语

飘雪的早晨，一行行脚印

由边城出发，抵达日出

人们趁着光阴，追赶春天

□ 孙鸿岐

春夜（外一首）

地处泾川县城附近的田家沟和

常 见 的 土 沟 基 本 上 没 有 多 大 的 区

别。沟壑是陇东最常见的地形。和

黄土大塬上所有的沟壑一样，田家沟

的地貌因为雨水冲刷黄土自然形成，

时间一长，就有了这些形状各异的土

丘、土坡和淤地，当然也有土质坚硬

的泥土，远远看去就像拔地而起类似

南方石林的土柱子，名叫土箭，是黄

土高原上特有的地理景观。

田家沟的树，绝大多数都是自生

的，也有一部分是绿化造林和开发景

区时栽的。所以，杨树、柳树、楸树、

槐树、榉树、桃杏树、梨树、核桃树，别

的地方有的树，田家沟全有，玉兰、野

牡丹、野刺玫、野丁香，别的地方没有

的，田家沟也有。在路边上，我们遇

见过几棵有年代的老树，估计和街道

上的左公柳是一个年龄。一个在林

子里转悠的老人说，要想知道沟里有

多少树木，你只要站在沟口上闻闻花

香、听听鸟鸣就知道了。

树多，走在沟里就有了几分原始

森林的感觉。在田家沟转悠，走多长

时间好像都不觉得累。早晚在林子

里走的人，大多是讲究养生和锻炼的

勤快人，一天两趟，跑上几次就成了

习惯。也有进沟里面提泉水的，田家

沟的水是经过草木和砂石过滤的，不

用净化，提回家里就能直接饮用。

养蜂人是沟里最稳定的住户，杏

花 、桃 花 、梨 花 、苹 果 花 、油 菜 花 、槐

花、狼牙花、菊花……蜜蜂们可以在

沟里采上七八个月时间的蜜，来田家

沟的人也能因此吃到上好的蜂蜜，因

为甜得实在，酿得放心。

花草之外，平整阔绰的水塘是田

家沟的又一景观。因为坝宽水清，巷

树成荫，田家沟的水塘吸引了很多喜

欢钓鱼的人。坝里坝外，平地山坡，

只 要 有 合 适 的 地 方 ，就 有 钓 鱼 的 人

们。来田家沟钓鱼的人，不仅装备了

得 ，下 钩 、抛 竿 、沉 浮 、提 竿 ，气 定 神

闲，举手投足，一副高手才有的状态。

田家沟的洋槐花，还没有见到树，

香味就先飘过来了，走到树下，揪上一

串，丢进嘴里一嚼，青草和花瓣组合的

味道当下就出来了。除此之外，蒲公

英、榆钱钱、辣椒椒、金棒棒、野葱、小

蒜、甘草根，全都是小时候吃过的东

西，一口就能吃出当年的感觉来。

随着环境的改善，来田家沟安家

筑巢的动物们也越来越多。前几年，

就有白鹭、苍鹭、鸳鸯、黑鹳、池鹭等

鸟类入住泾河生态区的消息。在田

家沟，除了黄鼠狼、野兔、狍子、獾等

老住户之外，园林管理中心还饲养了

一些小动物，一对漂亮的狐狸，两只

可爱的麋鹿，一头羊驼，两只小浣熊，

见人就开屏的孔雀等。这些小动物，

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而且从

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整个园区的生态

平衡。

在 田 家 沟 ，不 管 是 散 步 、垂 钓 、

攀 援 、划 船 ，还 是 领 着 孩 子 们 认 花

草 、去 游 乐 园 喂 鹿 、骑 马 、逗 小 动 物

玩，或者喝茶、看书、想心事，干什么

都成，实在没有事可干，就往树下的

草 地 或 者 有 阳 光 的 山 坡 上 一 坐 ，发

呆 ，打 瞌 睡 ，晒 太 阳 ，都 是 一 种 难 得

的享受。一对恋人在池塘边上为他

们 即 将 举 行 的 婚 礼 拍 摄 照 片 ，头 顶

上的蓝天白云，脚下的花花草草，身

后 的 池 水 和 路 边 的 行 人 ，咋 穿 咋 漂

亮 ，咋 看 咋 顺 眼 。 几 个 孩 子 坐 在 树

下 比 赛 朗 诵 诗 词 ，一 个 说 ：“ 阶 下 青

苔 与 红 树 ，雨 中 寥 落 月 中 愁 。”一 个

说 ：“ 曾 省 惊 眠 闻 雨 过 ，不 知 迷 路 为

花 开 。”原 来 ，他 们 说 的 都 是 李 商 隐

的诗。

以前来田家沟，来去匆匆。这一

次，我们一行在这里整整住了三天两

晚。人走了，心还在那儿留着。这话

是给田家沟说的！

□
付
兴
奎

田
家
沟
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