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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

白云珠 作

只有在精微的电子地图里

才能找到这个始终让我牵心的名字

现在，站在武城山顶远眺

我小小的家乡竟然如此辽阔

从朝阳、午阳或落日的眼中望过去

总有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景画

铺展在眼前热气腾腾的土地

这么美的地方只在梦中出现

散落在湾里峁上的村庄

安静得如同熟睡中的孩子

狭长的锁林沟和石墙沟

母亲的臂弯一样紧紧搂住它们

我想把武当乡浓缩成一个点

小心翼翼放到一张干净的白纸上

再把它放大数万倍

就会看到无限热爱着的祖国

三岔镇的黄昏

我们把车泊到一家餐馆门口时

夕阳正用金色的颜料

在三岔镇的画卷上精心描摹

沿街店铺陆续亮起了灯光

要是在若干年前

它们是作坊，杂货铺，客栈和骡马店

牵着马匹经过的人眼睛里堆满了

木材，药材，粮食，盐巴，绸缎和布匹

他们不是去中街背后城隍庙戏场

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

吃过羊肉面片后不约而同看向

刚建成不久的高速公路

也不会沿快速干道

在十余分钟内扑进县城的灯光

他们可能是一群过路的客商

在三岔驿客栈昏黄的油灯下吃饱

喝足后

趴上里间那盘热炕

吵闹，喧哗，说起这次出门

他们不知道，驿南不远处

一条叫漳河的河流

一刻不停，赶往他们出发时的方向

……

□ 景协民

眺望（外一首）

端午节的时候，朋友为我女儿

绣制了一对荷包，香气扑鼻，还说，

荷包内填充了地椒和苦豆，对身体

多有裨益。对于苦豆，我是了解的，

它常被撒在花卷的油面上，蒸出的

馍馍清香四溢。然而，对于地椒，却

是首次听闻。

“在我们村的河沟和山坡上，地

椒随处可见。”朋友一边展示着她拍

摄的视频，一边向我介绍，“它的花朵

呈紫色，香气浓郁，能飘散至百里之

外，因此又被称为百里香。它不仅是

香料，还是一味中药。”看着视频中那

一团团、一簇簇绽放的紫色小花，我

由衷地赞叹：“这花真是太美了！有

机会我们一定去采摘一些。”

七月初的一天，我们一大早从

靖远县城出发，半小时后抵达高湾

镇白崖村的分水河。我们走进了北

面的河沟，沿着主河沟前行，寻找着

地椒。沿途，各种野花竞相开放，白

的、黄的、蓝的、粉的，一团团、一片

片、一朵朵，清香淡雅。微风拂过，

花香沁人心脾。偶尔有一只鸟儿在

头顶鸣叫，划破了山谷的寂寥，更显

得空旷神秘、幽深莫测。

似 乎 有 一 股 独 特 的 香 气 在 空

气 中 弥 漫 ，惊 叹 之 声 骤 然 响 起 ，朋

友 指 向 一 簇 簇 紧 贴 着 泥 土 的 紫 色

小 花 ，欢 呼 道 ：“ 瞧 ，这 就 是 地 椒！”

我迫不及待地靠近，细细端详。没

想到在这沟壑的边缘，竟然能孕育

出如此美丽的百里香，这令我惊叹

不已。

“真香！”我小心翼翼地采摘着

地椒的直立枝和花朵，生怕触碰到

它脆弱的根部。朋友见状，笑着说：

“适当的采摘其实对地椒的生长更

为有利，如同剪去老枝，新的枝条会

随之萌发，来年才能更好地生长、开

花、结果。”

这里属于屈吴山的余脉，草木

繁茂，野花绽放，气候宜人。“您看这

开白花和黄花的是什么植物？”我指

着 地 椒 旁 边 的 两 株 细 草 向 朋 友 请

教。“是柴胡和桔梗。”“这山里还有

许多珍贵的植物，如青椒、黄芪、麻

黄、黄芩、甘草等。”“天哪！这里简

直是草药的宝库！”我惊叹道，情不

自禁地凑近那些小花朵，它们独特

的芬芳与地椒的香气交织在一起，

令人心醉神迷。

回到家后，我们将采摘的地椒

晾晒干燥，将叶片和花朵碾成碎末

储存起来。蒸馍馍、炝浆水、推炒面

时加入一些，香气浓郁。炖羊肉时

放 入 一 些 地 椒 ，那 香 味 更 是 一 绝 。

此外，将干枝点燃，可起到驱蚊的作

用。在民间，地椒还被用来治疗急

慢性肠炎，真可谓浑身是宝。

□ 王 渤

草木芬芳

书架上的一沓沓《甘肃日报》，散

发 出 微 微 的 墨 香 ，闻 着 这 熟 悉 的 味

道，我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

小时候，父亲在闲暇时总会拿出

他那一沓沓“宝贝疙瘩”仔细研读，那

一本本泛黄的报纸承载了父亲太多

的记忆，父亲喜欢读书、看报，其中就

有《甘肃日报》，多少年过去了，报纸

摞了一层又一层。

父亲总爱给我们讲报纸上的各

种新闻，有国内外时事、经济民生，也

有普通人励志奋进的故事……每当

我和弟弟在外边受了委屈或被别人

误会，寻找父亲安慰时，他总是不急

于评理，耐心地听我或弟弟诉说，等

我们心情平静后，他会从报纸文章中

提炼处理人际关系的“钥匙”，让我们

细细品味。伴随年龄的增长，我也逐

渐明白了，一切终会伴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释然。小时候不懂父亲为何对

《甘肃日报》感情深厚，长大后，渐渐

明白，这份报纸就像家中的一员，陪

伴着父亲从年轻到年迈，见证了一个

家庭从清贫到丰衣足食，也见证了一

座小城实现小康的巨变。

父亲曾对我说，每到人生艰难时

刻，他总是拿出珍藏的《甘肃日报》，

一遍又一遍看，重温一篇篇佳作。也

是从那时候开始，阅读成了我一生的

追求。

父亲常叮嘱我们，要爱读书，读

好书，读书是人生最好的陪伴，父亲

喜爱《甘肃日报》，耳濡目染之下，这

张 报 纸 对 我 也 有 特 殊 的 意 义 ，它 给

予了我面对困难不退缩的勇气。一

晃好多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孩子，我

也 像 父 亲 一 样 ，陪 她 一 起 品 读 一 张

报 纸 里 的 世 界 …… 是 的 ，阅 读 的 力

量 就 在 于 ，当 你 经 历 了 生 活 的 波 折

与 磨 炼 后 ，依 然 能 抬 头 仰 望 那 片 璀

璨的星空。

□ 周 维

墨香致远

村东口，几间青瓦红墙的整洁小

院里，母亲忙着烧灶蒸馍，父亲正在

喂猪杀鸡，屋檐上挂满了黄澄澄的玉

米、红彤彤的腊肉，就连大黄狗也在

拈花逗草，一派安逸舒适之景。

院 外 ，播 种 机 耕 耘 着 一 片 片 麦

田，小汽车一趟趟地运着百货，鸟儿

们也不闲着，结草衔环不知在报谁的

恩。路南边是热闹的集市，有人在石

桌上激情手谈，有人抱着娃娃去寻一

碗喷香的臊子面，更多的是摆着甘肃

特产的小摊，拐过集市，是乡村游乐

园，孩子们开上了小火车，大人们乘

凉树下……

这是庆阳镇原县的剪纸艺人李

会叶的作品《乡村新颜》中的场景。

剪纸是对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

裁剪、镂刻、透空等主要手段，描摹出

花草山水、鸟兽人物、神话传说、历史

故事，而现实生活场景亦是剪纸可选

的素材之一。

“ 生 女 子 ，要 巧 的 ，石 榴 牡 丹 冒

铰 的。”这 句 民 谣 响 彻 陇 东 ，庆 阳 女

子一把剪刀走天下，富了心，更富裕

了山村。剪纸有何用？位于陕甘宁

三 省 区 交 会 地 带 的 庆 阳 剪 纸 ，保 留

着先民的古朴遗风。无论是体现传

统 民 间 故 事 的《武 松 打 虎》《刘 海 戏

金 蟾》，还 是 反 映 传 统 民 俗 文 化 的

《狮子滚绣球》《吉兽图》等，或者是

简单的瓜果、麦穗等形象，人们把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剪纸予以表达

——用精湛的剪纸技艺绽放“花”样

人 生 ，用 丰 富 的 剪 纸 主 题 展 现 繁

“花”似锦的祖国河山。

2003 年，镇原县三岔镇的剪纸

艺人杨晓艳将家乡变化展示在两幅

剪纸上。《生命之花》表达的是农耕主

题 ，一 只 埋 头 苦 耕 的 老 黄 牛 栩 栩 如

生，深刻描画陇东人用勤劳的双手创

造美好生活。另一幅作品《母亲的心

愿》，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

当剪纸邂逅服装，会带来怎样的

怦然心动？当一张张红纸变身绮丽

华裳，会产生怎样的意外之喜？2024

年，一场名为“剪云裳”的庆阳剪纸服

装秀翩然“行走”于天水伏羲庙前，惊

艳了众人。最吸引人的是模特们身

上的那些衣裙，非绵非绸亦非丝，但

却如梦如幻似飞花，美得不可方物。

这是剪纸？没错，将传统文化元素与

时尚潮流接轨，让非遗传承焕发出新

的光彩。

一幅长 35 米的《丝路记忆·神奇

庆 阳》剪 纸 作 品 ，画 面 精 美、内 容 丰

富、主题深刻、人物众多，整幅作品用

一个个剪纸形象记录着七十多年来

陇东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

纸 上 人 家 烟 火 长 ，一 剪 一 刻 谱

新章。

□ 吴小芸

一剪一刻绽新彩

在这个月明如洗的秋夜

倚在南方城市的阁楼边

我望着北方天空的繁星

迎面而来的一阵阵北风

带着故乡秋日成熟的气息

那些高粱儿必定红了脸

那些玉米棒子长满了须

那荞麦花儿红遍田野

我的双亲正在这个时候

和家乡那些勤劳的乡亲

把白昼的影子拉长

饱含喜悦迈着忙乱的脚步

在田地里把希望收割

收苜蓿

镰刀下去，土屑飞起来

苜蓿和土地作最后的深情告别

眼泪化成了清晨的露珠

和朝阳一同炫彩夺目

汗滴滚下来，是晶莹的玉珠

透着欣喜的光芒

有风的日子唱清凉的歌

牛羊的背上沉甸甸的

那是勤劳收割者的收获

□ 胡全旺

风从故乡来（外一首）

远远地望去，那些高过泥土的庄稼

像大地上停泊的船只

停泊下来的，还有沙哑的号子

汗津津的掠影

月色中的蛙鸣、鸟雀

以及高过船舱的雨露、阳光与芬芳

岸边，等待它的人没有上船

整整一天，我只看见光亮的船舷边

一双沾满泥土和荒草的手

不断地向身后的空地上抛着金色

的浪花

□ 富永杰

大地光影

飒飒凌霄

举办《诗经·秦风》与秦文化研讨

会时，陪诸先生考察伏羲庙，人文始

祖寝殿后侧方，天水市博物馆门前，

几株凌霄开得正欢。

满枝数不清的花，一股脑儿从翠

叶 中 钻 出 来 ，张 开 红 中 嵌 黄 的 唢 呐

口，鼓胀得如小编钟一样的腹，把近

似圆锥形泼散开来的绿瀑，装扮成一

袭华美的袍。

细细一品，盛开的唢呐口内，雌

蕊花柱，如金针一枚，四根雄蕊，似金

丝卷曲，紧紧粘连在花腔之侧，橘黄

色的花托裂成五瓣，凌空高蹈明艳矫

健 ，一 派 英 姿 飒 爽 。 未 开 待 开 的 花

蕾，密密匝匝地挺着金瓜锤，颇有凛

凛威仪。

我 正 暗 暗 为 凌 霄 的 盛 开 叫 好 。

同行之人也不无惊叹：长得这么俊的

凌霄，还真是第一次见！

凌霄，本为紫葳科凌霄属攀援藤

本植物。天水南宅子里的一棵，深居

名门，树龄百年，气冲霄汉。天水古

城里的，披挂一身繁华，处园中顾盼

生辉，站墙角摇曳生姿。文化馆里的

两株，天真烂漫，一副文武兼备的儒

将气派。至于街巷院落，居家阳台或

花盆中的，均不择地，抖擞锦绣，氲香

如烟！

秦风尚武，礼乐比周。秦风在兹，

淋漓尽致。难怪，天水人喜欢凌霄。

悠悠荷韵

天水称“陇上江南”，古已有之。

范长江先生大笔一传，就广告全国了。

能把地理上的“陇上江南”和文

化意象上的“江南”二美集于一身的，

《诗 经·秦 风》里 的 天 水 ，有“ 蒹 葭 苍

苍 、白 露 为 霜 ”；天 水 湖 里 有 苍 苍 蒹

葭、悠悠荷韵。

纵贯东西的天水湖，把蓝天，白

云，红桥，高楼，月华，灯色，统统揣在

城 市 心 中 ，有 意 无 意 荡 漾 的 碧 波 纹

痕，溯洄从之，旖旎向浅水处，悸动半

亩方塘，摇曳几绺碧绿，摇醒荷花美

梦。那荷枝，擎起的叶子，顶着的花

骨朵儿，侧倾的小小莲蓬，凉风一来，

频频颔首，不胜娇羞。

睡眼惺忪的荷，或隐或显在蒹葭

侧，依稀妩媚，婉约恍惚，如游走的星

星点点，在蒹葭织成的绿幕上，忽明

忽 暗 。 灵 动 的 荷 花 音 符 ，柔 柔 软 软

的，曼曼妙妙的，为天水湖里的蒹葭

苍 苍 ，谱 开 序 曲 ，鸣 奏 和 弦 ，不 经 意

间，就流淌成整个夏天的天籁之音。

对天水人来说，夏夜里，只要肯

抬脚，一出门，就从荷花间，蒹葭上，

想到了所谓伊人。

款款牡丹

春节拜访师长，客厅里一盆洛阳

牡丹正艳。

看到我惊异的表情，师长颇为开

心，顺势拈出苏东坡的“对花无语花

应恨，只恐明年花不开”，打趣我一时

的语塞。

转念一想，诗贵新奇，花也贵新

鲜。文心相通的挚友，在节令、寿辰

等时点，要伸雅怀，要致美意，不乏出

奇制胜。魏晋名士访贤，可以乘雪而

来，远见故人灯光即返；宝玉要表心

意，直接就送黛玉两方旧帕子；师长

的洛阳亲友，心思更妙，聊寄一盆春

直抒胸臆。

一 枝 独 放 不 是 春 ，那 就 一 盆 。

意 犹 还 不 尽 ，那 就 来 南 山 牡 丹 园 。

或 者 ，沿 渭 河 、藉 河 、葫 芦 河 、西 汉

水 去 寻 访 ，凡 秦 风 牧 马 的 草 原 山

川 ，海 拔 稍 低 一 点 的 地 方 ，都 有 牡

丹 怒 放 。 只 不 过 ，等 洛 阳 牡 丹 谢 了

之 后 ，天 水 一 出 门 ，就 俱 是 看 花 人

了……

不大的客厅里，因了牡丹的独占

人间第一春，因着师长讲解牡丹开出

的文脉和绵远历史，我豁然开朗。难

怪，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谈秦文

化的物态、形态、神态，特别留意六合

同风的文化心理。这里边，朱圉山算

一脉，秦音秦声算一脉，乞巧风俗算

一脉，牡丹也应该算一脉，而且从唐

代开始脚注，至今依然。

□ 孙德虎

半城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