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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华山者，上古归西垂，隋唐属汉源。其
北壑峪相连，道通祁山；其南漾水湍濑，北入
西汉。山北仰视，奇峰拔地而起，如万丈石圭
上挂云霓；青石迎面耸立，叹高翔飞鸟难以
栖息。

盘桓来至山南，顺登山细径，至于对面。
下为深壑，一线之径迢递；两侧如削，行者不
敢下视。过天桥，缘阶而上，仰织女之容；至
山巅，千年古刹，为玄武之宫。或问何以奉玄
武？曰北方玄武，治有七星，牵牛、织女在其
中也。徐步后院，又设王母之供，盖天宫仙
姝，王母统管，天仙织女本其孙也。山曰云华
者，天孙高翘织机之投影；一线天桥也，云锦
天华侧斜之所映。山顶之上，日可见牵牛耕田
遗迹，夜可闻织女投梭幽声。织女者，秦人始
祖，《史记·秦本纪》有载；牵牛也，周族太
尊，《海经·海内经》可证。汉水泱泱，天汉
有称；天汉熠熠，天水得名。陇南天水，多秦
先民田猎之地；陇东沃土，尽周远祖农耕田
塍。周秦交融，牛女传说成形；相隔汉水，情
节见于《诗经》。“汉有伊女，不可求思”，

《周南·汉广》之句；“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秦风·蒹葭》旧文，只因仙凡有别，
怅惘无以问讯；男女睽违，迂回难睹其容。古
诗叙说简略，云华故迹可寻。

立于山顶，纵目南睇。嶙峋青峰，蜿蜒绿
水，岂止风光如画，实亦传说有自。左有野鹊
湾，七夕夜常喜鹊群聚，以上天搭桥；右有麻
子坡，麻姐姐曾种麻纺线，教人作织。左前大
草滩、青草湾，绿草如茵，牛郎割草摘菜于
此；右前卧牛滩、卧牛嘴，杨柳飘扬，神牛牧
养葬体之处。再前牛家大地，一片肥沃良田，
此岂凭空而至？其西老牛祠庙，至今香火旺
盛，亦非无由而立。举首骋目，远见一片青
山，山南有庄牛家窑，牛郎织女古之居所；叩
问乡民，今已砖楼栉比，读书之声伴轻歌，耆
老稚子相与同乐。山崖之下，废窑两孔；天地
巨变，旧影无多也。

闻传说而联想，看胜景则神飞。织女峰屹立
左前，牛郎峰远呈崔巍。玻璃栈道依山盘旋，行
于上如踩鹊背；云华廊亭白云飘荡，俯视时似近
紫微。骋目向南，漾水碧澄，过县城而北流；侧首

西顾，西汉清冽，经祁山而相汇。漾汉所经，皆重
七夕节俗；陇南天水，多兴乞巧之会。村社为点，
供织女之造像，点香蜡而叩拜；及笄之女，着新
妆以歌舞，随心愿而亮彩。灯下投芽，祈有心灵
手巧之喜兆；牵手齐唱，懂得勤劳致富之规则。

呜呼！登云华以遐想，数千年历史豁然开
朗；沿漾水而一游，乞巧节民俗岂能遗忘！继
周之礼仪，中华文化未曾中断；承秦之法制，
祖国一统无比坚强。乞巧增妇女能力与智慧，
成忠贞爱情之风尚。推动社会发展，张扬优良
传统，云华山亦一标志，可不一游乎？

注：
一、上古时西汉水与东汉水为一条水，后

因地震中断。秦人居于其上游，以漾水为其
上源。

二、《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
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
业。”（大业为秦人第一个男性祖先）。

三、《山海经·海经·海内经》：“稷之
孙曰叔均，始作牛耕。”

云华山赋
□ 赵逵夫

车过陇南

秋日过陇南，逶迤大川中。

山高云欲躲，沟深蝉怯鸣。

稼禾缘坡绿，桥隧共孪生。

莫道行路难，车龙正梭行。

访坪垭藏族乡

藏乡逢盛世，九村蝶莲花。

浴火涅槃处，同心铸中华。

万象洞

神鬼齐努力，悄然营仙宫。

世间万千象，尽收一洞中。

明月不可寻，寒雨苦缠绵。
人间祈玉轮，倥偬又一年。
吟啸荻芦洲，秋池对老莲。
岸柳禽鸟稀，谷薯在野田。
白露凋黄叶，晚菊实堪怜。

江湖愁风雨，忧伤若逝川。
挥麈扫层云，天镜九霄悬。
九州沐清辉，何处有上仙？
徘徊不忍去，怅然望峰巅。
归斟村舍酒，梨枣盈家筵。

过陇南
□ 陈宝华

陇南山区

八月迎嘉宾，炎炎赤火中。

天蓝云懒起，树密鸟轻鸣。

橄榄枝头笑，花椒傍叶生。

谁言蜀道难，桥隧洞穿行。

访坪垭藏族乡

村头献哈达，九寨聚莲花。

高铁江边过，群山舞乐华。

万象洞

琼楼浮大海，玉宇进天宫。

尘世众生物，幽然万象中。

和陈宝华

先生《过陇南》
□ 高天佑

甲辰仲秋
□ 焦玉洁

诗词二首
□ 文 川

全国“娥嫚杯”广场舞
邀请赛开赛官鹅沟

客满宕昌沟，赛开羌国秋。
官鹅歌盛世，莺燕舞风流。
哈达迎宾远，归芪送客柔。
同来此佳地，共上一层楼。

一剪梅·娥嫚
全网流行歌舞欢，火了娥嫚，热了

陇南。娥嫚本是宕昌源，处处青山，个
个柔贤。

文旅交融红遍天，文化多元，景色
无边。官鹅湖畔藏歌喧，旦布声绵，舞
步飞旋。

故乡的青皮核桃
□ 王 骁

眼下正值秋天，一场秋雨过后，凉风
徐徐吹来，思绪纷飞万千，我的心头萦绕
起缕缕乡愁，叫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乡
童年的秋天。

那时候故乡的山上山下、沟沟坎坎、
田间地头，生长着高高矮矮的核桃树，枝
上结满了乒乓球般大小的青皮核桃。那圆
圆的青色的果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美食
稀少的年代，的确诱惑着视觉饥饿的孩子
们的味蕾。

青皮核桃要到七夕之后才好吃。小时
候听老人们说，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小
鬼背上油笼，给核桃逐个灌油，之后核桃
就成熟了，吃起来才香。现在想，这个
“小鬼”也许就是节令吧，好比果木成熟
的“火候”，是需要由时间、温度等诸多
因素来确定呢。

在故乡，在那个时段，我曾有过吃青
皮核桃的经历，在放羊或打猪草的时候，
随身带一个粗铁钉弯曲砸扁后磨制而成的
“剜刀”。走到核桃树下，一看四周没
人，便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瞄准树上的核
桃使劲一扔，石头落地，就会落下两三个
青皮核桃。我跑过去拾起放在背篓里，然
后到一个隐蔽处，将“剜刀”扎进核桃尾
部的缝隙里，顺时针一转，一枚青皮核桃
就被剖成两半，粉白鲜嫩的核桃仁就露了
出来，再将“剜刀”顺着内壳推转一圈，

一半核桃仁就落入掌中。新鲜的核桃仁真
是人间美味、乡间珍品，那脆甜浓香的味
道令人馋涎欲滴，食之难忘。

人世间任何诱惑都有它难堪的一面，
吃青皮核桃也不例外。鲜核桃外面的一层
青皮碱性大，且刺破后汁液四溢，染在手
上或者染在衣服上，很难清除掉，甚至用
村头老皂角树上的皂角、小河里的沙石一
起揉搓都洗不掉。我的拇指与食指间的凹
处，被青皮的汁液浸染得黝黑，衣服上也
落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

要命的是这时候学校开学，老师要检
查学生们的手，若发现谁的手是黑色的，
一定要写检查说清楚吃青皮核桃的过程和
数量。核桃树是集体的，染黑的手却是自
己的，说不清楚，只好如实交代，让老师
在全班点名批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学生们的检讨要做，来年的秋天孩子们照
吃不误。

我觉得“吃”在童年的记忆里尤其深刻，
甚至在成年后激发人的灵感，许多作家写童
年妙趣横生，相当多的笔墨都与吃有关。

核桃仁包裹在坚硬的核桃壳中，形状
像极了一个人精缩的大脑，因此坊间亦有
吃核桃补脑的说法。前些年有句广告词就
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在我看来，
新鲜的核桃仁才是佳品，嚼起来更香，吃下
去更富营养。

夜色与湖（组诗）

□ 雷爱红

夜行

山路像一段纤绳

勒紧夜色

弯道，如同对时间忏悔的发条

在秋风中越拉越紧

我们在夜色中穿行，琢磨

辨识迎面而来的急促和反复

在一张地图上添加

钟爱之事，正通往黎明

像许多车辆赶往停车场

等待一次起竿、放行

一场山中的酒会

围坐于空旷的自己

像风搬运浮云一般

倏然消失，哪怕是一小会儿

我们将要抵达追逐

去湖心岛

湖水荡漾着

相逢的心也随之轻颤

鱼尾细密，游弋在面颊

湖心岛，恰如一只眼睛

被天空凝望

和云影结伴

借浮桥曲折步量、捕捉

彼时，心中暗自计较

与流水相似的事物

倏地，年轻的风向身边鲜红的果实

发出欣喜、猜疑和试探

友人在我手心写：楮实子

我反复询问字形

我说，是构树的果实

她年轻的名字是构桃

是这个名字，使我们来到岛上

珍珠梅

白色的珍珠梅什么时候开放

我是循着她而来

九月的风，一直在为我的驰骋让行

风刮擦着眼睛

来不及转身

青春已飞跃万壑千山

人群中，我遇见一张久违的脸

像极了初中时代的法国梧桐

我曾朝阳般地走来

溪沟的白，山坡的白

闪烁着苍山、冰瀑和湖水

白得如同友谊，重逢

洁白的珍珠梅，在我的心头闪烁

我是循着她而来

村庄见

村庄层层叠叠的石头

生出了一棵迎客树

苹果还是老味道

果香雕刻着风雨阳光的星云

喜欢它的人，有同样执拗的脾气

身着艳服的长辫子老人在河边洗衣

端着木盆，踩过卵石

就是一幅往事

拦河坝澎湃着洁白的水花

晒经石随季节涨落

桥面上用智慧和体力竞技的年轻人

正像老村的河水

在和岁月较劲、嬉戏

岸上，站满了围观的人

去看梅

去看梅。正赶上春风

用飘零的红

来显现内心的低啸

花瓣簌簌，像是解开一种

桎梏的美

看着这样的场景

必须得忍着，风带来的回声

在内心翻飞。飞雨中

每一片放松的花瓣

卸下的自由

都足以使坚硬的人

开始变软

古宅

宅子坐在河边

迎我进去

风也挤进去

在照壁上碰来碰去

青石、瓦片和草茎

像一尾尾鱼，游进罅隙

山茱萸在院前举起金枝

桃花恰时冒过屋脊

她们还记得窗棂和门楣上

沉睡的油彩

被溪水喊醒时

我已在天井

与刻石四目相对

在楼上，我依然说不出话来

但有那么一两行字

早已嵌入木雕的行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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