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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乡村

岁月 如歌

□ 胡巨勇

眉飞色舞的是柳
与春风拉拉扯扯
恣情盛放的是花
抒写四月的浓墨重彩
飞鸟驮着的蓝天
空旷澄澈
被麦地围剿的溪流
思想早已解放
潺潺的脚步刷新着远方

恬淡的阳光抚摸村庄的沧桑
青砖黛瓦的沉默、炊烟的招摇
以及风打包过来的犬吠
泊在时光深处
有鸟鸣从头顶跌落
不经意间，它
溅湿的是扶犁老人的吆喝
擦亮的是这幅春天写意图的主题

布谷的心事
贯穿时间，铺陈大地
南坡点播希望
北洼栽插梦想
点点意境，拔节
耕牛蹄印里农事的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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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萱帷春去早

□ 唐振良

诗林 漫步

□ 王志彦

苏轼与太行山
□ 江雪

王家峪（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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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家、诗人王广元

王广元生长在农村，种过地、参过军，当过工
人、搞过文艺，多样的环境、复杂的经历，使他在文
学之路上快速成长。20 世纪 80 年代他成为《漳河
水》主编，先后主办了《清风》等刊物，就任市文联
副主席。《漳河水》当时是上党地区影响很大的文
化刊物，担任这样知名刊物的主编，充分展现了他
的才华。

王广元的作品很丰富，头衔也很多。他是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从事创
作多年，作品有《蚂蚁过河》《燕子低飞》《布谷叫
天》《狼走雪野》《失眠》《承认》《穿线》《不怕》《大山
父亲》等。其中《周末舞会》《处女作》《开会》等多
篇作品曾荣获全国各种大奖，省市一级的奖项就
更多了。

王广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我看过
他的一些作品，无论是诗歌韵文散文小说，还是序
言书评之类的文章都别具一格，充满了浓浓的地
域风情，散发出淡淡的泥土芬芳。他的写作技巧

娴熟、构思独特、文字清秀、语言美妙。有的字字
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幽默风趣，给人以趣
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
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阅读他的文章总能带
来一种美的享受和心理满足，称他为“文元”一点
也不过分。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代表作《蚂蚁过河》。单
从题目上，就显示出作者的构思巧妙，其中蕴含的
力量，更是体现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这种精
神处处彰显出他的自信和坚强。没认识他之前，
就有人给我讲过，王广元在长治工作，每次回老
家都是步行。他的老家距长治 60 多里，每走一次
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后来我到长治，发现他上下
班也是步行。当时他住在市区东环路一带，离他
办公的地委大院少说也有三四里地。直到现在退
休多年，他仍然坚持步行。最近一次在金威大酒
店聚会，离他家 8 公里，他数着时间步行，一分不
差走了1小时50分钟。王广元徒步在当地非常出
名，被人称作“步行侠”，量身定制，形象逼真。步
行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健体养心，也许他的作品灵

感和构思就是在走路中形成的，真乃一举多得、两
全其美。

还说《蚂蚁过河》。从字面上讲，他一定走过
很多河。从老家的十里河到长治人民的母亲河浊
漳河，再到山西人民的母亲河汾河，以及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黄河、长江。他走出家乡、走出上党、走
向全国，走向祖国最南端。他在深圳，每天约稿不
断，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他走到海南，
海口市政府派出专人陪同下乡采访，为当地写书
立传、办刊物，特别受欢迎。名人效应，使他每到
一个地方，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笔墨之事总是伴
随着他。“能者多劳”，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广元脚板底下出文章，用脚步丈量人生，他
几乎跑遍了祖国大地，特别是对家乡这片热土，充
满了无限的眷恋和热爱。尤其是退休以后，经常
看见他出入家乡各种场合的身影。他写家乡《壶
关赋》，辞藻华美大气、纵横捭阖、散韵相间、描写
工丽。从古到今，从事到人，应书尽书，浑然一
体。它融文学、审美、思想于一体，成为书写壶关
的经典诗篇。他到太行山大峡谷，作《壶关大峡谷

记》，写得气势恢宏、雄奇壮丽、意境深邃，并且被
刻在石头上，摆在显要位置，成为大峡谷观光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王广元知识渊博。他读过很多书，古今中外，
人文地理，涉猎很广。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可以
说是过目不忘。20 世纪 70 年代壶关县龙泉镇大
山南村有个非常有名的新华社记者贾福和，饱读
诗书。有一次，我到他家，看到书橱里有一本《太
原市中学生作文选》，第一篇就是贾福和写的。那
时，我在县委通讯组工作，他每次回县探亲，我都
紧紧跟在他后面，学了不少知识。退休后我又遇
到“第二个贾福和”——王广元，每次聚会我都想
办法靠近他。他滔滔不绝、谈天说地、说古道今，
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学习班听课一样，插不进话去，
却十分享受。

写到最后，总结一句话：王广元是一本厚厚的
书，耐看耐读、耐人寻味。本人只是断断续续地读
了一些，感受也不是很深，听闻他的大作“文集”即
将出版，届时一定要好好阅读，从文字中再次感受
他的风采和力量。

壶邑故里一“文元”

□ 牛建忠

一

“上党从来天下脊”。仰望太行山时，便会有人
骄傲地拎出这句词，以佐证太行山之高伟。

“姑苏城外寒山寺”，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
夜泊》捧红了寒山寺，而“上党从来天下脊”，也成了
古老上党、如今长治人宣传长治的必选口头禅。

这句词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所写的《浣
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影响了中国文学八
百多年的苏轼，描述太行山高万仞为“天下脊”，精
炼而准确。

那年，梅庭老即将北行到与宋辽边界不远的
上党做学官，前去与苏轼辞行，三杯两盏之后，两
人打开话匣。梅庭老述说着北上艰难，诉说着北
方寒凉，述说着不被重用的苦闷，诉说着北方物产
的贫瘠。

在交通不发达的北宋时期，上党这座太行山上
的古城，对于身处江浙富庶之地的梅庭老来说，实属
望而却步的苦寒之地。说一千道一万，他不愿赴任。

看着眼前的梅庭老忧心忡忡，苏轼摇摇头，起
身写下这首《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门外
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
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
鲁连书。

当东风吹落春雪，雪花飘飘洒洒落在先生您的
衣襟上时，您一定会站在太行山的山头眺望遥远的
故乡。离家为官，想家是必然的。但既然为官，就
要想着为国效力，不要像战国齐人冯谖做孟尝君食
客时那样，生活清苦便弹剑而歌：“长铗归来乎，食
无鱼”，抱怨生活艰苦、待遇差。

苏轼用词安慰梅庭老：上党地势险要，历来被
称天下之脊，那里历史底蕴很深厚。先生你志向远
大，一向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朝廷既然让先生做学
官（管理地方教育），论官职的确小了些。你有才
华，我们又身处盛世，虽然无法建立像鲁仲连那样
的功业，但做好平凡的事业同样很有意义啊！

苏轼用鲁仲连的事情来劝慰梅庭老，一则是对
鲁仲连人品的崇敬，劝梅庭老为官就要像鲁仲连那
样，不把建功立业作为谋求个人富贵之路，而要有

勇于为国分忧的精神；二则大约是想告诉梅庭老，
他即将赴任的上党，并非贫瘠苦寒之地，恰是战国
时期群雄觊觎之处。秦设三十六郡，其中便有取

“与天为党”之意“上党”的上党郡，但“上党”之称，
并非始于秦。《韩非子》记载，晋平公时（公元前 557
年-532年），“解狐举邢伯柳为上党守……”可见此
时，上党已然是一方城市，且已有“上党”之称。
韩、赵、魏三家分晋，上党地区亦被三分，这里成为
韩、赵、魏三国军事对峙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北宋时期，大同为国家边境，太行之巅的上党地区
为屯兵重地，所以大唐时龙兴之地“隆德府”“潞
州”，在北宋被称过“昭义军”“大都督府”“昭德军”

“威胜军”等名字。
大文豪苏轼送别梅庭老时，太行山还仅存在于

他读过的典籍中，太行山之高之雄之奇之伟，他并
未见识。

不是被贬便是在被贬路上的苏轼，一生走了大
半个中国。从家乡眉州出发，先到汴京走上仕途，
之后分别到过杭州、密州（山东潍坊诸城市）、徐
州、湖州、汝州（河南平顶山下属县级市）、常州（江
苏省）、登州（山东烟台蓬莱区）、颍州（安徽阜阳）、
扬州、定州、惠州、儋州（今海南）任职。

从苏轼的行程足迹看，他认识梅庭老，多半是
在被贬定州之前的杭州、湖州、扬州等地为官时。
在到定州任职之前，苏轼尚无缘太行山。

二

在苏轼心里，太行山挺拔高峻、气势雄浑，堪称
高山之脊梁。苏轼对太行山还是非常向往的。

向往太行山的苏轼到过太行山吗？
苏轼亲笔手书的《东坡志林》记载有这样一个故

事。元祐三年（1088 年）九月七日，共城（今河南辉
县）来的朋友柳仲举给苏轼送来一些新鲜大米。苏
轼吃过，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这米果然好吃！”柳
仲举一听，笑着说：“太行山上何止大米好吃啊，太行
山风光雄奇，到处有瀑布，到处有清凌凌的泉水，那
才叫个好哩。”柳仲举口若悬河对太行山一通夸赞，
苏轼也听得尽兴。最后，柳仲举建议：“子瞻兄不如
迁家太行山，与我比邻而居，岂不快哉！”

柳仲举的一番话打动了苏轼。至此，他对太行
山心心念念，心向往之。那天晚上，苏轼写下一篇

《太行卜居》：“柳仲举自共城（今河南辉县）来，抟
大官米作饭食我，且言百泉之奇胜，劝我卜邻。此
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1088 年）九月

七日，东坡居士书。”
苏轼为什么会心心念念隐居太行山？
元丰二年（1079 年），43 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

州后，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被新党断章取
义，以“衔怨怀怒”“指斥乘舆”等罪名逮捕，这就是
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坐牢 103 天的苏轼差点
被砍头，幸亏北宋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加上弟弟
苏辙舍官相救，苏轼躲过一劫，被贬黄州，受尽煎
熬。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
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从
登州（蓬莱）调回中央的苏轼因受高太后青睐，本来
一路青云直上，还做了礼部贡举，可谓春风得意，但
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他看到旧党势力拼命压制王安
石集团的人物，尽废新法，于是对旧党暴露出的腐
败现象进行抨击。这下他又得罪了旧党。

苏轼就是这时候见到柳仲举的。背负着新旧
两党的苛责，苏轼萌生了退隐卜居的想法，希望逍
遥世间，所以他在“日记”中写下：“心飘然已在太
行之麓。”

苏轼到底还是与太行山有缘，定州之贬，让他
有生之年，看到了太行山。

1093 年，56 岁的苏轼在扬州干了一年多时间，
便被调到河北定州担任知州——欣赏苏轼对他包
容的高太后病逝，苏轼失去了庇护。所以，他从“阳
春三月下扬州”的繁华之地，携家带口，一路北上，
来到定州。定州归河北省保定管辖，为县级市。最
主要的，定州位于太行山东麓。

定州为官，似乎只为圆他见到太行山的梦想。
他在太行山生活的时间太短了。定州之后，受当朝
宰相章惇的打压，苏轼遭到了他生命中最为偏远的
贬谪：先是惠州，接着便是任琼州别驾，在儋州昌化
军安置。

苏轼一路颠沛流离地从扬州赶到定州，没过几
天安生日子，又不得不沿着太行山东麓脚下的古道，
带着一家人、拿着朝廷公文，颠颠地奔赴惠州而去。

北往、南去，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太行山，我仿
佛看到那位年近花甲之年的文豪，擦着烈日下滚落
的汗珠，嘴里吟咏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
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大步向前……

八百多年过去，他成了一座令后辈仰望的文学
高峰！

望云思亲，悲怀九重。
母亲 1932 年出生于黎城西井王家窑

村。居家大山，世代农耕。晨昏劳作，家境
寒微。

母亲善良淳朴，生于苦寒之家，养成了
勤劳节俭之美德。家中居长，甘于奉献；纺
线织布，缝补浆洗；躬耕稼穑，除草挽秧。
虽身为女子，却巾帼不让须眉。

母亲生育四男三女。养子育女，含辛
茹苦；忍饥挨饿，糊口养家；昼劳夜织，呕心
沥血，任劳任怨。

父亲值守案牍，公务繁忙，家中营生全
由母亲主担，侍奉公婆，一日三餐，嘘寒问
暖，无微不至。姑表叔侄，爱护如珍，时常
关爱体恤。母亲以羸弱之躯与父亲支撑起
全家。

改革开放，为兴家业，母亲不畏劳苦，
精耕业务，从不懈怠。曾几何时，母亲忙
完工作忙家务，晴日一身尘，雨天一身泥，
夏顶烈日晒，冬受寒风吹。时和岁稔，本
该颐养天年，享福人伦，然父亲早逝，母亲
孑然之间仍操心于子孙成长。

母亲育子女之难非常人所能想象，其
盼子女成龙成凤之情，感人肺腑。一顿无
盐能食，一季缺衣能过，然为儿女之急，虽
自身省吃俭用，却从未犹豫。回眸之间，母
亲育儿女之情之景，怎不叫人泪流满面。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然儿女又有多少回馈
可报母爱一二。

纵观母亲一生，懿德高范，清素朴雅，
行慈厚德，和睦四邻，一生和善，宽以待人，
赢得四方赞誉。邻里之间，红白喜事，主动
帮衬，不辞辛劳；亲朋好友，谁家有难，及时
看望，唯恐不周。襄黎垂首，仁心厚重，尽
把深情留梓里。漳江哀咽，慈竹风凄，犹将
懿德感后人。

母亲不怕困难、乐观向上的精神，宽厚
待人、怜贫行善的品格，相夫教子、治家严
谨的家风，是儿女立身处世的榜样，更是一
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随感 点滴

□ 霍联忠

这是春

千千万万种声音中

一种沸腾的旋律

我在想，渴望住一间棚屋

搭在高山上

任风左右吹动

像一座竹楼

立体地感受春的爱抚

或者，在平野上造一处寓所

最好是黄河岸边

体味春的漫漫大潮

有时，我又想

将小屋建在一个低谷中

更温暖适宜

春风中诸多灵性的元素

在此沉积

春的无限暖意

在此聚集

我便可以尽情地

体味春天，感悟蓬勃

心灵 吟唱

红星杨
一个人，把自己的信仰
埋在一棵杨树的根部
他一定深深爱着这世间的
花开与流淌

他在大地的心窝掘开幸福的
源头，闪闪的红星
就照亮了中国

一棵杨树，把五角形的
一团火，隐藏在自己的身体里
它一定预知到黎明到来前
必有一场暴风雪

它要粗壮、向上，成为
参天巨柱，它要带着群星
一起飞
没有信仰的事物
是不可信的

当一棵杨树
守住内心的光芒，再艰难的
岁月，仰望过它的人
都有了绷紧弓弦的力量

红色故居
一孔窑洞
伸出丁香的枝丫
一座院落，成为一个梦想的
巨大摇篮

几盏灯火
在悬空的事物之上，绘出了
春天最初的蓝本

徘徊的旋律
得到太行山的领唱
再阴暗的时刻
老屋都是透明的
在王家峪
这些土里土气的红色故居
依旧保留着最朴素的
简单叙述与不可命名的
某种启示

武乡小米
有必要
与一粒武乡小米推杯换盏
有必要从谷子地里
扶起故乡，重温一些小米
滋养八路军伤员的旧事

一株谷子的脖颈上
究竟能驮动多少红色故事
究竟能酿制多少老酒
抵御多大的薄凉

风吹米香
一粒谷子就是一丁点阳光
广袤的粮田还在发育
手握谷种的人
像一只大鸟，抬高了天空

是谁点亮了粮食的灯盏
让大地内心盈满如月
山水澎湃

在武乡
没有比谷子更加温暖的召唤
那饱满的谷穗
在秋后
总会朝着一个隐秘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