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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待放 司敏 摄

□ 韩会林

红色北村

□ 魏益君

七一颂（组诗）

诗林 漫步

太行 笔谈

生命的出走与回归

盛夏，山花烂漫

走进北村

就走进一段红色岁月

挺进华北，开赴太行

这是历史的选择

在这里，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

抗日的烽火熊熊点燃

党的声音传遍

山庄窝铺、铁路煤矿

在这里，军民大合唱响彻云天

大街小巷都有“八路”的故事

朱德总司令种南瓜

战士补衣还针线

挎包、土炕、机要室

那台发报机

红色电波通向延安

作战室里的地图

方桌、长凳、手枪

一件件实物

都是满满的记忆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

都披着昔日的硝烟

麻油灯下，将帅们运筹帷幄

八路军的雄师铁骑，威震敌胆

□ 杨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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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晋东南的长治，古称上党，不仅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更是上古神话的故乡。“女娲
补天”“神农尝草”“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
治 水 ”…… 这 里 的 神 话 不 仅 内 容 丰 富 ，分 布 密
集，传承有序，而且典籍众多，“在地化”突出，全
国罕见。

五一劳动节刚过，我和几个朋友就来到长治
市，调研平顺县上古神话，感受神话的现实存在
及其体现的民族精神。

车子刚刚进入平顺县境内，就见到了县招商
中心主任高薇薇。她对平顺的上古神话非常熟
悉，也非常自豪，寒暄了几句，就开始给我们讲

“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在别的地方大
多听过，现在到了她的嘴里，却别有一番情趣。
车子行驶在万山丛中，云雾缭绕，可以看到处处
新绿，让人心旷神怡。

高薇薇说，咱们先去侯壁村，看夏禹神祠，感
受一下老百姓对大禹的感情。我说，既然叫侯壁
村，村里姓侯的多吧？她说，这个村子实际上叫
候璧村，是战国时期人们迎候和氏璧的地方。当
年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氏璧就是从这里被送回赵
国的。山西真是历史悠久，哪一个村庄都有动人
的历史故事。

夏禹神祠位于侯壁村北边的一处高坡上，是
一处元代建筑，老百姓称作禹王庙。现存的建筑
是一座四合院，有山门、正殿、配殿。山门上建有
倒座戏台，上为戏楼，下为山门通道。站在庙前
往西北看，山峰壁立，浊漳河就在脚下。看着平
静的水面，真难以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建有禹
王庙。高薇薇说，过去浊漳河经常泛滥，两岸百
姓深受其害，传说大禹就曾在这里治水，老百姓
为了纪念大禹，祈求平安，才建了此庙。

离开侯壁村，西行 5 公里，就到了奥治村。浊
漳河向东流到奥治村时形成一个大湾，号称漳河
第一湾。因为传说大禹在这里治水，人们便称这
里叫大禹峡，并有大禹山、大禹庙、大禹行宫等

“遗迹”。《禹贡》里有大禹治水“覃怀厎绩，至于衡
漳 ”的 记 载 。 古 时 漳 水 横 流 入 黄 河 ，故 称“ 衡
漳”。《禹贡》的作者认为大禹治理过漳河，就是没
有 写 出 具 体 位 置 。 大 禹 的 父 亲 鲧 在 这 里 治 水
时，想疏通漳河向南流，没能成功，留下了“错錾
沟”（俗称错钻沟）。大禹接任后，疏通漳河向东
流，成功地治理了洪水。当地人坚信，奥治因上
古时期大禹治水得名。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
法是大禹的父亲鲧懊悔在这里治水失败，一种
说法是这里沟渠很深，奥是深奥的意思，大禹又
是在这里治理好了水患，所以叫“奥治”。据说唐
明皇李隆基、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等都曾称上党地
区为“奥区”。奥治村至今庙宇很多，最引人注目
的还是大禹庙。大禹庙又称水神庙，在老百姓心
目中，大禹就是水神，不但治水，还管水，保佑一
方平安。

从大禹庙出来，就到了错錾沟。这里其实是
一条峡谷，碧水悠悠，蜿蜒曲折，两岸赤壁耸立，
都是赤红色的花岗岩。陪同我们的太行水乡赤
壁悬流景区负责人于广介绍说，错錾沟长一千
米，水深处有二三十米。现在是枯水季节，水面
才这么平静。夏天波涛汹涌，水深能到三五十
米。他随后就给我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
水对他肯定有很深的影响。大禹的执着和担当，
已经成为他血液的一部分。

大禹治水真的到过这里吗？从《禹贡》“覃怀
厎绩，至于衡漳”的记载看，有可能。在古代典籍
和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里，西起青海，东到山东，
几乎所有大江大河，都有大禹治水的“痕迹”，孟
子甚至说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
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
平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1924 年地质学家丁文
江曾指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
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代的技术疏导长江都是
不可能的”，砥柱是因“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
石之中”，二者硬度不同，“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
而形成的，和大禹没有关系。倒是孔子在讲述大
禹的功绩时，说大禹“尽力乎沟洫”，还是比较符

合历史真实的。那时大禹率领先民们用骨制的、
木制的或石制的耜，再加上一些青铜生产工具，
开挖出一些大的排水沟渠已经很不容易。由于
大禹治水卓有成效，代代相传，大禹开掘沟洫便
被夸大成开掘江河，大禹也就从人变成了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个古
老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从古代两河流域
到地中海沿岸，从中国的大西南到南北美洲，所
有大洪水的传说都讲述着大体上一样的情景：
暴雨倾盆，江河泛滥，日月无光，洪水齐天，无边
无际的滔天巨浪淹没了平原，淹没了高山，淹没
了几乎所有的生物与人类文明。先秦文献中，
有很多大洪水的记载。如《尚书·尧典》记述尧
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吕氏春秋》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
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
皆灭之”。

中国的洪水传说，其特别之处在于中原的华
夏先民在洪水面前没有逃避，反而勇敢地组织起
来，治理洪水，代表人物就是大禹。翻看我国古
代文献，其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尚书》《礼记》

《史记》等 73 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夏）禹出
现的词频为 672 次，《汉书》及《汉书》注中，（夏）禹
出现 146 次，其内容涉及面很广，但数量最多的则
与治水相关。前些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
公盨上，有铭文 98 字，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由来、
治水方法和功绩，说明“大禹治水”在西周中期已
是人们相信的真实,而绝不是东周以后的学者杜
撰出来的。

神话是人类真实历史的折射，它以故事的形
式表现了古人对自然、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愿
望。由于长治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不但
创造了众多的神话，还把神话保留至今。长治神
话“在地化”突出，且有古籍、“遗迹”为证。平顺
县的“大禹治水”有《禹贡》为证，长子县的“精卫
填海”则有《山海经》加持。《山海经》上说：“发鸠
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
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

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
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
东流注于河。”发鸠山位于长子县城西 25 公里，至
今山上有精卫冢，山下有灵湫庙。这些“遗迹”，
虽然不能证明神话的真实存在，但它是老百姓心
目中的真实。于广给我们讲述“大禹治水”的故
事时，也讲到了“精卫填海”，这些神话故事都是
宝贵的精神财富。“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有相
同或相似的内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大禹治水”体现了人类征
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决心与勇气，展
现了以华夏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勇于面对自然
灾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大禹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
民族的文化符号。大禹其实是千千万万治水英
雄的代表。众所周知，20 世纪 60 年代，河南林县
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引漳入林，在太行山
腰修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但一般
人不知道的是，红旗渠的源头在平顺县侯壁。
红旗渠总干渠 70.6 公里，有 19.6 公里在平顺县境
内。此前，我只知道红旗渠是从山西引的水，并
不知道源头在平顺，更不知道平顺人做出了这
么大的奉献与牺牲。在平顺时，提到红旗渠，刘
林松县长给我们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我想，
这些修建红旗渠的人，不就是当代的大禹吗！
他们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用双手创造了新
的“神话”。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
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
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
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
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
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作为神
话之乡的长治，应该讲好红旗渠源头的故事，讲
好新时代的治水故事。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
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神 话 之 乡 寻 访 记
□ 侯仰军

心灵 吟唱

近来读了魏丽饶的两本散文集，一本是《从
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一本是《醒梦》。这一
读，顿时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肃然起敬。未曾
想到，散文新秀魏丽饶的两部散文之作，让我重
新感知了散文，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与
魅力。

如果说小说以虚构见长，诗歌以抒情为重，
戏剧以情节取胜，那么，散文当以生活的真实为
本。阅读魏丽饶的散文，深感其与个体生命、生
活的关联。她笔下的一切均来源于生活的真实
经历与体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自己的所经、
所历、所见、所闻、所忆、所感。自我置身于文本
之中，以一位亲历者、当事者、回忆者的身份娓
娓道来，倾吐而出，生活与生命的本真尽现笔
端，跃然纸上。她的三部散文作品《净土》《从一
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醒梦》排列在一起，就是
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轨迹。

她的大部分散文均取材于故乡——麻糊村，
一个蛰伏在太行山上的小山村，那是生她养她
的地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
早已镌刻进她的生命之中，成为她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原生素材。不必说《净土》，即使是她
的《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和新近出版的

《醒梦》，所有的篇幅都与她的故土原乡，与她的
生命根基血脉相连，她笔下的一切与她本人有
最直接的关联。我想，这当属她散文作品最为
动人的地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魏丽饶在她的《锁住麻糊村》
中这样写道：“我是从麻糊村的土地上长起来的

孩子，体内流淌着这片大地里携带的汁液，我身
体的经络定是与这里的水脉相承。十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村子，人走得越远，心离得越近。尽管
总是将骨子里的性情隐藏起来，以不同的方式
与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每时每刻都赤裸裸地展现着一个真我，那里冬
如荒漠、夏似绿洲。回归此地，我能感受到婴儿
般的喜悦与和平。”显然，在魏丽饶身上，呈现出
两种生命状态，一方面是身体的远离，另一方面
是精神的回归，而后者，则成为她生命的根基与
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

之于故乡，魏丽饶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认
同？她坦言道：“在麻糊村面前，我这一生都是
以跪拜的姿势存在着。跪拜赋予我生命的土
地。跪拜我的祖辈和父母，跪拜守护我长大的
乡邻，跪拜哺育我生长的庄稼草木，是这里的一
切，赐予我的最初。”显而易见，魏丽饶是以一种
感恩的姿态面向自己故乡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她感恩养她的土地，感恩滋养她文字的山川
万物，如此这般感念与跪拜之情，称其为太行山
的女儿并不为过。

她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记忆与怀旧，不如说

是一种回馈与感恩。她写生养她的父母，写童
年的玩伴，写山上的草木，写河里的鱼鸭，写家
乡那块黄土地上普通而又平凡的生命。她的笔
下，每一人、每一事、每一景、每一物，都是那样
难以忘怀，一往情深。虽虽、巧映、灵儿、三三、
枝枝姐、产霞、铁卯、舒平、喂牛大爹、景库校长，
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身影都会在静夜中复活，历
历在目，他们是那样真切，那样的活灵活现、那
样朴实善良、那样的可亲可敬。她与她们叙旧、
唠嗑，让他们活在她的文字中。源于一种真情，
魏丽饶作品中普遍葆有一种温情而美好的色
调。于她而言，写作也成为她纾解乡愁，了却心
愿的最好方式。

尽管魏丽饶的散文有着强烈的根土意识，故
乡情结，时不时流露出对家乡的偏爱，然而对于
城市与乡村，魏丽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是
一种真实的内心感受，或者说，只是一种修辞的
表达。对故乡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他乡的排
斥。关于这一点，她以自己真实的人生履历给
予了回答。从故乡到他乡，从北方到南方，从一
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她一步一步地拓展着生
活与生命的疆界。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一个一

味沉溺于过往走不出去的单纯怀乡者，她决然
有别于农耕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的固守本土
者，她开放豁达，有自己的志向追求，有到一个
更大的舞台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渴求，这无疑
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如她
所言，“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的过去，接受过去
的自己，才能更好地经营自己的未来。十多年
来，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昆山在我的心中是如
此不可或缺，山西似酒，越陈越香。江苏似茶
饭，一日不可无，只是我一直不肯承认罢了。”

如此直言不讳，撇开故土原乡情结，无论是早
年的昆山还是现今居住地上海，都是从一个故乡
到另一个故乡，只不过在生命辗转迁徙之中，酸
甜苦辣，得失成败，恍然若梦，梦醒之后，依然执
着前行。但也正是在生命世界的不断拓展中，
上天赐予了她更丰厚的生活阅历，更充沛的人
生感受，更富足的创作素材，单这方面而言，魏
丽饶的人生无疑是富饶而奢侈的。如此丰厚的
生活矿藏，相信她的创作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最后，还是回到散文的本体上来。有道是，
散文之美，美在真实，美在性情，美在随性，这也
是中华散文最可贵的品性。魏丽饶的散文除情
真意浓外，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这便是
她往往会在日常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哲理来。
思想生发理想，她的散文间或闪现出智慧的光
泽，如她在《醒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人生是
现实与理想之间一场求而不得的挣扎和跋涉，
岁月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盲盒，只有在拆开之后
才能看到它的内容。”诸如此类，提升了她散文
的品格，丰富了她作品的意境。

车轮滚滚

天路迢迢

铁流碾碎冰雪

给亘古荒原吹响号角

军旗挥舞军魂

为雪域高原送来温暖

青藏线、川藏线

新藏线、滇藏线

祖国的大动脉

一条条向前延伸

子弟兵高歌猛进

因为有你

共和国的脊梁

愈显坚挺

天路

□ 段国强

——读魏丽饶散文有感

围追、堵截

那飞舞的火星

弥漫的烟尘

敌人，就像狼群一样

一拨又一拨地嘶叫扑咬……

二万五千里征程

多少场血肉搏杀

倒下了，爬起来

血流尽，魂还在

翻越山脉穿过河流

夹金山

传说连鸟都飞不过去的雪山

那红色的生命

像杜鹃开放山巅

大渡河上，枪炮呼啸，惊涛裂岸

泸定桥那摇摇晃晃的铁索

永远呈现着

勇士们那不朽的身影

茫茫草地，草深地广

茂草下是无法预测的

沼泽泥潭

在这里，有拄杖前行的部队

有马背上驮着的伤员

饥饿、寒冷、伤病

前仆后继，英雄不畏艰难

攻克娄山关

占领遵义城

伟大的转折

迎来胜利的曙光

前进只为心中那个

崇高的信仰

这就是举世罕见的长征

这就是永垂史册的红军

重温长征
□ 韩会林

南湖红船
烟波浩渺的南湖

一艘红船静卧水面

它载着历史的重托

穿越岁月的风霜

将希望的火种孕育

船头破晓的霞光

照亮了黑暗的征途

你承载着信念

如烈火，熊熊燃烧

波涛轻抚船身

诉说着那过去的故事

那些勇敢的航程

那些无畏的战士

在你的庇护下

向着光明一往无前

西柏坡
群山环抱间,你静卧如石

历史的尘埃

也未曾掩盖你的光芒

风，轻拂着岁月

吹过那红色记忆

唤醒沉睡的往事

炊烟袅袅,村落安宁

西柏坡下,那些英勇的身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翠柏挺立，如战士般坚毅

守护着这片圣土

每一片叶子,都铭刻着誓言

潺潺河水讲述着过往

静谧中,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