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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太行天路

雄壮巍峨映眼帘，迂回天路似龙盘。
陡坡急拐迷人处，一派生机亦盎然。

虞美人·也来听雨

少年听雨阶台上，欣喜来歌唱。中年听
雨案台前，呕心沥血独自把文编。

老年听雨窗台后，花落花千秀。望亲思
子眼将穿，寂寞寒秋滴滴在心间。

浣溪沙·荷花

几缕朝阳几缕风，荷花朵朵映堤红。宛
如少女露娇容。

清逸含羞姿色美，淡然绽放径香浓。愿
为不老醉花翁。

鹧鸪天·夏雨

无际晴空烈日悬。阴沉灰暗顺臾间。
冲云闪电照千壑，穿耳惊雷越九川。

万雨落，百花残。山洪暴发两重天。无
常世事珍当下，切莫将身作笑言。

七律·思念

分袂鸳鸯事事难，只依屏幕影相连。
凝眉孤坐魂飞去，惊梦独思心挂牵。
酒绿浅茶留盛意，灯红深巷莫凋颜。
谁人都晓家中好，斜照清晖愁入眠。

七绝·赏万亩茶园

株株墨绿采摘园，老树新芽含嘴边。
昔日知青留往事，清醇普洱润心田。

七绝·游黄龙景区

绚丽风光染海螺，乳黄岩石映金波。
听得清脆泉声响，五彩池边笑语多。

七绝·石林

突兀林石傲长空，千回百转像迷宫。
奇形怪异任遐想，故事千年任尔听。

在太行山深处，有一个地方曾作
驿铺，后因其他原因，人们都断断续续
地移民走了，唯有姓谷的子弟留了下
来，所以那块儿土地有了一个美丽的
名字，叫谷恋铺。那日清晨，我带着故
事和文友一路向东，去追寻那个让人
期待的美丽村庄。

谷恋铺的绿色自然美让人联想到
生命的浪漫。如果说这是一个建在森
林里的村子，我想大概没人反驳。还
未到村子，便满眼都是绿色。我们沿
着绿海中那或明或暗的小路盘旋行
车，如同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一般。
有人说是天然氧吧，有人说是城市的
后花园，而当那些想象中的世界真实
的映入眼帘之时，却又不知该如何去
描绘。脑海中莫名出现了《山谷的思
念》这首歌——“满眼青青的绿，浮现
你甜甜的笑，我在遥远的南方，思念北
方的你……”，这旋律十分的应景，只
是南方的那个他可能不知道，北方的
这里也是松涛荡漾，绿海迷离！听本
村人说这里曾经并不是这般模样，眼
前的绿色是大规模的人造林，是人们

艰苦奋斗植树造林后的成果。想到曾
经的荒山秃岭成为如今的“绿水青
山”，禁不住感慨劳动人民的伟大！从
远处满山的墨绿到近处村庄的明绿，
我不知道是绿色装点了山村，还是山
村成就了绿色。总之，那浪漫的绿色
配上这充满思念的歌曲，让我的灵魂
飘逸了许多。

谷恋铺的古色淳朴美让人感叹岁
月的斑驳。这里有没有原住民，已经
无从知晓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说，
他们是林县移民的后代。在历史的长
河中，每逢中原兵荒马乱之际，便是百
姓四处逃难之时。为了寻找一块儿可
以平安栖身之所，他们向西边的太行
山进发，去大山深处寻找活路。几百
年来，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这里锻石
头，垒房屋，开荒地，建家园。把自己
的一切奉献在这里，甚至把灵魂也长
存到了这里。看吧！村子里到处都是
石头房。就地取材的石头在石匠师傅
的手里被打磨成一块块平整的建材，
然后再砌成房屋，随之也就安了家，扎
了根。谷恋铺，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就像蝶恋花一般的富有诗情画意。那
些移民而来的后代们在这里世代居
住，实现了生存保障，也拓宽了劳模精
神。只是社会的发展超过了预期，人
们不再担心“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生
活，年轻一代不甘终身守候于此，为了
梦想，他们选择了离开。虽不知明天
会怎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山水
和斑驳的石景房依旧会留在这里，保
存最真实的古色！

谷恋铺的本色生态美让人憧憬旅
行的韵味。近年来，人们的旅行不再
是简单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而更
多的是一种人生体验，去探寻旅途中
别样的感受和向往。谷恋铺以其独特
的原生态环境给久居闹市的人们带去
不一样的体验。来到这里，如同触摸
到缓慢的节奏和时间的静止。人们在
观山注水间劳动，人们在谈天说地中
生活。欢笑声回荡在山谷，田园风长
醉在高空。那是人们记忆中的童年生
活，也是人们感慨的乡愁寻梦。移民
在外的游子回到了父辈修建石屋的故
乡，五龙洞中的石碑上也记录着祖辈

们的虔诚信仰。游客来了，如同那个
误入桃花源的渔人看到了不一样的人
间烟火，我们也遇见了许多外地车辆
在此穿梭，他们或行走，或直播。想来
旅行总是相互的，山里人羡慕都市的
繁华和富裕，城里人羡慕大山的恬静
和自然。于是人们来来走走，走走来
来，循环着各自的梦想，好像追求着一
个旋转的方向。人们就在这份韵味中
行走着，感受着，生活着，也期盼着！

谷恋铺，留恋的不仅仅是谷姓人，
也有其他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过
去多久，这里依旧是山无言，水无语。
你走，我恋恋不舍地挥手目送，你来，
我默默无闻地付出所有！这里的绿
色，这里的古色，还有这里的本色，都
不由得让我想起村上一家民宿的墙上
所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
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
来谷恋铺”！

是的，我真的来了，带着音乐和心
情；我也将离开，带着收获和满足！谷
恋铺，你让我不虚度此行，也让我多次
憧憬！

青子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写
作爱好者。早春的一天，他正在
书房收拾一摊散乱的书刊。作为
一个写作者，他的书房必须定期整
理，一是把书刊分门别类，为了使
用方便，二是需要一个整洁清雅的
环境，便于进入写作状态。正当他
忙碌时，忽然，“卟卟卟”一阵响，一
只麻雀室从外飞了进来。他本该
挥手把它赶出去，可忽然童心焕
发，想玩儿一下。他便把窗门一
掩，又看到其它门窗也关得严严
的，才算放心——这回可要“关门
打狗”“瓮中捉鳘”了。他挥着双
臂，跃身三跳，麻雀“卟楞楞”地撞
了几下玻璃，又落在书柜顶。他吆
喝着，它便沉不住气地又飞起，在
屋里惶恐地急转圈，最后，无力地
落在地面，钻向书柜旁一叠报纸
间。他轻轻地走过去，把手准确伸
入，逮了它个正着。

他一手抓住麻雀的双翅，它
竟一动不动，定是被吓傻了。这
是一只不大的麻雀，也许是刚刚
出窝儿。它眨巴了两下绿豆般的
眼睛，瞅着他，仿佛很恐惧，很惊
异，又仿佛在质问他。

他便也瞪圆眼睛和它对视：
“你这个嫩雀儿，没有经验，咋会
闯进我这书房宝地？”

它仿佛明白了似的，那眼睛
一眨一眨的，好似向他说道：“求
求你，放了我好吗？我不是有意
的，请原谅我!”

“你反正栽在我手里，谁管
有意还是无意呀!”他把他的意思
透过目光传递过去，麻雀的目光
由惊恐交成了愤怒。

他想：“可惜麻雀不是画眉、
黄鹂之类，没有观赏价值，不能寄
托闲情逸致。”

他又想：“小时候，我们专门
逮麻雀玩儿，从中寻到不少乐
趣。现在，我的孩子也处在孩童
时代，他也需要玩，可是，他还要
读书——这个年代，不能没有文
化，如今社会竞争激烈，哪能让他
贪玩啊！”

他最后想：“麻雀是太小了，
不过麻雀肉还是挺好吃的，可惜
只有一只。近些年，麻雀数量年
年减少，也没人专门捕雀了。据
说，麻雀锐减的原因，一是人类的
捕杀，二是农田大施农药，导致麻
雀生存环境恶化。这两个原因，
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

他看见麻雀闭了双眼，一副
绝望的样子，便说：“我现在就想
吃掉你，以满足我的食欲，可惜只
有你一只，不值得麻烦！”

麻雀依旧闭着双眼，他说:
“你一点也没用，要你干啥?！”

麻雀睁开了眼睛，一种绝处
逢生的神情：“那你放了我吧！”

“好吧！我放了你。你这小
家伙，也怪有灵气的，可别忘了报
我的恩呀！”

麻雀的两只小眼中猛闪过一
种灵光，令他不禁一懔，莫名地心
中一阵发虚。

他又踌躇了一会，忽然感到
手指上滑腻腻的，就要吃午饭了，
别把手弄得太脏了，
便说：“小东西，放你
一条生路！”

“谢谢了，可敬
的生态主义者！”麻
雀叽叽喳喳叫着向
他致意，两腿又急切
地乱蹬着，似乎已难
以忍耐。

“生态主义者？！我

还真应该是!”
他来到院子里，手一张，麻

雀箭也似地冲上天空。他突然发
现，就在它飞向半空时，从斜面又
飞来一只麻雀，它们似乎迫不及
待在空中碰了一下，也许是亲吻
了一下，就双双落在巷子里一棵
高大的泡桐上，桐花正开成大朵
的云霞。院子里，桃树上刚露头
的小桃子也好奇地探看了一下，
然后，又缩回生长的常态。

“它们是一对夫妻？亦或是
一对父子，一对母女，一对姐妹?”

这样想着，就有一种久违的
清正之气慢慢充溢四周，他的心
犹如千年古井落下了一块玉石，
荡起一轮轮美的涟漪。他猛然间
有所感悟，在这美好的春天里，他
不仅放生了一只麻雀，也放生了
内心深处一种为人的善美。这是
每每完成一件作品后，放松着走
向田野时才会有的感受。

人，不愧为禀赋理性的圣者
——但是，不知怎么，他却为自己
放飞麻雀的理由和算计感到十分
惭愧和歉疚！

他走出家门，来到春天的田
野上，有鸟雀正在天空中自由飞
翔，“哦，故乡，我真想变成一只
鸟儿！”

深山谷恋铺深山谷恋铺
□□ 文文//曹文芳曹文芳

愧 疚
□ 文/申文军

李过景诗词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