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苑06 2025.2.21 星期五 责编：陈李峰 设计：石凡 校对：李平阳 赵宏燕

春天，总会令人对大自然充满无限遐想。春天郊
外春光旖旎，明媚而绚丽的景色吸引着城里人的目
光。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朋友结伴，在春天里亲近
大自然。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妻子突然对我说：“我们
去荫城镇雄山踏青吧。”她这么一说，突然触动了我。
我回复：“好啊！”我老家就在荫城古镇。古镇坐落于
雄山脚下，明清时期是北方铁器商业重镇，也是古代
文化名镇。

我们换好运动服，背上挎包，把刚买回来还未来
得及看的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人间草木》一同塞进了
挎包里。开着车行驶在长陵公路上，从车里放眼望
去，公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柳树晃动着婀娜多姿
的身姿朝我们打招呼，又好像排列整齐的队伍为我们
送行，枝头的喜鹊，上下翻飞像春天跳动的音符。

车子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荫城镇雄山脚下。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我们闻到了春天飘来的草木花
香，放眼望去整个雄山已是绿草茵茵、花团锦簇。行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耳边仿佛能听到小草拔节、花朵
呢喃的声音，好一幅雄山春日美景。沿着山路继续往
上爬行，看着山路两旁的小草在努力生长着，树上含
苞待放的花蕾像一个个攥紧的小拳头向着春天发
力。草丛中，飞舞的蝴蝶嬉戏着。不远处的田间传来
庄稼人春耕时悠闲的歌声。

在花草的簇拥下，我们登到了雄山半山腰处一农
户家门口，原来这里是一个自然村，名叫“圣井背”，现
在只剩一户人家守在这里。这个村因一口千年老井
得名，井水清澈甘甜，古代文人墨客常来此取水。后
取名曰：圣井。当时雄山书院就建于此，文人墨客取
圣井水煮茶、赋诗。如今，村里还留有许多断壁残垣
的古建筑，在一户坍塌的院落门楼上，看到门匾上写
着“义路礼门”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由此不难看出，
主人是一位文人雅士。看着藏于松林之中历史感厚
重的小村庄，听着雄山松涛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让
我有了几分春的醉意。

近年来，来雄山寻觅“雄山书院”的文人、学者一波
接一波，他们想从历史的痕迹中找到“雄山书院”的蛛
丝马迹，但总是失望而归。现在唯一留给世人的就是
李遹的《雄山书院记》拓片和《潞安府志》记载。《潞安府
志》记载：长治荫城，居民皆姓李，唐韩王之后。金代
时，家族中的李植治家有方，成为上党地区首富。到元
代至元年间传至李惟馨之父李贵时，家族忠厚诗书继
世、耕读传家。李惟馨熏陶于家诗书而礼乐，发奋读
书，专意经史翰墨。到北宋靖康年间，又于雄山山麓创
办了秋谷书院，李惟馨曾在此就读，荫城成为上党地区
文化兴盛较早的地区。至元四年，不法之徒与贪官污
吏勾结，书院被侵占。至正十三年，李惟馨博得军中治
书侍御史的同情支持于七月动工重建书院，次年三月
竣工。分管教育的礼部上书王致道为其题写了“雄山
书院”匾额。从此，“雄山书院”创立。

雄山春行，游走在松林与花海之中，感悟着先人
们创建书院时的艰辛，他们发奋读书传承历史文明的
功绩已镌刻在历史长河之中，看到此情此景，我对先
人们的这种精神肃然起敬。拿出携带的《人间草木》
一书，沐浴着春风打开品读了一篇，在氤氲着草木花
香的雄山中读一段文字，享受着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身心顿时感到惬意。

□ 李志斌

春意三章

春天，万物复苏，处处洋
溢着生机盎然的景象，不知名
的花花草草机灵地探出小头
向春天瞭望。树上的嫩叶争
先恐后地向春天报到，姹紫嫣
红的花朵也不甘落后，它们向
春天展现美丽妖娆的自己，此
时，春天显得灵秀而热烈。

刚从南方飞来的小燕子
在农户家的屋檐下飞来飞
去，它用建筑师的眼光规划
着自己的爱巢。农民像装扮
孩子一样，精心收拾打理自
家的农具，这一切都是为春
耕做准备。

春雨惜玉，殷勤地调兑着
温度和浓度。春天是四季轮
回的开始，一场春雨会让人产
生许多遐想和憧憬。民间有
句谚语：春雨贵如油。春雨是
春天的灵魂，小草沐浴着春
雨，偷偷钻出地面，在春天撒

欢，大地因有了春雨而充满诗
情画意。

雨后的大山云雾缭绕，山
间氤氲着一股仙气，在山里写
生的画家分不清这究竟是人
间还是仙境。“绿池芳草满晴
波，春色都从雨里过。”一幅春
天画卷在大地缓缓铺开。

春雨过后的小草期待着
踏青而来的人们和它一起享
受蓝天白云下的欢快；树木洗
去尘埃，显得神采奕奕。

春雨中的田野，小草憋足
了劲奋力向上生长，小花在春
雨中摇曳着身姿，像婴儿一样
欢快地吮吸着雨水的滋养。
乡村的小河，因春雨的注入，
变得更加活泼，潺潺的流水声
和小鸟的欢叫声合在一起，仿
佛大自然奏响的乐章。远处
的山峦，在雨雾的笼罩下若隐
若现，宛如一幅水墨画，充满

了诗意的朦胧美。
清晨，小雨拍打着窗户，

像告诉屋里的主人，春雨润
万物，人勤春来早。此时想
睡懒觉的我也被这春雨拨弄
的心里暖洋洋的，人也一下
子有了精神。我慢慢推开窗
户，那丝丝缕缕的春雨宛如
妙龄少女，在天空中轻盈地
舞动，天地之间仿佛诉说着
一段缠绵而又深情的故事。
那细密的雨丝，好似天空中
飘下的无尽情话，轻柔地抚
摸着大地。透过窗户，正好
看到雨滴轻盈地落在公园的
水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

春雨如酒泥自醉，燕子在
春雨中飞来飞去，乐此不疲，
用勤劳和智慧筑造自己的爱
巢。这是一场充满诗意的春
雨，燕子将在这天地之间孕育
出春天新的希望。

春天的餐桌，是绿色，是
清欢，它总会与野菜相关联。
趁着春光和煦，走到郊外，看
着绿油油、长势勃发的山野
菜，薅几袋回来，把春天赐予
我们的美味经过加工，放到餐
桌上定能让人心生欢喜，让你
不自主地满口生津。

植物熬过漫长的寒冬，当
第一缕春风把它们唤醒，它们
就争先恐后往外窜。此时，人
们发现，春天来了，应该去山
上采点野菜回来。要不，怎能
对得起这个春天。星期天一
家人或朋友结伴到郊外的山
上，采挖自己喜欢吃的野菜。

此时的山野，春意盎然，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的
欢叫声，春风摇动树梢的声
音，孩子们的尖叫声，大人即
兴的歌声，把整个春天渲染的
像一曲高亢激昂的春之歌。
采挖野菜的大人小孩，人人脸
上充满笑靥。挖回来的野菜
可凉拌、可热炒、可包饺子、可
烙馅饼，根据自己的厨艺做成
各种味道的美食。春天的野
菜，养生又环保，地道还解馋。

很少走出城市的人们，因

满山野菜而欢心，他们蹲在地
下采摘着熟悉的野菜。山韭
菜、小蒜苗、蒲公英、灰灰菜、
苜蓿……看到啥挖啥，不一
会，每个人的袋子都是鼓鼓囊
囊的。野菜口感好，营养价值
也高。看到漫山遍野长着的
野菜，不由想起了童年那些天
真烂漫的岁月。

每年春天的餐桌上，能把
野菜请上桌，是幸福也是口
福。春天，蒲公英泡茶喝，能
清热解毒，还有降血压的功
效，喝上一季蒲公英茶骨骼都
强壮了。还能用蒲公英制作
美食：蒜蓉蒲公英、蒲谷英炒
鸡蛋、蒲公英蒸饺、蒲公英炖
鸡汤等美食。

春天，大自然赐予我们的
美食真的很多，榆钱饭、槐花
饺子，还有香椿芽。去郊外挖
野菜虽然是一件好事、美事，
但我们应该用一颗感恩的心
去敬畏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带着孩子，我们就要做他们的
榜样，教育他们热爱生活、热
爱大自然，让他们从小知道大
自然赋予生命的意义，让他们
在感受春天美丽和温暖的同

时，学会爱护它。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

节。郑板桥的诗句：江南鲜
笋 趁 鲥 鱼 ，烂 煮 春 风 三 月
初。古代文人对春天的浪漫
和对生活的热爱值得我们学
习。采摘的不仅是野菜，更
是一份与自然亲近的喜悦。
在忙碌的生活中，能有这样
的时刻，让身心沉浸在大自
然的怀抱，忘却一切烦恼与
疲惫，是如此幸福。野菜，是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美味，在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要
适当放慢脚步，到大自然中
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珍惜
当下美好生活，感恩生命、感
恩遇见，始终保持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春天是丰富而又充满生
命活力的，我们在野外接近大
自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看
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把微
笑带回，是要把日子过得温
馨。人生一半是诗意，一半是
烟火。我们要把单调的生活
过成春天，让简单的生活过得
有诗意且温馨，这就是我们要
的好日子。

春雨惜玉

春香餐桌

春行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