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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永乐宫迁建工程开创了我国大型古代
建筑及大体量壁画搬迁保护先河。

当时我住在芮城县晓里村，紧靠黄
河。三门峡水库建设搬迁涉及汉渡、阳
城、杜庄等三乡镇。我的三哥梁景文参与
了永乐宫的搬迁工作。

那时，我三哥梁景文在河南学了几年
木工刚回到家，便被选中参与永乐宫工地
迁建工作。

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在中国史无前
例。建筑的搬迁还相对容易实现，但壁画
的揭取当时在我国无先例可循。三哥虽
未参与壁画揭取，但也算是见证者。

一次，他回家要返回永乐宫建设工
地，看到拉壁画的车正往县城走，想搭个
顺车。车把式就是不让他坐，说：“壁画珍
贵，路上不能颠一下，你坐上就增加了分
量，不行。”他就陪拉壁画的牛车走到永乐
宫。这一次，他明白对工作要认真负责，
文物上的事一点不能马虎。

永乐宫有四座大殿，分别为龙虎殿、
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三清殿，是永乐
宫的主殿，高大宏伟，姿态绮丽，四角琉璃
雕刻的力士，神态威猛。一幅壁画称作

“朝元图”，更是精品。
如果说永乐宫壁画搬迁是国内首创，

那么其古建在搬迁过程中，也创下国内许
多第一。

所有建筑都有详细的图纸、编号，用
木条木块搭建，没有一处铁钉，其搭建过
程一环套一环，不容有失。梁景文在三清
殿作业时，对着图纸，总感到别扭，整整一
天他都在研究，其他工人催促他不要拖拉
快快动工。可梁景文坚持到底，请示总
监，才发现这别扭的地方是图纸号码标
错。他的认真与细致，也获得专家的肯
定。

1964 年，永乐宫迁建任务完成，三哥
留到省文物古建所，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
员。此后，他又参加省内的飞云楼、应县
木塔等古建维修工作，二十多岁便成了顶
尖的八级工匠。上世纪 70 年代，他因家
庭原因调到永济农药厂。上世纪 90 年代
永济要修缮普救寺，需要古建人才，当时
有关部门到省文物部门要人，所长柴泽俊
说：“你们县就有一位高手。在农药厂，叫
梁景文。”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又参加了云
丘山、万固寺等景区的建设。如今，83 岁
的三哥还活跃在文物建筑一线。

三哥的古建情缘
■梁 冬

从运城驱车一路向北，途
经临猗、万荣两县便进入了河
津百底境内。随后西行约 20 公
里，抵达黄河大梯子崖原生态
风景区。

把车停好，急匆匆赶往售
票处与先到一步的两位文友会
合。三人同行，混迹于熙熙攘
攘游人中开始登山。

黄河大梯子崖位于河津市
禹门口下化乡半坡村境内，是
目前河津乃至周边保存最为完
整的原生态风貌景区。景区结
合地方特色，以黄河大禹文化
与古栈道梯子崖为核心，突出

“文化艺术，康体养生”主题，深
度融入了梯子崖与桃花谷山水
旅游资源，依崖建设了峡谷攀
岩、石梯险峻、谷幽泉清等。梯
子崖风景独特，北望群山，南眺
龙门，云抚耳鬓，河涌脚底，俯
瞰石门，山束水烈。

关于梯子崖的来历，当地
有两个版本。一说相传当年，
大禹积石导河至石门，遇见恶
龙阻挡，工程迟迟不能进展。
大禹十分着急，万般无奈便在
悬崖上凿出通天石梯，并由此
进入天宫，向玉帝告状。二云
梯子崖为北魏时期开凿，为兵
家必争之地，崖顶关口皆有遗迹可寻。

通过检票口向前四五十米，便是佳
（夹）人巷。有诗曰：“佳（夹）人巷，过则为
佳人，过不去则夹人。”佳（夹）人巷由两块
壁立千仞的石条自然形成，宽不足一米，
窄处只有三四十厘米，只能一人从中通
过，中间最窄处，需提神吸气侧着身子方
可通过。我们小心翼翼穿过佳（夹）人巷，
宽阔浑厚的黄河和高耸入云的群山呈现
在我们眼前。

黄河大梯子崖是在悬崖边依山势人
工开凿的古栈道，它由 365 个台阶组成，
垂直高度百余米，在悬崖峭壁上呈“之”字
形缠绕而上，走在崖上，给人“东边崖高万
仞，西边黄河波涛急”之感。站在山底向
上望，是垂直 90 度的悬崖峭壁，石阶呈

“之”字形。往复向上直到山顶，可清晰地
看到崖壁上的凿痕；台阶宽两米左右，高
20 厘米—30 厘米；崖壁立面均为人工精
打细磨，在崖壁和台阶的交界处还特别打
造成弧形，以便于人通行。在机械并不发
达的古时代，这样的工程是非常巨大的。
它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进
取的精神气息，是历史的见证，亦是先民

顽强不屈、勤劳智慧的见证。
我 们 怀 揣 小 心 、相 互 鼓

励着拾级而上，一路有说有
笑，兴致盎然地穿行在依地
势人工开凿的“之”字形悬崖
峭壁的古栈道石阶之上。越
往上，视野越宽，风景越美，
每遇风景绝佳处，我们拿出
手机就是一阵狂拍。

行 至 半 山 腰 ，有 一 座 石
雕佛龛（亦称观音小石庙）。
佛龛两侧有一副镌刻在青石
上的对联，上联曰：云梯万丈
天台近；下联曰：雪浪千层紫
竹 通 。 横 额 为 ：慈 航 普 渡 。
据说这一佛龛是民国时期的
遗物，龛内香火不断。

登 顶 黄 河 大 梯 子 崖 后 ，
沿着游行步道继续前行，就
是美丽的桃花谷。桃花谷是
河津市目前保存原生态最好
的山谷。桃花谷由于气候特
殊 ，每年三四月份这里山桃
花都很繁密，不仅开得早，而
且 花 期 也 长 。 正 值 金 秋 ，谷
内潺潺的溪流从上而下缓缓
流 过 ，南 北 两 侧 的 植 被 也 因
季节的变化而造就出不一样
的风景。

新落成的玻璃栈道位于
大梯子崖与桃花谷景区之间的悬崖绝壁
上，全长 190 米，与地面垂直距离 150 米，
是目前山西最高的玻璃栈道。驻足相望，
整个玻璃栈道贴壁擦岩，宛若飞龙。登临
其上，仿佛足底悬空，顿时失色惊容。极
目远眺，群山环绕，秋叶流黄，崖似斧劈，
大河奔涌。

继续前行，便到了梯子崖山水文化观
光区。站在观景台最高处，远望，北可瞰
石门激浪，南能眺龙门飞鲤，东可仰晴空
万里，西能视黄河天堑。那一刻，宋朝诗
人苏轼所作的《题西林壁》诗句很自然地
就出现在我的脑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不过，苏大诗人写的是庐
山，而非大梯子崖。

黄 河 西 来 决 昆 仑 ，咆 哮 万 里 触 龙
门。

站在梯子崖最高处，巍巍吕梁似田间
辛勤劳作的父亲一样高大巍峨，把无私的
爱奉献给了脚下的这方热土；而夹在两岸
群山之间的浑厚黄河则像母亲丰腴的身
姿般恭温善良，用肥美的乳汁喂养着家乡
的儿女。

天高云淡好风景，一览众山瞰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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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岁月不居，时节
如 流 ，十 年 相 守 意 难 忘 。
你的深情相伴，让过去那
个心有千千结的小女子，
变得从容淡定，此时心间
已 是 芳 草 鲜 美 、落 英 缤
纷。静坐时常想，我才疏
学浅，容颜一般，何德何能
让先生为我停留，驻足不
前？然而心中甚是欢喜！
今生遇见先生，已是我的
命中注定，深爱而得的喜
悦，足以抚慰我的诸多无
奈和烦忧。

缱绻旖旎，葳蕤潋滟，
千言不能相赋。反复细数
过往，那些温情画面，是你
用心为我围筑的快乐岛；
携 手 走 过 的 每 一 个“ 远
方”，是我们深深相爱的伊
甸园；常日里的耳磨私语，

软且浓，爱而深，对我的心
灵慰藉从未间断；偶闹小
情绪，却被你的宽容胸怀
融化得春风满面。我们在
相互牵挂中行走，共同感
念时光的静好，那堆积的
爱恋，恰似沙漏一般绵长、
悠远，每一粒沙子的落下，
都会激荡起我内心的层层
涟漪，扩散、弥漫在我度过
的每一天，让我在跌跌撞
撞中逐渐信步前往，欣欣
然发现生活中增添了几多
美好，眉眼间洋溢出幸福
笑容。

人 世 间 有 千 万 种 缘
分 ，你 却 是 我 的 情 有 独
钟。初见你时内心如鹿，
但依然在幸福与期待中祈
求永远。徘徊的心回归笃
定，源于你的温和善良、万

事叮咛、体贴备至，逐渐在
习 以 为 常 中 融 进 你 的 生
活，也住进你的心里。你
用时间和耐心为我打造了
一副坚固的盔甲，纵使身
边风云雷电，我依然能昂
首望天，从容过活。我虽
天生愚钝，幸惹你无限青
睐，拥我入怀，做我良师，
一路殷殷叮嘱，护我周全，
免去泥泞阻扰，躲过苦涩
侵蚀。每每执手相望，我
能真切感受到我们眼神里
的真情，永如初见，更胜于
初见。

我时常在心中默默许
愿，我们要爱至暮年，待你
白发苍苍，我颤颤巍巍之
时，眼里还有你看我时的
爱怜眼神，你心里仍有我
柔情蜜意时的真诚微笑，
我们相看两不厌，愿意做
彼此心中的“敬亭山”。

浅浅文字，字字真言，
长 情 告 白 ，可 抵 岁 月 漫
长。十年已过，往事留存，
让 美 好 延 续 。 未 来 的 日
子，念你如初、思你如故。

十 年
■知更鸟

电解铝厂区能够出产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你可能会笑：不就是铝

锭、合金锭嘛……
面对你给出的答案，我微笑着摇头不语。
请跟我来，走进华泽的厂区，走进那里的绿意葱

茏，听我慢慢讲述厂区里那些美丽故事……

厂房 绿树 镇风塔

华泽甫一建成，就成为一个颠覆性的存在。它
的大气磅礴、景色如画，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电解铝企
业的固有认识。厂区北门附近那座修建于明代的十
三级密檐式砖塔，名作“镇风塔”，浑厚古朴，是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年轻
的厂区里“住着”这样一位高寿、可敬的长者，华泽的
员工们是掩藏不住的欢喜和骄傲，每次经过都要多
看上几眼。由于太过喜欢和珍爱，他们一度还想用

“镇风塔”做企业产品的商标呢。
四列蓝色的电解厂房，绵延千米，静卧在厂区的

中心偏北位置，是整个画面的焦点和重心；素面淡妆
的大大小小的厂房，众星捧月般地环绕电解厂房而
立。各厂房的前前后后，是一大片一大片尽情铺展
的绿地和在风中摇曳舞蹈的树叶花朵。电解办公楼
前、华泽中路大门口两侧冬青作篱的小花园里，进入
五月就成了一片花海。花们姿态各异，有的娴静矜
持含羞半开，有的活泼热情含笑枝头，不过风起时，
她们都恢复了天真烂漫的本性，一个个笑得前仰后
合，直不起身子。

华泽中路两边的绿树，转眼已碗口粗了。这满
眼的翠绿，是几年前员工们亲手植下的。想当初它
们曾是毫不起眼、瘦骨嶙峋的苗苗，才几年的工夫，
如今已是枝繁叶茂、蔚然成林。中午日头正红的时
候，这里是另一个清凉世界——这样想来，“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可以改作“今人栽树今人乘凉”了。

当然，这样的绿色，在厂区里不是一处两处三四
处，而是六处七处八九处。如此铺天盖地的绿色，不
仅员工们喜欢，野鸡、野兔、刺猬、喜鹊等动物们也喜
欢。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厂区有喜鹊筑起爱巢安心
生儿育女，有野鸡从草丛中扑棱棱地飞起，甚至有碗
口粗的蟒蛇逶迤着隐入草丛，你不必讶异，不必惊
奇。这是真的，不是传说。

鹊巢 蟒蛇 葡萄架

一天，电解厂区物配后勤中心办公楼西侧的林
地，新来了一家特殊的邻居，两只喜鹊不停地飞上飞
下，在还没有吐绿长叶的枝丫上衔枝筑巢。一天、两
天、三天……鹊巢在大家的关注下慢慢变大、成巢。

随着绿意渐浓，鹊巢逐渐隐没在浓密的绿叶丛
中。再后来，又有小喜鹊叽叽喳喳的嬉闹声传来。
想来喜鹊一家已经过上了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生
活。“雀巢高筑随风荡，人雀为邻各自忙。”紧张的工
作之余，喜鹊也成了员工们镜头中的“明星”。

华泽电解厂区的东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杨
树、松树、槐树、迎春、榆树等生长得郁郁葱葱，格外
茂密，可称作厂区里的小森林。

一天，在厂区巡逻的保安队队员在这里遇上了
十分特殊的“客人”：一条手腕粗的蟒蛇。队员们当
时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

“虚惊”一场：这“客人”很乖顺，又似乎很害羞，很快
沿着墙角溜之大吉了。此前，它蜕下的“衣服”挂在
草尖，胆小的同事连碰都不敢碰。

停车场南侧的空地，现如今被员工们勤劳的双
手打理成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一道长长的葡萄长
廊，葡萄架上的葡萄长势喜人；整齐划一的菜畦里，
西红柿、茄子、辣椒等都铆足了劲，在晨光里伸展着
身子。工作之余，员工们习惯在这里走一走，欣赏着
新长出的枝叶，讨论着葡萄发芽、生长的过程，憧憬

着不远的将来有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挂满枝头，有
绿的、红的、黄的、紫的各色菜蔬将这里变成一个充
满田园情趣的世界。

居民们的“幸福指数”

开过数以百计的生产调度例会了。那一次调度
例会的内容却让我倍感新鲜，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厂区里的野鸡野兔多了，说明厂区的生态
环境好了，咱们明确一条纪律：任何人不能伤害、捕
杀野鸡野兔！”

野鸡、野兔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同为这
片土地上的居民，应该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生产调
度例会关心的不仅是生产的正常运转，也关心这里
小动物们生活的幸福指数。

在华泽厂区，两三只野鸡或者野兔，或者刺猬，
穿过宽阔的马路，消失在路边的草丛中、树林里；

巡视设备的工人发现了不远处的野鸡，野鸡见
人并不躲避，与工人们相伴而行一段后才告别而去；

办公累了站在窗前小憩时，一只漂亮的野鸡恰
好出现在你的视野中。它在草坪上悠闲地散步，气
定神闲。你也觉得神清气爽，疲惫悄然离你而去。

如果运气足够好，还能与这些可爱的动物们“零
距离”接触。检修厂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那天一
名员工去现场，路遇两只野鸡带着一窝小野鸡。一
声突然而至的吆喝声，让野鸡一家子如临大敌。关
键时刻，母野鸡率领鸡崽逃离而去，留下来断后的那
只公野鸡，慌乱之中上半截身子扎进灌木丛中动弹
不得。员工将那只吓呆了的野鸡解救出来，依依不
舍将它放飞。

没想到电解厂区亦有如此宜人风景吧？你是否
有点儿小羡慕？

别急，别急，这里四季的风景都很好看呢，有空
约你再来游！

厂区的风景看过来
■王秀梅

山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
代，两千年前的辞书《尔雅》中记载的

“ 朹 ”（qiu）被 认 为 是 山 楂 的 古 老 名
称。明朝李时珍在引述晋代学者郭璞
的注释时提道：“《尔雅》上说‘朹树长
得像梅树，它的果实大小和手指头差
不多，颜色是赤色的，类似柰（nai）的
味道，十分可口’。”

我的故乡绛县是全国闻名的山楂
生 产 大 县 ，拥 有 超 过 10 万 亩 的 山 楂
林。一踏入绛县地界，映入眼帘的便
是漫山遍野的山楂树，品种繁多，诸如
大金星、大五菱、八月红等。

随着山楂产量的逐年攀升，绛县
山楂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
种山楂制品，如山楂片、山楂糖、山楂
蜜饯、山楂汁等，开始从这座小县城走
向大江南北，以其卓越的品质闻名全
国，孕育出了“维之王”等一批国家级
知名品牌。

绛县山楂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改变了绛县人的生活环境，更
为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绛县大批农民通过种植山楂，不
仅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娶到了心
仪的新娘，更步入了致富的道路。山
楂产业早已由 30 多年前的零散销售
山楂籽、山楂苗，发展为大规模生产和
销售山楂及其制品。

令人欣喜的是，几十年来，来自绛
县的“糖葫芦”销售队伍一直穿行在各
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此起彼伏的“糖
葫芦”叫卖声，使得绛县山楂的影响力
持续“发酵”。这些都使绛县百姓的生
活质量不断提高。山楂不仅丰富了绛
县人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同时带来了
可观的财富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我为这些
熠熠生辉的山楂果实和大伙所钟爱的
山楂故乡感到无比欣喜与自豪！

我已走出山村多年，但每年山楂
收获时，都要挑选一些质量好的山楂，
切成片晒成干，储存起来，胃口不好的
时候，吃几片山楂，健胃消食。平时喝
茶，往杯子里放几片山楂片，既可改善
口感，还能降低血脂。

新鲜山楂果还可以切片，与粳米
一同煮粥，待粥快要熬熟时，加入冰
糖，一碗美味的山楂粥就熬好了。还
可以把新鲜的山楂果去籽切片，将冰
糖熬制成糖浆，加入山楂，小火慢煮，
用勺子挤压山楂成泥状，适量加入柠

檬酸，装入密封罐中，就成了可口的山
楂酱。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家人们开始尝
试种植山楂。我记得，每当秋天山楂
收获季节，爸妈就会领着我到田里采
摘山楂。那时候的山楂树成片成片地
生长，树上挂满了色彩鲜艳的山楂果
实，远远望去，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红宝
石镶嵌在一片绿海中。

年幼的我忍不住边摘边吃，而且
是专门挑大的吃，吃到嘴里先是酸酸
的，而后又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父亲
告诉我不能多吃，我偏偏一个接一个
地往嘴里塞，害得我回家后，胃里直泛
酸水，难受好几天。

采摘山楂时，人人都在腰间系上
一个布袋或者手提小桶，小心翼翼地
从树上摘下这些可爱的果子，然后轻
轻地放入。对于高处的山楂，我们需
要借助自制的梯子才能采摘到，大家
非常谨慎，以免山楂果子掉到地上而
受到损伤，既不便长期保存，也不易销
售。

我个子矮，只能捡掉在地上的落
果。这些落果，父亲让我专门放到一
个袋子，与从树上摘的果子分开，说是
落果与摘的商品果不能混，免得影响
整袋山楂果的质量。

每年秋天，都有一些外地客商来
我们村收购山楂。因为我们村种的是
旱地山楂，虽然果子小一点，但是硬度
大，耐运输和存储。记得以前山楂成
熟季，家里经常住着一位四川客商，他
年 年 来 村 里 收 购 山 楂 ，有 多 少 要 多
少。刚开始，他还要果农们将采摘下
来的山楂全部倒在一块篷布上，雇佣
专人按照果实的大小和色泽进行挑
选、分类，然后打包装箱，最后才放心
地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后来，他收购的时间长了，知道老
百姓善良、淳朴，不会将质量不好的果

子混装在一起，就放心地让大伙直接
领箱子，按照要边采摘边装箱，然后集
中装车发货。

每到山楂收获季节，在外的打工
仔、打工妹纷纷回乡加入采摘行列。
由于家家都有山楂园，采果人手明显
不够，我们便会从邻村甚至外镇、外县
请来帮手，不但会开着专车免费接送，
中午还为大家提供美味饭菜。在极度
缺人的时候，雇工工资也从每小时 10
元攀升至 15元。

这段时间，整个村庄犹如繁华的
市集般热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平
时宁静的山村，此时充满了生机与活
力，各式各样的车辆，平板车、三轮车、
小货车、大卡车在乡间小路上穿梭不
停，好一幅繁忙景象！

看着满树红彤彤的山楂果和乡亲
们脸上的丰收喜悦，我感受到山楂是
那么红，红得如此鲜艳、如此生动、如
此喜庆。这种红，不仅仅是色彩，更是
一种情感的流露，是大自然的馈赠，是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

山楂的红，也让我品味出一缕乡
愁，想起已故的父亲。

1992 年，我投身军旅生涯的那一
年，父亲当时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以
自身的榜样作用，引导村民们从外地
引进山楂品种，积极推广山楂种植，引
领 乡 亲 们 逐 步 摘 掉“ 穷 帽 ”，走 向 富
裕。我参加体检那天，原本允诺陪伴
我的父亲，却因全县山楂种植现场会
在村里召开，无法抽身，只能让我独自
参加体检。当时我还年幼，未能理解
他的改变，甚至心生怨念。然而，随着
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明白了父亲的良
苦用心。他希望我能像山楂一样，拥
有坚韧不屈的品格，始终保持积极向
上的精神状态，不论面临何种困境，都
能秉持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

1999 年 ，我 谈 了 对 象 ，面 临 结

婚。父亲却因劳累过度，得了脑梗。
为了给我娶媳妇，患病的父亲拿出了
家里多年种植山楂的收入，东拼西凑
地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购置了新家
具，装修了新房，让我得以顺利结婚。
他那份深沉的父爱，就如同山楂般红
艳，温暖了我的一生。

父母的爱就如同那火红的山楂，
始终给予我无尽的力量，让我深刻地
意识到了父母的无私付出。他们为了
子女的成长，起早贪黑、省吃俭用，默
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他们的爱如
同山楂树一般，结满着爱与希望。

多年来，我十分珍视这份深厚的
情感，用孝心回报父母的恩德。

2004 年，我在县城工作，急于寻
找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当时单位里新
开发的单元楼，对内部职工虽有优惠，
可那时我手头拮据，仍难以负担起买
房的昂贵价格。就在我苦恼不已时，
母亲从村里赶来，从贴身的口袋里小
心翼翼地拿出用布层层包裹的 2000
元，说道：“孩子，这是今年我和你爸卖
山楂的收入，听说你买房紧张，就先用
着吧。”我接过这笔充满父母汗水和疲
惫的辛苦钱，心中充满了感动和难以
言表的滋味，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打
转。

山楂的红色不仅仅是我眼前的一
道美丽风景，更是我内心深处的情感
寄托，是我和父母之间深深的爱的表
达。

这山楂的红，它让我学会了感恩，
学会了珍惜，也学会了付出。它似乎
在告诉我，我们应该带着对未来的憧
憬，带着父母的爱，大步迈向我们充满
希望的人生新坦途。

现在，母亲随我住在县城，我们家
的山楂树承包给他人来管理。然而，
无论我们走到何处，那家乡的山楂红，
都会永远镌刻在我心间，成为我心中
永恒的颜色。它就像一座明亮的灯
塔，时刻提醒我记住父母的辛勤付出，
珍惜他们的爱与关怀；时刻提醒我去
品味家乡的“山楂红”，以此回报父母
的养育之恩。

故乡的那一抹“山楂红”，如火如
荼，不仅是我心中永恒的色彩，更是我
人生道路上最强大的动力。每当我面
临困境，准备放弃时，只要抬头看到那
熟悉的“山楂红”，就能找到前进的动
力和勇气。

故乡山楂红
■赵朝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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