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鹳雀楼2024年3月 19日 星期二

E-mail：ycrbgql@126.com

我总以为，文化是有非凡之力的，策
划组织“登天梯跃龙门”笔会，对此感受
更深。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的工作与文
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最初的小说
创作，到日常的新闻报道，内心始终没有
脱离“文化”二字。

甲辰龙年前，运城作协发出通知，计
划开一次主席团会议，重点研究新年的
工作。这是作协换届后的首次会议。作为
全委委员，我自然在参会之列。

在河东文学界，我虽混迹多年，但与
同行们交流甚少，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曾
谋面。偶尔有工作上的事，也只是微信电
话沟通。主席团会议会有什么大动作，我
心里更是没底。但我觉得，文学的功能是
永恒的，文学的作用也会青春永驻。所
以，基于多年新闻策划的实践，我决定与
大梯子崖景区合作，来一次文旅大融合，
也给新班子带领之下的运城作协来个开
门红。

大梯子崖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老
总杜枝俊很有思路。景区内除了多名短
视频博主常年直播外，他还组建了自己
的表演团队，编排了黄河大鼓等节目，春
节期间，高空扁带表演、各种非遗项目琳
琅满目热闹非凡。尤其是金龙登顶节目
更具有创意性，11 个小伙舞着金龙缘梯
而上，直到顶端禹博园，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一同登顶祈福。

我和杜总算是至交了，他的父亲杜
晔先生是我的小学班主任，我对文学的
酷爱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五年级时，他曾
自费帮我订阅了文学刊物，每天指导我

写作，以致心中早早就埋下了作家梦。
2013 年，我从报社编辑岗退出，空

闲时间多了点，便首选河津历史文化进
行挖掘。从龙门山水到琉璃灰陶，从卜子
夏西河设教到文中子河汾门下，从船窝
古镇到寂寞卢虔，从戏乡西王到山底小
曲，十多年间，我几乎跑遍河津的大小村
庄，先后采写稿件数百篇，帮助七八个项
目成功申报非遗。这些作品大多数在我
的公众号《河汾人家》上刊发，有上百篇
文章被《乡镇论坛》《山西农民报》《运城
日报》《运城晚报》和人民网、新华网、央
广网等媒体采用。中央电视台 4 套《流行
无限》栏目根据我的报道，专门派出摄制
组，对河津吕氏砖雕进行了专题拍摄，播
放时长达 55 分钟。这是河津砖雕首登央
视，反响之大，难以想象。节目播出不到
一周，各地客商纷纷前来参观订购，吕氏
砖雕价格翻了一番。目前河津市已被命
名为“中国灰陶琉璃之乡”。河津灰陶琉
璃特色小镇也在规划建设中。

黄河大梯子崖景区的开发更具戏剧
性。大梯子崖是吕梁山区通往汾河谷地
的主要通道之一，小时候我曾多次用脚
丈量过。2013 年，我偶然看到一本民国
版《乡宁县志》，里面对这一地区的山川
形胜、古城古堡、瓷器物产等均有详细记
载。这勾起了我对下化历史研究的浓厚
兴趣。一个多月时间，我六上半坡村，按
图索骥，对半坡周边的历史文化遗迹逐
一进行探寻挖掘，包括禹王洞、大小梯子
崖、万岁堡等等，先后创作了多篇文化散
文予以推介。甚至自己还做了一册旅游
规划，并多次动员当地煤老板转型参与

大梯子崖的旅游开发。开发方案得到了
宣传部门和文旅部门的首肯，但愿意参
与开发的人却寥寥无几。没想到，就在我
气馁的时候，我的这些工作被杜枝俊关
注到。他默不作声，找到重庆设计院专
家，对大梯子崖周边全部旅游资源进行
考察规划，并注册办理了相关手续，然后
才登门找到我。我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当
即表示全力支持。从 2017 年景区动工修
建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说是景区的兼职
文化顾问了，虽然没有任何薪酬，但内心
还是热乎乎的。这次作协开会，我首先想
到的是能不能与景区合作，来一个“百名
作家走河津”活动，通过文学创作，全面
推动景区的提升。与杜总商量，一拍即
合，我又找到河津文旅局和文联，两部门
领导也是全力支持。文旅局局长师国辉
甚至表示，愿将笔会期间所有作品结集
出版。运城市作协对这次活动更是高度
关注，秘书处制订了活动方案，反复协调
参加人员。3 月 9 日一早，他们就赶到景
区开始了工作。

春季时节，大梯子崖景区最吸引人
的应数山桃花了。桃花谷两岸，十余万
株野生山桃花次第盛开，山披霞帔，花香
扑鼻。每年的 3 月 8 日，景区都要举办桃
花节开幕式。今年的时令有点特别，开
年的两场大雪，气温骤降，导致花期推
迟。向阳的山坡上，光秃秃的山桃树上
花蕾刚刚萌出，伏在枝头像一只只小玛
瑙，阴坡的山桃还在蛰伏孕育生命。尽
管这样，参与笔会的作家们依然热情高
涨。大家攀古梯、眺黄河、蹬栈道、穿峡
谷、跃龙门，累且快乐着。更有人诗兴大

发，微信群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好诗一首
接一首。以写运城人系列而名噪河东的
作家李立欣第一个在采风群里发出了自
己的诗。

登梯子崖
李立欣

层石万钧天立险，千山群叠一河连。
崖危峰俏天梯挂，珠散烟飞水缠绵。
桃谷无花寻秘境，大河峰上问高天。
若逢三分清风地，我与文人共话眠。

河津市作协副主席无哲也不甘落
后，他不仅分享了自己的诗作《黄河大梯
子崖赋》，而且配视频发布了新创作的

《桃花谷》诗。
桃花谷
无 哲

桃花谷里无桃花，
春水不问向山崖。
惠风再吹七八日，
粉黛落英可泊家。

来自运城各地的作家吉秀珍、马建
峰、张明、李福云、张冰梅、木米、杨进元
和河津本土作者马冬冬、张星芳、稚子、
原振东等，个个才情外露，字字犹若珠
玑。

市作协主席王振川上到跃龙电梯平
台又折回，他的关注点好像不在山水而
在美食上，很快写出了随笔《黄河大梯子
崖的杏仁面》刊发在媒体上。这是河津文
旅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更是河东
文学创作的一次新春盛宴。

3 月 10 日笔会安排的是培训，王秀
梅、徐小兰、刘纪昌、宁志荣，几位河东大
咖先后登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言
之有物，意味深长。

一次天梯之旅，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醉翁亭记》写
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而对于我
们所有参加笔会的人员来说，何而不是
登攀人生的天梯、跳跃心中的龙门。虽然
未见桃花，但人人心中灼灼。

天 梯 之 旅
■吴晓征

趁着雨水充沛
阳光充足
带着探知的心
从松软的泥土里
探出小脑袋
尽情沐浴灿烂的光华
新奇地看着
这个世界

披上翠绿的外衣
充满生机
大地很辽阔
天空很高远
风儿很惬意，只是
根儿还是太浅了
怎么舒展
也伸不到大地的怀抱

春雷阵阵
风雨紧跟着就来了
不可避免
折腰迎合也没用

大自然的精灵
绿色的使者
四季轮回不变的容颜
用全身心的颜色
装扮着季节

一阵春雨后
又是一场希望的重生

封存的灵魂

许多时候
我把自己的灵魂封存
化作忧伤的曲调
和黑色的语言
不用喝一滴酒
就醉了

然后在地下
沉睡

醒来，回眸
像一棵树
挺拔在山水间
一改匆忙的姿态
轻松吟唱着
往事如风

当我重构
语言的排序
在历史的长河中
搬运诗句
沿着河流的方向
急速赶往春天

有时候
喝再多的酒
也不醉
生活方式
我渴望简单点
不必时刻保持戒心
偶尔炙热的言辞
就让我的灵魂
抵达圣殿

不甘寂寞的鱼

冷峻的光芒
是春寒江水的姿态
与北风对峙
逆流而上

碎了一江的涟漪

浪花拍打着崖壁

一下又一下

激烈，疼痛

一条鱼

被浪花拍上岸

来尘世寻找

另一条失踪的鱼

山色暗了下来

时间在流逝

没有心肺的鱼

怎样呼吸

急促，短暂

鱼鳃一张一翕

干渴，危险濒临

好心的人啊

快拾起，将它放生水里

让这条不甘寂寞的鱼

作最后的皈依

雨 后 重 生（外二章）

■许 东

母亲是农民，本来没
有退休金。但是，在我们
家，母亲却有一份特殊的

“家庭退休金”。
前阵子，母亲和父亲

一起逛街，看到打折的衣
服，一试挺合身，心里特别
想 买 。 父 亲 却 在 一 旁 吐
槽：“天气这么热，现在又
穿 不 成 ，还 是 以 后 再 买
吧！”母亲没有反驳，默默
地跟着父亲一路回家。

到家以后，母亲越想
越觉得憋屈，当着父亲的
面给我打电话：“我当了一
辈子农民，辛辛苦苦养儿
育女，盖房修院，忙碌一辈
子，为这个家庭付出几十
年，如今几十块钱的衣服，
都不能理直气壮地当家作
主，都是吃了没有退休金
的亏！”

其实，他们两人靠父
亲的退休金生活，日子还
过得去。父亲工资一直交
给母亲保管，还戏称她是
掌柜的。平时花钱都是两
人一起商量，也没闹过啥
别扭。这次，父亲显然低
估了女人对美的向往，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那句话，
给母亲带来的心理阴影，让她有了
低人一等的自卑感。

我听了之后，将国外家庭妇女
干家务也有钱的事情讲了一遍。母
亲非常羡慕。老爸也受到启发，提
议把自己的退休金，每月给母亲分
一半。毕竟父亲退休前，一直在偏
僻的山区工作，一年也就麦收、秋
种回家，其余时间，都是母亲用柔
弱的肩膀，撑起的这个七口之家。
父亲感慨地说：“你们姊妹五个长
大成人、上学就业，你妈受的苦最
多，功劳也最大，退休工资分她一
半理所当然，是我以前没想到这
茬。”

我觉得父亲的想法超赞，提议
我们几个子女，每月也给母亲转点
钱，补充一下母亲的“小金库”。当
晚，家里开了视频会议，全票通过父

亲的提议，还给母亲额外
增加一项“过节费”。随
后，父亲给母亲专门办了
银行卡，把退休金转一半
进去，我们姊妹五个通过
微信给母亲转 200 元以表
孝心。

母 亲 拿 到 人 生 的 第
一 张 银 行 卡 ，不 停 地 摩
挲，眼眶微微发红。姐姐
打 趣 她 ：“老 妈 现 在 就 像

‘收租婆’，每月都有租子
收 啦 ！”母 亲 感 慨 地 说 ：

“ 是 啊 ，没 想 到 我 老 了 也
能拿好几份养老钱，都是
你们姊妹几个孝顺啊！”

虽然，我们每月也给
母 亲 买 礼 物 ，发 红 包 ，但
是，母亲用钱总有点束手
束脚，感觉自己在花别人
的钱。其实，她并非一定
要这份退休金，而是觉得
多年劳动得到家人认可，
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自从有了“养老金”，
母 亲 花 钱 变 得“ 大 手 大
脚”了。今天给老爸买袜
子 ，明 天 给 孙 子 买 图 书 ，
后天给小弟买衣服，甚至
学 会 在 拼 多 多 和 美 团 下
单买菜。母亲有了“退休
工 资 ”，给 家 人 买 东 西 从
不 手 软 ，精 气 神 越 来 越
好。

她在朋友圈显摆自己的“工资
卡”，收获亲戚朋友一大波点赞。村
里的姐妹超级羡慕，夸她遇到一个
好老公，子女们也孝顺，真是有福之
人，晚年越过越好。

母亲听了眉开眼笑：“都是沾了
老公和儿女的光，虽然养老金是自
家人的钱，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可
是花起来心情真好！”

我拥着母亲说：“老妈你是村里
有名的女掌柜，年轻时候撑起咱家
的门户，现在用子女的孝敬钱养老，
理所当然呢！”母亲连连点头：“就
是，就是啊，我现在变成了大老财！”

母亲的“家庭退休金”加在一
起，远超父亲的退休金，让她觉得几
十年辛苦没有白费，得到老公和子
女认可，才是真正让她自豪和欣慰
的原因。

母
亲
的
﹃
家
庭
退
休
金
﹄

■
书

芸

春天，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是生命的交响曲。在阳光明媚的春
天，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田野也
变得热闹非凡。农民们在这个充满
希望的季节里，用辛勤的劳动绘制
出一幅幅美丽的春耕图。

清晨，太阳悄然升起，金色的阳
光温柔地洒在田野上。空气中弥漫
着清新的泥土气息，麦田里的麦苗
随风摇曳、青翠欲滴。

勤劳的农民们骑着摩托、开着
三轮，载着农具，满怀希望地前往田
间。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在辽阔的田野中，农用拖拉机
轰鸣着，冒着青烟，拉着犁头在土地
上拼命地来回奔跑。犁头深深地划
过土地，翻起一块块新土。在犁头的
耕耘下，沉睡一冬的土地被唤醒，新
鲜的土壤被翻出，每一道犁沟都充
满了希望与期待。

旋耕机紧随其后，来回旋转，将
块块新土旋得粉碎均匀。它的旋转，
如同大地的舞蹈，轻盈而富有节奏。
新土在旋耕机的舞动下，逐渐变得
细腻，为种子的植入提供了最好的
土壤环境。

耙磨机轻轻地抚过，将大地的
肌肤抚平。它如同大地的按摩师，为
大地舒缓疲惫，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果园里，嫩芽初上，春天的气息
浓郁。各种花儿争奇斗艳，竞相开
放，仿佛在讲述着春天的故事。蜜蜂
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它们的
身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为春天增
添了一抹动人的亮色。

人们穿梭在树行间，对果树进

行精心修剪。他们用粗糙的双手轻
轻摆弄着树枝，每一个动作都充满
了对果树的关爱。他们像理发师一
样，用灵巧的手剪去多余的枝条，让
果树更加健康、茁壮。他们的身影远
远望去，亦如在画布上挥洒色彩的
画家。

村 里 的 机 井 轰 隆 隆 地 运 转 起
来，哗啦啦的井水沿着水渠欢快地
流淌，它们浇灌着每一寸土地，就像
母亲的手抚摸着孩子的脸颊。水珠
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的光芒。机井
的轰鸣声、水渠的潺潺声、农人的欢
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春耕的交
响曲。

晚上，合作社的会议室里灯火
通明，人头攒动，农业专家们正和大
家伙讨论着今年的果树管理技术和
中药材的新品种种植事宜。农人们
拿着笔记本认真地写着、记着，描绘
着美好的明天。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画
面，是一个关于生命和希望的情景。
我深感古人的智慧，“人勤春早”就
是从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辩证
法。春天的到来是大自然的馈赠，而
春耕正是我们对大自然的回应。只
有通过辛勤努力，我们才能收获生
活的甜美。

春耕不仅是一种农活，更是一
种精神象征，体现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

在春耕的田野上，我看到了勤
劳、毅力和希望，这些是我们人生不
可或缺的品质。让我们共同欣赏这
生机勃勃的春天，感受春耕带来的
喜悦与希望。

春耕正当时
■赵朝凯

燕子飞回老屋的堂前
池塘边的杨柳含羞探春
油菜花蕊蜂嗡蝶恋
孩童在春风里疯狂追撵
放飞梦想的七彩风筝
时光荏苒
怎能错过这流金的岁月
为了理想默默地坚守
三更灯火
陪伴着琅琅的书声

炊烟袅袅直上云霄

为日月增添色彩

守过孤寂

皮鞭响彻深沟悬崖

放的牛羊满圈

爬过山坡

弯腰捡起一朵泥土上的香花

汗水浸湿了衣衫

好春光怎忍心虚度蹉跎

春 光 流 金
■袁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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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重自己用心血写下的文字，它
们是我的精神寄托。

文字、文学是我几十年来的业余爱
好，在岗八小时以外，退休后更多的时
间，我都是以书笔为伴。与其说我选择了
文字，不如说是除了文字，我又还能干些
什么呢？

七十岁以前，习惯了凌晨四点左右
起床伏案读写，七十岁前后体力不支，睡
眠质量比以前更差，随之也有了些惰性，
早上五六点后才起。近年来翻阅、整理过
去写的文章，有些自我欣赏的得意之作
或语段，现在是断然写不出来了。我禁不
住感叹：写作这一精神产品，真比不得熟
练工的操作啊！如此看来，即便年老体
衰，也要随时地有感而发，以免时过境
迁、灵感逝去就追忆不起、写不出来了。

多年来，文字伴我成长，伴我向前向
上，伴我喜忧，伴我哭笑……数不清、读
不完、写不尽的文字，已经成为我生命中

最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慰藉，抚慰着我的
情思，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倍感温馨，
时常得以暖意。

1995 年那个该诅咒的隆冬腊月十
一，我那懂事听话、受了委屈也不顶
嘴、十几岁就屡屡欲为父母分忧的不满
二十岁的长子，一夜间因交通事故突然
离我而去……当时，我悲痛欲绝，心如刀
绞……后来能从昏昏沉沉中自醒、振
作，除了亲友们的关爱帮助，就是几位
文友那一封封书信，那些流转的文字给
我慰藉；再后来，我仍是凭着一篇篇一
行行流转的文字，宽慰、热抚自己冷却
的心。

文字使我坚强，文字给我力量，让我
把烦恼和苦痛化作生存的动力和营养，
昂首挺胸，笑迎明媚的阳光。

多年来，得意时，我用文字来记录内
心的窃喜；失落时，我靠文字来疗救深深
的苦痛；彷徨时，文字驱散我前行路上的
阴霾；愤激时，文字倾诉我不吐不快的郁
结……

文字，已成为我生活生命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挥之不去。想念她时，她温润
撩人，触摸她时，她亲婉可心。一天不曾
触碰她，就一天难能安睡；一天不曾亲近
她，就一天饭菜无味……

我常想常思，文字竟有如此这般的
魔力，她牵扯了你的情感，你还得为她
痴；她勾走了你的魂魄，你还得为她迷。
她是多么迷人啊，让你心甘情愿、毫无怨
言地为她耗费心血、殚精竭虑。

当生命的年轮越转越多时，我和许
多同龄挚友一样，对外物的追求越来越

低。唯有文字，我情系于她，难以割舍，让
她记录自己的思想轨迹，见证自己的飞
扬情怀。

啊，流转的文字，流泻的是一泓深
情，转动的是一缕思绪。在流转的文字里
生活，在文字的海洋里游憩……那是怎
样的惬意、怎样的舒适、怎样的幸福啊？！

啊，我愿做一条小鱼，随流转的文字
而流转，依流转的文字而纵情……

啊，说不尽道不完的让我痴情的文
字，若有作曲家择你的更优部分，为你配
上乐曲，在优美动人的旋律中，你就更叫
我着迷，让我励志，让我不断进取！同时，
你让我忘了年龄，让我因你而更添乐趣，
让童心在我这年过七旬的体格里永驻永
存！

谨以此文，在甲辰龙年春季，献给热
爱文字的朋友们。愿辛勤的文字工作者、
新老文友们以龙马精神励志，笔耕不辍，
为书香社会、和谐河东，贡献我们的一份
力量。文字工作者当不忘初心，担当使
命，让使自己为人民写作，文学艺术之树
常青！

流转的文字
■张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