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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鹏

万荣县城东岳庙内有一座飞云楼，
备受关注，让万荣人无不引以为傲。近几
年，短视频异常火爆，网红博主、古建爱
好者纷纷打卡飞云楼留念。

对于飞云楼，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
是因为万荣飞云楼的短视频我看过很
多，从众多博主的角度了解到了飞云楼
的前世今生。陌生是因为，直到今年9月，
我才第一次踏进东岳庙，走近飞云楼，感
受飞云楼榫卯结构所散发出的岁月斑
斓！我个人觉得，万荣人对飞云楼是有感
情的，这种感情是复杂的。

万荣籍作家杨星让老师，有一篇文
章名为《抱憾飞云楼》，讲述他小时候第
一次登上飞云楼的难忘经历，以及后来
又去了四大名楼的切身感受。文中，他感
叹飞云楼是巧夺天工般纯木的榫卯结构
建筑，与后建的四大名楼相比有过之而
无不及，却因为没有流传下脍炙人口的

诗词歌赋供后人传颂而鲜为人知，即使
飞云楼所处位置离王勃、王维、王之涣和
柳宗元等文学巨匠的祖籍地都很近，但
却没流传下来一句半句传颂的诗句。

万荣中学有位语文老师，读了杨老
师的《抱憾飞云楼》后，有感而发写了文
章《庆幸飞云楼》。文中这样说道：正因为
飞云楼没有文人墨客题诗作赋，才让飞
云楼的关注度没那么高，才躲过了战火
的侵蚀，得以保存至今，以此刷新现代人
对纯木榫卯结构的认知。

中国有句古话叫“高手在民间”。作
为一名“90后”万荣人，我在很大程度上
相信，飞云楼是由过去万荣县城周边的
木匠师傅们建造而成的，我相信家乡有
这样的能工巧匠。当看到万荣籍市级非
遗传承人老许复刻飞云楼的短视频，我
更坚信我的直觉是对的。通过媒体，我了
解到老许是按照10:1纯手工“复刻”飞云
楼，历时两年，目前已完工。这既是老许
作为万荣人的情怀，也是老许工匠精神

的集中体现。
我有一位从事古建的好友，72岁的

严老先生，有次见他在朋友圈更新了一
幅古建手绘图，简直不敢相信。看着他一
笔一画绘制的效果图，我不禁感慨民间
艺人对技艺的精益求精。

驻足仰望飞云楼，瞬间感觉它就是
如老许、老严般的万荣手艺人，传承着最
精湛的技艺却从不吹嘘，默默无闻，在风
雨中坚守着那份执着。

其实，在万荣境内，仍有许许多多民
间艺人，同样恰似飞云楼。如，红白喜事
上伏案写对联的老者，他们的书法功底
不见得就比专业书法家差；又如，吹唢
呐、拉二胡的乐胡班，不见得就比正规乐
队差……可能他们也缺少机会，就如同
飞云楼缺少诗词歌赋一般。

飞云楼是我们万荣的骄傲，更是很
多人的真实写照。至此，我还是想重申自
己的观点，飞云楼最有可能就是匠心独
运的万荣民间艺人所建造。

飞云楼遐思

□赵朝凯

一场秋雨，如烟如雾，飘飘洒
洒，洒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湿润了
城市的空气。屋檐上一排排水滴像
一颗颗晶莹的断线珍珠争相落下，
形成漂亮的“珠帘”。

一场秋雨一场寒。随着这场秋
雨气温也开始转凉了，街道上来来
往往的行人也穿上了长袖或外套。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玉米、大豆
的叶片上洒满了雨滴，晶莹剔透；苹
果树、桃树、山楂树枝叶繁茂，绿色、
黄色的树叶相间，枝头挂满了各种
果实，像一串串红灯笼点缀其中。即
将收获的庄稼，在大口大口吸吮着
秋雨带来的甘露。

秋雨之下，万物得以宁静。那细
腻的雨滴，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悦
耳动听，如同悠扬的琴音，沁人心
扉，掩盖了夏季的炽热和浮躁。

淅淅沥沥的雨点，轻轻落在身
上，那凉爽细腻的触感，让人感到心
旷神怡；那柔和娇美的姿态，让人赏
心悦目；那冰清玉洁的品格，让人顿
时神清气爽。

秋雨没有夏雨雷鸣电闪般的磅
礴和猛烈，轻轻拂过大地，慢慢滋润
心田，让一切变得宁静平和。秋雨浇
灌着绿油油的庄稼，满足着“民以食
为天”的农民对秋雨的殷切期盼。

在秋雨的滋润下，田间万物都
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每一
块石头，每一片土壤，每一株绿草，
每一棵树木都傲然挺立，仿佛都在
认真倾听着秋雨讲述动人的故事。

绵绵的秋雨，深入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接送孩子的家长撑着各种
颜色的雨伞，在雨中来回穿梭；来来
往往的路人披着各色的雨衣，或匆
匆忙忙，或闲庭信步。大地被笼罩在
一片五颜六色之中。

透过雨帘，眺望远处的大山，雨
水融入群山，形成的雾气，将群山环
绕，大山的轮廓也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显得朦胧又神秘。

农田里的庄稼，显得格外鲜活，
向人们展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仿
佛在接受秋雨的“成人洗礼”，预示
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村边池塘里，点点雨滴，轻轻落
在水面上，形成了一圈圈漂亮的涟
漪，一层一层慢慢变大，绵绵不绝，
然后互相碰撞，再慢慢消失。

池塘边柳树成荫，像梳头的美
少女亭亭玉立，细细的柳枝轻轻抚
摸着水面，像美少女的头发轻轻飘
动，与水面无数的涟漪互相交织，美
不胜收。

秋雨的细腻与柔和，将夏天的
闷热潮湿，冲洗得干干净净。清晨，
站在户外，感到清新凉爽，深吸一口
弥漫着落叶、泥土清香的空气，让人
陶醉，使人心旷神怡。

旅途中，一场秋雨，虽然会改变
我们的行程，也会让美好的心情受
到影响，但在秋雨的沐浴下，原本美
丽的风景更加别具一格，与众不同。
此情此景，会让你感到柳暗花明，心
情也变得阳光灿烂起来。

让我们在每一场秋雨中，去感
受生命的韵律，去理解自然的神奇，
去感受秋雨的诗意！

□薛颖哲

秋季，各种水果争奇斗艳，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售卖各种水果的小摊子，尤其是
那葡萄，总让我忍不住多看几眼。它们像
一串串大自然馈赠的宝石，无论绿色紫
色，更无论酸甜，都带着蓬勃的鲜嫩，光鲜
亮丽，给人以甜蜜的享受。我也总是在这
样瓜果飘香的季节，格外想念小时候，想
念儿时姥姥家的葡萄藤。

初见时，葡萄藤只有一米左右高。仅
几年工夫，枝叶藤蔓悄悄爬满了小院半边
天。我和表兄弟、表姐妹们暑假来玩，常常
快傍晚才记起还有作业。夏日余晖带着一
丝探究，带着一点调皮，穿过层叠覆盖的
葡萄叶，斑斑驳驳落在小桌上，跟着我们
落笔和翻书，舞得扰人清静。但茂密的叶
子把骄阳遮去了八九分，也随着晚风送来
沙沙作响的乐曲。我还曾给这样的场景撰
联：“斜阳淘气穿云舞，葡叶轻柔送晚凉。”

等到葡萄开始挂果，当然“难逃毒

手”。但凡长在能被我们这些小人儿够到
的高度，还没有成熟就变成了“珍馐”。青
青的小葡萄酸力十足，但那涩与酸的浓缩
也无法打破我们对葡萄的幻想。却是不
知，世间所有真正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耐心
的等待。

每至葡萄成熟，抬眼望去，琼堆玉砌，
在茂密绿叶透出的光束衬托下，又显得珠
光宝气。从古至今，它引得多少文人留下
墨宝。而我们呢，下雨天也不消停，只顾着
一边坐听穿林打叶声，一边担心高枝上的
葡萄坠落成泥，也是一种喜忧交织的体
验。

依稀记得，夏末初秋之际，家里的大
人踩着梯子拿着剪子剪葡萄，我们就仰着
脑袋在下面七嘴八舌地指挥。盼望着，盼
望着，洗净净的葡萄呀，还有些许泛着微
微青涩的紫，最是迷人，最是抢手。

回忆至此，心间不由酸涩。也是某一
年，葡萄藤老了，不再添枝加叶，不再硕果
累累，我们才忍痛将它移走。我那时候总

是下意识抬头望，但是当空旷落入眼中，
虚空也埋在了心里。

继爷爷、太姥姥和姥姥相继离开我
们，姥姥家的小院还在，但早已物是人非。
有一年，葡萄藤大约生了病，我的课本、作
业本上还留下了一些黑色的小点点。翻着
那些时光留下的痕迹，泪水轻轻将它们打
湿。我强行把心绪压平，不敢探究太多。

只知，时光荏苒，岁月漫漫，我已与曾
经单纯无忧的欢愉无缘了。那为我们带来
青涩与快乐体验的葡萄藤，最终还是变成
了枯藤老树的模样。除了葡萄，姥姥很擅
长莳花弄草，院子里种了四季果、鸡冠花、
月季花、指甲花等，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
字的花草。可惜我没有继承养花的能力，
徒在绿植店里望“花”兴叹。

天渐凉，雨又多，我赶在一个小贩收
摊前买下几串葡萄。洗净一串，配杯清茶，
再作一联聊寄悠悠思念：

轻品果香，酝酿诗联，浅醉万千美意；
揣摩味道，穿梭岁月，徒寻满院欢声。

时光里的葡萄藤时光里的葡萄藤

□杨永敏

中秋、国庆长假，侯马的两位文友私
信我，说想去河津的黄河大梯子崖，问我
可否陪他们一游。我愉快地答应了他们。
一来作为土生土长的河津人，我理应尽
到地主之谊；二是说来惭愧，黄河大梯子
崖虽近在咫尺，但我还真没有去过，正好
趁此机会了却心中夙愿。

黄河大梯子崖位于河津市下化乡半
坡村境内，占地面积160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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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检票口向前四五十米，便是佳
（夹）人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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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车到山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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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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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梯子崖上给人一种“东
边崖高万仞，西边黄河波涛急”的感觉。
站在山底向上望，是垂直90度的悬崖峭
壁，石阶呈“之”字形，全为人工凿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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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三十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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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为了自身生存
战胜自然、改变自然的见证。

我们怀揣小心、相互鼓励着拾阶而
上，一路有说有笑，兴致盎然地走过古栈
道一个个石阶。越往上，视野越宽，风景
越美，每遇风景绝佳处，我们就会拿出手
机一阵狂拍，把这最美好的景致留存相
册，留存心底；走累了，就坐下来歇息歇
息，待体力有所恢复，便继续向上登攀。

登顶黄河大梯子崖后，沿着游行步
道继续前行，就到了美丽的桃花谷。桃花
谷是河津市目前保存原生态最好的山
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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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津也是临近县市观赏山桃花的

最佳地方，野生灌木林植被丰茂，植物种
类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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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变化而造就出不一样的风景：绿意盎
然，红叶迷人，风光无限，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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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透
直视，仿佛足底悬空。极目远眺，群山环
绕，秋叶流黄，崖似斧劈，大河奔涌。置身
其中，犹入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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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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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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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劳作的父亲身躯般高大巍峨，把无私
的爱奉献给了脚下这方热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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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儿女；天高云淡好风景，一览众山瞰雄
伟。因为我爱家乡，所以我赞美梯子崖；
因为我爱家乡，所以我为黄河母亲点赞！

秋游黄河梯子崖

秋雨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