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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涛

橘子红了

牵着太阳走来
□周刚振

是什么时候

老虎岭又生长出一棵

铁塔的大树

当晨雾渐渐隐退

我就迫不及待地翘望

那即将升起的朝阳

是怎样将大树的影子铺向山谷

我默默地去追寻

反反复复地去寻找

可究竟要找出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

阳光透过铁塔的空隙时

将分割出无数块光束

这些被铁塔折射过的光芒

塑造出我坚强的性格

站立另一个山头

我举起相机欲拍下这美妙的瞬间

倏地发现

有一群钢铁的雕塑者

牵着太阳走来

擎天柱
□刘红云

晟晟九州昕，红船百岁春。

飞龙行空吼，旭日映青林。

寂寂花馨醉，喧喧鸟语频。

开怀歌盛世，善政施情深。

盾锉千山路，扫清四海云。

中华立擎柱，赤县颂平君。

挥仗治贪腐，鞠躬扶困人。

初心重提起，主义献于民。

驱虎圆国梦，统台静待音。

举旗跟党走，铁建献红心。

怀 念 霍 老
□张鹰

看到《人民日报》陕西频道报道：陕西
师范大学、甘肃天水师范学院同时举办纪
念霍松林先生诞辰 100周年活动消息后，6
年前，我们专程赴陕师大拜访霍老的回
忆，再次闪现在眼前。

2015年 11月 28日，在民建西重支部主
委薄禧山先生的引荐下，未央区作协、未央
区文联和未央区政协文史委部分同志，一同
前往陕师大拜访看望霍松林老教授。霍老
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国学泰斗、国学唐宋诗坛
界的权威人士，又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古典

文学专家诗文鉴赏家和文艺理论家。
霍老 1921年 9月出生于甘肃天水市琥

珀乡。幼年时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早年
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被于右任看
中，资助其完成学业，并结为文学挚友。
曾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于右任，身居台
湾后还时常挂念着霍老。1959年 4月，于
右任在其八十大寿时还问身边人：“那个
霍松林有无消息？他可是我们西北少见
的青年啊。”

1951年霍老赴陕执教至今，数年如一
日，献身教育，勤于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
就斐然，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高度赞
誉。在陕西师范大学家属院霍老家里，老
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时年 95岁高龄的
霍老，头脑思维清晰，说话声音洪亮，视力

也好，只是听力有些迟钝。霍老谈道：“我
现在很少出家门，但仍关心国家大事，订了
几份报纸每天阅读，我喜欢文学的兴趣不
减，贾平凹举办的文学活动，我有时候还去
参加。”当谈到如何写好诗词时，霍老说：

“一是从小要多背经典好诗，二要勤奋多
写，三要多和喜欢写诗的朋友商谈讨论，写
出好诗就不难了。”在参观霍老的“唐音阁”
书房和工作室时，我们看到书柜中摆满了
各类书籍，墙上挂着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
家于右任，亲笔签名的“赠松林老弟”照片
及书法作品，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请未央作协的朋友，把你们的文学作品
给我，让我看一下。”霍老不忘关心文学爱好
者。还主动向我们讲授他的文学创作经验：

“诗文的写作没有什么诀窍，你们要熟读古今

名作，深入领会其精髓。熟能生巧，要多读多
看，多交流。”拜访即将结束时，未央区文联副
主席兼秘书长王宏把自己拍摄的《汉城湖夜
景》照片赠给霍老，未央作协副秘书长杨长弓
把创作的小说《背负承诺的女人》和作协理事
李兴茂撰写的《未央民俗》也一同赠与霍老。
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谆谆教诲言简意赅。
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不显倦意，并和我们合影
留念。考虑到霍老的身体状况，我们依依不
舍地与他告辞，他起身与我们一一握手，亲自
把我们送至门外。

时至今日，恰逢霍老先生诞辰 100 周
年。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德高望重、誉满神
州的泰斗级大师。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弘
扬霍老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使其发扬
光大、薪火相传。

恋恋江南
□耿昊

屐痕处处

有幸读到一副对联之上联：“提锡
壶，过西湖，锡壶坠西湖，惜乎锡壶。”
也由此痴迷于江南的烟雨，迷恋于江
南的街市。

江南，或诗，或梦。那是暮色中的
哀婉，繁华中的静默。那里有一代人最
温柔的缱绻，西湖断桥的相逢，陆游与
唐婉在沈园的最后一面，容若与沈宛的
初次邂逅。是柔，是画舫三千，是浅斟
低唱，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所以也曾设
想自己腰缠万贯，在烟花三月的季节，
直下维扬。去体会“烟笼寒水月笼沙”

的婉约；体会“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
帘总不如”的繁华；领略“村连三峡暮云
起，潮送九江寒雨来”的神妙。可那终
究是痴想，我相信描写它的每一段文字
都是裂帛上的刺针，可那情是真的、切
的。在那青石长街，在那潺潺水边，落
日晚霞，静壁沉烟。那是江南特色的哀
愁，江南应有别离，不应是泪眼婆娑，困
顿失意的无奈。它经纬着离别之思，这
样才能体现出折柳寄梅的天涯之思。
它是柔弱的，但也不缺乏烈性，这种柔
弱夹杂着韧性，似南巷清风中混杂着北

巷浊酒的香醇，即使细若如丝，但终究
藕断丝连。那是种“弱柳从风疑举袂”
的弱，那是“虞姬虞姬奈若何”的烈。

但它终究是归宿，无数人的归宿。
一次意外，让我读到了最精彩的下联，
一个男孩捧着辛夷花站在西湖边说道:

“执辛夷，念心怡，辛夷赠心怡，心仪心
怡。”这才是江南，袅袅西子，如斯之美，
淡淡正相宜。从此它收容了我一颗漂
泊的灵魂，收下一片灵秀，一片浪漫。

柳依依，水潺潺。
梦入江南，时不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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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的一种爱好和习
惯的形成会有许多偶然的因素。

2003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
民航第十四期中青年管理干部
研修班期间，班上有 5名同学是
飞行员出身，他们对体育锻炼极
为重视，个个腰板笔直、身材健
硕、红光满面。那时候学院所在
的北京望京地区正在大规模建
设，马路宽阔、行人稀少。晚饭
后，在这几位飞行员出身的同学
带领下，我们便会沿着望京大道
行走两三个小时。起初，我有些
吃力，走走跑跑才能跟上同学的
步伐，一个月后，我勉强能跟
上。如此，三个月后，晚饭后如
不走路我就觉得缺个啥，浑身上
下感觉不自在了……

在英国德温特河畔，有一座
小城德比，城虽小，但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却比比皆是。在英国
德比的R.R总部 45天的学习研
修期间，健步走便成了我业余生
活的重要内容。每天晚饭后，同
学们便会沿着德比城外围，迎着

落日的余晖，踏着绿茸茸的草坪，听着清清的流
水，望着参天的大树，绕行一大圈，十分惬意！

回国后，与我住的小区毗邻的西安市高新区
唐遗址公园成了我最理想的健身场所。无论春
夏秋冬，我都会沿着唐延路与沣惠路中间的唐
遗址公园的林阴小道美美地行走，看着两边高
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看着这里一天天变成
了西安的金融大街，看着这里折射出的西安近
30年的沧桑巨变……外地亲朋好友来西安，我
会把他们带到唐遗址公园里一起健步走，会情
不自禁地给他们讲唐诗宋词里展示的体育运动
在古代中国火热开展的盛况。

这些年，没有特别的事情，一般我晚上都会
健步走。下雨时，我会在家里走；出差时，如遇不
好的天气，我会在酒店的楼道里走，上下地铁站
我会走步道。

如今，国家把全民健康作为一项战略，出台
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刚刚结束的十
四运会在西安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热，无论是
秋风习习的清晨，还是月明星稀的晚上，到处都
能看到健步走的人们，步行上下班的人也越来
越多。西安的道路也因为十四运会改造得越来
越宽，小区周边的健身公园、广场也越来越多，
可以预想，健步走这项简单易行的健身运动必
将越来越受到全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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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城老区
□毛亚云

站在宝钛老区旁的杨家山山顶举目四望，漫山树木
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彩斑斓。一片苹果地里，果农们正在
摘果子，红彤彤的大苹果在枝头笑弯了腰，漫山遍野的
彩色，组成了秋天最美的图案。

下山原路返回时，我遇见了许多晨练的人。抬头望，
生活区楼前房后的银杏树，染上了黄色，耀眼夺目。一
阵风儿吹来，银杏叶片片飘落，像极了蝴蝶在翩翩起舞，
一落到草地上，草又添了几多雅致，更显出了秋之静美。

行至西大门，连日秋雨使廖家沟的后山涌起了浓浓雾
气。西大门桥两侧，正在绽放的野菊花尽情展示着灿烂与
高洁。一丛丛、一簇簇，开得那样蓬勃热烈。一路前行秋风
扑面，沿途的厂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绿的沉静、黄的精致、
红的艳丽，叫人不禁驻足欣赏。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
树叶已变黄，在风的召唤下不时跌落，踩在脚下沙沙作响。

站在清水河边细看秦岭，满山的树和连绵不断的山
峰出现在我面前，浓浓绿阴层林尽染。不远处，山坡上的
水晶柿子火红火红，宛如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实在惹人
怜爱。顺着公路蜿蜒而行来到桥头，这里山明水净、深幽
清雅、树木林立，空气异常甘甜，一幅纯天然美景。再往
上，清水河上游的一侧泉眼在潺潺流淌，为了喝上清澈甘
甜的山泉水，周围职工常自带水桶，穿行于此。一来锻炼
了身体，二来喝上了泉水，岂不快哉。拉水人三三两两行
走其间，轻松恬淡，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这个浓淡相宜的季节，我行走在钛城这块沃土上，
感受着老区的绚丽多彩。今天的老区已由当年荒凉的秦
岭北麓清水河畔，变成中国钛工业生产科研基地。当年那
些朝气蓬勃、来自五湖四海的开拓者建设者们，虽已进入
生命的秋天，却依然热爱宝钛，他们把一生的才华和智慧
都奉献给了钛工业。如今，他们的儿女们正迈着坚定的步
伐，不忘父辈初心，牢记历史使命，守望着这片热土，沿着
父辈们指引的方向拼搏前进。

青黄尽染银杏叶青黄尽染银杏叶 高博高博 摄摄

“橘子红了！”
友人发来微信，随即发来一帧照

片。照片里汉江碧绿，澄澈的江面映
着一湾绛红的橘林。照片的右上角近
处，坠着一枝晶莹玲珑的橘子，在柔和
的阳光里，正涡着笑意撞向我的脸颊。

友人黄姓，名仁勇，多年前下村时
相识。他人耿介，性朗明，专业农校烟
草，常年泡在田间地头，暇了喜读文
史。先滔河，又四季河，再蔺河，再岚
河，一直在河边的乡镇转，现为汉江边
大道河一镇之书记了。

大道河镇曰为橘茶小镇。遍坡的
橘，漫山的茶，诵一遍，齿舌便生香了，
又何况是照片里钻进眸子里的束束
红橘，忍不住便要挪动起脚步。

仁勇在汉江边码头迎我，递给我一
个橘农刚送他的红橘。橘子红彤彤的，
饱满有光泽，鲜艳若玉，我不忍撷剥，放
进车窗前，成了眼帘边一路的景致。

江边码头一侧悬崖陡峭壁立，几位
工人身悬铁架，手持风枪平整崖面，喷水
的枪头发着嗡嗡的叫声，不时有削掉的
崖石坠落。仁勇指着崖面说，石崖临江
又临道，我们想变荒芜为风景，把崖面处
理平展了，画上一幅橘茶小镇风情画。

身边隆隆作响，有长长的火车驶
过。仁勇说，上世纪 60年代末至 70年
代初，国家作出“三线”建设重要战略决

策，修建途经大道河镇的湖北襄樊至重
庆的襄渝铁路，史称“2107”工程。全
长九百多公里的鄂、陕、渝三省襄渝铁
路沿线，一时涌进近百万名筑路的铁
道兵、学生兵及民兵，仅大道河段便驻
扎有数万人修路大军，先后有数百人
献身，仅大道河镇老庄子烈士陵园就
安葬有 21位铁道兵烈士。我们岚皋县
三个民兵团先后有 105 名民兵牺牲。

“三线”精神已列入我党精神谱系。
我们想借用大道铁路乘降所上不再
使用的几间工房及周边场地，征集当
年生产生活用品及相关文物，筹建起
一处岚皋县大道河镇三线建设展示
馆，以此来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并展
示给今天的我们。

仁勇身在一个小镇，格局却有汉江
般长远。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父亲
当年也曾参与铁路修建，只不过建的
是西起阳平关东抵安康的阳安铁路，
那是一条与襄渝铁路有着勾连的路。
我为仁勇的想法称好，并诺言捐出所
藏关于“三线”建设的几本书籍，以支

持小镇所谋划的大业。
我们爬上江边的一面橘林，见到

了橘林深处仁勇他的几位同事，他们
约着现场来商讨几天后在此即将举办
的今年红橘采摘节的细节。

橘林里，仁勇和我面向汉江而
伫。橘红点点，江水莹莹。仁勇说到
橘林，说到汉江，继而轻声言道：镇有
边界，景却无界，江的对岸是本县的
民主镇，那里有陕南最大的古堡全胜
寨和寨上的红色故事；江的上游是紫
阳县的洞河镇，那里是京剧声腔之母
汉剧的发源地；江的下游是汉滨区的
大竹园镇，那里有着更大面积的茶
园。这三县四镇自古姻亲相通，人文
相近，产业趋同，他已与他们取得共
识，依托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签
下了“新时代跨县区四镇绿色崛起协
同发展框架协议”，通过统一规划，整
合资源，逐步打造起“观十里茶花、游
沿江美景、品汉江鱼宴、购汉水柑橘、
住江岸农家”的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沿
江四镇在乡村振兴中有突破性发展。

橘林一片嫣然，弥着成熟而又美
好的炽红。听着仁勇的言谈，想起多
年前认识他那时初出校门的样子。
我在想，仁勇熟稔了，和这橘林一样，
和这泛香的时节一样，有了人生季节
深处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