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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叶染绿了五月的眉眼，把家的味道绵延得清
醇悠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唐代诗人温庭筠曾
在《商山早行》中提到一种生长于陕西洛南蟒岭高寒
深山中的古老树种——槲树。每逢端午，槲叶粽子便
成为洛南当地一大特色，家家户户飘散独特清香。

相传王莽和刘秀在洛南作战时，刘秀为了让士
兵携带食物方便，发明了用当地槲叶包成粽子的办
法，老百姓也跟着学会了其制作技术。又传唐武则
天到洛阳赏牡丹回长安时，途经洛南，品尝了当地
的槲叶粽子后十分赞赏，而后让其成为贡品，一直
延续至今。

端午前夕，洛南家家户户都要上山采摘槲叶。
回来后，便将其连同稻草、马兰放锅里蒸煮。蒸煮的
火候要足，这样叶子才能变得柔韧。槲叶煮好，还要
进行清洗，要让叶子干净无尘，通体圆润凝滑、清莹
明亮，馨香味道扑鼻。经过水与火的洗礼，槲叶更加

温顺浓香，然后就可以包粽子了。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糯米要提前在盆子里泡半

天，珠玉一般的米，经过水的淘洗愈发色泽明亮，如
雪洁白。将浸泡好的糯米加上少许红豆、花生米，均
匀铺在槲叶上，先将一头包好，里面淋上水，再整个
包好。米被包裹在棕色的叶子里，再用稻草或者马
兰把粽子缠裹起来。粽子包好了，在铁锅底部铺上
一层槲叶，倒入适量清水，放进包好的粽子，上面用
石块或篦子压住，盖上锅盖，大火煮 5小时，文火 3小
时后，满屋都散发着槲叶特有的清香。

捞出热腾腾的槲叶粽子，等热气散了，剥去槲
叶，撒上白糖或蜂蜜，吃上一口，香甜软糯可口的特
殊口感，顿时让人胃口大开，回味无穷。

在外闯荡的日子，虽然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
到各式各样、各种味道的粽子，但再也没有吃出儿时
的粽香。遥望端午，我十分怀念那凝结着浓浓亲情
和乡情的槲叶粽子。 （单位：商洛市委宣传部）

□南星

洛 南 槲 叶 粽 子

老屋，太老了
只剩下古树、荆棘和荒草
太阳暖暖地照
风儿轻轻地吹
在这初夏的早晨
露珠挂在老屋的檐角
很伤感的样子

我痴痴地望着
那个很像是窑洞的洞口
一只老鼠悄悄爬出来
东瞧瞧，西望望
倏忽间又消失了
几只羊从山坡上滑下来
步子缓缓地
前面的草葱翠嫩绿

我忽然想起了过去

我的先祖们
曾经在这里烧木炭
在这里烧火、做饭、休息，
繁衍子孙
还有他们饲养的鸡、鸭、
猪、狗
种的粮食和蔬菜
那是个很有生气的年代

老屋真的很老了
门前那棵老槐树
还挺着笔直的腰杆
那一片片茂密的荒草
生长着先辈们的胡须
随风飘动的树叶
哗啦啦作响
那一定是老祖母哼出的
歌谣

老 屋
□诗村

阳光下，清格凌凌的河水
欢快，跳跃，奔腾，一路向东
河两岸，近处是葱茏的草木
远处是逶迤的山脉

这条河，流淌在古都长安
灞河，它潜入故乡
流进一个诗人的梦里
这个诗人
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暖水河
那是故乡的母亲河
他的眼里
泛着金色浪花

与他的心同时跳动
似乎回到少年，和小伙伴们
在暖水河里摸鱼，嬉戏
梦里酣游，不愿醒来

（单位：西安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李小军

流进梦里的河
牧归 郝昭 摄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31

魏田田 中 国
散文学会

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西北大学首届青年作
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
长篇小说《朝圣》、散文集

《去那有光的地方》、长篇
报告文学《绿满秦巴》。
在《中国文化报》《特区文
学》《延河·诗歌特刊》《陕
西工人报》《西北文学》

《文化艺术报》《文谈》等
报刊发表作品多篇。获
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长
篇报告文学《绿满秦巴》
被列入 2018 年度中共陕
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
创作资助项目；长篇小说

《朝圣》2019年获绿地城·
第 二 届 昭 明 文 学 优 秀
奖。现供职于安康市群
众艺术馆。

近几年，因为工作忙没有回老家。在当地担任村委会副主任
的表弟总是在微信上说，老家现在打造成湿地公园了，还在坝河
上飞架了一座索桥，非常壮观，要我回去看看。我回去那天是清
明节，祭祖之后，表弟陪我在湿地转了半天，一个劲儿问我有何感
想，我只说美得很，内心却有说不出的失落与伤感。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和他的树。在这个温润和暖的深山坝子
里，曾经到处生长着祖父栽植的树——橘园、桑园、漆树林、竹林、
桃园……从我记事起，每年春节回老家，祖父必带我去几个地
方。首先是红梁子上农校的橘园，用祖父的话说，那是他给地球
穿的绿衣裳。关于祖父和红梁子橘园的情缘，父亲不知道给我讲
过多少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梁子还是一片茅草坡，县上决定在这
里修建农中，身为半脱产林特专干的祖父，承担了为农校建教学
基地的任务，具体就是建橘园。那时交通不便，从遥远四川买来
的橘树贵重，祖父不敢马虎，带领一干人连夜翻山越岭，赶往老县
接车。三座大山，几十里山路，一百多斤的橘树苗扛在肩上，每走
一步都吃力。祖父不仅自己扛，还要不断帮助那些体弱掉队的。
茅草坡挖树坑更难，茅草根就像铁丝网一样在地下扭结，一锄头
挖下去，力气小的连锄头都拔不出来。祖父是出了名的大力士，
整个红梁子的树坑，他一个人差不多挖了大半。那树坑足有箩筐
大，须深埋有机肥，祖父每一个树坑都做到土优肥足。他栽下的
橘树，成活率100%。当满坡的橘树成林时，他的手掌也布满了血
疤。祖父爱树如命，他担心那些异乡迁移来的娇贵橘树不适应当
地气候，就日夜守在红梁子上，白天除草浇水，晚上巡视。冬天为
树干刷上白石灰，落霜的夜晚，还燃起一堆堆篝火，驱逐寒气。奶
奶说，他对亲儿子也没有这么上心伺候过。橘树没有辜负祖父的
苦心，第二年就开出花朵，第三年大部分橘树就结出了累累果
实。当满山挂满金橘，整个坝子都沸腾了，因为那是坝子里有史
以来的第一个橘园。

在橘园里行走，我总是无声地跟在祖父后边，看他一棵一棵
去抚摸那些橘树。园中一棵老橘树是祖父的最爱，它硕大如
蓬，枝繁叶茂，叶片油光光的，在冬阳里泛着碧沉沉的光彩，祖
父叫它“橘王”。每次巡视完他的橘园，他就坐在那里抽烟，一
坐就是半天。

祖父喜欢带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桑园。父亲说，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末，山里人困苦得连油盐都买不起，作为生产大队长的
祖父带领一村人植桑养蚕，以换得油盐钱。山坡上的每一块空
地，坝子里的田坎地边，住家户的房前屋后，遍植桑树。没过几
年，坝子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养蚕基地，养蚕姑娘们还到县城的农
业大会上介绍养蚕经验，我的几个姑姑都是有名的养蚕能手。祖
父教我辨认哪个是油桑，哪个是柴桑。油桑的叶片肥厚油亮，蚕
宝宝最爱吃；柴桑的叶片瘦瘦薄薄的，是土蚕的佳肴。土蚕虽然
产量低，但结的茧子五颜六色，特别漂亮。祖父回忆养蚕的黄金
年代——整个坝子家家户户养蚕，春秋两季，村庄里到处飘散着
桑叶的清香。但若逢雨天就熬煎了，披蓑衣、戴斗笠，风雨里采
桑，回家后必须将桑叶一片一片擦干，否则蚕宝宝吃了会拉肚子。

令祖父骄傲的还有他带领大家在河滩地种植的楠竹园。那
些同样来自异乡的楠竹，根根直立，像擎天柱一般高大。远远看
去，森林一般雄壮，有风吹过，飒飒作响。祖父带我走进楠竹
园，放开手让我奔跑，他则像一根竹子那样直立着。我跑着跑
着，分不清哪个是竹子，哪个是祖父，就将双手卷成喇叭大喊：

“爷爷！爷爷！”竹林摇曳，千万根竹子都变成了我的祖父，呼啸
着回应。

祖父在家门口栽植的两棵陕南本地柑子树最为神奇，树形
优美，叶片油亮，枝丫若蓬。它们像家里的护卫，又像家里的成
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亲切地站在大门两边，每个
回家的人都要首先跟它们打招呼。它们每年五月开花，洁白芬
芳，香气远播——那香，淡雅清远，沁心入脾，吸引远近的人都来
看花，而远近的人也都知道魏家门前的两棵柑子树。秋天的果实
则更神奇，金灿灿满身金疙瘩，乡人们叫它狮头柑。它不同于世
界上任何一种水果——汁水丰盈、甘甜爽口，后味略带一点苦，能
清火降燥，止咳化痰。到了收获季节，祖父会将最好的果子摘下
来，埋进土里育种，再广泛分给那些需要栽种柑子树的人家。其
余的，他用稻草一个一个包好，挂在屋梁上保鲜，等待儿孙们过年
回家时取下来享用。

二十世纪末，坝河上游兴修水库，竹园被砍了，橘树慢慢老
去，曾经兴旺的桑园也老的老、砍的砍，河畔的麻柳，则被水泥大
坝取代，就连大门两旁的柑子树，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冻死了。
不再担任林特专干的祖父，眼睁睁看着他的心肝宝贝消失，只
有无奈地叹息。但他毫不气馁，仍然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栽树
种竹——大门两旁植上优质柑子树，院墙内外各植一片楠竹，卧
室窗下种一棵紫薇，菜地边缘栽几棵银杏，老坟地里也遍植松
柏。几年下来，老屋周围郁郁葱葱。清晨起来，长尾巴喜鹊闹喳
喳飞来飞去，春天里，黄鹂鸟也来光顾，俨然一处自然胜景。

表弟还在介绍着修建湿地的过程，以及湿地吸引来的游客，
带来的经济收益。我却在恍惚间，觉得祖父就像一棵老树，正
站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我问表弟，你知道你外公植树造林的
故事吗？表弟说，当然知道啊，坝子里谁不知道呢？我说，那就
学学祖父辈，在湿地里栽些树吧，柑橘、杨柳、拐枣、柿子、石榴，
啥树都行。

树是湿地的魂。表弟说，你这个建议好啊，我们马上研究实
施。我看着青春勃发的表弟，心里充满欣慰。表弟是复退军人，
我相信，他一定会像祖父那样，撑起家乡蓝蓝的天空。

树 魂

一个节目的完美呈现，要有一个好的
主体，要通过舞台舞美、灯光音乐、演员技
巧等各方面配合，从而达到节目效果。此
外，充分了解导演的意图和对整个节目的
创编，以及舞美音乐的效果，也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观众的审美需求，随着时代的
不断发展也在不断进步和提高。各种表
演艺术的形式，在表演空间、方式、构建等
方面也在逐步创新。杂技表演艺术也正
在不断地开拓与创新之中。

在长时期的摸索和努力中，杂技节目
的完整性——音乐和舞美的巧妙融合，更
能展现出节目的发展特点。为了更好地
适应当下的演出需求、观众审美和表现形
式，舞美的加持和音乐，成为一种效果明
显的催化剂和黏合剂。

传统的杂技道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渐演变成如今的舞美。现代杂技不仅限
于碟、碗、缸、盆等惊险艺术的表演，还融
合了更多的舞台美术表现形式，更加完美
地呈现节目效果。道具，对于古老的杂技
艺术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杂
技演员的表演互相成就、相辅相成。传统
杂技道具从碟、碗、缸、盆、坛，到车、球、
圈、鼓、伞，都是这样的载体，它们始于生
活、源自生活，平凡而又普通。

现代道具与科学技术不断融合，将传
统与现代交融，通过舞美设计来体现空间
与时间的表现形式。它在艺术创作上属

二度创造，随着功能的不断完善，杂技剧
目越来越重视舞美的展现。实用与艺术
相结合的设计也逐渐被运用其中，随着艺
术手段不断完善，演出内容不断精进，它
的艺术作用也逐渐加强，艺术创作的价值
和品位也越来越高，成为戏剧综合艺术中
的重要成分。在现代戏剧演出中，舞美设
计成了决定和左右演出艺术形式的重要
的甚至决定性因素。

对于一个二维平面的舞台来说，在时
间、空间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戏曲所
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在时间、空间上是无
限的。演员的表演中，带有很多虚拟的、
程式化的、抽象的形体语言，但舞美的呈
现大多数还是采用了较为具体的场景设
计，如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厅堂庙宇、山
峦奇峰等。所以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舞
美的介入好像可以游离于排练之外。也
就是说，舞美设计制作得再精致、再复杂，
也是贴在天幕上或悬挂在檐幕上，基本不
会影响到表演区域。但在现代戏及新编
历史剧的创作中，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
化。首先，大量话剧、歌舞的舞美设计引
进到戏曲舞台，给戏曲舞台带来了很多新
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从传统的器乐表演到现阶段的音响
设备，音乐对于舞台剧的呈现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专业的杂技演员、音响师熟悉
整个杂技的伴奏，音响师和演员的配合无

比重要。杂技艺术的来源高于生活，是以
惊险刺激、超常的技巧和体能为特点的。
杂技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音乐对其影响也至关重要，音乐对于
舞台呈现不仅能使其更丰富、更有层次
感，也能让演员的表演更有节奏，空间感、
时间感更强。

任何一种舞台艺术的表演形式都有
它的不同之处。杂技的惊险刺激、技巧都
使它更具有舞台效果和感染力。有些人
说，戏剧是悬疑的艺术，而杂技艺术更是
充满了未知。杂技展现出各种高难度动
作，每个动作都是有风险的，这也为其带
来的舞台效果做好了铺垫。观众不知道
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是否能顺利完成也
充满未知。就算是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观
众，也不禁为之捏了一把汗。

杂技舞台表演对演员的心理稳定性
以及情绪的平定性有着极大的考验和要
求。获2004年全国第六届杂技比赛金狮
奖的节目《行为艺术·度》，是由福建省杂
技团精心打造的。他们在节目的音乐设
计上更是别具匠心，节目音乐设计并没有
与其他杂技节目一样选取传统、古典、民
间、流行等五声音阶、七声音阶乃至十二
声音阶的音体来构建作品的音乐旋律，而
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演技法的偶然音乐形
式，以“滴答”“滴答”象征生命正在行走的
声响，贯穿节目始终。在这样的独特音乐

背景下,“滴答”之声成了演员的内心跳
动，也成了作品中核心元素的存在。尤其
是倒立技巧的进行，音乐更是以其独特方
式慢慢诉说着时间的流逝，影响观众的听
觉，撞击其灵魂。由此可见，音乐是实现
杂技艺术个性的手段之一。

杂技艺术是以惊险刺激为基础的一
种表演形式，但是也离不开舞美和音乐
的巨大影响。杂技艺术正在不断地提升
其表现力，将舞美和音乐更好地融合进
舞台艺术、提高演员的艺术修养、调节
演员心理素质、促进杂技艺术风格等方
面，与音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
是现在杂技艺术的重要发展方向。这
种整体性，不单单是机械地将动作和音
乐进行低层次地组合与叠加，而是需要
创作人员准确掌控杂技作品与音乐舞
美之间的交融点，要随着节目的需要、动
作造型与舞台情景的需求，进行全局的安
排和设计。

舞美与表演的契合，着重表现出演出
的时间与空间感，音乐更能体现出表演的
层次递进。节目的精美创新，将舞美音响
更好地融入演出，是为了带给观众更好的
观看体验，也使节目内涵得以感性表达，
使节目的单一视觉造型提升为综合的视
觉享受，让观众在美妙的音乐中感受到杂
技魅力所在。

（单位：陕西省杂技艺术团有限公司）

□师洁婷

在音乐和舞美融合中感受杂技魅力

在南郑区黄官镇西南部龙池村境内，
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龙池”的地方，这里
有森林面积约5万亩。虽叫风景区，其实
是汉中一处至今未曾被开垦过的地域，多
少年来，藏于深山人不知。

十几年前，喜欢寻幽的驴友和摄影爱
好者们发现此地。只见一个山中坝子四
周，全是巨大的水杉树，中间有一个天然
的天池，一水盈盈，四山崚嶒，青树合围，
草野散漫，感觉惊艳无比。原来距离汉中
城区六十余里的地方，竟然有这样景色秀
丽的风景。龙池从此逐渐进入人们的眼
帘，被人们熟知和赞美。

龙池不大，湖水面积 2万多平方米。
龙池不深，湖水平均深度约 3到 5米。这
里一泓清水，皆被四周青山绿树浸透，从
湖心到边缘，呈现出深绿、翠绿和浅绿。
一面的山底部被湖水淹没，露出几道小山
梁，稀疏的杂树中间，露出灰色的山石，嶙
嶙宛如龙脊。传说中，清乾隆皇帝巡游路
过此地，在距湖 1公里处，亲手种下三棵
银杏，至今已是参天大树。后人为纪念，
将这个天然湖泊称之为龙池，并在银杏树
南面建庙立碑，永久纪念。

龙池风景区没有人造景观，全是大自
然的神来之笔，住宿吃饭的地方也较少，
周围只有几个农家乐。当地政府为保护
好这一方净土，聘请住在此处一位姓谢的
老人，一年四季巡察，照看这里的森林湖

水，禁止游客钓鱼和下湖游玩。凡来旅游
的，每辆车收10元垃圾费，在湖边定点放
置垃圾箱，由清洁工每天清理。为保护好
这里的自然风光，每年对周边树木进行人
工种植，给大众造就一方更加舒适怡人的
环境。仰望这高大入云的水杉树，我想这
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真实写照吧。
或许跟传说中的乾隆皇帝巡游有关，但树
木、花草、池水……生物原生态的保护，凝
聚着多少代护林人、看护人的心血，才能
使这一方宝地能够完整保留下来，成为人
们向往和追逐的旅游胜地。

记忆深处的龙池是美丽的。酷热难
耐的夏天，城里温度计上 38摄氏度的高
温数值，随着海拔的升高，在这里不停地
走低，最终停止在 25摄氏度的标线上。
就连在城市里拼命叫喊的蝉，这会儿也听
不到嘶叫声。龙池近在咫尺，眼前的景
象与几十年前记忆中的样子大相径庭，池
边空地上密密麻麻停放着形色各异的汽
车，显得一位难求。顺着喧嚣声望去，水
杉树下已是人头攒动，热闹如同街市，乡
村游让龙池名气大增，也让周边农民看到

了机会，他们有的开办起了农家乐，有的
在池边摆摊设点做起小买卖，喜悦之情荡
漾在脸上。我想这应该感恩上天赐予的
这块风水宝地，感恩它把绿水青山无偿送
给前来观赏游玩的大众。

池边那些穿红戴绿的摆拍者，或调整
角度或切换姿势，或脚踩或手撩安静的池
水，池水在他们抬起的脚上形成一串水
珠，在他们扬起的手边画了一个朦胧的雾
状水圈后，噼噼啪啪地落入池水之中。搅
动之后的水面，即刻打开一层层的水圈向
外扩散。我相信不久之后，他们的朋友圈
一定会有与池水互动的靓影或视频。站
在池边草坪中，俯下身子，仔细观看，在浓
郁的泥土气息中，青嫩的小草有的已经生
机盎然，有的刚刚破土露出绿尖。那野花
有的花开烂漫，有的含苞吐蕊，在这花与
草相伴相生、亲密无间的氛围之中，我迷
醉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应该就
是这样吧？

久久不愿离去的我，索性蹲下身子，
侧身把耳朵贴近地面，屏住呼吸，想听听
野花渐开和小草慢长的声音。然而，我失

望了，尽管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可是我知
道，那声音一定存在，只是风吹湖边的水
声太大，掩盖了那天籁。悠然走到池边，
看到池水深邃中泛着碧绿，犹如玉石般温
润，便心生爱意，伸手去撩，顿时一股凉意
倏地就传遍了全身，惊得我连忙收手抖
水，戏言这龙池湖里藏着条雪龙，不愿让
人打搅它。

龙池的美，美在四季，春赏百花夏避
暑，秋看红叶冬玩雪，一切都显得那么自
然，那么平静。这时候，连我自己也想变
成一块石头、一株野草、一棵树，哪怕是一
颗小石子，只要能融入这个童话，变成一
个配角，那也是极美的。生长在这样的地
方，从来没有被浮华的世界所沾染，就像
这龙池一样。

“苍茫蜃气晴亦雨，淅沥寒声夏亦
秋”。龙池之美，有一种天造地设的氛围
之美、厚重之美。龙池的美，美在蓝、白、
黛、绿、青五色缤纷；龙池的靓，靓在幽、
静、秀三重意境。龙池湖光山色是人间仙
境，望着这质朴恬淡的自然美景，我要说

“龙池美景甲天下”。
相约龙池，一定能让你体会到天人

合一、回归自然的纯真与浪漫，欣赏一
幅风景秀美、满目苍翠的中国画。人间
醉美——龙池，一定会带来一份惊喜和难
以忘怀的记忆。

（单位：汉中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醉 美 龙 池
□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