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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荣张光荣

醉 洽 川醉 洽 川
仰慕洽川，心念已久，却总难遂心愿。初夏

的一次偶然机会，与好友相约，品味洽川胜境，
心旷神怡之情难以言表。

洽川位于陕西合阳县以东20公里外的黄河
之滨，面积165平方公里，属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型湿地。据明万历
《合阳县志》和清乾隆《合阳县全志》记载，洽川
古称“莘国”或“有莘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之一。

清晨，见天气尚可，便驱车向景区前行。约
半袋烟工夫，汽车就爬上洽川西塬顶部。站在
塬顶眺望，洽川景致尽收眼底。薄雾轻绕下，只
见洽川南望巍巍西岳，北靠奕奕梁山，东依滔滔
黄河，身姿雍容富贵。景区内一望无际的万顷
芦荡，密密匝匝，随风逐波；千亩荷塘，万花斗
艳，幽香盛吐；万亩鱼池，绿波荡漾，荻花满目；
千眼奇泉，犹如明珠，紫气腾腾……倾情的俯视
下，我才终于相信，在八百里秦川的腹地，竟也
隐藏着如此风光旖旎的“小江南”。

洽川因水而立，因芦而兴，因泉得名。其间
湖泊星罗棋布，沼泽相连，芦荡深幽，鱼虾戏水，
千眼神泉如同千颗明珠，镶嵌万顷芦荡。特别
是被誉为“华夏一绝”，犹如北斗七星般神奇的
七眼瀵泉，更为美妙。尤以“处女泉”最为耀眼
夺目，相传周文王之妻太姒出嫁前曾来此沐
浴。此后，洽川便有了一个古老的习俗：姑娘在
出嫁前都要来此沐浴，该泉也因此得名。

乘小舟摆渡，越百丈长廊，隐藏芦荡深处的
处女神泉，犹如一面硕大的玉镜、一颗绿色的宝
石，活脱脱展现在游人面前。泉周芦苇亭亭玉
立，芳香诱人；泉面雾气弥漫，涌水汩汩，若隐
若现，时轻时重，把周围的芦枝也弄得醉意朦
胧。触摸温情的泉水，光光的、滑滑的、柔柔
的。畅游泉水之中，更是令人惊奇赞叹，人入
水而不沉，脚下泉涌沙动，如绸拂身，飘飘若

仙，其乐无穷。沉浸在这美妙的神韵里，心存
的忧伤和烦恼顷刻化作无形，心中拥有的唯
有飘逸和欢悦。

雾霭渐散，穿梭芦荡淹没的小径，芦枝如
同少女般舒展着柔嫩的腰肢，笑着、舞着，摇曳
中荡漾着欢笑。强风劲吹下，芦荡又似深藏雄
兵百万，时而绿波倾伏，时而直立如松，时而暗
吐云雾，时而飞舞奔腾，浩瀚里尽情演绎着谜
一样的风姿。轻拂芦枝襁褓里的花穗，我默默
地祈祷着，祈祷即将绽放的朵朵芦花盈盈润
润，永远不老。

乘着小船，依水沿着水乡田园南行，只见湖
面碧波粼粼，堤边绿柳成阴，蝉鸣蛙唱，令人如
痴如醉。遥望水草交接的远岸，一群群白天鹅、
丹顶鹤等珍奇鸟儿，组成一支支浩浩荡荡的队
伍，有的颈修高脚，赤目远视；有的捕食鱼虾，相
互戏闹；有的飞舞湖面，戏水荷塘，好一派风情
画卷。恍惚间，芦荡深处水道里蹿出的快艇打
破了鸟儿悠闲嬉闹的氛围。顿时，鸟儿哗啦啦
地飞散了，它们飞翔着、盘旋着，嘶鸣着飞向不
同的方向。霎时，喧闹的湖面陷入新的宁静。

我曾经品味过许多大江名川，当再次倾听
黄河涛声，触碰母亲河娇容的瞬间，心灵不由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与冲动，昔日的倔强亦
不再倔强。

母亲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峰，穿越过九百九
十九道弯，依然桀骜不驯。它翻滚着、咆哮着，
轰鸣着气吞山河的秉性，孕育着大地千姿百态
的颤动。初春时河水流冰似万马奔腾，夏日里
河水如惊涛骇浪，秋日来河水如洪钟大鼓，冬至
到河水又如山舞银蛇。特别是天崩地陷的崩
岸，随时向游人诠释着“三十年河东又河西”的
傲慢。难怪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观光后激动地
留下“厚云积岸，大水走泥”的墨宝。再瞧河岸
两侧，悬岩危立，断壁万丈，岩上松柏挺立，雄浑
峻拔。在河水的映衬下，山岩上的松柏呈现出
一种风骨，令人浮想万千。

有人说，洽川的美是自然的美，其实更是人
文的美。掀开历史的沉淀，犹存的夏、商、周、
汉古韵，无不闪耀着灿若星河的华夏文明。先
民们留下的每一处遗址、遗物，足以连接起一
串串令文人雅士遐思万千的永恒篇章。

触摸四千多年的人文积淀，中华民族的先
祖，五帝之一的帝喾安葬于此。墓冢巍然耸
立，每到清明，祭拜的人络绎不绝。出土于此
现藏西安“碑林”的汉隶珍品——《汉合阳令曹
全碑》，千百年来被金石家奉为至宝。起源于
西周，独存流传至今的军傩跳戏，在我国戏曲
界享有“活化石”的美誉。

行至“太姒故里”的匾额前，游人们不由吟
诵起《诗经》里描写周文王与太姒纯真爱情“关
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千
古绝句。

静思于夏阳古渡的遗址上，耳边仿佛响起
了淮阴侯韩信木罂渡军，攻占魏都金戈铁马的
嘶鸣。悠长的遐思里，商朝三圣伊尹、孔子高徒
子夏、元代戏曲家王异、举荐“三苏”的许秉简等
英才贤哲，名垂青史的故事，无不令人痴迷。

领略过洽川的湖泊芦荡，千眼神泉，仰观过
存留的先民遗址，当我们登上黄土峰林，则是另
一番景致。那“拔地峰如柱，穿云庙接天”的天
柱山，其间庙宇巍峨，碑石林立。那“秀夺终南”
的福山西依莘塬，地势险峻，山上佛殿、道阁、书
院并立，儒、佛、道三教和睦相处的奇观，令无数
学者竞相探究，终究不得其解。

回归的路途，遥望远处相隔的峰林，群峰耸
峙，错落有致，苍苍茫茫，各有神韵。整个洽川
就像依偎在山的肩膀上，浸泡在水的胸膛里，陶
醉在泉水的絮语里。山水相依，洽川水山一色
的版图，犹如一幅激情燃烧的画卷。

已是夕阳时分，洽川就要远去。登上天
柱山顶峰，再次遥望洽川，夕阳的余晖下，一
层层薄雾正在慢慢地、悄然地升起，弥漫着、
浸润着整个洽川。此时的洽川，犹如劳累了
一天的新娘，正欲酣睡。我醉了，醉倒在回
归洽川的路途上。
（单位：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看到麦子熟了
幸福的感觉
和麦粒一样饱满
夏风吹来，每一个麦穗
都是快乐的童年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镰刀有一种怀念
嚓嚓嚓，是镰刀与麦子的合唱
收割的声音令人陶醉
听着听着，灵魂会异常安然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架子车有一种怀念
又是装啊，又是拉呀
车轮碾出一道又一道车辙
一车，一车
拉的不只是汗水
还有一年又一年的期盼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木叉木掀扫帚有一种怀念
这些与麦子最最亲近的农具
从来不知疲倦
发出的声音和麦子是同一个节奏
朴素中总是那么亲切和自然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打麦场有一种怀念
摊场，翻场
起场，扬场
清早一直忙到夜晚
一村的灯光也不曾喘息
紧张繁忙的日子
总与汗水相连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碌碡有一种怀念
这古老的石头自有追求
一圈一圈欢快地碾啊
麦子在碾压中
堆成了如山的笑颜

看到麦子熟了
就对老家有一种怀念
牛和马，骡子和驴
鸡和狗，羊和猪
这是村庄独有的热闹
天亮了有鸡鸣
天黑了有狗叫
那是天地自然给予的一份安闲

看到麦子熟了
□李永刚

闲 情
阴雨终归去，晨曦芳林旭。
荷塘清新碧，燕雀轻声语。
曲径通幽处，舒身恬淡趣。
闲日和风细，芒种诗夏裕。

麦 收
连日淫雨寒，经天山水连。
愁我农耕家，叹麦伏垄田。
芒种收云烟，阳光洒人间。
龙口快夺食，机抢胜银镰。

高 考
紫霞醉东风，碧波跃金龙。
麦稻结穂芒，扶牛深垄耕。
手握笔力锋，气壮雄心横。
恰逢盛世运，定当折桂宫。

芒种抒怀
□董建成

踟蹰子规啼，潺潺流水入莲池。
飞红落叶燕归去，涟漪雨幕，陇黄草
碧，旷野人稀。

芒种已临期，蒙蒙雾里一蓑衣。
收耕急事农叹挹，欣懽丽日，枝繁穗
重，举盏鼓击。

青杏子·芒种积雨
（外一首）

□春草

芒种·简思
时及芒种雨漫漫，
麦杏熟黄叹怨天。
谢落随同青子生，
金秋再看廪仓尖。

初次听说南泥湾有
荷花，还是在朋友不经意
的言语里。他说延安的
朋友们看荷花，再也不用
跑到外地了，南泥湾湿地
公园就有百余亩荷塘。

暑假陪同外地来的
一个同学参观南泥湾革
命旧址，观赏完后，突然
想起南泥湾有荷花的事
情，便和同学驾车，直奔
湿地公园。在去荷塘的
路上，同学一时兴奋，放
开 嗓 子 唱 起 了《南 泥
湾》。这首脍炙人口的歌
谣不禁让人回想起刚刚
在南泥湾大生产展厅听
到的南泥湾开垦、生产自
救等大事记，好似谱写着
一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的赞歌。

同学的歌声才一落
音，车子就已靠近荷塘。
此刻，这里已是人山人
海，孩子们站在荷塘边，
一边赏荷花一边嬉笑，大
人们则拿着手机一边赞

叹一边对着荷花“咔嚓咔嚓”照个不停，他们
说这荷花在陕北是难得一见呢！

在一片喧闹中，我放眼望去，只见一池
荷塘清香远溢，凌波翠盖，大片荷花盛开于
湖面，白的素雅清淡，红的艳而不俗，粉的
娇而不媚，它们一个个清新、脱俗、安逸、净
世，像南泥湾精神一样，处处彰显着旺盛的
生命力。

荷花不容亵渎，荷叶也同样让人怜爱。
不自觉中，爱国诗人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在我和同学口中
齐声诵出。移步换景中，我注意到了身旁一
个写生的画家，只见他水一笔、花一笔地在宣
纸上洇润、浸染，不一会儿，一朵“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在几片浸泡在淤
泥中的荷叶的撑持下，脱颖而出。

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南泥湾的荷花与
我在南方见过的荷花是不一样的。它们叶子
不是漂浮在清幽的水面上，而是平铺在一大
片污泥上，支撑着花朵的茎垂下了，但是花朵
却努力向上绽放。眼前的这种意象，让我不
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在南泥湾奋战的八路军
战士。曾经的南泥湾一片荒山野岭，被老百
姓称之为“烂泥湾”，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荆
棘遍地、野兽成群。

然而穷则思变，1941年 3月，三五九旅遵
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
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王震的指挥下，开始
了“背枪上战场，禾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
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
神。作为延安精神的精髓，南泥湾精神至今
仍然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的影响
力，当年它就像这里的荷花一样身处污泥之
中，却纤尘不染，不随世俗，靠着战士们的坚
强毅力，把一处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近年来，南泥湾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与时俱进，以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红色资源为
依托，发展为集旅游、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红
色休闲小镇。为带动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这
里建起了湿地公园，不仅种植了大片多样性
植物，还开垦出了陕北最大的荷花栽植地。
此时此刻，我眼前的南泥湾是一片绿地花
海，整片湿地看上去是或绿或粉或红的色
块，成片荷花绽放，成群小鸟在荷花间飞来
飞去，好一幅优美的江南图画。

对于我来说，有花盛开的地方便是好地
方，而成片的花更让我心花怒放。透过眼前
的这片花海，我从游人脸上看到了幸福感，
他们的雀跃和欢呼替我说出了所有的愉
悦。作为新一代的延安人，我将继续发扬南
泥湾精神，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怎样
的困难，都要不惧淤泥的牵绊，在逆境中获
得自我，保持自身的冰清玉洁。

（单位：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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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吃豆腐脑，是上小学时候的事
了。我的姨父和我同村，是做豆腐的好把式。

村东头门前最显眼的木桩子上，常年拴着
一头白唇、黑身子的毛驴。三间草房里靠西盘
了一口大锅，锅口正上方吊架着的木撑子上绑
着一只白布包，旁边案板上放着几只用木条定
成的方形木框，几块方形、黑青色的顽石放在
旁边，用来压制豆腐，这些就是姨夫做豆腐的
全部家当。

我喜欢看姨父像变魔术一样做豆腐。
他把泡软的黄豆加在石磨盘上，带着“暗

眼”的毛驴就听话地一圈圈拉着磨盘转圈儿。
白色的豆浆顺着磨盘流到最下层的小槽子，
最后流进铁桶。姨夫把一桶桶豆浆倒进锅上
方的布包内，像舞蹈一般优美地摇动着，豆汁
儿就流进了锅里。锅下架火添柴，待锅里的
豆浆烧到滚开时，用铜勺舀了自制的卤水，顺
着锅沿四周浇下去，豆腐脑就形成了。把豆腐
脑舀出来，倒进铺了布包的木筐子里，再压上
顽石，就成了豆腐。

姨父做豆腐时，我总是帮忙添柴烧火。我
并不关心豆腐后期的制作过程，只盼着能吃一
口豆腐脑。

终于有一天，正逢队里要放电影，姨夫的孙
女玲玲早早要去看热闹。姨夫哄着我们烧火，
并答应了今晚让我们吃豆腐脑。

为了尽快干完活，玲玲用玉米秆打着驴屁

股让它跑快些，烧火的时候，又把玉米秆不停地
往灶下塞——豆浆烧开了，点了浆，终于大功告
成了。

姨夫准备好了两只小花碗，在小花碗里和
了醋水，浅浅地舀了一勺豆腐脑，豆香味便扑鼻
而来，我不停地吞咽着口水。用小勺子舀上一
小口，轻轻送入口中，美味在唇齿间乱窜，这是
与平日里吃豆腐不同的口感，有些酥软，而沾了
醋水的豆腐脑，更是奇香无比。电影约莫开演
了，早已吃完的玲玲一直催着我快走。我却不

慌不忙地品着这人间美味，连最后一点儿汤汁
儿都不剩。

那晚的电影内容早已不记得了，而那晚豆
腐脑的香味，却一直记到今天。

又过了几年，十二三岁的样子，初中一年
级的寒假，我拜访在县城农行干厨师的三
爸。那时每日好饭不断，又结识了同一大院
里新的伙伴。县城农行对面有个市场，我一
个人无聊的时候就去逛，感受着市场里买卖
东西的热闹氛围。

市场里有一排卖小吃的摊位吸引了我，各
色小吃摊位中间有一块立着的木牌，上面用红
漆写了“豆腐脑”三个字，引得我赶紧去看。

摊位小桌后面的交椅上，只见一位中年妇
女用铜片制成的、带着九十度长柄的小铲子，像
打酱油一样，在一口大搪瓷缸里铲出一片片豆
腐脑，轻盈地放入蜂窝煤炉上的一口小铝锅里，
锅里还热气腾腾地冒着泡。一毛钱一碗，我要
了一碗——飘着红油、香气扑鼻的豆腐脑就送
到了面前。果然还是那个香味，只是更加软滑，
像极了母亲蒸的鸡蛋羹。一碗吃完还不解馋，
我掏出兜里仅剩的五分钱，妇女又热情地舀了
半碗给我，吃完后才满意而去。三爸很诧异午
饭我只吃了半碗，而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

后来，豆腐脑也常吃。笼蒸碗装的豆腐脑，
不敢搅动，搅了就成了糊状，吃豆腐脑成了喝豆
腐脑。很讲究的配方调料浇上去，味道却不
香。又听说南孙村口有家豆腐脑不错，特意开
车去尝。一样的传统做法，铲出来的豆腐脑在
铝锅里煮，调了一碗吃下肚，味道却也一般。

姨父已去世多年，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各
自的事业。村东头的那驴、那磨、那锅、那烟火
气也都早已不见了。那萦绕在心头、豆香味诱
人的豆腐脑，再也没有吃到过。

而那夜、那碗豆腐脑的香味，伴着淡淡的乡
愁，却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单位：西安荆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勇

豆 腐 脑

待烈日当头，走在路上需要
寻觅树阴的时候，夏天就来了。

夏天是一年中最火热的季
节，也是人们身体最解放的季
节。厚重的冬装已压在箱底，严
谨的春秋装也已抛在一边，只需
穿一件T恤，便可以出门办事。

夏天，到处都是一派勃勃生机。茂盛的树
木葳蕤蓊郁，树下的草儿蓬勃疯长，草木的叶子
也都已褪去嫩黄，变成了凝重的深绿。树上的
鸟儿大部分安静了许多，不再像春天里那样啁
啾高歌，而是无声地在树间穿行，或者蹲在树枝
上打盹儿。只有布谷鸟站在枝头，反复吟唱着
那首千年不变的悲歌：“姑姑等——”虫子也纷
纷从墙缝里、草丛中飞出，在树阴下、房间里盘
旋。傍晚时分，迎着夕阳，可以看见无数飞虫上
下翻飞舞动。

炎热的天气里，人容易亢奋，也容易疲倦，
因而午休变得十分必要。就连没有午休习惯
的人，这时节也难免要在午后打个盹儿。无事

的午后，大树底下是最好的去处。搬一把小凳
子，拿一本薄书，在习习凉风中随意翻阅文
字，那是最惬意的了。如果在农家院的门厅里
铺一方凉席，或坐或卧，看小狗吐出长长的舌
头，看老母鸡把自己埋在土里，则更为安逸。

防暑降温是夏天的主题，或空调，或电扇，
或草帽，或太阳伞，或冰激凌，或绿豆汤，各显其
能，各有招数。但是大汗淋漓，乃至浑身湿透，
仍是免不了的。这时，只需冲一个澡，或热水或
凉水，便会立刻浑身舒畅。

昼长夜短，高温难耐。白天街上行人稀少，
太阳落山后，蛰伏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出门，绿地
上、广场上纳凉休闲的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
起，街边的大排档也不再冷清。夜间，人们变得

活跃起来。
其实，夏天也是一个忙碌的季

节。如果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
么一年之“行”则在于夏。人们在
春天里计划的事情，大都要在夏日
里去着手实施、铺开落实。农人们

要夏收、夏种，工人们要赶工期、抢进度，学子们
则要迎接各种各样的考试。

作家贾平凹曾说：“我基本上是冬天不写
作，要写都是夏天动笔，差不多一个长篇写两三
年，总是在秋天写完。”他还说：“我不怕热，似乎
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看来，夏
天也是写作的好时节。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日是作物生长的关
键时期。没有夏日里的茁壮成长，就不可能有
好的收成。从事各种工作的人们也是一样，在
夏天这个黄金季节，切莫辜负了大好时光，认认
真真、扎扎实实把这一年筹划的各项事情实施
好、落实好，到了秋冬才能硕果累累，才能无怨
无悔。 （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引信研究院）

□张志兴

莫负夏日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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