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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骊山小记
□常巧云

自小就去过骊山。父亲总说，带你去华清
池洗温泉浴。因这缘由，临潼便成了我幼小心
里，除西安之外见过的最大城市。只是我还太
小，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

后来我在西安念大学，上学的第二年，
学校春游组织去骊山。那是我第一次领略
春游。我知道“春游”这个洋气的名词，只有
城里人才有资格享用，农村孩子不春游，因
为我们就生长在田野里。而现在这个美丽
浪漫的词语我也要体验，兴奋和激动对我而
言可想而知。

西安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有着厚
重的文化底蕴。

说到临潼，自然先想起秦始皇，这个把中
国疆土第一次统一的皇帝，他有着怎样的雄
才伟略，在七国战乱之时，完成了祖国的统一
大业。秦始皇陵墓，盛载着久远历史的青铜
车马、兵马佣、跪射佣，个个形象栩栩如生。
站在秦陵墓一号坑内，目睹成千上万的秦兵
马俑，仿佛穿越到秦朝，亲临战场，指挥着千
军万马。回过神来，眼前栩栩如生的兵马俑，
都是历史的见证，记载着中华民族两千年前
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文化奇迹，吸引着海
内外的旅游爱好者，但凡来西安旅游的国内外
游客一定要去临潼，在这里品味中国文化的悠
久历史韵味。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华清
池，杨贵妃，虽然不能把唐朝衰亡的罪过归于
柔弱的杨贵妃，而作为女子的杨玉环又怎能称
得上贤惠与智明。秦风唐韵，这是后来人送临
潼的雅号，我亦以为然。

我们是下午赶去临潼的。社会进步之

神速令人咋舌。半个多小时，车已经位居骊
山腰了。

骊山是盛唐时期的皇家花园，是皇帝经常
打猎的地方，也是玄宗皇帝与杨贵妃度假沐浴
的圣地。

车可以一路开上去。带了年票准备通过，
售票员说五一旅游黄金周年票不通用，只好买
了门票。售票员看我们实在，动了恻隐之心，
你们买两张半票吧。

停稳了车，顺着山道，我们向山顶爬去。
顺着路标指示，骊山峰顶是烽火台。记得

以前上过，印象模糊了。但见漫山遍野侧柏林
立，昂然向天。山中的风总是比城市的风感觉
清新，我喜欢这种清新的空气。尤其是攀爬得
累了，喘着粗气，才更觉得空气的清爽与怡
然。呼吸，在这样的环境，又遇这样的喘息，才
觉得过瘾。平常状态，无论你怎样运动，也进
不到最高境界的吐故纳新。

登山费力，几步路便气喘吁吁。于是停下
来，就着树林的阴凉，风从林间拂过，夹杂着花
香。每当爬得津津乐道，间或累了，喘息片刻，
又气宇轩昂向上挺进了。五月的天空透着湛
蓝，浮云淡淡地飘着，登高望远，天地开阔，风
轻云淡。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看见“烽火台”三

个字，叫人不由得想起了战乱的长安。点火
处的炉台是骊山的最高处。站在烽火台的峰
顶，鸟瞰四周，吟着杜甫名句，仿佛战乱的长
安就在眼前。

烽火台的故事家喻户晓。烽火戏诸侯，无
论哪次改朝换代，战乱的长安，烽火台都是最
热闹的地方。古今王侯将相墓冢早已不在，千
百年来，寻常百姓历经了多少次战乱，度过了
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站在峰顶瞭望，太平盛
世里的长安美不胜收，令人感慨。

烽火台上的风清新明丽，丝毫没有战火的
余味。举目远眺，周围欣欣向荣，尽是一派繁
荣昌盛的新时代景象。生在新时代，我们少吃
了多少苦头。

不急于下山，一路漫步，清风花香鸟语，又
一场酣畅淋漓。

到了山底，忽然想起未到捉蒋亭。捉蒋亭
后改名“兵谏亭”，上学时春游上去过。再看兵
谏亭的位置，停车处已经在亭子的上方。再
去又要下山，原来山路已经修到老母宫、老君
殿了。

从老君殿一路下山，石榴花漫山遍野，别
开生面，盛开在五月的圣殿，翠绿色的叶点缀
着鲜红的花。瞥几眼，心被俘虏，神而往之。
于石榴成熟季节，硕大的石榴挂满枝头，那景
象一定更加喜人。

五月石榴别样红，骊山遍野醉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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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遥，
一场气壮山河的“又见”
又见平遥，我算是来了，看见了。
历史往往是一团乱麻，梳理梳理就有了眉

目。那些针头线脑的陈年旧事，随着灯光的明
明灭灭而逐渐显现出来。

我被拥挤的人群簇拥着，看见了押镖人集
体壮观的洗浴。平遥女子一个个从幽暗的光影
里走出来，走近一只只硕大木桶，给将要出镖的
心上人擦洗。她们要把满腔思念和不舍，擦进
眼前这赤身裸体男人的肌理，和他的灵魂。

“出镖！”一声吆喝，镖局车马雷动，众乡
亲紧跟着向前拥着，向前拥着，不时响起：“四
娃，早点回来啊！二蛋，别怕，别急，我在平遥
等你……”

节目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合二为一，完
全沉浸式的一种表达方式，人群拥挤处就是演
员的舞台。这是王潮歌的实景“印象”系列之
后，推出的“又见”系列。她几乎是行为艺术的
神人。创造了《印象刘三姐》后，这种震撼的效
果，已火遍全球。后来，不满足于水上、大漠那

种远离观众的表演，潜心探索创新一种体验
式、参与式的场景，就出现了《又见敦煌》《又见
平遥》等。我们随着平遥故事地讲述，潮水般
从这个主题大厅涌进另一个大厅，人流好似潮
水一般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涌动。演员说不
定就在你的身边，你站的地方就是表演区，拉
着你衣衫的，或者抱了旁边美女青春之腰的就
是一个正在演进的情节……这就是王潮歌的
奇崛之处，是具有“王潮歌元素”的高级行为艺
术。我算是完全破防了，彻底领受了，“服了”！

《又见平遥》是在搭建的工棚里进行的一
场美丽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的演绎。“你们
用了一个多小时，我和我的团队用了一年半。
平遥城两千八百年历史，我们想穿越一百年！”
这是王潮歌的内心独白。

最为感动我的还是那场《又见平遥之面魂》。
此刻，观众安稳地坐在梯阶的座位上，习

惯性地等待又见平遥的另一场表演。画外音
在徐徐地讲述：这就是晋商，他们走南闯北，以

一己之力走遍天下，赢得了过往之处的欢迎，
看，他们要回家了，他们回来要吃一碗属于自
己的面……十几台黑色的台面上，逐渐冒出人
头，好像从山谷、从海平面、从地狱深处将头探
了出来，随着一阵激越的音乐，“唰”一声，飞升
的面粉由低到高洒向空中，在聚光灯影里做着
布朗运动，美妙而神奇！

之后，揉搓、拉扯、擀制、切削、捞面、调
味……“咥面咧！”青花瓷的大老碗，盛进热
气腾腾的“山西面”，气吞山河，排山倒海，一
下就碗底朝了天。“舒服啊，真舒服！”还有什
么比能吃上一碗家乡面更解馋、更过瘾的呢！

又见平遥，算是那些押镖不归人的灵魂，

穿越千年又回到了家乡平遥，这何尝不是世世
代代艰苦创业情景的真实书写，又何尝不是一
曲生生不息的生命礼赞！

最后的收官之笔更拉近了观众的心：你是
谁，你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演员们纷纷走
上前台，各自介绍姓名，这种与晋商割不断的
血脉传承，已经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和传统意
义上的姓氏意义，变成了一种纽带，连接着华
夏儿女的精神世界，擘画出神圣的精神家园，
在平遥，在山西，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深深扎
下根去……

平遥，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正在
“又见”中演绎出新的传奇！

村里有大片的竹林，
竹林旁是青翠的草坪。
在春天，草坪上会根据花
期轮番开满漂亮的野花；
秋天，草坪上无处不长满
野菊花。儿时的我们都
是集体活动，每天放学、
周末，草坪上、竹林里，到
处有我们的欢声笑语。

那时的我们没有玩
具，下午放学也比现在的
孩子早一些。放学后，不
是先写作业，而是飞奔回
家把书包扔在床上，飞跑
到竹林旁的草坪上玩过
家家。草坪旁有石墩，因
为村子在华山脚下，村旁
有条河流，雨过天晴后，
河道里会有被洪水冲下
来的滚石。而华山是花
岗岩体山脉，花岗岩质地
偏硬，被洪水冲下来的滚

石便成了绝好的建筑材料。而石墩是石匠一钉
一钉将巨石打造成的一个个平展整齐的“豆腐
块”。这些“豆腐块”成了我们过家家的桌子凳
子，厨房的案板等“家居”材料。

夏天的中午，我们会跟着邻家哥哥姐姐在
竹林里采摘竹笋，将两三厘米长的竹笋从根部
掐断。我年龄小，找笋找得慢，邻家哥哥不一会
儿就采摘了好多。跟着邻家哥哥，我们不用担
心忘记时间回家，邻家哥哥学习好，时间也把控
得好。我们只需专心致志，埋头苦寻刚冒出的
嫩芽。当然，我也会贪玩，采一些漂亮的野花，
这也导致我找的嫩笋最少。

我们回家后，央求母亲将嫩笋切碎，拌上
醋、盐、油泼辣子，做成美味香甜的佳肴。有些
小伙伴将拌好的嫩笋装进竹筒里，带到学校招
让小伙伴们品尝。大家品尝的不只是美味，更
多的是竹筒视觉上的味蕾。看着他们家大人用
竹子做器皿，别提我有多羡慕了。

我们年龄小的在竹林里玩，只有周末才敢
进去，因为不用考虑时间，可以玩一下午。竹林
是自然生长的，到处都有踩出来的通往河道的
小路。村里人除了务农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
挖沙，河道里的沙子很细，非常干净，很受工程
老板的喜爱。那时每家每户都有翻斗车，妇女
常常头裹毛巾手、拿铁锨给翻斗车里装沙子，男
人则将沙子卖给几里外地的工程老板。快到孩
子们放学的时间，妇女匆匆从河床上岸，穿过竹
林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在竹林里踩出小路的还
有每日去镇上读初中的大孩子们。

一次我们在竹林深处发现一个竹屋，屋顶
是用竹子压弯搭建的拱形房子，屋内整整齐齐
地铺着红砖，可以容纳五六个小朋友进去玩。

听老人讲，以前村南的竹林里有狼窝，后来
景区开发修建索道，打造登览华山的第二条路，
我们村口是进入索道的峪口。于是村南的大片
竹林被砍伐，修建停车场、售票处，狼群也都跑
到后山去了。而现在景区再次开发，成为5A级
景区，曾经村口的草坪、大片的竹林，变成了一
间间民宿。儿时扛锄头的“农二代”现在都变成
了民宿老板，一到假期，全家老少都在民宿忙
碌，没有一个闲人。

华山因为花岗岩体山脉，曾经给我们有着
大量的细沙和滚石。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华山
吸引着大量游客，也让村民转变思路，从农夫、
石匠身份转化为商人，自己做老板；曾经每家
每户都有的翻斗车，现在变成了小汽车、商务
车；曾经开车挖沙，现在开车满心欢喜地为民
宿接送游客。

而我常常怀念那片竹林，去年夏天和母亲
在村东头的景区专线公路上散步，意外发现从
路旁一个大门进去，里面是大片的竹林。母亲
告诉我，原本这片竹林是要建风情园的，由于景
区的重新规划，这片竹林才得以保留下来。

行走在初夏的早上，
尽是雨后的微凉和氤湿
的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清晨，在小区健身廊道跑
步锻炼时，忽然瞥见路边
花园里有几棵石榴树开
花了。“只待绿阴芳树合，
蕊珠如火一时开。”远
看，石榴树上开满许多
小喇叭似的花朵，红红
的，缀满在朦胧的绿丛
里，灿若烟霞。

我不由得停下脚步，
走近栅栏，来到石榴树
下，仔细端详。昨夜下了
一阵小雨，空气是那样清
新，石榴树的枝叶上还有
一层水滴。绿叶红花，点
缀滴滴晶莹露水，石榴花
越发显得纤细、秀美、娇
艳。漫步于石榴树下的
蜿蜒小径，我忽然读懂
了苏轼口中的“微雨过，
小荷翻，榴花开欲然”，
这恰是石榴花开时节的
最美写照。

古人把石榴称作“丹
若”，就是取自石榴花的颜
色。据《广群芳谱》记载：

“石榴，一名丹若，本草云，若木乃扶桑之名，榴花丹
颊似之，故亦有丹若之称……”说起来石榴算是
外来物种，汉朝时传入我国。先是在皇家苑囿中
栽种，后来随着时代变迁，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红红的石榴花，一树树，一簇簇，一团团，吸人
眼球，张力十足，灼热，烂漫，飞扬，充满了蓬勃的
生命感，成为初夏时节一道绚丽的风景线。望着
石榴花，遐想着金秋时满树的石榴果，我的思绪又
飘飞到老家的那棵石榴树身上。记不清楚是哪一
年，母亲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石榴树。依稀听母
亲说，那棵石榴树是从二姨家移栽过来的。刚栽
种的时候，它只有大拇指般粗细，起初我没怎么关
注过它。直到几年后，石榴树枝繁叶茂，石榴花怒
放，秋后果实累累，让儿时的我有了大快朵颐的美
味，那棵石榴树才走进我清晰的记忆里。在零食
匮乏的年代，那棵石榴树结出的果实，汁液饱满，
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让我满口生津，成为我童
年味蕾的一份留恋。

石榴树很容易培植，母亲每年都通过压枝生
根的方法培育幼苗，对有需要的左邻右舍，母亲总
是把幼苗慷慨相赠。石榴树的成长少不了母亲的
精心呵护，经过几十年的生长，石榴树的躯干已有
碗口那么粗，扭转着树干向上攀援着，斑斑驳驳，
疙疙瘩瘩，仿佛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每次看到那
棵石榴树，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劳作的身
影。母亲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操持着农活和家
务，日复一日地为家庭付出，从无怨言。石榴树的
品格，不正像我的母亲吗？没有奢华的外表，却勤
勤恳恳，甘于奉献。

农历五月，是石榴花盛开的时节，故五月又称
“榴月”。盛开的石榴花将静谧的小庭院映衬得热
闹缤纷。石榴花的花期比较长，但若是遇到较大
的风吹拂，花瓣便纷纷落下，落在地上像是铺上了
一层红色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有一种说不出
的舒爽萦绕在心头。

等到了盛夏，如伞一般的树冠下，更是成了乘
凉休憩的好地方。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便在石榴
树下摆上吃饭的方桌，一家人围坐在方桌四周，迎
着东南吹来的凉风，边吃饭边聊天，好不惬意。晚
饭后，母亲在树下做一些诸如纳新鞋底之类的针
线活，有时也会给我讲岳飞、海瑞的故事，教一些
做人的道理。到 10月份，是石榴的收获时节，细
心的母亲总是按成熟的先后顺序采摘。有时候，
摘得晚了，一些石榴就会裂开口子，露出鲜红的石
榴籽，引得众多鸟儿争食。母亲把采摘下来的石
榴保存得特别仔细，先是将石榴放在阴凉通风的
地方，待石榴皮的水分蒸发后，在干燥的石榴外面
包上一层纸，然后放在透气的纸箱里，等到春节期
间拿出来招待客人。

“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此刻，
眼前的石榴花活泼、灵动，像一簇簇跳动的火苗，
又像一片红艳艳的晚霞，充满生机。氤氲的空气
中还飘来艾草的清香，仔细一看，原来花园的主人
还栽种了一片艾草。民谚有“清明插柳，端午插
艾”的说法，艾草与端午是最为相宜的。闻着艾草
的清香，徜徉在石榴树阴里，我感到这个初夏的清
晨是如此美好。老屋、古巷、石板路、石榴花，在今
天的都市里似乎很难找到了，而眼前的这几棵石
榴树，浓缩了故乡的远影，浓缩了我儿时的记忆与
快乐，也浓缩了我对故乡依依不舍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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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平原村庄。这里原
是“天晴一把刀，落雨一团糟”的地方，唯独我家门
前留有一个很大的池塘，还算是块“风水宝地”。

记得小时候，这里曾经是一碧池水。寒冬
时，冰层较厚，几个小伙伴经常在厚厚的冰面上
嬉戏。后来不知是有意种植还是野外自然生
长，这里除了水草又多出了片片荷叶和朵朵荷
花，星星点点散落在这片水域之中，是我进出的
必经之地。

刚开始，我嘲笑这零星般的荷花，孤独寂
寥，弱不禁风，一到冬天就纷纷凋败，在这种不
屑一顾的情感之中，我们彼此相生相伴了多
年。以后，这片零星荷花，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
力逐渐霸占了这片水域，连池塘都跟着悄悄地
更名为“荷池”，自成一景，引得众人驻足欣赏。

池塘是普通的，映日荷花，接天莲叶，亭亭
又蓬蓬，并非绝无仅有。但在我的眼里，是儿时

喜爱欣赏游玩的独特风景之地。
即使夏末秋天到来，也觉得它是一块独好

的风光。倏忽之间，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乌
云在苍穹中飞速聚集着，冷雨飞溅，风驰电掣，
满池飘摇，但碧荷微微颤了颤身子，掩入水中飞
速漂浮起来。她倔强地顶着一团满满的池水，
缓缓斜着身子，一池碧水多了好几层清润的涟
漪，疯狂间，花瓣飘零，粉颜猝然失色，透明间
显出了那蔓延交错着的脉络，那一朵残荷依旧
坚韧地挺立着，带着满身的伤痛，隐约间被一
种力量所震撼。夕阳的余晖倾斜在这一池残
荷断叶之间，金碧色的池塘在雨后初霁后更添
了几分坚韧。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
了从夕阳里迸射出的生命希望，那是一份不屈，
是一份刚毅，更是一份生命的毅力！我想起了
用双指写出惊世时间简史的霍金；想起了用几

十春秋写出经典《红楼梦》的曹雪芹；想起了尝
遍百草力保百姓的神农。千千万万用毅力诠释
生命的勇者啊，千千万万奋斗着抗争着的人们，
那般的令人崇敬，令人振奋。

此后，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走进万象更新
的春天。就近几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池塘，栽种
了莲藕，从此，一洗往日的凋零与苍凉。

每当回家乡探望，我会禁不住想起这块“风
水宝地”。春暖花开的清晨，当我漫步于池塘
边，暖暖微风吹过，会送来缕缕清香。如果是霁
后，金光撒满厚实的荷叶上，水珠在闪光，随风
飞落湖面；那绽放的荷花，在绿叶清水的衬托
下，娇艳欲滴。荷花池真是美极了，我情不自禁
地感叹：“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特别是一到夏季回乡驻足，眼前是一片悠
悠地盛满绿荷粉颜的池塘。抚触那漫无边际的
绿，整颗心都被浸润成一份清凉。荷叶在风中

摇曳着，像着了薄纱的少女，轻柔地舞动着碧绿
的生命；藤蔓蜿蜒不止，探入一池碧潭，交错出
迷离的青紫幻象。阳光零落地洒在露珠之上，
透明之间淡淡的七彩光芒浮动在碧荷之上，令
人不忍心触碰；红蜻蜓扇了扇薄薄的纱翼，立在
一朵粉嫩的花苞间，继续微微颤动着。金光在
水中悠悠地飘过，令人心中荡漾起一股温柔而
坚强的微波。轻轻拈起一瓣落花，细腻温婉之
间存着说不尽的唯美。啊，这里风光独好！

微风不兴，塘水平静，满池荷花仿佛精雕细
刻似的文雅大方、精致优美。一根根荷杆上托
起的朵朵荷花亭亭玉立，雍容华丽，典雅恬静，
馨香阵阵，宛若一个个楚楚动人的凌波仙子。
清风吹来，拂褶池水，满池荷花随风摆动着窈窕
的身材，跳起柔美的舞蹈，向人们招手致意。望
着这动人的景色，人们一定会想起宋代杨万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千古名
句，也许会禁不住惊叹不已：是哪位画家的神笔
画出了这么美丽的图画？

池塘是普通的，映日荷花，接天莲叶，亭亭
又蓬蓬，并非绝无仅有。但她具有特殊的美，
她是家乡劳动者用双手描绘出来的，胜过大自
然其他景色的，一幅最美的图画。在自然景
观的基础上，唯有劳动创造的这幅图画风光
独好，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