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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中女神
□张广才

秦腔艺术表演千百年来，以辅助社会
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塑造了
众多鲜活的、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象，
其中一些女性角色更是在人们心中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影响和感动着亿万观众，
成为大家口中津津乐道的道德楷模。

《双官诰》里的三妾王春娥，家庭突遭
变故，丈夫薛子约在外地意外“亡故”，薛
之妻妾张凤蕊和刘千斤两妇人抛下幼小
的儿子薛倚哥，卷走钱财狠心改嫁，家庭
失去生活依靠，正所谓“一个年纪幼就像
一枝蒿”“另一个又好比浪里舟船”“老的
老小的小谁念可怜”。在此境况下，春娥
毅然决然挑起家庭重担，每日起早贪黑，
纺线织布，换钱供刘氏所生之子倚哥念
书，最后倚哥高中状元，成为国家有用之
才。其实正值年轻漂亮又勤劳能干的王
春娥，完全有条件另嫁他人，过上夫妻恩
爱子孙满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她却
选择了坚守，扛起了责任，牺牲了自己，成
全了薛家，树起了一座节义仁爱、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丰碑。当穷困潦倒的
张刘二妇得知薛子约“死而复生”做官回
乡，薛倚哥也高中状元，便又厚着脸皮回
薛家乞求相认，王春娥仍能原谅二人当初
的绝情离家，劝说丈夫收留安排，使二人
得以温饱，终有归宿，足见王春娥之心胸
包容博大、淳朴良善。

《锁麟囊》里的薛湘灵人美心善，出嫁
之日路遇与自己同日出嫁、在春秋亭一起
避雨的贫寒之女赵守贞，见其花轿破旧、
无有妆奁、哭声悲凉，不由心生怜悯。打
发丫鬟院公细问情由后，将随身陪嫁且
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相赠，演绎了一曲
富者仁心、仁者爱人的千古佳话。赠送
与自己毫无牵连、萍水相逢，连面也不曾
见过的陌生人陪嫁物，试问如此大爱，有
几人能做到？

《火焰驹》里的黄桂英，可以说是天下
最好的媳妇之一。在其父悔婚断亲时，想
方设法接济李彦贵，并表明心迹，虽屡次
遭受委屈，始终与李彦贵心心相印。万
般无奈之时，决意追随李彦贵同赴黄
泉。好在苍天开眼，正义永存，义士艾谦
飞马驰骋，千里传口信，鼎力相助，生死关
头刀下留人，李家父子兄弟沉冤终得昭
雪，奸党尽除。在历尽艰险曲折之后，迎
来云开日出，有情人终成眷属，花好月圆，
皆大欢喜。富贵时不攀，落魄时不弃，着
实难能可贵。

艺术塑造人、感染人、鼓舞人、激励
人，类似的秦腔或者说戏剧艺术还有很
多，成功塑造女性艺术形象的也很多，像
现代戏《织梦人》里的赵梦桃、《迟开的玫
瑰》里的乔雪梅、《柳河湾的新娘》里的柳
叶等。艺术源于生活，这些鲜活的女性
艺术形象，都是现实生活中普通女子的
化身，是真实人物故事的舞台再现。正
因为有艺术家们的创造性劳动，热情讴
歌美丽、善良、坚贞、无私的女性形象，使
我们能够在享受艺术之美中洗礼精神升
华境界。 （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我言秋日胜春朝我言秋日胜春朝
□杨恒艳

□沙勇

在亲人里外婆最早离我而去，这也让我第
一次感受到失去至亲的撕心之痛。

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使人心慌意乱。我
是外婆走的第二天才从外地赶回来。当时外
婆就躺在屋子中间的床板上。她脸上依然带
着慈祥的笑容，花白的头发整齐而细密。我紧
紧握住外婆的手，哽咽着告诉她：“外孙回来
了，回来看您。”

我分明看到外婆的嘴角似乎动了一下，我
知道外婆想跟我说话。她能感觉到我手上的温
度。渐渐地，外婆的笑容散去，房间的空气凝滞
了。透过窗户的阳光，我厌倦无力地看着空中
飞舞的微尘，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我的哽咽变得无声无息。关上房门，我陪
在外婆身边。后来，我竟然睡着了。我知道外
婆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我多么想在梦中能再见

到外婆。众多表兄弟姐妹中，外婆最疼我，因为
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

外婆一辈子要强，生养了七个儿女，日子过
得不宽裕，打记事起，我寒暑假都在外婆家生
活。外婆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跟屁虫”是
我在同辈表亲里的无上荣光。被外婆带着，可
以见到很多外面的人与事，当然也会吃到家家
户户的好吃的，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既是最
大的吸引，又是炫耀的资本。

外婆房间有一个黑柜子，小时候，我对它充
满神秘。外婆总能从柜子里变出各种各样的好
吃的给我，其他人很少有这样的福气。后来，我
才知道外婆总是把别人送给她的吃食收起来舍
不得吃，天天在门口盼着我回来给我吃。

外婆爱听戏看戏。夏天傍晚，她总是把床
放在院子里，我躺在外婆身边，看满天繁星，听

她讲戏里戏外的故事。我最早关于历史与文化
的启蒙，或许都来源于外婆讲的戏曲。

每次为了看戏，外婆都要走很远的路。如
果带着我，外婆可能很难完整看一部戏。有一
天，我对外婆说：“外婆，等我长大了，一定给你
买台大彩电，让你在家就能看戏。我还要买汽
车，带着你去逛。”外婆笑着说：“那我以后，要享
外孙子的福哩。”小时候的年三十，我都是躺在
外婆的热炕头，听她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度过漫
长的夜晚，等待新年的到来……

很惭愧，直到外婆走了，我也没能给她买台
电视机。而如今，汽车换了好几辆，外婆却没有
坐过一次……

外婆离开很多年了，在新年的夜里，我又一
次想起外婆。
（单位：西安乾德裕兴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又一次想念

□□范墩子范墩子

游天华山龙潭瀑布
□张小华

今年5月，我们全家来到了天华山龙潭瀑布。
天华山，在佛语中有“物华天宝”之意。天华

山龙潭瀑布位于宁陕县四亩地镇柴家关太山坝
村萝卜峪沟口内上行十八公里的大青沟，也是
天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海拔 2680米，
横跨秦岭太白山主峰，面积 1000公顷。

天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有秦岭梁、西河、两河、
天华山四大景区，共 92个景点。景区内分布着
原始森林、冰川遗迹、高山草甸、峡谷溶洞。公园
地处秦岭腹地，动植物种类繁多，景色绚丽。这
里峰峦叠嶂，沟壑纵横，飞瀑碧潭，令人目不暇
接。在海拔2700米以上的亚高山上还保留着第
四纪冰川遗迹秦岭东梁光头山，千姿百态。

自古以来，天华山就是川陕往来的要道，商
贩从蜀中出发过剑门关，穿汉中，取道洋县，翻
越天华山，出户县（今鄠邑区），到达西安。这条

茶马古道，曾经商旅络绎不绝，滴滴答答的马蹄
声响逾达数百年，山下的四亩地镇老街也因贸
易繁华昌盛，客流不断，当年有“小上海”之称。

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占据汉中，打算绕道
宝鸡大散关，出祁山进军中原，蜀中大将魏延提
出引兵翻越秦岭，就是现在的天华山，两路齐
出，直取关中，被诸葛亮所阻止，就是因为天华
山地势复杂，山高路陡，难以逾越。

天华山龙潭瀑布自峰顶至沟谷底部垂直落
差高度超过1800多米，居世界瀑布群景区之首，

雄冠环宇。天华山龙潭瀑布由三级瀑布组成，高
度分别是头道龙潭 75米、二道龙潭 182米、三道
龙潭103米，三道龙潭瀑布总长300余米，宽度在
8米左右。瀑布从空中俯瞰分为上潭、中潭和下
潭，三潭三叠，三瀑三落，犹如梅花三弄，分外诱
人，是地球深藏深山花不知，唯有探花诱蜂蜜。
一线银龙自天华山顶飞舞而下，一泻千米，甚是
壮观。水随山转，人顺水行，沿途林草静谧，绿水
幽幽，鱼儿欢快畅游，鸟儿婉转唱鸣，随着地形变
化，一转一碧潭，一峰一胜景。

听说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天界
的一颗夜明珠因保存不善遗落民间，掉到天华
山顶，一路滚落在山脊上，砸下三个巨坑和一道
沟渠。从此天华山周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犹如人间仙境。盘踞在附近的一条恶龙，窥伺
这个宝物，一口将夜明珠吞入肚中，顿时风雨大
作，电闪雷鸣，恶龙妄想趁乱逃窜，却被神仙擒
住，处死于斩龙垭，将夜明珠归还天界。因这美
丽的传说，给天华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大隐隐于山，小隐隐于市。在这里既有着
隐藏于秦岭虎啸山鸣的人间山水园林美景，也
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闺房深
香。翘首气势震撼的银练从半空直挂下来，李
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从
脑海中跳出，莫非诗仙的这两句，就是为此瀑
布而写？ （单位：宁陕县中学）

小城大美
□李育善

南京的陆大姐发微信说，要和老伴要来商
洛看望老朋友。大姐是从南京市发改委对口支
援处退休的，因宁商协作，我和大姐成了朋友。
大姐为商洛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她也是商洛“荣
誉市民”。她和老伴都是年过 70的人了，身体
很好，精神矍铄，生活有情趣。

从西安火车站接到他们，回商洛的路上要
穿秦岭，他们一路赞叹不已。满山苍翠，在阳
光下，闪着绿油油的光。大姐打开车窗，激动
地说：“又见到商洛的秦岭山了，老朋友了，看
着心里亲，那山、那岭、那峰，各有各的姿态，想
它是啥，它就是啥，是卧虎呀，是藏龙呀。难怪
商洛多出文人呢，原来是这山丰富了想象。”她
先生——华大哥，话少，只是忙着用手机拍
照。好半天，他才撂出一句话：“风景在路上。”

在两河口生态运动城市公园，大姐在玫瑰
花前，在飞鸟似的雕塑广场，她从不同角度摆姿
势拍照。面对丹江与南秦河交汇成的湖水，她
深情地说：“比江南水乡还要美呀。”我也打趣

说：“我们是陕西的南边，也算南方了，却没有咱
南方的大气，只是个小山城。”她却认真地说：

“商洛可厉害了，有南方的灵秀，还有北方的大
气和包容。”

那天晚宴时，不知哪位老朋友得知今天是
大姐的生日，给大姐订了蛋糕、买了鲜花。大
姐大哥很是感动，频频回敬老朋友。酒过三巡
后，我们一起在丹江公园漫步，习习凉风，对着
丹江大姐诗兴大发：“丹江啊，长江的小弟弟，
友住丹江头，姐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
饮一江水。”

就在大姐来商洛前几天，我二舅和二妗子
退休后也回来了，多年不回老家，见啥都稀

罕。觉得这儿好那儿也美，街道干净，处处有
花，真成个花园城市了。那天夕阳西下，山城
被染成橘红色，美不胜收。我们下山走到西岗
楼，东边那个文化大坑找不到了，路边那堆破
房子也不见了，建成了一个小公园，花园边上
的白色长凳可以供人休息。花台里草绿花红，
那玫瑰花比碗口还大，二舅说看着像假的。羽
毛球和乒乓球场地里，大人打羽毛球，小孩玩
乒乓球。二舅是学美术出身，瞬间构思了一幅
口袋公园的生动画面。

陆大姐和华大哥回南京后。没几天，她给
我发微信说：“老华将商洛的一切美好记忆编
成‘商洛印象’，共 100张图片发给你，请提修改
意见。”十多分钟的视频，看得我惊呆了，商洛
咋这么美呢，我们这些本地人咋就没感受到
呢？我回信说：“谢谢大哥的精美制作！我的
意见是，让二位把商洛的美好讲给更多南京
人，外地人！”

（单位：商洛市医保局）

升仙蜜橘
我在湑水河边听水，山在观我。满山的树，满

树的红叶朝我压来，半会落雨，半晌天晴，云藏在山
背后，脸羞得通红。云在和山说着悄悄话，风在林
间紧着步子走，听不到一声秋虫的叫声。石是暗
黑色的巨石，乱卧一侧，正在吞咬逼仄的公路，隐
隐可听到低沉的哭吼。忽一抬头，云从四方涌
来，罩实了山野，还以为是青龙要到河里戏水，天
顿时就黑了。等看到采摘蜜橘的农夫从半山上
下来时，云又朝西走了，阳光下，红叶和绿树混杂
一起，色影斑斓，显然是仙女把新织成的彩缎丢
在了山上，一层一层，被风刮着朝天上铺展开。

在秋山里，就有了山气，就站在了云层上头，
俯瞰人世。明河在天，人世苍凉。山气就是山
风，山风烈烈，凄凄寂寥，草木闻之色变。我本是
到城固县来吃蜜橘的，却闯进了山里，被秋光围
困在此，动弹不得。橘树就栽在半山，陡得让人
望着脊背发凉，汗毛直竖。农夫立在山上，一筐
一筐把蜜橘卸下来。低头就望见湑水在脚底淌，
水绿得发黑。水不是从山里淌来的，一眼望去，水
挂在山上，山挂在天上，天被红叶托举，水是从天
上来的，是天河。润了清水，映着秋光，城固蜜橘
就沾了山的灵气和仙气，就有了秋的明亮和斑驳。

山里出来，不见了太阳，眼看天就要黑，坐车
赶紧往橘园跑。橘园成片盖在秦岭南麓，烟霏云
敛，紫霭浮动，望不到尽头。村叫升仙村，背靠秦
岭，又被两边的矮山夹在中间。立在升仙台，极

目远眺，清风扑面，城固县城尽收眼底。今年雨
水好，蜜橘丰收，路边的农夫和游客交谈着，交易
着，脸上溢满笑容。升仙村吃蜜橘，蜜橘自带仙
气，酸甜可口，沁润心肺，吃一个心情好转，吃三
个消愁解闷，吃五个自在如神仙。埋在城固的博
望侯可曾有过这样的口福？一位老人坐在门前，
嚼着蜜橘，目视深山，没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

地刚翻过，土软软的。走着走着山地就陡起
来，若不是身后有橘树，我甚至不敢回头，心咚咚
直跳，这要来个趔趄，人必滚落。下来就更不易
了，我紧抓树枝，半蹲着走，站在地头时，天色昏
黑，橘园消隐在薄薄的淡蓝色光影里，幽深静
谧。我双腿打战，浑身发软。想想农夫们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里把蜜橘卸下来装筐，不由心生敬

意。蜜橘好吃采摘难，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日后
不再浪费任何果实，一颗普通的果子，背后不知
浇灌了多少人的心血呀！

在平坦处的橘园漫步，阵阵秋风中，听橘叶
哗哗响动，仿佛许多悠远的声音从田野里咕咕冒
出。这会儿再向山下张望，灯火点点，依稀能看
到庆山的暗影。靠着橘树，空气甘甜，让人远离
城市的喧嚣，独享山野的宁静。林间沉思，明月
高悬，盈盈闪光，寒气笼罩，鸟声不时传来，远处
高台上的栾树直插夜空，白日里的游人全不见踪
影，只有农夫还在将装好的筐子往回搬。下山
时，山路绕，车子宛如龙在橘园里游走，我屏息静
坐，只觉馨香满襟。

城固的橘树都在山上，有的平缓，有的陡
峭，还有的临着河水，在悬崖峭壁上。现在正是
红叶烂漫、天高气清的时令，加上橘的点缀，秦
岭南麓就露出了笑容，活活泼泼，有了生气。这
橘是秦岭的橘，这树是汉中的树，山俊地沃。如
此想来，蜜橘就只能长在这里，千百年来名扬天
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对同行的作家说：“明年
一定还要来吃升仙蜜橘啊！”

（单位：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

秋意浓稠漫洒九州

似远古的卷轴尽展诗篇

落叶翩跹如梦，于碧枝间轻跃起舞

秋风如缕，掀起碧水涟漪

碧波潺潺如琴鸣般撩拨心弦

湖光潋滟映照着青山远黛

灼灼红枫演绎着浪漫惊鸿

桂子飘落舞弄花影

拾花入馔，深酿秋意

农人挥汗拢衣袖

收割的雀跃洋溢眉头

山雀嬉戏啼闹秋枝

树影婆娑相映成趣

啁啾之声媲美蝉鸣

秋色盛装挥洒

绽放万彩斑斓一片

执秋风为笔，饱蘸笔锋

绘就叠翠鎏金的壮丽图卷

大地披上如火似锦的炫丽霓裳

日黄朱红，亲吻人间瑰宝的琳琅

秋色绚丽美如画卷，遥比春朝更胜一筹

有人漫步在雪霁的早晨

有人独坐在春日的黄昏

唯我独爱秋，醉心秋日旖旎风光

愿韶华不负衣袂

与秋日共叙缠绵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人非生而知之，而
是学而知之”。在我儿
时，爷爷就常感叹自己年
轻时所学甚少，人近老年
越发觉得光阴匆匆，转瞬
即逝。于是在我很小的
时候，他就教我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做一个真正
有本事的人。

上大学前的每年暑
假我都是在老家度过的，

别的孩子都呼朋引伴，我却喜欢自己在屋里
读书，几乎不与同龄孩子玩耍。可能这一点
与爷爷极为相似，他好静不好动，偏又喜欢独
处，脾气也颇为固执。母亲常常说我“整天钻
到书本里，犟得和你爷一样”的话，爷爷却夸
我好学，并让姐姐弟弟以我为榜样。

我知道爷爷练字成习惯，在用过的废纸上
反复写，时间一长，墨迹渐渐洇湿纸张，一张张
叠加在一起，又一张张被揭下，爷爷只需将墨
汁调淡得像水一样，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清楚这
纸张上的印痕，这样既节约了纸张和墨汁，又
达到了练字的效果。后来，我购得书法临摹卷
轴，心里默念爷爷生前“写好飞凤家，走遍天下
都不怕”的书法心得，油然生发出无限愧疚和
感伤，发狠要练好毛笔字，以宽慰他老人家的
在天之灵。

儿时，村中一有红白喜事就将爷爷请去
写对联，每次下笔他总是诚惶诚恐，生怕写
得不好，被别人笑话。我记起爷爷晚年练
字，总说自己的字是随意练的，既未临帖也
未相与切磋。那么他执着于练字，究竟意欲
何为呢？在爷爷离去后，我才惘然若失。爷
爷幼时家贫，自然不能临帖；他乐意于独处，
自然不喜相与切磋。晚年时他虽时时牵挂
我们，可毕竟与奶奶相处时间最长，两位老
人直至黄昏晚景本能地生发出寂寞衰老之
感，练字或许正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情
感的宣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总能和村里的老太
太们打成一片，每每吃过饭后总会到各家拉
拉家常。奶奶那时不爱听戏，也不喜欢爷爷
听戏，爷爷只要一见奶奶出去串门，就把录音
机声音开得老大，扯开嗓子来一段《打镇台》，
要么是《二堂舍子》。爷爷学戏是下了功夫
的，他把戏词抄在稿纸上，先听一遍磁带，然
后用各种符号在戏词上标出节奏，再跟着磁
带试唱一遍，就这样一遍一遍，慢慢地，他唱
得越来越好，竟成了秦腔发烧友。

爷爷虽未登台亮相，可他对秦腔那样痴
迷，奶奶对秦腔也不那么反感了，在爷爷的熏
陶下学会了一段《三滴血》。弟弟耳濡目染，
小小年纪也猛不丁来一句“皮鞭打气得人满
腔怒火”。爷爷喜欢秦腔，同时也非常钦佩那
些秦腔剧作家。有次我和他探讨怎样才能把
文章写好，怎样布局谋篇。他给我讲清朝著
名戏剧作家李十三，讲到李十三创作《火焰
驹》时的突发奇想，爷爷竟神态怡然，欣羡之
情溢于言表。

爷爷对练字和唱戏的执着，是在弥补他
“年轻时所学甚少”，还是在排解他晚年与奶
奶的寂寞村居生活？不管怎样，我虽生性固
执，却深知“勤能补拙”的良训，有生之年绝不
辜负爷爷的厚望。 （单位：中铁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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