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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中

外婆的童谣

再 访 碑 林
□朱金华

西安孔庙大槐树下的碑林，曾无数次在树影
下往复。这座凝聚了千年文化的艺术宝库，犹如
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卷，静静地坐落在古城腹
地。距上次踏访，足有二十余载，时常挂怀，心
心念想，渴望再次于刀书摹刻中体味文字与心
灵的邂逅……

今儿天气晴朗，冬日暖阳倾泻而下，将树梢一
层浓霜消融，在呼啸的北风中，院落宁静悠远，丝
毫没有暖意。当步入碑刻展室，一股暖流涌来，让
心在温暖的氛围里徜徉。在这里，欣赏到王羲之
的飘逸、颜真卿的豪迈、欧阳询的严谨，每一种书
体，蕴含着古人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在这
里，体悟到雄健洒脱的风骨、端方正直的品格、严
谨务实的精神、隽永飘逸的格调，这恰恰是华夏艺
术瑰宝——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

都说字如其人，柳公权通过一笔笔劲健硬朗
的墨迹，向世人彰显“柳骨”风范，书法体现着他的
铮铮铁骨，代表为人处世态度，其书法造诣的精深
隽永，连皇帝都是他的“粉丝”。唐穆宗向他请教
书法艺术，曰：“卿书何能如是之善？”柳公权曰：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不难看出，柳公权从书
法角度说明心中端正，用笔就会端正；同时表明心
迹，以一个正直的臣子之心暗示唐穆宗当心存正

气，朝政之事方能公平端正，是对穆宗皇帝荒于政
事的鞭策警示，这便是影响深远的“笔谏”之说。
苏东坡诗云：“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
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为目睹“龙门十二品”风采，我曾在一个秋雨
连绵的季节里，历经长途劳顿，前往古都洛阳。当
穿过龙门石窟全程，问询现场工作人员：“‘龙门十
二品’魏碑石刻在哪里？”工作人员手指偌大的一
块展板说：“就在这个板子上。”我说：“咱来的目的
是要看刻石原作，品味魏晋风度。”工作人员解释
说：“这些碑刻在道旁洞穴里，为保护起见，在洞口
设置有栅栏。”难怪连影子都没看到，我恨恨地说，
我在屋里的字帖上都看得比你这印刷得更清晰。
好在那次我拜谒了白园，算是没留下太多遗憾。
在西安碑林，我拜读了诸多魏碑，眼界大开。

这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碑林，历经沧桑，汇聚
了历代名家书法石刻作品。那些精致的碑文宛如

时间老人，述说着曾经的智慧与情怀。徜徉其间，
犹如置身一座巨大的艺术画廊，那些精美的石刻
宛如历史画卷，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有庄严肃穆的帝王诏书，有生动有趣的民
间故事，有富含哲理的格言警句，还有妙趣横生的
书画作品。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让我对古人的
生活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对于学书法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审美情
趣，对我个人而言，我喜欢钟繇书法的结构之美，
敬畏魏碑的宽博宏大，仰慕颜真卿的气势磅礴，崇
拜黄庭坚的线条简练。细细端详才发现，看到的
黄庭坚书法，是后世临摹之作。在我看来，所藏石
刻，明清以后的书法大不如前代，还有几块倒置的
碑刻镶嵌，算是此次踏访的小失落吧。

不过，这并不影响西安碑林在我内心的高大
位置，它不仅是一座书法艺术宝库，更是一座历史
文化殿堂。漫步期间，穿越千年，仿佛回到充满书
香墨韵的那个时代，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
精深，体验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吧，传
承与发扬其中的精神内涵，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单位：商南农村商业银行）

□□王宝雯王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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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河畔的蝴蝶兰
□秦川

元月一日下午，偶感风寒几天未曾出门的我刚
一走出小区门，便碰到了家住同一小区的退休教师
王老师，他知道我是一位喜欢花草的人，便主动上
前打开手机分享他今天在石川河天硕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拍摄的蝴蝶兰，看罢他拍摄的这些图片，我
决定立刻动身去石川河畔的蝴蝶兰展厅看看。

沿石川河河堤路向西，过了富阎大桥，左拐便
看见天硕农业科技示范园。进入大门，只见一个硕
大的“伞”型钢架撑起整个大厅。在伞架的中心处，
有一座十层的蝴蝶兰花塔最引人注目。从进入大
厅的那刻起，我便被美丽的蝴蝶兰花塔吸引住了。
花塔上，只见各色美丽的蝴蝶兰竞相绽放，这些蝴
蝶兰每株都有三到五片椭圆形的叶子，叶片宽厚翠
绿，透出无限生机。每一朵花都娇艳欲滴，它们形
态各异，有的犹如展翅飞翔的蝴蝶，有的像翩翩起
舞的仙女。据同行的薛莉女士介绍，这个展厅的十
层蝴蝶兰花塔布置，先后用了一千五百余株蝴蝶兰
装饰，每一层为一个蝴蝶兰品种。从下到上，分别
是“大安娜”“富贵鱼”“小草莓”“绿水晶”“安娜”“满
天红”“夜光蓝”“第三名”“朝日”“第一名”。

当我正在迷惑为何在寒冷冬季，蝴蝶兰竟开得
如此灿烂时，工作人员的介绍让我恍然大悟，“蝴蝶
兰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就像一位高傲的公主，需
要人们精心照顾和呵护，只有在适宜的温度、湿度
和光照条件下，它们才能展现出最优美的姿态。”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间屋子里的温度有 25度。工
作人员又给我介绍了蝴蝶兰的功能及养护知识。
蝴蝶兰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还有很好
的环保功能。据说它可以净化空气并释放出氧气，
活像一个能吸毒气的“自然界吸尘器”，如果将蝴蝶
兰放置在电脑旁边，还可以有效地吸收电脑产生的
磁辐射……

听完介绍，我对蝴蝶兰有了更多认识，难怪它
深受大众的喜爱。观赏完花塔，在工作人员带领
下，我们穿过一个拱形圆门，进入 2号蝴蝶兰生产
区。在一个寂静的角落，我发现了一株状似水仙的
蝴蝶兰——“凌波仙子”，它正在悄然绽放。它的花
瓣宛如蝶翅般轻盈，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翩翩起舞
……正当我沉迷于它含蓄内敛的美时，一阵争吵声
惊扰了我。

原来在名为“第一名”的蝴蝶兰前，一个小女孩
缠着父母给自己买一盆，父母不同意，才发生争
执。最终，在我的劝说下，父母还是给女儿买下了
这盆花。待他们走后，我才仔细观察了这盆蝴蝶
兰，它是浅粉色，花瓣像极了粉嘟嘟的兔子耳朵，花
蕊艳红，娇艳欲滴，让人眼前一亮，难怪它会得到小
朋友的喜爱，但愿这象征着“第一名”的蝴蝶兰能为
小女孩带来幸运！

此时，我才深深感到蝴蝶兰的美丽与优雅，仿
佛是大自然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们有的热情而奔
放，有的内敛而明艳，它们的美是难以言表的。据
介绍，蝴蝶兰每天会展现出不同美丽。早上，它们
像一群美丽的少女，在晨曦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
芒，照亮每一个角落；而在晚上，当太阳落幕，它们
又如同一群古怪的精灵，唱着悠扬的音乐，点亮着
美好的夜色，让人们感到美好而温暖。

夜幕降临，当我走出天硕农业科技示范园时，
园区里依旧灯火辉煌。祈愿这所农业科技示范园
能为大家带来更多美的享受，成为阎良区一张靓丽
的特色名片。 （单位：陕西建工安装三公司）

我的矿工兄弟我的矿工兄弟
□王成祥

有一个名字 是那么亲切，

有一种称呼 是那么庄重；

你的模样 是那样普通，

你的气概 是那样恢宏。

白天你见不到阳光，

夜晚你看不到繁星，

长久得不到亲人的拥抱，

甚至极少听到爱情的歌声。

可是，你却是我要讴歌、赞美的群体，

——我的矿工兄弟。

提起你的名字，我的心情 非常沉重，

想起你的故事，我的内心 十分感动。

我的矿工兄弟啊，

你有一双黑色的手掌，

你有一对黑色的眼睛。

你有一副挑起重担的肩膀，

你有一个坦诚宽阔的心胸。

你的意志像大山一样的坚强，

你的追求如大海一样的汹涌。

遥望家乡，你流出思念的泪水，

面对煤海，你满怀无限的深情。

为了摆脱贫穷，

战场在地层的深处展开，

为了战胜命运，

搏击与坚硬的岩石抗争。

你用青春的激情点燃烈火，

你用生命的烈焰浇筑忠诚。

有时候你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时候你与事故殊死一搏。

春天你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

寒冬你依旧面对煤海的冰冷。

日复一日，你在造就光与热，

年复一年，你让石头涅槃再生。

我的矿工兄弟，

是一首用生命奏响的乐章，

是一座用汗水筑起的长城。

是一群用热血创造的巨人，

是一尊用血肉铸起的丰碑！

父母的叮咛，回荡着你的耳畔，

爱人的思念，温暖着你的柔情；

亲人的嘱托，激励着你的壮志，

儿女的呼唤，拨动着你的心弦。

我的矿工兄弟，你有无尽的牵念，

我的矿工兄弟，你有美好的期盼。

你用黑色的双手，

挖掘出金色的宝藏；

你用黑色的眼睛，

追求着灿烂的光明。

矢志不渝，用大爱书写流金的岁月；

百折不挠，用奋斗诠释壮丽的生命。

齐心协力，用团结汇聚集体的动能，

风雨与共，用友爱铸造乌金的苍龙。

一列列火车飞驰祖国的四面八方，

一艘艘巨轮驶向世界的天涯海角。

是谁为你融化了寒冬？

是谁为你奉献出光明？

是我的矿工兄弟，伟大的矿工兄弟们！

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

没有丰富的容颜表情。

默默无闻是你们共同的特质，

无怨无悔是你们坚毅的品格。

无限思念化为坚韧，

满怀豪情化作坚定。

在孤独中前行，

在寂寞中开拓。

朝阳未升，你已经深入井下；

夕阳西下，未见你出井的身影。

逢年过节，多少人依然坚守岗位，

举家团圆，多少人依然未踏归程。

你像大山一样的坚强，

你似大海一样的包容。

我的矿工兄弟，

是你改写中国发展的历史，

是你创造中国梦的实现。

我的矿工兄弟，你们是

不负重托的功臣，

腾飞神州的巨龙。

搏击苍穹的雄鹰，

不辱使命的英雄！

（单位：省能化作协）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
□陈红

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

我爱你浪涛汹涌的黄河

我爱你碧波荡漾的江海

我爱你青藏高原的巍峨

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傲雪迎春的蜡梅

我爱你高贵典雅的幽兰

我爱你刚直不阿的青竹

我爱你娇媚婀娜的菊色

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四季如春的城市

我爱你硕果累累的田野

我爱你绿树葱茏的森林

我爱你大地铺满的花朵

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雪中伫立的威武气概

我爱你惊涛骇浪的从容不迫

我爱你砥砺前行的坚毅风采

我爱你勤劳勇敢的不变传说

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沉淀千年的璀璨文明

我爱你地大物博的荧光闪烁

我爱你舞动神州的东方巨龙

我爱你民族复兴的雄心勃勃

我爱我的祖国

挺拔的脊梁，是你不屈的性格

坚毅的目光里，有你无惧的气魄

慈祥的笑容，有你宽厚的胸怀

涌动的血液中，有你跳动的脉搏

我深爱我的祖国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为你歌唱

无论我身在何处，都是黄皮肤的颜色

在新时代征程上

我愿祖国山河秀美，人民安康

我愿祖国欣欣向荣，朝气蓬勃

（单位：西安市中医医院）

初识大理，是在课文《走月亮》中，秋夜白月升
起，点亮苍山洱海，也点亮了西北孩子的憧憬和向
往。及至成长，逐渐了解到大理曾是南诏国、大理
国的都城，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
道，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座城，承载了文人墨客的浪漫心绪、白族文
化的婉约豪迈，风景名胜更是不胜枚举。此后，大
理于我始终魂牵梦绕。去年 9月假期，带着踏寻风
花雪月、感受白族风情的憧憬，我约上三五好友开
启了大理之旅。

“苍洱毓秀，文献名邦。”“乐土以居，佳山川以
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大理的美，在诗人
的文字里徜徉流转。漫步大理古城巷陌，仿佛穿越
时光隧道，迎面扑来的历史厚重感和城市文化风貌
让我沉溺。古城街巷的老宅，依稀可寻昔日风貌，

“三家一眼井，一户几盆花”，庭院里花木扶疏、鸟鸣
声声，屋外渠水淙淙而过。

穿梭在熙熙攘攘喧闹的街市，隔几处就会有青

年用低沉的嗓音唱着广为人知的民谣。沿街陈列
着各种小工艺品，驻足小憩，在琳琅满目的特色美
食摊前，品尝白族特色小吃，细嚼慢咽之余，把大理
古城悠远的味道也融入心底。傍晚，微风拂过，苍
山上洒落的余晖慢慢散尽。古城里华灯初上，在光
影交织下，夜晚的古城也别有一番韵味。

当登上洱海游船开始，对大理的想象变成了耳
旁的风、身旁的水，形象而具体。洱海不是海，而是
我国第二大湖泊，由于形状似耳朵，故名洱海。阳
光穿云直抵水面，清风徐来，水面波光潋滟，水天之
界隐约可见苍山末端，洱海之美源其自然之纯粹，
却又不失旖旎风情，于是躁动不安的心在这湖天一
色中逐渐归于宁静，心中的惆怅随着海风散去。

游船缓缓停靠在南诏风情岛码头，这座以唐代
建筑风格为基调，融南诏吐蕃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岛，
让人仿佛走进异域世界。岛屿虽小，站在岛上看洱
海风光却是另一番美丽。伴着夕阳渐渐下沉，走进
栈道旁的小树林，树影交错、海鸟纷飞、绿柳婆娑，偶

有穿行在湖边拍摄婚纱照的情侣，美景渲染上他们
之间的浪漫甜蜜，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未去之
前，大理是金庸先生笔下《天龙八部》的快意江湖，
是闻名于世的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是无数人神
往的“有风之地”。身临其境才发现，它的美渗透在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自然风光
里，烙印在崇圣寺三塔和蝴蝶图纹的白族文化中，
融汇于“三月街”“火把节”“绕三灵”等民间风俗里，
浸润在三道茶品茗、扎染技艺等民间手工艺的千年
传承中。

岁月为酿，美景为盏，大自然把偏爱给了大理，
大理把美景留给了世界。苍山上的雪、洱海上的
月、古城里的歌、城里城外的人，以及那些承载乡愁
的老建筑、古老白族民居里留下的故事……总会成
为人们反复爱上这里的理由。希望洱海永远干净
清澈，大理古城始终古朴厚重。

（单位：陕煤运销韩城分公司）

小时候，我听过狼外婆的故事，也唱
过澎湖湾的歌谣，但是这些都无法抹去外
婆之于我的记忆。外婆一生没有接受过
正规教育，新中国成立时她二十四岁，只
短暂上过几天扫盲班。

忘不了她教给我们的唯一一首童谣：
“月亮爷，明晃晃。我到河里洗衣裳，衣裳
洗得白白的，打发哥哥出门去。哥哥要骑
花花马，妹妹要坐花花轿。出了南门打三
炮，你看热闹不热闹。”当时听的时候觉得
很土，尤其是和着她浓重的关中东府方
音。还有小时候我对河流没有印象，一听
到这首童谣就自然想到外婆家老屋门前
的大涝池和一段基本干涸的排碱沟。现
在想起来又觉得好笑，她常说我们淘气，
说我们不懂，“逮住叫爷哩，放了胡蹦哩”，
可她教给我们的童谣不就是典型的关中
话么！忘不了她教育我们学好的话，“小
娃勤，爱死人；小娃懒，鞭杆撵。”“男人是
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不怕耙耙没齿，
就怕匣匣没底。”忘不了她让我们猜过的
唯一一个谜语，“东边来了个蹦跶蹦，先
穿皮袄后翻领。”小孩子不知道谜底，就
死缠烂磨地问她，把她问得泼烦了，就用
食指弯成一个钩子刮一下我的鼻子，笑
着说：“我说的就是你这个小狗。”当时我
半信半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谜底我至
今捉摸不透。

可是斯人已去，我又该去问谁呢。我

的恩师段国超先生三十多年前和我外公
是固市中学的同事，他看到我写的这些
怀念文章后，写信嘱我节哀，并说人老
了，总有这么一天。这些我哪里会不知
道呢，可是在外婆生前，我们未能长谈，
现在她离我们而去了，我的脑海里能捕
捉到关于她的任何记忆，哪怕只言片语，
都令人难以释怀。

记忆中的外婆总是沉默寡言，不爱说
话，可我知道她有一种要强的性格。屋里
屋外，田间地头，总是赶在人前，绝不落
后。她对子女的教育，包括对我们的教育
也一样严格。我小时候做作业时，她静静
地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字，六十多岁的
人认真地像个孩子！偶尔也叫我教她认
字，拿铅笔在我用过的生字本后面写汉
字，尽管写得有些歪歪扭扭，我当时还笑
她写得不好。这时她老人家就回我一句：

“我可没花那么多钱。”这句她常说到的话
我一直记得。

前不久，我听了王辅生老先生的代
表作《看女》，这位已故的被秦腔届誉为

“东方卓别林”的老艺术家的戏，是外婆
生前最喜欢听的。小时候我也模仿过王
老先生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任柳氏，那时
家里人都说我有表演天赋，外婆也乐呵
呵地说过：“我娃演得好。”外婆走了，她
教给我们的童谣也成为我们最为珍贵的
精神财富。 （单位：中铁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