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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一伞孤独问张良
□常继明

翻过柴关岭，着一身素袍的张良放缓了
疲惫的脚步，极目四望，云蒸霞蔚，紫气飘
腾，山水依依，松影渺渺，一种无形的力量和
意念困住了他的双脚。

得歇一歇，一个曾经为刀光剑影的征战
场面兴奋不已的自己。

得放一放，放下曾经的运筹帷幄，放下
曾经的悲壮鏖战，回过头对昔日疆场上的对
手，烟尘遮蔽的马蹄，挥一挥手。

就此停歇，让孤寂的心在星夜里自由飞
翔，让生命感悟来一次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的脱胎换骨。

我曾数次游览汉张留候祠，我想，能否
触碰一下他的体温与呼吸，寻一寻明哲保
身的策略和功成不居的高风。然而在寒气
逼人的避谷处我找到了孤独，在弯曲婆娑
的竹林我听到了歌吟，在步步高升的授书
楼我看到了失落，在怪石嶙峋的青岩我摸
到了寂寞。

他真的能放下《太公兵法》而手捧《素
书》在奇玄中行走，自享自足，不骇不惊？

真的能不以功高盖世而讨封，不以位极人
臣而自居？真的能在这一瞬间，让嘈杂的
昨天戛然而止，在安静孤独中建立自己独
立的精神世界？

抛却功名，追求无为，鄙弃权谋，坚守孤
独，一代谋圣从此远离对峙，飘然幽虚。

翻一翻大脑中的日历，昨日椎秦报韩，
鸿门救主，火烧栈道，谏联三雄；昨日智取咸
阳，计扶彭韩，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每一个
角落都是权谋，每一个背影都在运筹。

能放得下吗？我问！混乱和争逐，恐怖
和血腥，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满目
疮痍，龙虎争斗了大半辈子的英雄们能瞬间
挣脱条条紧绷的绳索，让苍茫神州大地一下
变得轻松起来？

一个人可以伪装掩饰自己的动机和行
为，却无法伪装掩饰自己的生命格调和格
局。孤独和安静与以前的政治集团割舍不
开，烙印永在，即使你现在仰俯高山，翻卷白
云，松林听涛，坐观沧海，也无时无刻不惦记
那些不曾安静、不曾孤独的日子。突然忘掉

过去得意的马蹄，喧闹的鼓乐，辞封侯远龙
廷，在自然山水间求得精神解脱，这个转变
太突然、太意味深长了。

尽管正襟危坐，吸风饮露，一场心理博
弈已经开始。

穿越时空隧道，闯入这片尘封已久的秘
境，葳蕤的草木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林立的
碑石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袅袅香火沉淀历史
的韵味，摩崖颂文一通接着一通，歌屠龙颂
仙翁甚是热闹。

我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到了“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的陶渊明，他则是终生归隐
自然，耕作自然，仰慕自然，终身自然，高远
拨俗，一生不悔。

一个人若失落了自己的那份真实，将要
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一代谋圣难道不是如
此！他能忘掉过去热闹的山河，喧哗的马蹄
和幽幽的白骨！

这其实是一种挣扎，是一个躲避，麻木
以前的真实和使命，让曾经的初心和人格不
再被重新唤醒。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坚定地活了下来，以自己沉重的

屈辱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舍弃自己的尊严
来梳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没有低头，没有
屈服，在一次次精神挣扎中用孤独在书传
奇；浩浩荡荡的历史没有终结，《史记》与他
没有终结，这才是真英雄。

相距不远，紫柏山正南方的定军山下也
长眠着一位英雄，他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诸葛亮用自己的忠诚坚守皇叔基业，从一而
终，诚撼天地，其忠武的英雄情怀激励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祠庙高处，被山风一次次吹醒，
星星是真实的，落叶是真实的，我所念起的
这些英雄更是真实的，他们仁爱同情，他们
洒脱超越，他们游离真伪，他们死守初心。

涧水潺潺，风吹草动，神仙们瞬时消失
得无踪无影，“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
大”，我突然发现了神仙们的自我膨胀。

蝉蜕，原来是座空城。
英雄他绝不成仙。

牡丹花开迎客来牡丹花开迎客来 黄伟黄伟 摄摄

游 镜 照 寺
□王飞

车子从一段碎石铺成的窄坡上俯冲下
来，镜照寺便在眼前了。

寺内大雄宝殿、观音菩萨大殿、弥勒佛
大殿各一座。左侧为修葺一新的斋堂，右边
是客堂，旁立一口铁钟，年代不远，上铸“镜
照寺”三字。寺后土崖下凿了几孔窑是供居
士小住及当家师父释演寿针灸行医用的。

听到院内声响，一位和尚挑帘而出。
此人体瘦，脸带佛相，两目清澈，声带嘶哑
却内透刚劲，莲步如风，甚利落。这就是镜
照寺住持释演寿师父。我和他数月前有一
面之缘，这回来不算新识。

镜照寺始建于唐代，它的来历是一个
美丽的传说。隋大业间，山西太原留守李
渊起兵太原，准备推翻隋暴政。李渊率兵

过武功雍塬见此地景物形胜，便歇马停
宿。一日，夫人窦氏晨起篦头，手中铜镜隐
映出一座古寺，窦氏大为惊异，转身眺去，
却见对面幽谷寂静，祥云萦绕，并无一物。
李渊反隋建唐，窦氏贵为皇后。她将此感
应告于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孝心崇厚，遂母
愿在此建造了一座气势巍峨的寺庙，因镜
中照现佛寺，故名镜照寺。

先前的镜照寺位于杨陵大寨乡陈家沟
谷底，依塬傍水，树木郁郁。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初，和尚释演寿主持镜照寺，他法心宏
坚，四处呼号，竭力改变了古寺昔日破败形
状。建成四大天王殿三间，千手千眼菩萨
殿三间并檀木观音像一尊。后来释师父又
将寺院移至沟畔平台，多方筹措才有了今

日镜照寺宏伟的面貌。清光绪二十三年，
《重修镜照寺碑》载：清初，寺前后左右，地
亩治产一百零八亩。东止河心，西止塬边
皂角树，南止后塬沟，北止五神庙。释师父
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将镜照寺恢复
到清初的原貌。

镜照寺景象宜人。高塬尽染绿色，幽
谷飞烟流翠，纬河水光粼粼迂回弯折。
《同耿北恒游镜照寺》：闻来寻胜地，香刹
傍山阴。殿外水声冷，台前草色深。镜
空窥色相，月白照禅心。早悟菩提理，常
思依梵林。镜照寺的景物与禅境，清代
著名学者张承煜已经说得很透，我不敢
再发什么感慨了。

演寿师父好客，执意留我们在寺中用

饭。进入斋堂，迎面供奉着张口开笑的弥
勒佛。半新的条凳、长桌满满摆了一屋
子。灶屋里四五位俗人装束的中年妇女忙
着烧火、择菜、擀面。她们均是附近城乡
的居士，一有空闲就驮着菜蔬米面，自愿
到寺中做工做事。其中一个十余岁的小女
孩殷勤地为客人端碗拿筷，很是大方。难
道她也是小佛教徒吗？询问得知，她是释
演寿师父收养的孤女，正念小学四年级。
几十年来，释师父慈悲为怀，收养孤儿孤
女五人有余。

临别，释演寿师父赠我佛经，他说，静
心去读，可消解烦恼。回去后，手中的经书
怎么看也不进去，峻朗的镜照寺依然清晰
地在脑海里浮现，久久也抹不去。

屐痕处处

□王赛婷

《溪山行旅图》中的“绿水青山”

水墨“溪山”

古人言：“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水墨，
才是王者。

水墨画，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方法，
重意境意象，称为“画”，却实为“写”，以形写
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神韵，
给人一个可发挥无穷想象力空间的契机。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便是这样一幅作
品，初见会觉画面很暗，视觉冲击力并不
强，甚至可能会一眼带过，不再注目。但它
的山水意境却代表了中国绘画的审美高
峰，深观会体会它所传达的内在精神。故
此被誉为“宋画第一”，范宽也得以与董源、
李成，并称“北宋三大家”。

范宽是北宋陕西华原人氏（今陕西铜
川耀州区），故《溪山行旅图》中的山水原型
与革命圣地照金溪山地区山水极其相似，
可以想象千年前的照金溪山原貌，是如何
的水流清冽，青翠欲滴，千尺峰峦，行旅悠
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幅生态画卷。

不由想起他的千古名句：“师古人不如
师造化，师造化不如师心源。”心源始终在

“中”的坐标之上，不偏不倚，具中立这意。
也可一窥范宽是如何深切地融入体会自
然，感于家乡山川壮美的心怀。

《溪山行旅图》中并不具备山水的青绿
特质，与同为宋时期的另一幅画作《千里江

山图》的青绿主色形成鲜明对比，强烈的色
彩碰撞与视觉感观使人有上天入地的巨大
心理律动。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它“不
似青绿胜似青绿”的现象与本质、空间与时
间、灵与肉的多维度观察与共鸣。

透过黑与白的进阶，山与水，动与静，
人类与自然，精神与信仰，有形与无形，均
力透笔墨纸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皆可
在心中勾勒一幅或万幅的想象实景图，眼
前呈现出或春或夏，或秋或冬，或晴或雨，
或万山红遍，或青山绿野的千般景象，万种
情境。

《溪山行旅图》似一卷“无字天书”向人
们阐述着千年语言，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
高山仰止的人文精神。

青绿“溪山”

“丹霞画中游，行旅溪山秀。”
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千年前溪山的绿水

青山，却可以《溪山行旅图》为意，以“溪山
胜境”为实，在千年的山水时空里任意穿梭
遨游，这是怎样一种无比梦幻、无比浪漫的
行旅呀！

丹霞如画，红色照金。《溪山行旅图》中
最震撼的必然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当
你仰望照金丹霞山时，眼前都会被那座大
山敲中心头，图中的高山与眼前的山脉慢
慢合二为一。细心的你会发现，经历千年，

它还是如图那般中峰壁立，顶天立地。
那山，是红色的。
因丹霞地貌的缘由，它由红色砂砾岩

沉积层组成，浑厚博大，气势雄伟，崖险峰
陡，形成了红色山群，成为照金独特的红色
丹霞；更因它是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革命
根据地，工农红军在陡峭的绝壁山崖洞穴
中建立指挥部、医院、军械厂等，为西北革
命发展燃起了第一把红色火种。

当漫山红叶时，红旗招展猎猎作响，目
光所及之处，山间林梢呈现了壮观的红色盛
宴，如星星之火现燎原之势，热血为之沸腾。

当你手脚并用艰难爬上山壁洞穴时，登
高眺远，宽阔浩然，一派登绝顶而小天下的
意境。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范宽是站在峭
壁之端，悬崖之上，云顶之间，垂直而下，观
实景而了于心，下笔犹有神，身其中又心游
其外，宽宏豁达，名副其实；在徜徉高山绝顶
奇美风光之余，无法想象革命先辈是如何在
这样艰苦的条件环境下，以怎样顽强无比的
精神且坚强的信仰在此生存战斗，崇敬之情
油然而生。

那山，是高山仰止的华夏精神传承。
那山，是红色的，在眼前，在心里，在血

液里。
山清水秀，绿色溪山。每每欣赏《溪山

行旅图》时，无不为它的丛林茂盛，郁郁葱
葱，水流潺潺，飞瀑清涧所吸引，山水之间

透出无限的生命力，引人入胜，仿佛身临其
境一般惬意洒脱。

春日的溪山，雪梅已化春泥护花来。阳
光明媚，万物复苏，翘黄樱粉，一抹嫩绿尽横
眉间，鸟儿喳喳的欢快不已，与人们灿烂的
面容相映成趣。

夏日的溪山，轻描如黛，新意无边，温
润鲜活，一番柔情尽显在山水之中，微雨漫
步，草香风清，绿意和着凉意扑面而来，每
个毛孔随之飞舞灵动。

秋日的溪山，天空湛蓝，层林尽染，田园
醉黄，飞瀑倾泻，清溪下流，红叶如火般卷过
山间，渲染着烟霞样的天空，人们的心情如
白云般悠闲自在。

冬日的溪山，洁白晶莹的雾凇花缀满枝
头，冰瀑冰挂银光闪烁，一条冰河踏梦而来，
蜡梅沁香娇俏，正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
花枝俏”。

这就是行旅中看到的溪山：一样的含
烟带雾，山泉叮咚；一样的鸟语花香，叶红
漫山；一样的素雅清越，雾凇冰洁；一样的
气势伟岸，巍峨壮观。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想，现在的溪
山与千年前范宽所描画、所展示、所表达的

“溪山”里的自然与精神并无不同，同样的
千般青绿，万种浓彩。

这里，红色传承生生不息，绿色生态处
处盎然！

我

的

岳

父

□
段
乔
斌

2024年 2月，时令已过立春，但
渭北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还没有
过去。鹅毛般大雪向大地飘洒着，很
快便积满山头村庄，到处白茫茫一
片。这是岳父去世三周年之时，往事
如雪花一般，不禁涌上心头，满含着
我对他的思念，寄予在天地之间。

我的岳父，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村人，一位 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他一生为人正直、性格直爽，点
子多、脑子活、有胆识，敢想敢干、善
于创新。他辛苦耕作、勤俭治家，任
劳任怨、毫无怨言。他是村子方圆
附近的大能人、活道人，是明事理、
有本事、关心集体的好人、热心人。

2021 年春节过后，一直身体健
康的岳父，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
了他 75岁的生命。他的溘然长逝，
让熟知他的人们感到惋惜，更让他
的儿女们肝肠寸断。

30多年前，我幸运地成为岳父家
的女婿。在我记忆中，每次回去的时
候，无论农忙农闲时节，他再忙总会
停下手中的农活或家务事，对我嘘寒

问暖，陪我喝茶、闲聊、探讨国家惠农政策和时事政治（岳父
有多年坚持看央视新闻和陕西新闻的良好习惯，是我内心非
常敬佩的一位老人）。谈及我工作时，他总是语重心长、反复
叮嘱我要干好共产党的事，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每次冬天
回去，他总是提前为我们点好煤炉、烧好热炕，唯恐我们受
冻。每次返程时，他和岳母都会把家里的苹果、洋芋、南瓜、
大葱、小米、手工馒头等吃食分装在蛇皮袋里让我们带上，一
装就是满满一车厢。早些年，交通不便且各方面条件也差，
从老家回西安要换乘两次班车，班车每天只有早上六点半一
趟，错过就会耽误上班。农村的冬天特别寒冷，五点多钟，岳
母就为我们做好出行前的早餐，岳父为我们收拾行李忙前忙
后，然后用架子车拉上装满片片心意的吃食，送我们到村子
东头大路边等班车。站在寒风凛冽的马路边，全家人冻得浑
身发抖，岳父点燃在路边捡来干枯的荒野草为我们取暖。回
想起这些场景，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自从岳父去
世，回家再也没有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人的生老病死真
是刹那间的事，来不及反应就已注定。尽孝要趁早，莫等子
欲养而亲不待，等到醒悟，为时已晚。

每次回去烧纸祭拜岳父，总会听到周围邻居们忆起他
老人家的往事，那些平常而非凡的人生经历。

岳父年轻时聪明智慧、英俊帅气，深受长辈们的喜爱和
左邻右舍的赞赏。他十几岁就当了生产队记工员，能写会
算、眼里有活、喜欢帮人，因为学过医又谦逊拜师，后来成
了村医，经常身背药箱、走村串户。无论家畜牲口打针防
疫还是大人小孩伤风感冒，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
雨，他总是随叫随到，先后跑遍了全大队 6个自然村和周边
大队村庄的沟沟壑壑、山山峁峁、七梁八坡。他热情为群
众服务、排忧解难，为每个家庭带去温暖。

由于岳父积极上进、踏实肯干，先后被推选担任大队会
计、大队长、支部书记。担任会计期间，他管理财务收支账
目，一清二楚；担任大队长、支部书记后，他一心为公、一心
为民，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在那个困难年代，他想办法、解难题，在全公社 17个生
产大队、30多个自然村中，首个为村里购置大型拖拉机。
农忙时节犁地耙磨（耕作），农闲时节外出跑运输，有效地
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在那个靠
天吃饭的渭北旱塬，为了解决吃粮难问题，他组织群众修
梯田，大搞农田基建，兴修水利，打淤泥、修疙瘩沟水坝，
半个多世纪过去，至今功绩留痕。为了方便群众出行，他
排除千难万险，全力协调各方，将澄城县刘家洼乡至黄龙
县范家卓乡的山沟崎岖阴坡羊肠小道，改造成宽阔平坦
的阳面大路，彻底改变了沟北 3个大队、11个自然村交通
受阻滞后状况，受到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的表扬和肯定，
当地村民更是对他赞不绝口。

在岳父的带领下，村里各项工作在全公社名列前茅，成
为远近闻名的先进示范村。1975年，年仅 27岁的岳父被提
拔为公社领导班子成员，成为唯一一位不脱产、农民身份
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全公社农业生产工作（曾一度
主持公社革委会日常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岳父是
农民中的“国家干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随着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因岳父家庭
子女多，全家 30多亩的责任田缺劳少力，岳母一个人难以
耕种。为了养家糊口，1983年曾经从农民走上公社领导干
部岗位的岳父，毅然放弃公社工作，从领导干部岗位返乡
务农，回到村里与岳母共同承担起家庭重任。那些年，农
村抓经济，岳父除了种粮食、栽苹果树、搞养殖，还承包了
队上的核桃园。老天不辜负每一个辛勤劳作的人，每年粮
食堆积成囤，苹果挂满枝头，除了家用，结余的收入供养子
女上学，完成学业。

到了晚年，在子女们都成家立业后，岳父也相对清闲
了点。因受群众信赖，年近六旬的岳父被推选担任了长
达 15年的村民小组长，他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劲头依然
不减当年，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奉献精
神、高尚情操。

多年来，岳父作为村里的相红头，每遇村民邻里的红白
喜事，他考虑周全、安排到位、精心组织、尽心尽力，义务为
主家服好务。他常常不分白天黑夜，一忙就是好几天，让
主家特别感动，称他是好人、热心人。

岳父热爱公益，任劳任怨，从不计个人得失。他很有文
艺天赋，喜欢编排导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20世纪 60年
代，组织成立了村宣传队，每年春节到周围村公益演出，在十
里八村很有名气。岳父还担任了 20多年村上的古会会长。
每到出带、接带、过年打社火，他都精心排练，亲自担任社火
头，领头耍红棍，年复一年，乐在其中。重修良甫河汉武帝庙
期间，岳父积极献策，带头捐款，为汉武帝庙建设和文化传
承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利用空闲时间，承担了村道两旁
花草树木的修剪工作。他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爱美、爱
干净、爱整洁，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把自己收拾得精精
神神，家中各种农具摆放整齐有序，院落都是干干净净。

岳父家是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家庭。对孩子不论男
女、不分大小，个个从严要求、管教有方。他们也很爱孩
子，自己再苦再累，绝不让孩子们受委屈，也绝不影响子女
读书成才。6个子女（4男 2女）全都脱离农村走向城市，其
中 4人定居西安，2人生活在县城，儿女们都家庭和睦、生活
殷实，在各自工作领域中也都表现出色。7个孙辈，已有 5
个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重点大学毕业，并顺利就
业。2个正在省内知名高中、初中就读。

所有这一切，都与岳父对子女的严加管教、言传身教和
治家有方分不开，也是子女们继承父母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美德，勇于拼搏、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积极向上、求真务
实不张扬而努力奋斗的结果。当然，更离不开党改革开放
的好政策、好机会。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思念却早已融入雪花，覆盖了
土地，铺满了心头，久久难以融化。

□李保庆

你 和 我

那一年

我们一同在校园里上课

风儿吹来

你乌黑的长发

从我的眼前轻轻飘过

我无法继续

挥之不去的

是你长发飘散的样子

那一月

我们一同在果园里劳作

晶莹的汗水

从你的额头缓缓流下

你蓦然回首的笑脸

我无法继续

挥之不去的

是你向我微笑的模样

那一日

我们一同在收获的路上

你甜美的歌声

萦绕在我的耳旁

我想急切地靠近

但你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无法继续

只好把想说的话儿收藏

那一刻

我们一同站在表彰台的中央

你紧贴着我宽厚的肩膀

我看到了你羞涩的脸庞

……

彼此的心跳呀

为何这般急促

那是我们已融入对方的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