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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提笔
我便满怀惊喜与渴望
彷徨了春夏却等不到半点你的金黄
我挡住林涧的秋水问询
它让我驻足嘬上一口尝
清，却不凉
淡淡的甜香

我想采几声鸟鸣，撷几叶早霜封藏
作为我信纸上的花漾
写好后它能说可唱
在风起时放飞游荡
天地间便充盈着丰收的乐章
还有我潦草诗行
洪亮、高亢

信封上的银杏叶是我的邮封
你若是嫌这不够
我就赠你满园的苹果和石榴
想让唐诗宋词都住进我的词章
你却喜漫山的红枫桂黄
一晃一晃的就像波浪
静卧、悠长

这页信纸已装不下万千景象
一整个季节我都在浩荡奔忙
正打点行装，把想说的话儿装进行囊进行囊
随南飞的大雁展翅启航
忽觉山河已秋，平野苍黄

轻声问候，不知你是否繁忙？
不再用絮叨的语言去书写悲壮
而在香甜和五彩中
逐渐清瘦

书法 柳晴

□艾青春

游昆明金殿
国庆期间，我们去昆明旅游，听说金殿很

有名，下午便去昆明市鹦鹉山游赏。
坐车到山下，就看见一座石牌坊门楼，

高约 5 米，四柱三坊三层，最高处写着“金
殿”，金字闪光，笔力遒劲，低一点写着“鸣凤
胜境”，左右都写着“洞天福地”。

进到门里，高山巍峨，郁郁葱葱，植被茂
盛。拾阶而上，迎面一个照壁上写着“鹦鹉
春深”，大气磅礴，点出山名。我们顺着盘旋
而上的石阶，向上攀登，路两旁有高大的楠
木、松木，像列队的仪仗兵欢迎我们。走在
路上，凉风拂面，松针铺地，时常可以遇到小
松鼠出来游玩。

继续上行，来到一片开阔地，这就是金殿
道观建筑群。金殿名胜区位于昆明城东北的
鸣凤山，也叫鹦鹉山。明代称为“鹦鹉春深”，
清代誉为“鸣凤胜境”，是集文物古迹、人文景
观、园林植物展示为一体的著名公园，也是国
家AAAA级风景名胜古迹。

大门是仿古建筑，门楼中间写着“太和
宫”三个大字，门左侧有一块石碑，刻着“金殿
钟鸣、鸣凤山茶”，落款是李华君。继续往里
走，进入第三道门是正门，叫“棂星门”，高约

10米，四柱三廊六层式门楼。
过了棂星门，就来到太和宫金殿，继续前

行，左侧是走廊，右侧是三间建筑，写着“昆明
揽胜”。左右两侧两个建筑阁楼，分别是“晨
钟”“暮鼓”。中间有一座城门式建筑“太和
宫”三字高挂城门口，上面的城垛式建筑檐口
写着“魁星楼”。听说这座城楼是明代万历年
间建造的门楼。进入后，左侧是“春醉蓬莱”
两层古建筑，右侧是“钱笛山人读经处”两层
建筑。正中是大殿，也叫金殿。大殿是高约8
米的两层古建筑，进入殿内，有一座高约5米的
真武大帝雕塑，全身黄铜铸成，在阳光照射下
闪着金光。听人介绍，这座真武雕像是吴三桂
在昆明当“平西王”时建造的，真武大帝的面容
就是仿照吴三桂的面容雕塑而成。这里也是
当年吴三桂和陈圆圆居住地方，北苑别墅。

金殿左侧是个别院，通过“别有洞天”石

门，来到一处四合院，这里是吴三桂与陈圆圆
纪念馆，参观后就知道了吴三桂与陈圆圆的
故事，清楚了吴三桂“冲发一怒为红颜，爱美
女，爱江山，终所误”的故事。围绕殿宇走一
圈，只见青砖青瓦，建造坚固，木质厚实，飞檐
横廊，花饰精巧，是一座精品建筑。

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
鸣凤山，首建太和宫，太和宫内再筑紫禁城，
城内铸铜建北极真武殿。清朝康熙十年，吴
三桂当上平西王后，重建铜殿，供奉北极真武
铜像，修改大帝容貌。后毁坏于战乱，清朝光
绪年间，当地官府集资化缘，再次重修铜殿，
天门及楼阁。现在此铜殿，殿高 6.7米，宽 7.8
米，深 7.8米，总用铜量 250吨，为仿古式重檐
歇山式建筑，是我国最大最重的铜殿建筑，
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殿左侧的园子里有许多植物，种类繁
多，有山茶花、杜鹃花、云南茶花、云南油杉、
紫薇、栎树、棕榈等，苍翠葳蕤，高低成趣，一
步一景，园林景观，引人入胜。

下山时，一路花繁叶茂，一路空气清新，
一路温和清朗，让人体会到，花城昆明名副
其实。 （单位：陕建二建）

□杨延哲

我 不 是 许 三 多
我每年都要看一遍《士兵突击》，当熟悉

的背景音乐《轨道》响起，我的眼眶总会因为
某些情节湿润，尤其是在山里的黄昏中，容易
让人想起旧事，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士兵突击。

高中的时候最喜欢钢七连连长高城。
那时候他是鲜衣怒马少年郎，充满青春热
血激情，满眼都是一身刚正之气，在我内心
深处种下了难以言喻的英雄情结。少年的
梦透过玻璃窗，在课桌上、试卷上一寸一寸
地发亮，是七连长照耀着我那忙碌又迷茫
的青春路。

“我的路有很多条，但我总是选择最难
走的那一条。”三年的军校，一年的排长，三
年的连长，高城作为钢七连五十七年连史上
最后一个连长，他骄傲严格，所以他看不上
许三多，看不上他被自己家的坦克吓得举手
投降，看不上他的木讷愚笨走不好队列，看
不上他训练晕车演习出错。在高城眼里，许
三多是一头骡子，没资格成为七连的兵。我
也打心眼里讨厌这么傻的许三多。

岁月悠悠，转瞬间，那个在课桌前编织
梦想的青涩少年，也身披戎装，脚踏步战
车。军旅生涯，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时而
平缓，时而奔涌，带我穿越了青春的迷茫与
激情。

“好好活就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
活。”日暮黄昏下，我最喜欢在山顶的哨位
上，望着连绵的戈壁荒漠，思考着这句话的
哲理。曾经我看不上的许三多，现在就真真
实实地坐在这。

我呆呆地望着天边的火烧云燃烧，看着
慢慢被黑暗吞噬着斑驳的金黄，任凭天的尽
头，几十根装着扇叶的杆子，一边发电，一边
切割黄昏。

两年的时光，不短不长，但足以深深地
体味到许三多的成长。

荒漠戈壁上，直升机的轰鸣声时而清
晰，时而遥远，那闪烁的夜航灯成了黄昏的
星星。旁边山上，蓝军的坦克炮口不知何
时对准了我们，静默而威严，而我们，则是
那不经意间闯入其视线的“猎物”。山下的
车队还在疾驰，拉起长长的沙尘，不知道来
的是物资补给还是突如其来的检查，连忙
用对讲机通报，让路口的哨卡探探虚实，好
酌情准备。

饭里的沙子除了硌牙没有一点味道，风
中倒是裹挟着沙葱和马粪的清香，夏末的燥
热好像也乘着绿皮火车由南向北，在这荒凉
的草原上得以大显身手。说是草原，却没有
半点书本上水草丰美的场景，用荒漠来形容
更为确切，贫瘠，甚至残破不堪。裸露的山
岩，稀稀拉拉的针茅草，一簇一簇的，勉强将
这片荒地覆盖成绿色。只有沙葱开着些紫

红的花，带来诗意的色彩，而我总是在想象
那些啃食沙葱的小羊吃起来该有多美味。

我们十几个人在帐篷下和一堆物资挤
着，席地而眠，夜里起床站岗踩着了谁的
腿、踢走了谁的鞋，早已稀松平常，但是抬
头望向那璀璨的星空，心中涌动的浪漫与
震撼，却因无人共赏而略感遗憾。但清晨
的阳光总能驱散这份落寞，每天早上起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抖抖褥子上的沙土，再一
股脑儿塞进背囊，没有了繁杂的内务，早上
的心情也舒畅不少。

大多时候，打开帐篷门，满目都是碧蓝
的天空，早晨的朱日和，干净得透彻，流浪
的白云疾驰而过，云缝间泻下忽明忽暗的
阳光，这时候的荒漠，安详沉静。战友们各
自忙碌着，卷起帐篷的窗户，扫干净抖在地
上的沙土，支起吃饭的桌子，从背囊里掏出
大大小小的盆和碗筷。老班长在朝阳中喝
着稀饭，吃着馒头，下饭的菜有时是凉拌豆
腐丝，有时是炝炒绿豆芽，他倒是来者不
拒，怒目圆睁，只看见张嘴，不见咀嚼，用不
着细细咂摸，脸上的满足已然浮现。我也
不敢愣神，稍慢些，就得饿着武装越野了。

太阳升得越来越高，升到头顶的时
候，就该呼唤不知在几个山头外的战友
了，像极了小时候在田边呼喊劳作的家人
回家吃饭，呼喊的童声顺着光阴变成了对
讲机里的“各排集合带回！”没有聒噪的蝉
鸣，集合带回的歌声悄悄钻进了白云里，
落在沙土上。于是，朱日和每颗沙子里，
都存放着战友的快乐。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在
朱日和演习的日子平淡又漫长，不过这里
没有草原五班的闲适，也没有许三多修路
的执着，但因为这平凡与枯燥，才铸就了
坚韧的意志。

“一个人的身上，是重重叠叠的死亡和
重生。”憨傻的许三多在草原修一条公路，
铺向了自己内心，也铺那些在平淡日子里
沉沦的人。是活着还是死亡，是坚守还是
放弃，草原五班就是答案。部队从不是刻
板的围墙，也困不住自由的灵魂。它滋养
着不舍钢七连解散的高城、在车里路过天
安门的史今、拉开求救弹的伍六一、残酷
诡谲的袁朗、寻找枝枝蔓蔓的成才，更是
各个时刻的许三多，还有二十来岁的我。
把青涩和怯懦磨灭掉，被光芒照耀，死亡
又迅速重生，最终肆意成长。

“早熟的人又晚熟，骄傲的人又急性。”
在经历了那个充满枯燥劳累的日子

里，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
的夏天。

我希望我成为许三多！

□
马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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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我
的
祖
国

祖国，是多
少人心中的缱
绻温柔，是多少
人眼里的莹莹
泪滴，是多少人
胸中的奔腾热
血。我的祖国，
其名中国，她横
卧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纵跨
上下五千年春
夏秋冬，历经百
年风云激荡，如
今已傲立世界
之林；我的祖
国，其名中国，
她七十五载快
马加鞭，七十五
载沧桑巨变，七
十五载栉风沐
雨，七十五载壮

丽辉煌，如今喜逢盛世华诞，五星红
旗招展，那是最美的画面。

我和我的祖国，相识于苦难丛
生的历史。我在岁月的长河里逆
行，走过她走过的足迹，历史的齿
轮向前，留下的苦难不会被忘记。
中国古代，从夏到明，虽有繁华和
安定，但终是王权更迭，战争不
断，人民哀苦。清朝更甚，王朝末
期，风雨飘摇，割地赔款，爪牙掠
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近代，血泪汇成，五四运动的
身先士卒；卢沟桥英勇抗日；台
儿庄外的枪林弹雨；狼牙山上的
悲壮豪情……一桩桩一件件都需
铭记于心。苦难丛生的历史中，
无数中华儿女齐心协力，以拳拳
爱国心、不屈民族志筑起新的坚
固长城，泱泱中华终于驱散黑暗，
迎来曙光，建立新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相熟于耀眼夺
目的今朝。忘不了新中国宣告成立
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忘不了“两
弹一星”宣告成功时的震撼人心；忘
不了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忘不
了港澳庆祝回归的举国欢庆……新
中国在中华儿女的奋斗中焕然一
新。现今的中国，更是硕果累累。

“十三五”的圆满收官；脱贫攻坚战
的如期完成；“天问一号”的火星探
索；“嫦娥五号”的月球取壤；“奋斗
者号”的万米深潜；航天事业的稳
步推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飞
机不需要再飞两遍，高难技术不需
要再依赖国外，“复兴号”超过了

“老车头”，距离不再遥远。我的祖
国，不再伤痕累累、飘摇无助，她已
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释放耀
眼夺目的中国红。

我和我的祖国，相约于青春正
好的未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鲁迅先生说：“愿中国
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
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
份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
暗中发一点光，不必等会炬火，此
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
光。”不负先生所言，新时代的青年
是有信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青年。重庆山火下的青年骑上
摩托扛起生命的希望；烈士陵园中
的青年碑上描金书写感恩的厚重；
高亢国歌下的青年停步敬礼诉说
爱国的深沉……我的祖国，有如此
青年，未来青春正好，可能无限。

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看
我中国大好河山，美不胜收；看我中
国广大人民，精神富足；看我中国创
新科技，凌云太空；看我中国之今
日，气象万千。我的祖国，其名中
国，我爱她苦难丛生下的满目疮痍，
我爱她耀眼夺目下的中国颜色，我
爱她洋溢青春的万古长青。唯愿我
的祖国依然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
然涛涛向东，民族意识永远向前！

□□段育霖段育霖

走 近 关 中 书 院

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儒学创始
人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往往在仕途失意或受
阻后，反身潜心治学、讲学传道、教化民众。
时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祖籍西安府的冯从
吾在御史任上因直言进谏而被革职，返回长
安潜心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张载的关学，
并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作为讲学场
所，后建立关中书院。使其成为明、清两代
陕西的最高学府。冯从吾的追随者甚众，
在关中书院讲学时，听众竟达几千人。时
人叹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
大儒，书怀一瓣香。

书院遵循西安城棋盘格式布局，南北
长，东西窄，沿中轴线由山门、大门、二门、
东西钟鼓楼、允执堂（讲堂）、左右厢房等建
筑物组成。大门两侧悬挂着张载提出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
高的精神追求。关学始终坚守“敦本善俗”

“躬行礼教”，使得关学成为北宋理学中最
具务实精神的学派。

穿过第一道门厅，院子里有几棵 200多
年树龄的槐树。树的东西两侧，有记载
1938 年世界学联代表团在此座谈的纪念
碑，有记载 1936 年 10 月西安师范学院学生
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学潮纪念碑，还有
一块记录了 1937年 12月彭德怀同志从前线
返回，在此对西安学生组织的救亡团体做报
告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反映了青年学生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责任和
情怀。历史的风风雨雨已烟消云散，只有这
古老的槐树成为历史的见证。

穿过第二道门厅，是书院的中心，场地
较为开阔，眼前有一棵 300 年树龄的皂荚
树，根部如化石根雕，不由得让人惊叹岁月
对天地万物的造化神功。东边醒钟亭下的
校友捐赠纪念碑，一侧记录了早期共产党
人，解放后历任西安市政府秘书长、政协副

主席等职的何寓础先生为学校捐赠了一生
积蓄 3 万元设立奖励基金，鼓励师生重教
治学。另一侧铭刻着曾任中宣部文艺处处
长苏一萍先生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曹冠群
夫妇二人将一生酷爱的全部藏书赠予母
校，以表爱校之情。西边暮鼓亭挂有“观
德”方匾，蕴含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哲理。
遥想那个年代，日落后，师生坐在院子里或
者房舍中交流、自省，反观内心得失。

居于正北的“永执堂”属于过去的大讲
堂，门厅处为八柱式歇山顶飞檐，内侧圆柱
上均题有楹联。堂前两棵古槐树，树干粗壮
曲折，枝叶稀而枝干奇，色不鲜而身厚重。
槐树的寿命长达千年，这两棵 500 年的古
槐，也只是进入了生命中年，但书院已历经
明清、民国到新中国几个时代的变迁。历经
传统书院、近代学堂和现代高校的转变，教
书育人、学术研究的功能从未改变，关中书
院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灯塔。

大地乐章 李昊天 摄

有有““气象气象””的日子的日子
□曹少艳

我生活的北方四季分明，由于工作关系，每天出门我都会
看天气预报，免得风吹雨淋被晒。现在的天气预报不局限于
预报阴晴雨，穿衣指数、锻炼指数、污染指数，提示全面而温
馨。我喜欢生活里有气象的日子。

就像每天“出门看天气，进门观成色”，我在父母的叮嘱
里，感受到所居住小城的日子。虽然“生下来，活下去”，合在
一起就是生活，是每个人都要直面的人生命题，但是，在我四
十不惑时，我越发热爱生活。隔三岔五，我都会去菜市场买买
菜，看看人间烟火，体验真实的生活，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觉得自己接地气。叫卖声里，我感受到豆浆的温度和营养
正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排队间隙，我趁机
与人们寒暄着，聊天气、聊国事、聊家长里短、聊国际风云。我
很愿意这样听听新鲜事，或是插两句嘴，哪怕争个三言两语，
都让我感受到一种美好——既没有死气沉沉，也没有刻板无
趣，平淡的生活里有一种烟火气，像每天出门，穿得干净暖和，
早餐吃根油条喝碗热豆浆，中午咥顿羊肉泡馍，这样的丰衣足
食的生活多好啊！

我看得出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欢喜。这样的生活就像太阳
升起，晨起暮眠，一日三餐，非常规律，简单而普通。大多数时
候，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保持正常心情，对待平常人事，寻常
的一天就悄无声息的过去了。

孩子爷爷奶奶挂着嘴边的话：“你们赶上了好时代，过上
了好日子。”生活了四十年，往前看往后想，家里从一无所有
到小汽车，从家电齐全到智能网络，生活变化很快而且很
大，连改变温度都变得非常简单。超市里，早没了四季之
分。冬天的西瓜、荔枝，南美的梭鱼，快递 24小时便可直达
餐桌……条件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品质。

这些都让我觉得，固然小康有一些硬指标，但就个人心
理的软尺度而言，平平淡淡，健康无忧，就是有气象的小康
日子。而多数人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我相
信，认真过好每一天，过有气象的生活，这应该是每个人的
心愿和千家万户的共同奋斗目标。

四十岁了，开始注重身体锻炼。偶尔去跑跑步。于是，我
不仅在周末的菜市场感受到有气象的生活，还在迎着太阳奔
跑的五、六点钟，看到路边的积极的生活。公园里，广场上，文
体娱乐，爱好广泛。走完路，去茶吧读本书，或是看场电影，人
头攒动的文体场馆里，既让人歆羡又令人心生感慨，这样无忧
无虑的生活舒心，真正的好气象。

当然，生活也总会有波澜，有时悲欢离合，有时一地鸡
毛。但我始终相信，生活是向前的，美好总会到来。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和家人出去逛。爬山过河、躺草原、
去沙漠，去不同的城市除了欣赏风景、尝尝美食、体验风情，我
更乐意找机会和路上的年轻人交谈。年轻人越来越时尚，我
觉得生活不仅有气象，而且是好气象。想到一句广告语：一切
皆有可能，未来生活真是充满了无限前景。

更叫人心欢喜的是，有气象的日子，变化的不仅仅是看
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比如观念、需求、满足。心头没有
了高消费之感，心中没有了奢侈之念，心里也没有了羡慕嫉
妒，人们放松了争先恐后的生活节奏，放慢了生活的匆忙脚
步，也宽容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二胎放开了，生不生，
随便；双减来了，补不补课，无所谓。原以为这样的生活就
够好了，但催人心动的还有一种气象万千的生活走进我们的
日常：高科技。

生活就是这样，不论精彩瞬间还是普通日常，不管是潜默
移化还是沧桑巨变，都一天天过去了，都一天天在过着，气象
万千的日子里，我们都会一直向前，永远朝着美好。

（单位：铜川市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