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xgrbcz@163.com

创 造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4年11月30日 星期六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薛跃

甲辰冬游武汉有感

大义首举百年前，

神州多难共和艰。

革命同盟生死地，

辛亥雷动荆楚天。

两江涛送皇权尽，

三镇新开民国篇。

腥风岁月存遗照，

热血诗篇留纪年。

武昌革命纪念馆武昌革命纪念馆

极目汉关楚天秋，

百年耻辱大江流。

自古湖广稻香地，

域内九衢通远洲。

坚船摧垮封国岸，

败政昏聩失税收。

徘徊江边寻旧迹，

灯火阑珊少兴游。

江 汉 关江 汉 关

在雨后，风过江岸，不只是一棵草木
在摇晃。青蛙和水鸟仍在练习
合声。一幅水墨，缓缓从湖面推出
把我的诗灵豁然打开

低垂的岸柳、沙洲、田园和远山
薄雾里若隐若现的村庄、果园、行人
被一支神来之笔，涂出千般风情
在水鸟鸣叫声中，纤尘洗尽了

空气如此清新、恬静。湖水荡漾着
把人间悲欢一遍遍濯洗。站在船头的打鱼人
哼一曲旬阳民歌《兰草花》，把一网
期待撒进绿里，撑一叶小舟入画

□姜华

湖 畔

春草诗二首

山空谷幽静，

阳新溪澈澄。

白屋烟袅起，

瑞霭锁青峰。

红绿交辉映，

人非栈道横。

谁言小雪寒，

我道胜春景。

小雪日经褒斜古道有感小雪日经褒斜古道有感

（新韵）感恩节拙思感恩节拙思

人间路千万，

悠长多重山。

未知尘中事，

行走有茫然。

稚幼师教育，

烦难友拽搀。

上苍怜小草，

报感理当先。

□吴源极

榆 林 的 冬 天

榆林的冬天，是从西伯利亚的寒风长驱直
入那一刻开始的。风，如同一位脾气暴躁的莽
汉，毫无顾忌的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横冲直撞，
宣告着它的主权。它呼啸而过，带着凛冽的气
息，吹得漫天的黄土纷纷扬扬，仿佛要将整个
世界都染成一片昏黄。

榆林的冬天，是属于煤炭的季节。在农
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堆满了小山似的煤
炭。清晨，天还未亮透，当家的男人就早早起
来，去给炕洞子里添煤。随着一阵“噼里啪啦”
的声响，火苗在炕洞里欢快地跳跃起来，不一
会儿，整个炕就变得热乎乎的了。女人们则在
这温暖的炕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或纳鞋底，
或缝补衣裳。孩子们也在炕上你推我搡地打
闹着，那笑声仿佛把寒冷都驱散几分。

榆林的冬天，雪是不常下的，但只要一下，
整个世界就仿佛变成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那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被白雪覆盖，像是穿着
白色披风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城
里的公园里，孩子们在雪地里嬉笑玩耍，堆雪
人、打雪仗，那欢快的场景让人看了也忍不住
嘴角上扬。而大人们也会被这雪景吸引，停下
匆忙的脚步，拿出手机拍几张照片，记录下这
难得的冬日美景。

榆林的冬天，就是这样，寒冷中透着温暖，
粗犷里蕴含着细腻。它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
地的独特考验，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展现坚
韧与温情的舞台。在这个季节里，每一个榆林
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冬日
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如同这榆林的冬天一样，
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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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雅莉

爱 在 帝 景 南 山

□□吴海鹰吴海鹰

寻 访 郭 亮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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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山 拾 趣
□孙剑波

几场冬雨后，银杏树的叶子涂出一块
块耀眼的金黄，仿佛耐不住冬的萧瑟寂
寥，专为城市点缀上几笔亮色。我们一行
四人沿着天台山的盘山道路进入秦岭腹
地。这一片名为“天台山”的自然景区，并
非李白“天台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
而是宝鸡市秦岭北麓的一段，包含了鸡峰
山、天台山和大散关三个景区。

此行目的是看红叶。进山后，方知时
令太晚，且天气不好，满目灰褐色调，树
下积了厚厚一层落叶，以石楠、七叶树居
多，经雨水浸泡，红赭黄绿各色斑驳杂
陈，霜浸雨淋后，一片叶子上又呈现出不
同色泽的层次变化。原来多数叶子是
由绿而黄而枯萎的，能够像枫叶、黄栌
那样经霜后红遍视野、愉悦心情的，只
占少数。正所谓“四美”难齐，因时因地
因情因由，邂逅红叶，舒畅心胸，由景生

情的机缘实在难以巧合，这大概是观景
者理想境界与现实的距离。

入山道路沿着一条河谷的流向修建，
左侧是枝叶浓密的山坡，常绿阔叶及针叶
树种居多，各种罕见的灌木混杂其间，又
有藤蔓缠绕，即使在初冬，山脚下仍是绿
意葱茏。路左侧是那条卵石横亘的谷中
溪流，各种大小形状不一的白色石块分布
在河床，把一湾涧水挤在石缝里，分割成
姿态各异的涓涓细流，一如山水画中的布
局，水石间错避让，相依相伴，妙趣顿生。
远山近水，丛林幽谷都带上一种烟雨蒙

蒙、雾霭蒸腾的缥缈感，由此想到苏轼的
“山色空蒙雨亦奇”一句，颇为贴切。

行至山门，打听到还要走七八公里
山路，才能到达鸡峰山脚。商议之后，决
定放弃登山计划，从一处罕有人迹荒芜
小路下行至河道。河对面两座山峰之
间，有一条更纤细的支脉，泠泠淙淙而
下，汇入谷底主流。于是缘溪而上，在乱
石中，择路而行，来一次徒步探险。这条
细流中的石块多是活动的小卵石，下脚
极为不易，稍不留神就有失足跌倒的危
险；于是，折了些灌木枝条作为手杖，缓
步攀爬。

我们在山谷中高喊，想听听山鸣谷应
的效果，然而并无回声，大概是我们并没
有到达山谷幽深之处。因为怕遇见野兽，
怕迷路，怕山洪。凡人毕竟比不得高士。
于是缓步下山。 （单位：宝鸡热电厂）

平利县，一幅隐匿于秦岭深处的山水画
卷，而帝景南山国学茶馆，则是画卷中一抹别
具韵味的墨彩。踏入茶馆，一位女士款步前
行，她身形婀娜，面庞白皙如玉，双眸明澈有
神，气质干练而不失温婉，宛如从古典长卷中
走来的佳人。她走在众人之前，声线清脆悦
耳，热情洋溢地为我们介绍着茶馆的点点滴
滴，诚恳细致的模样，让人不禁心生敬意，暗
自揣测她定是这茶馆的主管。待散文学会会
长介绍后，方知晓她便是这帝景南山国学茶
馆的总经理万琴棋，一位在茶文化中乘风破
浪的优秀女企业家。

步出茶馆，我们坐上车，向着下一个目的
地进发。车窗外，景色如诗如画，初冬的笔触
肆意挥洒，红、黄、绿三色相互交织缠绕，勾勒
出如梦似幻的轮廓。远山在云雾中半遮半
掩，近野的草木虽已染上秋霜，却依旧倔强
地展示着生命的色彩，恰似一幅天然的水彩
画在眼前徐徐铺展。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
缓盘旋而上，在拐弯处，一座建筑悄然映入
眼帘——帝景南山茶学馆，此行的目的地终
于抵达。

或许是被我们的热忱所打动，原本多情
的雨水渐渐收敛了情绪，天空像是被擦拭过
一般，愈发明亮起来。帝景南山国学茶苑仿
若一颗遗落人间的珍珠，镶嵌在这山水环抱

之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金银交错的光
芒，空气中弥漫着幽幽的茶香与草木的芬芳，
沁人心脾。

广场上一排水杉树映入我的眼帘，高大
挺拔，在季节更替中悄悄换了容颜，深黄、深
棕色的树叶在风中轻舞飞扬，纷纷落入树下
的池塘里。我俯下身去看池塘里的睡莲，此
时，万琴棋也走了过来，她笑靥如花，边走边
说：“不知新买的小金鱼都活着吧？”她也俯下
身子蹲在池塘边观鱼赏花，我和她聊了起
来。她是一位 80 后，老家就在美丽的桃花
溪，家乡山水丰盈，四季分明，气候温润，特别
适宜茶树生长。从小伴着茶香氤氲长大，也
让她对茶叶有了独特的情感。2003年，她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黑龙江鸡西大学。正当她
在校园努力学习知识规划未来的时候，因家
中突发变故，她不得不离开大学回到家乡，用
稚嫩的双肩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瞬时，我
对她有了更多的敬佩之情。简短交谈后，我
从她身上感受到了情怀、实干、格局和热爱。
这些词语标签还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所有认
知。我想，她一定是一位有丰富故事的女企
业家。

带着对她的敬佩和好奇，我们走进了会
议室，展开了丰富的交流。“我虽有艺术的名
字，却没有文艺的技能。但大地就是我的琴

弦，农具就是我的棋盘，我要抒写最美的大地
诗歌。”万琴棋娓娓道来，信心满满。在我看
来，这是她的一项特殊技能。2007年，她依靠
平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带领乡亲们
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平利茶叶富含“硒”元素。她带着这份独
特的生态优势发展了 500亩茶园。从茶园的
种植生产到销售，一腔热诚，一路摸爬滚打。
为了让家乡的茶叶产业有更长远的生命力，
她开始不断学习茶文化，考取茶艺师高级证
书，创新销路和市场。为了提高家乡的富硒
茶在市场上拥有独特的竞争力，为了推广平
利的茶文化，她创立了“帝景南山”品牌，将家
乡的茶叶包装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礼品。
眼前的礼品盒与绿茶同一色系，精美典雅，茶
盒里包装的不仅仅是茶叶，还蕴藏着茶文化，
也蕴藏着她的辛劳和温情，更蕴藏着她对家
乡父老乡亲的深情和厚爱。

“研学教育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动手实践，
还要让他们在茶园的天然课堂里接触生活，
体悟劳动的价值和文化的深意。”站在明亮宽
敞的研学基地，我们聆听万琴棋的讲解，感悟
她对研学基地所注入的智慧和爱。对于她来
说，建立研学基地的宗旨，是将传统茶文化与
教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自然中学习、在劳
动中成长，通过亲身体验，感受生活的本质和

价值。在茶园里，学生们可以直接参与到采
茶、制茶的过程中，体会劳动成果的来之不
易。她说：“这种实地教学能让孩子们在体验
中理解文化，学会敬畏自然，培养真挚的生活
态度。”跟随万琴棋的脚步，我们边走边看，这
里除了茶园、研学基地，还有茶艺展示区、亲
子采摘园、书画室等多种体验区域。望着山
上碧波荡漾的茶园，她说：“我要以农业和茶
叶为契机，做好培训、研学、文创。不断提升
品质，让农耕、绿色，有机结合，让这方山水焕
发出生机勃勃的荣光。”

站在广场上环顾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葱
葱，清泉潺潺流淌，奏响一曲自然的乐章。这
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得如同被洗练过一般，
每一口呼吸都饱含着负氧离子，无疑是一方天
赐的康养胜地。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满山的茶
园映入眼帘，茶树层层叠叠，绿意盎然，仿佛一
片绿色的海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万种风（情）琴”“（旗）棋开得胜”，接触万
总后脑海中闪现出这两个词。这片山水，不仅
赋予了草木蓬勃的生命力，更孕育了一位女企
业家的智慧与才干。在这片土地上，万琴棋总
经理怀揣着对国学与茶文化的热爱，以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独具匠心的眼光，打造出了这座独具
魅力的国学茶馆，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出新生机与活力。 （单位：国网安康水电厂）

儿时最幸福的记忆，便是与
奶奶一同赶集，那几里路外的镇
上，充满了无尽的快乐。总期盼
着在热闹的集市上，奶奶能给我
买个糖葫芦或煎饼果子解解馋。

那时，从家到镇上的距离是
我能看到的整个世界，镇上的街
道是由两条十字路口连接而成，
中间大概有几百米，街道两旁各
式各样的摊位依次排开，我紧跟
奶奶的步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穿梭，耳边回荡着商贩们的吆
喝声，眼前则是琳琅满目的商
品，令人目不暇接。

“白菜 6 毛、生姜 10 块钱 3
斤、大葱 1块 5……”此起彼伏的

叫卖声里，随处可见根部沾着泥土的翠绿蔬菜，这
些都是附近村民辛勤劳作的成果，闲暇之余来集市
上售卖补贴家用。外地的小摊贩也会拉着货物从
四面八方涌来，在街道两旁支起棚子，售卖各式各
样的商品。赶集，我最期盼的就是美食了，街道两
旁摆着热气腾腾的荷叶甑糕、油糕、蜂蜜粽子、煎饼
果子以及各种面点，令人垂涎三尺，眼巴巴地盯着
小摊上的荷叶甑糕，米粒白莹如玉，甜甜的口感在
舌尖上跳跃，一口下去，混合着荷叶与红枣的香气，
沁人心脾。砂锅和米线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平日
里对环境挑三拣四的也不管不顾了，挤在人群中吸
溜着，似乎比山珍海味还要香。

犹记得，街道的尽头是最热闹的地方，摆着一
排排鸡笼，母鸡关在笼中，公鸡则被五花大绑放在
笼外，不断地扑腾着翅膀挣脱，看到不顺眼的同伴
还会一跃而上啄两下，一时间鸡毛乱飞。这种打斗
被买家看在眼里，那些最有精神的公鸡会被第一个
买走，被买家带走时，它们再也不叫了。旁边的蛇
皮袋子整齐地堆放在墙边，里面是各种调味品，花
椒、生姜的气味最为浓烈。人们在买鸡的同时也会
顺便买点调料回去。不远处，粉色头巾的大姐忙碌
地操作着缝纫机，等待修鞋的顾客络绎不绝。

漫步在集市里，眼里看着、嘴里吃着，手里大包
小包地拎着，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则是那份
熟悉而温暖的感觉。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熟悉的
面孔，独具特色的小吃，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
井画卷，在热闹拥挤的集市上，乡音依旧，乡味绵
长，乡情浓厚，纵使踏遍千山万水，最难忘的还是故
乡的那份温情。

时至今日，尽管超市、商店开进乡村，网络购物
盛行，但赶集作为家乡一种重要的商品交易方式，
没有被湮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它依旧演绎着
老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揭示着世间百态，在那一
张张淳朴、憨厚的面孔中，透露着对生活的满足与
幸福感。岁月如梭，赶集虽已不再是生活中的必
需，但它承载的那份淳朴与温情，却永远镌刻在我
心中。它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乡村文化的缩
影，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岁月的沧桑。

看过国产电影《举起手来》的人一定
记得那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郭亮村，
记得那条令世人震惊的挂壁公路。

车轮旋转着月色，赶到位于新乡市辉
县市西北 60公里的太行山深处的沙窑乡
郭亮村，已是晚上快 9点了。顺着公路走
了大概 2公里，远远就看到了闪烁着昏黄
色灯光的郭亮村挂壁公路的入口，挂壁公
路一路呈上坡，可能是夜不观色的缘故，
只能从昏暗的灯光下，看出刀劈斧凿的痕
迹和石壁窗洞外影影绰绰的山峰。

到了民宿安顿好，和老板闲聊起来，
才知道这个村的名字来源于东汉农民起
义军的领袖郭亮。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
不聊生，百姓不堪困苦。郭亮带头率领饥
民起义，很快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
军。东汉政权多次派出官军进行镇压，由
于此地地形险要，难以攻克，为迷惑官兵，
郭亮设下了悬羊击鼓之计，将战鼓与山羊
挂在树上，山羊四蹄乱蹬，碰到战鼓发出

“咚咚咚”的声音，官军以为郭亮准备率兵
出战，便全军出击，郭亮趁机率领义军用
绳索吊下悬崖绝壁转移。后人为了纪念
郭亮的智慧与勇气，将这个悬崖上的村子
命名为郭亮村。

翌日早，品尝过郭亮村3元一碗不限量
的胡辣汤后，我们便乘坐观光车去往郭亮
村的著名景点——天梯炮楼。坐在观光车

上放眼望去，对面是如同刀劈斧砍出来的
万仙山景区，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
渊。观光车到达炮楼边，我们就开始自由
活动。炮楼修建在悬崖边上，听说是当年
为了拍摄电影《举起手来》专门修建的。从
炮楼顶上就可以俯视到山门和郭亮村周围
的自然景观。一切都显得原始而雄浑，映
入眼帘的是葱翠欲滴的植被，或是绿色或
是红色，或是橙色或是紫色，美不胜收，令
人眼花缭乱，心灵仿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也得到一次洗涤。前行 300米，就到了郭
亮村另一个著名景点——天梯。听旁边
开小卖部的老乡说，天梯修建于北宋年
间，历代不断扩修。天梯修建在呈 90度的
临渊绝壁上，共有 720级台阶，蜿蜒曲折高
达百余米，是挂壁公路修建前郭亮村唯一
通往外界的道路。顺着几乎垂直的天梯
往下走，仅能容一人通过，每一步都艰难
异常，险峻万分。道旁无任何防护措施，
稍不留神就会失足坠下深不见底的悬崖。
我们走了几步，头晕目眩，便没有勇气再往
下走。当年郭亮村的百姓是怎么样将日用
品从外界一步一步背上来的？又是怎样将
郭亮村的山货挑下山的？郭亮人坚韧不拔
的生存勇气和郭亮村独特壮美的自然风
光，不能不让人拍手称赞。

乘坐观光车返回出发点，我们顺着右
边的公路走了大概 100米，便看到了郭亮

村的挂壁公路。听导游讲，挂壁公路又叫
郭亮洞，这里原来没有路，直到 1972 年，
在没有任何机械、没有电力、施工困难的
情况下，村里的老支书和老村长等人卖掉
自己养殖的山羊、自己种的山药，购买铁
锤、钢钎，带领村民历时 5年，才在这悬崖
峭壁的半山腰上，一锤一锤地凿出这条距
离地面 119 米的石壁公路。为修建这条
公路，共投入了 6万多个工时，清除了 2.6
万多方石渣，消耗了 2000多个铁锤，使用
了约 12吨钢钎。其中主要负责开凿的十
三位郭亮村村民被称为“郭亮洞十三壮
士”。郭亮村挂壁公路于 1977 年 5月 1日
正式通车，结束了村民完全依靠天梯出
山的历史。挂壁公路全长 1300 米、高约
6 米、宽约 4 米，两辆车要在稍宽阔处才
能会车。路两边的石壁上、顶上，到处都
是开凿时锤砸钎敲的痕迹。临幽谷一边，
每间隔十几米便是凿开的石窗，大小不
一，可以透气、采光，也可以让人看到窗外
起伏的山峦风光。

我抬眼望着挂壁公路陷入沉思，久久
难以平静，同时也为郭亮村的先辈们致
敬。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这些淳朴善良
的村民，凭着韧劲，为子孙后代凿出一条
令世界震惊的挂壁公路，心里不由对挂壁
公路的建设者充满了无限敬意。

（单位：三原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