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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山商洛山 （总第2479期）

刊头摄影 程 刚

一

一杯天竺翠峰茶汤，带着草木清香，
将山阳的青葱，山阳的碧翠，化为滴滴晶
莹，将舌尖和乡愁滋润。

那一刻，漫川关镇的古意，青石板的悠
长，汉剧二簧的韵味，沿着一滴滴茶香，落
在心灵的土壤，滋生出青葱，平仄着诗情。

古韵，诗意，是山阳文化的精髓，更
是一种美味。

古，总是带着缓慢，一种走在细雨
中，走在市井中的舒缓、精细；诗，是一种
心灵花开，是一种灵魂中的情韵，是心灵
和指尖结合的匠心。

一碗糊汤，带着一种甜香，在文火慢
煮中，带着不温不火的心情，带着一种山
野人家的平静，慢慢地搅拌，让玉米糁和
水充分结合，让金黄和洁净渗透，带着一
种清香，一种纯净，在碗中，伴着酸菜、萝
卜丝，仿佛一次前世今生的约定，仿佛为
舌尖抒情。拿着筷子，慢慢夹起，送入嘴
里，荡漾着一种天地最为纯净的味道。
这是朴素的滋味，是农家的滋味，是一种
清淡和隽永。

人中小家碧玉，食中一碗糊汤。
艰辛时，一碗糊汤度过饥荒。
幸福时，一碗糊汤，让浑身舒畅。

二

面条，是麦面的华丽转身，在一根擀
面棍中，成为山阳另一种美食。捞到碗
里，细长、净白，将面粉的白，泉水的净，
融合在一碗面中。一勺辣椒油，是最好
的点缀，也是最好的入味。

当然，有葱碧翠，有野蒜馥郁。
面条和辣椒油的交融，是一种颜色

组合，一种味道绝唱。拿一双竹筷，反复
搅拌，继续搅拌，不厌其烦，让辣椒油渗
入面条，让麦香和油香流淌，热气里袅娜
着香味，香味中牵引着食欲。一碗面条，
将一种相思延展、拉伸，延伸向故乡的炊
烟，母亲的呼唤。

锅盔，是面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将面粉放入少量碱面，加水，揉和，

擀成圆饼，在烧红的锅里反复摊烤、翻
转。碱面在高温下和面粉融合，面饼里
黄外焦，香气四溢。两寸厚的锅盔，是
饼的另类，凸显山阳人的大气，和美食

中的精细。吃一口焦脆的锅盔，品一种
生活的厚实，在时光静好中，也品咂着
具象的盛世。一碗羊肉汤，和掰碎的锅
盔相遇，是羊肉泡馍的前世，吸引着远
近的味蕾。

大米和土豆，在米饭中相遇，淡然的
清香，净白的色泽，让口舌生津。

几个软乎的包子，一碗豆粥，一碟酸
酸甜甜的萝卜丁，在红尘小巷回荡，让每
一个来往的人停下脚步；油条豆浆的气
息，在朦胧的早晨，送来温馨和暖意，抚
慰着早起的身体。

故乡的味道，总在市井深处，留住童
年的回忆。

三

将马齿苋采摘，在泉水中洗涤，放入
开水，一滚即起，切成三寸左右，冷却后
堆叠摆盘。麻油、蒜汁、辣椒油、白醋、精
盐搅拌，调配成一种黏稠的汤汁，缓缓淋
下，浇在野菜上，带着缓慢的时光，和做
菜时的静谧。过一会儿，竹筷一拌，酸辣
满口，清香充溢，口腔中回荡着原野气
息，也回荡着故园滋味。

乡愁，是最好的调剂。
回忆，时时伴着美食归去。
土豆片、木耳、黄花，开水一捞，冷却

凉调，浇上醋、麻油、精盐、辣椒油调汁。
那种脆，那种清淡，佐酒下饭，总是相
宜。从此，挥别山阳，无论你的屐痕停留
何处，山阳的味道，总会在记忆里来去。

豆豉、甜酱、豆腐乳，是黄豆书写的
小品，在发酵中，幻化为饭桌菜肴。

凉皮、凉粉、魔芋，是美食中的散文，
带着山阳乡土气息。

八大件是一部小说，将四个蒸碗、
四个盘子，轮换呈上：刀尖丸子、红烧肘
子凸显着山阳人的好客；肚子扣碗、炒
红薯粉表达着山阳人手艺的精细；鸡蛋
卷子、红薯丸子显示着山阳厨师的匠
心；蹄子扣碗、豆豉腊肉抒发着山阳食
客的诗意。

在古镇听雨，在高楼品尝糖醋鱼，同
样都是山阳的水墨风景。

沿着石板路访古，在酒店喝着苞谷
酒，感受的都是山阳的古风古韵。

旱码头、水码头，总有一处是回忆的
码头，豆花鱼、炒腊肉，总有一味能留住
您远来的脚步。

舌 尖 上 的 山 阳舌 尖 上 的 山 阳
余显斌余显斌

清 晨

露珠，花朵，鸟鸣
这是山村的清晨
我率领一群羊儿出门

比我跑得快的是羊儿
比羊儿跑得快的是露珠
比露珠跑得快的是鸟鸣

我被远远地落在了最后
但我很满足
我已收获了一个完整的清晨

上岸的莲

一朵，两朵，三朵
一河的莲
会鸣叫会游动的莲

这是一幅画么
于青山绿水
把一个乡村装点

黄昏时，只听得“嘎嘎嘎”
一声呼叫，一片上岸的莲
摇摇晃晃涌向一座小院

一个春天的下午

一枚花瓣落下来，又一枚
落下来
整个下午没有风

山谷里静得能听到
花落的声音

我在树下已站很久了，并看见
那些花瓣都是自愿放手的
正欲转身离开，我发现了
一双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野棉花

漫山遍野开满了野棉花
这是秦岭的冬景
红叶都落了
天空蓝得每个来这儿造访的人
内心都藏不住一丝阴影

每当风起，便有一种欲飞的感觉

原来是那些山里放学的孩子
一人舞动一枝野棉花
走在河谷里……

秦岭九行书（组诗）

郑学良

山那边有个女孩叫灵儿，二十多年过
去了，我怎么也不能忘记她。

那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在一所学校任
教。去那所学校，骑自行车十几公里不能
到达，把车子寄到山脚下一户人家，翻三道
山梁，过两条小河，出一道峡谷。学校坐落
在大山里，四周青山连绵，树林茂密，两条
河流在此交汇，形成“丫”字形的开阔地
带。学校右边叫刘家庄，左边是何家屋场，
门前是一片平整的庄稼地，一条清澈的河
流缓缓地流向远方。

学校老师多是民办，年岁偏大，我的到
来，让学校充满了歌声和欢乐。

我教学生唱歌时，窗外有个女孩，花格子
上衣，乌黑的大眼睛，两缕小辫翘在脑后，个
头比窗台高出半个脑袋，经常趴在窗台上。

我教唐诗时，发现有个身影在庄稼地
里忙碌，不时发出窸窣的响声。我看清楚
了，是那个穿花格子上衣的女孩。

周末时间，其他老师走了，我在河边洗
衣服，发现她在对面山坡上放羊，手中拿本
书，口中念着什么。我感到奇怪，放下洗好
的衣服，跨过小河，试图靠近她，喂，你咋不
到学校来上课呢？

她有点害羞，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回答，俺
爷让我放羊，等羊长肥了卖钱，给奶奶治病。

课后，我找到校长，问学校附近是不是
有个适龄女孩，没有上学。

校长是本地人，对她的情况非常了
解。他说有这样一个女孩，每学期开学，老
师都会去她家里劝说她入学，可就是那个

倔强的爷说不通。
从校长的口中，我了解到女孩子家中

的情况。
女孩叫灵儿，大概9岁，她出生不满一

岁，父亲遇矿难走了，母亲带着儿子和赔偿
金跟随河南人跑了。她靠爷奶养活，奶奶
常年有病，卧床不起，爷爷只会种几亩薄
地，在山里没有经济来源，家里自然很穷。
她爷常说，女娃上学没啥用，早些长大嫁
人，等彩礼钱盖房哩。

校长的话，让我一阵心酸。什么年代
了，竟然还有因贫困而失学的事情。我心
里沉甸甸的。

腊月初八，我踏着暮色找到灵儿家。
她家是三间石板房，黑魆魆的，微弱的煤油
灯光照着屋子。灵儿爷爷正在烧火做饭，
灵儿倚在床边给奶奶喂药。

“杨老师，你怎么来啦。灵儿，快给杨
老师倒水，刚蒸熟的红薯拿出来。”灵儿的
奶奶招呼道。

我坐在火塘边取暖喝茶，外面寒风呼
啸，溪流哗哗作响。她爷放下手中的活，不
断地给火塘添柴，燃烧的木柴发出哔哔啵

啵的响声，跳跃的火光映衬着灵儿娇嫩的
脸庞，红润润的，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注视
着我。灵儿穿着单薄，她爷身上的棉袄露
出花絮。

临走时，我掏出100元钱握住灵儿爷爷
的手说，明年开学，无论如何，得让灵儿去
学校报到。

第二年，我从大山里走出，调到镇上任
教，从此便没有了灵儿的消息。

后来，我去西安上大学，离开三尺讲
台，改行从事税务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城遇到已退休的
老校长，提及灵儿的事。校长说，灵儿非常聪
明，学习很好，凭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

几年前，政府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税务
局结对包扶一个村子，我又去了山那边。

学校还在原来的地方。眼前是高大的
门楼，宏伟的教学楼，开阔的操场，姹紫嫣
红的花园，迎风飘扬的国旗。不过，校名换
成了希望小学。

我在门卫室登记，说要见一个叫灵儿
的老师。门卫引我到教室前，她正在上课。

她看见我来，安排好学生自习，激动地

跑到我面前问，杨老师，您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这里教学，我正好下乡，来

看看你！
她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要不是当年

杨老师支持我上学，哪有今天的工作？
她告诉我，当年高考填报志愿，她选择

了师范，毕业后申请回到山里，既能照顾她
爷，又能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回报家乡，
她再也不能让因贫失学的悲剧发生。

下课铃响起，她组织全班学生列队，向
我致敬，口中喊，杨老师——好！

久违的声音在校园里飘荡，我的泪水
模糊了双眼，灵儿的举动，不就是对我最好
的回报吗？

我来到村部，查看贫困户名单，上面没
有灵儿爷爷的名字。村主任告诉我，她爷
虽然年岁大，但是家里有位老师，早就脱贫
啦！

村干部还说，几十年前有个青年教师
在这里教学，资助过不少学生，灵儿就是其
中的一个，后来考上师范，现在在这镇上小
学当老师。

听着村主任的叙说，我心里暖暖的，望
着门外的青山微笑着。

灵灵 儿儿
杨富安

三十多年前，我刚工作的
那年秋天，被安排去商镇区大
峪乡参加畜禽防疫工作。大峪
乡在丹江南岸，距县城西十多
里，全乡十个村，除商山村和王
塬村属川道村外，其余村皆居
于流岭山脉，山大沟深，偏僻落
后。

时值仲秋，我常于中午骑
着那辆加重自行车，从乡政府
向东而去，那砂石铺就的丹江
河堤上，是一条连接起村与村
之间可单车通行的路；路的一
边是石砌的高跷的堤岸，另一
边是高大又齐整的一眼望不到
头的白杨树，秋风吹过，白杨树
欢快的枝叶齐刷刷地拍手联
欢,若遇坑洼或塌陷处，我便下
得车来，一边推着自行车前行，
一边不时地翘望不远处的丹江
河水，那清凌凌的丹江水哗啦
啦地向东流，似一个不知闲愁
的少女，纯粹简单又欢快明朗,
金秋的阳光照在干净的沙滩
上，照得满河满目皆是诗意的
风景。更有那日暮时分，我和
偶遇的同学相伴而行，漫步在
王塬村畔那蜿蜒崎岖的羊肠小
道上，一边尽兴聊天，一边极目
远望，彼时，那茫无边际的金黄
色稻田，令人油然而生地感到
震撼和惊喜——这大峪乡广阔
又丰收在望的稻田，富裕着这
一方的百姓，养育着这里的祖祖辈辈。仅凭这一方稻田，就能断
定，这里虽不是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最起码收成和吃饭是有所
保障的。

时光倥偬，一晃三十多年的时光悄悄地溜在了身后。期间，
虽无直接交集，但我在忙碌间隙，依然有意无意地关注着王塬村
那片广阔的稻田，它曾经的荣光与后来的发迹，都在我的注目之
中——举办过全国的科技大集，在县内领先建易地搬迁点，以及
后来打造飞行小镇，都让我对它刮目相看。

巍巍商山，因为有秦末四皓隐居的史证，有宝贵的万亩飞播
林，有天麻、连翘、金银花等“天然药库”，及列入自然保护的飞禽
走兽，有源远流长的四皓文化、商鞅文化、古寨文化、会馆文化、
平凹文化及葡萄酒文化等深厚又独特的文化宝库，又是古城西
安的后花园，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使丹凤这座小城，坐
拥深呼吸小城、葡萄酒历史文化名城等国家级美誉。如今，各个
村镇白墙青瓦小洋楼，绿植竹篱阔门楼，村巷文化墙，屋内欢声
笑，清风徐徐，鸟鸣声声，一派祥和景象。

如今，走在连通棣花景区与月日码头间二十多公里的江南
新干线上，道路宽阔平坦，商山脚下的商镇地段，望不到头的路
像一个隐喻，引导着游客心怀探究一路欣赏。到了王塬村地段，
一望无际辽阔的葵花，与好奇的你撞个满怀，一时恍然，竟不知
身在画里还是画外，顿时梵高那明艳的巨幅向日葵直击心海，这
冲击视觉的油画，这天才灵性的传世之作，竟在王塬这个村庄变
成实景。是劳作者的无私付出，设计者的匠心表达，还是不期而
遇的游人的敏感与警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妙景象——商
山脚下这别出心裁的奇异之景。假若四皓先生有知，该是多么
欣慰！他们奢望的江山，大抵就是如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和美景象吧！万物有灵。相信王塬村背倚着的巍巍商
山，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告慰四皓老人地下有知，安享太平；商山
的林海涛声、珍禽走兽、奇花异草及四季风月，也会传递给四皓
老人如今这一片土地上的繁盛景象。

我无意于描写那一片只能航拍而不能亵玩的葵花地，也无
意于渲染那梵高式的葵花，但我仍抑制不住地想将这幅形象生
动的简笔画和盘托出给你。假如你身临其境，你一定把自己想
象成美妙仙子，翩跹在微风荡漾而泛起绿海柔波的葵花地里，眼
角是金黄色的明艳的笑脸，眉梢里荡漾着被风逗弄的阵阵绿波，
头顶是悠悠的白云和碧蓝的天空，耳际是鸡犬相闻、欢声笑语、
和谐幸福的乡村笙歌，你一定陶醉而不知归路、乐不思蜀了。不
仅是你，我相信，所有热爱生活的人，对美有所向往和追求的人，
都逃不过葵花的劫，逃不过王塬村种下的“蛊惑”。

顿时，头顶的银色翅翼唤醒了沉醉其中的你，使你才忽然想
起归程。“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你与葵花亦是。唤
回现实，你恨自己为啥不生活在这康养之都，便设想着等未来之
日，毫不犹豫，拎起行装，打理闲闲的心情，紧锁门扉，与往事清
零，把自己放归于这“生态王国”，与商山的草木一同呼吸，与丹
江的流水畅游于时间深处，追寻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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