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17日 星期四 7[副 刊]
责编：薛海霞 组版：卜月 校对：小伟 志鹏

副刊部电话：2388253
邮箱：slrbfkb@126.com

红陶人头壶

洛南
是一处文明的摇篮
凝望
一束文明的追光
来自六千年前

洛河源头
红陶人头壶静静守望
经受了困难与考验
生命的孕育
渴望与膜拜

灵口镇焦村的村民
使地层之下的眼睛
重见天日
秦岭起伏，一草一木
洛水奔腾，不知疲惫

在这片土地上
朝代更迭，周而复始
百姓繁衍，生生不息
这世间一切如故
而红陶人头壶的目光
仿佛从未停止凝望……

元扈山造字

其实
你本是一座普通的山
依偎于洛河之滨
没有伟岸雄奇
也不见草长莺飞

只因“仓颉造书于此”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你这座平凡的山峰
就成为一座圣山
千百年傲视沧桑

凝望之中
每个汉字都有鲜活的生命
史官仓颉
观鸟兽足迹
察星空天河

红陶人头壶在看，在听
在见证元扈山
下粟如雨，鬼哭魂嚎
告别蒙昧岁月
走向文明之路

朝圣棣棠花

一座古朴的山中小镇
曾经“北通秦晋，南连吴楚”
当我徜徉宋金街上
宋人的精致内敛，金人的粗犷豪迈
续写一朵棣花的前世今生

青砖黛瓦
飞檐屋脊
秦风与楚韵
孕育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
棣花镇昔日的荣耀

苦心孤诣或者春风拂面
滋养平凹先生如椽大笔
挥洒自如，写出了《古炉》《鸡洼窝人家》
《秦腔》……

青石板铺成的台阶
引领我朝圣一朵棣花

棣花古镇的点点滴滴
过目难忘，我想象先生
当年走出小院的步子
当是慢而淡定，慢而坚定的吧
慢得就像是一朵棣花不败的奇迹……

商洛寻踪（组诗）
党 剑

院子里的柿子树长出了兔耳朵大的嫩
叶，小柿花羞答答地躲在绿叶里面，好像怕人
似的。风轻轻吹来，像有一双温柔的手抚摸
过饱经沧桑的脸，老刘心里感到一丝暖意。

老刘坐在柿子树下的石凳子上，仰着
头，久久地凝视着那些隐在绿叶中莹白的
柿花。老刘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这
些柿花，娇小、脆弱，抑或隐忍、苦涩。

再有几个月，老刘就要退休了。老刘
的单位是国企，他一直担任公司技术员，在
技术部工作。老刘工作细致认真，他负责
的工作从来没出过问题。他为人谨慎小
心，对谁都很客气，从不跟人高声说话，用
他老婆的话说，树上掉下来一片叶子都会
把老刘砸死，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就是
个窝囊废。所以老刘的老婆在十多年前就
决绝地和老刘离了婚，孩子由老刘抚养。

干事干事，就是干死也没人搭理。单
位的人就是这么说“干事”。从参加工作到
临近退休，老刘在单位一直就是个干事，职
位上没有任何起色，偶尔当过几次先进，仅
此而已。面对别人的看法和揣测，老刘一

脸坦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他自己把啥都
想开了，人生无所谓高低贵贱，平平淡淡也
是一种幸福。

老刘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和他一起
退休的人单位要留下一个返聘，在领正常
退休金之外，每月还能拿和退休金差不多
的补贴。老刘想，自己工作了半辈子，单位
好事从来没轮到过他。退休了打打球，锻
炼锻炼身体，偶尔和朋友喝个小酒，日子平
平静静的，挺好。

一日，老刘和朋友来到市郊一个村子，
一片田地里有一群衣着鲜艳的人叽叽喳喳
在忙碌，他们挖地的样子很搞笑，男的直着
腰，有一下没一下地把锄头撂下地，只挖了
一层地皮。女的将裙子束到半腰里，将脚踩
到地边砖头铺就的小路上，挖的地就像狗刨
的一样，旁边还围着好多人在拍视频发抖
音。老刘看了就直摇头，城里人真是舒服惯
了，这哪是在种地哩，就是在作秀哩嘛。

老刘的朋友就说，这是上河村人把他
们的老果树淘汰了，用砖头框成了一片片
的小格子，每一块地有五六厘，编了号，一
年租金300元，供城里人种菜，体验种菜的
乐趣，也能让孩子感受劳动的快乐。

老刘听朋友这么一说，他觉得租地种
菜可比待在家里在网上种菜有意思多了，
再说村里还免费提供种菜的农具，想想自
己退休后反正也没事可干，他俩当场就决
定一人租一块地。

于是，在租地种菜的人群中，就有了老

刘和他朋友的身影。两人一有空闲就来到
菜地里，种下了小青菜、莜麦菜、脆萝卜，栽
下了西红柿、茄子、黄瓜苗等。看着露出土
的青菜芽芽一天天变大，地里一片生机，老
刘的心情格外清爽，种菜为老刘平淡而僵
硬的生活增色不少。

一个周日，老刘像平时一样来到了菜
地，他一边给黄瓜、西红柿苗浇水，一边哼
着他上中学时爱唱的《粉红色的回忆》。没
想到歌曲引起了菜地那头一个女人的注
意，老刘的余光扫了一下女人的面，他空落
的心里竟涌起了一丝激动，甚或自得，但他
却佯装什么也没看见，低头干自己的活唱
自己的歌。

这时，那个女人撂下锄头走了过来。
女人非常激动地说，你是老刘吧？老刘感
到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

女人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
你的高中同学呀，你咋就认不出来了？我
有那么老吗？

老刘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女人，一张
看似陌生而又多么熟悉的脸。女人虽然年
龄大了，但依然风韵犹存，不减年轻时的美
丽和开朗。老刘心里禁不住地“咯噔”了一
下，眼前的女人不但是老刘的老同学，还是
他曾经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

老刘见到他曾经苦苦爱过的女同学，
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惶恐。他们互相倾
诉着毕业后的经历，提到他高三时多次托
同学给她传的纸条，老刘脸上泛起了红

晕。但女人说她根本就没收到过他的纸
条，老刘想到那个帮他转纸条的女同学，心
里真是五味杂陈。但老天不负苦心人，能
让他们40多年后在这个菜地里相见，他心
里什么心结也散开了。两人谈着谈着，不
觉已是午后，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农家乐吃
了午餐。春风作伴，回到女人租赁的菜地，
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题。原来，女人中学毕业后招工进了电器
厂，后嫁给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男人，男
人喝了酒就打女人，后来又吸上了，最后死
了。她的女儿在外地工作，那里的气候环
境女人不适应，就回来一个人居住。看到
网上说可以在郊区租地种菜，她就租了块
地调剂一下无聊的日子。

老刘听了，眼眶就湿润了。女人的两
只手伸出来，老刘的两只手也慢慢地伸了
出来，他多想抱一抱女人！但老刘的手却
僵硬着，顺手将锄头抱在怀里。女人就说，
看你看你，都老了还跟学生一样，女人说着
就哈哈笑了。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几个月过去了，
老刘奔波几次办完了退休手续，心里想着
这下自己也该歇歇了。但令老刘颇感意外
的是，公司办公室主任却打来电话通知，他
被返聘了，单位为了保障机关食堂蔬菜安
全，租了两块菜地，让退休的老刘给单位种
菜。老刘听了，心里不由得一沉。这时，老
刘的手机“滴——”地响了一声，看了她的
微信，老刘笑了。

种种 菜菜
贾书章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父亲离
开我们已三年了。三年来，我们在无尽的
哀痛中挣扎，父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
浮现在眼前，即使梦里，父亲仍然是那样的
慈祥温和，那样的亲切。

1934年，父亲出生在四皓隐居的丹凤
商山脚下，一个有着千年耕读古风的小山
村——李家湾。父亲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
长大，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到榆林，先是从
政，后干新闻工作，从记者、编辑到主编。
我们姐弟5人出生在榆林，由于父母工作
顾及不到小家庭，我们一个个几岁就被送
回老家，由祖父母养育成人。那时，一封封
充满亲情的书信让我们激动无比，一次次
探亲团聚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惊喜。

父亲40岁那年，他和母亲一起调回商
洛。父亲担任地委副秘书长，后来又搞起
了党史研究，带着工作团队，跑遍了地下党
和红军战斗过的山林、沟畔，访问健在的英模、烈士至亲，发掘整
理出许多带血的革命文物和史料，主编了25部党史、军史、现代
革命史。因给辉煌的中共党史增添了不可缺失的一笔，父亲的
名字也出现在了全国和省、市专家的名录里。

父亲退休后，本应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他却说自己迎来
了人生“第二春”。除了应邀参加党史方面的活动外，他又移情商
洛特色文化研究，担任起商山四皓研究会副会长。在手颤日甚的
情况下，他收集整理出600多首（篇）有关四皓的古诗文，撰写的
几十篇四皓研究的论文见诸报刊。作为他的大女儿，他的孜孜以
求令我既心疼又感动，我退休后也参与到父亲的研究当中，完成

《商山四皓古诗文》的编辑出版，了却了父亲最后一个心愿。
2020年6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对家人说：“我困了，要早点休

息。”谁知安然入睡后，却永远长眠了。儿孙及亲友悲痛欲绝，三
呼不返。忙碌一生的父亲走得那样安详如梦，那样悄无声息。

父亲的人品如文品，做事非常认真。他一生不看脸，不求人，
凡事尽力而为，努力做好。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记得一次父亲的两个朋友来到家里，求父亲给一位领导写个便信
办个事，父亲就是不答应，在场几位亲戚看人家是从外省来的便
帮腔让父亲写，他就是不写，只给送了两本书打发了事。我永远
记着父亲生前的一句信条：人生在世，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大小不
同的舞台上，都要从小角色、小事做起，努力当好多重角色。

父亲，请你和天国的母亲放心，你的谆谆教诲，会化作无穷
力量，激励你的子孙们像你那样做人做事，力争做到光明磊落、
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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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立秋，一场别具一格的秋虫天籁
音乐盛会就在自然界盛大上演。在这个热
情而充满蓬勃生机、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季
节，虽说秋天已至，但天空更像一块温暖的
海绵，吸附着大地无限的热情，放射出无比
绚烂的色彩，这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季节。

我漫步在田野，行走在树荫下，聆听
这场别具一番风情的秋虫音乐盛会。你
看，秋季阳光照耀着大地的舞台，一切都
变得不一样了，知了知道秋天意味着什
么，依旧一展高音歌喉，一遍又一遍为热
情似火、色彩斑斓的季节歌唱，准备为这
场音乐会谢幕。蟋蟀也不甘示弱，蹲在草
丛中，张开双翼唱响婉转动听的乐曲儿。
蝈蝈则在草尖上飞来舞去，踮着脚尖、仰
起脖子，伸展着长长的腮须，发出急促而
又悠扬的声响，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
你再看这边，池塘边的青蛙，也按捺不住

往日的宁静，藏在荷叶下，迫不及待地发
出呱呱欢叫声。蜜蜂围着花朵嗡嗡作响，
唱出了久违的情歌，不时冲上去给花蕊一
个香吻，留下满嘴蜜甜。蝴蝶、蜻蜓不甘
落后，他们在一起和着美妙的乐曲，迈着
轻盈的舞步，在盛开的花朵上，在露出嫩
嫩的荷尖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就连那
些不讨人喜欢的蚊蝇，也不时发出嗡嗡
声，总想参加这场音乐盛会。这些，大地
的孩子，大自然音乐界的骄子们，它们抓
住秋季这个最后时机，尽情展示自己的才
艺，塑造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价值，天
天演绎着一场又一场交响音乐会。

晚上，我移步郊外，立秋后的夜空，稍
稍有点凉气。萤火虫又把大地的舞台早早
点亮，这些大自然的“歌手”轮番登台献艺，
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亮出最美的嗓音，唱出
了最美的歌。它们不知疲倦，尽情为这个

季节歌唱，此起彼伏地把这场音乐晚会一
次次推向高潮。

夜静了，荷花竖立在池塘中静静地欣
赏，树叶耷拉着耳朵仍在聆听，草丛里的

“歌手”们个个跃跃欲试，它们还在乐此不
疲地演唱，直到唤出黎明的朝阳，唤醒沉睡
的村庄，才又去准备下一场的演出。此情
此景，将我瞬间拉回到七八十年代，我仿佛
置身于院坝上，在老槐树下，一家老少枕着
一轮明月，铺着一张凉席躺在上面，望着万
里星空，数着星星，聆听着大地舞台传来的
天籁，偶尔也会听到蚊蝇那不和谐的音调，
在这场天籁大合唱的陪伴下，慢慢进入了
甜蜜的梦乡，直到迎来黎明的阳光。可惜
这些场景现在只能留在梦中，留在儿时的
记忆里。但是，这些会唱歌的秋虫们信守
诺言，年年如约而至，哪怕没有一位听众，
也总想唤醒这座沉寂多年的院子，用自己

的生命和老槐树一道守护着这座老宅。
每到这个季节的夜晚，美妙的音乐总

是如期上演。虫儿们的声音在我耳边久久
回荡，如同一场场音乐协奏曲，更像是一首
和生命赛跑的协奏曲。它们知道过了这个
季节，寒冷的冬天就会来到，虽生命短暂，
也要让每一天的生活有声有色。直到生命
最后那一刻，在这个自然界，虽然它们身影
渺小，但我却看到了它们生命力的强大，也
感受到了它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魅力
和魄力。

立秋后的阳光，在温暖自然界万物和
生灵的同时，也不断温暖着我的心房。伴
随着每天渐行渐远的秋虫音乐盛会，更让
我充满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季
节，让我们一起和那些秋虫们尽情放飞自
己的梦想，让这个音乐会成为我们生命中
最美妙的旋律。

秋 虫 音 乐 盛 会
白卫民

商洛山商洛山 （总第2486期）

刊头摄影 李 进

面对山，它想抱一会儿
面对天空，它想私下红一片
面对膜拜，它要庄重一点

佛在雾中，我在雾中
有些雾好像与时俱进了
我依然虔诚

九龙鼎

九条龙。起始是山
九眼井。起始是泉水
一鼎天门开
天蓝有足迹
炊烟鸟还恋

塔云山的雾（外一首）

陈瀚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