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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

洛洛

山山

（总第2645期）
刊头摄影 程 刚

巍巍秦岭，雄峙华夏。绵亘千里，独
具风情。壮美其姿，多彩其景。地位独
特，四季分明。乃长江黄河之分水，亦南
方北方之界屏。

秦岭延绵，气象万千；秦岭巍峨，高
耸入云。主峰太白，巍然耸立，海拔三千
七百七十一米，傲立群峰之巅。山间积
雪，终年不化，大气震撼，陕西八景。其
地壮美，峰岭起伏，若龙腾九霄；其势磅
礴，沟壑纵横，似卧虎藏形。

秦岭雄起，华夏龙脉，承载中华千古
文明之重；多少典故，神州佳话，传承祖
国万世文风之韵。山高林密，云雾缭绕，
登峰远眺，群峦起伏，犹如巨龙蜿蜒；其
水清澈，其木葱茏，极目俯瞰，深谷沟壑，

宛若秘境幽藏。
忆往昔，周秦发祥于斯，开华夏之

基。汉唐盛世，依其而兴，铸辉煌华章。
老子于秦岭之麓，传道德真经，布智慧之
光。商鞅变法图强，立律令之威，至今耳
熟能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韩信计
谋，青史留名。子午谷奇袭，魏延壮志未
酬，令人扼腕伤情。

秦岭之妙，在于不同。冬季寒潮汹
涌，秦岭宛若巨盾，阻挡寒潮南侵，保南
方之温润；夏季海风潮湿，秦岭恰似屏
障，阻其海风北进，护北方之清爽。南
北温度不同，水土有别。南方水草丰
饶，稻菽飘香；北方干燥少雨，麦浪如
金。饮食因地域而不同，南方佳肴，精

致细腻，多以米食为主；北方美食，豪爽
大气，面食独领风情。建筑风格，各具
特色。南方屋宇，飞檐翘角，灵动婉约；
北方院落，方正严谨，质朴庄重。交通
工具，各有千秋。南方水网密布，舟楫
穿梭；北方大道通衢，车马驰骋。风俗
习惯，遂成殊异。南方民俗，温婉多姿；
北方奔放，万丈豪情。

秦岭之中，珍禽异兽栖息。白羽优
雅，双翼翩翩起舞；朱鹮美丽，双颊胭脂
点红；川猴灵动，攀枝跳跃逍遥；熊猫悠
然，步履蹒跚态萌；羚牛雄壮，漫步山林
威武；云豹强健，奔跑快捷如风。

秦岭之境，南北过渡，气候迥异，雨
旱分明；向北渐旱，降雨骤减，南边温润，

万物皆生；秦岭生态，持之以恒，护佑百
姓，永享安宁；秦岭风姿，光耀世间，激励
后辈，砥砺前行！

秦岭之域，多姿多彩，四季变化，气
象万千。春来，百花盛开，绚烂如霞，蜂
蝶飞舞，百鸟欢唱，姹紫嫣红漫山岭；夏
到，溪流潺潺，鱼戏浅塘，绿树苍翠，清新
怡人，清风拂面享林荫；秋至，果熟谷丰，
处处飘香，秋霜焕彩，层林尽染，金叶红
枫绘彩卷；冬临，银装素裹，瑞雪皑皑，玉
树琼枝，冰挂琳琅，千峰万壑北国情。秦
岭之域，四季皆美，如诗如画，令人倾心。

秦岭之美，难以尽表；秦岭之重，关
乎万世。愿其永矗天地，护佑中华苍生，
福延千秋万代，永世繁荣昌隆！

秦岭赋秦岭赋
蒋燕记

庙沟没有庙，也没有溪流，是镇安县青铜
关镇茨沟村里的一条旱沟。沟壑纵长狭窄，
上陡下缓，雾罩子时常笼着沟垴山峦，是秦岭
里很不起眼的一条沟壑。

早年间，为了增加耕种产量，外公和父亲
在庙沟开垦火地。砍伐靠近大石堡旁的林
木，晾晒时日，一把火将那儿烧熟，灰烬成了
天然肥料，这便是开火地。他们在火地里撒
上种子，精心管护，无涝无旱的年月里，收获
些能果腹的粮食和蔬菜。

东方发白，外公和父亲带上干粮赶早去
干活。晌午时分，我和弟弟给他们送水送饭，
他们在大石堡旁的树荫下吃饭休息，我们在
大石堡上攀爬玩耍。稍大一些，我和父母一
起劳动。我一直很抵触去庙沟火地里干活，
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陡坡庄稼地，与杂草
树木共生，一遍草没锄完，后边的又发起来
了，两遍三遍的在等着你，没完没了似的。我
发愁什么时候才能干完活，什么时候才能有
玩耍时间？愁苦闷在心里，也不说话。因此，
父母和村人常说鑫娃子是个闷葫芦！

偷闲时，我们常常玩弄着地上来来往往，
忙忙碌碌的蚂蚁。远眺山峦，在那遥远的蔚
蓝天空里，有着渺小闪烁着银光的飞机高高
飞过，划出一道长长的尾巴。一阵狂风吹过，
突然变了天，山谷里的草木弯了腰露出白花
花的肚子，发出哗啦啦的吼声。乌压压的云
气势汹汹地涌过来，时不时，天空传来咔嚓
嚓、轰隆隆的电闪雷鸣声。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收拾工具回家，但也
不用太过着急。这是所谓的酝酿期，如同外
婆蒸馍需要发酵一样，大雨来临还需要一个
过程。但有时候，搞了半天排兵布阵，电闪雷
鸣，俨然一个大军压境杀气腾腾的局势，最后
却象征性地飘了几个雨点子。不一会儿，云
层裂缝透出一道光，瞬间工夫，又阳光明媚。
拿村里人的话说，这便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庙沟开火地的有好几户人家。收成的
前夕，为了保护好庄稼，他们在地里扎些假人

吓唬野兽和鸟雀，还会搭棚子，晚上轮流看
守。深夜，大家听到有牲口的声音，便拿起竹
筒子，吹起长长的沉闷号子，声音在山谷回
响，把野猪撵走。

下雪天，村里人会到庙沟抓山鸡。那儿
动植物繁多，药材益草齐全，山味野果丰富。
沟里的黄栌木，树叶呈圆形，叶面上泛一层白
白的粉，可以治伤痛。它的枝条韧性强，割麦
时，用来捆麦把子，也是最为上乘的引火柴。
秋天一到，黄栌木的叶子变得婀娜多姿，艳丽
无比，成为秦岭红叶中的主叶，庙沟的沟垴也
被它点缀得绚丽多彩。

后来，我每次回茨沟时，都会抽空去庙沟
看看。沟垴依然雾罩子笼着，但整个沟壑完
全变了样，庙沟梁已是树木覆盖，曾经的火地
长满了葛藤，大石堡也被藤藤蔓蔓包裹得严
严实实。那一片老柏树林也不见了，听说被
外地人买走做寿材。柏树是寿材里最好的
料，不仅味道香醇，还耐腐烂。

现在，村里很少有人种粮食，强劳力都外
出打工了，留下的老弱妇孺，除了种点平地，
再就是拾掇一下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后来，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坡地、火地都变成了郁
郁葱葱的林地。庙沟也因此彻底放飞了自
我，回归了完全自由的状态，成了一方净土。

村里人常说，城里过日子如同是在青石
板上过活，不接地气，看着让人发愁。村里房
前屋后，沟沟岔岔，勤快的人总能合理利用资
源，吃用不缺。小时候，庙沟是我们的食库，
供着人畜的吃食，更是村人的底气，随着四季
更替，食物总是源源不断。

庙沟虽然是秦岭里不起眼的一条沟壑，
但在我心中，它胸怀宽广，容纳守护着沟里
的父老乡亲，它是我内心深处最亲最近的沟
壑。庙沟有我们喜爱的庙沟梁、大石堡和老
树林，有我们需要的野山果、柴火和猪草。
我们在那里耕种砍柴，采集山货；在那里偷
懒玩耍，远眺发呆；也在那里彷徨惆怅，憧憬
未来。

庙 沟
郭 鑫

早晨六点十分的铃
声准时响起，我应激式地
睁 开 了 眼 睛 ，下 床 关 铃
声，虽说轻手轻脚，却也
吵醒了梦中的妻。

“娃说今儿想吃火锅。”
“那我去买菜。”
“还早，再等等吧。”

妻说。
吱呀一声门开了，往

常周末八点还在熟睡中
的儿子却早早起来，我问
咋不再睡会儿，他对我说
想吃火锅。得到了我肯
定的答复，又享受了脊背
挠痒痒的待遇，小家伙便
又回他房子续觉去了。

东关早市是老城区
居民的必去之处，早点、
蔬果、肉铺、粮油、便利店
等应有尽有，更吸引人的
是中午之前能买到近郊
村民种的本地蔬菜。今年的丹凤
葡萄，从八九块吃到四五块，还有
就是这里的果蔬在整个中心城区
相对比较便宜，可称得上是物美
价廉！

我到肉店挑选了一条斤余的
小里脊，这可是起香的关键食材，
色泽红润，肉质紧实，散发着原始
的食欲引力。铺面旁边摆满了本
地蔬菜，我挑好两把青翠的茼蒿，
捎带买上几根细短但碧莹新鲜的
苦瓜，沟壑纵横、皮糙不俏的红薯
也来上几斤，大哥一个劲儿地夸他
的红薯非常干面，是栗子味的。挑
的过程中，有一大姐来回购，说是
寻了一街，专找他来着，看来味道
自然不会差了！回转身，对面一奶
奶铺了一个大塑料袋，上面堆了小
山似的花生，问能尝不，她热情地
说：“随便吃，都是自家地里种的。”
就凭这份朴实和厚道，你无论如何
都要买些的！

一小撮儿芫荽、一大把儿青
葱是必配的提香佐料，正宗的洛

南浆水豆腐更能增添些
许豆香，金针菇和蘑菇
必不可少。小家伙特地
叨叨要吃面筋，我还加
了魔芋条。底料的品种
可真多，不同的颜色，不
同的配料，不同的味道
和厂家，琳琅满目，让人
不知所措之时，一位年
轻妈妈领着三四岁的孩
子也在选，妈妈选择麻
辣味的，儿子坚持番茄
味 的 ，最 终 妈 妈 妥 协
了 。 一 看 就 是“ 吃 家
子”，我赶紧请教哪种好
吃，她给我推荐了一个
牌子的鲜香味，我连忙
道谢，这可节省了不少时
间呀！仔细看了生产日
期和配料表，很是不错，
主 要 还 是“ 零 添 加 ”！
吃，最起码是要安全的！

拎着大包小包，敲门的第一时间，
就听到儿子那几乎是唱着的应声
来啦，你就能想得到他那时刻准
备着“接驾”的急切，伴随着开门
的是喜笑颜开的脸和左瞄右瞅的
眼睛！

不大会儿工夫，料锅热气腾
腾，鲜香盈室；食材碗盆分装，搭配
清新。一家人坐在一起，先将豆
腐、魔芋、茼蒿等易熟食材放入，首
先满足急于下肚、一脸急躁的儿
子。问味道咋样，嘴里塞得满满当
当的他只是“嗯嗯嗯”的一味点
头！一时间笑声、香味、欢快满填
于室。由于儿子要去培训班，他还
未吃尽兴，我说那下午再咥一顿
吧，为避免重样，妻说她下午给起
面烙锅盔，儿子大呼赞成。

眼下天气渐凉，一家人围坐一
起吃着火锅，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正因为如此，一颗四处奔波的心才
会要努力回归家的港湾，因为那头
是火锅的温热和家的温暖，是吃火
锅的热闹和家的味道！

初
秋
小
火
锅

赵
建
超

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初秋，云淡天高，微风不燥，正是踏秋

登山的好时节。
过了辋川镇河口村的辋峪河桥，西行

约百十米，山沟西侧略显平整峭立的崖石
上，“鹿柴”二字映入眼帘，朱色的隶书遒劲
而秀美，大字上方，有一行小字：“王维辋川
别业二十景。”

妻轻轻唤了一声：“噢，原来鹿柴在这里！”
小沟大致呈南北走向，宽约十米，仅容

纳一道一溪，修筑平整的硬化路蜿蜒向南，
伸向幽静的山谷。沿山路前行，两旁山势
陡峭，天空仅有窄窄的一绺。在东边耸峙山峰岩体的表面，一道道
长年流水剥蚀的痕迹以及飞鸟栖息留下的鸟粪清晰可见；崖石裂隙
间，也许是鸟儿衔来，或许是风儿吹落到这里落下的草木种子，在薄
薄覆土里发了芽生了根，枝丫伸到外面，向阳而长。远观整个山崖，
如一幅年代久远的写意山水画，斑驳、淡雅、古朴、极富韵致和趣味。

这处山崖位于沟道东侧，高出谷底十多米，山崖对面路边的红色
岩石上，写着“哑呼崖沟”字样，应是户外旅行爱好者标识地名所为。

清代光绪年间编撰的蓝田县志中，此山崖被称为“鸦护崖”，是
因其外形似一矗立的石锥，东南与绵延的山体相连，位置正处于两
道山谷的交会之处，经常有鸦鹊盘旋、栖息，人们便称其为“鸦护崖”，
后世谐音误化成了“哑呼崖”。

山谷空寂、静谧，松涛阵阵，空无一人。只有喜鹊、乌鸦和不知
名的飞鸟掠过时，几声长长短短的啁啾鸟鸣声回荡在山谷中。向
西转过“鸦护崖”，山路盘旋，逶迤前行，人字形交合的山谷略缓了
些，两边山坡上，草木葳蕤，白皮松、栎树、油松等高大的乔木郁郁
葱葱，厚密的枝叶向外伸展，阳光透过树枝间隙，在林木下厚厚的
枯叶腐枝上留下斑驳相间的光孔。

橘黄色、乳白色的百日菊，点缀在路边的野草丛中，不时见到一
株株的核桃树、板栗树，树冠如盖，枝头挂着累累的果实。密林中突
然窜出一只松鼠，嘴里叼着一颗核桃，怕是受到了惊扰，瞪着惊恐的
小眼睛，慌乱地跑向对面的山坡。

王维的《鹿柴》我在上小学时已背诵过，多年来，一直心心念念，
奢想前往这一秘境寻游，终遂夙愿。虽是初次登临至此，却丝毫不
觉陌生，就如见到神交已久、暌违多年的故人。有话语声隐隐传来，
似乎就在不远处，但感觉又在云雾缥缈的山巅，抬头搜寻，四处张望，
难觅踪迹。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我踏入了王维笔下的那片诗意天
地。金榜题名的王维，在历经人生磨难、官场沉浮之后，中晚年居住
于辋川的庄园，是为王维辋川别业。从此，寄情山水，参禅悟道，过
上了半官半隐的悠闲生活。

居辋川数年，他将这片庄园修葺改造，并对应辋川二十处景致，
写下了二十首辋川山水的诗作，这二十首诗与其好友裴迪唱和的二
十首诗，称《辋川集》，其诗意纯净超然，禅意深远，是唐代山水田园
派的代表之作。

思绪在王维的诗词中徜徉，脚下兜兜转转在现实的鹿柴中。山
谷里，一丛花草、几株树木、数处山崖，仿佛都浸染着诗意，清幽、空灵、
寂静，人与山步步相随的意趣、远离世俗的轻松、格物明理的愉悦，一
时间将我包裹起来，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澄清、明亮。

前行至谷顶山脊的垭口，几处青瓦土房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树冠
之下，约莫有十来户，只是房屋显然已长久无人居住、照料，墙皮皴
裂，铁锁把门，狗尾巴草及不知名的荒草遍地疯长，看情景这里成了
一种念想。院落西侧，一株高大的国槐，虬曲苍劲，树干有数抱之围，
树龄已高。皴裂的树皮，如老人脸上深深的皱褶，它见证了这里曾
经的风霜雨雪、时光流转、烟火人间和岁月变迁。

再向山下走，已无成形的道路，我俩不敢涉险。眼望四周，翠峰耸
立，山挽山，山抱山，山叠山，峰回路转还是山，群山如浪。天上白云苍
狗，忽南又北，飘忽西东，山峦阴阳昏晓，让人神思悠悠。

回程再经“鸦护崖”，夕阳斜照，幽暗茂林下的青苔便有了金黄
色的光晕，神奇而自然的景象让我惊叹。鹿柴的禅意真实地显现在
我的眼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苍山依旧，青苔墨绿，一咏一叹之
间，时光已隔千年。

河口村鸡鸣犬吠，袅袅升起的炊烟，飘荡在村庄的上空。村口
那棵老桑树，巍然挺立，虬劲苍郁，摇曳多姿，是挂牌保护的古树名
木，它和村口伫立的石狮子，一起守护着这个古老的乡村。

辋川河桥两侧护板上，依次展示着王维在辋川所作的二十首诗
作，图文并茂，古韵悠长，让我流连忘返。在须臾不停的光阴里，《辋
川集》和那滔滔的辋峪河水，仍在滋润着后世的人们。

回首鹿柴，农夫荷锄归，倦鸟相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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