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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立秋
 

暑消蝉唱几声叹 ；

风扫秋思一叶欢。

（于  萍）
月上秋高，立尽青玄花影动 ；

天边雁阵，啼残暮色竹风凉。

（严  锦）
斗转阴阳，金风未动蝉先怯 ；

气行往复，夏暑犹存叶最知。

（刘其会）
地气渐香，白日金风熟五谷 ；

丰收在望，红须玉米乐三农。

（赵禄蕙）
一夜新凉，萧瑟秋风惊破梦 ；

数声宫漏，嚣张残暑热翻天。

（于龙江）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处暑

悬联求对

出句 ：
舞扇还须勤避日              （刘玉生）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风雨百年成壮举              （李小宇）

应对 ：
江山万里绘宏图              （吴岱宝）
诗书万卷展丰功              （何具征）
沧桑千载步新程              （冯娟娟）
春秋几度固初心              （罗昱开）
廉洁一世践初心              （高有望）
春秋七秩跃强林              （李玉虎）
山河一统绘蓝图              （卢小成）
锤镰一帜振民心              （李周宣）
花枝四海有欢鸣              （任广民）
光芒万丈蔚中华              （李仁周）
舟车万里启新程              （张   茜）
山河万里绘蓝图              （张秋学）
江山万代鉴初心              （赵小平）
春秋数度谱新篇              （李   强）
英雄无数建丰功              （王逸飞）
神州万里展新容              （魏克轩）
春秋万代树丰碑              （唐忠理）
江天万里唱新歌              （杨权宪）
乾坤万里启新程              （雷晓力）
英雄万代塑丰碑              （罗凤霜）
诗书万卷阅光华              （王   尧）

   （段序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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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百年灯谜选登 （十）

1. 花期变了（党史用语）  

2. 口令响起齐步走（党史事件）

3. 前有青眼虎，后有花和尚（党史人物）

    龚海波 作
4. 老骥伏枥，青史留名（革命事件）

5. 为了和平，拿起武器（革命事件）

         代述祥 作
6. 又去湖东做整容（党史人物）

7. 携力动员去垄南（党史人物）

8. 提前几天到北京（党史名词）

            谷银宝 作
9. 陆幼节年已不小（党史名词）

10. 天波府令出如山（红色教育基地）  

11. 倒闻音宛呢喃声（红色教育基地）

             苏岩俊 作
12. 开放之后有奔头（长征地名）

13. 岗位变化先讲解（党史地名）

          印文伟 作
14. 俭省持家成习惯（党建用语）

15.征收赋税首先要精通比、算、降（党建名词）

              符建国 作
上期谜底 ：

1. 张澜           2. 许光达         3. 太行山
4. 平型关        5. 田家会战斗  6. 齐会战斗
7. 王尚徳        8. 李达            9. 西安事变
10. 宜川战役   11. 王文          12. 方思琼
13. 国共合作   14. 陈毅安       15. 李林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 ：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段序培整理） 

杨家滩，隶属于八渡镇，陇县最
南的一个村庄，再向南就是宝鸡市陈
仓区的地盘。天高云淡，日光朗朗，我
抵达村口，村子沉浸于静谧，静心聆
听时光的弹唱。

目光里的老屋，古朴原始。灰瓦
粼动，空院孤寂。头顶老树的枝条间
闪烁出明净如洗的蓝天。剥离的土
墙，破碎的青瓦，把曾经的故事珍藏
在老屋。

老屋的门紧锁，锁上积着灰尘。
如此的老房子，在杨家滩数步可见。
大多数人家，皆是门上挂锁，不知主
人去了哪儿？风柔柔地吹，依稀听到
老屋孤独的呼吸。檐头的雕饰，穿越
无数的岁月，依然清晰可现。一处旧
址，应当有无数经典的细节。我的心
思，全在老屋的细节之处眷恋。

这是一堵关中中部民间唤作“料
浆墙”的墙壁，这儿人叫它什么，未及
打探。凝固在岁月的深处，它坚固如
初。那是一间废弃的烤烟房，昔日，种
烟、烤烟，是杨家滩人忙碌的生活。如
今，养蜂是杨家滩人主要的生活方
式。形状各异的蜂箱置放于房前屋
后、村路之边。如此高低错落，颇有诗
情画意。杨家滩的蜜蜂，也在享受诗
意的生活。养蜂老人“全副武装”收获
着甜蜜。

老村九曲十八弯，一眼看不透。
古旧的老街，像一位脸上布满皱褶的
老人，即使无言，也会聆听到发自心灵
的呢喃。在老街穿梭，我凝神寻找旧主
人的呼吸，想象他们曾经的生活。一切
都如时间的沉淀，除了想象，不会再有
别的感觉。盘桓在老街，我想起陆游的

两句诗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在青翠可掬的街道上漫步，
房舍拐来拐去，草木高高低低，小路蜿
蜒盘旋。曲折的小道，折返在老街里。
一段路走到尽头，就有另一条路相连，
就如连绵不断的思绪，穿插在记忆的
深巷。一草一木，在我们眼里，都是那
般亲切。

老街的拐角深处，偶尔传来几
声人语，短暂，急促，之后又留下这
杳然无音的世界。偶遇一位老人，
脸上挂满笑容，絮絮叨叨地诉说着
村子和家里的一些事儿。温馨的记
忆，零碎的诉说，饱含生命的渴望
与执着。忽地想起“流年碎影”的佳
句来。在老村生活了一辈子，哪一
个佝偻的背影中没有潜藏着一段细
碎而珍贵的往事？不难想见，诗意

地 栖 居 在 此，内 心 的 那
种 安 详 与 和 谐，那 种 静

享诗意生活的惬意，是人类共同的
憧憬与追求。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源于《诗
经·邶风》篇中的句子。斜落的夕阳缓
缓而去，老夫老妻徜徉于杨家滩的泥
土上，生命虽不壮观，却也灿烂。在我
的意念里，杨家滩的人简直就是诗意
地栖居。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
尔德林曾写过一首诗 ：《人，诗意地栖
居》。这个陇县八渡最隐秘的小村庄，
非常适宜于荷尔德林的描述。在漫长
的生命征途中，生活的忙碌让我很难
想起荷尔德林，但在杨家滩，他却亲切
地向我召唤。

这个老村，还会给我多少心灵
的慰藉呢？                      

云卷云舒翠矶山
◎李明绪

太白县咀头镇西隅的翠矶山，气
象万千、风光秀丽，是一座积淀着人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文化名山，也是
饱览“雪域太白、秦岭夏都”大美风光的
最佳观景点。

看翠矶山上的云卷云舒，观翠矶
山下的云山雾海，云山与雾海在这里
形成了翠矶山的绝妙风光。在一个满
目翠绿的夏日清晨，略带凉意的太白
县城笼罩在浓浓的白雾之中，仰望翠
矶山之巅云海翻滚，整个山体被白色
的云山雾海包裹着，分不清哪是白雾，
哪是白云，真是像云像雾又像风。盛夏
登顶翠矶山，满山绿意，清香袭人，晶
莹剔透的露水珠在树尖上、草叶上明

光闪闪，更显得朦胧而迷离。
翠矶山最美的是白云，最美的是

雾海，白云与雾海在这里交相辉映，共
同演绎出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早上
六时许，登上翠矶山之巅的聚仙楼，丝
丝凉风让我顿感一股寒气。举目四野，
身处于白茫茫的白云雾海中，整个翠
矶山如同沉浸在一望无际大海中的一
叶小舟，耸立在惊涛骇浪中 ；它更像一
块洁白柔软的棉花糖，轻歌曼舞般飘
浮在县城之上。这里的白云雾海和妩
媚娇艳的山花绿叶相辉映，这些游动
不静的云雾，白得洁净，白得动人，如
同调皮的精灵漫山飞舞，带着一丝浪
漫的情怀，在动与静的变幻中书写着

翠矶山的传奇故事。
登高才能望远，站在翠矶山之巅

远眺，从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
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放出万道霞光，
洒在满山绿意的翠矶山上。笼罩在翠
矶山的白云雾海，在金色阳光的照耀
下慢慢退下山顶，云消雾散，太阳出奇
地明亮，天空一片湛蓝。环顾四周尽开
颜，群峰争俏，山谷显幽，青山依旧，河
水翠绿，更显出其天然生态、高雅洁净
之本色。山上大片大片的苍松翠柏，伴
随着朝阳，活力四射，朝气蓬勃。

正东方的虢川河谷两岸，绿油油
的菜地铺天盖地，与青山绿水融为一
体。河道内，溪水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

泛着洁白的光亮，如一条银白色的玉
带，穿行在咀头盆地的大地上。正北方
的北秦岭大梁，崇山峻岭一片绿，一山
更比一山秀，台塬丘陵纵横，蜿蜒曲折
的山路穿行其间。翠矶山上的云山雾
海，本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它需要
一定的高度、温度、湿度及光合作用
的配合，因季节和气候的变化而各具
特色。这时高耸的翠矶山和山下的太
白县城，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分割成
两个世界两层天。翠矶山之顶，阳光
明媚，云开雾散，绿野满山。山下的太
白县城仍然被白茫茫的浓雾所覆盖，
偶尔露出了城中高层建筑的迷幻之
影，如海市蜃楼一般。如遇阴雨天，则
又是另一番景象，神奇的大自然发挥
其特异功能，翠矶山上既生云又生
雾，云雾通顶。这种独特的自然现象，
给翠矶山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就
是如梦似幻的翠矶山云山与雾海。

西府老街听雨声
◎卢立新

连绵不断的夏雨，把塬上老街装
扮得水灵灵、湿漉漉的。雨下在三伏
天，多了些温和，少了些刚烈。信步西
府老街，在远方飘摇与脚下宁静之中，
觅得街巷一隅，闲看云起云涌，聆听风
吟雨声，的确是件惬意而浪漫的事情。

置身一叠方伞之下，你可以什么
都不用想，以最舒服的姿态，半倚在宽
大的藤条椅子上，斜睨着巷子里的风
吹草动。此时此刻，这条街巷完全属于
你。老街窄窄，巷子长长，斜风细雨如
歌如泣，或温婉低沉，又如诉如语，或
含情脉脉。老街不老，恰如俊样的美少
女，梳洗后更加清新靓丽，清纯可人，
那可是蕴含在骨子里的美，美得无可
挑剔！清润的空气也养人。瞬间你会
神清气爽，神采奕奕，阵阵斜风扑面送
爽，沁人心脾哪！心宁静了，人陶醉
了，灵魂便不再浮荡，那才找回了真正
的自己。

午后时分，街巷恬静，行人自然
稀少，更少了许多周末的喧嚣与嘈杂，
巷子清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只是
天气有些矫情，阴气沉沉的，笼罩着
老街，有些灰蒙，如同给清新遮上了

眼镜，平添了许多神秘感，透亮但不酣
畅。花儿越发鲜艳，只是含上了娇羞
的雨滴儿，琉璃檐角愈加壮美绚亮，青
石板也更显沧桑和厚重，潜雨润色，
老街味道更浓了。书吧灯光的一抹昏
黄，比起慢摇吧门头高调的霓虹逊色
不少，其实这已是它们最谦逊的姿态
了。升级改造后的老街更多了些韵致，
陡增些味道，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让
烟火味叠加上时尚气，显得更加古色
古香，深邃悠长。老街不再只是转转街
巷，品品美食，而且可以品茗、阅读、休
闲……更是保养心灵的一方好地儿。

雨声急，遐思远。耳畔倏地冒出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的句子来，便想象着那像花针、像细
丝、像牛毛的珍贵春雨，就如同人的小
憩，也如同小孩的浅眠，别有韵香和情
调。对于雨，印象最深刻的多在儿时夏
收时节，电闪雷鸣，狂风裹挟着暴雨倾

盆，像极了人的酣眠，痛快而干脆，酣
畅淋漓来去匆匆。骤雨总是激发出泥
土的芳香，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一切
的雕琢和修饰，都显得苍白无力。自然
的往往都是最美的，更是最珍贵，比如
土地和空气，比如阳光和水，这都是大
自然给予人类最唯美的恩赐，弥足珍
贵。所以说，最美莫过自然，最香莫过
泥土，这也是人类万千年来生生不息
的根源和真谛。如此想来，你瞬间便会
爱上老街，爱上西府这方土地。

秋季细雨霏霏，就像这两天少有
的绵雨，倒显得娇涩和轻慢。“夜阑卧
听风吹雨”，虽与古诗意境不同，但听
雨的确是件极美的事。前几年也曾有
过难忘的听雨经历。那是在西大求学
时，开课尚早，便蜷躺在车里，隔着玻
璃看着天，聆听起窗外的雨声来。那是
一场仲秋的绵雨，西大校园的草坪显
得越发劲绿，浑身上下透着水气，体现

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活力。松树好比
巨人，默默而又平静地承受着雨水的
洗礼，又似在贪婪汲取着养分，为时
日不远的冬季养精蓄锐。雨如丝如织，
洋洋洒洒飘落而下，滴在枝条上、叶片
间，碧光闪闪。迅即又在叶面上聚成水
滴，滑落下来，落在草丛里，悄无声息 ；
打在马路上，溅起水花朵朵，流成行，
汇成溪 ；飘在车窗上，绘成图案，奏出
乐曲，流入耳，潜入心，融入思绪。雨，
冲刷去浮躁，梳理着思绪，那种惬意和
美不言而喻。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其
实，再过不了多少时日，就要转入真正
的秋季了，这座城市又将是另外一种
容颜。充沛的雨水之后，渭河丰盈了许
多，而耸立在河畔的石鼓阁，愈发显得
雄美壮观，大放异彩熠熠生辉。

老街听雨，聆听的是雨声，涤荡
的是灵魂。老街听雨，尽在西府里。

老家小街看母亲
◎俱新超

头顶的云像是
倒过去悬挂着的海，
沧桑低矮的老屋守
在刻青石板的边缘，
屋檐两旁上下的雕
花全没有颜色，只剩
下暗淡的木质小人
呆立在院庭里，悄无
声息地昭示着来来

往往。我的母亲就端
坐在老街路旁，成了街角

历史的见证人。 
有快小半年没有见到

母亲了，上大学以来，我就
极少和母亲交流，但依旧没

有磨灭母亲在我心里坚毅、
沉稳的形象。

家旁边有两亩地，那是母亲
常年劳作的地方，听父亲说娘栽
种、拉杆、打药、施肥全是一个人
做。我娘是个细心的人，生怕别人
破坏她自己亲手种的菜。我离老

远就看见了她。“娘—— 娘—— 俺
回来了。”娘没有听见，汩汩水流从她

的身边流淌，滋润着那亩农田。我使劲
又喊了喊：“娘——娘——我是超超。”
娘看见我回来了，手里的锄扔在了地
上，夕阳下娘赤脚走在肥沃的土地上，

淡淡的晕光斜射在她的脸上。
“给娘，把东西给娘，回来了，都不

给娘提前说一声，你看，娘身上到处是
泥。”娘还是那么开朗和热情，也许我
是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娘，我不是怕你忙呀，爹给我打
电话说你在地里呢，我想回来看看你在
干什么呢。”天不黑，老街旁边的湖面平
静无波，我心底藏着小小的幸福，娘问
我想吃什么，我说 ：“就来一碗臊子面，
再多来点醋。”娘不高兴了，脚下乱了步
伐，“就这点出息，重说想吃什么，我让
你爹去买。”

“娘，我就吃臊子面，俺在学校可
想娘的那碗面了。”

“那就吃面，吃臊子面。”我从远在
他乡的地方归来，总是想极了家乡的
那一碗面，尽管少了些别致的味道，但
多了几分小时候的记忆。其实关中人
在一条条的面里打磨着家乡的味道，
筋道的面是厚重的本性，宽大的形状
是母亲的胸怀。

老街是个寂寞的城，我有双翅
奔向长河，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吃
过面后，我随性走在老街的戏楼旁，
高高的岩石板竖立在大厅两旁，阳光
的倒影停留在我的眼眸，一幅画面悄
然出现。小时候，娘总是带着我来听

戏，我却在娘的眼皮底下偷溜到化妆
台下，他们抹着浓浓的胭脂红，有着
高高的额头，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得
不亦乐乎。娘总是找不见我，等到傍
晚的时候，戏散了，人群中娘没有看
见我的身影。娘就喊着、哭着，到处找
我，生怕我出点什么事情。我在不经
意间从化妆间爬到戏楼中央，高叫一
声“娘——娘——我在这里”。娘从来
不打我，也不允许别人打我，娘只哭
自己没有照顾好我，说着还打自己两
下。我看娘咬着牙，就不再调皮，那以
后，她的怀抱就成了我的栖息之所。

记得那年我高考的时候要离开
老街，好久得和娘分开，爹不让我告诉
娘，所以就悄悄地送我去车站。娘提了
一大袋子红薯干，不停地说着 ：“娃
去念书，娃去念书，生活不好，生活不
好。”我没能吃上那袋红薯干，却整整
地哭了一路。到如今，我每每去学校的
时候，都会带上一点，娘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晾晒的红薯干是我人生路上的金
钥匙。

当我收拾好行李，要离开老街的
时候，抱了抱我的母亲。我感恩老街用
过去的风风雨雨书写着母亲的一生一
世，而我，也将带着母亲的寄托，奔赴
未来的山河。

乡
情
乡
味

诗意栖居杨家滩
◎赵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