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大院子, 与

其说它是一个大院子，倒不如说它是

一个老园子更确切些。因为初来乍到

时，它的幽静，它的陈旧，它的灰墙和

绿园相陪衬的色调以及它的闲适恬

淡，都构成了一个具有岁月感的旧园

风貌。   

这本是一座荒废了的园子，1980

年，我们迁居县城时父母亲买下了这

个园子。当时园子荒草丛生，四周土墙

几近坍塌颓废，几间旧房的房檐上挂

着蜘蛛网。父母亲经过几个月的修缮

和部分重建，黄土墙变成了灰砖墙，

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荒园变成了花

园，变成了我们惬意的家。 

经父母一手缔造起来的园子，北

面是一排正房，东西两侧是对应的侧

房，一色的青砖灰瓦。在父母亲的经

营下，这个园子越来越充满了生机。

园子的正中间是一个花园，种着一些

极其普通的草花，夹杂着几株白玉

兰、红玉兰、芍药、月季、牡丹、夹竹桃

和刺玫瑰，竞相开放着。花园的东西

两侧，一侧种着一排紫藤花，一侧种

着一排串串红，那淡雅素洁的紫藤和

鲜亮夺目的串串红沿着竹竿搭起的

架子尽情地伸展着四肢，将它们的藤

蔓和花蕾向上攀缘至东西两侧房顶，

像挂在园中两侧厢房前的两道花卉

屏风，在藤蔓的遮蔽下，形成了院子

东西两道走廊，足以遮阳避雨。南面

高高的墙上爬满了各种青藤，那是父

亲种的丝瓜、苦瓜等植物的藤蔓，挂

着厚厚实实的叶子和密密麻麻的果

实，盘根错节，蓬勃着、纠缠着一直伸

向墙外。那时当地人还不习惯将丝瓜

和苦瓜当作蔬菜食用，而我们家夏季

的饭桌上总是少不了清凉解暑的丝

瓜和苦瓜，父母亲将我们的果实与邻

居分享，渐渐地开始有人尝试把它们

作为饭桌上的食材。父母亲在园子经

营的花卉慢慢在县城熟人中有了些

名气，经常有人到我们家来赏花，如

果父亲认为是真正爱花的人，便会把

自己养好的花送他们一盆，我们家的

花就这样被人一盆盆端走，父亲也因

此结交了一些花友。 

在北面的正房前，父亲搭起了一

个葡萄架，夏天，我们就在葡萄架下

摆张桌子，围着桌子写作业、下棋、乘

凉，摇着芭蕉扇吃西瓜，晚上在葡萄

架下看电视。花园四周的人行道是父

亲用青砖铺就的，那一块块铺设整齐

的砖块和它下面的泥土是那样亲密

地粘在一起，透着土地的气息，散发

着淡淡的潮气。砖块缝中，总有几株

小青草芽在零星斑驳的青苔中探出

头来，出落成一株嫩绿的生命。遇到

下雨天，淅淅沥沥的雨滴落到满园植

物上，晶莹的雨珠挂在花蕊、果实和

枝条上，清风吹过，满园淡淡的芬芳，

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意境啊。

那时，那个园子里物质的东西并

不富裕，而那个花园，那些植物，那个

园子的角角落落以及父母亲的口琴

声，一群要吃饭要成长的孩子的喧闹

声、斗嘴声、读书声、歌声，声声入耳。

这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家的味道，充

满了家的生机和繁茂，园中的所有生

命都是那样的蓬勃向上。 

然而，这个园子终有一天开始渐

渐地比不上当年的热闹，园中曾经有

过的繁荣与生机渐渐地变得冷清和萧

条，最终成了一种回忆与想念。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两手空空的

父母亲领着我们这个家走进这个园子

的情景，是父母亲一天天把它营造成

了日后的样子。我记得这个园子在春

夏秋冬和晴雨变换中的模样，还依稀

看到我们和父母亲在这个园子里生活

的画面，依稀听得到我们兄妹的喧闹

声。然而我们一群兄妹的喧闹声渐渐

地平息了、远去了，我们都从这个园子

飞出去了。热闹的大家变成了一个个

小家，那曾经热闹的老园子安静了、冷

清了。 

老园子安静了、冷清了，很快就

变老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父亲爬上

梯子把葡萄、丝瓜、苦瓜、紫藤花和

串串红的藤蔓牵引上房顶，去织造他

的绿色走廊，也很少看见父亲在花园

中浇水除草，关注那些曾经茂盛过

的生命。走廊上的藤蔓变得稀疏，不

足以遮阳避雨，花园中的花卉品种减

少了。父亲的腰身和腿脚变得不再敏

捷矫健，母亲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迈着

大步走路，她再也离不开那蹒跚的拐

杖。我的父母亲老了，在不知不觉中

老了。

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接到母亲

的电话，母亲说她失眠了，是因为我

们的老园子卖了。母亲说在她和父亲

落叶归根的时节离开这个园子竟是

那样的伤感。我听出了母亲声音中的

沧桑与衰老，听出了母亲对园子的牵

肠挂肚。 

那几日，我想到了一些从未想过

的问题 ：什么是老家，老家仅仅是一

座宅子和几间房子吗？或者说老家

是一种对往事的记忆，是一串讲不完

的温暖细碎的日子和那些日子里的故

事？还是一段道不尽的时光和终将远

去的时代？

老园子不在了。那条巷子还在，可

老园子因早已换了主人，也早已不是昔

日的风貌了。父亲和母亲也相继离开了

我们。当年的老园子，当年的老家，都已

成了过往的岁月和永远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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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诗 经

丝路天马行 
◎ 赵友苓

你是古希腊传说中神的后代
我是中华大地龙的传人
他是来自两河流域 
古老文明的沙漠后裔
马蹄声疾 纷至沓来 
天涯海内
美洲大陆的牛仔
西域天马故乡的使者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策马集结 
为友谊 为和平
为了世界的繁荣发展
跨马持缰 扬鞭驰骋

穿越草原 沙漠 戈壁和绿洲
蹚过胡杨林掩映下的静静湖面
沿古老的丝绸之路
重温大汉 贵霜 安息 罗马帝国的辉煌
探究贸易 文化 宗教经纬交织中
汉 匈奴 粟特人 欧罗巴人的历史变迁
重拾丝绸漫卷西去 
天马扬尘东来的足迹
 
绵延万里的千年古道啊
东起古都长安
跨越黄河
凿空祁连山下
咽喉要塞 河西走廊
西出阳关
远涉戈壁沙漠
张臂掖 通西域 
遍及茫茫中亚大草原
串起塔里木河和罗布泊孕育的
一座座绿洲中的古城
沿阿姆河 印度河
一路西行绵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北上伸向黑海之滨
土耳其帝国的伊斯坦布尔
漂越地中海直抵古罗马帝国
或南下经尼罗河至亚历山大

铺就贯穿欧亚非大陆
世界最漫长的古老商旅
丝绸之路

公元前的那个夜晚
张骞接过汉武帝亲赐的符节
长安一别 绝尘西去
铭记西域出使重任
联月氏 抗匈奴
寻找传说中的大宛马
长路多舛
逃离匈奴多年囚禁
不忘初心 

再续西去险途
历经磨难十三载
终成使命 回中原
助汉帝开疆拓土圆宏愿 
万里威德 遍四海
 
回望古道沧桑
风流豪杰 踏起狼烟
金戈铁马 鏖战沙场
或成就伟业 或留千古遗恨
飞将军李广誓斩单于
壮志未酬之嗟叹
犹在耳畔
丝绸 名马 玉石 银器
东来西往 驼铃悠悠
各国商贾
重九译 达千金交易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摩尼教
僧侣 信徒远道而至
殊俗交融 
市井喧嚣 歌舞升平 
叹古道繁华

四方骁勇骑手蓄势待发
扬尘万里丝路
重现横贯东西的美丽蜿蜒
唤醒古道流年往事
问鼎塔克拉玛干沙漠 罗布荒原 
推开历史长卷 
遍访辉煌遗址 颂咏历代英名
点亮灿烂文明发展的历程

长安帝都 秦皇墓中
战车 武士 浩瀚大军
列阵排开 蓄势待发
金银不换是天水 
麦积石窟 巧夺天工
云雾之中昭示天下
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一字相望 步步为营

从此不教胡马度阴山
湮灭的城池
楼兰 黑水 撒马尔罕 碎叶城 
残垣断壁 仍气势恢宏
生机盎然的往昔
化作小河公主唇边的一抹微笑
唐太宗昭陵六骏
威凌八阵 冲锋赴死 入驻神坛 
马踏飞燕
天马凌空于龙雀之上
奇思妙想 智慧与美的交融 
石窟斑驳壁画
云中车马 胡人备马 狩猎出行 
都在娓娓诉说着
古道传说

今朝 我们浩然启程
是对天地险途的探索
是耐力的较量 生命的考验
是人和马极限的挑战
是与大自然斗争与和谐的写照
是迎来新时代复兴的脚步
是人性美的光芒绽放

老  宅
◎ 吴晓秦

市楹联学会举行换届选举
本报讯 9 月 13 日，市楹联学会第四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西虢宾馆举行，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理事会和监事会，蒙卫军当选理事会会长。

近年来，市楹联学会致力于传统文化宣

传推广，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楹联家，学会

发展会员 700 名，编印了《宝鸡旅游文化对联》

《宝鸡植物园楹联选》等 14 本对联书籍。积极

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义务书写春联，积极从事

楹联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联系实际、注重实

用、讲求实效的专业论文和楹联点评，充分展

示出新时代楹联事业的新风采。

当天的换届会上，还聘任了黄龙、吕元

亨等 13 人为第四届理事会顾问。省楹联学会

副会长张维社出席活动并对学会工作给予肯

定，提出希望。                  （段序培）

长篇小说《周原三女》出版
本报讯 近日，扶风县作家张天福长篇小

说《周原三女》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其继《双女峰》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张天福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作协会

员，年近八旬却依旧笔耕不辍，相继出版短

篇小说集《张天福作品选》《周原轶事》《真假

都是妻》《张天福文集》，报告文学集《法门世

纪》《法门历程》等。《周原三女》近 15 万字，

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背景，描写了改革开

放的浪潮波及周原大地后，在金山村这个美

人窝，三个女人自强不息的追梦、圆梦精神，

抒写了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作者用巧妙的

笔法、奇诡的事件、跌宕的情节，生动展现了

周原大地的乡村生活图景、风土人情与历史

文化，值得品读。        （段序培 唐志强）

普及防震减灾  提高避险意识
《5·12 汶川特大地震宝鸡遇难人员逃生避险警示录》付梓

本报讯 由市地震局编写完成的《5·12

汶川特大地震宝鸡遇难人员逃生避险警示

录》近日付梓。该书既有发生在身边的事例

及警示，又有地震逃生口诀，在普及防震减

灾知识的同时，提高市民的避险意识。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省

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宝鸡震感强烈，

造成 33 人遇难。居安思危，为进一步做好防

震减灾工作，提高市民避险自救知识，市地

震局从今年 3 月份开始在全市开展调查，深

入遇难人员所在社区、村组、家庭，了解分析

当时其逃生撤离过程中遇难的原因，并进行

分析归类。本书设置了 10 个方面内容，真实

还原了不同环境下逃生避险的过程，每一类

都有专业化的启示指导，而书后还附有地震

逃生撤离避险知识口诀摘录，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                本报记者 韩正强

范宗科加入中国作协
本报讯 在中国作家协会最新公布的

2020 年度新会员名录中，我市知名诗人、书

法家范宗科榜上有名。

范宗科生于凤翔，笔名郁枫，笔耕多年

来成果颇丰，著有诗集《生命的颜色》《在阳

光的侧立面》《秋天最末的忧郁》，随笔《走进

诗经》（与李君合著），长篇小说《热土》《尘

嚣》，还创作有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在报刊发

表诗文等 30 余万字。其诗书兼具，书法作品

偶有获奖 ；现系省作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据悉，今年加

入中国作协的我省作家共 23 人，另有扶风

籍青年作家周炜入列，为陕西文学院第二、

四届签约作家，已在《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

作品百余万字，出版小说集《寻虎》等。
本报记者 周勇军

《白岸》《荒岛》研讨暨读者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上午，由陕西天香食

品有限公司、陕西骓当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办的赵韬长篇小说《白岸》《荒岛》研讨暨

读者分享会在市区举行，近百名文朋诗友雅

集交流。

赵韬从小酷爱文学，笔耕不辍，曾出版

《O 型血的马》《白岸》等多部小说。近日，他

又出版了小说《荒岛》，这是作者在新时期奉

献给读者的又一部长篇力作。研讨会上，市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吕向阳作了主旨发言，

赵韬向与会人员汇报了小说创作、出版、上

市及读书分享情况。著名作家徐岳、著名文

艺评论家常智奇、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

杨晓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波等分别就两

部小说作了精彩研讨。

            （晓燕）

吴晓秦：以原散文写作为

特色，出版有散文集《底角沟》

《午后集》，在报刊发表散文诗歌

作品近百篇。散文《放蜂人》曾

被全国中学语文教辅刊物《中

华活页文选》刊登。现居咸阳。

芳草地
fangcaodi

赵友苓 ：毕业于北京大

学。科普作家、诗人。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会员，加中马术、

赛马及马球协会联合创始人

兼会长，加中总商会副会长。

诗作发表于《诗刊》《解放军

报》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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