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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受好友盛情相邀，中

秋过后来到千阳大沟水库，

此时秋的韵味愈来愈浓了，

观赏金秋风光真的是一种

享受。看到大沟别样的秋

色、秋景和秋韵，让人着迷，

让人陶醉，让人流连忘返。

若没有目睹和体验，我真没

想到在千阳还有这么一位

“紧锁深闺人未识”的漂亮

“美人”。

大沟有名是因为这里

有一座蓄水二百万立方的

大沟水库。水库位于千山与

南寨塬的结合处, 是千河

重要支流涧口河的源头。

上世纪 70 年代，在这

里筑坝拦水，修渠平地，浇

灌农田 ；到了上世纪 90 年

代，改大沟水库的灌溉用

水为人畜饮水，至今惠泽

一方。大沟之水，可谓生命

之水。

来到水库坝底，上世纪

70 年代筑坝修渠的痕迹依

稀可见。渠首矗立的石碑上

刻记着大沟水库建设的历

史。细读这历史丰碑上的文

字，当年建设者的身影和水

利工地的火热场面不时浮

现在我的眼前。

进入一处休闲园内，

如农家院落一样，树杈上、

房檐下挂满金灿灿的玉米

棒和鲜红鲜红的辣椒，红灯

笼似的柿子压弯了树枝，院

子里鸡、鹅、狗、猫尾随在脚

下，用动物特有的语言和你

亲昵地交流。你马上就会联

想起陶渊明山水如画、静谧

闲适的田园生活。

我们向水库坝面走去。

沿路的白杨树已落光了叶

子，显现着挺拔与笔直。脚

下踩着叫不上名的小草，软

软的像走在地毯上一样舒

服，落叶在脚下随着脚步的

前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忽

地，一片碧蓝碧蓝的水面映

入我的视线，我情不自禁地

发出“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感叹。

站在坝面的西头，我稍

稍舒缓了一下爬坡时急促

的呼吸与心跳，兴趣高涨地

登上观水亭，亭子是水泥筑

成的八角形，平顶。此时，我

有“登高见山水，身在水中

央，下视楼台处，空多树木

苍”之感。

仰望天空，那湛蓝湛

蓝的天，好像很远很远。形

状各异的朵朵白云自由自

在地飘来飘去，太阳没有了

夏日的灼热，暖暖的照在身

上，温温的让人十分惬意。

空中不时有鸟儿盘旋，让人

感到这静寂中生命的存在。

一种“林深禽鸟乐，尘远竹

松清”的体验油然而生。

远眺水库两面的山坡，

“层林尽染”。各类乔木的叶

子泛着红色，太阳照着，秋

风吹拂，整个山坡像红海一

样波涛荡漾。野山菊和那些

无名小草，开着红的、黄的、

紫的、蓝的、粉的小花，把库

区的秋天点缀得五彩斑斓，

花香和着湿润的空气散发

着诱人的芬芳，果然是“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

近看水坝两面，坝阴是

望不到边的宽阔水面，能让

人感到水特有的灵性，绿水

中倒映着蓝天和白云，连两

面的山也在水中。水面洁净

得看不见一丁点杂物，只有

秋风轻轻吹起的绿色涟漪

一波一波向前远去。几只白

色和褐色的野鸭在水面上

自由快乐地嬉戏，有的抢吃

小鱼小虾，有的扎着猛子在

水下游乐。坝的阳面，一条

老河床横贯中间，把河滩自

然地一分为二，河床两岸的

白杨林、桐树林、洋槐林与

种着庄稼的田块间隔成一

片一片的方块。站在坝面向

南望去，成片的秋绿把视线

引向远方。“人行山翠里，秋

在水声中”的韵味确能让人

陶醉。

午饭是农家风味，吃

毕，让人口留余香，回味无

穷。稍事休息，我们上路回

城。一路上，我的思绪仍沉

浸在赏秋的状态中，心想，

大沟水库秋天的景色如此

美好，春天肯定也是踏青的

好去处；夏天在这里避暑，

肯定不差；冬天来这里观

赏雪景，肯定又是另一番感

受，或踏青、或消暑、或赏

秋、或观雪，都会有别样的

体验与感悟。

陇州泡馍滋味深长
文雪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羊肉

泡馍是陇州人的最爱，是不

可或缺的暖身美食之一。在

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吃羊肉

泡馍，不算到过陇州。特别

是天气变冷的时候，羊肉泡

馍馆里人头攒动，生意异常

火爆，到处都是飘香的羊肉

美味。

羊肉泡馍因其味美、

可口且营养价值高，被家

乡人视为最佳早餐享用。

清晨，熟人朋友相见，彼

此寒暄问候中，免不了来

句热情的招呼 ：“走，吃羊

肉泡走！”南方人的早餐

一般是豆浆、油条等，简单

方便 ；北方城市人也无非

就是吃个包子、喝点稀饭

之类的便饭就解决了。而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我

们陇州人的早餐就那样有

仪式感呢？早餐中有肉、

有汤，还满满一大碗，很丰

盛的样子。对于这个疑惑，

一辈子喜欢吃羊肉泡馍的

父亲曾告诉我 ：“陇州人

很聪慧，从养生的角度说，

早晨吃羊肉泡馍是最佳选

择，很符合‘早餐要吃好，

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的规律呢！”

上好的陇州羊肉泡馍

料浓肉烂，美味可口，诱人

食欲。其实，在羊肉泡馍的

制作过程中，有一道非常

重要的工序不得不说，那就

是煮肉很讲究。将精选的羊

肉清洗干净，先煮骨头，约

三小时后肉与骨头一起煮，

再加上装有花椒、八角、草

果、桂皮、良姜为主的调料

包，先武火后文火，继续煮

十五六个小时才好。这样做

出来的羊肉才肉嫩绵软，肥

而不腻，汤鲜味浓，料香扑

鼻，且没有丝毫膻味。

生在陇州、长在陇州

的我，对羊肉泡馍有种难以

割舍的情结。在我看来，它

更蕴含着一种文化，一种情

感。凡俗的日子里，若有远

方的客人或请朋友吃饭，羊

肉泡馍就是最好的款待方

式。吃羊肉泡馍的劲头一点

也不亚于年轻人吃火锅、串

串和冒菜。每到周末，羊肉

泡馍馆的生意最好，我最爱

吃的是位于县城北大街的

一家羊肉泡馍，我认为，那

个店不仅羊肉味道好，而且

位置比较幽静，适合细嚼慢

咽，慢慢品味。

清晨七点半左右，正

是吃早饭的时间，羊肉泡

馍馆里十几张桌子，就连

包间里也坐满了人。客人

们有的埋头吃饭，有的端

着碗排队等候，有的则趁

吃饭的间隙相互寒暄，非

常热闹，扑鼻的羊肉味袅

袅飘散着，人们像是在品

尝一场空前的盛宴。

这时，你会隔着玻璃

窗，看见厨房里面切肉的

大师傅手中的刀老练地上

下飞舞着，只见案头早已

煮好的羊肉有序摆放，瘦

肉、肥肉、心肝肠肚，个个

都是人们舌尖上的美味。

客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乐呵呵地给大师傅说要放

的肉。再看看一旁的大锅

里煮好的羊肉汤已沸腾，灵

巧的厨师姑娘轻轻舀一勺

汤，自如地倒进旁边的小锅

里开始烩。一般情况下，吃

羊肉的人多，师傅们也顾不

得切馍了，客人只能自食其

力，自己掰馍，这种亲自参

与的感觉还真有种与众不

同的快乐呢！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

肉泡馍终于出锅了。大师

傅熟练地捏上一撮细细

的、青绿的香菜点缀在碗

中央，有人会放点油泼辣

子，顿时，碗里便有了色

彩，红绿相间，映衬着洁

白晶莹的粉条和豆腐，那

浓郁的香味早就随着热

气四处弥漫，令人垂涎欲

滴了。

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拿起筷子咥起

来。那热得烫嘴的、香喷喷

的美味顿时充斥在唇齿间，

吃得人满头大汗、浑身发

热，特别过瘾。会吃的人自

然不忘来一小碟糖蒜，就着

泡馍，一大老碗羊肉泡馍很

快就一干二净了。吃后，心

里舒服不少，便不由自主感

慨道 ：“嫽扎咧！”

陇州羊肉泡馍营养

丰富，料重味醇，是人们

滋补身体的佳品，被誉为

“天下第一碗”，更是陇州

的名片。

寒冷的日子里，咥一

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暖心

又暖胃。不知不觉，你便会

感到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

何以为师
刘梓涵

提到“教师”，我们首先想

到的是什么？是人梯、蜡烛、灯

塔……在谈论这些之前，我想

最该拥有的，其实是基本的道

德和仁爱。所谓“教书育人”，

“教书”乃其次，更重要的是

“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

情、人道的教育。一位受孩子拥

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富有人

情味的人。

幸运的是，在我的学生时

代就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那

时的我同样青春叛逆，同样让

老师、父母烦恼头疼，同样内心

充满困惑和迷茫……

她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语

文老师。初中三年，我从未听她

责骂过任何一名学生，更从未

听到一句不符合教师身份的话

语。她不爱叫家长，也从不斥责

体罚。对犯错学生唯一的惩戒

就是以错误严重性为依据，规

定学生回家后写一篇相应字数

的作文。例如 ：乱扔垃圾、上课

讲话一千字，作业没交两千字，

旷课、早退三千、五千字……内

容题材不限，第二天上课当众

朗读。

作为学生，我们难免会犯

错，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们班上

的同学从诗歌、散文到故事、札

记，甚至是古文、小说，几乎都

写了个遍。在那个内心脆弱敏

感又极度叛逆的年纪，是她让

我们把心中最隐秘的思绪和情

感通通转化成文字抒发出来，

与她、与同学用这种奇妙的方

式分享沟通，以至于最终潜移

默化地形成了同学之间文字上

的比拼和较量。她总能从我们

的文字中找到可喜的闪光点并

由衷赞美，脸上满是肯定与欣

慰。渐渐地，大家爱上了文学，

也爱上了她的课和她的人。同

时，我们内心的那点“负能量”

和“小叛逆”也随着文字的宣泄

得到化解。

此外，她还非常尊重学生

的喜好，大家爱听周杰伦的歌，

她就把歌词写在黑板上和我们

一起赏析；大家爱看谁的小说，

她就把作者的生平故事像说书

一样讲给我们听……

时至今日，我遇到过各

种各样的老师，自己也成为一

名幼儿教师。十几年的成长蜕

变，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很多早

已遗忘，但唯有那些细腻婉转

的诗词、引人深思的故事、为

人处世的金句一直印刻在我

的心中。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举办

了一场全区教职工健美操比

赛，我在人山人海的方阵里一

眼就认出了她。还是当年的装

扮，还是当年的面容，她似乎从

未改变。改变的只有我，从一个

懵懂的少女变成了教师方阵中

的一员。

那一刻我泪眼婆娑，真想

立刻冲过去拥抱她，道一句迟

来的“谢谢”。谢谢她从未否定

过我的价值，用文字的力量照

亮我的青春 ；谢谢她让我能与

她并肩站在“教师”这个光荣的

队伍中 ；谢谢她让我明白学为

人师的意义在于“教化从容、行

为世范”的境界是无穷的。

真正的师德是对学生生

命的尊重和关怀，是对学生过

错的宽容和理解，是对学生发

展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学生灵

魂的塑造和指引……能作为别

人命运的灯塔，我们何其幸也。

也许，很多教师和家长穷

尽一生也未能懂得，孩子从来

不是依附于任何人而存在的附

属品，他们也许天真无知、也许

反叛张狂、也许自闭羞怯，但是

他们每一个人都如同宇宙中闪

耀的繁星，拥有独立的人格和

耀眼的光芒。压迫、打击、专制

只会摧毁他们的生命之光，唯

有爱，才是照亮生命的希望。

教师，从来都不仅仅是一

种职业，更是一种追求，一种不

管在任何时候都能兢兢业业又

敢为人先的追求。我们立德树

人，我们严以律己，我们春风化

雨，我们润物无声，我们所有的

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自信

地说一句 ：“可以为师矣！”

读书的牵引
张继劳

记得，我的语文成绩小时

候比较优异，我的作文常常受

到老师的夸奖，文章当中经常

有老师打着红圈的句子。如今，

我更迷于“纸上生活”，享受文

学带给我的幸福与满足感。当

你读到优美灵动、内含深厚的

文字时，当你手中的笔像一根

丝带一样牵扯出深藏于你内

心的意象、情境、思想、感觉等

时，你会发现现实虽然是一日

三餐，但文字仍然是精神高地，

仍然存在着“诗与远方”。

我并不追求多么奢华的

物质享受，出行往往喜欢骑车，

选择便宜而舒适的衣服，但越

是人到中年，我越是不能忍受

苍白、贫乏的精神世界。我需要

文字的滋养，从中汲取力量，就

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真正的读者应该是这样一群

人，他们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在

如此快节奏、喧嚣的世界里，能

坚守自己心灵的一亩三分地，

用对生活的爱浇灌文字，对人

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思考。

文字，它不会像一个薄情寡义

的人，你洒多少心血在那里，秋

天就会有多少收获。

忙完一天的事，当心神安

静下来的时刻，我愿思想像溪

流一样喷涌而出，或缓缓流淌。

只要安静下来，我就可以触到

自己内心的最深处，然后让文

字像一群精灵一样舞蹈，感觉

那舞蹈。它触碰着我的神经末

梢，等待随着我心灵的鼓点，去

跳、去跃，去舞一场旁人暂时不

知的、莫名的舞。但此时，我和

文字对接，心领神会。

有人说 ：文学家、艺术家

都是一些“自恋”的人。也许这

话不无道理。他们的“自恋”来

自文字、艺术给他们的自信，

让对生活有所追求的人活得更

“久”一些，他们在用优美的文

字、高尚的精神拓展自我生存

空间，同时也在生活中跑赢了

自己。

就像我，如果一日不凝神

倾听、灯下读字，思想和感觉也

都会像风一样，在生命里没有

留下任何痕迹。余生不长，幸有

文字和读书相伴，幸有文字让

心灵取暖，幸有读书让思想无

限拓展。这些年，纸上生活、灯

下日子苦乐参半，但我始终觉

得 ：我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

还有远方。读书是一种甜蜜的

牵引，让人欲罢不能。我在人生

的长跑中，跑赢了自己、跑赢了

岁月。

陈仓荟萃

到千阳大沟水库赏秋
王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