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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眉县的汤峪镇汤谷口有个上
王村，关于这个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
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呢。

太白山下的汤谷，自古就有水热如
汤之温泉，当地人称二郎神水，是著名
的温汤之地。北周在这里曾设立过温汤
县，隋唐时此地设有凤泉宫。

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 睿宗玄宗
纪》记载，开元三年（715 年）十月，即位
刚刚三年的玄宗皇帝于“甲子（日）如凤
泉汤”。玄宗这次驾幸凤泉宫，沐浴之
余，见汤谷山水清秀，自有一番景象，于
是龙颜大悦，便在贴身侍卫陪伴之下骑
马向沟内闲游而去。行不一阵，远处传
来激越嘹亮的山歌声，寻声望去，只见
一老翁背负榆柴上百斤，攀峰跃溪却是
健步如飞，玄宗非常诧异，以为神人，便
趋前以礼相问。

只见老人鹤发童颜，精神举止赛
过小伙。相互问答后，玄宗方知这位老
人年已一百二十余岁，但举止敏捷如壮
年汉子。玄宗得知其儿孙绕膝者已有五
代，其长子也已年逾百岁，子孙中耄耋
之年者也不少。玄宗听后，惊讶不已，急
向老者探询长寿之诀。

老翁说 ：“今天下大治，民者安居
乐业。而此惇物之山，山无闲草。上有灵
池之水溪流而下，山下有神汤温润之
美，口享山中灵猴喜食之果。佳山乐水，
胸意长开，故多长寿。”并将采储的灵猴
喜食之果——猕猴桃奉献于玄宗。

品罢仙果，顾思老人之言，玄宗叹
曰 ：“盛世、高龄、天伦、口福之享，尔在
王之上也！”

想到国家治理，意气风发的玄宗
皇帝当即赋诗一首《幸凤泉汤》，诗曰：

“西狩观周俗，南山历汉宫。荐鲜知路
近，省敛觉年丰。阴谷含神爨，汤泉养
圣功。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表达
了对美地美泉的赞誉和“愿将无限泽，
沾沐众心同”的抱负与激情。

这段故事经过老人之口在村里
传开，众人认为皇帝金口玉言说老人
为“王上”之人，那老人所在的村庄就
是“王上”之村，于是改村庄名为“上
王村”。

据《旧唐书》记载，玄宗随后曾于
开元十二年、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二
年多次驾临汤谷凤泉汤，沐浴赏景，享
受采自山中那猕猴喜食的“长寿之果”

猕猴桃。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的秋

天，诗人岑参来到了太白山下的汤谷。
五十多岁的清瘦诗人这次作为“掌京
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
须、田猎等事”的虞部郎中赴太白山巡
察，除了公务之外，还在好奇心驱使下
对长安坊间流传的“玄宗王上故事”之
地进行探究，了解太白山中一种人称

“长寿果”的山果。
这一日诗人岑参信步入谷，一边

欣赏美景，一边访迹“玄宗王上”故事之
地。行至一处，忽听不远处传来一阵鸡
鸣牛哞，便寻声而去。只见绿树掩映中
有一方小院，院中一架粗藤攀着井阑
向上长去，覆盖了半边院落。树下坐着
一位老翁，面色红润，耳出长毫，慈眉善
目。寒暄之间，岑参了解到老人已有 120
余岁，就连他的子孙们也都已经是上了
年纪的老人。当诗人问及老人开元年间

“玄宗王上”之事时，老人笑而不语，指
着院中那架藤树，告诉岑参 ：“此乃猕
猴喜食之果‘猕猴桃’也。”

二人相谈欢悦，老人打开自己新酿
的果酒招呼着这位来自长安的客人。酒

足饭饱，诗人醉眼相看山水，看着东溪
之水悠悠清流，满眼翠绿，只觉山中景
色，自有了太多的情韵。于是诗兴顿发，
即赋一首《太白东溪张老舍即事，寄舍
弟侄等》，把自己的这段见闻寄给弟侄
分享。诗曰 ：“渭上秋雨过，北风何骚骚。
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主人东溪老，
两耳生长毫。远近知百岁，子孙皆二毛。
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石泉饭香粳，
酒瓮开新槽。爱兹田中趣，始悟世上劳。
我行有胜事，书此寄尔曹。”

一千多年过去了，在眉县汤峪一
带，这段故事一直世代流传。玄宗和岑
参的诗也向后人们讲述着一段美山美
水长寿果的故事。那个名曰“上王”的村
子也以自己的名字和传说把一段历史
的过往定格在了村庄的史册中，让这段
美好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着几
朵悦人心身的浪花。

凤椒映红秦岭山
◎冯雪利

凤椒原名凤县大红袍花椒，
是花椒中的佼佼者。凤县地处秦岭
南麓，冬无严寒、夏无酷热的山地
环境，是凤椒生长的最佳地区。凤
椒也不负盛名，年年岁岁、岁岁年
年，以骄人的姿态生长在秦岭山
地，逐渐映红了山里人的日子。

对凤县人来说，色泽鲜红、粒
大肉厚的凤椒，不仅是他们发家致
富的“钱串串”，更是他们深入骨子
里难以割舍的情愫。

一场春雨过后，椒树的枝头，
抽出了嫩嫩的新芽，吸吮着雨露，叶
子从鹅黄到嫩绿。这个时候，农家妇
女早就迫不及待了，她们走进椒园，
采摘下树上的椒芽，一顿纯粹自然
的美味早在这些巧妇的酝酿之中。

将新采摘的椒芽清洗干净，经

带着暖意的春风轻轻晾晒，去除椒
芽中的水分，然后将椒芽经沸水一
焯，拌上麻香的花椒油，再放上其
他佐料，一道开胃的凉拌椒芽菜就
诞生了。或将晾晒过的椒芽，加上
农家人自制的辣椒酱，放在铁锅里
轻轻翻炒，一盘酱香味伴着椒芽清
香的芽菜酱，配上农家的蒸馍或者
苞谷糁，这足以唤醒你的味蕾。

再不多时，椒树开花了，与椒
果比起来，它星星点点般鹅黄的花
朵虽遍布枝头，但仍旧显得那么不
起眼，它实而不华的样子让初识的
你怎么都不会想到数日后红艳艳
的椒果会摇曳枝头，惊艳了时光,
富裕了日子。

盼望着，盼望着，七月间，秦岭
腹地的大红袍花椒在烈日的暴晒
下终于出油了。出了油的大红袍花
椒，像极了擦了粉黛的女子，泛着诱
人的亮光，等待着被采摘的喜悦。日
头越火辣，椒香味愈浓烈。耸一耸鼻

头，空气中弥漫的椒香味早已迫不
及待地浸入你的五脏六腑。

站在椒园地头，虽烈日当头，
但园子里的空气并不那么灼热。微
风过处，满园子的花椒树摇曳着身
姿，一身火红的“麻蛋蛋”在枝头雀
跃着，是喜悦，更是满足。揽一枝熟
透了的椒果，避开椒树的刺，啊，火
红火红的果子，凹凸不平的表面里
蕴藏着熟透了的麻香。凑近椒果，只
此一闻，凤椒特有的麻香瞬间通透
了你的全身。此刻的你，不恼也不
烦，满心的欢喜，深深地呼吸，让淡
淡的田园芬芳、浓郁的麻香遍布你
的全身。再细瞧，凤椒的果柄上长了
一对像耳朵似的颗粒，被誉为椒果
的“双耳”，传说这可是聪明绝顶、神
机妙算的诸葛亮捏出来的，这样的
椒果在古时候可是被用作贡品的。 

熟透了的凤椒，让那些惦记
了很久的美食家早已垂涎欲滴。炎
炎夏日里，以凤椒为佐料，来一顿

鲜香麻辣的火锅，让你唇齿留香 ；
烧一锅晶莹透亮的凤椒油，成了凉
菜的最佳伴侣 ；腌一坛子带着浓
郁凤椒味的泡菜，释怀了游子们心
底深处的乡愁。

七八月的凤县，漫山遍野的椒
园里，火红的日头正当头顶，红艳的
椒果遍布椒园，忙碌的椒农汗流浃
背，唯有那洋溢在椒农脸上的笑容
正是这个季节最纯粹、最心甘的喜
悦。等到秋叶落尽，光秃秃的椒树卸
下了它们一年最为沉重的收获，开
始等待着椒农们的精心呵护，松土、
施肥、喷药……这些年复一年的工
作，却为凤椒储存好了一年生长的
能量，椒农们乐此不疲，因为这里寄
托着来年椒果盈满枝头的希望。

冬雪覆盖，大地肃然，当一切
准备就绪时，这些锋芒毕露的椒树
也悄然冬眠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
睡的它们，在雨中滋养，在风里锤
炼，椒树又开始了一年的春华秋实。

叔父的三轮车
◎李军怀

叔父是一位乡村木匠。
在父辈中，叔父排行老四，身材

魁梧，腰板挺直，说话不温不火，逢
人不笑不说话，乡邻们送他一个“和
事佬”的称谓。

在乡间，叔父是一个能人，木
匠手艺精湛，盖房架梁，样样拿手。
叔父为人勤快，生活节俭，在老家又
是手艺人，日子自然过得舒心。到了
晚年，他想要一辆助力三轮车。他把
这个愿望告诉四婶后，得到的答复
是——你老糊涂了！ 72 岁的人了，
你把年纪忘啦！

叔父有他的想法。这些年，儿
子和儿媳外出打工不在身边，自己
又上了年纪，地里农活干不动了，有
了它，农忙时能省些力。再者，他与
老伴闲时跟集买菜或去邻村磨个面
粉等也就方便多了。叔父说的次数

多了，四婶也只好答应。
农历四月枣林镇古会时，叔

父一大早起床，去后院把鲜嫩的
青草用刀切得细细的，喂完鸡，四
婶已经做好早饭，叔父几口就呼
噜完了，不停地催四婶赶紧赶会
走。叔父高兴啊，他不知看了多少
遍的那辆三轮车，终于可以骑回
家了。叔父上了年纪，刚买的车他
不敢骑，去时叫上了大孙女。

古会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叔父却无心逛会，他太高兴了。有了
这辆三轮车，以后想去哪就去哪，
想想都高兴。一辈子节俭惯了的老

人，没舍得吃一碗面皮、喝一碗豆腐
脑，就让孙女骑车带着他们回家。

那天天气异常炎热，叔父喜
悦、兴奋又满足。四婶说，那天叔父
像个碎娃，坐在门楼过道的凳子
上，望着他的车傻傻地笑。

从早晨起来到新车骑回家，叔
父一直是非常高兴的。他血压一直
高，那天天热，来回六公里路，回到
家真有点累了。那几天，一门心思想
买车，降压药吃完了也不知道买。

叔父在门楼过道歇凉时，林宽
爸进来请叔父去他家中喝茶，说儿
子明天结婚。作为家族中仅有的几

位长辈，叔父不去不行。叔父落座
后，心情异常高兴，跟在座的乡亲
闲聊，侄儿辈的给他递上瓜子、花
生、喜糖，叔父伸手接时，整个人从
椅子上滑了下来……

自从椅子上跌落后，叔父一
直昏睡不醒，县医院诊断叔父为突
发性脑溢血。叔父的车子是初九买
的，初十又退回给店家。十二日晚
八点叔父去世。

叔父曾拥有一辆助力三轮车，
但他没了，车也没了。

文史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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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处暑

 

凉月遥瞻清暑气 ；

天河倒泻洗秋光。

（燕小燕）

晴随余暑听蝉噪 ；

夜上小阁试月凉。

（蒲朝阳）

西风送凉秋气爽 ；

北麓飞瀑暑炎消。

（张秋学）

凉风渐至，林飘落叶缤纷舞 ；

暑气初消，雨覆寒蝉断续吟。

( 仵晓静 )

暑气渐凉，虫声渐响，稻秫丰登勤祭祖 ；

寒蝉犹唱，疏雨犹清，云天锦绣巧祈灵。

（吴岱宝）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秋风

悬联求对

出句 ：

月惹乡愁难入梦              （李玉鑫）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舞扇还须勤避日              （刘玉生）

应对 ：

乘凉未必苦寻荫              （任广民）

兴邦继续志追云              （张蛟龙）

做人常记善行事              （王志芳）

养生何必苦修身              （赵小平）

成才更要苦修心              （任一凡）

吟诗亦会偶邀月              （李显峰）

做人不可太劳心              （冯娟娟）

做人更要广积德              （毛祎辉）

登台依旧苦修为              （徐萱波）

吟诗先要广读书              （强小林）

扬帆更要静观风              （何熙祥）

立秋未必就逢凉              （张　驰）

吟诗莫要强寻愁              （魏爱云）

做人务必谨遵规              （雷小红）

扬帆更要远乘风              （于龙江）

修身最好静观心              （孙　鹏）

对联切莫乱填词              （张　茜）

 为学切忌死读书              （杨权宪）  

 （段序培整理） 

奥运会专题灯谜

1.“小枣”海外行       （奥运会冠军）

2.一江曲水山中流     （奥运会冠军）

3.两口提前离开场     （奥运会冠军）

4.看上去就很聪明     （奥运会冠军）

5.一曲南音绕椽边     （奥运会冠军）

6.东林夕照映阶前     （奥运会冠军）

7.一江春水向东流     （奥运会冠军）

8. 渐渐知道风雅颂     （奥运会冠军）

9. 忽见甘霖纷纷扬     （奥运会冠军）

10. 玉麒麟口吐莲花    （奥运会冠军）

11. 白衣护士受专注    （奥运会冠军）

12. 说话之际彩虹出    （奥运会冠军）

13. 你我喝酒行酒令（奥运会项目简称）

14. 拼命三郎，有胆有谋 （奥运会冠军）

15. 去了陇西，要扔一半

                 （奥运会冠军昵称）

                 魏建国 作
上期谜底 ：

1. 改革开放  2. 一二. 一运动  3. 李达  
4. 马栏纪事  5. 延安保卫战  6. 田汉  
7. 贺龙  8. 抗日  9. 抗大  10. 杨家岭
11. 南泥湾  12. 大方  13. 井冈山  
14. 永不变节  15. 三会一课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 ：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段序培整理）

风物志

王上之地上王村
◎杨烨琼 

蝉的奏鸣曲
◎徐登峰

炎炎夏日里的蝉叫声，让我感
到这是夏天应有的样子。 

我对蝉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
感，即使已年过不惑，每听到哪棵
树上有蝉鸣，总要凑过去仔细瞅一
瞅蝉在哪里、长什么样儿，这大概
缘于儿时的深刻记忆。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捕蝉是夏
日里最有意思的玩乐了。我们当地
常见的有三种蝉，一种身体乌黑，
翅纹棕黄，体形最大也最为强健有
力，然而叫声却很单调，我们称它
为纺线虫，就是因为它的叫声像纺
线车发出的声音 ；一种体形中等，
背甲有绿色花纹，我们称它为“呜
嘤”，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字该
怎么写，只是因为它发出的叫声就

是连续的呜嘤呜嘤，声音倒是挺好
听的 ；第三种体形最小，身体灰黑，
间有绿色斑块，身子似乎也最为孱
弱，就是大家最为熟知的知了，因
为它就是“知了”“知了”地重复干
叫，很有辨识度。

记忆里到了夏天，听到第一声
蝉鸣，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了捕蝉
的准备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制作捕
蝉工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一小
段铁丝，做成一个小圈，一头绑在长
竹竿上就大功告成。但这个工具并
不能马上使用，还要给它敷上蜘蛛
网，原理就是用蜘蛛网去粘。于是我
们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找蜘蛛网，
最好是蜘蛛新织的网，因为黏性最
大。但蜘蛛网并不常有，已经被小伙

伴们粘光了。而且用蜘蛛网捕蝉效
果也不是很好，只能粘体形小的，稍
大一点的经常粘不住。也不知道从
谁开始，开始用塑料袋捕蝉。那时我
们能见到的塑料袋就是洗衣粉袋
子，将袋口套在铁丝圈上，洗衣粉袋
比较硬，自然形成筒状，这对捕蝉有
了技术要求。袋口大开，在较粗的树
干上还好，悄无声息地接近蝉，欻地
一下扣住，蝉惊起而飞，被挡在袋筒
的顶部，这时就需要冷静沉着，不
能急于撩起竹竿，而是要逆蝉飞之
势，袋口向下迅速扣在地面上不要
抬起，这样蝉就无法改变飞行方向
而逃亡了。如果蝉趴在较细的树枝
上，基本就没办法了，蝉总会在网袋
接近的一刹那飞走。

现 在
回想起那时
的自己，就是一
个坏孩子，一个夏
天怕是要逮几十只蝉
的，村子也应该是少了
一定数量的蝉鸣声了。

今夏在我居住的小区，我又听
到了很多的蝉鸣叫，还是那三种蝉
的声音，在清晨、午后、傍晚，就像
在赛歌，此起彼伏，一种自然安逸
的感觉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