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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海棠
◎安武林

第一次见到西府海棠花开，绝对
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如果实在找不到
词来描写这种震撼的感觉，借用陆游
的诗句来表达倒不失为一种聪明的
选择。

陆游云 ：虽艳无俗姿，太皇真
富贵。本来嘛，西府海棠就有花贵妃
的美称。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苏东坡
的诗句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
烛照红妆。同是赞美西府海棠的诗
句，但陆游的写实，写西府海棠的品
格之美 ；苏东坡的诗飘逸、轻灵，更
有诗意。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尚有不少
人并不知道西府海棠的名字，他们

会在梨花、苹果花、桃花和杏花之间
选择和徘徊。其实，仅凭一片叶子，
就能把西府海棠和梨花、桃花、杏花
区别开来。因为西府海棠的叶子和
苹果花的叶子很相似，与梨花、桃
花、杏花区别大了去了。如果从花瓣
的大小和颜色上，又能把苹果花和
西府海棠区别开来。

我们社区，种了很多西府海棠。
西府海棠花开的时候，整个社区像
节日一般沸腾。大姑娘、小媳妇、中
年妇女和老太太们，拿着手机拍个
不停。然后站在花树跟前，摆出各种
姿势与花儿合影。那种幸福和快乐
的感觉，纯而又纯，竟然让人生出许
多美好的感慨来。人性之中的各种
缺点和弱点，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可
见，大自然是多么神奇 ；美，又是多
么有力量。

西府海棠的品种据说不少，但
被统称为西府海棠。我对西府二字
一直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指宝
鸡 地 区。宝 鸡 地 区 在 关 中 平 原 西
部，2009 年西府海棠被定为宝鸡
市的市花，所以，人们才用西府海
棠的名字统称其他不同品种的海
棠。我 心 里 一 热，顿 感 亲 切。我 生
于山西运城的夏县，工作于宝鸡的
岐山县。数年的工作经历，尤其是
青春时候的工作经历，所以有一种
熟悉的亲切的感情包含在其中。因
而，知 道 西 府 海 棠 名 字 的 由 来 之
后，我更是比其他的木本花卉要高

看西府海棠好几眼。西府海棠的颜
色有粉红和粉白之别，但我更喜欢
粉红的颜色，觉得它热烈，青春，健
康，高贵，艳丽。

我已经记不得了，是金波先生还
是张之路先生，他们给我讲过，这种
海棠果能吃。也许，他们都给我讲过
吧，他们北京人，尤其是那些从小生
活在北京的人，从小几乎都吃过海棠
果，好像是冬天用冰冰着吃，酸里带
着甜。我无法想象，只能想象它和冰
糖葫芦差不多。那时候经济不发达，
水果种类少，所以，冰海棠那时候是
很多孩子的最爱。我自己也品尝过海
棠果儿的味道，的确是酸甜味儿的，
和山楂的味道有点像，只不过没有山
楂那种尖锐的酸味儿。现在几乎没有
人吃海棠果了，因为现在的水果一年
四季都不断，可选择的空间大到无
边，所以，被遗忘的海棠果只能自生
自灭了。

我挖了一棵小小的西府海棠树
苗，栽在我的窗外。我特意在一棵粉
红色的西府海棠的大树坑里，挖了
一株分蘖出来的小苗。我喜欢粉红
色的嘛。这棵小树像是知道我的心
意似的，第二年就长得亭亭玉立了。
第三年，我想，该开花了，结果没开。
第四年，还是没开。现在我种的西府
海棠像小学生的胳膊一样粗了，结
果还是没有开花。每一年，我都会在
秋天发一个誓言 ：如果明年，它再
不开花的话，我就伐掉它。可是到了

来年，它没开，我又舍不得伐掉它，
心想 ：明年，它会开花吧。我一直是
相信奇迹的，一直是期待奇迹的，为
此，我还写过一首诗《明年会开花
吧》，这首诗后来成了我一本诗集的
名字。等待是美丽的，但又是煎熬
的、折磨人的。一切的美好，一切的
收获，都是需要人的耐心的，可是，
人的耐心往往是有限的。所以，才有
了那句名言 ：失败和成功只有一步
之遥。这一步，会成为不同的人生，
这一步，会成为不同的世界。

又到了秋天，海棠果儿成熟了。
每天清晨，西府海棠的树下，都会落
下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棠果儿。不知怎
的，我有一点忧伤。这些可爱的、圆润
的、饱满的、鲜红的海棠果儿，像是
被遗忘的世界一样。它的收获，并不
能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也许，这是
实用主义的丰收标准吧。一代人的记
忆，从此远去了。如果不是儿童文学
界的两位前辈给我讲过他们小时候
的事，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那一代
人的经历。这些红红的海棠果儿，像
被遗忘的童年、玩具、老童谣一样，从
此远离人们的记忆。

我种的西府海棠树，越来越大
了，大到不忍再去伐掉它了。明年会
开花吧的强烈的期待之情，慢慢被消
磨殆尽。但我毕竟修行不到那种坐看
云起的超凡脱俗的至高之境，所以，
我还是想弱弱地说一句 ：明年会开
花吧！

渭水河畔一轮月
——访我市女作家楚秀月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楚秀月，一位生活在渭水之滨的

新疆人，她的笔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

浑激昂，又有大漠孤烟的冷寂凄凉，

更不乏女性特有的婉约细腻。其诗集

《拥我入怀》入选市作协“黑蚂蚁丛

书”出版发行，因吟唱出生活的别样

情愫，深受读者喜爱。近 200 篇作品

发表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纪检

监察报》《南方周末》《宝鸡日报》《秦

岭文学》等报刊，不久前，万字散文

《何处安身立命》又获第八届“秦岭文

学奖”，更让她从宝鸡女作家的花团

锦簇中脱颖而出。

笔墨殷殷  直抵内心
上世纪 70 年代，楚秀月出生在

有“戈壁明珠”之称的新疆石河子，

1992 年因工作调动至宝鸡生活。

30 年前曾在《绿风》诗刊上发表过

诗作的楚秀月，闲暇之余一直喜欢

阅读，2016 年与文学一次不经意

的相遇，重燃了她的文学之梦。自

此，她再也不曾停下书写吟唱的脚

步。“没有哪件事能比写作带给我

更大的愉悦感。停笔一周或更短时

间，我就会焦虑，仿佛一个匆匆行

走的人突然停下而不知所措。”楚

秀月坦言。

每当夜深人静，曾经的一些人

或事、物或景、快乐或忧伤、疼痛或

甜蜜，如水墨画般在她脑海里铺展

开来，带着温暖的光芒，令她无法

忘记和逃避。翻捡记忆深处那些令

她感动的所有，楚秀月不断书写、

不断修改，力图绘出心中家乡的模

样。那些散兵游勇般的文字，组合

成优美深情的语句所迸发出的激

情令她一次次战栗，因为书写不仅

直抵着自己的心灵，更是和家乡久

别后的重逢。她有着太多的情结和

感触，如泉涌一般，取之不尽，流之

不竭。

月光溶溶  辉映文苑
已在宝鸡生活 30 年的楚秀月，

对这个三面环山的秀美之城有着深

厚的感情。每当她行走在石鼓山前、

渭水河畔，内心便激荡出满满的骄

傲。只有把这里当作家乡的人，才会

生出这种骄傲。她还结识了一大批

亦师亦友品德高尚的同好之人。写

作，令她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华丽人

生。去年 11 月 22 日，西安六艺工坊

社在西安城南举办“楚秀月诗歌研

讨会”，省市著名诗人周养俊、白麟、

范宗科等文朋诗友齐聚一堂，给予

她诗歌充分认可。

或许性格使然，或许秉承了新疆

人特有的热情和豪爽、勇敢和坦诚，

楚秀月如一轮明月般，在文学花园里

散发着光亮。近两年来，她承担着市

作协和金台区作协微信公众平台的

编辑工作，并为协会做着力所能及的

事。她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她先

后获评市作协 2018 年度、2020 年

度先进会员，市文联 2020 年度先进

个人。她收获着好人缘的同时，也扶

助一批阅读爱好者逐渐走上了文学

之路。

新疆的大漠戈壁赋予了楚秀月

宽阔的胸怀，宝鸡的青山秀水给予了

她充盈的灵感。在一首诗里她写道：

“低头走路的牛羊/怎样顺着这块山

坡/啃向那块山坡/鹰，如何飞落又

盘旋/ 把扎根土地的种子/ 播撒在

来年的春天/ 把水美草丰/ 写满整

个湛蓝的天空……”相信耕耘在文学

之地的她，一定会迎来一个个水美草

丰的春天。

石湖蟹
◎叶梓

秋风起，蟹脚痒。
又到了一年的吃蟹时节。说到

蟹，必言阳澄湖大闸蟹。我是北人，虽

移居苏州多年，但对吃蟹的热情若有
若无，甚至无胜于有。刚迁到南方，都
不会吃，经高人多次指点，总算掌握
了基本要领，但还是嫌麻烦，偶尔食
之，也是草草收场，如此而已。但每年
秋冬之际，还是要跟着一众朋友去阳
澄湖边的一家农庄吃蟹——于我而
言，说白了，就是陪陪他们，看他们饕
餮一番，也是人间一乐。农庄是朋友
的发小开的，他是相城本地人，在阳
澄湖边长大，因为知根知底，所以蟹
是正宗的。有一次，他叹息道，正宗的
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少了，一年也没
多少产量。他还说，市面上好多所谓
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过水的。小老
板经不住我这个北人的追问，给我普
及了“过水”的来龙去脉。

扯远了。
相比盛名在外的阳澄湖大闸

蟹，石湖蟹几乎鲜有耳闻。其实，苏州
是水乡泽国，河道四通八达，故而处
处有蟹，品种也多。据我所知，太湖有
太湖蟹，吴江的汾湖有紫须蟹，昆山

的蔚洲有蔚迟蟹，常熟的潭塘也有金
爪蟹——独独石湖蟹，早就存在于典
籍而现在几乎绝迹了。我在石湖边生
活了六年之久，从来没听到石湖蟹，
有关它的信息都是从典籍旧书里读
来的。明代卢襄的《石湖志略》里就言
之凿凿地记载 ：“湖蟹食谷，十月稻
熟，其黄满腹。近湖人多以沪得之，沪
今谓之簖。”沪，作为一种渔具，早在
唐代吴地就改称为簖，陆龟蒙的《甫
里集》里就这样解释 ：“沪，吴人今谓
之簖。”关于这种捕获之法，我专门请
教过我的苏州朋友。此后，顾卫德的

《石湖棹歌》里也多次吟诵，其中一首
写道 ：

湖光荡漾水波清，
中有鱼蟹两并生。
稻蟹上时夸特产，
著名金爪别阳城。
如果说这一首流于普通叙述与

简单赞美的话，下面这首就有点秋高
气爽品蟹得乐的意趣了 ：

横行公子本无肠，

风味秋高好一尝。
欲把尖团一品别，
吟诗酌酒细评量。
范广宪的《石湖棹歌》也写到了

石湖蟹 ：
瑟瑟湖波落照微，
傍村渔火认依稀。
款冬风味斯乡美，
稻熟难忘石蟹肥。
诗下有注，颇有意思 ：
石湖产蟹，故名石蟹，喜食谷，十

月稻熟，其黄满腹，味胜阳澄蟹。
 腾空而出的“石蟹”，竟然“味胜

阳澄蟹”，这话要是放到现在，可能
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当然，范广宪有
偏爱之情，说几句溢美之词，也不为
过。不过，这至少说明石湖蟹的味道
也不差。

只是后来，石湖蟹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

石湖通太湖，石湖蟹，应该也算
太湖蟹的一种吧。

（肖像作者 ：陈亮）

学者探讨姜炎文化与文旅融合
本报讯 11 月 27 日，市文旅局、渭滨区

人民政府主办的“炎帝. 姜炎文化与文旅融

合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数十名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发表精彩观点，碰撞思想火花。

宝鸡是炎帝故里，炎帝祭典作为渭滨区

唯一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9 月

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黄河流域重点非遗保

护项目。本次活动由渭滨区文旅局和宝鸡炎

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渭滨区非遗保护中心

联合承办，来自市委党校、宝鸡文理学院、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市艺术创作研究室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和发言，会议共收

到论文 40 余篇。各位专家围绕姜炎文化、非

遗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思路、开发价值、创新

模式等方面交流研析、汇聚共识，为我市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学术力量。

 本报记者 王卉

太白山随唐诗再次出镜央视
本报讯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近

日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选取李白、杜甫、王

维、孟浩然、岑参五位诗人人生中最具代表

性的五段旅程，邀请当代诗人学者重返唐诗

发生地。在关于李白的“仙山”专题中，就有

我市太白山的精彩亮相。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

为我开天关。”这首《登太白峰》是李白的经典

代表作之一，因李白字“太白”与“太白峰”渊

源深厚，这位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宛

如仙境的太白峰寄以深情。李白被后人誉为

“诗仙”，而太白山也有了“仙山”之名。纪录片

中除过太白山奇绝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观

众的还有在山下张载祠中关于《登太白峰》的

一场对谈，面对“导游”作家韩松落的提问，我

市眉县作家胡云波潇洒作答，又以西府方言

穿插释义，尽显宝鸡厚重文韵。观众追随李白

的脚步，对诗仙人生历程中的传奇太白山充

满了诗意向往。           本报记者 王卉

长乐塬下诗酒会
本报讯 “葡萄美酒夜光杯”，长乐塬下诗

酒会。11月 27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品

读理想.诗酒人生”葡萄酒文化沙龙在长乐塬

抗战工业遗址游客中心火热举行，来自市区的

近20位文朋诗友把酒话古今，激情诵诗词。

本次活动由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主办、

宝鸡理想国·窑洞书店承办，应邀前来的陈新

明、武岐省、秦舟、寇明虎、苏龙、刘源、薛娅、杨

萍、刘莉等作家诗人，在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

内新落成的这幢书屋感怀历史沧桑，行吟时代

变迁。活动中，葡萄酒品酒师杨娟为大家分享

了葡萄酒文化，诗人们争相解读葡萄酒与中国

传统文学的“亲密接触”，并声情并茂地诵读古

今酒诗和各自的原创新作，现场诗酒花香，其

乐融融。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杨进云野枣入选中学语文教辅
本报讯 我市扶风县青年作家杨进云的

散文《野枣情思》近日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

材委员会审定，入选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新概念阅读（现代文拓展训练）》七年级教

辅。这是此文继入选四川达州新人教版七年

级语文上册周练教辅后又一次受到教育界

的关注。

杨进云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青年

文学协会会员、扶风县作协副主席，近年陆

续有百余篇( 首) 诗文发于报刊，著有散文

集《时光折叠》、杂文集《临窗说话》、诗集《左

手指月》。此次入选语文教辅的作品《野枣情

思》，首发于 2017 年 1月 3日《阳光报》副刊，

因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笔法凝练被多家媒

体转载。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叶梓 ：本名王玉国，甘
肃天水人。中国作协会员，
鲁迅文学院第 27 届中青年
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
第五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
头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
学》《诗刊》《天涯》《散文》
等重要文学期刊，出版有诗
集、散文集《天水八拍》《山
水客》等 10 余部。现供职
于苏州吴中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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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
       文学梦

 MING JIA

安武林 ：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
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安武
林文集》等 200 余种个人专
著，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张天翼童话金奖、陈伯
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
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
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
美国、俄罗斯、埃及、斯里兰
卡、摩洛哥等国家。

杨爱魁 《月悬中天》 出版
本报讯 我市青年作家杨爱魁的首部散

文集《月悬中天》，近日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

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严寒冬日为宝鸡

文苑又添一抹亮丽。

杨爱魁系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自幼热

爱文学，学生时代曾与好友创办文学社并出

版小报。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繁忙的工作

之余他执笔叙怀，于报刊网络发表文章多篇。

本书分为梦里乡音、哲思顿悟、天地在心、旖旎

小调、人在旅途五部分，精选其多年创作的散

文作品 80余篇，这些作品既有对故乡的热爱

和文化的探寻，也有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自然

生态的感悟，凝结在明朗、深邃、睿智的千字文

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本报记者 段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