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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灯谜

1. 两用金盆入梦乡（3字口语）

2.“雨露春应足”（2字餐饮名词）

3.“终岁闲悠悠”（2字交通术语）

4.“面黧黑，寡言笑”（3字微信用语）

5.“不尽财源滚滚来”（《青松岭》人物）

田鸿牛 作
6. 常住古渡西子畔（3字电影名）

7. 舟过重山到苍南 （2字航天名词）

8.“绿树浓阴夏日长”（航天员）

9.“万里无云一色同”（“七一勋章”获得者）

10. 有了一笔结余，全靠一点一点积累

    （2 字十四运吉祥物）

魏建国 作
11. 一路平安（3字处理交通事故用语）

12.“故人天际行”（2字企业目标）

13. 少数人可能不安定（2字古都二）

14. 快献玉玺于沛公（5字高速公路出行语）

15.一门心思过日子（《三侠五义》人物绰号）

姚渊 作
上期谜底 ：

1. 总裁       2. 高加索     3. 染色体

4. 各行其道   5. 糊涂一时   6. 李秋水

7. 有周易     8. 不以己悲   9. 森林

10. 辛弃疾   11. 甘为孺子牛

12. 不吃这一套   13. 启蒙教育

14. 今晚下单     15. 重点人群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王商君整理）

同题作联
大雪

节序回眸迎大雪；

长空飞笔拟清词。

（王小红）
飞絮鹅毛，沃野田园生锦被；

琼花玉树，晶莹剔透兆丰年。

（李骥龙）
万物深藏，天寒地冻红炉旺；

一春静待，岁暮风高老酒香。

（任一凡）
雪盛情深，万里冰霜织玉帐；

梅肥梦好，今时天地裹银装。

（赵禄蕙）
听雪超尘，问雪落几何，茫茫一片红尘净；

就炉煮酒，围炉燃朝暮，寂寂三冬腊酒香。

（张   茜）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冬至

悬联求对
出句 ：

月下野庐穷寂寞                        （张飞羽）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关河冷落霜风紧                          （刘小斌）
应对 ：
灯火阑珊夜月斜                          （田斌杰）
山寨清凉烟雨多                          （毛祎辉）
夜月迷离竹影斜                          （雷丙应）
星月凄清游子悲                          （冯娟娟）
灯火阑珊夜月寒                          （韩斌杰）
花木凋零暮雨急                          （杨亚平）
灯火萧疏寒水孤                          （张少兵）
天地苍茫梅蕊香                          （张红莉）
街市萧条车马稀                          （李仁周）
魂梦归来故物非                          （蒋心洋）
草木凋残霁日寒                          （王逸飞）
北岭萧疏枝叶稀                          （雷晓力）
雁阵徘徊故土愁                          （于龙江）
寒夜孤清晓月盈                          （于    萍）
倦鸟彷徨雁阵寒                          （张永智）
天宇澄明旭日红                          （雷小红）
杜水清流月影摇                          （李周宣）
早市繁华贸易隆                          （王玉林）
原野萧疏寒树枯                          （武列霞）
铁马长嘶大漠行                          （魏克轩）
凤岭荒凉雪夜寒                          （高有望）
朔雁哀鸣水月斜                          （张陇利）
大漠苍茫夜月寒                          （杨    萍）

 （王商君整理）

我与东湖的不了情
◎杨青峰

一碗人间烟火
◎乔  曼 

人们懂得用五味杂陈形容人
生，因为懂得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守
的乡愁。

—— 题记
落日的余晖洒在信笺上，纸张上

微微闪着些许光亮。我执笔，以光为

墨，端正地写下“豆花泡馍”四字。闭

眼，四处皆是清香。 

不觉间，思乡的味蕾早已先我一

步，到达小城的集市。依稀记得晨间

的集市总是起得很早，即使是冷冬，

小店也会在“团团雾气”中准时开张。

市井集市大概是一座城市烟火气最

为旺盛的地方，里面藏着一个家庭所

需的调味品、蔬菜、肉蛋，也藏着普通

人的生活希冀。 

味蕾穿过小街，走过小巷，直奔向

小铺——豆花泡馍店。不到六点钟，店

前早已长队排起，人头攒动。因而，这

家小店还有“鬼豆花”之称，来晚的人

只得扫兴而归。盛到泡馍的人，眼神向

长队瞥一眼，嘴角上扬，眉眼微弯，似

是在向其他等待的人炫耀，“威风”过

后，便觅得一处“宝地”，大口吃起来；

而排在队尾的人耐不住时间之久，有

的便大声吆喝起来，快排到锅前的人

则是满心欢喜，瞬间精神饱满。忙碌的

店家，夫妻二人，夫收钱，妻煮馍，从不

言语，却默契十足。店家与客人之间，

也是少有交流，一碗豆花泡馍中似乎

已经诉说了万千。

店主的手法极为娴熟。捞起煮馍，

舀入豆浆，再来几块醇香的豆花，淋一

勺辣椒油，点缀上榨菜、黄豆，不过一会

儿工夫，一碗清香便入你手中。单从视

觉上，便让人口舌生津。其间种种配料，

称得上五彩斑斓，形成独有的小城百

味的人间烟火。小城的人们总是钟爱

着彩色，从跨越历史文化的凤翔泥塑、

马勺脸谱，到栩栩如生的西府皮影，再

到雕刻的木版年画，抑或是这碗热气

腾腾的豆花泡馍，色彩都赋予了它们

生命和灵魂。小城的人们用心之笔，将

小城绘得绚烂、绘得浓烈！ 

之所以斑斓而不花哨，也不可忘

却其间配料的功劳。鲜红的辣椒油在

乳白的汤底中明亮却不张扬，片片泡

馍棱角分明，以它特有的韧性饱吸着

汤汁，黄豆在豆浆中娇小可爱，榨菜

点缀其间，为一碗泡馍添足了韵味，

而“重头戏”豆花则隐匿其间，用它细

腻的纯白诱着人们的味蕾。如此和

谐，方有了佳肴的诞生。这又何尝不

是小城性格的写照呢？浓烈而不失

分寸，普通却充满能量，个性张扬亦

能和谐包容。恐怕这就是小城最抚人

心、最动人之处了吧！ 

腾腾热气弥漫在空中，轻轻地吸

溜一口，有如凝脂的豆花入口即化，

顿时暖暖的香味侵入了全身，将冬日

里的寒气驱逐。当唇齿碰撞，稍稍用

力咬在酥软的泡馍上时，馍中吸足的

豆浆一股脑儿滋进口腔，烫得人直跳

脚。奈何忍不住香味的诱惑，一口便

吞进胃中。再一次置口腔的感受于不

顾。烫就烫去吧！当泡馍尽数落入腹

中，饱和的温暖柔情让人飘飘然，满

足感席卷而来。来不及细细品嚼就顺

着喉翻滚而下，滑了进去…… 

故乡的小城，虽美食不多，但口口

醇香；虽人人普通，却向上生长。四方

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百味人间，

不过万千你我。小城的豆花泡馍，落在

笔下成了风格，吃进胃里成了乡愁，刻

在心上，就成了一辈子都解不开的心

结。那时我还不明白，像我这般贪恋小

城美食的孩子，大抵是舍不得走远的。 

不觉间，窗外早已闪起几颗星

星，远处万家灯火，彻夜通明，我望着

窗外，嘴角上扬……

背着锅盔馍馍去上学
◎ 王商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学的那些

学生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

就是背馍上学。我的高中生涯就是背

着馍馍度过的。

每周六中午放学后，为了省钱，

同学大多不吃中午饭，收拾完都是一

起步行回家。学校离村子二十多里，

走完这一程基本上都是饿着肚子，路

上讲些逸闻趣事、各种笑话，以此来

冲淡腹中饥饿和行路的劳累。回到家

中，狼吞虎咽吃下两大碗母亲擀的面

条，那个舒坦劲儿，简直无法描述。时

至今日，上各种酒席，吃生猛海鲜，总

感觉都不如当年周六那一顿面条独

有的美味。

周日下午，又该返校了，母亲把

中午烙好的锅盔馍馍仔细地切成一

块一块，用布兜子装好。在母亲切锅

盔的时候，一旁的妹妹眼馋地看着，

母亲也只给她一小块。出发返校的路

上，我们几个同学还会互相炫耀自己

的馍馍，然后还会互换着品尝一下各

自的馍馍。几年时光里，我一直还是

比较骄傲的，因为母亲烙的椒盐味儿

的锅盔馍馍焦黄酥嫩，吃起来很是爽

口，大家都喜欢和我换着吃馍。

到学校之后，必须找个高处把

馍馍挂起来，因为，宿舍里面有老鼠，

它会偷吃我们的口粮，老鼠啃过的馍

馍吃的时候必须得掰掉它啃的那一

块儿，生怕会传染病菌。因此，大多数

人就在头顶的床板上钉个钉子，用它

把馍袋挂上。就这样，我们的馍馍算

是相对比较安全了。其实，那时候的

老鼠也非常厉害，晚自习后等我们回

去，洗漱完毕，宿舍里面灯也关了，上

床睡下之后，这时候，老鼠们便纷纷

出动，从我们的被子上爬过，然后，对

着馍馍兜子冲刺“跳跃”，仿佛跳高运

动员。刚躺下，我们还没入睡，还会赶

一赶上床的老鼠，可等我们入睡之

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偶尔

就会发现被老鼠弄破了布兜子，或者

有馍馍被老鼠“祸害”过了，生气至

极，但也实在没有办法。

很多亲戚见了我总会这么说：

你要考不上大学，你都对不起你妈每

周给你烙的馍。这句话也成为鼓舞我

进步的动力。那些垒起来都能有两架

子车的锅盔馍馍是我求学路上最硬

核的精神支撑！

那一年高考败北，让我很是沮

丧，但这种懊悔的程度也抵不过对母

亲辛苦的惭愧，这种懊悔一直挂在我

的心头，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至今

吃饭见到锅盔馍馍，总会让我想起自

己的求学时光，总会想起母亲在厨房

里的烟熏火燎。

几年高中时光，就是被母亲烙

的馍馍陪伴着走过，锅盔这种关中

美味，永远停泊在我心里最柔软的

地方。如今，母亲已经老迈，她再也

烙不出那种鲜香可口的锅盔馍馍，

每次回家看到她一天天衰老，就让

我心意难平……

周秦风

艺文志

凤翔东湖素有“中国北方园林明

珠”之美誉，又由于是苏轼初仕凤翔

所疏浚，遐迩闻名。我从小就向往着

能去东湖一睹风姿，瞻拜这位历史文

化名人。

1961 年 5 月，在彪角中学读书

的我，参加了凤翔“三好学生”代表

大会。会议期间，抽空去了东湖。记

忆中，那时的湖面也不过家乡三四

个涝池那么大。几棵干枝枯柳站在

岸边，一个亭子孤零零地泡在水中

央，据说那是“会景堂”，旁边有苏轼

的“洗砚亭”遗址。湖面上漂浮着残

枝碎叶，死水微澜，空气中时而有腥

臭味飘来。湖的一边是青堂瓦舍的

苏公祠，大门紧闭，一片萧瑟景象。

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这与传说

中的东湖似乎差得太远，令人遗憾。

那些年，人们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闲

钱去修复改造景观。虽然这样，这里

依然笼罩着一代文化巨人苏轼的荣

光，熠熠生辉。

1984 年 6 月，我与市文化馆的

民俗专家李晨，一起去凤翔调查了解

群众文化开展情况。县文化馆一名同

志（现供职西安某高校的著名教授赵

丛仓），陪同我们去了东湖。他一路饶

有兴味地讲解了当年苏轼开凿东湖

的故事，以及留下的许多传说，介绍

了“苏公祠”“喜雨亭”“凌虚台”等遗

址的来历。这次看到的东湖，园内道

路略有整修，岸边“左公柳”随风飘

拂，“断桥亭”倒映湖面，水面上冒出

丛丛荷叶，几朵红花点缀其上。“苏公

祠”“一览亭”“洗砚亭”等恢复开放。

几只小舟系在靠岸处，供游人玩乐。

显然，东湖昔日模样已经大有改观，

为游客创造了游览观光的条件。我和

李晨高兴地驾起小舟在湖中逍遥了

一圈，领略了东湖的风光。

我们觉得国家还得投资恢复修

葺东湖，但负责人李文德似有难言之

隐，说一句藏半句，与他兴致勃勃为

我们介绍东湖历史的表情判若两样。

与他耐心交谈中，他才不大情愿地说

出，东湖院内驻有文化、文物、教育、

水产、园林等所属部门，这些部门各

自为政，互相掣肘，没有办法将这一

名胜古迹很好地加以保护，更谈不上

进一步整合利用这一宝贵资源，造福

凤翔。回宝鸡后，我写了一篇《东湖荡

舟记》的散文，发表在《宝鸡日报》，另

有一篇《凌虚台小记》散文，发表在河

南《知识与决策报》，意在传递一个讯

息，告诉人们东湖已经恢复开放，比

以前好得多了，值得一看，值得游玩。

与此同时，经过再三思考，我以

《凤翔东湖的管理亟待加强》为题写

了一篇报道，发表在 1984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上。内容大致是 ：

“十年动乱中，凤翔东湖的古建筑遭

到了严重破坏。近几年来，国家拨款

三十八万多元，重修了‘君子亭’、

‘春风亭’、‘会景堂’、‘来凤轩’等古

建筑，并整修道路，衬砌堤岸，栽植

花木，使这座古园林焕发了青春，成

为人们休憩、游玩的好地方。然而，

由于多头管理，这座园林保护工作

做得很差。东湖名义上由园林管理

所管理，实际上内湖却由水产工作

站管理 ；园内的古建筑‘苏公祠’则

由文化局所属的四个单位管理。园

林内乱占乱建现象很严重。更令人

惋惜的是，湖水都是从城内流来的

污水（原水源被堵，河床被占）。湖水

肮脏，腥臭难闻。古建筑‘一览亭’

下，一些群众挖坑取土，严重威胁这

一建筑的安全。”

这是当时东湖面临的真实情况。

《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一文章之后，引

起凤翔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他

们做了大量改进工作。1984年 12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陕西省凤

翔县计划委员会”的文章，题目是《将

对凤翔东湖进行全面整理》。内容称：

“你报 10月 25 日第七版刊登读者来

信，呼吁对凤翔东湖加强管理，这个

要求是正确的。为此，我委准备将原

管理机构改为‘凤翔东湖管理处’和

‘凤翔东湖文管所’，按编制配齐人

员，更好地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并

决定对凤翔东湖进行全面整修：在

园内乱占乱建的驻进单位限期退出；

在‘一览亭’下挖坑取土的立即停止，

并要夯土加固；引凤凰泉清水注入

东湖，把城内污水排放城外。对东湖

整修所需资金，除国家投资外，鼓励

单位和个人资助。凡赞助数额较大

者，可书名立碑，记载表扬。”

此后，凤翔县按照上述回复对

东湖管理机构作了调整和加强，明确

了管理职能，逐步加大投入，有计划

有步骤分期实施，使东湖面貌大为改

观。1985年重修素有盛名的东大门，

恢复绘有“东湖八景”的山门牌坊。重

新恢复修建“聚览亭”“沧浪桥”，对

“春风亭”“断桥亭”“喜雨亭”“凌虚

台”“望苏亭”等古建逐步装饰更新。

新建“东湖碑林”，收集展出苏轼在凤

翔时的书画遗作以及诗词歌赋，增加

东湖的文化魅力。疏浚外湖面积，使

湖面扩大到 57600 多平方米，亭台楼

阁等景点恢复发展到 30多处。湖内

种植莲花，岸边增栽柳树，整修拓宽

路面。1990 年和 2002 年，凤翔举办

了两次全国性苏轼文化研讨会，纪念

这位文化大师，弘扬苏轼文化，使东

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6年，在北

门建起占地 3000 平方米的苏轼文化

休闲广场。2008 年，东湖被陕西省

批准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之真正

成为绽放在关中大地乃至北方园林

中熠熠闪光的一颗明珠，成为纪念和

发扬苏轼文化的重要场所。尤其是

2018 年修建起东湖南门广场以及相

应的系列建筑，美轮美奂，气势恢宏，

苏轼高大伟岸的雕像儒雅潇洒，器宇

轩昂，巍然挺立，眺望南山，似在告知

天下，今日之东湖旧貌换新颜，婀娜

多姿，妩媚动人，湖内桥、亭、堂、榭一

应俱全，而且布局完整，精巧雅致。东

湖成为一处集历史、风景、文物、建筑、

艺术于一身的北方历史性园林而熠

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