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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星
刘存嘉 三年级 4 班

梦里，我去摘星星
一颗，两颗……
我把它们串成项链
送给我失散多年的
月亮兄弟

书籍
余子健 二年级 3 班

书籍，像大海

无边无际
一个个字
是一艘艘小船
读着读着
我就长大了

字典
王圣隽 二年级 3 班

字典是一名
出色的老师
他不用戒尺
也从不唠叨
却把我不认识的字教会了

雪花飘落下来
胡海博 二年级 3 班

雪花飘落下来
远方打仗的人说
洁白的鸽子呀
我写好了邮件
请带去我的家乡吧

桃花来信了
陈梦圆 二年级 1 班

叮咚！ 叮咚！
小兔子连忙打开门
桃花来信了
小兔子，我开花了
你就要当新娘了
快来用我装饰你的花轿
花汁晾干做你的腮红
顺着你的房前屋后
铺满我的花瓣吧
告诉你的伙伴儿
顺着溪水边栽下桃树
粉色的心情就会开遍春天

月亮妈妈
曹子奇 二年级 4 班

晚上小树睡了
树上小鸟也睡了
月亮睡不着
她在看
还有多少小孩子迷路了

大树妈妈
刘存嘉 三年级 4 班

大树妈妈个儿高
对着小鸟唱歌谣
风来了，雨来了
摇篮里的小鸟睡着了
大树妈妈个儿高
对着果儿摇啊摇
风来了，雨来了
怀里的果宝宝睡着了

风孩子
杨承羽 三年级 1 班

风孩子穿上了一双新鞋子
他就到大地的各个角落
撒欢儿去了
跑啊跑
把燥热的土地跑得软酥酥的
风孩子开心地笑了

空中家园
陈勇欣 三年级 2 班

天空是个大家园
太阳、月亮和星星
都是其中的一员
月亮时圆时缺
那是因为有人开心
有人哭泣
星星呀
听到了彩虹和小鸟的心愿
就要考试的孩子
在白云搭建的凉棚下休息着呢
地上有家园，天上也有家园

最初吸引眼球的，是我儿时迷恋的“地道
战”。 两块银灰色的巨石各有一座小楼的体积，
它们的身子浑圆如同两只巨薯，立成直愣愣的
擎天之柱，柱身连着溪水的两岸，中间夹着深
不见底的乌滩，顶上架着密如柴棚的荆棘。 当
我们用木杈顶开荆棘之门，抓住垂于两石之间
的荆条，踩着石皮上凸凹不匀的路线，小心翼
翼地钻过石门，便是另一番景象：一方平缓之
地，一泓清水两边，两军对垒，气势豪壮———左
边的雄赳赳如秦陵的兵马俑，右边的气昂昂似
广场上的阅兵方阵。

我的第一反应是目瞪口呆，第二反应是张
口结舌，第三反应是大叫一声。 当同伴听清了
我的叫声，也惊叫了一声“地道战！ ”走在前边
的另一同伴看了一眼我俩，又看一眼我们头顶
的巨石、 藏身于对岸石缝之间的炮型石纹，感
叹一声“地道战！ ”于是，我们跨过这两军对垒
的“布阵图”，匆匆向前，向前线进发。 在石之遮
挡、树之护荫间，我们时而打开手机上的手电
筒，去观赏石纹演绎的战争；时而开启手机上
的照相、视频功能，去拍摄战地遍布的石马、石
牛、石车、石人。 当我们重归“石器时代”，在这
冷兵器战役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心已完全归
于那个时代，人便穿越于古今。

继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幅敞亮的“天
浴图”。 当一块块被溪流洗净的山石，光亮亮的
亮出凝脂的玉体，在蓝天白云下、在绿叶浓荫
中，尽情尽兴地享受着日光浴，我的眼前蓦然
走出了从古至今、 众所公认的那些标志性美
女。 哦，这不是以肥为美时代的代表人物杨玉
环，正在演绎唐乐巜霓裳羽衣舞》吗？ 哦，这不
是以瘦为美的杨丽萍，正在深情献演的《孔雀
公主》吗？ 哦，是的。 她们或歌或舞，或唱或诵，
都在尽情展演着各自的才艺。 而那些不声不响
的，却用以静制动的神功，释放出她们那超人
的能量。 当躺于巨石之上的那位仰天长歌者唱
羞了太阳，我相信了美女可以“闭月羞花”；当
显形于水中的那些竞舞者舞散了山影，我坚信
了美女确能“沉鱼落雁”。 当我们静悄悄地静坐
于麻柳树下、糙石之上，以柳下惠的心态坐出
君子状，静心观赏着苍天赐予的《天浴图》，心
中只有一念：感恩天地！

进而让我身心为之一震的，是跨过乱石滩
后，猛然坦现的《出殡图》。 看那，右岸的岩石，
以其正中的黑色，活现出一副棺材，而正中的
褐色盖布是竟然是那样的凝重， 那样的形似。
与水相平的那道石缝及其沿缝长满的青苔，酷
似一条粗壮的抬杠 ，而 “杠子 ”两头分列的队

伍，不正是抬丧者、护灵者和送葬者吗？ 哦，是
的，是啊！ 你看，前边那个低头而行者，抱着灵
牌；后边那个掩面啼哭者，哭掉了手帕。 再细
看，这黑油油的黑火石灵柩，似是一个透明的
水晶棺， 里边躺着的老人显出了高高的官帽、
安详的神态。 站在溪水对岸的我，看到了父亲
出殡那个正午，挤出乌云的一缕阳光；看到了
母亲出殡的那个黎明， 山路上数不清的乡亲
……看着，看着，我们这些观赏者、拍摄者，也
成了图中人，在沉默的石上，在荡漾的水中。

这些活灵活现的奇景，隐身于凤凰山北坡
的恒口镇南月村，呈现于梅子铺西侧一条名叫
“大南沟”的溪水间。

凤凰山是地壳运动隆起的一座孤山，它让
汉江在石泉县与汉滨区之间改了道，自立于月
河与汉江之间，而汉江故道月河川道就成了安
康境内唯一的一处盆地状的米粮川。

那么，山北之水流，何以称为南沟？ 这是月
河川道、秦岭南坡人对凤凰山的称谓。 因为凤
凰山陡峭，无法耕种，只长用材林和薪炭林，故
而月河傍山而流，河北漫出大片田地，北坡布
满延绵不断的房屋。 人们开门向南，凤凰山便
被通称为南山，不同地段的山水也有了不同的
名称，大南沟、小南沟，就在汉滨区、汉阴县交
界区的那道黄龙岭旁， 流域面积十来公里，涉
及恒口镇南月村、袁家庄村和安乐社区。 其实，
这“南月村”是近年来并大村并成的，原来分别
为小南沟村、明月寺村。 我们游览的这条大南
沟，发源于凤凰山半山腰的流蜜洞，在明月寺
上游一片原始森林的深处，有一长着钟乳石和
苔藓的山洞，石上淌着汗珠般的水滴，苔藓上
流着串线的水珠， 当这些水滴和水珠流出山
洞，在洞口的阳光辉映下泛出亮光，如同流蜜
般晶莹剔透，便被采药的、打猎的和躲土匪的
好奇山民传为“流蜜洞”。 当然，此洞有这美名，
还因此水蜜甜。 甘甜的山涧细流由此而下，七
拐八弯的，竟然绕行八个山头，纳了九条溪流，
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灌溉万亩良田，滋养千户
民众，跨越袁家庄村、安乐社区，在梅子铺集镇
西头汇入月河。

我所迷恋的三幅图景，在其上游。 溪水绕
过两个山头，已呈河流之势，但因不是缓缓而
行的河流地利，而是两山夹一沟道，笔挺而行
的飞流直下，那水便将沟道的乱石一块块地冲
下来，一天天地冲刷着，久而久之，这段慢坡之
溪便布满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奇石。

你看这水潭右岸的三块巨石，是多么象形
的“天书”呀！ 在水潭的左岸，那坚硬的竖体岩

石已让水冲成了光亮的石墙，因而，每有水头
来袭、水浪来冲、水波来荡，均在此石上撞个回
头浪，以其大小不一的回力去冲击右岸。 而右
岸的页岩石，虽因其巨大而不被撼动，但其岩
层的纹路却成了水力修饰的构图，一天天的冲
击，一年年的摩擦，天长日久，便成了一道道的
波纹。 而且纹路的自上而下，形成层级，也与潭
口的石层有关。 这潭口的连体石墙，不是固若
金汤的坚石，而是从左岸坡地延伸下来的“油
饼石”，它质软，易碎，且每层只有指头厚，极易
在山洪暴发时像揭油饼般被一层层揭去。 这
样，每揭一次潭口，水潭的水位线便下降一次。
于是，水位线的波动与改变，就让右岩的页岩
石形成了一层层的书页，那巨大的天书便是溪
水在修饰巨石的长期积累中为我们创造的“文
化石”。

你看这一处白火石， 多像一道 “豆腐宴”
呀！ 周边那些大小石头，一个个蓬头垢面、龇牙
咧嘴、乱七八糟的，而水底的、亲水区和水边的
石头，却一块块细腻如豆腐块、鲜嫩似豆腐条。
这两块与水流平行的巨型豆腐块，本为一个连
体，只因中间被水切开了一米深、两米宽的距
离，便成了这个露天豆腐宴的招牌菜。 飘落其
上的一片片红叶、黄叶和一星星桂花，如是辣
椒、花椒、葱花、蒜泥和姜米，调料齐备，五味俱
全，诱惑我满口生津。 由此，我想到了那困难年
代，母亲为出嫁我大姐而做的豆腐宴。 那长方
形的白色豆腐片，经她用酱油变个色，闷成了
红艳艳的“蒸肉”，名曰“张飞耍大刀”；那方形
的豆腐块，经她用玉米粉一拌，蒸成了“肘子”；
那由豆腐渣与糠菜捏成的团子，经她用菜油一
炸，变成了“肉丸子”；那过油的豆腐泡，经她与
蒜苗混合着一炒，便成了“爆炒肉丁”……母亲
做的豆腐宴，是为传统“八大件”，八凉八热菜，
热菜中的四荤四素 ，其 “荤菜 ”全是豆腐变的
“肉”，因为色香味形俱佳，吃得乡亲无不叫好。
今天，当我在这奇石丛中发现了溪水将石材雕
刻的豆腐宴，并看到了母亲当年做出的美味佳
肴，我的目光凝滞了，我的心绪飞远了。

你看这柳树护下的巨大石堆， 多像一座
“金字塔”呀！ 这并不高大的柳树，因被洪水冲
倒、折断，树长不大，但根系却是异常发达，粗
的超过树身，细的如同发丝，它们抠于石身，扎
于石缝，密而又紧，让大小石头如石榴籽般被
紧贴一起。 那左抱右搂的树根，拥着或方或圆、
或灰或青的石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堡垒。 随
着根的延伸， 这石垒由溪流的正中延伸到两
岸。 随着两边根系的渐渐变细，边沿的石头渐

次被冲走，因而，边上的水道越来越深，中间的
石垒越发显高。 千万次水冲，千百年水流，使这
些或大或小的石头一个个身子光亮， 色泽鲜
明，永远向苍天、大地和人们呈现着笑脸。 而这
头可断、身可折而根不死的河柳，不管日月怎
么轮回，四季如何更替，始终不舍昼夜地拥抱
着她的河石，从而让这一堆河石成了坚不可摧
的命运共同体，成了大南沟的一方奇景，成了
光耀在凤凰山腰眼上的金字塔。

哦，当你看到这天书、这豆腐、这柳塔，是
否会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类的惊叹句一
串一串在脑海蹦跳？ 当我看到柳塔下方，那一
处“私塾上课”的石景，我的脑海里呈现了这样
的一幅画面：这布满山谷的石头，无论是自然
生长的还是山上滚落的， 或是水流冲来的，其
本来面目如这坡地、林间的原石一样，是毛糙
的，是粗俗的，是棱角分明的，是粘石带土的，
甚至是凶恶、丑陋的；然而，经过水的打磨，它
们由粗糙而光滑，由杂乱而规整，且因脱去尘
土而质地更加坚硬、 除却泥沙容貌焕然一新。
这一切的变化，源自于溪水的教化。

你看岩边，那一滴一滴的水滴，正为我们
解读着“滴水穿石”的奥秘；请看岩屋，那侧竖
的凹字，正为我们讲解着何谓象形文字；再看
水平线上，那形如水波的石纹，正在为我们示
范着素描、公转与平行线。 石虽无言，水亦无
语，但水却依据石的可塑性在教化着石头。 你
看这石皮的一层层蜕变，不正是趋向本质的循
道吗？ 你看这棱角的一天天圆润，不正是走向
成熟的进化吗？ 你看这由此变彼的崭新造型，
不正是脱胎换骨的洗心革面吗？ 你看这乱石丛
中的石龟、石象、石狮、石马，不正是石质异化
的人格重塑吗？ 你看这展览于太阳下、山谷中
的令人惊讶、与人私语、和人共情的奇石艺术
之林，不正是水的教化成果吗？

水从山上来，走着下坡路，是为惠及更多
的人畜与田地。 这看似降落式的运程，不仅没
有贬值，而且在多维升值。 这顺手而为、顺势
而为的 “点石成金 ”，是其水利主业之外的教
化功副业。 当其“兼职”功能为我们精心育成
了一谷美石， 我们在赞叹为师者的丰功伟绩
的同时，也要为石头的尊师从师、可教可塑而
点赞。 由此可见，大南沟这生生不息的溪流，
是无论风霜雨雪也初心不改的师魂， 而这生
机勃发的满谷奇石， 就是山石用生命书写给
老师的试卷。

石之师，是水。 水之艺，是石。 当奇石完成
了由石到艺的质变 ，我们由此看到 ：师之魂 ，
是点石成金。 我们亦由此想道：人当如石，终
生从师学艺 ，必会趋向完美 ；人当如水 ，既然
行走于世，就应让这个世界一天天变好，一点
点变美。

当我们欣赏奇石时，其实是在向水致敬。
坚硬的岩石能有如此美妙的造化， 真当感谢
这柔情之水。 在南山，因为一条溪水，我偶遇
了一沟美石，并读懂了奇石的生命密码。

农历三月廿一日，樊光春兄
72 周岁生日。 我们众兄弟为之
庆生。

学历初中毕业的樊兄光春
早年任紫阳县政府办副主任，任
内主编完成了 89 版 《紫阳县
志》，全国获奖后调入省方志办，
后又从方志学研究转入省社科
院从事宗教文化研究。

我是早知其名而不见其人，
见到他的时候已是 1991 年的盛
夏， 那年我与王官福去西安，我
在县建行贷款一万元想买一台
松下 M7 摄像机，记得西安统计
学院电教部的聂向东同行，到了
樊光春兄住处，一介绍，他一边
烧水准备泡茶， 而我口渴便嚷
道：有酒也行。 樊兄便将一瓶西
凤酒倒了两碗，我便将一碗酒一
饮而尽。 樊兄笑道：这人哪是山
城小子，分明是梁山好汉！我答：
只是大碗喝酒， 并没有大块吃
肉，大秤分金银。樊兄笑答：一会
儿便安排酒席吃肉……从此就
这样认识了。

樊兄桑梓情结浓厚，常回老
家看看，也关心家乡经济社会建
设。 2000 年，时任县委书记许恢
佩想在县城三岔路口塑一紫阳
真人像，委托我去西安联系雕塑
家前来设计，我便先去了樊兄处，他便请时任中国
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玉溪道人）题了匾额。 后因
资金等原因没有建成，而三岔路口也不时塌方，那
年又发生了“七一三”洪灾。这以后领导更换，此事
便搁下了。 2012 年后，我与黄振宙受命与樊兄去
福建省蒲田察看审建紫阳真人铜像， 紫阳在置县
500 年庆典时在文笔山太极广场上塑立起紫阳真
人铜像， 樊兄特邀了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
继禹在庆典上致辞。

这以后， 县委县政府又请樊光春教授踏勘文
笔山，规划建设了悟真观，宫观开光庆典，樊兄请
来了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为紫阳祈愿祝
福。他还与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协商，确定
将第四次道教生态教育论坛在紫阳举行。 樊光春
教授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绿色生态道观”并举行教
育论坛，这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并派专员专题采
访了樊光春先生。 2014 年 4 月 7 日，世界宗教与
环境保护基金会、荷兰渊谷基金向紫阳颁发了“世
界绿色历史名城”证书。 2017 年 4 月，樊光春邀请
国内著名宗教文化学者来紫阳主持了 《中国道教
史》教材编修工作座谈会。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
儒教研究室主任卢国龙先生来紫阳后说： 我们是
在纸张上研究道学， 而光春兄是把道学建在家乡
的土地上。其实，他也是著述颇丰的国内外知名的
宗教文化学者，还受县政协委托编著了《紫阳县令
小传》。这些年，他除了参与家乡建设，也遍访世界
各地，广泛进行文化交流，并在东南亚讲授中华传
统文化， 也与紫阳籍另一宗教学者李大华先后在
美国哈佛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宣读
了宗教研究学术论文。

生日的头一天，中央电视台 10 频道黄金时间
播出了樊光春的采访专题《跟着书本去旅行》。

生日宴上， 我们
按中国传统分吃了他
的长寿面， 也按时下
流行的仪式吃蛋糕齐
唱生日歌， 我也举觞
祝福老兄吉祥止止 ，
福寿绵绵。

南 山 石
市直 李焕龙

莺歌儿本指黄鹂鸟， 因其叫声悠扬婉转像好
听的歌声， 就把黄鹂叫莺歌儿。 有成语 “莺歌燕
语”，我这里说的莺歌儿不是会“鸣翠柳”黄鹂鸟，
而是梧桐树结的果实， 为什么家乡人把它叫莺歌
儿，还真是个谜。

我们家乡把梧桐树叫青桐树，有别于油桐树、
毛桐树和法国梧桐树， 它长得高大疏朗， 通体青
翠，树皮光滑细腻，叶子像蒲扇那么大，给人高端
大气的感觉，中国民间有俗语“家有梧桐树，招来
金凤凰”，梧桐是用来形容朝气蓬勃、风流倜傥、人
中翘楚的青春美少年的。 唐代著名诗人虞世南有
诗“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
秋风。 ”他咏的是蝉，蝉从高大疏朗的梧桐树上将
声音传得更远，形容人只要志向远大、品德高尚、
能力超群，自然声名远播。

我很多年都不知道在家乡习以为常的青桐树
就是民间传说和文人笔下的梧桐树， 我们把梧桐
树叶叫馍馍叶， 无论是夏天的青叶还是秋冬落下
的黄叶，铺在蒸笼底蒸馍，都有一种特别的清香。

梧桐的果实长在一个像鸽子又像小船还像古
人饮酒用的金樽般的金黄透亮的物件上， 两颗有
玉米粒大、外表起皱、颜色黑黄的“莺歌儿”，分别
长在“鸽子”的两翼。我们小时候到深秋，捡馍馍叶
是任务，捡“莺歌儿”是自己实落了。把“莺歌儿”用
牙咬或用小石头砸开硬壳， 里面有颗绿豆大小白
色的仁儿，很好吃，如果大人耐得了性子，把莺歌
儿放柴锅里炒熟，味道更香。

那时候院子青桐树很多， 但最大两颗都在庄
园下汉江河的坎边，西面那树是大妈家的，东边那
树是段婆家的，树主干都比水桶粗，直溜溜的有四
五米高，树本身就高，又长在高坎之上，显得更加
高大，威风凛凛，树大，叶子也大，“莺歌儿”更充实
饱满，我们捡馍馍叶、捡“莺歌儿”最爱到这两棵大
树下去。

每年过了霜降， 青桐树上的馍馍叶和莺歌儿
慢慢变得金黄，柿子也成熟了，有善爬树的，爬上
大树枝杈，拉上一个横杆固定好，然后将一串串金
黄的柿子吊在横杆上，金黄与青翠交相辉映，整个
庄院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每当秋风骤起，“莺歌儿” 和着硕大的梧桐叶
漫天飞舞，成熟是柿饼串像漂亮的玛瑙参差起伏，
把高大的梧桐树打扮得如古代翩翩起舞的少年，
那空中自由自在的“莺歌儿”，分明在唱着亘古不
变的欢歌。

莺歌儿
市直 陈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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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一
那天早晨的阳光
被迷离成两岸
左岸有明清时代的梯田
右岸有现代的客家馆藏
在逶迤的秦岭、巴山
在吴家花屋和冯家堡子
我们朗诵着族谱和家训
悠远而嘹亮的民歌
拉近了旖旎的时光
我别着千万朵白云般的徽章
把一些感慨洒满蓝天白云之下
领略到没有遮拦的芬芳

二
这不仅仅是土著吴氏的故乡
我想知道太阳的脸有多红
如果让我再作一次大汗淋漓之旅
我会在稻花飘香时节舞蹈或歌唱
移民生态博物馆藏的奇石瓦当
怎能抹去白云一样的沧桑
客家文化，弥漫久远
也拉长了生生不息的千年梦想

三
当第一缕阳光把大地唤醒
当雄鸡报晓，当列车启鸣
激昂的、粗犷的声音
从山的那边传来，响彻云汉
鸟儿也激动地飞起来了

凤堰的人们在每天的朝阳之下
从这里穿越四海五湖
我有时漫步纵横阡陌
农耕文化和新时代的碰撞
把房屋打扮成游客温馨的港湾
把醇酿、山珍野味和陕南美食
在频频举杯之间
作一次次虔诚地祝福
粗犷的汉子对酒当歌
美丽的姑娘总嫌栈道摇摇晃晃

四
不需要谱曲，也不需要化妆
这些景致宛如秋水绵长
也如汉江东去的缥缈时光
那些大规模的迁徙
载着原始的图腾带着回归的夙愿
把石头、瓦当、古堡和木屋
也把春夏秋冬打造成温暖的万亩梯田
稻花飘香时节
硕果盈枝把我们喊出家门
农事体验和度假观光
游人如织，渲染了村庄

五
我再一次走进你的心房
把农耕时代的文化之旅
把这些天然山水国画
含蓄在弹指挥手间
洞穿二百余载的历史画廊
古典淳朴的民风
从这个窗口慢慢打开
从硒元素中读懂了你的今生
从汉剧中走向远方
我走遍海角天涯
总把这里当成故乡

凤堰梯田
汉阴 黄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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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本刊特选发汉滨
区红旗小学池上诗社儿童诗歌， 祝愿全市儿
童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