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回望汉江

回望汉江
在炽烈的骄阳中
隔着秦岭的葱葱茏茏
我看到郁郁的勃发之中
你清凉却激情澎湃地奔涌

回望汉江
在盈枝的硕果中
隔着秦岭的万紫千红
我看到亮丽的田野之中
你纯净却五彩斑斓地舞动

回望汉江
在纷飞的雪花中
隔着秦岭的冰封霜冻
我看到漫漫的枯落之中
你寂然却明澈碧绿地沉静

回望汉江
在复苏的林木中
隔着秦岭的莺歌雀鸣
我看到融融的欢噪之中
你缠绵却轻快嘹亮地歌唱
汉江呀
你以你的孤寂陪伴过我的沉默
你以你的清波涤荡过我的落寞
汉江呀
你恒久的纯净让我内心纯净
你不懈的跋涉让我坚定前行
汉江呀
四季更替，你从未将我抛弃
日里夜里，你从未将我远离
你已成为我的故乡
时时将我魂魄牵系
汉江呀
我已成为你水波中的一条鱼
我畅游在你的澄澈里
你流淌在我的血脉里

瀛湖

就那么默默地，默默地
沉寂在群山间
峰岭连绵，树木成片
这不变的景致

不知延续了多少年
风来，拂起层层漪涟
雨来，隐入水中不见
平静的湖面，感觉不到岁月的流转
柳绿花红在崖畔
野草枯了绿了在岸边
天空上白云徘徊缱绻
这一切的一切，都和湖无关
无论春夏秋冬变幻
无论风和日丽、狂风闪电
湖只映着，自己的那片蓝
也曾渴望奔腾
像宏阔的江河一往无前
也曾梦想欢唱
纵情高歌吼出气象万千
无论是雨是雾还是汪洋大海
都是水的存在、水的呈现
是湖，不要在雨雾前骄傲
不要在海洋前自惭
只需以自己的润泽滋养草木山川
是湖，就守着纯净简单
细细将心思沉淀
和山一起酣眠，和树永久相伴
万物的生长都须依着自然

鹰嘴崖

高耸的长空，是翅羽的期盼
沸腾的云海，是灵魂的召唤
鹰一次次向长空冲刺
无论酷暑或严寒
鹰一次次翱翔于云海
把整个世界俯瞰
也许，鹰的翅羽日渐凌乱
腾飞的梦想，怎敌生命的有限
也许，阵阵恶风把鹰摧残
蓬勃的斗志，怎奈沙尘的弥漫
一次次筋疲力尽，从高空落在危岩
一次次振翅腾飞，像霹雳又像闪电
历经亿万年，已不见那身影矫健
烈烈的狂风，将高亢的鸣叫吹散
是鹰，就要搏击蓝天
是鹰，就要高歌盘旋
那向天的姿势，化为岩石也不改变
坚硬的鸟喙，啄破沧海桑田
耸立的崖顶，鹰的影子仍不时显现
在蓝天之下，在高山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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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
桥。 不知近水花先发， 疑是经春雪未
销。”隆冬时节，雪花漫天、百花肃杀，梅
花却迎着冰雪，悄然开放了。“春为一岁
首，梅占百花魁”，二十四番花信风中，
梅花是“东风第一枝”。

赏梅
梅是中国的特产，最早是被当作果

树栽培，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梅
因可食被先民认知，当醋用来调味。《尚
书·说命》中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关于梅花的文字记载 ， 可以追溯到
7000 年前。 梅是花中寿王，其树可活千
年以上。 有的树心已成空洞，仍能孕蕾
展花，所谓“梅活一线”。如今，华夏大地
除“唐梅”“宋梅”之外，1700 多岁的“晋
梅”仍然挺立在湖北黄梅县，铁枝铜干，
每年花开满树。 可以说，古老的梅花见
证着华夏民族的诞生、兴旺与繁荣。 在
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们食梅、植梅、用
梅，进而艺梅、器梅、颂梅，由梅品而人
品，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而又独具一格
的梅文化。梅花的实用之功使人们亲近
梅花， 其风韵之美使人们喜爱梅花，其
铁骨铮铮、满身清气、傲视风雪、高洁吉
祥的品质，更使人们感悟到其蕴涵深厚
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意韵。

梅花，蔷薇科李属。 梅花性耐寒喜
暖，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西南一带地
区，有四个次中心：即川东、鄂西山区；
鄂东南、赣东北、皖浙山区；两广、赣南
山区和闽、台北区。 也由于梅花的喜暖
性，各地的花期悬殊甚大 ,如海口在十
二月，青岛北京三到四月，受温度影响，
经常也可以看到“二度梅”。在对梅花长
期的欣赏过程中， 古人总结梅有 “四
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
成熟为贞”。 梅还有“四贵”：“贵稀不贵
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合不贵
开”。 在国人看来，梅花开有五瓣，那是
象征着“幸福、快乐、顺利、长寿、和平”，
谓之“五福”。并且，越老的梅花，越具有
观赏价值，所谓“老梅花，少牡丹”。在梅
花的欣赏上，古人常以常绿乔木或深色
建筑作背景，或以苍松作背景、修竹作
客景，梅花作主景，以此衬托梅花的玉

洁冰清。 为了强调最佳效果，古人赏梅
还有“梅花绕屋”“登楼观梅”说。 同时，
人们有意将梅花布置成梅岭、 梅峰、梅
园、梅溪、梅径、梅坞等，方便人们欣赏。
岁末寒冬，探梅赏梅成为雅事。 有时梅
花晚开，古人可以携带卧具，梅下坐候。
有时宾客可以烹茶煮酒，邀月同赏。《红
楼梦》中，宝玉冒雪访妙玉、乞红梅、依
题作诗的情节，更有醉人的诗情画意。

如今，每到春节前后，江南江北都
有赏梅寻春的习俗。传统赏梅的佳地有
西湖的灵峰、无锡的梅园、苏州的香雪
海、武汉的磨山、南京的梅花山，韶关的
梅岭等。 同时配合赏花，江南的许多城
市每年都有梅花节举办。

咏梅
自古以来，有关咏梅的诗词歌赋数

不胜数。 “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 江
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晋代的陆凯在
荆州时， 曾托邮差转寄一支早春的梅
花，给他在长安的挚友范晔，附上了这
首五言绝句 ，从此 “折梅寄友 ”成为佳
话。朱松有“且当醉倒此花前，犹胜相思
寄愁绝”；陆游有“还怜客路龙山下，未
折一枝先断肠”；苏轼有“岭北霜枝最多
思，忍寒留待使君来”等。梅花的花讯预
示着早春。宋环《梅花赋》中说：“相彼百
花，谁敢争春？独步早春，自令天下。”有
道是“梅花欢喜漫天雪”，梅与雪从来就
是如影随形。“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
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
十分春。 ”东风夜来，雪下梅香。 卢梅坡
雪中赏梅，梅下听雪，觉得“梅须逊雪三
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正是梅花之
香，使王安石有了梅雪之辨，“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脍炙人口的《梅花》诗，是王安石咏
梅的传世杰作。 而北宋处士林逋的“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
赞颂梅花的千古绝唱。 他一生隐居杭
州，不娶无子，植梅放鹤，人称“梅妻鹤
子”，其爱梅之情无人能出其右。此前白
居易寄身杭州，“三年闷闷在余杭，曾与
梅花醉几场。 ”梅花成了他荣辱浮沉的
知己。 王维他乡逢旧，“君自故乡来，应
知故乡事。 来日欹窗前，寒梅著花未？ ”

梅花成了他思乡的头等挂牵。 “寻常一
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杜耒寒夜
宴客，以茶当酒，清雅沁心。 同是会友，
苏轼却另有一番猜度：“梅花开尽白花
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
要看细雨熟黄梅。 ”人生有别，境遇不
同，同对梅花，感受各异。 在常思北伐，
“醉里挑灯看剑” 的辛弃疾眼里， 梅花
“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而“年年雪
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
满眼清泪”的，却只有人生跌宕、情恨悠
悠的李清照了。 欧阳修的“穷冬万木立
枯死，玉艳独发凌清寒，鲜妍皎如镜里
面，绰约对若风中仙。”既赞美梅花傲雪
坚毅的品格，又写出梅花如仙随玉的形
貌。 深蕴梅花情结的陆游，一生梅诗百
首以上，其绝句以梅花自比：“何方可化
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卜算子·咏
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通过梅
花表现自己怀才不遇却百折不回的节
操，为历代人反复吟咏。

画梅
诗词歌赋以外 ，梅花的绘画几成

国粹 。 宋时梅花之书即有五部 ，范成
大之《梅谱 》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第一
部梅花专著 。 范一生赏梅 、 咏梅 、艺
梅、记梅。 姜夔曾在其梅园借住，待梅
花盛开时观梅赏梅 ， 并填词作曲 ，名
《暗香》《疏影 》，深得范赞 。 近代画家
吴昌硕曾说自己 “家传一本宋朝梅 ”，
指的是宋伯仁的《梅花谱》。 宋伯仁为
画梅花 ，广植梅树 ，早晚细观 ，低昂 、
俯仰 、远视 、近观 ，从盛到衰 ，万千形
态一一描绘 ，后精选百图 ，并配诗百
首。 由于画得“喜神”，后人谓之《梅花
喜神谱 》。 仲仁的 《华光梅谱 》是写梅
的蓝本 ，以文为梅立谱最被推崇 。 元
代的王冕画梅成癖 ， 隐居会稽九里
山，自题所居为“梅花屋”。 工画墨梅，
有时用胭脂作没骨梅 ，别具风格 。 其
《墨梅》诗曰：“我家洗砚池边树 ，个个
花开淡墨痕 ，不用人夸颜色好 ，只留
清气满乾坤。 ”清人李方膺一生爱梅，
其题画诗曰 ：“挥毫落纸墨痕新 ，几点
梅花最可人 。 愿借天风吹得远 ，家家

门巷尽成春 。 ” 明徐渭画梅不拘泥 ，
“从来不见梅花谱 ，信手拈来自有神 。
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
在中国绘画史上 ，有关梅花的佳作难
以记数。 最著名的有宋徽宗的喜鹊登
梅图 ，无名氏的梅竹禽鸟图 ，王冕的
墨梅图 ，徐禹功的雪梅图 ，吴昌硕的
梅花图等。 当代长安画派的开创者石
鲁在《雪梅图 》上题诗 “玉龙白雪一天
清”，体现其清白一生的梅花精神。 当
今画坛 ， 画梅各派更是异彩纷呈 ，蔚
成大观 。 除过绘画中的梅花 ，梅花还
可以同其他许多事物组成图案 ，如
“喜鹊登梅”“竹梅双喜 ”等 ，预示着喜
庆与吉祥 。 绘画以外 ，梅花还有许多
与之相关的音乐作品 ，如 《梅花三弄 》
等。

评梅
自苏轼“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

后，古人将“松竹梅”列为“岁寒三友”，
将“梅兰竹菊”列为“四君子”。 清雅、高
洁、 坚毅的梅花不但深得古人的推崇，
也博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喜爱。毛泽东的
《卜算子·咏梅》词，针对陆游的同题词
“反其意而用之”，既歌颂了“梅花欢喜
漫天雪”的傲然铁骨，又赞美梅花那种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尚
品格。鲁迅曾精辟地用梅花作过一个比
喻：“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
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
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
象了”。他还请人为他刻过一枚“只有梅
花是知己”的石印，抒发自己的高洁情
怀。 梅花还和中国革命有着联系。 周总
理曾住过梅园新村，陈毅曾作《梅岭三
章》， 叶剑英写有梅花诗， 江姐曾高唱
《红梅赞》。 几千年来，梅花这种迎雪吐
艳、凌寒飘香、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
神， 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险、奋
勇开拓。 梅花的品格，已逐渐凝结成中
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如今，每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季节，人们都十分钟情梅花，梅花成
了寒冬中最温情的慰藉。 人们知道，漫
长的冬天就要过去了，梅花身后，将走
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东 风 第 一 枝
陈嘉瑞

在旬阳老家，过年贴春联是件大事，临近年关，
家家户户都要购置年货，其中红纸是必备之物，然后
早早请人写春联，折叠扎好，放在屋子醒目处。 大年
三十，乡亲们清晨起床就忙开了，先是把庭院内外打
扫干净，再是把旧春联撕下，用温水洗掉残留，门窗
统统都清理，然后用糨糊把新春联贴上去，有的甚至
还把猪圈、牛圈、鸡圈也要贴上“六畜兴旺”“肥猪满
圈”“鸡鸭成群”等条幅。 屋里屋外，一下子变成红彤
彤的，马上有了过年的样子。 接下来燃放鞭炮，开始
团年。除夕夜，屋里炭火生得特旺，热气腾腾，大人包
饺子，小孩换新衣，这是全家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农村还没有兴起买春联，主要靠人写。记得
小时候，村上会写毛笔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姓张，
另一个姓刘。他们属于大户人家，进过学堂，教过书，
人们称其为“张先生”和“刘先生”，是村里仅有的两
个文化人。 起初，他们两个人都为乡亲们写春联，张
先生性子急，爱写错别字。 过年写春联图个吉利，一
旦错了，很难堪，也很麻烦，张先生索性丢掉毛笔，从
此不再写了。

这下苦了刘先生，每年寒假，他从学校回家就开
始写春联，其他事都做不成了。 由于他人和气，写得
好，邻村的人也找上门来请他写春联。我考上中专那
一年，到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母亲猛然想起我家的
春联还没写，她让我拿上红纸，赶快去找刘先生。 这
年父亲过世了，母亲压力大，事情多，丢三忘四情有
可原。

那晚月亮很美，柔和的微光抚慰着田野，麦苗的
嫩绿依稀可辨，路旁的树枝投下月影，还有身后的小
狗如影随形， 陪我走过寂静的山村小路来到刘家大
院。 看见院子坐满了人，屋里也站着好多人。 这些人
都是乡里乡亲，等候刘先生给他们写春联。堂屋的书
案上，中间铺着红纸，旁边放着砚台，只见刘先生挥

毫泼墨，奋笔疾书，那种专注的神情和深厚的功力，令人赞叹不已。我悄悄退出
屋外排队，乡亲们你一言他一语地和我闲聊，有的说我考上学，为村上争了光；
有的说我考上“秀才”，却不会写字，如果我能写字，刘先生就轻松了。听到这些
话，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感觉不好意思，并暗下决心学写毛笔字。

我买了本字帖，先从最基本的“点横竖撇拉”练起，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坚
持练习一小时。没想到毛笔字很难写，练了一年时间，竟然写不好字，更不用说
写对联了。 1984 年春节即将来临，我也放假回家，试着学写对联，结果不是字
体大小不一，就是字行歪歪扭扭，真是丑媳妇难见公婆，我决定还是去请刘先
生写春联。 母亲鼓励我大胆写，说是自家看，不怕丑。 于是那年我家的大门小
门，猪圈牛圈，都贴上了我写的毛笔字。

又练了一年，字写得有点模样了，放到对联上去也比较顺眼了。 我就把桌
子搬到院坝去写，并将写好的对联放在院子的地面上，用石片压住晾晒。 张先
生背着双手走过来，站在那里观看，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这时，住在来家
垭的七八户人家，都来请我写春联，包括张先生家。第三年后，村子里找我写春
联的人越来越多，一写就是好多天。

参加工作后，放假迟，时间紧。我就早早“开工”，摆好桌椅，备好笔墨，来者
不拒，笑脸相迎，白天写，晚上写，往往要写到腊月三十上午十二点多才收工。

又是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母亲对我说，今年就不写对联了吧，离过年没
几天了，帮家里做些活吧。 我懂得母亲的意思，那时母亲有病，哥嫂当家，家里
缺少劳力，都盼我回来能搭把手。 可是乡亲们等我回来给他们写春联，怎能说
不写就不写了呢？ 加之我常年在外工作，没有给乡亲们做过什么，假期正好是
给他们做事的好机会呀！我决定春联还是要写，只是改变方式，不在家里写，逐
户上门去写，以免来的人多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于是我带着新买的毛笔，提着大瓶墨水，挨家挨户上门写春联。 老家的父
老乡亲朴实厚道，热情好客，不论走到谁家，都会给我端上一碗香喷喷的荷包
蛋，每碗都有四个，吃一家还可以，吃第二家就有点撑了，吃第三家实在吃不下
了。但是乡亲的心意都在荷包蛋里，如果不吃的话，他们不会同意，我的心里也
过意不去。没办法，我就建议他们每次打两个荷包蛋，但是最多只能吃四家，再
多又吃不下了。 最后我又不得不改变方式，每个院落选定一家集中来写，这样
既节省时间，又避免肚皮产生意见。

母亲去世后，我回家少了，过年回去也只是为父母上坟，停留的时间短，写
春联的事情渐渐淡忘了。所好的是村上后来又出了会写毛笔字的人，据说他写
得比我好。再后来乡村兴起买春联，简单省事，质量又好。尽管曾经为乡亲们写
春联的日子已成过往，但是那浓浓的年味和深厚的乡情永留心间，至今令人难
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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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 安康（组诗）

张斌峰

蜡烛山位于岚皋县城关镇蜡烛山
村，距安康市区五十多公里，海拔 1552
米。 第一险峰称做“一蜡”,紧随其后的
第二险峰称为“二蜡”,两座山就像一对
蜡烛一样巍然屹立在岚河之畔。

蜡烛山两峰对峙 、 上凌霄汉 、下
扼岚水 ，被来往人们所注目 ，晨曦时
分 ，东际泛白 ，烛峰以它伟岸身躯先
得阳光赏赐 ，傍晚 ，太阳西下 ，万籁俱
寂 ， 那高高的烛峰在夕阳斜照下 ，还
闪耀着余辉。

据攀登过蜡烛山的人说 ，山路陡
峭险峻 ，山顶风景绝佳 ，但一般人因
体力 、装备 、经验不足无法登顶欣赏
这奇美的风景。 关于蜡烛山在岚皋的
民间流传有很多传说 ， 据老辈人讲 ，
因两座擎天山峰高耸入云 ，状如两根
万古不灭的蜡烛而得名 。 传说 “岚皋
县衙朝北开 ”， 当时巴山官民励精图
治，广种“漆麻耳倍 ”，护佑山灵 ，富庶
百姓 ，爱民之心感动上天 ，遂降下两
座形似蜡烛的山峰作为嘉奖 ，一则表

示褒扬 ，二则遏制水患 ，至此岚河境
内物华天宝，万民安顺。

我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户外运动
爱好者，节假日经常有组织的打卡安康
境内外的大小山川，春季追花，夏季戏
水，秋季赏叶，冬季玩雪。一年四季在大
自然中磨炼意志，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寻找快乐。

蜡烛山也是安康户外每年必登的
经典户外线路， 按照户外等级划分，蜡
烛山应该属于中等，距离不算远，但拔
高强度大， 我之前曾随户外群去过两
次，第一次是十年前，那时车路只通蜡
烛山下岚河边， 上山要经过蜡烛村，走
很远的路才能到山根，然后从山根再往
上徒步，由于走的人很少，山高坡陡，往
往需要队友拉绳索互相攀爬才能安全
行走，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下山崖，非
常危险。考虑到队友很多是第一次上蜡
烛山， 我们选择了比较平缓的二蜡烛
山。

第一次艰难的爬山，往返用了整整

八个小时，由于是个阴天，山顶雾大，也
没看清什么，在山顶匆匆忙忙吃了自备
简餐，稍作休整便下山了，个个都像落
魄的乞丐，双腿疲劳到了极限，双脚已
经不听使唤，幸亏山下农家乐已为我们
准备了充足的热水和丰盛的晚餐，让大
家恢复了元气。

第二次去蜡烛山已有五年，那次我
们去的是一蜡烛山，公路已经修到蜡烛
山村山根， 徒步往返要少走四公里，大
大节省了体力。 我们组织去了二十人，
报名时就强调要求有经验的身体素质
较好的队友， 车子直接开到山根下，便
整装出发，虽然一直拔高上坡，但大家
兴致高涨，被原始森林的各种奇花异草
和高大树木所吸引，偶尔还看到不知名
的野生动物，甚是欣喜。走走歇歇，快十
二点登顶，这时刚好云开雾散，大家异
常兴奋。 山顶是尖尖的一块巨石，还有
一些小树，果然像蜡烛上的火苗，微风
吹过，火苗闪动，栩栩如生，怪不得叫蜡
烛山呢。 站在山顶，放眼遥望岚皋县城

依稀可见，瞩目岚河公路蜿蜒，对面莲
花山隔河对峙， 后面二蜡烛山手足相
伴。 真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种感觉只有登上山顶的人，才能领略
到其中的乐趣。

今年听说岚皋县准备开发建设蜡
烛山风景区，是县级生态旅游总体规划
一级开发区， 目前登山阶梯已经修好。
我们又组织了第三次登蜡烛山活动,有
三十五人参加。目前蜡烛山景区建设还
尚未完全竣工，但所有道路台阶、护栏、
山顶石亭已经建好，能够正常通行。 下
车在停车场即可登上台阶，这么快能够
走上旅游线路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的，大家一路走一路拍照，走得很轻松，
不知不觉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山顶。

烛山山顶过去难以立足的地方现
在建设了观景亭， 可以容纳五十余人，
这里可以观景拍照，避雨休息，现在一
般人都可以实现登上蜡烛山顶欣赏美
景的夙愿了。

三 登 蜡 烛 山
汉滨 汪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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