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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故事好看故事

行走在路上
□刘艳丽

梳理时间的日子
有甜甜的忙碌周始

心间总惦记着那份追忆
把天鹅的羽毛留白

他人焦虑着眼前的结果
有人不在乎有多少过往的深刻

伸出安慰的手
守护那样纯真的童稚

视界的初衷带上铃铛的谣曲
咿呀使美好的灵魂荡漾

漂泊得越遥远
越惦念专注过的时光
亲近征程上的人们

浇灌着古老华夏的图文
不负韶光溢彩

倾听你鸿蒙叙说
行走在路上

盘古门开数智的情理
在仰韶的花瓣间绽放芬芳

中原好
□杜洪连

中原好
最好三门峡

虢国玉璋不足论
庙底尖瓶堪可夸

宝苑听鸣蛙
中原忆

最忆三门峡
湿地清河出平湖
函关古道入深崖

向来起兵家
中原忆

再忆三门峡
同襄国字留摄事
共话虹峡西园茶

伴鹄赞中华

溜 秋 ，即 人 们 在 秋 季 结 队 外 出 的 一 种“ 捡 拾 ”行
为。溜秋队伍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或老人为主，即使
有小孩儿一道也是图个乐子玩耍。大家很守规矩，只
在主人收获过的地里或园子里捡拾，从不涉足未收获
的庄稼地或果园。

溜秋出发前的早餐，“滚水泡馍”是标配。把水烧
开，掰馍成块或切馍成片，撒些盐、葱花或芫荽，调一勺
辣椒油，将沸腾的开水往碗里一浇——那色香味儿“绝
了”！

一次，我跟随大人到邻村去溜红薯。别人都是半
跪式刨挖，小钉耙一次一拃宽，不使蛮力、不抢节拍，不
一会儿就能收获一个红薯。我爱惜自己的裤子，只好
弯腰弓背，十分钟都无收获，且累得够呛……回家后受
尽冷嘲热讽。又一个周末，我请求父亲去溜秋。父亲
不肯，说人家都是小媳妇下地拾点东西，咱大男人去
了，人家还捡啥？我却坚持要去，父亲只好答应陪我一
起溜秋。

小 伙 伴 们 早 都 出 发 了 ，父 亲 却 说 磨 刀 不 误 砍 柴
工。父亲用粗铁丝制作成耙状，然后两两相交，这样一
个“十”字铁丝耙便诞生了，铁丝耙的收拢面积接近一
平方米。当父亲把这个“核武器”扛上肩膀时，我的脑
海里便有了收获的画面。

称这个工具为“核武器”一点不夸张，进了收过的

红薯地，不用弯腰、不用轮耙，甚至单手一提一插便能
收获一大片。即使土里再小的红薯也被插着带了出
来。有人高声叫好，于是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者。那一
次我们收获颇丰，因此早早地就收工了。

很快，人们制作出了各种溜秋“武器”，地里的红薯
和花生很难找了。这时，我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愿参
与溜秋。

转眼第二年秋季到来，周末放假我仍然跟着大人
下沟爬坡刨红薯、拾花生。之所以还能有收获，据说是
大人们故意收得“毛糙”，好让小孩子“有事做”。

有一天，父亲回来问：“厢房里的几袋花生卖了？”
“卖了，一斤比去年多给几分钱。”母亲说。
“吊在梁上的那一包呢？”父亲有些愠色。
“也卖了。还藏得怪能哩，吊得那么高。”母亲说。
“哎呀 ，那 是 我 精 挑 细 选 的 花 生 种 子 ！”父 亲 直

跺 脚 。
母亲知道捅娄子了，但嘴很硬，说：“你都是能人

哩，明个儿去沙坡地里溜一圈，种子不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做了两碗滚水泡馍，喊我起床吃

饭，跟他去溜花生。我挎上小竹篮带着小钉耙，父亲肩
上搭着一条麻袋、手上提着一把钢锨。那麻袋竖起来
可比我高多了，和小伙伴捉迷藏时我钻过，里边麦子味
儿特浓。

我们去的是庙底村，这个村靠近黄河全是沙地，花
生“落花”后须子钻沙很轻松，沙土里生长的花生品质
上乘。

我跪在收获过的花生地里一耙一耙地刨，偶有收
获，但大多仁儿都坏了，只好扔掉。父亲提着钢锨在荆
条林里转来转去，我担心他这样瞎转不知啥时候才能
弄满那条大麻袋。

“ 找 到 一 个 。”父 亲 兴 奋 地 叫 道 。 我 好 奇 地 跑 上
前。他指着一个胳膊粗的黑洞说：“我估计至少能装满
四分之一麻袋。”见我不明白，父亲说这是一个老鼠洞，
能挖出花生来。我半信半疑，坐到一旁看父亲“挖宝”。

向下挖一米多深后窟窿眼儿消失了。父亲下到坑
内东看看西望望，甚至抓起沙土闻。然后选准一个方
向，结果用钢锨没戳几下，就听到“哗啦”一声，前方露
出一个小窑。哇，好多的花生！这些花生干干净净长
短粗细一个样，我们掏了一把又一把。

这边掏完了就换地方，父亲拿钢锨往拐角处戳几
锨——便又有了新收获。直到确认掏完了，起获的花生
恰好装了麻袋的四分之一。父亲把坑埋好，又把几株“受
牵连”的荆条栽植妥当。我也不在地里刨了，开始寻觅老
鼠洞，只要看到窟窿眼儿，便撅起屁股一阵乱刨。

“你这白费劲儿。”父亲说，“不是所有的洞里都有
老鼠偷来的花生。干这事有绝招哩，你爷爷教过我。”

父亲说：“只有‘竖井’洞里才有花生，特别是那种
窟窿眼磨得溜光的，说明老鼠偷了不少好东西。”

在野地里“战斗”几个小时后，那条麻袋满得扎口
都困难，里边不光有花生，还有豆子和栗子。

凯旋时，父亲扛着麻袋走在前边，我扛着钢锨紧跟
在后，小胸脯挺得老高，感觉自己是打了胜仗的将军。

大黄河，从青藏高原出发，越过黄土高原，穿过晋
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在豫晋陕交界处转了一个大弯，
向东流去。来到这个古城身旁，它放慢了脚步，缓缓地
绕了个半圆，把这个城市抱在怀里，像母亲一样，给儿
女们留下了无尽的亲情和温馨。

这个城市叫三门峡，是古陕州所在。黄河转弯处，
有两条支流注入，一条叫青龙涧河，一条叫苍龙涧河。
这两条“龙河”，尾巴摆在远远的崤山里，龙头伸到黄河
边，画出了一幅双龙戏水图。

三河相交处，留下了一片大大的湿地。这块湿地，
东邻华北平原，西接黄土高原，北隔黄河可见中条山峰
峦叠嶂，南望崤山群峰耸立，是豫晋陕三省的交界地。
湿地主要包括三门峡库区湿地和小浪底水库湿地。在
这里，河流与滩涂相接，台地与高原相连，是典型的内
陆河流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独特，生态景观
丰富。

这片两万多公顷的湿地演绎着百万年的风雨变
幻，展示着千姿百态的别样风韵，美丽的生态天使白天
鹅演奏出一曲曲生命的歌，更有说不尽的古老文化。

湿地的故事从北岸距今约 200 万年前的西侯度文
化遗址开始。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西侯度文化时期，这
里有草原、沼泽、湖泊、山地、平原和峡谷。草原与森林
共生，平原与湖泊相依，沼泽和黄土依偎。鸵鸟、长鼻
三趾马、披毛犀等各种草原动物与李氏猪、中国野牛、
剑齿象等各种森林动物出没，植被丰富，草木繁盛，四
季分明。考古学家称这种环境为“草原湿地环境”。

湿地中心有两个湖，一大一小，也是两条“龙河”的
头，皆因河而名。大的叫青龙湖，小的叫苍龙湖。每
年，从初冬开始，这两个湖里有一万多只白天鹅在这里
栖息越冬。三门峡人就把它们叫作“天鹅湖”。

天鹅湖与黄河之间的夹角是一块三角形的台地，
台地后边有庙底沟遗址，以此命名的庙底沟文化，距今
6000 年左右。考古证明，这个时期，气温升高，气候变
暖，促进了我国农耕文明的成熟。那时，先民们已经开
始耕种以粟、黍、稻等为主的各种粮食作物，开始饲养
以猪、狗、牛为主的牲畜，开始培育桃、杏、梨、柿、枣等
各种水果，并且已经学会种植芥菜、白菜等各种蔬菜。
粮、肉、果、蔬养育了庙底沟人，也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庙
底沟文化。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看，不仅有各种用于农
业的石斧、石铲、石镰等，也有用于渔猎的网坠、鱼钩
等。出土彩陶上描绘的花瓣纹、鱼纹、鸟纹证明这里曾
经是一派万物竞生、鲜花盛开、水陆共生的生态美景。
先民们砺石泥陶，农耕渔猎，点亮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
曙光。

庙底沟遗址的前方有迎祥阁。传说，是当年汉文
帝在此拜谒河上公的地方。河上公，西汉隐士，汉文帝
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是中国第一个解释《道德经》的

“仙人”。历史上《道德经》注者如云，其中影响最大、流
传最广、最古老的是由河上公作注的《道德真经注》（又
名《河上公章句》）。传说，当年汉文帝为了寻求治国之
道，听说这里的河上公独释《道德经》，对经国济世有独
到见解，于是慕名而来，向他求教治国之道。河上公以

《道德经》之义，给汉文帝讲述了一番治国经世之道。
汉文帝如拨云见天，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河上公真乃

“仙人”矣！
迎祥阁下有两座小土山，一座叫周公岛，一座叫召

公岛，是西周初年周召分陕而治的旧址。西周成王时
期，因成王年幼，他的两个叔叔便以陕州为界，分而治
之，辅佐成王。周公治东方，以洛阳为中心；召公治西
方，以长安为中心。周召二公，兄弟同心，分陕而治，使
得这时的西周度过了动乱时期，也为周成王的江山稳
定奠定了基础。这里还留下了一块我国至今发现最早
的分界石，今天的“陕西”也由此而得名。据说当年召
公在这里微服私访，体恤民情，为了不扰百姓，在一棵
甘棠树下办公休息。百姓为纪念召公而咏吟的《诗经·
召南·甘棠》流传至今：“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
憩。”这里，还有一座召公祠，也是为纪念召公而建，现
名甘棠苑，内有甘棠树，虽已不是当年那棵，但一树三
千年，记下的是召公廉政的美德。

天鹅湖的旁边，有一座古城遗址，为汉武帝元鼎四
年（公元前 113 年）所建，是汉武帝实行郡县制时建置的
古县遗址。古城西、北有黄河，东、南有双龙河，北望中
条，南看崤山，清水环城，青山怀抱，是真正的“四面环
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后来因兴建三门峡黄河
水利工程，城墙被拆，城池仍在。废弃后的古城被建成
一座城市公园。如今，古城遗址上，古树参天，绿茵如
毯，鸟飞花开，成了三门峡市民休憩游乐的天堂。遗址
上留下了汉代的夯土城墙、唐代上官仪与上官婉儿家

族居住的上官巷、唐代建的宝轮寺塔、明代石牌坊和城
门遗迹等，比比如旧，俯仰可见，记载着这座古城的历
史，也生长着城市呼吸吐纳的新鲜空气。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兴
建，在“望三门，三门开”的吟诵声中，从“黄河之水天上
来”到“黄河之水手中来”的凯歌声中，三门峡成了一座
新兴的工业城市。而步入新时代后，追随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伴随着工业的转型升
级，三门峡开始了从资源型工业城市向文化生态型城
市的转变，黄河三门峡湿地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河三门峡水库从单一的蓄水，变成了可以调控排沙
的蓄清排浑，每到蓄水季节，这里碧波荡漾，船行柳梢，
恰似北方的江南；庙底沟遗址上建起了考古遗址公园，
种植了各种植物，6000 多年前的文化废墟上，一派生
机；迎祥阁周围变成了牡丹苑，每逢春日各色牡丹姹紫
嫣红，竞相斗艳；陕州古城里树木参天，绿荫遮日，一个
个古文化遗迹修旧如初，焕发着青春；天鹅湖畔天蓝水
清，以白天鹅为主的各种鸟类，成了这个城市冬日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正像一位诗人吟诵的那样：“平湖一派
舞翩跹，溢墨流霜分外妍。翅动周天寒彻透，波开四野
静回旋。”

1400 多年前，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天下
之 多 者 水 也 ，浮 天 载 地 ，高 下 无 所 不 至 ，万 物 无 所 不
润。”呼吸天地之灵气，阅读千年之华卷，在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旁边，有这样一块湿地，是黄河之幸，更是黄河
儿女之福。

面对美丽的三门峡，诗人舒婷赞叹道：“白天鹅落
脚的地方，是我们心中光明的河。”相信黄河三门峡、美
丽天鹅城的未来篇章将更加辉煌，正如诗人郭小川向
往的那样：“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啊，中华民族的摇篮，于
今换上新装，朝向社会主义的新市面……”

春华秋实，硕果飘香，每年深秋或初冬，我和家人都
有固定的一项出行计划，那就是去“亚洲第一高山果园”
寺河山的苹果小镇摘苹果。此时的寺河山苹果小镇迎来
了最美的景色，果树郁葱，苹果满枝，果香弥漫，到处都是
丰收、繁忙而喜悦的景象。

三门峡市位于小秦岭末端，素有“五山四陵一分川”
之称。灵宝更是亚洲最佳的苹果适生区，其独特的地理
位置、气候和土质条件，造就了寺河山苹果优秀的品质。
天然富硒，酸甜可口，集天地荣宠于一身的寺河山苹果，
也绵绵不断地滋养着三门峡人。

每到春天，果树开花，寺河山便像裹上了一层绿中透
白的轻纱，阵阵清香惹得蜜蜂从四面八方飞来，那嗡嘤声
是最美的音乐，醉了整个山乡。到了夏天，绿叶之间结满
青绿油亮的果子，果园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起来，犹如一
座充满诱惑的绿色城堡，引人漫步流连。秋天到来，连片
的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一簇簇、一排排鲜红透亮、
饱满圆润的苹果，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格外诱人。冬天
来临，厚厚的积雪覆盖着高山果园，雪压红果，像一盏盏
小红灯笼，留给冬日一抹明亮而鲜艳的颜色，让寂静的山
野展现出奇特的景观。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大自然为我
们展示醉人的美，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此刻，我漫步在果园小道，仿佛走进童年的梦境，贪

恋地闻着苹果散发的香气，苹果树的叶子在秋风中蝴蝶
般翻飞，熟透的苹果，像个娇羞的小姑娘，摇动她那圆圆
的小脸冲着我笑。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苹果园犹如一抹
红云，飘逸于半山腰。伸手一摘，大自然赠予季节的礼物
就来到了手中，轻轻咬上一口，甜香的汁水，从舌尖流淌
到心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果香与幸福。

寺河山苹果中最受欢迎的是糖心苹果。这种苹果切
开后，果核四周有半透明状、深黄色的“蜜腺”，你千万别
以为它是坏掉或“生病”了，赶紧尝一尝，它可比一般的苹
果要甜上不少。糖心苹果之所以会有“蜜腺”，是因为苹
果为了御寒而产生了特殊的适应生存机制，苹果为了保
护种子，会将淀粉转化成蜜。就像我们一样，面对人生种
种境遇，要学会改变和适应，拥有强大而稳定的精神内
核，如同王阳明所言：“知行合一。”只有当我们的精神独
立，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不受外界的束缚，自如应
对外界的风雨。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要踏上返程
之路。下山时起风了，听着耳边时时掠过风的呼啸声、树
叶的沙沙声，我望着那漫山遍野的果树凝思：那缀满枝头
的红果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位诗人曾说：从青涩的苦到红
色的甜，这个变化过程是无法省略的，必须继续挂在朝阳
的一面，为自己积攒更多的香气，那是旺盛的生命和青春。

暖
□陈林先

是我们心中光明的河是我们心中光明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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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有所减弱，阳光比清早暖
了许多。老程挎上竹篮，装些水果
和点心出了门。

前天晚上老程梦见老伴了，一
身花棉袄的老太婆问老程家乡天气
咋样，冷不冷；有没有考虑搬进“怡
心园”养老去……虽说是场梦，但老
程认真了。他挑了 3 个又红又大的
苹果，又从冰箱里取出 3 块月饼。“老
婆子别嫌弃哦，这几块月饼我一直
没 舍 得 吃 ，放 在 冰 箱 里 肯 定 没 有
坏。”

老程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忽
然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住了。三年前
送老伴最后一程，好像走的是西埝
头方向，不对，又好像是东沟沿。他
下意识地掏起了口袋，找了半天终
于掏出一个小本儿。翻啊翻，终于
看 到 其 中 一 页 上 写 着 ：爱 妻 辞 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葬于东坡岭，南
有三棵松，北有一杨一桐。收了小
本儿，老程高兴得像个孩子，小碎步
向东沟沿迈去。

“见到”老伴一通埋怨，说老伴
不该丢下他一人，原以为“越老越糊
涂”的他会先于老伴而去，不料老伴
跌了一跤自己就“享福”去了。“今年
我感觉我的啥‘海默症’越来越严重
了，原先我还挺害怕的，不过现在我
心放平了，你在下边等着我，要不了
多久我就下去陪你了……”

“程老师——”原来是骑着大摩
托 的 宏 光，“哎呀，可算找着你了。
走，坐上我的车赶紧回屋。县教育局
来人看你了，大伙儿都在你家院里。”

“我都退休 20 多年了，还有人惦
记我？”老程不解。

“我也不清楚，听那话像是送温
暖哩。你这小学老师没白当啊。”宏
光笑嘻嘻道。

摩托车停稳，村委会主任挨个
向老程介绍，这是谁从哪里来，那是
谁从哪里来。老程不但是光荣的退
休教师，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唯一的
儿子前些年因公殉职。方便面、矿
泉水、大米、白面、食用油摆了一大
片，还有一个“小太阳”。

“感谢！感谢！”老程说，“我一
个孤老头子，人也糊涂了，这么多的
好东西给我也用不完啊……”

送走了客人，老程把东西分给
了围观的村民。“宏光，这个‘小太
阳’你拿走吧。”老程说。

“程老师，这可不行。”已经抱了
一箱方便面的宏光说，“我已经拿过
了，冬天有了这取暖器，你屋里就像
真的有个太阳。”

“听我的，拿走。我这丢三落四
的‘海默’老头，不会用这电器，别再
把房子烧了。”老程说着搬起“小太
阳”往宏光摩托车的后座上装。

“那您这个冬天不冷啊？”宏光
还是不好意思。

“冷？我吃穿不愁，大伙儿对我
关爱有加。暖和着哪！”老程哈哈笑
了。

两天后，老程去地里看小麦长
势，不知怎的竟然跌入了东沟。等
村里人发现时，他已没了气息。

人们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
儿，最后一页写着：“为防不测提前
安排：家里大镜框背后墙洞里，有 2
万 块 钱 ，捐 给 希 望 工 程 。 程 向 阳 。
2024 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