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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流年碎影

好看故事好看故事

古
夕阳西下，微风略寒。脚下这条路正

是崤函古道，虽然越往西，牡丹的气息渐
弱，但槐花、梨花和杜鹃花开满了山坡。

他下马登高北望——但见山涧有一村
落，依稀有鸡鸣犬吠。也罢，今晚就此歇
息。

穿 过 阡 陌 ，下 得 谷 来 ，小 石 桥 旁 有 一
石，上刻“石壕”二字。

此地非驿站，自然没有驿馆。他随便
选了一户，推开柴门向摆置农具的老者施
礼道：“敢问老人家，可否容我借宿一晚。”

老者放下农具，说：“若不嫌弃，尽可住
下，只是……”老者欲言又止。

“老人家有何顾虑？但讲无妨。”
“ 我 容 你 歇 息 无 妨 ，只 是 周 边 烽 火 不

断，差役常有搅扰，你自己可要当心。”
“原来如此。老人家尽可放心，倘若差

役来扰，我自有办法。”
躺下歇息，他却思绪难平。安史之乱乃

投新主，受封左拾遗。友房琯平叛失利，为
其求情反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洛阳起
身西往华州，一路上战乱不断，民众苦矣。

睡 梦 中 犬 吠 不 止 ，村 中 巷 道 嘈 杂 一
片。老者边敲门边低声喊：“吏役来征兵
了，快随我躲避。”

他说：“你只管逃去，不必管我。”
有人砸门，老者对老伴交代几句翻过

石墙向山坡逃去。老妇打开门，吏役叫嚣：
“家中可有男丁？”老妇哭诉 3 个儿子都在邺
城服役，才收到信儿，说两个刚刚战死，这
屋内是我儿媳和小孙子，没有完整衣物遮
体，不便见人，那屋是借宿的客人。

吏役查验了他的“华州司功参军”之凭

证，施礼说了声“打扰”便退出房间。
老妇见吏役不肯罢休，急忙说她虽年

老力衰但可做饭，现在就带她走，一定能赶
上给官兵做早饭。

吏役抓走了老妇，村中渐渐恢复了平静。
天亮，他与回家的老者作别。
古道悠悠，马蹄声声。他于马背上脱

口而出：“暮投石壕村，有吏夜点兵……”又
觉不妥，推敲一番改为“有吏夜捉人”——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今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1200 多年了，多

少次古道、石桥、小山村频繁出现在梦里，
今天终于有机会乘坐“穿越”号高速列车，
目标——2024 年的石壕村。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渑池南站，
请在渑池南站下车的旅客携带好行李物品
准备下车……”

下了高铁，出了站，他不由感慨：“若不
是提前‘适应’，穿越至今真是两眼一抹黑、
寸步难行了。”一辆绿色出租车停在面前，
司机问：“师傅上哪去，旅游还是探亲？”

“ 是 旅 游 ，也 算 是 探 亲 。 我 要 去 石 壕

村。”他说。
在司机的指导下，他系好了安全带。

“师傅是哪里人？”司机问。
“我来自大唐。”他感觉“说漏嘴”了，忐

忑不已。
“哦，你刚耍过西安的‘大唐不夜城’，

那你来我们三门峡算是来对了。”司机没有
听出破绽，“三门峡比较有名的景点有函谷
关、虢国博物馆、庙底沟博物馆、仰韶文化
博物馆、陕州地坑院，名小吃有陕州糟蛋、
水花佛手糖糕、大营麻花、灵宝烧饼夹肉、
一生凉粉……”

听得他心动不已，有些虽然并不陌生，
但历经千年如今是何模样，只有亲眼看看
方不虚此行。“谢谢你的热情介绍，我一定
多停些时日，好好走走看看。”他说。

50 分钟后，出租车驶入石壕村。“30 公
里，50 元。”司机说。

他掏钱时不小心掉出一锭白银。
“哈，铝的吧，拍视频的道具？”
“胡说，我这一锭唐朝白银相当于 7000

多元人民币！”
“银子一克 8 块多，你这顶多也就 2000

块。来，你扫我二维码支付吧。”
手 机 扫 码 付 了 车 费 ，他 眼 睛 有 些 湿

润。小石桥被一座水泥桥代替，上刻“幸福
桥”3 个字。昔日村舍不是茅屋就是窑洞，
如今村中杨柳依依、鸟语花香、楼房林立，
广场上晒着黄豆、玉米、辣椒……“昨天”来
时乃春末夏初，“今朝”故地重游秋高气爽，
硕果累累。好一幅“晒秋”图！

远山的“风车”好大，近前温室大棚甚
是气派。人们衣着艳丽，到处都是欢声笑
语。

一群身着唐装的小女孩在一面屏风墙
前纷纷留影。他近前细看，原来是《石壕

吏》，村子因他的一首诗声名远播。
“这《石壕吏》写得真好，入木三分！”有

游客如是说。
“惭愧惭愧，一般一般。”他自然应答。
“‘一般’？你懂啥？”他的谦虚招来游

客不满，“即使个别字眼儿有些生涩，但杜
甫这首诗揭露了官吏的残暴和兵役制度的
黑暗，他对受苦大众是同情的，绝对是忧国
忧民的伟大诗人！”

一团红晕上了脸颊，他抽身往巷子深处
走去。石墙、石鼓、石井尚残留着大唐气息。

一路走、一路看，他用手机拍了照片、
录了视频，发了微信朋友圈。

咦，这不是曾经夜宿的老者家吗？一
座二层楼房的小院占据了原先的地盘。黑
漆大门上“光荣之家”牌匾金光闪闪。

一位老者拉开大门，往外推出一辆“老
头乐”。一抬头看到失魂落魄的他，问道：

“这人好面熟，你是游客还是来走亲戚的？”
“哦，我是故地重游的游客。刚看到您

家大门上写着‘光荣之家’，顿生敬意。”他
不敢点破这千年奇缘。

一番寒暄得知，老者的大儿子退伍后
在陕州区公安局上班，二儿子尚在部队服
役，是“火箭军”。“乡亲们养牛、养羊，种花
椒、辣椒，种连翘、芍药，许多家都盖起了二
层小楼。”老者对现在的生活赞不绝口。

突然手机响了，是李大白打来的：“杜
二 甫 你 不 够 意 思 ，回 来 也 不 提 前 打 个 招
呼。要不是看到你发了微信朋友圈，我和
庖小丁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对不住啊，回来得确实急了些……中
中中，10 分钟后观音堂镇庖小丁牛肉面馆
见，这顿饭我请客！”他对李大白说。

这次与老者告别，他看到的是一张幸
福的笑脸。

春节过后，我跟随户外的朋友去陕西韩城附
近的一条山沟玩。说来有趣，这条山沟名字我们
一概不知，只听闻沟里风景优美，值得去看看。清
晨 8 点我们出发，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抵达了距
离山沟最近的小山村。领队细致地讲解了户外运
动的注意事项后，我们便沿着水渠向沟内进发。

水渠宛如银色的丝带，水流平缓清澈，仿佛一
面明镜，能一眼望到底。我们沿着水渠边缘前行，一
侧是巍峨的大山，另一侧则是深达几百米的沟壑。
水渠边缘最宽处不过五六十厘米，狭窄的地方甚至
不到 30厘米。行走间，领队那关切的叮嘱声不时在
耳边响起：“路窄，大家慢点儿走，一定要注意脚下！”
正值冬季，水渠边满是干枯的叶子，偶尔还会冒出一
两棵枣刺，冷不丁地给我们制造些小麻烦。好在前
面探路的伙伴们总会第一时间拿出工具，清除这些
障碍，让我们后面的人能顺利通过。有时候，渠水会
溢出渠外，在低温下结成冰，这时走在前面的人便高
声提醒：“这儿有冰，大家小心！”他们会侧身留意着
每个人安全通过，才放心继续前行。

大约走了 20 分钟，我们来到了一个缓坡处，顺
势下到了沟底。沟底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水潺潺，
从南向北流淌。溪旁散落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
石块，主要以白色为主，间或夹杂着褐红。我们踩
着这些石块继续往沟里走，溪水的宽度时宽时窄，
宽的地方有五六米，甚至十来米，水流平缓，水深不
一。浅水区大多结了冰，冰面泛着白光，与两旁的
岩石颜色相近，在阳光的照耀下，若不仔细看，真难
分辨哪里是水，哪里是岸。而深水区的水面幽绿，两
旁岩石林立，透着一股神秘气息。在水面狭窄的地
方，只需轻轻抬脚便能跨过，那里水流湍急，水花四
溅，“哗哗”的流水声老远就能听到。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原以为走过这一小
段坎坷的路，后面便是平坦大道，可没想到越往里
走，路越发难行。两岸怪石嶙峋，陡峭异常，根本没
有明显的道路可循。我们只能脚踩在岩石的壁坎
间，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则是仅有一线宽的蓝天。
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我
的双腿不禁发软，心脏也“砰砰”直跳，心中暗自后悔
起今天这仓促的决定。可身处荒郊野外，后悔又有
什么用呢？我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暗暗告诫自己
不能心慌，一定要踩稳每一步，手紧紧抓住岩脚和
树枝，一步一步慢慢地攀爬。那些经验丰富的伙伴
们十分照顾我们这些新人，他们自觉地在前面探
路、在后面断后。遇到特别难走的路段，总会再三
叮嘱我们小心，让我们踩稳了，借助工具慢慢前行，
必要时还会伸手拉我们一把。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
下，我小心翼翼的，竟然成功地从峭壁上爬了过来。

穿过悬崖峭壁，我们都长舒一口气，在一块巨
石上歇息。脚下的溪水潺潺流过，水底的石块五颜
六色，在阳光的映照下，如同翡翠般美丽。我蹲下
身子，将手伸进水里，一丝凉意瞬间从指尖蔓延开
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便痛痛快快地洗了洗手，然
后摊开手掌，水珠从指缝间滑落。水面上泛起层层
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银光。我身后的
岩石也泛着光，远远看去，仿佛披着一层白色的盔
甲，那是厚厚的冰层。几个胆大的伙伴还在冰层上
行走，摇摇晃晃的样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穿过陡坡区后，路越发清晰，也越发好走。大
家的心情也随之欢快起来，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唱
起了歌，大家纷纷跟着唱了起来。一时间，歌声在
山头回荡，大家情绪高涨，热情似火，脚步也轻快
了许多，没过多久，我们便登上了山顶。

早春游上阳城遗址

见雪有怀
□胡彬

春雪迟来舞絮频，

溪桥寒水共冰鳞。

浮生若絮何须叹，

且化青云第一尘。

枯荷待春
□温存友

枯荷败叶满池塘，

昔日风光已尽藏。

身陷淤泥心不死，

志存高远意难伤。

寒风凛冽何须惧，

冷雨滂沱亦自强。

待到春来花再放，

香飘万里韵悠长。

古韵悠悠传千古，华夏文
明耀九州。

有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
地，它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
与辉煌，静默地诉说着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这
便是位于灵宝市阳平镇的荆
山黄帝陵铸鼎原，一个让无数
中华儿女心生敬仰、魂牵梦绕
的地方。

铸鼎原，一个仅凭名字便
能勾起人们对远古时代无限
遐 想 的 地 方 。 这 里 ，是 轩 辕
黄帝奠定邦国、铸鼎铭功、驭
龙 升 天 的 圣 地 ，每 一 寸 土 地
都浸透着历史的深邃与文化
的 芬 芳 。《史 记·封 禅 书》记
载 ：“ 黄 帝 采 首 山 铜 ，铸 鼎 于
荆 山 下 ……”这 些 穿 越 时 空
的文字，将人们的思绪引向那
遥远的时代，去感受那波澜壮
阔的历史脉搏。

走进铸鼎原，首先映入眼
帘 的 是 那 通 唐 贞 元 十 七 年

（801 年）的《轩辕黄帝铸鼎碑
铭》。这通碑刻，历经千年风
雨侵蚀，依然屹立不倒。它不
仅是全国迄今发现的关于记
载黄帝功绩最早的一通碑刻，
还是研究黄帝文化的稀世珍
品。碑文遒劲有力，字里行间
透露着对黄帝的崇敬与缅怀
之情。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见证了铸鼎原的悠久历史，也
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

绕过碑铭，仿佛穿越了时
空隧道，回到了那个英雄辈出
的时代。这里，是黄帝时期古
文化遗址的聚集地，50 余处遗
址分布其间，其密集程度、规
模之大、包含之丰富、器物之
精美，全国罕见。这些遗址，
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铸鼎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芒。

北阳平遗址，作为“十一
五”期间全国 100 处大遗址保
护专项之一，更是引人瞩目。
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存，还有着令人震撼的考

古 发 现 。 西 坡 遗 址 上 ，占 地
516 平方米、带回廊的特大型
半 地 穴 房 址 ，距 今 6000 至
5500 年，是全国时代最早、面
积最大、规模最高的特大型房
基，被誉为“天下第一宫殿”。
它的存在，不仅证明了远古时
期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还为
我们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站 在 铸 鼎 原 上 ，极 目 远
眺，只见荆山巍峨耸立，轩辕
台 庄 严 肃 穆 ，夸 父 山 挺 拔 峻
峭，蚩尤山气势磅礴。这些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共同构成了铸鼎原独特的魅
力 。 荆 山 ，作 为 黄 帝 铸 鼎 之
地，更是承载着无尽的传奇与
神秘。每当登临山顶，俯瞰四
周，只见群山环绕，云雾缭绕，
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轩辕台，作为黄帝祭天的
地方，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心中
的圣地。这里，不仅有庄严的
祭 祀 仪 式 ，还 有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每 到 重 大 节 日 ，来
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就会
会 聚 于 此 ，共 同 缅 怀 始 祖 圣
德 ，祈 求 国 泰 民 安 、风 调 雨
顺 。 轩 辕 台 上 的 每 一 块 砖
石、每一根梁柱，都仿佛在诉
说 着 黄 帝 的 丰 功 伟 绩 ，传 递
着华夏文明的精髓。

著名作家贺敬之曾在铸
鼎原即兴吟诗一首：“中华五
千年，史证灵宝见。荆山登高
望，古今两惊叹。”这首诗，不
仅表达了诗人对铸鼎原的无
限敬仰与赞美之情，还道出了
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声。

站 在 铸 鼎 原 上 ，回 望 过
去，我们为那些英勇无畏的先
祖们感到自豪与骄傲；展望未
来，我们将肩负起传承与发扬
华夏文明的重任，让这份宝贵
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
更加璀璨的光芒。铸鼎原，这
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将永远
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
心中那份永恒的根与魂。

外出旅游几天，归心似箭。因为老家养的猫、
狗和鸡都托付给了邻居照管，我萦记着它们。

那天上午，我与出游的同伴从甘肃天水南站
坐上了返程的动车。过了一会我想喝水时，才发
现插在背包侧面的两个水杯不见了。

回想起进站时还看到水杯在包上插着，会不
会是谁口渴把水杯“拿”走了？一时找不到水杯，
我首先想到可能是往行李架上放包时水杯掉落
了。于是，我在行李架上寻找，无果。

其实，丢失的两个水杯都不是很值钱，但在我
看来，宁可失钱不可失物，因为我的那个水杯对我
来说有着特殊意义。那是爱人在世时专门到商场
给我挑选的。那时，我血糖高，每天要喝很多水，
她说：“喝水没有专用的水杯怎么行？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了你，你要照顾好自己。”自从这个水杯买
回家后，她每天都会给杯子沏满茶水让我解渴。
每当我端起水杯时，仿佛感到水杯上留有爱人手
拿的余温。

不幸的是，爱人与病魔抗争了 3 年多，最后还
是撒手人寰。她走了，这个杯子也就成了她关爱
我的象征和我爱不释手的宝贝。因此，我很在意
这个水杯。

当动车行至西安北站时，我看着背着大包小

包上车的人，心里豁然一亮：在天水南站过安检
时，水杯会不会掉那儿了？

想到此，我仿佛看到了希望。于是就上网查
询天水南站的客服电话，想让他们帮忙查一下，看
水杯是不是落在了安检的地方。谁知，查了几个
电话拨打时都不正确。

下车回到家后，我把水杯丟失的情况告诉了
女儿，让她与天水南站联系，女儿痛快地答应了。

为了帮我找水杯，女儿把电话打到了北京，通
过北京方面联系上了天水南站的客服人员。过了
两个多小时，女儿打电话问我丢失的两个水杯是
什么样子，我给她进行了描述。又过了一会儿，女
儿给我微信上发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有 3 个水杯，
其中两个是我和同伴丢失的。我看到图片上的水
杯，又惊又喜，确定水杯是过安检时从包上滑落
了。失物被确定后，天水南站的客服人员在电话
里告诉我说，次日将两个水杯随车捎到渑池南站，
让我们午后去领取。

第二天吃过中午饭，我开车到渑池南站领取
失而复得的两个水杯。工作人员把水杯交给我
后，开玩笑说：“你开车来取件的油费恐怕比两个
杯子都贵。”我说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水杯找回，
因为我的水杯有故事。

一晃 50 多年过去了，回望童
年的日子依然记忆犹新，特别是
小时候听书的情景。20 世纪 60 年
代，那时候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
很少，一年到头偶尔会放映一两
场电影。不过，一个来月总会有
说书人到村里来。

每当听到说书人来了，全村
的男女老少就会早早地拿上小板
凳到大队部的场院占个好位置。
老汉们手里拿着旱烟袋，一边吧
嗒 吧 嗒 地 抽 着 旱 烟 ，一 边 议 论
纷 纷 ：“ 听 大 队 干 部 说 ，今 晚 说
书 人 要 说《空 城 计》，诸 葛 亮 有
智 谋 ，硬 是 让 司 马 懿 不 敢 贸 然
攻城……”老太太们则你一句我
一 句 地 拉 着 家 常 ，年 轻 的 媳 妇
及 姑 娘 们 则 比 着 谁 的 围 巾 好
看 ，谁 编 织 的 毛 衣 花 纹 漂 亮 ，我
和 小 伙 伴 们 则 满 场 院 里 疯 跑 ，
玩藏猫猫……

“ 咚 咚 咚 …… 当 当 当 ……”
鼓、锣一响，只听说书人长长的一声：“父老乡亲们，今天晚上来
到咱们川口公社三圣大队，为大家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空城
计》。”说书人话音刚落，那些老汉们便带头鼓掌。说书的 5 个老
汉是盲人，他们或拉着三弦，或拉着二胡，或吹着笛子，或敲着梆
子，或敲着锣或鼓，一边演奏一边唱，我坐在奶奶旁边，似懂非
懂，不知不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记门，记门，醒醒……咱奶
孙俩该回屋了。”奶奶给我起的乳名叫“记门”，说是让我记住自
家的门。

那时候，村里来了说书人，大队干部就会轮流让村里人管
饭。一年秋天，说书人来了，刚好轮到我家管饭。奶奶和母亲早
早就忙开了，我也帮忙洗菜、抱柴火，将院子扫干净，给洗脸盆倒
好水。

不大一会儿，父亲就领着说书人来了。说书人将带的锣、鼓
等乐器放在院里，我则好奇地用鼓槌敲敲打打，觉得真好玩儿。
父亲陪着说书人一边吃饭，一边聊着。“今天晚上说的是《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一位说书人说。我立马来了兴致：“孙悟空可
厉害了，他会七十二变，最后制服了白骨精！”

“这小家伙好机灵，你咋知道啊？”说书人头朝向我笑着问。
“老伯伯，我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噢，怪不得呢，小
家伙，你好好念书，长大一定会有出息！”闻言，奶奶、父亲和母亲
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那天晚上，我搬上小板凳和奶奶又去听书，从头到尾我听得
如痴如醉。回家路上，奶奶说：“你以前听书，总是听着听着就打
盹儿，今咋这么有兴趣呀！”我说：“奶奶，我长大了也要像孙悟空
那样，学武艺、学本事，挣钱孝敬您……”“好，好，好呀！我娃长大
后肯定有出息！”奶奶笑语盈盈地夸我。

自从那天晚上听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后，我逐渐喜欢上
了听说书。说书的尽管是盲人，可他们穿着干净，举止文雅，肚子
里装了好多好多故事，我打心眼儿里羡慕佩服他们。

记得小时候，我听了《三打祝家庄》《孟江女哭长城》《牛郎织
女》《岳母刺字》《二十四孝》《包公断案》《杨家将》等故事，正是当
年说书的启蒙，使我从小便喜欢上了读书，长大后读的书更多了，
让我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懂得了很多道理。

如今，每当回到老家灵宝市川口乡三圣村，还会去小时候听
说书的场院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年跟着奶奶听说书的一幕幕情
景又一一浮现在眼前……可是，亲我疼我的奶奶却长眠了。

古 往 今 来
□徐新格

探 访 无 名 沟
□李金平

诗路花语诗路花语

铸鼎原上寻根魂
□李亚民

失 而 复 得 的 水 杯
□梁有才

听 书
□王自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