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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像一个优雅的女人，带着古羌

神韵，带着似水柔情，潇洒地走过了春的

妩媚、夏的激情、秋的浪漫，正迈着轻盈

的步履走进丰腴而厚重的冬天。北川，承

载着羌家儿女的休养生息，她的冬天，注

入了更多的主角和灵魂，让你温暖起来，

欢快起来。

火塘
跨进羌家人门槛的那一刻，扑面而来

的是火塘的温暖和像火塘一样温暖的笑

容。古老的火塘里常年烟火不断，经久燃

烧着羌家人的信念和歌谣，这里有着神

灵的守望，留下岁月的痕迹，带着祖先的

气息，散着人情的芳香。

冬天的火塘燃烧得哔哔剥剥，屋子里

暖暖和和。焰火跳动着，铁三角吊着的鼎

锅里热浪翻滚，烹出大山的味道，香飘四

溢。火塘上吊满了腊肉香肠，经过烟熏火

烤，乌黑油亮，香味窜鼻。丢几个土豆到

火塘里，在不经意的谈笑间，掏出烧熟的

土豆，剥去带灰的皮壳，露出冒着热气的

白嫩的土豆肉，咬一口香甜无比！一家老

少餐餐围坐火塘边，天天像过节一年，夜

夜像团年一样。

燃烧的火塘，将大山男人的血性激

发。燃烧的火塘，将大山女人的柔情深

藏。屋里屋外的日子天天红火，古老的石

板路上歌谣不断，繁衍的激情穿越群

山。火塘边长大的孩子，将大山的嘱托放

在心里，将火塘的温暖蓄积，迸发出火一

样的青春和能量。燃烧的火塘，温暖着羌

家人的每一个冬日。燃烧的火塘，一部民

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录下坚韧与豁达，

忽略去风尘与忧伤。

咂酒
酒是羌人灵魂的伙伴，它陪着这个民

族从远古走来，在数千年的迁徙和逃难

中创造着浓烈纯美的羌族民俗、迷离魅

人的文化情愫、疯狂别致的乡野爱情。羌

人把苦难酿成美酒，融入身心幻化成一

股热浪，融化成一缕清风，于是天空更加

蔚蓝，阳光更加耀眼，山泉更加清冽。咂

酒唤醒了劳作后疲乏的身体，咂酒点燃

了散淡后灿烂的希冀。羌山的冬天，寒风

凌冽，银装素裹，可是人们在咂酒里燃烧

着原始的野性和生活的激情，在咂酒里

沉醉着壮志和豪情。

“到了北川不喝酒，枉自你到这里

走”。北川的酒，有用玉米发酵酿制的烈

酒，像大山深处的羌族汉子一样热情雄

浑，这种原浆酒喝下去，顿时全身像着

了火一般。可是融入蜂蜜后，待煎熬到

热气腾腾，再加上翠绿的豌豆尖，那亮

绿清香的咂酒喝得人不愿丢下手里的陶

瓷碗。北川的酒，有用青稞小麦酿制的

咂酒，盛于坛中，饮用时插竹管于内，人

围坐一处，依次吸而饮之，酸中带甜，回

味无穷，像温柔贤惠的羌家女子一样极

富韵味。

聚居在一起的羌寨人家，开坛的酒香

随着山风飘进邻家院子，一会儿便围聚

着一大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捧着

红泥陶制的碗喝酒，或拿着通花杆做成

的吸管倒吸，那真情厚爱都在不言之中。

每逢节日、婚礼、祝寿，寨人都会共聚，以

院坝为中心燃起熊熊的篝火，饮着咂酒，

唱着山歌，跳着沙朗，歌舞伴着酒香，温

暖着羌乡山寨。

山里的羌人重情义，情义都在美酒中

升腾。羌人的姻缘是咂酒流成的一条河，

从相亲到生活在一起，过程庄重而繁杂，

男女主角都走在民俗里，开口酒、订婚

酒、结婚酒，酒酒醉人，直到用唢呐将新

人迎进洞房同床共枕，喝酒仪式才会结

束。羌人的新生是咂酒串起的红灯笼，孩

子出生后要做满月酒、开荤酒、抓周酒，

酒酒熏心。咂酒，把羌寨人家飘进云朵之

上，如从远古走来的历史，厚重飘逸；咂

酒，演绎的历史只在弹指间，当山歌伴红

日升起，当沙朗踏动夕阳落下，羌寨人家

的新生活也如袅袅炊烟，飘满了湔江流

域的群山。

羌人
羌寨人家，被白云缭绕，被绿树包

围，蜿蜒在深山峡谷之中，像是从古诗

中现身的村庄。羌人从深山峡谷中走

来，一路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生产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充满着坚韧和希望。

羌人从刀光剑影中走来，一双双云云鞋

踏在弯弯的山路上，一路都是飘逸的花

瓣和汗水的浸润。羌人在山腰的土地上

播种粮食，收获幸福和期盼；在深山里

采集药材和放牧牛羊，收获健康的体魄

和灵魂。羌人辛劳之余，用唢呐将满腔

的热情和希望吹奏出高亢嘹亮的旋律；

用羌笛将痛苦和哀怨吹奏成清澈婉转的

乐声，调子里透着坚强不屈的悲壮和永

无止尽的渴望。

经历漫长农耕时代的羌人，灵魂里

早已注入奉献互助的志愿精神，他们拧

成一股绳，结为一条心，共同构筑生活

的家园。互帮互助，孝老爱亲、善行义举

的故事在山山寨寨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

歌谣。羌人骨子里的热情豪放，侠肝义

胆在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邻居

或者族人受到外人欺负时，他们会组团

“回击”，他们那看似平凡的举动温暖着

整个山村。

走进现代化生活的羌人更是以“一

群人温暖一座城”的姿势感恩生活，回

报社会。当你走进新县城西羌北桥旁一

座公厕，犹如进了五星级宾馆一般温馨

浪漫，透明的玻璃缸里游动着金鱼，过

道两旁摆放着盛开的花和青翠的草，花

草散发出的自然芳香弥漫在空气中，沁

人心脾！进入这里，瞬间以为走错了地

方。恍然间发现一个身着蔚蓝色羌服的

汉子正在修剪枝叶，像在给自己的孩子

打理头发。其实，他的家在“5·12”汶川

特大地震中已成为废墟，几个至亲至今

下落不明。

北川的冬天注入了火塘的温暖、咂酒

的热烈，羌人的热情，光阴里流淌着静谧

和安详，空气里弥漫着缕缕温情。在这里

相 遇 一 片 美 丽 的

净土，在禅意中深

沉静安。相遇一份

淡淡的静柔，在诗

意的生命中落定。

相遇一个暖冬，严

寒 的 气 流 也 弥 漫

着阳春的气息。

在群山叠嶂的故乡，山泉飞瀑，大小

河溪不绝。架设在小溪上的木板桥更是

成了山乡的一道古朴的风景。每当夜阑

人静，灯下漫笔，思绪飞扬，我总会想起

木板桥，想起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的两

句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心

也瞬间飞到了那木板桥的山山水水中。

叠嶂的山峦环抱一个个村庄，尤

显幽静和沉寂。通往外界要过木板桥，

木板桥架在欢快流淌的清溪之上，人

行其上，晃晃悠悠。在旁人看来，这样

的晃悠并不舒适，但在我的眼里却是

相当有趣，以至于当我读书工作离开

故乡后，也时常想起木板桥，想起和它

有关的往事。

父亲年轻时，每到冬季农闲的时

候，就会在当地收购一些农副产品贩运

到邻县去卖，赚取每斤几分钱的利润。

一次，我随父亲挑茶叶去邻县贩卖，刚

打开屋门，一阵冷冽的寒风扑面而来，

像一把刀削在我的面颊上，我不由得打

了一个寒战。外边一片厚厚的霜白，把

石板路显得相当厚实，人行其上，脚下

竟发出笃笃的闷响。出了村，就到了桥

边。潺潺的流水白汽氤氲，似轻纱飘逸

若仙，映衬着河上的木板桥有了更多的

意境。我正要迈脚上桥，父亲说不忙，

他抓起桥边的一把稻草边走边铺洒在

木板桥的桥面上。我心想奇怪了，难道

是人迹罕见的时候，反怕我们惊扰它不

成，平时上学我们都是追逐跑过木板桥

的，尽管会晃动的厉害，但我们一点也

不感觉到害怕。顺利通过木板桥后父亲

告诉我：“这是因为木板桥结有厚霜，

铺上一层稻草是为了防止脚下打滑。”

哦，原来如此，看来我对木板桥的了解

还不够啊。

暖阳出来的时候，木板桥上的厚

霜才慢慢化去，桥面上濡湿了一片。这

时，村庄里的炊烟升腾了起来，和山中

薄薄的晨雾，一起在大山深处弥漫开

来。鸡鸣狗叫，孩童追逐喊叫声充斥着

山野，山村顿时有了生气和活力。大人

们扛着长长的一卷竹垫踩着木板桥来

到河边的沙滩上，身后的狗儿不离不

弃地跟着。在河滩上有晾晒红薯干、萝

卜干的；也有晾晒油茶籽、乌桕籽的，

一遛遛儿摊晒在河滩的草坪上。白的

红的颜色杂乱相间。一群小孩手里拎

着个火笼，来到草地上追逐嬉戏，河边

的木板桥坚定地横卧在河面上，却无

意中成了风景的点缀，像一幅天然的

泼墨山水画，更是一首含蓄隽永、耐人

品读的古诗。

水是木板桥灵动的眼睛，流动的血

液。两岸村庄临水而居，粉墙黛瓦，鳞

次栉比，木桥横溪，孩童嬉闹，倒映如

画，让人品读出“古树高低屋，斜阳远

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的旷

远意境。

如果说巍巍群山、潺潺流水赋予了

山乡人坚毅和柔韧的性格，那么伴随着

越来越多的山乡人走出大山，走向外面

的世界，那寄托着山乡人希望的木板桥

更是记录着一个个励志的人物，记载着

一段段值得慢慢讲述的故事……从一定

程度上赋予了山乡人张弛有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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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榕树

和这座古老的城市

相依相偎

百年的里程碑上

铭刻着许多的故事

那汗水耕耘的土地

虽经历了风的摧残

血的洗礼

但它的成长历史为证

今天

我们不忘初心

沿着岁月的足迹

一路风尘

齐聚于此

怀揣儿女们对榕树的情结

用千针万线的穿梭

编织一幅

锦绣宏伟的蓝图

在下一个与榕城相约的日子里

献给伟大的母亲

榕城情怀
林华忠（福建）

坚持回家吃饭，这曾是我一直以来的

愿望。然而，少数时候却事与愿违，朋友聚

会实在是在所难免，这让母亲自然多了一

些怨气，偶尔难免会在我面前唠叨唠叨。

“又不回来吃，这饭真不好煮。”最初，

每次下班要出去吃饭，匆匆给母亲打个电

话，电话那头，她总是无奈得叹息几声。

其实，外出吃饭是件累人的差事，不

是好朋友、好闺蜜，谁又愿意出去吃饭

呢？经常，我告诉母亲，现在已经不是缺

粮的年代，别人请吃饭是看得起自己，不

出去吃对不起朋友，会让请吃饭的人失

望，甚至还会产生误会。

“那争取早点回来，少出去吃饭始终

是好事嘛。”母亲是个明理的人，听我这

么说了，也就不好再埋怨什么。

前些年，在外吃饭是常事。特别是每

逢过年过节，关系要好的朋友圈中，总是

张三请一顿，李四办一桌……“转转饭”就

这样开始了。俗话说得好，吃人三餐还人

一席。吃了别人的，又哪有不还的理？也

要硬着头皮，约定个时间让大家小聚小

聚，以尽自己的地主之谊。

如今，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年龄的增

长，时间、精力已大不如从前，外出吃饭

的节奏明显缓了下来。偶尔好友邀请出去

聚一顿，缺了“家”的味道，过后心里始终

觉得差点什么，空空的有种失落感。

“大家都回来吃饭了，看来我厨艺又

长进了不少哦。”母亲给孙子夹着菜，调

侃着笑了。母亲手巧，常常将拿手的家常

菜发挥得淋漓尽致。三线烧白、清炖排

骨、小米粉蒸、白水蹄花……均带着家乡

的味道，想着，都让人垂涎欲滴。

其实，“家”的味道，又何止仅仅是母亲

制作的家常菜呢？一家人，白天上班各奔东

西，晚上围着桌子聚在一起，互相夹夹菜、

盛盛饭、嘘嘘寒、问问暖，那种温馨和幸福，

都是外边永远也吃不出来的味道。

回家吃饭
刘传福（四川）

遥想故乡，回首往事，那一切仍历

历在目……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是清苦，庆

幸的是，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农忙时节，

大家在晒场里，压麦子，打高粱，石轱辘

碾过的吱吱呀呀声犹在耳边。劳累了，

晚饭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饭，听

着收音机，吹着傍晚时分的凉风，那简

直就是一种享受、一件乐事。

还记得十多岁时的某个黄昏，收音

机里，男播音员正用浑厚富有磁性的

声音讲述着诗歌：“‘两袖清风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

前洒泪注如泉。’从古到今，中国的老

百姓敬重、热爱清官……”还记得，当

时讲的是明代官员况钟在苏州任职的

故事。况钟，老百姓称之为“况青天”，

在苏州任职的九年间，他爱民如子、清

正廉洁，离任时苏州百姓依依不舍，联

袂相送，泪洒十里长亭。说来惭愧，多

年来，求学也好，读书也罢，都没有刻

意去寻觅这首诗，而这一次，故事已牢

牢刻在了我的心上！

只是未等我消化完这个故事，主播

讲述的另外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又印上

了心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

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这首诗出自北

宋名臣包拯的《书端州郡斋壁》。‘端溪

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端州

（今广东肇庆）以产砚著名。端砚、歙砚

和洮砚，素来有‘三大石质名砚’之美

誉，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此

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

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

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

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范文正公曾说，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此中风范，可为况公、包公注解。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在汶川特大

地震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以况公、包公

为榜样，尽心做事。待离开时，有位老大

娘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给我煮了 20

个鸡蛋让我路上吃。那时那刻我更加坚

定——一个人，一个官员，只要他德配

大众、根植人民，就会有无穷不竭的力

量，永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浮云

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如今，父亲已经

故去，星星白发也已渐生我的鬓垂。而

回首往昔、怀念故人，此为警醒自己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

庐山雪景，铺琼砌玉、璀璨闪烁，瑰

丽无比，堪称一绝。前些日子，我游览庐

山，一场大雪簌簌飘落，整个庐山，顷刻

变成雪霁、雾凇、雨凇、树挂、冰凌竞相媲

美、相映成趣的银色王国。步入其中，凝

神静气，远处隐约空蒙，近处清雅肃静，

犹如来到一个瑶池仙境般的神话世界，

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每年入冬后，庐山常常是山下葱绿

如常，山上却开始下雪，往往一夜之

间，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蹁跹飞

旋，为天地编织着一件晶莹剔透的婚

纱，漫山遍野笼罩在一片洁白晶莹之

中，不仅充满诗意，更多了一分如梦如

幻之美。到了春节前后，便大雪纷飞，

天被弥漫了，地被遮盖了，山林和树木

被吞没了，一片白茫茫，蔚为壮观。此

时的气温已经很低，雪不再融化，皑皑

白雪压弯了树枝，湿漉漉的叶子凝成

雾凇，一簇簇如怒放的白花，玲珑可

爱，在寒风中互相撞击，宛如一曲动听

的音乐。还有那缥缈变幻的云雾、丝丝

如银针般的冰挂，更为庐山添加了冬

季特有的情趣。

从山脚下仰望庐山的雄姿，白雪覆

盖中一片银装素裹，粉妆玉砌，呈现出

一片分外妖娆的天地气象。车在盘山

公路上蜿蜒前行，“山舞银蛇，原驰蜡

象”的景观尽收眼底，原本的群峰、林

木、楼台，全都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银

装，虽然没有北国那“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的壮美，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

韵，给原本就难识其真面目的庐山，平

添了不少的神秘感。车窗外不断闪过

纷飞飘扬的雪花，弥漫长空，那万片鹅

毛缓慢地飞，晶莹纯洁，泛着银色的

光，让人喜出望外。

跃上白茫的山际，来到牯岭街上，天

上街市迷蒙如梦。雪中的庐山出奇的清

静，那深邃明镜的如琴湖，那风姿绰约的

园林，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全都凝霜

挂雪，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冰雪童话世界，

吸引众多游人前来欣赏。雾凇、冰雪、山

岭在蓝天的衬托下，更是赏心悦目，那种

叹为观止的素美，让人生不出一丝一毫

严冬的悲凉和凄惨。想当年明代诗人王

世懋冒雪上庐山，当他身临其境，只见日

出磅礴，云海翻腾，雪凇晶莹，群峰在冬

日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不禁诗兴大发，吟

出一首五绝《庐山雪》：“朝日照积雪，庐

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

色空中断，泉声天半闻。千崖冰玉里，何

处着匡君。”

在雪地映衬下，随处可见的雾凇使

庐山山顶变成了一座巍峨的水晶宫，雪

景与云海交相辉映，琼枝玉叶美不胜

收。漫步雪地中，大家兴致勃勃地观赏

雾凇景观，拍照留念，小朋友们欢快地

在雪地里扔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尽情

享受冰雪带来的种种情趣。自天桥循左

侧石级路前行至仙人洞，为一段长约

1.5 公里的秀丽山谷，这便是著名的锦

绣谷，相传为晋代东方名僧慧远采撷花

卉、草药处。冬季的锦绣谷冰花盛开，树

枝被无数冰晶包裹，洁白通透，就像是

成片银色珊瑚林从海底移植到了这里。

挂在枝头的雾凇，摆出了各种造型，如

琥珀似翡翠，一阵寒风吹来，枝头白色

的粉末像烟雾般抖落，山林里愈发显得

空灵澄澈，让人心旷神怡。

这时的庐山是一个纯净的世界，流

连在这里，拂去俗世的喧嚣与浮躁，被

雪花簇拥着，看着梦一般的雪景，那种

感觉真是非常美妙。

登庐山观雪景
钟芳（湖南）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黄维庆(四川)

暖冬印象之温情北川
杨志宏（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