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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歌诗

窑洞遐想
赵秉峰

（外二首）

诗性沣河秋色里
肖云儒

杨家岭YUEDU悦读悦读悦读悦读

一阵秋风扫过，落叶追逐着沣水，消
逝在渭河平原之上……不要在艳阳烈日
之时下去，最好是大地敷着素淡的浅褐
色的秋日，你来到沣河两岸，莫名地就有
了一种庄重感。你感到了这块土地的沉
厚，它储藏了诗、礼、乐，奠基了中国古典
文化的几个元素。老夫略有失聪的耳
朵，也能隐隐听到《诗经》典雅的吟咏之
声，看见了正在进行的礼乐仪式。内心
不由得有了遥远而又遥远的回应，那是
隐藏在血缘中的记忆和感动！

沣河两岸的这片土地，集中了《诗
经》的许多精华之章。据一些专家统计，
在《诗经·雅》中，有 101篇诞生在沣河两
岸，占百分之九十几。《颂》的 38篇，有 31
篇从这里响起来，占百分之八十几。当
然，还有《风》。

中国古代，用诗歌收集民间的声音，
用礼仪确定社会阶层和人际的秩序，《诗
经》是源头之一。乃至于由礼仪发展到礼
制、礼治、礼教，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开始探
索如何将审美坐标、道德坐标与实践坐标
三者合一，整体推行。要不，此刻我怎能
在这里听到真善美、诗礼乐的三重唱？

远古生活的卷轴在心中展开。诗和
礼，还提供了最早的具有东方色彩的社
会管理方案，那就是用诗歌、音乐来柔化
礼教，来温情化、文化化礼教。《诗经》所
以由诗而成为六经之首，乃是因为除诗
歌审美以外，它还参与了规范我们社会
生活和个人操守方方面面的秩序。千百
年来这些秩序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和文
化图腾。周礼周乐的音阶、音律和节奏
所蕴含的阶梯意味，既是中国社会层级

划分的一个界限，又是一个“乐化”即柔
化的连接。中国古代的法制、刑制由于
有了礼教和礼制奠基，又有了诗教和乐
教、乐制的熏陶，便多少显出一点文化和
温情来。这或许就是马、恩两位西哲说
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在远古社会，王侯将相、尊长贵人辞
世，本是要活人殉葬的，曰“人殉”。后来
由于礼、乐、诗对人性的发育，人殉制遭
到反对，开始用俑代替人殉葬。再后来，
又有人反对俑殉。最讲究礼乐的孔子就
反对，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些
最早作俑殉葬的人会断子绝孙的啊。这
是孔老夫子的一个人本宣言。这个宣言
是背靠周礼发出来的，你没听老夫子一
再强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国许多文字一经解读，或多或少
都潜藏着一点礼教精神。那个“德”字就
很符合礼乐之教。左边的双立人和右上
的十字，本来画的是一个十字路口，象征
百姓的市井生活。中间那个“四”是眼的
变形，说的是王者尊者眼里要有民众，要
关注市井。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德”字。
但眼里有百姓就够了吗？还不够，便又
在“德”字右下角加了个“心”字，强调对
底层的关注要用心，眼到还要心到。这
就是汉语“德”字的涵义。

“六经”和关中地区有很密切的关
系，尤其是诗、礼、乐三经，更是贴近。写
《大秦帝国》的陕籍作家孙浩晖，曾经大
声疾呼先秦时代（主要是周代）是中华文
化的正源，很有他的道理。所以，《诗经》
给予我们的远不止诗，更有经，有诗、歌、
礼、乐并行的古代社会的生活样态，有东

方文化的生存方式。对社会发展和人类
文明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

你看，《诗经》把沣河一带的风光写
得有多美，有的还直接点出了南山。“陟
彼南山，言采其薇”，说我在南山下行走，
采撷蕨菜。“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说天
响雷了，就在那南山之下。《诗经》写风
光，常常暗传了人的感情。像那首著名的
《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
心伤悲，莫知我哀！”过去我来这里哟，依
依杨柳一片春绿。今天我来这里啊，却是
雨雪霏霏载渴载饥。季节的变换——春
天和冬天；色彩的变换——绿色和白色，
因诗人的归返而融通一体，在春、冬景色
的变换中，传达出游子情绪的变化。你
感觉到作者那淡淡的惆怅了吗？他叹惜
时光之流逝、世事之变迁，肺腑中弥漫出
一种哀伤。这恐怕是中国古典诗歌将生
态词汇内化为心态词汇、意态词汇、情态
词汇的早期例证了。

《诗经》还写了古人对风雅人生的追
求，那是对人生、对自然的一种君子风
度。譬如这首《甘棠》：“蔽芾甘棠，勿翦
勿伐，召伯所茇……”这茂密的棠梨树你
千万不要乱剪乱伐啊，那是周代开国元
勋召公待过的地方。以先祖之尊、先贤
之教劝诫人们善待树木，保护生态。看
起来，这是在说因为人（召伯）才要爱护
树，其实这是古诗中人与树互寓的一种
手法：像尊重人那样尊重树，像爱护树一
样爱护人吧！在天人关系面前，古人何
等君子，何等风雅！

《诗经》也描绘了古人对待爱情和家

庭的风雅之情。像《关雎》以雎鸠鸟鸣寄
寓君子和淑女纯真的爱恋 ；像《桃
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
归，宜其室家。”花开灼灼的桃树下，姑娘
要出嫁了。你到了新家可要好好侍奉公
婆，相夫教子，以宜家室。一幅多么淳朴
风雅的风情画！

也有歌吟老百姓风骨的诗句。那首
《硕鼠》大家很熟悉了，它极有锋芒地鞭挞
了贪官污吏。在大雅中还有一首《瞻卬》，
痛斥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贤良。甫一开
始，便以排句历数周幽王的昏聩、百姓的
苦难，最后大声疾呼：苍茫的上天啊，你控
制着万物，切莫因为这个人让祖宗受辱，
只有悔改，你的后世才能得救啊。（“藐藐
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那个时候百姓活得何等艰难，没有一点权
利，依然忧谗忧侫，忧奢忧腐，忧天下之不
平。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诗来表达
自己的意愿，如此风骨令人敬佩！

风光，风骨，风度，风俗，风情，还有
风骚——诗歌艺乐之美，《诗经》里写到
的这些，展开的何止是一轴审美风景
图？那是当时社会几近完整的人生画
卷，是先民们在艰难中不失优雅的生存
状态，其中许多优美的精神质地，营养了
我们几千年。

一阵秋风扫过，落叶追逐着沣水，消
逝在渭河平原之上……

走笔家名

不经意间透过窗户看到夕阳即将落山，急匆匆放下饭碗要上楼顶赶着
看日落时，又被某人数落：“天天看有啥意思？不都是一个样吗？你是能看
出花还是能看出叶呢？”面对掌柜的既不解又不屑的口吻，最好的应对方式
是不恼、不怒、不辩解！

我对夕阳的钟情与膜拜由来已久。若要追溯，应该是缘于上小
学时，老师组织的一次上山拾麦穗活动。记得收工时，同学们蓦然发
现西山夕阳映红了半边天，连同我们全身和脚下的黄土地仿佛也被
涂抹了一层金粉，神奇得有点魔幻。看大家很好奇，老师就组织我们
给夕阳行注目礼。就在我们望着天尽头的夕阳，屏住呼吸等待日落
的瞬间，我不禁天真地问老师：“太阳跑到哪儿去了？”老师抚摸着我
的头说：“太阳落到山沟里去了！”“那它落下去的时候会有声音吗？”
我再问。“会有的，只要你静下心来聆听，就能听到。”老师回答我。

从那一刻起，老师的话镌刻在脑，铭记在心。我常常想象着，日
落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春暖花开到莺飞草长，再到秋月无
声、冬雪无瑕，多少个日月轮回与季节更迭里，我曾执着地想要聆听
那神圣的日落之声，想象着日落的地方有着怎样的旖旎景色……

长大后，在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里，我与朋友们一起登山远望，
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的潇洒与豪迈。就在我们眺望山岭沟壑、河流树木、村庄
炊烟时，夕阳已近西山。我避开喧嚣，悄然来到一僻静处小坐，屏住
呼吸静待日落，期待那瞬间的感动。

不一会儿，夕阳就将西天的云彩涂抹得绯红、橙红、血红，很惊艳，也很
壮观。接着，它犹如一颗巨型火球，静静地、缓缓地隐入山后。此时，万物
寂静，我终于听到了日落的声音——那是我的心跳声。

很多年过去了，我对夕阳始终一往情深。因了对夕阳的钟情，
即便是购房，也首选能观看日落的方位。

如今，虽已年过花甲，每次欣赏、送别日落时。依然会感动。或
许是因了年龄与夕阳冥冥之中的内在关联？抑或是因了岁月洗尽
铅华后的纯粹？

晚霞渲染下的夕阳从容大气，仪态万千。凝神屏气，我仿佛能听
到远山的呼唤，听到夕阳与霞光的呢喃细语，看到若隐若现的白云追逐
着那一抹鲜红，甚至隐约听到一声由远而近的叹息。

时光荏苒，霜染白发，那一轮蓬勃的朝阳已经绽放在心灵深处，随
着岁月风尘的覆盖，愈加醇香、厚重，唯有静观晚霞、醉品夕阳的痴心不
改。那一轮不锈的阳光历经旭日初升的羞涩，走过如日中天的热烈，迈

向激情燃烧的夕阳，不正是
人生旅程的最好诠释吗？
那日落时的心跳，不正是我
曾羡慕古人“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境界吗？

醉看夕阳
蒲力群

源自生命的敬佑
那些身着兽皮
草叶遮羞的先民
仰望星空时
想找寻个安栖地方
可遮风挡雨
躲避猛兽的侵袭

散落大河流域
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先民
以更坚固的方式
依山势而掘
挖出自己的容身之地
将日子嵌入山峁里
把生命播进黄土中
开启崭新模式的穴居

窑洞就这样诞生了
这样的居住更安全舒适
一直到今天
仍然有人选择
凿建原始的洞穴
只是赋予它现代意识
衍生出石头箍的民居
区别于远古的先人
我们称之为窑洞

窑洞化作高原的注解
黄土高坡的眼眸
凝视着数千年变迁
几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诠释尽人间烟火
浓缩了男人女人的一生
在那宽展的炕头
人们世代嫁娶婚育
安享丰足惬意
喜怒哀乐，繁衍生息

陕北的窑洞
更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
义
窑洞里出马列真理
窑洞里运筹帷幄
窑洞里容纳大千世界
窑洞里走出了共和国

古老的窑洞啊
先祖们赖以生存的庇护
传承这一方水土多少基因
讲述了多少黄土风情
多少大河流域的传奇
如今日渐淡出人们视线
正被城市遗忘和废弃
它留存于我们心中的情结
凝重而淳朴的气质
站立成高原永久的图腾

陕北唢呐

嘹亮的声音
吹奏了一千多年
沿着古丝绸之路
一路走来
戈壁、荒漠、绿洲
裹挟着劲烈的西风

落户黄土高原

张开喇叭口
舒展悠扬的调门
乌黑的唢眼
流动着高原的绝响
你听得出黄土地的粗犷
陕北人的豪情
你听得见劳作一天的喘息
风调雨顺的喜庆

唢呐锣鼓响起
陕北人扭起秧歌
最洒脱率性
男女老少扬眉吐气
红伞头红绸布
红红的腰鼓震天敲

陕北的唢呐
悲伤时把月亮吹弯
高兴时把月亮吹圆
吹出了曾经的苦辣酸甜
吹得光景红红火火
吹得新媳妇上了花轿
吹得牛羊遍地撒欢
吹得老人抬上山

唢呐的颜色
被岁月浸染得锃亮
唢呐的音域
覆盖了南北东西
吹唢呐的人儿呀
忧伤又欢欣
他们把自己融入了曲子
把曲子当成了生活

陕北婆姨

陕北的婆姨
也许最能吃苦
在炕头上生娃
在地里播种收获
双手把岁月摩挲出老茧
抚育成群唱信天游的子女

陕北的婆姨
能纳岀好看的鞋垫
能剪出最美的窗花
平日里能把粗粮五谷
做成一道道美食

陕北的婆姨
性格热情似火
爱就爱得泼辣执着
恨也恨得铭心刻骨
面对面睡下仍在想你
舍下身子守你一辈子

陕北的婆姨
挺拔结实水灵
肤色白里透着红
毛眼眼照得人心颤
硷畔上一站
就是道迷人风景

窗外明月恰如钩，
河边草丛肥牛哞。
一曲秋蝉高声语，
两片黄叶摇初秋。

炊烟袅袅风中起，
衣袖浅浅沾水露。
躬身敬拾黄金豆，
翘首望山翠屏秀。

午来阳光熏蒸烤，
树下清凉当眠休。
谁人识得村夫子，
梦回田间与地头。

一亩闲地养精神，
风雨相伴也无愁。
取得一身情趣在，
但看朝起夕阳落。

一亩闲田
任永红

四寻丹霞
张建军

一身汗，一整天。去哪寻个景？好
多天这么想。

早晨，阴云满天。想到有本延安文
物博览书上介绍志丹县九塔湾村。到那
去，正合心意。可是，用高德地图导了一
下，需两个多小时。还可以去哪呢？脑
海里立刻又跳出了砖窑湾丹霞地貌。从
出发地到那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好，
去。这是我第四次去。

早晨十点，我过了河，进了苗店村。
丹霞地貌属于这个村。沿路川道地里玉
米林立，棵棵粗壮挺直，顶端矛戈刺天样
的穗子迎风招展。叶子宽大，绿油油，层
层叠叠，如健壮的臂膊。中间那饱满的
玉米棒子吐出丝丝红缨，养眼招人。

山，迎面而来，川道渐渐变成夹山小路。
柏油路走完是石子路，石子路过后

是土路。一直走到车不能行的路段，也
没有看到丹霞的迹象。

丹霞地貌，你究竟在哪里？
石桥边见到两老乡，说这里是金水

河，不远就是景区，只能步行走。谢了老
乡，我们大步向前走。

这一走就走了二三里。
山上林木覆盖，山下绿草铺地，景是

不错。车辙里，大大小小的车前草绿茵茵
的；高高低低的益母草密集绽放，朵朵妩
媚。蝴蝶翻飞，鸟儿鸣翠，好一派美景！

突然遇到淤地坝，一块破损的告示
牌挡住了去路：范台丹霞地貌景区尚未
开发，区内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易引发
洪水、滑坡地质灾害，予以封闭。

忽然有一种武松看到景阳冈门前榜
文的感觉！一笑，我是谁？武二！进，天
雨何惧，况不一定有大雨！虎，狼，未必
能碰到！

一上一下两条路，左路宽，右路窄。
赌一下，左进。

又一二里，沟掌到了。又是两条路，
丹霞在哪？

恰好，一台抽油机进入眼帘，还有一
间铁皮房，颇为激动。喊一声，一位身着
橘红色工作服的油矿工人走了出来，用
一口家乡话说：“两条路就是两个景区！”
他乡遇老乡，一支烟，几句话，关庄老张
遇到土岗老郝，谢指点！

终于看到了洞口（看是洞口，其实是峡
谷口）：层层白雾从亮晃晃的洞里飘出，四周
绿林笼罩，虽昼犹昏。如果没有白雾迷漫，
或不知玄机的，怎么也想不到有丹霞石谷掩
映其中，也不会去探寻藏匿在绿色里的
奇观美景。

进到洞里，抬头望，高处是黑墨绿的
树；低头看，脚下是青嫩绿的草，如碎银
般的露水很快打湿了网鞋。

越往里走，雾越大，如入仙境。不由
哼起了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
方》，我使劲回忆着牛魔王、白骨精的洞
府叫什么。

峡道越来越窄，曲曲弯弯，只有60厘
米宽窄的过道向前方游走。上方高不过
几米，树木伞一样遮蔽。两侧，石壁森
然，曲曲折折，犬牙交错。走歪斜时两肩
会碰到石壁。两面石壁一边若凸出一
块，对面就凹进一块；这方多出一角，对
方就闪进一角。岩壁光滑，用巧克力的
丝滑形容再恰当不过。

石壁上布满苔藓与小草，石块脱落
的地方露出原始面貌。褐红色，波浪线，

就像一圈圈钢丝绷在上面，弯弯曲曲的，
游过来，又游出去。

突然有粗大树根伸出地底，横出挡
路，低头钻过，攀援而上，一直走到树根
树杈阻挡路面才停下。

一个人游走在里面，感受那幽幽的，
雾蒙蒙的，似幻似真的景象。抬头，一线
见天；低头，落叶成毯；两侧，石壁千奇百
怪。鸟声自上传来，悠扬婉转，平添生
机。好一个峡谷，天、地、树、雾、鸟、人六
合一的世界。那景象，似山崩地裂而生，
风吹雨打磨就。树荫草苔增秀色，吞云
吐雾藏诡奇。声声鸟鸣破沉静，游走其
中快意生。好一处洞天福地！不禁大喊
三声，但没听到回音。

出来时下着雨。到铁皮房坡下，大
声喊老郝告别。老郝坚决用摩托车送我
到小石桥边停车处，不胜感激！

雨，大了起来。刚才走的这个是小
洞天，另一条路上的两个大洞天今天是
去不了了。

再见，小洞天！
等着我，大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