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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岔大峡谷赋
毛生明

走近兰花花
张旭

培元书院与红领巾
郭愿宏

登高望乡
白云集

夫 雨 岔 者 ，岔 从 山 脊 分 ，谷 由 阙 口
合。逢霖自氤氲，无雨亦涔涔。南渥洛
水，扰扰尘嚣尽洗；北衍幽浚，熙熙卑俗咸
避。十二盘山西斩，撩隙阳以探谷；柴关
群峰东断，抛彩虹而落涧。水柔兮山雄，
完隐旷世之绝胜；云开而雾合，悉藏天地
之殊观。

溯源肇始，亿兆年欤。乾象难顾八极，
坤灵失制九州。月隐星悲，山崩石裂。江湖
泛火柱，红浪打回潮。雷叱电咤，霹雳惊
空。岩浆裹烈焰齐飞，滚石挟惊雷四窜。瑶

池陡裂，渗美水与甘泉；地缝乍开，诞峡谷于
雨岔。

嗟夫！花豹戚戚，金蟾切切。龙眼噙
泪，巨灵啸嚎。幸乎！太上老君急挥拂尘，
挽瑶池于将倾；元始天尊抛参撒丹，补地缝
于初裂。

广宇苍茫，旷野萧疏。漫漫长天，历鸿
蒙之混沌；幽幽峡谷，亘宇宙之洪荒。迎晖
筛月，育苍劲遒枝，积厚土而盘根，终得金甲
满地，翠鸟倚枝；雨润风雕，培灵泽峻骨，吸
幽泉以发叶，始擎葳蕤参天，曦月盈宅。

观夫：登天梯上，牛蹄印痕尚在；老君寺
旁，炼丹香炉犹存。桦树轻飏，秀玉肌于坡
端；麋鹿狷狂，禀孤高而岭上。三生石下，续
前世姻缘；生肖壁前，悟轮回迁转。云揭帷
盖，雾锁崖腰。闭目听天籁，遐睨逐流光。
芝兰伏岸，窥鸳鸯缠绵；秃鹫探窗，妒苍鹰击
天。

岸上花馨，谷涧龙吟；松鼠跃枝，凤映浅
底。赤壁千仞，石窟错落有致；丹霞炫彩，峡
谷盘桓迷序。绝壁挂瘗窟，巉崖勾苍旻。神
龟献河图洛书于窨匣，风后点奇门遁甲于幽

谷。佛影禅光抚天书，羲卦谶语透天机。日
培月植，斯地牡丹吐紫气；灿古昭今，是处桦
树摇灵光。

天衣有缝兮，缝在雨岔。嫘祖穿针，缝
峡补谷；宓妃持练，浣痕洗痂。鹖冠子释道，
补周天以元气；定光佛弘法，布普世以明
光。嵌于子午幽壑，敛之黄土腹地。沐重露
而溢香，抚天光以斑斓。

或曰：有岔堪藏龙，无雨何来虹？甘霖
洒人间，灵泉哺芸芸。络接瑶池而澬美水，
脉通延州以腾蛟龙。

陕北的五月吹着季节的暖风，穿过起伏
的绿色原野，抚摸着大地。山坡上一丛丛淡
蓝色的马兰花，欣欣然打开了花苞，优雅地
开放着，宛如少女的一抹倩影在微风中舞
蹈。静静流淌的、清澈的汾川河水绕过临镇
古镇（曾经的临真镇），流向了远方。

走进临镇古镇，走近兰花花。
笔直的街道把古镇一分为二，错落有致

的房屋散布在街道两边。高大的国槐树展
开新叶，在街道上投下斑驳迷离的光影。一
条毛色灰黑的土家狗蹲在大树底下，警惕地
竖着耳朵。街口几个清闲的农家妇女在谝
闲传，不时地张望着过往的行人。临街商铺
的门敞开着，琳琅的商品从店里一直摆到门
外。暖暖的阳光布满古镇，空气中流动着安
宁祥和的气息。

离开街道，顺着一条曲折的泥土小路爬
上半山腰，来到临镇城壕窑台。一处破败的
院落里，两孔陕北特有的石窑洞出现在眼
前，木格格的窗户，双扇扇的门，大大的铁锁
木门上挂，这就是兰花花出生的院落。岁月
使这个曾经“麦衣和泥抹墙光，报纸糊窗瞧
字哩”的新窑洞面目全非。石板接的窑檐，
像老人残缺的牙口七零八落；斑驳脱落的泥
墙里，露出了堆砌的石头楞；破碎腐化的窗
户纸；落满灰尘的土盘炕。看着眼前的景
象，我恍惚闻到了她的气息，感觉到了她的
存在——那个叫兰花花的女子，美得像一颗
熟透的红苹果一样，挂在枝头，散发着诱人
的醇香，水灵灵、沉甸甸地摇晃着。

她仿佛正端坐炕头快针引线地给红军哥
做着鞋袜，缝着衣裳。悦耳动听的歌曲在她绯
红的柔唇间哼唱了出来：“红军哥是好汉，遵纪
爱民好兵官。扎在临真口碑好，不拿群众一针
线……”俊俏的脸上荡漾着甜甜的笑意。不一
会儿，她又站在院外的圪梁梁上，眺望着她的
军哥哥，长长的辫子在胸前摆来摆去，黛眉儿
弯弯，泪眼儿汪汪地等待着，如同在夏季黄昏
的尽头，等待院子里亲手栽种的马兰花开。

邻里太奶说，兰花花小时候同众多百姓
家娃儿一个样，穿着花布衫，扎着羊角辫，憨
憨的解不哈个愁。春天折柳梢吹咪咪，夏天
采花编篮篮，秋天在田野里烧洋芋、摘酸枣，
冬天在河里滑冰。过年穿新衣放鞭炮，嘻嘻
哈哈跟着大人拜年，学扭秧歌。自从上了
学，渐渐出落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俊女子。

临真女子学校位于临镇西街头，三孔陈
旧的石窑洞静默在阳光里，往事重重叠叠挤
满校园的角角落落。兰花花是女校第一个
报名入学的学生，她的名字有多个，官名叫
姬清芳，族谱名叫姬延琴，乳名叶子，同学开
玩笑叫她兰花花，还有后来众人起的赞誉名

“俊女子”“盖临镇”。同她的名字一样，兰花

花的人生有着不同的色彩。
在那个封建的年代，对于女子上学是有

偏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嘛。然而，兰花花
还是走进了学校。来到学校后，她像每一个
初上学的孩子一样，怀着好奇心打开了人生
崭新的一页。她活泼开朗、聪明好学、积极上
进，总是踊跃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兰花
花银铃般的笑声和快乐的身影在校园中随处
可见。她喜欢兰花，总是穿一件白底兰花的
上衣。为此，同学们都叫她兰花花。她也就
大咧咧地笑着应了声。这一应就叫开了，她
也毫不在乎。兰花花在女校小有名气，在临
真镇，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在知识的海洋
里，兰花花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解开了什么
是理想，也明白了什么是爱情。她宛如破土
的新芽、春天里的燕子，散发着明亮的光彩。

1935年，中央红一军团来到了临真镇，组
建了红色革命宣传队。宣传队由临真女子学
校的学生、临真小学的学生以及红一军团的官
兵组成，其任务是编排节目，深入农村进行“扩
红”宣传，动员群众拥军支前报名入伍；走进军
营慰问演出，给休整的军队鼓舞士气。编演的
节目很多，有快板、民歌、顺口溜、舞台剧等。
能歌善舞的兰花花被其选中，日子像一团火，
滚滚烫烫地在她的眼前铺了开来。

兰花花一上台，她艳若桃花的模样，杨
柳一般柔美的身段，清亮甜美的嗓音，赢得
了官兵热烈的掌声和群众欢快的叫好。茶
余饭后，当西街头的人们刚刚谈起“俊女子”
时，东街头早就说起了“盖临镇”，兰花花被
人们风一股雨一股地传说开来，几乎忘记了
她姓啥名啥了。宣传队队长是红一军团的，
名叫杨庄贵（杨培基），战士都叫他杨排长。
杨排长白净俊朗，玉树临风，宣传演出是内
行，闹秧歌是个好伞头。

人们最喜欢看的节目有《迎红军》《共产
党是救星》《歌唱刘志丹》《军民一家亲》等。
宣传反响最大的节目要数“婆姨送汉当红
军”，这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编排的舞台
剧。兰花花扮演婆姨，杨排长扮演男人，演
出后引起很大轰动。临真一带婆姨们纷纷
送自己的男人当红军，过黄河，参加东征战
役。那高亢热烈的爱国情怀，悠扬缠绵的离
别心曲，在剧情中被兰花花和杨排长演得情
真意切，极具感染力。

女：我送哥哥去东征，
打过黄河灭白军。
不要牵挂妹妹呀，
当了红军最光荣。

男：不忘妹妹这片心，
送我东征当红军。
上了战场多杀敌，
不怕牺牲立战功。

他们仿佛真的夫妻在上演着现实生
活。杨排长像四月的阳光一样让人感到温
暖，兰花花娇美得如兰花一般让人着迷。情
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排练和演出中，共同
的理想点燃了他们爱情的火花。他们走在
演出的路上，去往每一个村庄，赶往每一个
营地，遇到的每一个人，即使不认识的，都觉
得喜欢。心头的爱恋像五月金黄的麦浪，一
波又一波永不歇息地涌动起伏着。爱情使
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

在和红军战士相处的日子里，兰花花越
了解他们就越觉得亲切。兰花花给她的军
哥哥做鞋的时候，还做了大量军鞋送给了其
他红军战士，被当地政府评为慰劳红军模
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东街人和西
街人都赶往政府大院，大院拥挤得没地站脚
的时候，红旗飘飘的主席台上，驻军首长和
地方领导亲自接见了兰花花，同她握手问
好，给她戴上了大红花。一时间，兰花花成
了人们学习的榜样，成了令人羡慕的了不起
的人物。

阳光、舞台、鲜花、青春、荣誉甚至爱情，
都在那儿，在兰花花兴奋的眼眸里闪耀着灿
烂的光辉。

1936年正月，在最后一场大雪笼罩了山
川古镇时，红军开始东征，队伍朝北塞山行
军。老百姓拿着煮鸡蛋、热煎饼、米馍馍往
红军战士手里送。兰花花一路小跑，几次险
些摔倒在雪地里。她把一双还没来得及做
好的棉鞋送给了杨排长，鞋上还缠着麻绳，
绳头上吊着明晃晃的细针。杨排长走了几
步转身向兰花花挥手，随后跑着追赶队伍。
队伍已经看不见了，川道上杂乱的脚印很快
被纷飞的大雪掩盖了痕迹，兰花花还木然呆
立在原地，眼里储满了泪水。此时的兰花花
怎么也不会想到，与杨排长的这一别便是永
远的无缘了。

日子越来越清苦，春夏秋冬，日月轮回，
兰花花从山野里挖回马兰草，栽满了院畔。
她在心里暗自想，花开的时候她的军哥哥就
该回来了吧？她等啊，盼啊，但是有杨排长
的季节却迟迟不来。后来，她和母亲几乎到
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迫于生活，兰花花不得
不嫁给经常接济她们的、西街窑台上她干妈
家的大儿子任小喜。善良孝顺的兰花花勤
俭操持着家。原本想光景就这样过下去了，
没想到任小喜在执行任务时，被他的上司保
安队长罗春生诬陷，含冤死了，日子又陷入
了灰暗之中。

人们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这
个叫罗春生的保安队长早已对兰花花垂涎
三尺，害死了兰花花的丈夫，借着权势三天
两头跑她家骚扰。对于这个无赖，兰花花

拿起扁担毫不留情地痛打了一顿。婆婆虽
然舍不得孝顺的媳妇，但也不忍心年纪轻
轻的兰花花守寡一辈子遭人欺负，多次劝
她改嫁。恰在此时，多年逃难在外杳无音
信曾与兰花花定过亲的石姓人家回到了临
真镇。在家人和族人的各种压力下，在兰
花儿开了谢了却仍然不见杨排长归来的日
子里，兰花花无奈地与临镇东街村的石志
英结了婚。

当兰花花的命运一波三折的时候，东征
的杨排长受伤住进了延川县太相寺红军医
院。他还不知道那个他日夜思念的人儿已
嫁给了别人，托人给兰花花捎了一个军用搪
瓷茶缸和一把小铜勺，还用铅笔在马莲纸上
深情地写道：“我爱兰花。”

婚后的兰花花生下一个男娃就得病去
世了，她是怀着对儿子的不舍、对杨排长的
牵挂和对生活的热爱离开的。当地人都说
兰花花是一个苦命的、孝顺的女人。当杨排
长再次踏进临镇古镇时，面对的只有“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了。于是，杨
排长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凄婉哀伤又象
征着美好爱情的陕北民歌《兰花花》。

临镇东门外一华里处有一道沟，叫叶子
沟，也叫叶子渠，是当地人为纪念兰花花而
命名的。五月里的叶子沟绿意盎然，林立的
树木投下婆娑阴影，两三丛马茹茹点缀在阳
坡的草地上，开着黄绸缎一样的花朵。三两
只白鸽从树林中飞过，那抹洁白在郁郁葱葱
的绿色里时隐时现。兰花花的坟墓安详地
静卧在嫩绿的草丛中，斑驳的墓碑上刻着

“姬琴芳”的字样，坟头上一株生机勃勃的马
兰草托着一朵兰花向蔚蓝的天空努力地绽
放着。我们伫立在这里，倾听风的声音。婉
转的鸟鸣声中，悠扬的陕北民歌随风而来：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
蓝个英英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地爱死个人。

五谷地里的那个田苗子，
唯有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呦，
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歌声近了又远了。飘过一溜溜沟沟一

道道梁，飘过黄土高原，飘向每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们的心田里。

延安川口冯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

黄土高原避风向阳的山坳

绿荫环抱 老少闲谈 炊烟袅袅

温暖的情境仿佛在梦里

不，它就在眼前

在母亲贫瘠丰沃的怀抱里

半个世纪无法老去的时光里

从这里走出一位诗人

用高原之魂提炼金子的诗人

他把流淌在千沟万壑中比岩浆更炽热的

故事

视为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当

经年累月开掘精神的宝藏

拼取一生肠断 消他几度回眸

用大地为纸 赤子之心著史

高原般厚重的革命历史

先烈的功绩如星辰闪耀

“喝延河水长大

在土窑洞中接受了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

崇尚勤劳 质朴 诚实 坚定”的诗人

注定他手中的笔

不会书写一己小我 儿女情长 纤云弄巧

只会用燃烧的激情铸造史诗的黄钟大吕

将《群山》《长河》《浩海》

背负起来 书写出来 传扬开来

1973年的秋天

诗人到这里插队锻炼

做农民的儿子 大山的儿子 圣地的儿子

庄稼 牛羊 山野

农家的喜怒哀乐 春华秋实

是人生的哺育

更是灵魂的喂养

49年南征北战

不忘深深眷恋的精神沃土

不忘自己开垦的“两亩田”

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拖着沉重的犁铧

撒下一颗颗饱满的种粒

在大地上耕耘出滚烫的金色的诗行

今天，他如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

回到魂牵梦绕的家园

将昔日的窑洞建成一座“培元书院”

缕缕书香 墨香 谷香 诗香

混合成滋润心田的沉香

每一片秋叶都晕染着浓烈的诗情

向勤劳善良的人们频频挥手致敬

一群穿红校服的学生

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诗人

他们诵读如火如荼 如酒如歌的诗句

学生亲手给诗人作家们系上红领巾

在场所有人在这一刻都忘掉年龄

都变得年轻

都焕发青春

都奔涌激情

他们的目光和学生的目光一样清澈明亮

装得下雄浑的山 蔚蓝的天 辽阔的海

扎根泥土 义耕福田

花开山乡

凝望未来 凝望远方

凝望 凝望

九月九日又重阳，

邀友竭力登高峰。

曲径两侧花未谢，

空中垂柳随风扬。

举目遥望石阁山，

饱含激情泪迷茫。

故园金秋风光秀，

载歌载舞福寿长。

风情土黄

风景宜人 陈勇钊 摄

心境
白雪

地上的落叶
湿漉漉地铺在那里
我知道，霜在昨晚来过了
更大的霜寒和雪，都在后面
不可预期

天地间 还有些不知名的花儿
在清冷的风中
拼力把自己绽放出来
生动而明艳

它们不在乎能不能结果
不在乎明天是否有寒霜

如果明媚
就在今天
就在现在
不必等待和纠结

莫名地
我有些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