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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又收到敏儿寄来的一大束牡
丹花，红的、粉的、杏黄的，扎在一起很
是漂亮。这束花不仅有一种雍容华贵
的美，更让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乡情。

敏儿不仅多次在视频中跟我讲，
现在的家乡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牡丹
也不是以前的牡丹了，路也不是以前
的路了，平房都变成高楼了。其实我
已经见证到了，今年四月，我从陕西一
路飞回了菏泽，再一次深游了我的故
乡——牡丹区。从以前的羊肠小道到
宽广的公路，从荒凉的原野到绿油油
的世界，从那一个个充满朝气的眼神
中，我看到我的家乡有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我的家乡在菏泽市牡丹区。菏泽
的牡丹历史悠久，已有1500多年的历

史，在菏泽还称曹州的时候，就已经是中
国的牡丹之都了，自古有“曹州牡丹甲天
下”的美名。在我小的时候，每年的四月
中旬，是我们一年中最欢快的日子，比盼
过年的心情还急切，因为是牡丹盛开的
季节！

那时候虽然牡丹的品种没有那么
多，种植牡丹的区域也不大，但足以慰藉
我们的心情。于是就约着小伙伴，三五
成群地去看牡丹，我们以去看牡丹之名，
可以把学校的作业放下，可以把田里的
农活放下，亦可以把父母的指令放下，在
那满满的两周内，是可以“肆意妄为”的，
是“自由”的，是不受家长训斥的。对于
我们家乡的人来说，牡丹盛开时是个大
季节，是牡丹区的大事，在那个物质匮乏
的年代，也只有提起牡丹，才是我们骄傲

的时刻。也正是因有了牡丹，才显得这
个地方不是那么贫瘠。

随着时间的流转，时代的变迁，我
们的牡丹区也换上了新装，仿佛一阵
春风拂过，藏在地下的沃土终于发出
了力量。高楼建起来了，田野更绿了，
河水更清澈了，牡丹的品种更多了，它
从青葱的孩童终是长成了更有活力的
少女，有了更多的追随者。这个始于
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花，在今朝
终是走向了国际，有了负有盛名的菏
泽国际牡丹花会，每届花会都举办大
批的经贸文化活动，中外游客络绎不
绝，签订了许多外资合同，促进了经济
贸易的繁荣发展。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吸引了一大
批游子，他们纷纷返乡创业，用他们在外

面多年积累的经营、管理理念，使企业有
了更好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人才基础，
让更多的乡党有了就业之地。各行各业
产生的经济效果，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更多
的光芒。

父母亲虽然跟我在西安居住多年，但
总觉得他们的心是飘摇的，他们在跟外人
交流的时候，总是几句话过后就会扯到家
乡的牡丹区，更别提看到花店了。他们那

“不屑一顾”的眼神，仿佛在说，哪有我们
家乡的牡丹好看……

在我们牡丹区人的眼里，花可谓是一
座城，而城是一朵花。

秀美山川何处看？今日延安赛江南。

千山郁翠绿波涌，万里碧空蓝如染。

河流似练玉龙舞，白云悠悠飞鸟旋。

高原辽阔清风爽，绿意盎然入慧眼。

山清水秀人欢笑，情满塞上齐声赞。

忆昔二十五年前，延安旧容不忍看。

荒山荒坡荒沟梁，一片荒漠遥接天。

冬春恶风肆虐狂，黄尘滚滚蔽日寒。

夏秋山洪更无情，黄泥满沟壅塞川。

十年九旱百姓苦，广种薄收无闲田。

黄土地里刨温饱，越穷越垦年复年。

满目疮痍兽鸟绝，秋去春回雁未还。

外宾称为不毛地，国人视之凋殊颜。

他年春雷一声响，退耕还林始开战。

封山禁牧护植被，造林播绿兴家园。

男女老幼齐上阵，十三县区战犹酣。

改天换地斗日月，一茬接着一茬干。

浴血挥汗廿五载，全市造林超千万。

世界绿化无先例，红色热土现奇迹。

如今山青水又绿，高原叠翠层林染。

山头如黛鸟相闻，林深鹿鸣狐豹喧。

绿水青山无价宝，生态产业促振兴。

城乡美来百姓富，延安即是现实版。

革命圣地闻天下，绿色已成新名片。

时代号角催奋进，生态文明启新程。

深绿攻坚开新篇，勇立潮头敢为先。

延安精神代相传，矢志筑绿践初心。

接续奋斗笃实干，美丽延安必实现。

值此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先生百岁生日之
际，谨以《回延安》为主线赋诗一首，忆及贺老回延安
的点点滴滴，祈愿贺老福寿绵绵、松柏齐肩，同时彰
显经典永不褪色、血脉薪火相传。

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黄
河，在流经内蒙古河套平原在一个叫
河口的地方往南朝下一拐，造就了一
个巨大神奇的“几”字弯。由此，在神
奇壮丽的陕北黄土高原与山西之间，
便形成了著名的秦晋黄河大峡谷。秦
晋黄河大峡谷西侧岸边，有一个地形
狭长，只有一条单调的南北大街，独独
缺少东西走向街道的小城。每天，小
城迎着东方的晨曦渐渐苏醒，车辆和
人群的喧嚣声便开始充斥着小城每一
个角落。而当小城西侧暗红色砂石山
体的阴影慢慢洇透了房屋楼顶和街道
后，小城便又慢慢地归于沉寂。

出小城往北，西侧有座海拔近800
米，通体散射着暗暗褚红色光泽的山
巅，山巅之上有一处石头古城（以下简
称石城），在默默经历了千年蹉跎岁月，
千年无数风雨洗礼后，仍然以她那独特
的身姿与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文物
史学家和普通游客惊喜诧异的目光。

在秋风送爽，枣儿红了的美丽时
节，我再一次来到石城作客，万分虔诚
地触摸她的肌肤，感知她的温度，捕捉
她的脉搏，聆听她的回声。我曾数次
慕名来到石城，就是想不断揭开她那
神秘的面纱，窥探一下她那深藏闺房
的美丽容姿和精神世界。

石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建筑历史
久远、文物价值极高的“华夏第一城”，

享有“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
地景区”称号。石城城墙周长1225米，城
墙高6到10米，宽2.6到7.5米，曾筑有365
个垛口，占地约10万平方米。石城海拔
793米，相对高度150米，在距今县城所在
地宋家川镇北2.5公里的独立山梁上。城
东以黄河为池，西以沟壑为邻，南有通行
道路下之河边，北为咽喉狭道连接后山，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环水绕，铜墙铁
壁，故在陕北地区有“铜吴堡、铁葭州、生
铁铸的绥德州”之俗称。

《二十四史·宋史》记载，在北宋开宝
九年，即公元976年，北宋定难军节度使
李克睿（原名李光睿）率兵破北汉吴堡案

“斩首七百余级，获牛羊千计，俘寨主候
遇以献，加检校大尉”。由此可见，早在
1000多年前，石城已颇具规模。金正大
三年（公元 1226），该城由寨升为县城，
直至1936年民国政府撤离，该城成为县
治所在地长达710年之久。

城垣依山而建，平面呈不规则椭圆
形，城墙蜿蜒曲折，甚是雄伟。站在城墙
上朝山下望去，陡峭的山崖令人头晕目
眩，两腿发软。城墙里外墙均为石砌，条
石拉筋，条石中间黄土夯筑。城墙上东
南西北四门，门洞顶上对应有“闻涛”“重
巽”“明溪”“望泽”四块石匾，南门外有瓮
城一座，瓮城门匾为“石城”。原各城门
上均有城楼，可惜已毁。城内有东西南
北大街各一条，小巷十余条，店铺数十
处。城内现有 40多处明清时代所建窑
洞和民居保存较为完整。石城虽小，作
为县治，除设置县衙、捕署、监狱等外，城
隍庙、娘娘庙、衙神殿、祖师庙、龙王庙等
众多庙宇穿插城中。各式建筑星罗棋

布，错落有致，布满石城。石城书院大门
镌刻的“进步文明所望诸生有志，热心教
育休云此地无人”楹联令人回味无穷。
此外，在石城还发现未经恢复的私塾遗
址和修缮后的女校旧址，由此可见在遥
远的年代，当时的石城就已经开始重视
教育事业了。

石城后来之所以出名，得益于一个叫
李建增的摄影家。他历时近20载，近百次
深入石城潜心采访、拍摄、创作，推出一部
名为《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摄影画
册。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石城，扩大石城
的影响力，李建增又协调当地政府有关部
门，连续举办了两次以宣传黄河及石城为
主题的摄影展，借助千年石城的无穷魅
力，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观光旅游，抑或
吸引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千年石城终于
由无人问津华丽转身而门庭若市。

漫步在石城略显粗粝的石块铺就的
街巷，发现成片的枣树林在秋天里彰显
着她茂密的昂扬身姿，一串串、一簇簇红
里透黑成熟了的枣儿，从街巷两边墙头
上探过来身子，向客人热情地打着招
呼。嗅着飒飒秋风送来枣儿的清香，摘
一颗品尝一下，皮薄肉厚又脆又甜，一股
香甜味儿直抵心脾。看着近年来整修后
的窑院，石块斜插而成的院墙，切身感受
着石城近年来渐渐发生的变化。不时有
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电动车擦身疾驰掠
过，也有衣着华丽的时髦女子，在街巷里
流连顾盼拍照留念。且走且看，且看且
停，且停且问，沐浴着秋天灿烂的阳光，
迎着阵阵日渐强劲的秋风，充分利用难
得的闲暇时间，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石
城每条街巷丈量了数遍，用不太锐利且

有点昏花的目光把石城的每个角落仔细
扫描着，亲手抚摸着既粗糙又温柔的红砂
石城墙。唯有遗落在枣林间、院墙外、荒
草丛中的石磨，在瑟瑟秋风里独自无奈地
发出沉重的叹息。

石城也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充满了温
情，充满了灵性与活力，充满了陕北传统
文化艺术魅力。你听，从一个院落传来敞
亮、舒展、婉转、高亢的陕北民歌：

“阳畔上的那个圪针哎，
背洼里的那个艾……”
走在石城街巷里，心里不由万分感念

着，当地政府具有强烈的保护历史文物遗
址的意识。他们在尊重历史价值的基础
上，对石城进行了保护性维修，还原了石
城的历史风貌。自1982年以来，石城已经
被国家和省、县陆续公布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5年，石城荣获“中国最具价
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景区”称号。随
着石城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石城影响力的
持续扩散，石城游热度的不断增强，黄河
畔上的石城必定成为陕北旅游线上一颗
耀眼璀璨的明珠。

信步来到石城东侧山崖城墙边，透过
沧桑感实足的城墙垛口，遥望波涛滚滚的
黄河对岸山西一侧，正好有一列运煤火车

“轰隆隆，轰隆隆”沿着黄河飞驰南下。山
脚下横跨陕西、山西黄河两岸漂亮的现代
化大桥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山下小城
特有的嘈杂喧闹声不断冲击着我的耳
膜。天空湛蓝，云朵巍峨。此时，迷人的
晚霞正在慢慢晕染、侵蚀着石城的城墙、
窑檐和巷道，委婉的秋风在轻轻地摇曳着
灯笼般含羞的红枣儿……

哦，你这叫人时时念想的石头古城！

石城略记
高东峰

风物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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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延安：贺敬之先生
百岁贺寿歌

忽培元

绿色礼赞
——写于延安退耕还林25周年之际

蔡静

花是一座城
鲁秦儿

前几天回农村老家，不经意间
又看到了那张低矮却宽大的饭桌。
说它小，实际是说它比较低矮。它
高不到二尺，长约一米，宽八十公分
左右。看到它，我仿佛又回到了那
些难忘的岁月。

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它已变得破
旧了许多。榫卯已松动腐朽，桌面的
大部分已是破损发霉。擦去尘土，桌
沿和靠近角上的地方却依然光滑平
整，其实那就是长期使用摩擦形成
的。虽是一张普通的饭桌，但对我们
家人来说它又不简单。它承载了我
们姐弟六个人的童年、少年时期的生
活，记录了我们曾经用它吃过的每一
顿饭菜。可想当时六个孩子围着它

吃饭是怎样的一个喧闹、热烈的场
景。其实它更是我们的父母为了让
孩子们有饭吃，把饭吃饱乃至吃好，
做出坚持不懈拼搏的见证。

不论在那些物资匮乏，生活
艰难的日子里，还是境况逐渐好
转的岁月中，这张饭桌上每天总
有母亲为我们端上来的一日三
餐。出现在这张桌上的食物种类
多样，在不断变化着。先是杂粮
稀饭，蒸、煮水芹菜，蒸榆钱，炒豆
子面，坚硬且黑如煤球的糜子馍，
黑豆面窝窝头，两面馍。接下来
就是玉米面窝窝头、玉米面煎饼、
摊黄米馍，总算日子在逐渐变
好。再后来就有玉米白面做的两

面馍、白面馍、各种菜蔬和至今令我念
念不忘的捞面打鸡蛋了。

如今，我们姐弟六人早已成人、成
家，这张桌子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而我们年逾八旬的母亲依然在种
瓜、种菜，不停地劳作。她常说：闲着无
聊，不如干点活舒坦。现在，母亲种的
应季蔬菜也会不时地出现在儿女们的
餐桌上。

以此拙作，致敬我们勤劳、坚韧、刚
强的母亲！

一张饭桌
黄德灵

泛舟海诗

留痕月岁

那年春暖艳阳骄，
黄土原野苍穹高。
槐枝含苞未开绽，
桃杏情急报春晓。
无线电波传佳讯：
诗人贺老回来了。
延河宝塔齐欢笑，
伴我机场迎贺老。
时值纪念“五·二三”，
贺老一住七八天。
身为当时延安人，
朝夕陪伴在身边。

《回延安》的诗人回来了！
喜讯不胫走山川。
凤凰振翅清凉爽，
春潮吹送醉丁香。
延安人民爱诗人，
家喻户晓请进门。
纪念馆重温“大生产”，
杨家岭再听《讲话》篇。

“小鲁艺”走进大鲁艺，
文艺的旗手是毛主席。
点点滴滴汇波澜，
耄耋重返赛少年。
说话间扭起大秧歌，
老汉笑成红牡丹。
这回绝非在梦间，
油馍饸饹烩三鲜。
四喜丸子五魁首，
顿顿羊肉有米酒。
陕北吃喝香又甜，
还是当年好茶饭。
跨过延河朝东去，
老鲁艺重访桥儿沟。
岁月瞬乎七十年，
教堂石窑仍从前。
古柳老槐石铺道，
毛主席牵马过拱桥。
时光易逝人未老，
伟人指路若今朝。
才捧延水明心志，
又登嘉岭话攀高。
漫步古城思清远，
兴来高唱《南泥湾》。
窑洞门前传呼唤，
偶遇当年小演员。
赵连英、贾从娃，
秧歌队里曾配搭。

“贺叔贺叔”连声唉，
叫得彼此泪花儿翻。
举头仰望后山峁，

《白毛女》诞生在土窑。
大春喜儿杨白劳，
如今的光景可还好？
百年经典《回延安》，

《白毛女》开山永经典。
骏马奔腾笔未秃，
战士情怀暖黄土。
油灯未灭心不老，
诗人情痴志气高。
秧歌锣鼓不停点，
大步向前战敌顽。
诗心不老春花艳，
万众吟诵《回延安》。
米酒一杯能增寿，
八旬老翁似少年。
开怀一笑忆抗战，
诗人坚信“共产宣”。
无论风云怎变幻，
高歌猛进续新篇。
如今又过二十年，
百岁日夜想延安。
年高不坠凌云志，
松柏岂惧风雨巅。
茫茫人海有同志，

《国际歌》声仍震天。
举目仍见雷锋笑，
西去列车还争先。
茫茫人海苦寻觅，
万众齐诵《回延安》。
诗人未断英雄气，
字句犹壮英雄胆。

《三门峡——梳妆台》
《桂林山水歌》豪迈。
精神文明加生态，
大地养容永不改。
孰言贺诗已过时，

《雷锋之歌》犹崇高。
无愧“人民艺术家”，
延安永远是咱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