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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你傲立于黄土高原之巅，
千沟万壑，勾勒你沧桑而坚毅的容颜；
黄河之畔，涛声阵阵，是你激昂的咏叹，
宝塔巍峨，直插云霄，彰显你坚定的信念。

你是革命的摇篮，历史的璀璨明珠，
无数英魂，曾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
星星之火，在此悄然点燃，终成燎原之势，
延安精神，熠熠生辉，彪炳史册催人奋进。

你的山川，历经风雨，见证时光的流转，
你的河流，奔腾不息，流淌着人民的期盼；
你的土地，肥沃而深邃，孕育着革命的种子，
你的天空，辽阔无垠，闪耀着信仰的璀璨星光。

延安啊，你是我灵魂深处的圣地，
你的精神，如明灯高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无论我漂泊何方，无论我身处何地。

延安颂
郭怡彤

风推开篱栅，我推开木门，星河奔
涌，列队撤退，夜将与黎明换防。

北纬 37°的古城在静谧中苏醒。
26路公交车缓缓停靠南桥，唤醒了沉
睡中的杜甫；清凉山下的交警，脸颊
上的晖光是欢喜的灯盏；杨家岭挑水
的人，挑起了延河水清晨的波光。

早安，延安。我向橘黄的路灯下
扫大街的环卫工人问好；向闪着灯光
疾驰而过的出租车问好；向匆匆忙忙
赶时间上班的人问好；向那些背着书
包奔跑的孩子们问好；延河边杨柳堤
晨跑的陌生人，我也向你们问好！

划破黎明的曙光照亮枣园，也照

亮宝塔山，从暗夜涨起的灯光在晨曦
中消退。白云升起，更多的白云升
起，朵朵安详，人间烟火布满古城。

二道街的商铺依次打开；中心街
的商铺依次打开。四通八达的街衢，
托着十万奔走的人、十万驰行的车，
河水般涌流。粮食、蔬菜、阳光、河
流，喂养着一座城的万事万物。

开花的谷子站在山梁上，迎着风，
迎着太阳。那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跨过河流的人到了，谷子弯下了腰。
跋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人啊，喝一
碗小米粥，眼角眉梢透出春光。于
是，窑洞的煤油灯亮了，古城也亮了。

一株战火中的稻子，被移栽到曾经
荆棘丛生的烂泥潭里，稻粒的深处是洁
白和稻香，它们高举着春天和希望，驾
驭着绿色的风，吟唱出颗粒饱满的金色
歌谣。收割稻子的战士，耘田纺线的战
士，骑马征战的战士，你们是铁，铸成镰
刀斧头的铁，收割江山的铁。一座古城
的风停下，青禾的辫梢系着最好的阳
光，光芒闪烁。

正午的阳光照耀古城，音乐响起，
《兰花草》优美的旋律响起！水飞舞，飞
舞，以雾的姿态升起又落下。大街小巷
布满雨水也布满霞光，布满鸟鸣也布满
花朵的芳香。双拥大道的白玉兰，花瓣

微颤着明月的清冽；新城瑞金街的粉红樱
花，在众芳云集的华宴上温暖地举杯。行
走在古城的人们，每一步都能踩出幸福的
旋律，日子轻细水甜，笑声多么明亮！

每天清晨，我都会满怀欢喜地想：“这
人世间，有一个我，有一座金光闪闪、光辉
夺目的美丽城市。而我，恰好就居住在这
座城市。”

曙光初照，晨钟鸣响，邮电大楼的乐
曲响彻古城、响彻天宇。这首传唱了近一
个世纪的歌曲，依然温暖着人们的心灵。
乘着这旋律，开始新生活。向闪耀着历史
的光辉，又散发着蓬勃朝气的古城，我轻
轻道一声：早安，延安！

深情土故
早安，延安

婉晴

一座白鹿寺，千年银杏树。
一座白鹿寺和一棵银杏树守望千

年，成就了陕北大地上一个天下奇观。
发源于陕北白于山区的滚滚洛河

水，流经延安境内便形成了土地肥沃、宽
阔温厚、美丽富饶的洛河川。经过千万
年漫长时间的不断冲刷堆积，在途经甘
泉县一个叫寺儿沟的村子时，终于逐渐
造就了有名的白鹿塬。

冬日里，朋友呼唤我一同驱车来到白
鹿塬，想慕名探访一下塬上久负盛名的白
鹿寺和银杏树。赶巧我们来时遇上了好
天气，湛蓝透亮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清
凌凌的洛河流水哗哗作响。刚到塬上，就
远远地看见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辆，看
来，有不少人早早地捷足先登了。

白鹿寺，又名白鹿禅院、众宝寺，是
陕北地区著名的佛教寺院，寺院位于甘
泉县石门镇寺沟村东侧的白鹿塬上，南
依山峦，北临洛河，坐南朝北，气势恢宏。

至今，在白鹿塬上还流传着一个神
奇美丽的传说。相传唐朝时，一位高僧
受唐王派遣前往敦煌莫高窟献宝，宝物
是道教圣地楼观台的一株雌性银杏树苗
和东都洛阳的一包牡丹花籽。高僧担着
宝物北行，一日来到延州境内的甘泉县
白鹿塬上，他觉着有些疲乏，便释担歇
息，不一会儿便睡着。他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只白鹿从远处向他跑来，白鹿用嘴
叼起担子里的银杏树苗和牡丹花籽就跑
开了，他急忙起身追赶。白鹿也不往远
处跑，只是绕着塬面转圈，转着转着，转
到一座金色的莲花花坛旁，白鹿纵身一
跃，跳上莲台，突然不见了。高僧急得满
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一阵凉风吹过，
高僧打了个激灵醒来，原来是自己做了

一个梦！他急忙俯身寻找担子里的宝
物，高僧大惊失色，只见放花籽的担子旁
边长出了一丛牡丹花，而那株银杏树苗
的根已深深扎入了土中，高僧连忙双手
合十，双膝跪地，连声念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他明白了，梦中的白鹿是佛
祖变化而来，在度化自己。他环顾四周，
发现此处山水相依，风景秀丽，竟是一处
风水宝地。于是高僧放弃了北上敦煌的
打算，就地在此兴院建寺，因白鹿点化之
缘，寺院起名白鹿寺。从此以后，这里善
男信女、僧侣广众接连不断，烧香拜佛之
人络绎不绝。千百年来，寺院内古木参
天，绿树成荫，牡丹花满院开放，香火旺
盛，热闹非凡。因寺院内有楼观台的银
杏和洛阳牡丹，之后又得金佛、琉璃塔、
珍珠、帛画、法螺等，皆为珍宝，故又名

“众宝寺”。
进入寺院，只见殿前香炉里香火缭绕，

青烟袅袅，殿内不时传出阵阵诵经声。环
顾四周，在墙角还发现不少覆盖着落叶的
残破的石碑寂寥地躺着，依稀可辨的碑文
记录着过往历史的印迹，仿佛在向游客诉
说着昔日的辉煌。

循着一股清香，信步来到寺院东侧，便
看见一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伫立在眼前，
接受着人们的膜拜。

银杏树是中生代孑遗的一种稀有树
种，素有植物界里的“大熊猫”和“活化石”
美誉。据记载，白鹿寺院内东侧这棵参天
古银杏树栽植于唐代，树龄至今已有1300
多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保护的古树名木
名录和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白鹿寺院的银
杏树高 20余米，树围 6米多，5人不能合

抱，虽已逾千年，却依然苍劲挺拔，枝繁叶
茂，见证着白鹿古寺的千年沧桑。

据说，长安秦岭山下周至楼观台为天下
道教圣地，楼观台的宗圣宫内有老子亲手种
植的一雄一雌两株银杏树。当年唐王为了
让中土的道教与西域的佛教相互融合，把雄
性银杏留在楼观台，派高僧带着雌性银杏和
洛阳牡丹前往敦煌“联姻”……最后有了“南
有楼观雄株，北有白鹿雌株”的故事。

因为白鹿寺银杏树是雌性，一直不能
结果。民国十八年春陕北大旱，寸草不生，
就连根深叶茂的银杏树也开始枯萎。农历
三月十八祭拜完佛祖后，夜里白鹿塬上竟
下了一场春雨，第二天周围老百姓发现大
树根旁边长出了一株小银杏树，后来小树
渐渐长大，几年后竟与大树合抱在一起。
自那以后，大树就开始每年秋天长出白
果。当地老百姓认为是佛祖显灵，就把三
月十八定为白鹿寺庙会，每年都要会唱戏
祈福求平安。

每年银杏树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游客
求来的印着“有求必应”“保佑平安”等诸多
字样的红色福带，一阵微风拂过，福带摇曳
舞动，到处一片祥和的美景。

悠悠岁月，跨越千年。不离不弃，厮守
相望。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纵然千年间雷
电风暴，寒暑冷暖，太阳升起又落下，月牙弯
了又变圆。然而，一座白鹿寺院，千年银杏
树，在风风雨雨中坚守信条，互相守望，互相
依靠，互相温暖，依依不舍，生死可恋。

探访白鹿寺归来已久，心中时时不能放
下，不免想要询问：我们是否还有在同一片
蓝天下共享和平的美好愿望？是否还有彼
此坚守爱情的炽热心肠？是否能够坚定理
想信念奔赴美好的未来？

谁来回答？

风物州九 千年的守望
高东峰

晨曦初照，霜华未歇。当2024年的
最后一抹余晖悄然隐没于地平线，2025
年的第一缕曙光穿透云层，洒向广袤大
地，我们挥别旧岁的霜雪纷扬，喜迎新春
的朝晖熠熠，踏上征程新启，心怀憧憬满
溢。

岁月悠悠，辞旧迎新。岁末年初，总
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回望过去，
憧憬未来。元旦，这个承载着无数希望
与梦想的日子，悄然无声地拉开了新年
的序幕，她如同一位慈祥的老者，静静地
站在时间的门槛上，用她那温和而坚定
的目光，鼓励着每一个人放下过往，拥抱
变化。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站在年末岁首
的光阴渡口，挥别昨日，一路走来，风雨
相携，苦乐相伴，悲欢相随，得失相依，成
败相拥。生命本是一场旅途，我们每个
人都是时光的过客。在回首过去的一年

里，我们曾经有过山穷水尽的迷茫困惑，
也有过柳暗花明的意外惊喜。那些欢笑
与泪水交织的日子，那些成功与挫败并
存的经历，她们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我们
的生命轨迹，让平凡的日子闪耀着不平
凡的光芒。

元旦，这一承载着厚重意义的节日，
宛如岁月长河中的璀璨灯塔，照亮着我
们前行的道路。“元”象征着起始，是万物
新生的开端，是希望与梦想的萌芽；“旦”
意味着清晨，是每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日，
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起点。元旦，是新
生的开始，是希望的萌芽。在这崭新的
起点，我们要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和无畏
的拼搏勇气，去拥抱那未知而充满魅力
的崭新一年。

今时此刻，2025年于无声处启幕，
岁月翻开崭新一页，空白之处，满是憧憬
与可能。元旦，宛如一扇雕花窗棂，透射

出未来的熠熠光影，吸引着我们去探寻、去
追逐。她是新生的襁褓，是梦想的温床，于
这方纯净天地，我们能重新勾勒理想之轮
廓，为心灵的种子觅得一片丰饶土壤，待其
生根、发芽、绽放。

元旦，是欢天喜地，红红火火的；元旦，
是包容了万千冰霜寒风，孕育着春天的希
望。街头巷尾，张灯结彩似繁星坠落人间，
红绸飘舞，灯笼高挂，喜庆的氛围弥漫在每
一寸空气里。孩子手持糖人，欢闹奔跑，笑
声洒落一地；老人闲坐晒太阳，皱纹里藏着
岁月的安谧。阖家团圆的饭桌旁，火锅沸
煮着生活的热辣滚烫，佳肴满盛着亲情的
醇厚绵长，祝福声、碰杯声交织成一曲人间
烟火的乐章，奏响了新年的序曲。

展望 2025，这新岁是一场未知的远
行，我们背负梦想的行囊，踏上征程，脚下
的路或许并不平坦，会有荆棘刺痛肌肤，有
坎坷绊住脚步，有疾风骤雨打得人猝不及

防。可每当清晨第一缕光仿若金色的丝线，
轻柔地洒下，照亮行囊上梦想的轮廓，希望
便会如破土的春笋，节节攀升。途中，陌生
人的一个微笑宛如春日暖阳，瞬间暖彻心
扉；朋友深夜的一句鼓励仿若提神的香茗，
驱散疲惫；家人永远敞开的家门则似宁静的
港湾，永远等你归航。

心有繁花，一路芳华。让我们携手并
肩，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向着远方的曙光，
去邂逅那一路的繁花似锦，书写独属于自己
的传奇新篇；让我们以元旦之名，告别过往
的慵懒与彷徨，向着光明那方，步伐铿锵；以
元旦为号，辞却往昔的怠惰与犹疑，向着旭
日初升之处，阔步前行；用汗水与智慧书写
新岁的华章，用拼搏与睿思谱写新岁的绮美
诗章，让梦想于时光的浩渺里闪耀辉煌，一
路芬芳簇拥，奔赴下一场璀璨星河。在这新
岁良辰，且让我们心怀暖阳，向着远方，扬
帆、启航！

YangJiaLing 邮箱：yjlwyfk@126.com

于新岁奋楫 绽华章满途
倪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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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味道，能穿越时
光的隧道，勾起我们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对我
而言，那便是腌菜的味道，它承载着家的温暖，
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腌菜，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着丰富
的情感与故事。每当秋风起，妈妈便开始忙碌
起来，准备腌制各种蔬菜。她熟练地将雪里
蕻、大头菜、萝卜等蔬菜洗净、晾干，再撒上适
量的盐，一层层地放入大缸中。

在腌制过程中，妈妈总是那么专注而认
真。她用自己的双手将蔬菜与调料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仿佛在编织着一个关于味道与情感的
故事。而我，则喜欢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妈
妈忙碌的身影，闻着那混合着盐香、菜香的独
特气味，感受着家的温馨与安宁，而这份对家
庭的责任，对子女的关爱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我。

这辈子我和咸菜的“情缘”就没断过，小时
候的记忆里妈妈每年都要腌制一缸咸菜，餐桌
上也没少过。上山下乡在陕北时，老乡家腌制
的咸菜更具特色，那莲花白咸里带点酸，味道
好极了。回城后，自己也成家了，仍不忘腌点
儿咸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是家里总
有点咸菜吃还不错了呢。

腌菜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北魏时期的《齐民
要术》就有记载：“作盐水，令极咸，于盐水中洗
菜，即内壅中。”从南到北，腌菜各具特色，有的
偏甜，有的偏酸，有的偏咸；原料有萝卜、黄瓜、
莴笋、芥菜、辣椒等，可谓五花八门。清人厉秀
芳的《真州竹枝词引》载：“小雪后，人家腌菜，
曰‘寒菜’……”作为寒冬腊月里一道美味的菜
肴，腌菜在百姓人家心中不可替代，正所谓“家
有腌菜，寒冬不慌；腌菜打滚，吃得饭香”。腌
菜之中，是盐的味道，也是时间和人情的味道。

南北方都腌菜。北京六必居酱菜园始于明
嘉靖九年，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酱园中
历史最久、声誉最显著的一家。六必居腌制的
咸菜品类繁多，五花八门，不仅是普通百姓家
中必备小菜，而且在国宴上也占据一席之地。
我只要去到前门大栅栏，就一定会在六必居买
一点我喜欢吃的小酱黄瓜、八宝菜等。

与六必居秘制的咸菜不同，老百姓家腌制
咸菜没有什么秘诀，将菜洗净晾干放入缸内，
一层菜一层盐，再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将咸菜
缸放置阴凉处。咸盐入味儿，过不了多久就可
以吃了。

咸菜的吃法有很多，可炒可拌，我最爱吃的
是妈妈做的水疙瘩碎末炒鸡蛋，把水疙瘩切成
碎末和鸡蛋一起炒，鸡蛋的香，水疙瘩的鲜，拌
面、吃窝窝头、热汤面都是下饭的佐菜。

在腌菜伴我成长的岁月里，它不仅让我品
尝到了美食的滋味，更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
馨。在未来的日子里，那简单的食物更成为连
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我想这就是腌菜的魅力
吧！

腌菜情深，岁月绵长。腌菜之味，是岁月的
味道，那缸中的腌菜，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情感
的寄托。它承载着妈妈的期望，承载着家的记
忆，也承载着我对未来的憧憬。每当我在异乡
漂泊，想起那熟悉的腌菜味道，那些与母亲相
伴，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会涌上心头。那是对家
的思念，对妈妈的眷恋，也对那段无法忘怀的
岁月的深深怀念。

腌菜，是我心中永恒的旋律，是我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它教我成长，让我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也让我领会了岁月的艰难和蹉跎。在
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
份记忆与情感继续前行。因为我知道，那份关
于腌菜的记忆与温情，将永远伴随着我，成为
生命中最美的风景。而岁月，也将在这份深情
的陪伴下，变得更加绵长与美好。

腌菜的岁月
李连科

印记光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