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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八月的风，梳过碧空，梳过云朵，梳过热气腾腾的大地。
八月的风，也浸润着每一颗从盛夏归来的心。

不要说，八月是一个流火的季节，在我们心里，八月就是
一首火热的赞歌。

2023年8月4～6日，是我们七七届高中同学联谊会举办
的日子，这三天的气温，分别为36、37、36度，不知是老天爷故
意送给我们的火热，还是同学们相聚的热情点燃了天空。

46年的分别，46年的牵挂，给了我们相约再聚的足够理
由：说说心里话，叙叙同学情。

故事与往事，在联谊会上精彩上演，欢声笑语中，我们仿
佛回到少年。

议程上，设置了一个友情牵手的节目，这应该算是同学
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吧，每一个人都忘了自己是六十开外的老
同学老同志，从最初小心的跃跃欲试，到后来热情洋溢的表
达方式，男女同学成双成对的牵着手，在音乐声中，走出一脸
的幸福，走出满心的欢喜。不少同学牵了这个又牵那个，走
了一遍又一遍，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好一群46年后归
来的毛头小子和青春少女。我想，这其中定然也有在少年
时，曾经心仪某个男生或某个女生这样甜蜜的秘密吧。

在牵手这个环节，当匡三秀同学最后牵着行走有些困难
的蒋少华同学慢慢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一震，这才是最为美
好的画面啊！同学们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我看到蒋少华的
爱人张桂香，（她是这次同学聚会参加的唯一家属）她眼含泪
花，一脸笑意。在这里，我也敬重匡三秀同学，她的细心与体
谅，才让我们无比感动。当然，我们也让蒋少华同学夫妻俩携
手在大家祝福的目光和掌声中，走出属于他们的浪漫和爱意。

在大厅里休息时，当我把这一段话读给蒋少华和他的爱
人听时，蒋少华激动的热泪盈眶，几近落泪。她的爱人桂香
说，昨天我把录的这些视频发给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感动地
说，我爸爸的同学真好，这么照顾和体谅我的爸爸。

万千感慨，在此刻只能说，一切过往，皆为美好！
六日的清晨，我们走进母校，大家凭着记忆寻找我们的

教室、寝室在哪里。眼前的横沟市中学，已经是花园般的校
园，有微风拂过脸颊，好似弥漫着花香和青草的味道。在这
里，我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感受到了岁月悠长的韵味。

我们在校园里自由自在的漫步，交谈，曾经的笑声、争
吵、陪伴和鼓励，都成为了我们青春最珍贵的回忆。那些年，
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如同今晨夏日的阳光一般，永远温暖
着我们的心房。

无人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我们所有人围着操场上那个
硕大的圆，手拉手跳起时下流行的圈圈舞，欢声笑语，此起彼
伏。然后，大家围着这个圆圈，席地而坐。

天空蔚蓝如洗，几朵云朵悠闲地漂浮着。白云一片片，
像棉花糖般绵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我仰望着天空，仿佛
看到了一幅幅流动的画作，美丽而宁静。

那片蓝天，那朵白云，都在诉说着过往。一切都显得那
么和谐，那么美好。

我突然想起，曾经在哪里看到过的很诗意很唯美的一
句话——

花瓣落在信笺上，是盛夏的落款。
而此刻，我们这群离开母校46年的学子，笑声洒在操场

上，我们席地而坐的圆，也是留在母校的落款。
哦，光阴的笔墨里，隐含岁月风霜，而我们用心收藏，

就好！
无论相隔多遥远，仿佛你从未走远；
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
分别后的思念与期盼，相聚时的快乐与甜蜜，都在我们心

中重重叠叠地绽放着。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一帆风
顺。一起面对人生风雨，一起看尽花落花开，一起分享生活的
点点滴滴。眼里看得见星辰大海，心里装得下清风明月。

有一种幸福，叫相互惦记。有一种美好，叫同学聚会。
有一个八月，叫热情似火。有一生同学情，叫地久天长！

让八月为我们留存，留存我们的笑颜；让八月为我们见
证，见证我们的心愿。

最深的情，最热的天，写满八月的思念，写满八月最美好
的相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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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北的第一站，选择了老君山。乍看行

程，都不禁要问，为何是老君山？凭山而论，泰山
华山黄山各有各的风韵，都藏在诗里画里，可老
君山有什么名诗典故呢？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老君山上住着老子，却因无为修行而声名
不远，世人有苦有难时，佛祖太上老君祖师爷都
是神，世人纵情山水时，诗仙诗圣诗佛只有诗，山
不在高，有诗则名。

我们奔赴五百多公里，行至山脚。远望
平平无奇，身处其中，不断向山中蜿蜒，但见
云雾蒸腾，逐浪涌动，仙乐缭绕，真有置身仙
境之感。老君山真秀，秀峰林立，诸峰之间，
夹杂山道，行人穿梭在云镜，总有一种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和静谧。老君山真仙，我
们一路怀揣着登金顶访老君的梦，空气仿佛
也升腾着焚香的清甜，坐索道，拾台阶，登云
梯，越向前行，越觉得清冷，顿有高处不胜寒
之感，天公又作美，登顶时风雨来袭，原还可
朦胧依稀可见的山峰全隐没在了浓浓的白
雾中，世界只剩了这金顶，只剩了这老君殿
悬浮在半空，只剩了这金塑的老君骑着青牛
物我两忘于天地间，一时真有神游之感。我
登过这样多的山峰，在这样多的山峰之上眺
望过远方，张家界峰林耸立，让我感叹过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庐山的云海日出，让我感
受过高山的浪漫，虎跳峡上的日照雪山之
颠，更是让我如痴如醉，可唯有在老君山上，
我有置身仙境之感，顿生虔诚之念，心静如
水，所有的痛苦浮华都随风飘散，天地之间，
唯留清风白云。

我们一行六人，都有颗柔软诗意的心，看到
一抹葱绿，一缕金光，都欢呼不已，又极友善和脾
气，吃穿住行，都以便利为宜，并不十分讲究，而
精神的丰盈自不必说。一路几百公里，我们虽蜗
居在车内，却谈诗说书，你一句我一言，笑声相
闻，妙语连珠，怡然自乐。一天的行程结束，码字
成了我们不约而同的习惯，写诗，写日记，写文
章，记录自己的心情。晚上，我们谈人生，谈情
感，谈生活，情感真挚，发自肺腑，信任非常。这
样身心欢畅的旅程，让身心俱乏、几度失眠的我，
昨日竟倒头就睡，安眠到天明。

到海口两年，因为疫情之故，不能出岛，也没
有远行。没有知己，也无情投意合之人，每日上
班下班，望着江水发呆，看着时光流逝，强迫症一
日强过一日，神经即便在没有巨大工作压力的情
况下也始终紧绷，晚上辗转反侧，不可知的恐惧
在梦里侵袭。

身似浮沉雨打萍，此刻，身披烟波立云舟，多
愿，梦变鲲鹏振长空，驾云腾雾似仙翁。

2
依依惜别老君山，向洛阳行。神都洛阳，因

频频和武则天一起在电影里出镜，显得格外神
秘，令人向往。

如果不是听友人提起，并不知道，洛阳有龙
门石窟。我对北方文化，向来不甚熟悉，不知是
受诗词还是电影影响，总觉得梦里江南才是诗意
和富庶之地，有山水浸润，自然儒雅精致，不像北
方，黄沙漫漫，总让人觉得偏远粗犷。年轻时并
不读历史，不知北方才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南
宋以前，士族大夫都居住在北方，垄断着财富和
文化资源，南宋以后，战乱纷争，移都江浙，士族
迁徙，从此南蛮之地的烟雨被赋予了诗情画意，
浸透了雅致风韵，可知文化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
展起着多大的作用，又是如何摆摇着历史的车
轮，影响着人的观念和认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

到龙门石窟时，天正下着细雨。乌鸦鸦一群
伞已经在无声昭示着龙门石窟的魅力，作为世界
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
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
高峰”，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与莫高窟、云冈
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佛教
四大石窟。“龙门”二字，更是因鲤鱼跃龙门的传
说和龙门客栈的江湖风云家喻户晓。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
终于清末，造像多为皇家贵族所建，是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皇家石窟，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
长达1400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
之一。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
建造时采用了大量彩绘，现今大多已褪色。历尽
千余年的风霜洗礼，石像多已斑斑，近700尊佛
像头和脸被毁，主要是因为四次灭佛运动和清末
民国年间的文物盗取，其次才是自然风化。石窟
成于人之信仰，毁于人之信仰，千年沧桑巨变，行
走其间，感触尤深。人于这天地，何其渺小，就像
这些佛像，即便再威严精细，于这龙门山而言，远
眺也只是不起眼的一粒，但人的力量又是何其强
大，从大禹开凿龙门山，到皇家开凿石窟，无论多
么险峻之地，他们都能登木梯而上，无论多么坚
硬的石头，他们都能在其上开凿塑像，这一大一
小之间的对比，让人无法不相信信仰的力量，信

念的力量。
龙门石窟最有名的当属武则天根据自己的

容貌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
洞、兰陵王孙于万佛洞造像、李泰为长孙皇后造
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敬善寺、高力士为唐玄宗造
无量寿佛等。站在卢舍那大佛之下，凝望着武则
天的眼睛，穿越历史的烟云，探寻这位绝无仅有
的奇女子的心灵，无字碑也好，这尊佛像也罢，都
只是静谧无言地见证着那段历史，被尘土风化的
历史。

在洛阳住了两晚，珞樱、阿苏、苌楚我们
四人去看了电影《热烈》，为这段一路向北之
旅再添几分激情。又去看了隋唐洛阳城和
洛邑古城，穿着唐服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演
绎，虽然疲累，我们都兴致极好，觉得极有趣
味，有图为证。我一秒也不耽误，借着间隙
还去感受了一下洛阳 spa。今天，我们将离
开这座古城，离开河南省，向山西的平遥出
发，在山西又有怎样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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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居天下之中，因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

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
年建都史，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
的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
13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历时最
长、朝代最多的城市。

洛阳的第二天给了隋唐洛阳城遗址。因位
于三川河谷之处，隋唐时期洛阳城坐拥109坊，
有南市、北市和西市，经济繁华甚至超过长安。

还未入景区门，一家唐服租赁店就吸引了
我。梦回唐朝，是多少女子的梦想，更何况我们
这些文艺女青年呢？穿衣、盘发、化妆，我们人均
花了一个多小时，原本只计划在洛阳住一晚的行
程不得不因为近两小时的旅拍往后延。在反复
地旋转、摆拍之后，我们每个人都略显疲惫，但对
美丽照片的期待不断重启着我们的热情。专业
摄影师很耐心，我们也安慰自己，出来一趟，总要
做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留些可以晒圈的美丽
印记。

我们虽是文艺女青年，终究不能免俗。也
许，物极必反，大雅即大俗。

据说，这个景区晚上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穿

着唐服拍照的人群摩肩接踵，再现了盛唐的烟火
气。为了感受一下旅游的热潮，从隋唐洛阳城出
来，简单休整后，晚上我们又前往洛邑古城。到
处是通明的灯笼，到处是穿着唐服的漂亮小姐
姐，我们真仿佛穿越到了盛唐的市井里，毫无成
本地沉浸式体验大唐盛世。

相比于网上抱怨各大景区人山人海、人挤人，
我们倒乐见这人世的繁华，行走其间，只要是未见
过的风景，只要怀揣着自由之心，只要心里还存着
对远方的向往，我们的热情就会持续燃烧。

我们脚踩的每一寸看似太过平凡的土地，路
经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千年以前，也许都曾
有一座院门高深的宅院，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子，
心里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平遥古城，一直活在书中的字眼里，对于山
西，除了醋，我一无所知。原来知道有个电视剧
《乔家大院》，但年少时我只爱看些琼瑶剧，这么有
历史感的电视剧，因我的无知注定是无缘得看的。

但此次平遥之行，让我与晋商文化初次相
遇，山西人敢拼敢闯、讲信讲义的精神让我深受
触动。北方人的豪迈，以前在我看来是粗犷，现
在却觉得是豪情万丈，以前自己引以为傲的百转
柔肠相形见绌下不免有些矫情。

入古城当晚，行至一家驻唱酒吧，门口喊着
免费送一沓鸡尾酒和六碟点心，抱着蹭吃蹭喝的
心态，我们走进了这家山西大院风格的酒吧，跟
着驻唱歌手互动合唱，手舞足蹈、激情四射，因为
我们作为听众太过敬业热情，酒吧一定要再送一
沓酒，还不停为我们把点心加满，直到唱累了跳
累了，我们才尽兴而归。长这么大，第一次在景
区喝到免费的酒，还惶恐别人热情挽留。

入古城第一站，是平遥四大富商之首、清代
富商马中选的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共有三
座大院、六座小院，197个房间。在平遥古城三
千多处古代民居中，马家大院以其气势雄伟、规
制严谨、功能齐全、风格独特而享有盛名，鸟瞰大
院总体布局酷似大大的马字形，四周皆青砖灰
墙，内部富丽精巧。接着到了以“汇通天下”而盛
名远播的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
专营存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创建于
1824年，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票号的出
现，结束了现银镖运的落后局面，开辟了中国金

融业的新纪元。令人震惊的是协同庆钱庄的地
下金库，金银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估算当时
藏有的金银数量相当于现在的300亿元，我还购
买汇票亲身体验了一把汇票兑金银的感觉，晋商
的智慧和魄力，真让人大开眼界。之后又逛了中
国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的平遥县衙，也是全
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县衙，以前只觉得七品县令是
芝麻小官，应该蜗居一隅才对，现在想来，古人的
生活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贫穷落后清苦，相对现在
的一房难求、寸土寸金，不用还房贷的古人想来
也是幸运。

《又见平遥》实景演出是不可不看的，剧情讲
述了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在沙俄做生意的平遥人
受到巨大影响，家被抄、人被杀。清末同治年间，
平遥城里一位票号东家赵易硕，得知赵家在沙俄
分号的掌柜王家罹难异国，全家13口惨遭灭门
之祸，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于是，赵易硕抵
尽家产，凑齐白银30万两，聘请城中最负盛誉的
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同赴沙俄保回王家这根
独苗。结果，7年过去，赵易硕本人连同232名镖
师全部客死途中，而王家的血脉得以延续。

它首创了国内演出的行走观演模式，剧场内
不设坐席，没有舞台，观众边走边看，跟随剧情的
发展变化，行走在不同的场景中。这是一场关于
中华民族血脉传承、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的故
事，跟随演员出入大院、街巷、武馆，大院的繁华、
盛大的选秀、闺中的沐浴、沿街的叫卖，像一幕幕
微缩电影，演绎出了百年前平遥人的生活，让我
们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互动式的对话，一度
让我泪目。

2000年血脉不断，何等的豪情，正如剧中所
说：他们保的不是镖，是仁德，是仗义。在整场实
景情境的体验中，给我留下最多的是对“人性”的
思考——做人的德行和人与人之间的仗义。中
庸之道，让我们学会了圆滑变通，精明人情世故
被称作最高褒奖，诚信，与变通相比，显得不那么
重要，甚至一度恪守承诺被认为是刻板和痴傻，
仗义，更不必言，从知道资本是如何让一个人趾
高气扬地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获得特权开始，我们
就不愿意再为任何东西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
命。我们从世家文化和宗祠文化中觉醒，不再愿
意受规矩和人言的束缚，交通的便捷可以让我们
随时离开认识的人奔赴远方，不必再为虚名委曲
求全，可是，在丢掉羁绊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丢
掉了一些初心呢？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我们是否
也感受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没了根，在哪里都是流浪，保住姓氏，只
是寻根的一种方式，真正的生命之根，要靠心灵
去浇灌。

平遥这座城，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

一路向北
□ 王芬

茶山谣

雨前的墨云
在茶山上空写意良久
方肯踏着茶园逸出的清风
去敲打一湖清荷的绿门

茶树时时梳理着发辫
嫩芽，一叶，互叶
条分缕析，款款罗列
轻风小引，极尽蛊惑
逗弄涓涓溪流奔过茶垅

银铃般的笑滚过茶树嫩尖
采茶姑娘的红酥手
像一群玉蝴蝶上下翻飞
阳光酿就的碧绿
在炒锅中开始深思熟虑

一方风月的悄步
氤氲一山茶树的浓情
红泥小炉的烹煮
正打开茶山人清幽的歌喉

茶园曲
思念一挨着茶山
眼睛就透出了明亮

采茶的姑娘一出手
蝴蝶便纷纷扇动翅膀

满山的茶树一呼吸
恨不得把地上的绿意都吸光

恣意的野花一招摇
茶树上的鸟儿会心婉转

当新茶在杯中舒展腰身
香雾中便浮现一双热切的眼神

冬日茶聚
冬日的茶案放弃了禅坐
殷殷翘首茗人的行脚

橄榄炭故意黑着脸
却把一缕热忱潜藏心底
串通人与茶的心思
红泥小陶炉的呼吸不动声色

当心中的梵乐开始奏响
大红袍便翩翩登场
六堡、正山小种也欢喜雀跃
她们排着队
期待农夫山泉的极尽亲昵
诗人的味蕾细细扫描
如敲响的颂钵余韵
在茶汤历经的岁月里
读来读去

一个明媚的日子
冬日暖阳的温手
擦亮一个明媚的日子
茶仙子的茗筵，今日
会敷设在清欢的花园
抑或雨墨清荷的湖边

五光十色的茶品
浸染一页页斑斓诗笺
金黄的茶汤，辉映
一张张巧笑的容颜

长江的爽朗和洞庭湖的旖旎
塑造一个水般的精灵

绿茶的青香和红茶的醇厚
酿就一方精神秘园
绿意的拓展将枝繁叶茂
饱满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站在三十九级台阶的山腰
俯瞰一山山茶园
跃跃欲试那一声凤鸣湘楚
一飞冲天

午夜回甘
之前，饮茶却不谙茶事
不知正山小种的正山方位
猜六堡断不是六个城堡
更不知大红袍的老树
在哪个山头孤独守寡

那一次茶筵，像绘一幅山水
羊毫在宣纸上行走点划
纤手执壶，水注莲花
眼耳鼻舌身意，除开留白
无不浸润泡发

此去经年，当持盏自度
闻茶香，品茶味，赏茶韵
自会漫忆一个姿影
一旺眼波清亮
一种语气，柔曼恬静

茶叙秋凉
楼顶的茶悦小院，离天很近
清凉的秋风，只拂了一阵
就吹散心头酷暑的烦闷

黄陵山是一幅悠远的背景
茶仙子的抿笑和茶客的默寂

让茶亭中的禅意掩蔽了凡尘

书剑白毫在壶中醒来
院主的玉手巧作导引
醇香厚朴便在回甘中氤氲

茶人好诗，诗者嗜茶
茶汤一经红颜映照
即刻透出蕴藏久远的风情

明前茶
藏在云雾朦胧的春山
轻易不露嫩绿的身影
大山，大园，大气候
虽非名门望族
也属大户人家
春雷几度催促
春风三顾茅庐相邀
羞涩的春枝
才肯向天空探出嫩生生的芽苞

银铃般的笑声滚过山洼
一群花蝶蝶掠过
春芽便应了红酥手的征召

杨柳风轮番感应
骄阳曝晒塑身
几番揉搓烘焙，蜷缩中
便中了制茶人的魔招

何处的建盏敞开了怀抱
谁的泉汤会滚热春芽的梦境
众里寻她千百度，青睐的眼神
定能赢得春姑娘纯真的初吻

在一盏茶中相逢(组诗)
□无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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