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谜一样的晋水源，惑着我，踏上

游途。

8 月 30 日，绛山大地磨里峪。太

阳不是很晒，云儿不是很多，风儿不

是很闷；曲曲弯弯的山路，幽深宁静

的山林，绿草如茵的山坡，一时间觉

得清空和厚地都水润润的美。

磨里曾经闻名天下的石头以它

独有的隔世寂寞迎接了我。踩着被击

碎了用来铺路的石头，心甘情愿地让

它们棱角的尖锐刮破美丽的红绣鞋，

隐忍着对磨石和红绣鞋的痛与惜，怀

揣着寻找晋水源的渴望，捡一根不粗

不细的枯树枝，护佑着前行的脚步，

一步一扭地在石路上蹒跚。没有人知

道我心里隐隐的忧伤，当我听到磨里

的石头历史之后。那是全中国最好的

石磨材料啊，何时褪去了辉煌？失去

价值的磨石在哭泣吧，不然怎会有如

此多湿殷殷的青苔？这些青苔是磨石

价值的转换吗？还是磨石精华的轮

回？以它的密，以它的绿，以它的浓浓

的蔓延悼念着它曾经的辉煌！有些争

议的晋水源，不知承载了多少或心酸

或辉煌的故事，倘若晋文公在此与我

们同游，将是怀着怎样的心绪面对晋

水源路呢？

怀着复杂的心绪

欲哭无泪地行走

在石路上，听不见
友人豪放的呼声

“走嘞”，看不到友
人发现溪水潺潺

的欣喜，也触摸不到现时代的气息，

我唯一能深切而惶恐地感受到的，是

那一树树绿林深处的黑暗，树下成堆

成堆的石片石块，脚下濡湿黏软的黑

土以及石上厚厚的青苔，似乎是穿越

了的古代时空。面对着途中的这一

切，我痴痴地惶恐地站着，又怕又好

奇地看着，那黑暗的深处有历史的踪

迹吗？那石片石块的最下面有磨石的

眼泪吗？这湿软的被称作牛粪的黑土

有劳作者艰辛的汗水吗？最是这脚下

的青苔，绿得汪洋，有对磨石深深的

惋惜和对晋水源深深的感念吗？

恍恍惚惚地低头沉思，山中的历

史迷惑着我，总感觉有成堆成堆的故

事尘封在这里，可我却无法打开！抬

眼看看友人们在前面走得有些远了，

更深的恐惧和更深的渴望迫使我加

快了脚步，也迫使我用山中大吼来放

松悬紧的心“山啊———水啊———”没

有回音，怕是这里的山水被重重的历

史和太多的故事压得无法回应了吧！

行至晋源坪，一处宽阔的草坪，

微微有些坡度，坪上一块大大的青石

吸引了我，在青石上斜躺着留影，

率性的史湘云浮现在眼前。美女与

石头，草坪与奇松，黄牛与绿树，最

美的欧式风景怕也不过如此吧？这

一小片可以看见广阔天空的晋源坪，

是晋水源曾经最美的庄园吗？也有着

像史湘云一样的故事吗？还有那大块

的金钱石，是不是有着贵族的血统曾

经高傲地矗立在这里？

走进更深的青苔路，踏过一块一

块润滑的石上青苔，一泓清清

的泉水伴着轻轻的歌吟展现

在眼前，泉水下依旧是一片一
片的石上青苔，泉眼处依旧是

一块一块的石上青苔———我
怎么有些想哭呢？满眼的青苔

蔓延！在友人们争着照相留念的时

刻，我静静地站在不远的地方观望，

也悄然凝视着这泓清清的泉水，心里

的悸动无法形容。水声是弱弱的潺

潺，水流是弱弱的缓缓，似一位委屈

了千年的少女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影

影绰绰，也隐隐啜啜。泉边的古树撕

裂了胸膛，千回百转的柔情被睚眦吞

没，让人牵肠挂肚。然而树上叶儿葱

绿，像年轻的你我。走近前去，踏在泉

眼处的青苔之上，润滑的青苔托着我

的手我的脚我的身躯，无言的亲切和

仁慈宽厚弥漫了整个身心———是大

地母亲的语言吗？扬起笑脸，感念

“源”的纯粹；回眸一瞥，感念“源”的

厚德载物，掬一口晋源水，感念“源”

的清凉入髓。我不知道自己见到晋水

源怎会有如此像极了进入母亲怀抱

的感觉，可这感觉真真切切地攫住了

我的心！

泉眼之上，几座小小的石院墙震

慑了我，也吓到了我，怎么突然想起

大观园里的小屋呢？落寞清冷，甚至

有点阴森恐怖，石墙前面的石臼里残

水墨绿，青苔片片，曾经舂过谷吗？曾

经有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呢？石墙

无语，石臼无语，只有青苔茵茵。

再往上，是更深的青苔路，绵软

湿润，高大的藤蔓从天而降，似乎把

历史挂在了眼前。藤蔓悠悠，石路幽

幽，青苔漫漫，延伸到很远，很远，很

深，很深……

晋水源，一路青苔。

常常因了凝望

一泓清水，心便渐渐

宁静下来，浮躁不见

了，忧烦没有了。水

能静心宁神，尤其是

在远离喧嚣的大山

里，看见山谷里一股

股的清流，那真是养

眼养心。

金秋的一天，秋

阳正好。几位文友在

磨里镇王泰书记的

引领下，一路向绛北

大峡谷深处开拔，途

中所见所闻，真切体

会了青山秀水养心

的感受。

新修的栈道沿

着小溪，逶迤进山

谷。小溪从崇山峻岭

来，顺着山谷而下，

因地势而变，时而湍

急，时而舒缓。我们

从山谷逆水流方向

驱车，盘旋而上，大

约十公里路后，剩下

的只好徒步了。

沿着小溪的流向，步入乱石丛

生，人迹罕至的小道。密林深处，横

柯蔽日，浓荫匝地，我们只能弯腰

匍匐前行。因为小溪，峡谷里尽是

被水流打磨成千姿百态的石头，有

形似神龙，状如卧佛，貌像神龟的，

真是心里有什么，眼里的石头就像

什么。因为小溪，那水边的小草、小

花，招惹蜻蜓和蝴蝶成双成对，追

逐，嬉戏，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山

谷中一草、一木、一石皆是风景，这

样想想，真是有趣和快乐了。

汗流浃背的人不停地擦拭汗

珠子，腰酸脚疼的人反复念叨有些

小困了。细心的王泰书记沿路寻找

些适合的枯树枝，略粗加工后一一

递给同行的人做拐杖。走着走着，

溪流不见了，眼前呈现出一片开阔

地———晋源坪。一株苍劲挺拔的迎

客松巍然屹立于坡旁，树身从半截

分裂开来，宛如张开的双臂欢迎前

来探访的人们。我不禁抬头仰望它

茂盛如伞状的枝叶，竖耳聆听它轻

轻地诉说着岁月的苍桑。一石平躺

卧立，形如鱼头。我小心攀缓而上，

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悸动，不由自

主地伸手去触摸那烙着岁月的痕

迹，试图能从中探求出一些秘密

来。紧紧偎依在鱼头石的身上，我

轻轻地闭上眼，稳稳妥妥地有一种

安详和超脱。

走———勒———！随着王泰书记

一声淳朴厚重的陕北调子在山谷

中悠扬，稍作调整后的人们又开始

向大山挺进了。路更难行了，藤蔓

状枝枝蔓蔓，你缠绕着我，我攀援

着你，分不清根枝，寻不得枝叶，如

千年君王盘天桓地扩大着自己的

领地。同行的史学家兼考古学专家

田教授说，这里的海拔高度在 1500

米左右。青苔石上，山体山峰全给

绿色覆盖了，被称做杂树的品种多

且优良，黑松、条松、丁香、花木、五

角枫等植物，都是物竞天择留存下

来的宝贝。恰已入秋，群山层林尽

染，树林呈现墨绿，远眺，近观，那

无边的绿，深深地呼吸，眼舒服了，

肺舒服了，心舒服了。

水声听不见了，小溪也看不见

了，眼前又出现一处面积不大的空

旷地。登上此处最高点，已徒步近 2

个小时。石臼，用石块垒成的一人

多高的石墙，似乎还遗留下古老的

传说。一个巨形浩大貌似坟墓状物

长卧于此，上面绿草如茵，像铺了

层绿绸缎被；四周松柏郁郁苍苍，

如护兵般严防把守。同行的年长者

称这里已属八十亩坪的地界了。传

说中曾有十位王侯长眠在这片地

方，也许这里住着一位最了不起的

王侯呢。背山绕水，是千百年来墓

葬的风水宝地。十陵背因而得名。

离十陵背不足百米偏下方伴有一

股终年不断的清泉，泉眼不大，走

近看不到出水，水不深，水下的青

石清晰可见。泉边芳草萋萋，鲜花

正艳，万木葱笼，一派生机。这许是

小溪的源头吧。

水从这里汩汩而出，经年不

息，不知疲倦地守护着这一方水

土，抚育着这一方百姓。因了这一

弘泉水，山民们世代依山傍水过着

晨钟暮鼓的原生态生活。超凡脱

俗，自强不息的小溪，知恩图报，反

哺滋养花草树木和鸟虫等生灵，形

成了协调、和谐共荣的生物链。近

年来，所在地磨里镇镇政府因地制

宜加大旅游业开发力度，在峡谷稍

为平缓的地段建成了令人心旌摇

荡的漂流，野味十足的农家饭庄，

这些兴起的现代生活元素逐渐把

山民们带上了富裕之路。吃水不忘

挖井人。这生生不息的泉眼，不就

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源头吗？水太

清凉了，太纯净了，这样的水放在

城里是稀缺珍贵的。

一路走下来，一路看下来，悦

目赏心，不知不觉里，潜移默化中，

心已在一点点地清净，待到寻着小

溪的源头，感觉好像忘我，无我，快

融入这片山水中了。

有人问起我大晋堂在哪里，我

总是自豪的告知众亲：“甭问啦，哥

就是磨里山上人，那是我们村的后

花园。”

山珍海味常吃也厌，如画美景

老看亦烦。在山里尿尿和泥爬滚翻

转长大的山里娃，哪棵草结几颗籽，

哪个窝住几只鸟不是很清楚，但对

山峪里面的沟沟岔岔虫虫草草还是

知根摸底的。

之前，很长一个时期，我都非常

小心地掩盖着我是山里人的事实，

听不得别人说山里人没见过大天。

对编排山里人见识少、目光短、粗鲁

莽撞的人与段子，很是抵触极其敌

视。早些年，父亲一个

要好的朋友到我家做
客，撩逗我说的一句，

咱山里的天大还是山

外边的天大，极大地
伤害了我稚嫩的心，

为此我悄悄把他自行车气门芯拧得

松松的，害得他推着瘪胎的车子走

了好几里山路，记恨了他好长时间。

忌讳别人掸拨亦是心底的爱

恋，大晋堂，乃是我心目中的后花

院。

三十三年前的八月，通往磨里

峪腹地大晋堂的山道上，一老一少

缓慢的蠕动着，那个年少者就是我。

那年我高考落第后，铁了心躲在山

村修理地球，想到先给自己置办个

出力挣钱的家什，于是跟着本家伯

伯到距家二十多里远的深山老峪大

晋堂买一个平车架子。

山里路是母的拐个弯有五里。

我总觉得那次的路程很长很长，一

路上我问过本家伯伯 N 次，怎么还

不到呀？！得到的回答都是：快啦，转

过前面的弯就到了，但前面的弯转

了一个又有一个，怎么也转不完。尽

管本家伯伯走走停停顾等着我，细

胳膊瘦腿的我仍然赶不上趟，累得

狗歇凉般大气只喘，走到后来脚踩

到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就像踩在棉花

上，身子东倒西歪，真想就地躺倒，

那一刻，让我觉得从校园跌落到现

实中的我深切的体味到，走人生讨

生活的路真难真累啊。

不怕慢就怕站，年近古稀的本

家伯伯把我的熊样尽收眼底，念经

般说道着，爬山赶路就是怕歇，越歇

越不想走越歇越累乏，年轻人干啥

事都要有长性有恒劲，事再难也怕

倔头汉！

人在极度困乏，心劲与体力达

到临界点的时候，言语激励精神抚

慰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本家伯伯

就这样一步步把我拽进大山深处。

心坎既过，路不险远。翻过又一

道梁，转过又一个弯。镶嵌在大山怀

抱中的农舍就扑入我的眼帘。一股

山泉从崖头飞流直下时闪耀着道道

银光，落低成溪从屋旁潺潺流过。青

草绿树山花环绕着山石垒砌的院

墙，山木枝干绑扎的院门，白灰装饰

过的主屋门脸。看家的狗在房前屋

后转圈巡查，几只家鸡在草丛嬉闹

玩耍。一群山羊和七八头老黄牛在

屋子背后的崖坡上不急不慢啃食青

草。成群结队的蜜蜂在蜂箱到山野

百花间穿梭奔忙。挂在牛羊脖子间

的铃铛随着牛羊身体的动弹不时把

悦耳动听的声音传播到山涧沟壑密

林草丛。

眼前如诗如画的情景立马将一

路的风尘劳乏驱赶的荡然无存。我

们的脚步声还未到，主人已经在门

口迎候着了。

“听见虎子叫唤，就知道有客上

门了，快进屋！”敦实厚道的主人喝

开了叫虎子的看家狗，招呼我们放

下肩上手中的平车轱辘，把我们让

进了屋子。

“哎，他妈，来客人啦，弄喝的”，

汉子的话音还未落地，女主人一只

手拎着暖瓶，一只手端着两个粗碗

已经从灶厦进来了。

“来啦哈，快坐下落落汗”边打

招边从变堂桌后面的墙洞里掏出一

个陶罐，用饭勺从中挖出饱饱两勺

黑乎乎黏黏糊糊的东西，放到我们

面前的粗碗里，冲上水搅匀和，往我

们跟前挪了挪。

“走得远啦，渴了吧，先喝口”女

主人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喝吧，好东西，山蜂蜜水”本家

伯伯见我蹙眉迟疑，说道。

一口下肚，香甜涌动，那水是迄

今为止我喝过的最香最甜的水，现

在想来还禁不住口水盈溢。

蜂蜜水还没喝完，女主人又端

进来两碗泡着切得大小均匀馍馍片

的大粗碗和一碟韭菜花、一碟腌黄

瓜，“跑了一路啦，喝一碗压压饥，没

啥菜，将就喝吧。”

泡了馍馍片的碗里，放了些微

的咸盐，看到我们不拘不束吃开了，

汉子和他婆子也很是开心。

本家伯伯和他们拉呱上了，三

拉两扯竟成了拐弯亲戚，原因是这

个叫泉儿的汉子的远房姑姑，嫁给

了我早出了五服的猪娃叔。因了这

层关系，伯伯开始称呼泉儿大侄子。

泉儿则称呼伯伯叔。彼此越来越亲

络，我们来要办的事就不是个事了，

全由泉儿包揽了。

喝罢泡馍，泉儿哥引上我们去

后洼灵娃家看平车架子，路上一再

叮咛“出去了，可不敢对外人说这

事，灵娃殁了媳妇，一个人拉扯三个

娃不容易，林场的人知道了可是要

罚款要逮人的”。

山里人实诚舍得下功夫，卯榫

联结胶粘楔固，又舍得使材料，做的

东西虽模样笨拙了些但厚沉结实，

耐用可心。泉儿帮着灵娃给我们搭

挂合适，把平车轱辘与平车架子绑

牢绞紧，拉着车把我们送过了弯，看

着我们走远了才踅回去。

返回的路走的就快多了，平展

舒缓的路段，我们一个人拉车，另一

个人坐在车槽里拽着后面平车的车

辕干就行了。

“伯，不掏钱、不留东西，连个字

据也不打就这样就把

人家东西拉走啦？”
“都是邻儿邦村

的，拉扯开来都不远，

谁还信不过谁，一百
斤麦，人家到时候来

村里拉。”

那时候，山里人相互间是绝对

互信的，你不疑，我不诈。说是买，其

实是佘换，也就是说定多少斤麦子，

然后卖家下山出峪后到我们家拿麦

子，根本不用写什么字据凭证，一口

地道的乡音就顶钱使。

“伯，说是让喝口水怎么还端了

一大碗泡馍馍？”

“咱们山里人就是这样，知道走

山路的人耗费力气，一路走来准是

又饥又渴，光端碗水让喝不厚道，顾

及上门讨水人的脸面，把泡馍馍当

水叫人喝，这也叫垫饥”。

那次进山是我第一次深入深山

老峪，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触碰大山

腹地里的山里人。之后直到现在我

都在怀念三十多年前的那次大晋堂

之行，且这种怀旧念故的欲望随着

年龄的虚长与日俱增，越来越强烈。

强烈到只有身临那山那水那人才能

些微平缓。

大晋堂，我们村的后花院。

大晋堂，我们村的后花园
◎ 吉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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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经 绛 地 遍 晋 水 晋 水 源 头 在 绛 县
编 者 按 众所周知，山西因历史上勃兴数百年的晋国而称“晋”。寻觅晋水之

源，别无选择地应从古晋国的境内启步。

晋国在哪里？司马迁说：“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就告诉我们，晋地不外乎现在

的绛县、曲沃、翼城等百里地域。

8月 30 日，沐着秋后一伏仍未收敛的燥热，同我省考古专家田建文一起，翻资

料、查遗迹，登山峦、钻密林，终于在绛县磨里峪一个名冠大晋堂的小山村，寻到了绿

草如茵、开阔平展的晋源坪，觅见到始建于明代早已坍塌的晋水庙，在距庙不足二十

米的地方，惊喜地看到了清澈甘洌，汩汩涌冒的一泓清泉。大家围身近前，依据眼前

的地名、遗存及史书记载，毋庸置否地感到：这里应是“晋水源”。本期刊出晋水源文

学专版，以飨读者。

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脑子里瞬

间的缺氧，这是我见到晋水之源的

醉心反应。同行的朋友私语惊叫啧

啧赞叹，大约她们也经历了同样惊

心动魄的头脑风暴。

踏古道穿峡谷披劲草翻峻岭，

我们一行十三人攀登至大晋堂时，

已经下午一点，最年轻的驴友也累

得气喘吁吁。当那一泓清澈如碧的

泉水映入眼帘，一路风尘一路疲惫

顿时一扫而光：青草藤蔓披垂，奇

石古木掩映。淙淙流水从溪谷的裂

缝涌出，似在吟唱古老的歌谣；粼

粼波光在水面闪耀，像不朽的精灵

在尽情舞蹈；绿油油的水草柔柔的

在水底招摇，圆润润的卵石默默的

在含情微笑。

一清疑挽银河水，应叹沧浪浪

得名。刹那间我疑心见到了最美丽

最走心的圣水，没有之一。

泉水喷珠吐玉，泉边青草葳

蕤，连同行的省考古专家田教授都

开心的拿出了相机……赞叹拍照

是远远不够的，情不自禁你会涉

“手”进去，掬一捧在口清冽甘甜，

霎时五脏被清洗得爽快，六根被掏

空得清净。一泓泉水濯尘襟，这便

是了。

泉水来自岩层深深，外界对它

的影响微乎其微，一年四季能保持

恒温。甘如醴酪，经有关部门检测，

富含钠钾钙铁锌等 30 多种微量元

素，有纤体美肤活血保健等功效

呢。眼下还没有企业开采，也许是

一大幸事呢。不久的将来，沉寂也

许会被打破。听专家们说，这股神

秘的泉水很有可能就是晋水之源

呢，闻此崇敬膜拜之情不由平添了

几分。

因着泉水的滋润，大晋堂一带

的植被极为丰茂葱茏，一幅绝美的

山水画卷就此铺展：天鹅绒似的青

草地、草地上悠闲的牛羊、苍翠挺

拔的树木、五颜六色的野花、圆润

可爱的野果……眼前的美丽各自

缤纷又浑然一体：草坪的美丽不是

清新碧绿，也不是草美牛羊欢的诗

意，是无与伦比的原生态的魅力；

野花的美丽不是千姿百态，也不是

沁人心脾，是不施粉黛朴素里流淌

的华丽丽；树的美丽不是一枝一

叶，也不是一树一丛，是连绵的山

峦叠嶂，是望不到头的山峰都着满

了彩色，红黄绿还有说不上的颜色

尽情点染。你拍了这边，又唯恐漏

了那边，又或者被更宏大的画面吸

引，于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一时

眼花缭乱，一时感慨万千。此景只

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逢！顿觉

自身渺小，视野局限，世有大美，琐

细杂念，何足挂齿！

本以为这样异常心动的感觉

只限于我们几个女性，很快就发现

周围的男驴友也擎着手机在美景

里徜徉。他们自拍互拍合影，不亦

累乎不亦乐乎，完全就是一个个活

脱脱的女子般自在臭美。原来，在

大自然神圣的美丽面前，我们凡夫

俗子都是毫无抵抗力的。无论你是

青春少年还是耄耋老人，对美的追

寻，都是孜孜以求终其一生的。与

自然相对，与美丽共舞吧，没有年

龄性别的限制，没有身份职业的约

束，爽朗释放出本真的自己。在这

里你真的不用担心，可以瞬间回归

赤子！爱与美的世界就这么纯粹！

山风习习，空气清冽，鸟声婉

转，我们时不时伫足翘首。称奇惊

异的还有陡峭的岩壁。两山兀立，

相距数十米，两边峭壁陡岩，苍松

倒挂，劲干横空，不见顽猴攀援，不

闻空谷猿声，却森森然敬畏之情充

盈于胸。灰白赭红相间的彩色岩石

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孔穴遍布其

上，该是汹涌激流的强烈冲击吧。

数亿年前，这里也许是浩瀚的大

海，那岩石也许是海里的礁石，沧

海桑田，宇宙的漫长进化在此可见

一斑。

在八十亩坪，荆棘丛生的山野

小道正被隆隆的机器荡平，不久要

铺上石子沙灰筑成标配版的柏油

路，听说是为了方便游客体验绿色

乡村生活的一项举措。天堑变通

途，美则美矣，可山野的古朴原始

也许会荡然无存。想到这里，不由

一阵怅惘。

夕阳在山，暮色渐浓，一行人

说说笑笑踏上了归程。有几个朋友

在谈论晋水之源，这些复杂的问题

我不在发言之列。晋水究竟源自何

处，这于我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这青山秀水给我的怡然熏陶，这熟

悉的土地给我的深深感动。爱这里

的花花草草，天然去雕饰的大山，

它让我倍加珍惜，珍惜美的时光

里，我们刚好的遇见，就像不期而

遇的友谊。它是邂逅时的一束光，

暖暖的把我们的旅途照亮。

再见，奇松古木清泉；再见，山

牛山果野花！

再见，晋源坪；再见，大晋堂！

非常庆幸，八月有一次美好的遇

见！

心澄 似泉 ，涵 养 所有 的遇

见———见与不见，美都在那里！

八月，最美的遇见 ◎ 吉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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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水源一路青苔
◎ 江之蕊

听说
十陵背下
大晋堂东
那一眼泉水
流经上古
终年不枯
在岁月的轮回里
深情的润泽着三晋大地

顺着蜿蜒的河谷
我们溯源追踪

传说金圪垛里吐金锭
盘龙守坟终化坟
传说石峨姑娘守忠贞
化蝶纷飞山谷中
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
被哗哗流淌的河水滋润着
像一颗颗硕大的珍珠
散落在河的两岸
点缀着恬淡迷人的光阴

十陵背下
泉水淙淙
这一泓清冽的泉水
有梦归大海的激情
它会搭乘季节的渡船

一路欢唱着 跳跃着
奔向百里之外的浍滩
然后 诸水相携
然后 千里迢迢
扑入大海的怀抱

站在这人迹罕至的山峦
看古藤盘绕
看枯木枝繁
看不知何年何月
己经倒塌的几处石屋
思绪翩翩

是猎人暂居的小屋
是守陵人的居所
还是世外隐者的避风港
石屋前
一方舂米的石臼
静默无声
却道尽了岁月的苍桑

前有古人 临水而居
后有来者 探幽寻奇
对根祖文化的痴迷
终如这眼前的泉水
无止无息

晋
水
溯
源

因
程
蝴
蝶

晋水源头 摄影 吉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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