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期
绛县作协 主办文学副刊

B12018 年 12月 17日 星期一

FU KAN
副 刊

责任编辑：乔小飞

邮箱：sxjxzjxh@126.com

2018 年 8 月中旬，垣曲作家新干线平台

举办颁奖典礼及系列采风活动，我有幸前往

参加，心情很是激动！

绛县到垣曲，相距不过百里。作为一名

文学爱好者，能亲眼目睹这场开在家门口的

文学盛会，能近距离的一睹文学大师们的风

采，将是何等的荣幸！

一连多日没有降雨，虽是初秋，天气依

然酷热难耐。车子穿过横岭关进入垣曲地界

后，天上的云团渐密，升腾起伏，似一位热情

好客的主人在迎接四面八方赶来的客人。车

子在群山之间蜿蜒前行，大约半小时后，进

入四面环山的垣曲县城，跨过穿城而过的亳

清河，刚入住预订好的酒店，一场瓢泼似的

大雨就为我们接风洗尘了。

山中落雨来的快去的也快，这座四面环

山的小城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更加的清丽动

人。

入夜后，和众多的文友们漫步在亳清河

畔，徜徉在它两岸的亭台水榭间，思绪竟漫

溯到了 40 多年前，那时的亳清河，在父亲的

眼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1968 年，父亲因家中生活困难，又恰逢

垣曲铜矿招工，一心想改变命运的父亲便辞

别家中妻儿，到矿上当了一名工人。工闲之

余，父亲一定会怀揣着刚发的工资，和三两

个工友结伴入城，为家中妻儿添置些生活必

需品。寒来暑往，父亲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

这期间，他定会不止一次的从亳清河上跨

过......那年，母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来探

望父亲，是否也从亳清河上走过？

1972 年，父亲从垣曲铜矿调往翼城、浮

山县交界处的四家湾，和各处抽调来的人员

一起筹建新矿。1985 年冬天，年仅 48 岁的父

亲，因患白血病，过早离开了人世。

我在亳清河畔走了许久，也许我的某一

个脚印，正与父亲多年前在此留下的脚印重

合到了一起。

第二天，隆重的颁奖典礼结束后，主办

方热情的陪同大家参观了历史悠久的县博

物馆，占地上千亩的湿地公园，医疗设施一

流的县医院，硕果累累的万亩核桃园……

因为父亲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缘故，亲

近垣曲，走近垣曲，是我多年的心愿。只是我

没有想到，会和一群爱好文学的朋友相聚在

一起，会以这样的方式了却我的心愿。两天

的采风活动，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说！

最后一天的行程是游览舜王坪，舜王坪

是历山的最高峰。相传舜帝当年曾躬耕此

山，编制了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物候历《七

十二候》，故后人将此山称为历山。

2005 年初夏，我曾和朋友一起，从翼城

县境内登上过这片云中大草甸。

也许是登山的路径不同，也许是季节的

不同，当大巴载着我们在崇山峻岭中穿行

时，我满怀期待，却也时时忆起那次登山时

的情景。

那年五一节期间，我和朋友乘车从翼城

县的南梁镇出发去历山，途经二曲乡，西闫

镇。

车子沿着结实的水泥路一路前行，转过

一道弯，又是一道弯，山路好像总也走不到

头。正在大家有些焦急的时候，一块巨石挡

在了路的正前方，巨石上刻着两个朱红的大

字———历山，

历山终于到了！穿过巨石左侧的石门

后，空气变得格外凉爽。太阳似乎是为了增

加凉爽度，不知不觉间藏起了身影。过了松

树沟，车子沿着一条古河道一直往北走，河

中几吨重的巨石随处可见，河水并不大，一

条涓涓细流在巨石间穿行。

观赏过奇特的彩石滩，拜别幽深的黑龙

潭，车子沿着主峰一侧陡峭的公路在松林中

穿行，不时有机灵的小松鼠从公路上横穿而

过。雾在山谷中弥漫，几条白色的雾带似游

龙巨蟒一般，在松林间游走，攀援，似乎在和

我们比赛谁第一个到达峰顶；又似乎像一群

淘气的孩子，在林中和我们追逐嬉戏。

当车子转过最后一道弯时，一直缠绕追

逐在车旁的雾带消失了，眼前是一个花的海

洋。黄的耀眼，蓝的清新，粉的娇嫩，朵朵纤

尘不染。有许多种花，我从未见过，更叫不出

名字。它们均匀灿烂地开在山坡上，美得让

人炫目！

沿着用镂空花砖铺成的小路往东边的

山坡上走去。小路宽约一米，仅容两人并肩

行走。路的两旁有三五个山民席地而坐，在

他们的面前，摆放着自家采的黑木耳、猴头

菇、香菇......坪上没有红红绿绿的纪念品；没

有嘈杂的叫卖声；更没有飘着油烟味的小饭

馆、小吃摊。小路两旁的垃圾桶是用山里的

荆条编筐做的。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花海中畅

游，是那么的悠然自得。我正沉醉在迷人的

花海中，耳边忽然传来乌鸦的叫声，清脆悦

耳，不急不躁。我寻声望去，大约有七八只乌

鸦，一溜的站在坪边的石柱上，各个毛色乌

黑闪亮。那叫声，似乎是在告诉游人，它们才

是舜王坪忠实的守护者。

连理树长在乱石丛中，树并不高，向阳

的一面枝繁叶茂，树下有游人在休息。坪上

的一石、一草、一木，浑然天成，纯朴的让人

心醉！

到了坡顶，整个舜王坪尽收眼底。舜王

坪东西长约 3 公里，南北最宽处大约有 2 公

里，满坡的鲜花灿烂地开放着，让人有种置

身草原般的感觉。雾在舜王坪的四周缓慢的

涌动，无声无息，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环绕

着舜王坪。茫茫天地间，仿佛只有这一处仙

山圣地！

舜帝庙建在一处山坳里。我们爬上两级

石阶进入庙中，虔诚地上香祭拜，对舜帝的

金身竟然不敢仰视。当我们退出庙门重新回

到花的海洋中时，先前，一直在四周涌动的

浓雾，像得到什么指令似的，从舜王坪的四

周潮水一般涌了上来，舜王坪倾刻间隐去了

它的身影……

初夏的舜王坪，美若仙境！秋天的它，又

会是怎样的迷人？

垣曲县境内的历山植被茂密，谷幽壑

深，重重叠叠的山峰，苍翠欲滴。两辆大巴在

蜿蜒的山道上爬行，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车

子停在了塑有舜帝雕像的景区广场，在这里

换乘景区内的小交通，然后直达舜王坪下。

车子在更加陡峭的山路上爬行，山路的

弯度之大，每一次都似乎要把我们从座椅上

甩出去，同车的人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40 多年前，父亲是知道历山的。他和工

友的一张老照片就是在历山照相馆拍的。照

片上的那个人，曾想把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妹

抱走，去做他的养女。母亲在世时，不止一次

的指着照片上的人说，那时候，日子过得清

苦，孩子又多，总是缺吃少穿的，一听说到他

家能享福，就动心了。最后，人家上门来抱的

时候，母亲万分的不舍，才免去了一生的思

念之苦。

父亲也一定听说过舜王坪，但他肯定没

有去过。40 多年前，是不会有这样一条宽阔

的公路直达山脚的，要去也只能是徒步前

往。在食不裹腹的年代，父亲不可能徒步几

天几夜攀上舜王坪，身心疲惫、且饥肠辘辘

的感叹满眼的花海美景。若有几天的假期，

他定会急切地赶回到家里，替终日操劳的母

亲，挑满一缸水，再备上几捆烧火做饭的柴，

极力为母亲分担些生活的艰辛。

车子很快驶到了舜王坪下。

直通舜王坪的路有三条。一条光洁的马

车道，在阳光的照耀下，亮闪闪的直通天际；

一条是穿过“古帝躬耕 " 石门，沿古朴的石

阶从茂密的灌木林中攀上峰顶；另一条是松

林掩映，松果累累，松香扑鼻的林中幽径。垣

曲的文友建议我们徒步攀登者，从 " 古帝躬

耕 " 处的石门拾阶而上，然后从松香扑鼻的

林中幽径下山，这样能更多的领略沿途不同

的美景。

虽是初秋，山中花草依旧努力绽放，不

负阳光雨露的润泽。或金黄、或淡紫、或洁

白，三三两两的依在石阶旁，向前来观光的

游人展露着清丽的笑容。

我们沿着石阶在灌木林中穿行，大约半

个多小时后，已接近坪顶。迎面看到的几块

巨石，像石化了的巨书堆叠在一起，那层层

书页清晰可见，似乎只有舜帝的巨掌，才能

将其翻开。绕过这堆巨石，舜王坪又一次一

览无余的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初秋的舜王坪草色己有些枯萎，各色的

花朵，如散落的星辰点缀其间，更衬托出了

它的辽阔苍茫。四面八方延伸的木栈道，取

代了原有的镂空砖石小道。行走在半米高的

木栈道上，环视四周，蓝天为幕，朵朵白云，

随风曼舞。俯瞰茫茫草原，视野开阔的再无

一物可阻挡，让人大有行走天街之感。舜帝

庙依旧在那处小山坳里，静静的守候着这一

方圣地。连理枝粗壮了许多，望月台、奶泉、

老虎口，散布在坪上，正用它们迷人的传说

或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人的目光。乌鸦的啼

叫，一如当年清亮，我知道，这决不是当年我

看到的那几只，但一定是他们的后代，在舜

王坪上，它们具有了超脱俗世的神性！

站在舜王坪上，站在辽阔苍茫之中，我

在心中对已过世多年的父亲说:女儿从亳清

河畔，从您曾工作过的地方一路走来，替您

赏看了这里最美的风景，此生我们都应无憾

了！

殷程蝴蝶又见历山

“和”字歌
殷韩生泉

和字起源早，古今涵义深；

作用莫小觑，具可定乾坤；

尧王统华夏，和合万邦平；

秦晋结姻缘，佳话传至今；

绝唱将相和，故事世传承；

西汉对匈奴，和蕃王昭君；

三国为抗衡，孙刘双结盟；

唐帝和西域，赞布迎文成；

大脚马太君，一和救众卿；

康乾出盛世，和字兴大清；

近代与当代，同念和字经；

和平息战事，和平平纷争；

和促傅作义，献出北京城；

细数历代事，和字建奇功；

和平结邦交，天涯若比邻；

和平促发展，事业必成功；

和平可生财，一和得双赢；

和平进家庭，家和万事兴；

治国重和字，民和国太平；

和平强实力，国强世界崇；

人类讲和平，举世必稳定；

命运共同体，和平筑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