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春天吗

请看眼前那淅沥的帘 
我以为 
那是春天的雨 
不 那是男人流着的泪  

这是夏天吗

请看身上那七彩的斑斓

我以为

那是山花烂漫的峦

不 那是男人流淌的鲜血 

这是秋天吗

倾听着脚下那沙沙的声响

我以为

那是落红在与凄风合鸣

不 那是男人征途时磨破的鞋 
 

这是冬天吗

请看前方那闪耀的晶莹 
我以为 
那是冬天里的雪 
不 那是男人意志的锋芒 
能够穿透迷茫 
看到光明

男
人
的
本
色

探阴山
甲（唱）：“扶大宋锦华夷忠心赤胆，

为黎民无一日心不愁烦。都只为柳金婵

屈死可惨，错判了颜查散年幼儿男。我且

到望乡台亲自查看，带王朝和马汉、张

龙、赵虎将四员，不辞劳苦闯阴山……

乙：这位来情绪了，上来就唱上了。

甲：知道唱的哪出吗？

乙：《探阴山》，说的是包公下阴铡判
官。

甲：知道包公探的阴山在哪儿吗？

乙：听这口气，你知道了？

甲：根据我的考证，阴山就是我们绛

县的东华山。

乙：相传沉香劈山救母，将华山劈为

两半，大块留在原地，就是位于陕西华阴

县的西岳华山；小块东飞 500 里，落在我

们绛县，故称“东华山”，论渊源和大小，

也叫“子华山”“少华山”，和阴山没半毛

钱的关系。

甲：看来我得给你好好说道说道。听

好了，阴山就是东华山，也叫太阴山。

乙：你且说来听听。

甲：你去过太阴寺吗？

乙：去过，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槃寺内保存的释迦牟尼涅 卧佛，系独木

所雕，为亚洲之最。

甲：你知道太阴寺名字由何而来吗？

乙：聆听赐教。

甲：记住了，太阴寺建于太阴山北
麓，故名太阴寺。在全国众多寺庙中，唯

独太阴寺座南面北。

乙：啊！太阴寺因太阴山而得名。听

你一讲，我明白了。

甲：阴山怀抱五岭，拔地高耸，雄伟

险峻，巍峨壮观。阴山之巅，早在北魏时

就建有道观，每逢农历三月，春暖花开，

桃红柳绿，咱们山西，还有陕西、河南等

地的善男信女，纷纷登山朝拜进香、观光

旅游。现在……（被乙打断抢过话头）

乙：现在，在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

下，开发旅游资源，是踏青观赏的好去

处。

甲：说起太阴寺，不得不提大藏经

《赵城金藏》共 6980 卷，现存 4000 余卷。

日本鬼子很早就觊觎这部稀世孤本经

卷，多次密谋盗窃抢夺。先辈们为保护经

卷，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先后有十几

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知道吗？这部中国

佛教界最珍贵的经卷主要雕印地就在咱

太阴寺。

乙：我知道太阴寺金代壁画具有极

高的研究价值，八国联军入侵时，被荷兰

人勾结汉奸乡绅盗走，实在令人扼腕痛

心呀！

甲：太阴寺鼎盛时期，周围的土地都

是寺里的田产，僧侣多达六七百人，声名

远播，就连包公也慕名踏足亲往。

乙：这从何说起？

甲：包公曾任管理河东盐业的钦差

特使，多次亲临运城盐池，任期闲下时光

顾太阴寺，这有什么怀疑好奇怪的。

乙：这是你考证得出的结论？

甲：然矣!历史上太阴寺规模宏大，阴

阳两界神仙，依位有序供奉，上至西天极

乐世界，下至十八层地狱，各种机构齐

全。塑有四大菩萨、十八罗汉、四大天王、

天界众仙、十大阎君、狱卒判官、黑白无

常、牛头马面、奈何桥、鬼门关、望乡台、

阎王殿，极具恐怖森严，但凡生前作恶之

徒，死后上刀山下火海，受尽各种酷刑摧

残，刀劈斧剁，火烧油煎，被锯分身，磨粉

狗舔，惩戒莫做坏事，劝人积德行善。包

公在此结识闫君，才有之后的探阴山。

乙：传说包公日断阳夜断阴，阴间也

有官职。

甲：柳金婵含冤屈死，阴魂不散，告

状到开封府衙。包公重审发现此案疑点

甚多，人命关天，遂带人到此察看。掌管

生死文书的判官系此案真凶李保的舅

舅，为保外甥性命，背闫君偷改生死簿，

并将柳金婵藏到阴山背后单独看押。殊

不知，他所做所为都被添灯油的油流鬼
看在眼里。在包公找不到柳金婵，与五闫

君秦广荣争执吵翻的关键时刻，他良心

不泯，如实讲出真相，最终判官问斩，澄

清冤案。

乙：据我所知，内蒙古也有阴山，何

以认定包公探的就是咱们这儿的东华

山？
甲：我实地考察过了，内蒙阴山虽

大，却未设阴曹地府，地处北疆，遥不可

及。包公供职开封，位于我们东南（唱）：

“朝东方望一眼，一阵明，一阵暗。望开

封，那正是我的家园。”这正是包公站立

阴山，眺望开封发出的思乡感叹!
乙：你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甲：不经过充分的考究论证，如何让

人信服？还有证据支持我的这一论断，你

去过绛县柳庄村吗？

乙：去过，远近闻名的古文化村，陈

庚大将曾在此指挥过晋南战役。

甲：据我考证，柳金婵就是柳庄人。

正是由于她的出现，才叫的柳庄。

乙：还有这么一说？

甲：知道绛县烟庄村吗？

乙：我明白了，照你这么推，想必颜

查散是烟庄人了。

甲：然矣！

乙：不对呀！烟庄的烟不是颜查散的
颜呀？

甲：早年识文认字的少，颜姓的颜难

认难写，叫转了，烟颜不分嘛！

乙：没听说过。

甲：关于包公探阴山来东华山和太

阴寺有诗为证。

乙：还有诗为证？

甲：有位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

者写道：“包拯断案探阴山，舍身忘死申

民冤，华山怀中救金婵，太阴寺里铡判

官。”

乙：这是哪位大师写的？

甲：我写的。

乙：你呀！

（二人鞠躬退场）

报党恩
我出生在山西省绛县横水镇乔寺村，在失去深造

的机会后回村务农。天生不服输的我奋起向多舛的命

运抗争，繁重的劳动之余，重新拾起对语文的偏爱，阅

读了《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欧阳海》《平原枪

声》等多种文学书籍，丰盈自己的素养。同时，斗胆捡

起纸笔，撰写小说、散文、诗歌、新闻报道等稿件。功夫

不负有心人。我的多种习作很快见诸各级报刊，引起

县委关注。1983 年，绛县县委破例将我招到县委通讯
组，从事地方新闻工作。

1985 年 7 月，我庄严地站在党旗下，举起拳头宣

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我以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分节假日、公休日，一头扎入全

县机关、农村、企业、学校，在火热的生活中采撷鲜活

的新闻，每年均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山西日报》

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新闻稿件 100 多篇，被《中国交通

报》《山西日报》《运城日报》和山西广播电台等媒体授

予“优秀通讯员”。由于我的业务成绩突出，1987 年获

新闻记者中级职称，1989 年任绛县县委通讯组组长，

1995 年 6 月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督查室主任兼

县委通讯组组长。期间，我撰写了数百篇领导讲话、调

查报告，1998 年获县委县政府“创新创业旗帜”、山西

省委办公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2000 年 12 月，任绛
县司法局局长，所在单位连续 5 年获省级“综合治理

先进集体”，本人被运城市委授予“十大优秀干警”，荣

立运城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二等功；2006 年 8 月，自己

被国家司法部授予全国“四五普法先进工作者”。我先

后被绛县政协吸收为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2007

年 7 月，我退居二线后，潜心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

《古绛春秋》《晋文公》《魅力绛县》《探花府》《绛县信合

志》《改革开放四十年，故绛大地拓荒人》《大盐商》《古

韵横水》《平阳府志绛县内容》《山西涑水河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志》等长篇小说、长篇文化散文、报告文

学集、校本教材、行业志书等十余部。其中，《晋文公》

被列入山西省农家书屋重点篇目，在《黄河晨报》连载

150 多期；长篇文化散文《古绛春秋》、长篇小说《晋文

公》获运城市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大

盐商》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列入 2017 年文化扶持工程。

期间，《秘书工作》《山西日报》《山西经济日报》曾报道

过我的事迹，新版《绛县志·人物》予以介绍。2003 年，

我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08 年，被中国民

间艺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15 年退休后，担任绛县

作家协会副主席、县政协文史研究员、绛县三晋文化

研究会理事。

俗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回首往

事，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之所以有今天，全凭党的赐予。

2019 年，我不幸患病做了手术，身体大不如以前。好友

们都劝我搁下手中的笔，颐养天年。表面上，我对好友

们的相劝点头称是，但心想：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与

其无所事事苦捱时日等死，不如抓住有限的时光，继

续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苗校长！你怎么到这儿上班了？”一位
身着草绿色标志服的邮递员，边掏报刊边笑

嘻嘻地瞅着我的脸道，“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你还认得我吗？”
听着这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望着面前这

位紫铜色脸庞、尖下巴、少白头的中年人，我
思索片刻猛然间惊喜道：“噢，你就是李林山
吧！”

“对！对！我就是小李。这么多年了，你

还没有忘记我。”他高兴地说，“苗老师，今后

除了星期天外，又要天天和你打交道了。有
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多指点。我走了！”

望着李林山远去的背影，我的思绪不由
得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1972 年的深秋，我在绛县陈村公社陈
村峪担任七年制学校校长。当时正值阴雨连

绵的季节，河床上洪水翻滚，不时发出大石
块滚动和互相撞击的声音。站在奔腾怒吼的
河边，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一天，雨下得特别
大，正当我在校部门口望着大雨愣神时，一

位身披绿色雨衣的人出现在大院中，深筒雨

靴中的黄水随着他的走动扑哧扑哧地往外

冒。他一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一边大声
问道：“同志，你就是苗校长吧？”

“是的。你是……”我边回答边把他让进
办公室。

“我叫李林山，以后你就叫我小李好
了！”他一边取出雨衣中的邮包一边说，“从
今天起，陈村公社这三个山区大队和平川五
个大队的邮递任务就交给我了，有什么要求

请及时提出。我有什么困难也免不了要麻烦
你们呢！”

我给他倒上开水，他顾不上喝就开始往
出掏报刊信件，并让我清点登记，凡是报纸
必须记住是几号，刊物要记住是第几期，并
盖上“收讫”戳；如果是包裹单、挂号信，还得

盖上我的名章。

他一边忙一边说：“苗校长，请放心，今

后少了报纸或刊物，你给我及时说一下，我
一定想办法补上。如果万一找不到就退款。
另外，我保证按时送报，风雨无阻，也决不让
别人捎。可是，每次来后要盖‘收讫’章和名

章，万一你下山开会让我找谁？你给我找个

教师吧！”

我当即给他指定了临时收发员。
这时，雨下得更紧，河水吼声更大。我和

其他老师七嘴八舌地劝说他，今天千万不能

走，因为水更大冲力更猛，太危险，干脆换件
干衣服吃过饭好好休息一夜，第二天再说，
如果有人下山相随才更保险。

李林山非坚持下山不可。他说：“年轻
人，没事！我下去还有五个大队要送完。明天

还要送紫家峪的，每天都有每天的任务。”

无奈，我们几个老师只好站在校外高地
上，目送小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新的路途，
直到看不见人影才感叹着返回办公室。

想想多次过河的危险和步行几十里路
程的艰辛，又想想李林山坚定勇敢的精神和
认真负责的作风，使我对人民邮递员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

有位教师笑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看这小李能坚持多长时间？”

事实胜于雄辩。多年来，李林山一直用
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有一次，我下山开会，在半路上碰到小

李。当时雪下得很大，我们都成了“白人”。我

让林山把报纸杂志交给我带回去，他一边急
急地走一边大声说：“不行，不行！还有十几

里不算啥，领导强调当天必须盖章……”还

有一次，我从县上开完会返回途经陈村时，
碰上李林山正背着邮包往陈村峪走。我恳切
地说：“林山，把东西交给我就行了，你赶快
送山下五个大队去吧！要不，我给你签个字，
以后再补章。”他坚决地说：“不行！把当天的

报刊送到指定地点是我应该完成的任务，哪

能让人捎！”

多少年来，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
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李林山总是那样默默无
闻地工作着，报纸、杂志、特别是信件，从没
有误过、丢失过，深受山区人民的爱戴与信
赖。

光阴似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新的

岗位上又一次遇到这位好同志，他还是那样
的认真，那样的负责，那样的执着……

该文于 2001 年发表于叶中国邮政曳杂志

和叶运城日报曳枣花版遥

绿色使者 音苗沛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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