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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地迥，光阴一天天
薄凉。经纬线上
留下对诗与远方的
缱绻。在时光的积淀下
回到思念的故乡

花好月圆，人世间的终极
不过是，彼此的挂牵

被月光唤醒，思念
从一束束月光开始
如此明晰，就像复苏的
疼痛，疼痛间是熨帖
失落中，有欢畅

月光，如此敞亮。一切都
恰到好处，洋溢的是
无尽的遐想……

月光的翅膀

推开窗，发现天上洒着月光
玉盘一面，幻化出行走远方的
翅膀。一只神奇的巨手
徐徐拉开金色的帷幕，整个
大地，豁然开朗

夜空淡蓝，星儿闪着微光
举头望月，墨色的云，白色的云
簇拥在圆月的周围，轻渺柔润
丝滑的月，删繁就简
在野外信步

风凉，摇曳妩媚的村庄
月光与大地之间，浩荡的风
夹杂着清芬的草木香
挡不住明月，皎洁的光亮
凝成诗意张扬的原乡

月光安详。落在楼宇之巅
落在流水之中，落在草地之上
落在，心里想去的
每一个地方

被月光唤醒被月光唤醒（（外一首外一首））

任崇喜任崇喜

有人写卧于林间的残雪，写流溢山川的阳光
有人写挂在枝头的鸟鸣，鸟鸣衔着芽孢的冲动
有人写丝滑的春风，春风怀中的涟漪
有人写湿润的泥土，泥土中种子正啄破梦的芽苗
有人写擦亮蓝天的炊烟，点燃春天的烟花和带走

心愿的孔明灯
有人写含羞的桃花，桃花绽放在一首诗中的秘密

纸是一张白纸，笔尖饱蘸清水
将所有美好的词语系在鸟羽上，清风上
途经细雨，阳光，山巅，田野
落在草尖上，枝头上，花蕾上，麦苗上
以及晨行人扑闪扑闪的睫毛上
于是，一首长诗题写在一幅春的落款处

题诗一幅春天题诗一幅春天
齐长宏

梅花在国人心中
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它
与兰、竹、菊一起被喻
为“花中四君子”，与
松、竹并称为“岁寒三
友”，而在“四君子”中，
又以梅花为首。梅花
迎寒而开，剪雪裁冰，
谦逊清香的品格，使得
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墨
客咏梅、赏梅、画梅，为
后人留下一笔丰富而
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
富。

小时候，没见过梅
花，以为唯南方有。记
得上小学时，老师领着
我们诵读梅花诗：“墙
角 数 枝 梅 ，凌 寒 独 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当时，正值数
九寒天，教室低矮的土
坯墙外，寒风呼啸，雪
花飘飘，诵读梅花诗的
响亮童声穿越破破烂
烂的窗户，在寒冷的校
园里久久回荡。我沉
醉在梅花诗的意境里，
一边读一边任由想象
随 诗 句 和 雪 花 一 起
飞。多少年过去了，那
情 那 景 ，至 今 记 忆 犹
新。

工作之后，认识了几位梅花爱好者，才知道在商州，也
有梅花可赏——这可真是件叫人喜欢的事！

这里的梅花，开得最早的还属丹江之滨的梅园，接着是
大云寺的老红梅，后来是金凤山的梅岭，最迟的是各处山坡
沟壑里的梅花。

梅园赏梅，视野开阔，丹江作伴，有白鹤、灰鹳等水鸟成
群嬉戏，自由飞翔，甚为不错。但这里属市区，园子边上车
来车往，园里总有大人、小孩随意走动，高声说话，感觉气氛
不够，“闹”的氛围多，“赏”的氛围少。

大云寺赏梅，又是另一番情景。大青砖围墙与镶着
黄铜泡钉的大门，严严实实隔开外界纷扰，安闲清净。我
曾两次在这里赏梅。一次是元宵节过后，我独自拜访。
真巧，两树梅花都开了，向阳的一树怒放，另一树刚刚开
放，无风，太阳暖洋洋的，几只蜜蜂在花丛间忙碌。这真
是两棵有福气的梅树啊！长在开阔的院子里，树冠大而
圆，淡淡的香火气息中，整棵树看起来沉静内敛。枝头的
花朵很繁盛，单朵花淳朴瘦小、貌不惊人，可有一点，红得
很好看。绒绒的红，红得厚重含蓄，娴雅喜人，恰到好处，
使人不由想到武则天与上官婉儿之间眉心红的故事。花
虽小，并不争奇斗法，一朵朵一簇簇，安详地绽放在属于
自己的枝头，汇聚出独有的风采与神韵，让我不觉悄然沉
思，不想匆匆而去。后一次是和朋友去。那天天阴，微
冷，她有点心思，带了红酒。我们对坐在红梅树旁的石桌
边，缓缓说话、饮酒，清静的寺院内传来诵经声、木鱼的敲
击声。一阵风儿吹过，早开的梅花缓缓飘落……

前段时间在州城东郊，我和婷姐徒步散心，竟然遇见一
处梅花，有七八棵树，惹眼的花朵在冬的肃杀里分外亮丽。
这意外的相遇让我们有点激动。花开得并不多，但朵大丰
满，多层多瓣，花心有许多银白的又细又亮的花丝，花丝尖
端都挑着个小球状鹅黄色花药，衬着一圈鲜嫩的红花瓣，煞
是好看。花有粉红、桃红、玫红三色，我俩一致偏爱那些玫
红色的梅花，来回跑着看遍了每一棵树上的花儿。婷姐慨
叹：“咱今天见到的梅花，才算是国画中常画的那种梅花！
树干虬龙盘枝，花朵稀疏有致，开得也刚刚好。”

我俩孩子一般，在几棵梅花树之间，走过来又走过去，
走过去又走过来，直到下午四点多钟，太阳爬过山头，浓浓
的寒气已经漫上来，婷姐笑着说：“该回了吧！多亏是我们
俩都喜欢，又有这样的兴头，几树梅花就看了多半天。换作
别人，一定会把我当呆子。”

婷姐的话，让我不由想起了苏轼的《记承天寺夜
游》——哪个地方没有梅花？只是缺少像我俩这样的
痴人罢了。

临别前，看着梅树枝丫上那无数的小花苞，我想：再过
一些时候，晚梅就开了。到那时，我们还来这里赏梅、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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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柜子上的杂物时，摆放的几瓶果酒
映入眼帘，两瓶果酒，两瓶桃花酒。

果酒是海棠酒和杨梅酒。海棠酒是去
年国庆节时泡的，泡得刚刚好时，半夜月光
从窗户照进来，洒在瓶内一颗颗红黄相间的
海棠上，冰糖正在融化，透明的酒暗自翻涌，
就像是月光流动的影子，像极了一坛“月光
酿”。此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看冰糖完全
融化，海棠开始飘浮起来，看酒色慢慢变黄，
再到琥珀色。偶尔也忍不住打开盖子去嗅，
从最初呛鼻的浓烈酒味，到后来逐渐醇厚的
果香，跨越了整个秋天。当果香和酒香交融
在一起，酒的烈劲也被中和了一大半，隔年
便是最好的味道。

做桃花酒，因了那首《桃花诗》。
唐伯虎的《桃花诗》里，桃花和酒重复了

多次，可见唐伯虎对桃花与酒的喜爱。他倾
尽毕生所有，建桃花坞，种桃花，不仅用花换
酒，更用桃花佐酒，以酒入诗，以诗润心。我
们虽做不了像先贤们一样的雅士，但是品一
下他们心中的诗情，也算给自己的生活添一
抹色彩，让心灵偶尔得以休憩。

于是在桃花绽放的三月，我高一脚低一
脚地走在窄巴小路上，寻得了一处农家的桃
林，其实只是十来株山桃树而已。老屋陈
旧，墙体脱落，但是那满树灼灼的桃花倾尽
全力地绽放，使得生命在这里盎然。

“杨柳千寻色，桃花一苑芳。风吹入帘
里，唯有惹衣香。”吸着粉嫩的桃花香，满心
欢喜地采摘着桃花，脑海里满满的是桃花诗
和桃花带来的欢喜。

桃花盛开飘洒香，浓香甘醇沁心房。
将采集的桃花浸泡在淡盐水中清洗，沥
干，一层冰糖，一层桃花，然后加酒直至淹
没桃花，花瓣在酒里浸泡，洗尽铅华便成
了美味的佳酿。

酿果酒和桃花酒，那是一种心情发酵
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心情也在被
时间过滤、发酵，若把那凝结成本土的醇香
汁液端视良久，你就能理解期待的过程为
什么那么急。

酒虽做成了，那种“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的情怀似乎见了谁都想表
达，用我家先生调侃我的话就是：“做酒

是用来炫耀的！”
其实美好的预想与现实还是有很大差

别的。比如，自酿的葡萄酒，葡萄是认真清
洗，晾干的，器皿是消过毒的，喝起来自我感
觉口感还不错，但是网上说“家庭自酿葡萄
酒，由于受技术条件的影响，甲醇含量往往
不可控等”，我便不敢随便再做葡萄酒。比
如，桃花酒泡制时，诗意浸染思想，花香融于
酒香，制作中，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十里桃林
的浪漫和金庸笔下的爱恨情仇。待酒成，虽
桃花香味犹在，酒味亦然酣畅，然桃花酒的
清肠功能却成了最大考验。

酿酒不只是内心强烈感情的一种抒意，
也是对生活的一种释义。果酒，源于自然的
造化与馈赠，在时间的作用下，白酒淡化了
果子的生涩，果子中和了白酒的辣与烈，它
们融合成一种独特的醇香，那是时间研磨下
的一种韵味。写文字也一样，那是一种冲
动，莫名的、蕴藏而生发出的或者是被激发
的冲动，是生活的一种历练，是时间的沉淀。
家中有了自己亲自做的酒，岁月因期待而变
得美好乃至斑斓。人虽在忙碌，但一有时间

就会时不时望望那些酒罐子、瓶子，如同有
一个约会，一个饮与不饮都想的约会。是一
种悠悠的期待，恰如介于在乎与不在乎之
间，可发表或不可发表的一叠初稿。

酿一罐果酒，每一个黄昏，当回到这
一方宁静的所在，和那亲爱的酒罐子打
一声招呼，欣赏一下一天比一天靓眼贴
心的自然醇，沉下浮躁的心，静静倒一小
杯，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小小地呷
一口，放下忙碌、盲目和茫然，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心灵也能腾出感知幸福的空
间，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生命的独特和
内心安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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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连桥，桥接隧，隧穿山，山入白云
间。沿西康高速公路，穿越秦岭终南山隧
道，就回到了我的故乡——镇安。

登临绣屏山顶，脚下是山城十里繁华
的人间。乾佑河、镇安河婉转奔涌，滋养着
两河四岸。举目四望，群山环绕，漫山苍
翠，云雾升腾，山城俨然是一块气韵绝佳的
风水宝地。

俯仰看山水，观天地，历史的车轮翻山
越岭，隆隆而来。宇宙绵邈，岁月飘忽，性
灵不居，向何人诉说这一份沉重与沧桑。

想我先民，自秦汉肇始，渐有聚落，这
些先民被称为“本地人”。明清时期，移民
北上南迁。由北越秦岭而来的，被称为“大
槐树人”；由南溯水而上的，被称为下湖
人。几路先民，或避战乱，或求生计，相继

定居于此秦岭深处。插草为界，封山开掘，
世代繁衍，开枝散叶，终蔚然成就一城一邑
之风土人情。

这方城邑，南北风俗在此糅合，秦楚文
化于此融聚。民风古朴淳厚，热情好客。
山民性格刚毅包容，儒雅蕴藉。

斯地情长。历史上但凡有过贡献的人
物，均载于《镇安县志》，笔墨华文重彩。三
百年后勒石建亭铭刻追念的，是两位异乡
人，曾任镇安的县令。也许他们的子孙都
淡漠了这种苍远的记忆，可镇安人从来没
有忘记他们。聂翁亭、俞公亭，就这样昭示
着山民世代流传的景仰感佩之情。

斯地文盛。且不论文庙前八百年黄柏
青翠，魁星楼雄踞如磐，再看新复原的孔庙
和虹化亭，聚山川之精华，得天地之灵秀，

古朴沉静，气宇轩昂。江山代有才人，山下
于右任先生题写校名的镇安中学，励精有
为，化育功宏，桃李遍及天下。几十年来，
莘莘学子从这里走向五湖四海，在各个领
域做出了不俗的业绩。这里，已经成为秦
岭山一支艳丽的学苑奇葩。

那年，母校镇安中学学生成为陕西省
高考文科状元。得此消息，内心久未平
静。只有经历的人，才能懂得这份成绩的
得来是多么地不易。山区学校条件艰苦，
个别乡下学生生活更是艰难。在与城市学
校、城市学生存在天壤之别的学习条件下，
每一次进步，每一步台阶，无不浸透着几代
师生们辛勤的汗水和不屈的泪水，那是用
文字无法表达的怎样可贵的一种精神！

曾看到一段校友宣言：生长在镇安这

片土地，我们因山而凝重、沉稳，因水而灵
秀、聪慧，因风而淳朴、飘逸，因云而遐想、
追梦，因树而挺拔、多姿，因贫穷而懂得珍
惜、勤奋，因上进将会卓越、优秀，因诚信将
赢得信任、尊重。读来感动莫名。

斯地政和。新时期以来，为政者抢抓
历史机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再造绿水
青山；开拓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农林药特色
产品种植加工，着力乡村振兴；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全域旅
游。镇安，正处于政通人和、山水相宜的大
好历史发展阶段。

西康高铁正在建设之中，2026 年将
全面竣工。届时，镇安将加持新的发展
动力。期望家乡的发展搭上高速列车，
一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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