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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洛南县十余日了，在洛南采风
的点点滴滴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加清
晰——尽管我们只在洛南停留了一天多
的时间。

近几年，洛南音乐小镇声誉鹊起，我
们慕名而来，在“87.8 音乐酒店”办理好入
住手续，用过晚餐，便迫不及待地参观了
能容纳万余人的露天音乐广场、花样繁多
的秋沙鸭亲子乐园、五光十色的音乐风情
街……音乐小镇果然名不虚传：特色鲜明、
定位超前、设计巧妙，令人耳目一新！

洛南历史悠久，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民间传说丰富多彩。相传上古卷轴中有轩
辕黄帝带着乐官伶伦和史官仓颉游历洛
南，并创制乐器音律和文字的故事，因而洛
南有音乐之乡、字圣故里的美称。

欢迎晚会上，洛南友人热情周到至
极——单纯的语言文字已经无法表达内心
的喜悦，只有婉转的歌曲戏剧才能传递两
地朋友的深情厚谊！有人情不自禁地吟唱
起来，于是你一首他一首接唱起来。一曲
罢了，掌声叫好声雷动。晚会气氛热烈，大
家载歌载舞，纵情欢唱，轮流上场，就连个
别从未登过台的文友也鼓足勇气，大胆表
演了自己最喜欢的经典老歌。

“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到洛南居然
会唱歌了……”

“唱歌贵在用情。理解了歌词，歌声自
然就能打动人……”

“难忘今宵……洛南民风淳朴，人们善
歌善舞，不愧是伶伦造乐之地。想必当年
黄帝巡游时，百姓们盛情款待，激发了他们
的创作热情和灵感……”

夜色茫茫，凉风习习，大家意犹未尽，
一路谈笑风生。

音乐，是高山，是流水，是太阳，是月
亮，是万物之美的根源。

这，就是洛南音乐小镇的魅力所在。
第二天一早，我们前往达子岭参观伶

伦研究院。路上，导游讲了许多伶伦制造
乐器、定制十二音律的传说，我暗暗称奇，
一进入研究院便忍不住把两架编钟全敲了
一遍，音色柔和美妙，悦耳动听。大殿中
央，是伶伦的巨幅雕像，古朴典雅，气韵生
动。我仰头端详着，只见他剑眉星目，品貌
非凡，随意盘坐在莲花蒲团上，正全神贯注
地吹奏排笙，两旁的仙女以笛和埙与之相
合，乐曲声引来两只凤凰，在他们头顶盘旋
起舞。此情此景，生动再现了《吕氏春秋·
古乐》中“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记载。
雕像线条流畅，栩栩如生，让人浮想联翩：
侧耳细听，大殿内似乎有仙乐绕梁不绝；定
睛观看，伶伦仿佛随时都要起身与凤凰舞
之蹈之。

朝拜了伶伦，再读四壁介绍洛南道情、
戏剧，还有中国音乐发展史的文字，觉得大
殿外的对联拟得极为贴切：毓秀伦山金凤
鸣雅乐，钟灵福地始祖创韶章。

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相传伶伦造乐很不顺利：他花费了三年时
间，用竹管吹出的声音依然极其难听，不
仅吓跑了鸟兽，还惊了黄帝的坐骑，骏马
四蹄腾空，仰头嘶叫，把黄帝摔了下来。
伶伦诚惶诚恐，赶紧上前请罪，谁知黄帝
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鼓励他继续造乐。
伶伦勤学苦练，游历四方，依然吹奏不出
和谐的曲调。一天，他到了洛南凤岭，觉

得景色优美，一片静谧，就坐在一块大石
头上睡着了。忽然，凤凰的鸣叫声惊醒了
他，他模仿着凤凰的叫声吹起了竹管，凤
凰听到后绕着他飞舞鸣叫。伶伦发现凤
的鸣叫声激情昂扬，凰的鸣叫声柔和悠
长，每次各鸣六声，然后，连声合叫一遍就
飞走了。伶伦由此制作了十二音律，得到
了黄帝的赞扬。此后，他又把各种飞禽走
兽的叫声都记录下来，不断丰富音律，终
于演奏出了和谐的乐曲，被后人传为中国
音乐的始祖。

下午，我们怀着虔诚之心，顶着炎炎烈
日去拜谒字圣仓颉。仓颉是有大智慧的圣
人，他创造了文字，开启了华夏文明，受到
世世代代的朝拜和供奉。每年谷雨，洛南
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仓颉仪式，祭祀规模
宏大，场面隆重。仓颉造字的遗址保安镇
现在叫仓颉小镇，修建有仓颉文博馆和东
坡书院等仿古建筑。文博馆采用传统的四
合院形制，左右对称，庄重典雅。门楣上依
次悬挂有“字祖文宗”“功伟天地”“化成天
下”“造字圣人”等匾额，彰显着字圣的丰功
伟绩。最初的文字掌握在史官巫师等少数
人的手中，被作为通灵的道具，隐含着神秘
的力量，所以古人有强烈的文字崇拜意
识。古人敬惜纸字，认为文字神圣威严，不
可侵犯，也不得随意丢弃，只能在焚字炉里
烧成灰。否则，手会生疮。

仓颉圣迹碑是镇馆之宝。据说此碑是
仓颉随黄帝南巡，来到洛南阳虚山时，遇凤
衔图，灵龟授书，天眼顿开，咬破手指在山
崖上所写的血书。碑文拓片美观简洁，是
书法爱好者的必藏品。碑上有“戊己甲乙，
居首共友”等二十八个字，字字珠玑，高深
莫测，据说记载的是黄帝征服炎帝，打败蚩
尤，天下大治的故事。我认为有一定的道
理。因为学术界一般把国家的出现、文字
的发明作为文明诞生的标志。文字的诞
生，不仅预示着人类告别了石器时代，也预
示着文明的曙光已经照耀了东方，国家的
形成为时不远了。

文字的诞生意义非凡，文字的演化源
远流长。几座汉字源流馆沿两侧一字排
开，分别展出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
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的书法制品。
有王羲之等书法名家、有李白等大诗人、有
历朝历代状元、有雍正等帝王御笔亲书的
墨宝制品，令人目不暇接，赞不绝口。

除了传统的书法作品，文博馆里还采
用了先进的声光电技术，展示了字形字义、
书写材料的演变过程。传统与现代的有机
结合，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不仅完美诠
释了文字的博大精深，还可以直观地看到
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后，文字的载体成本
大幅下降，文化知识得以普及，全世界的科
技、经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的轨迹。

徜徉在瑰丽多姿的文字世界里，欣赏
着一幅幅龙飞凤舞、遒劲有力的书法珍品，
就像穿越了历史的长廊，重温了五千年的
华夏文明史，不由得心生敬畏，感叹世界之
博大，时间之流逝，文字之奇幻，书法之美
妙，个人之渺小!

“圣贤之光，超越时空，召唤每一颗向
上向善的心灵。”

“神奇的土地，神奇的创造，以文化德，
泽被万世。”

“拜见了字圣，我进入了一个虚空和静

谧的世界。”
汉字，是火种，是魔力，是舟楫……
书 法 ，美 在 精 髓 ，美 在 风 骨 ，美 在

结 体 ……
大家心潮澎湃，直抒胸臆，甚至有人当

即吟诗一首。
文字是语言的精华，是一扇扇窗户，

是灵魂的声音。文字的魅力，在于它能
够通过简单的笔画，让我们感受到自然
的多姿多彩、世界的千奇百怪和人类的
平凡伟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我们文学爱
好者来说，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文字关。
一切伟大皆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好的作
品往往第一句话都会紧紧抓住读者的眼
球。一切过往，皆是序章；所有未来，皆是
可期。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思想性、艺术
性、现实性的完美结合，能激荡起人类的
共鸣，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也能经受住时
光的淘洗。我们每个文学爱好者的终极
梦想都是能创作出历久弥新的传世之
作。所以，此时此刻，在字圣仓颉面前，我
们是最虔诚地朝拜者，最饥渴的小树苗，
最迷茫的跋涉者。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陈忠实先
生《白鹿原》创作手记的题目，是他大量翻
阅县志、文件资料后的精神蜕变史，是他
一次主动地清醒地“寻找”的心路历程，也
是《白鹿原》具有永久魅力的深层原因。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阅读
研究这篇文章，不仅了解了一个民族的秘
史，更让人对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有了新
的认识。

思绪飞扬之际，我不觉走近了字圣仓
颉雕像。圣人须发飘扬，四目微张，神情
专注，满脸认真，左手展开，右手食指似
乎 正 要 在 其 上 写 写 画 画 ，让 人 肃 然 起
敬。“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是作
家创作时呕心沥血，推敲语言的真实写
照。不也是圣人造字时苦思冥想，反复
斟酌的生动写照吗？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一位饱读诗
书，淡泊名利的圣人。朱先生的原型是致
力于传播传统文化，不慕名利，一心为民的
关中大儒牛兆濂。牛兆濂有君子之风，有
圣人的修行，他的处世态度“临事三思终有
益，让人一着不为愚”影响了无数人。陈忠
实先生说：“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
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们绝对
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
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成不了圣人
的缘故。”

圣人是超越了俗世羁绊的凡人。仓颉
是天神的后裔，古籍中称他“龙颜四目，生
有睿德”。仓颉的工作是管理牲口和食物，
他尽职尽责，深得黄帝器重。可仓颉也有
苦处——随着牲口的数目、食物储藏量的
逐渐增多，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堆石、结
绳记事的方法不奏效了。尽管，仓颉采用
添绳子、挂贝壳等方法改进了结绳记事，还
是于事无补。仓颉一筹莫展，黄帝便下令
命他造字。造字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仓颉
费尽心思，一个字也没造出来。有一次部
落狩猎时，仓颉看到几个老猎人根据野兽
的脚印捕捉猎物，大受启发，便用符号代表
所管的东西，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管理得
井井有条。后来，仓颉仰观日月星辰，俯瞰

龟背兽痕、山川地貌和手掌指纹，总算创造
出了象形文字。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寻是与人类自身
漫长的进化过程相伴随的。五千多年前的
人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农耕、医药、历法等
经验，但这些经验在口口相传中难免有所
遗漏。仓颉苦心孤诣造出的文字，让这些
经验教训有效地传承了下来，让人类从此
告别了蛮荒岁月，进入了文明时代。文字
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壮举，却引起了
巨大的恐慌——《淮南子》上记载有仓颉造
出了字，“天雨粟，鬼夜哭，龙亦潜藏”的内
容。天象异常，百姓人心惶惶，以为仓颉得
罪了上天，纷纷要求黄帝阻止仓颉造字。
黄帝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部落首领，他认为
造字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创举，人类掌握了
文字，就可以探究天地的秘密，变得强大无
比。鬼神们因此而害怕恐惧，所以要想方
设法阻止人类掌握文字这个秘密武器。百
姓们将信将疑，还要争辩。黄帝力排众议，
鼓励仓颉继续造字，还赐他姓仓，意思是

“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仓颉吃了定心丸，
心无旁骛地造字，造出来的字成百上千，很
快在各部落推广开来。

仓颉名声大振后，变得骄傲自负起来，
整天好为人师，忙于教人认字写字，造出来
的字马马虎虎，经不起推敲，还不听别人的
劝告。黄帝知道后，大为恼火，便派了一个
胡子上打了 120 个结的智者去教育仓颉。
这位120岁的智者找准时机，虚心向仓颉求
教：“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理应
是出远门的‘出’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
起应该是‘重’，你却造成了‘出’字；还有身
高一寸，应该是‘矮’，你却造成了‘射’。这
几个字，我捉摸不透，还请赐教一二。”仓颉
知道自己铸成了大错，可是这些字已经传
遍了天下，难以更改。他羞愧得无地自容，
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忏悔起来。从那以
后，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斟酌，还广泛
征求人们的意见。这样，仓颉造出来的字
就千秋万代地流传了下来。

文字与音乐是人类伟大的创造，为人
类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为人类打开了一片
崭新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与文
字的发展演变史，也是一部别有风味的中
国文化史。其中有神秘的传说、魔幻的力
量、君王的意志、文人的情怀、艺人的奇
想，还有民众的智慧。自古圣贤皆寂寞。
圣贤因为眼光、思想和能力超出同时代的
人，而常常感到孤独、冷落，不被理解。而
伶伦和仓颉是幸运的。他们之所以超凡
脱俗，成为圣贤，有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
的原因。其中有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有
洛南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带给他们的灵
感，有他们天赋异禀，聪颖过人的自身优
势，当然也少不了黄帝的信任鼓励、老者
的劝说帮助。

“洛南的民宿建设得真接地气！”
“洛南的河水清澈得能照镜子！”
“洛南对古迹的挖掘费了心思！”
有些文友来过洛南多次，他们对比今

昔，不断地为洛南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慨，
为党的乡村振兴政策而叫好，为团结拼搏
的干部民众而点赞。

我们初来乍到者，更是走一路夸一路。
我们相约，下次再来洛南欣赏书法展

览、观看演唱会、呼吸新鲜空气！

音乐和文字为人类插上了翅膀
梁新会

秋天迈着猫步，静悄悄地
来 了 ，感 觉 昨 天 还 是 盛 夏 ，今
天太阳就不那么留恋长空了，
风吹在身上的感觉，温暖中带
着凉意。所以，我对秋天的感
知 ，总 是 从 一 缕 秋 风 开 始 的 。
相隔千里的微友，发了一条朋
友圈：秋天走到你那了吗？我
给 她 留 言 ：到 了 啊 ，我 已 经 备
好了秋裤。

秋风摇曳，温度忽冷忽热，时
不时地捉弄一下大家，那特有的

“秋老虎”派头，如同傲娇的盛夏，
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
天地，挣扎着不肯离去。而后随
着一场场秋雨的到来，才一点点
撵走了它，无奈之中暂时作别这
人世间。

秋雨淋湿了树叶，沐浴了野
草，滋养了土地，雨打窗棂这样的
天气最宜居家。临窗赏雨吧，雨
水在玻璃窗上“流”出一幅抽象
画，模糊的世界静极了，路上车辆
稀少，人们都躲雨去了，飞鸟也不
见了踪影，仿佛全世界只剩下这

“沙沙”的雨声。
秋雨过后，总能扬起一阵浓郁的土香，这熟悉又遥远的

气息，把我带回儿时那小小的院落里。竹篱笆墙上开满紫
色牵牛花，这不起眼的小花如果成片开放，也有不可小觑
的气势，装扮得那面篱笆墙也有了生命的灵动与盎然。抬
头可见悠远天空，极目远眺是如烟的山林，掩映在房檐下
的庭院瘦竹，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景重叠的景致啊！而父亲
在多年以后再提起当年的秋雨，却是另一番景象：下地干
活可就糟心了，裤脚是水，鞋底是泥，叫人烦躁且沮丧。至
此对那句“若你感觉岁月静好，一定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走在人行道上、穿过树林时，地下零散、安静地躺着被风
扯落下的树叶，枝头摇落的叶羽已然告知世人，四季轮回的篇
章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吧，在暗淡的
片片落叶中，悲秋之情忽上心头。古诗词里有一句“云天收夏
色，木叶动秋声”，梧桐树叶开始微微泛黄到跌跌荡荡落入人
间，便是今人感叹的“一叶惊秋”了。

这个时候，少不了吃些应季的水果，是可以一解秋燥
的，或者螃蟹配一杯黄酒，也能抚慰一下心灵。水果甜美
鱼虾肥，这是极难得的享受，是扒拉着手指就能算出来有
几天的稀罕日子。忘不了汪曾祺老先生写立秋吃烤肉“贴
秋膘”的情景：将羊肉切成薄片，大火烤着，一屋子人足鄧
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地吃肉，一边喝白酒，满屋子的
烤肉香。

如果给秋天找一个颜色伴侣，那么焦糖色与秋日主题是
如此完美的契合。这是最深邃、最梦幻的颜色，令你如醉如
痴，它的温暖与醇厚，蕴含着光阴和爱的故事。如一位醇厚的
爱人，似一曲古典的老情歌，也恰如那部老电影《城南旧事》，
通过小姑娘英子童稚的眼睛，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
的情感，同时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
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从电影里穿越回来，我在秋天等着你。我们真的都很需
要休息，需要用美好的小事填满躁郁的胸怀。“秋高气爽爱自
己”，暂时把烦恼抛在脑后，走出门好好享受这个短暂的、柔软
的、美妙的季节吧！

我
在
秋
天
等
你

夏
学
军

故乡的河，是一首歌，一首从远古唱起的歌；故乡的河，是
一首诗，一首古典又极具现代色彩的诗；它古老，它年轻。古
老，是因为它体内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年轻，是因为它依然充
满着澎湃的激情和旺盛的活力。

故乡有一条一年四季永不干涸的小河静静地流淌，滋养
着故乡的土地和亲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清油河。它
虽没有丹江的丰盈，黄河的豪迈，也没有长江的壮阔，但它以
自己独有的清秀和温婉，让我情有独钟，对它魂牵梦萦，无论
走多远，都走不出对它的思念。

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青山碧水，蛙声蝉鸣，
鱼虾泥鳅，蝴蝶纸鸢就是我们童年的玩伴。特别是夏天，故乡
的河就是我们的乐园。顶着炎炎烈日，拿着渔网和水桶，摸鱼
捉虾，在水里嬉戏，晒得黝黑的脸庞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即使
被母亲拿着柳条赶回家，屁股上留下一道道红印，也阻挡不住
与小河的约会。

我记忆最深的是，顺着小河就可以走到外婆家。河边
靠近山崖的地方，有一条羊肠小道，记忆中我总是拉着母亲
的衣角，母亲抱着弟弟，我们一起去外婆家。特别是秋天，
外婆家门前的葡萄和核桃成熟了，我更是去得勤了，外婆和
外公总会把好吃的留给我们。而我最喜欢的事，是缠着外
公给我讲他参加战斗的故事。那一个个惊心动魄而又真实
的故事，让我对外公格外敬佩。外公虽然不识字，却深明大
义，大公无私，他把组织让他担任的职务让给有文化的年轻
人，自己回家务农。在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更是尽心尽
责，毫无私心，为群众筑大坝、修梯田，没日没夜地劳作，想
让群众都能吃上饱饭。后来，外公终因劳累突发脑出血去
世，外公的墓地正对着清油河，只要看见那条河，我就能想
起外公那慈祥的笑容。

故乡的河，像一位从江南款款而来的女子，温婉清丽，
举手投足间是那样优雅。它用自己明媚的容颜装点着家
乡的日常，让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灵动和活力。但是，
它也偶尔发脾气，一旦惹怒了它，它就会冲毁房屋与农田，
甚至夺走人的生命。在 1998 年的夏天，清油河大发雷霆，
让沿河的农田与房屋毁于一旦，让很多人无家可归。后
来，经过人们的反思，发现清油河是一位爱美的女子，就不
停地用绿色去装扮它，用整洁去爱护它，它又变得温顺善
良了，用涓涓细流滋养着家乡的一切，让家乡又重新焕发
出迷人的光彩。

故乡的河，是一首轻缓抒情的音乐，让你总能在疲惫不堪
时得到心灵的慰藉；故乡的河，是一首诗情画意的诗歌，让你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受平仄的韵味；故乡的河，是一支深情绵
长的歌曲，让你无论身处何地，听到此曲就思念如潮、泪流满
面；故乡的河，更是一幅写意山水画，永远镌刻在脑海里，陪你
走天涯。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治理下，在乡村振兴
的号召下，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中，家乡的河变得更清澈，
流动得更欢快了。

故乡的河，我心中永远的赞歌！

故乡的河
江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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