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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怀仁赋
君子怀德，智者里仁。怀德者善而

久处乐，里仁者慈而恒爱人。晋王量
宽，堪称大器；辽主知礼，是为明君。袍
马换而安疆域，金兰结而利边民。于是
一地立，千古闻。

稽其北卧雁门关外，中踞大同盆
地。西有洪涛绵延，东去桑水迤逦。马
邑南望，凤城北至。处车马之要冲，遗
古今之往事。昭君出塞，鸾驾曾经；杨
业破辽，狼烟频起。宁夏巡察，驻跸康
熙；西安遁逃，过途慈禧。溯其历史，地
名嬗递。上古隶属冀幽，秦汉治从班
氏。魏晋归平城，隋唐置云内。辽定今
名，名延后世。

夫其既承仁域，岂有俗客。沧桑历
尽，风骨代存；磨难频仍，贤良辈出。马
上德勤于教学，弟子立传而歌；魏正心
恤乎民生，生民铭碑以勒。周继甫不畏
强势，但凭功夫；赵宝臣直怼帝言，颇具
胆识。嗟乎！怀仁之人杰，岂非一赋能
容，千言可毕乎！

慨其多生人杰，正以久仰地灵。
青山犹记，遗迹可凭。石器场一里有
余，经磨日月；鹅毛口万年之久，化育
文明。嘲哳喧阗，丘山传响；砸磨敲
击，岩石成形。饱经风雨，历尽阴晴。
朝来暮去，石破天惊。或抛石逐兽，或
火种刀耕。恰先民之倔强，造后世之
繁荣。

若其清凉胜地，峻丽风光。移天宫

于云顶，悬古寺于崖傍。叠嶂重峦，极
目邈邈；巉岩峭壁，驰心昂昂。乐山之
人，每临必万千感慨。德延千载，福荫
八方。金牛建功，车碾沟道；神水酿醴，
天赐琼浆。睹山色而情怡，顿消浮躁；
闻梵音而心静，享尽清凉。

至若金沙滩宋辽血战，两狼山杨
业殉难。丹心碧血，义胆忠肝。英魂
永在，正气遐传。历经岁月，几易江
山。而今两地，辟旅游之胜境，开文化
之新天。

尔其民俗传承，特产丰富。大旺
火，旺气冲天；耍孩儿，风情高古。一城
如昼，祥光占尽元夕之灯；万户通明，旺
火点燃希望之炬。唱腔古怪，曾教皇子
啼止而欢；声调凄然，谁解昭君夜哭之
苦。糖干炉脆，饸饹面柔；黍糕肉泡，羊
杂水煮。构皮革之商城，拓陶瓷之新
路。城市繁荣，黎民恺豫。不虚艺术乡
之称，应喜文明市之誉。

尔其重教育，尊师长。奖先进，助
贫生；立标兵，树榜样。誉满杏坛，名闻
绛帐。民营与公办并行，城镇与乡村共
享。一立根本，二谋转向。四化管理，
三名工程；六化兴行，五校联创。数十
载名列前茅，逾万人荣登金榜。呜呼，
访教育之名城，拜宣父之塑像。竟日兴
叹，满怀敬仰！

吁嗟夫！幸福怀仁，仁德古都。仁
行天下，德配名区。事业腾达，民生优
殊。一境钟灵，龙蟠福海；八方毓秀，凤
集碧梧。至矣哉！如斯胜地，宁不慕乎？

朔州六地赋（四）
●●刘懿德刘懿德

常忆赏花趣事，提笔已至谷雨。不知
不觉，我们已经走到了春天最后的时节。

每至暮春，花枝愈发繁茂，树木愈
发葱茏之际，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文人，
却都不约而同地心生愁绪，伤感起来
了。“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绿
叶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与君相逢
处。不道春将暮。把酒祝东风，且莫
恁、匆匆去。”你看王安石的《伤春怨·雨
打江南树》，上阕分明是一派春和景明，
欣欣向荣的画面，可一到下阕却又隐隐
生出些许哀愁来。情到之处，不能自
已，还要举酒“望风兴叹”道：东风啊，你
慢慢吹，让春天再多停留一会儿吧，满
是怜惜与不舍。

古诗词里，季节的开始和结束总与
人对应，早春不说春始来，说“春未老”，
暮春不说春已尽，却说“春老了”。沿着
这个思路细想，发现古人惜春和今人怕
老并无什么分别，都是对生活匆忙的焦
虑，对年华易逝的遗憾。

如今中年看花，不会再像儿时伸手
摘取插于发间，更多的是借看花梳理自
己的心情。世间万物，自己的努力、自
己的愿望、自己的窃喜、自己的遗恨，自
己的疮痂，只有自己最清楚。想来古人
咏花诗中的“静”与“闹”，不过也是抒发
自己的心境罢了。

不再一味伤春了，要回忆赏花，索
性从最初萌生赏花的情愫说起。那就

是妈妈家里的炕围画，那果绿色的底
子，不同题材的画面浮现于脑海。童年
简单的审美和理解所留下印象最深的
还是花鸟画和景物画，有喜鹊登梅、凤
穿牡丹、奇石兰花、鸳鸯戏水、古松瀑
布、春来颐和园等。那些热炕头上的艺
术品是最早对我的心灵进行艺术熏陶
的，尤其是那些美丽的花儿，常常让儿
时的我心生美好和暖意，并得到安慰。
印象中小时候生病时，我们就睡在热炕
头上。大人不在跟前时，我就贴住墙
睡，用手摩挲着炕围画，想象着、感受着
花儿的美好，病还竟会好得快点。此时
我想起那首歌谣“仙雀雀，喳喳喳，今日
送喜到你家。”脸上不觉泛起了笑意。

再长大，就赏到真正开在春天的花
儿了，就是奶奶老院子里的梨花。

记忆中，白色的梨花如云霞披在黑
色树干上。走近梨树，你却又觉得梨花
的颜色是“清”的，稍微有点寡淡，不如炕
围画中的花大红大粉浓艳。即便如此，
也还是央求姑姑叔叔抱起来多看看多闻
闻。那淡淡的泥土气夹着隐约的一点
香，是那般的清雅难忘。成年后才理解
梨花的不喧闹，它的傲气、清气、静气，是
与生俱来的。如“梨花带雨”般，是不可
效仿和复制的美。仿佛那个时候，我就
懂得疼惜雨后落下的梨花瓣，依稀记得
把它们捡起来放在罐头瓶里泡上水，继
续养在奶奶的窗台上。清傲的梨花，藏

着童年时我的温情厚谊。
难忘童年梨花树下度过的每一寸

光阴，难忘黄昏时炊烟中的梨花，以及
老院的每个物件。所以在韩红出了《梨
花又开放》这首歌后，每闻之则动容。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原来，
梨花，带着我的乡愁。

再赏花，就是工作后路过平朔公园
里看那株桃花树了。成年后赏花的心
情，远不及儿时的那般纯净了，而是人
至中年，生活浮沉局促、不得不惘然回
望时，也只剩遥远而美好的记忆了。

那桃花粉艳艳、笑吟吟的，每年三月
都会准时等待着游人。我自从遇见它后，
是年年去感受花开的温柔的。每年去时，
都有不同年龄段的女子围着她拍照。细
看前来的女子，有独自来的，有姐妹相约
而来的；有自拍的，有合照的，还有的女子
精心着一身白色裙装或是古装，还有带
伞、带书、带丝巾的女子。诗意、春风、流
年、青春、意气、张扬等这些词语都与桃花
相辉映。时至今日，某时某刻，大约每个
女子心里都曾爱过或者依旧爱着桃花和
它的颜色吧。所以面对桃花开时，有人黯
然伤神，有人面若桃花。

有人说“杏花天”才是真正的春
天。杏花的颜色似粉不粉，说白不白。
我去广武长城看过，去利民山上看过，
去三青梁村里看过，那完全是不同的格
调。而我今天写杏花，是因为最近在学

的宋诗引发的感触。
宋人四雅：点茶、焚香、插花、挂

画。宋人插花、戴花、卖花、吃花，对花
的各种玩法在诗词中多有流传。

苏东坡是爱花之人。“赏花归去马
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只恐夜深花睡
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描述的是他赏花，
而“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则描述了他到老还喜欢戴花。

诗人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词句，春雨淅淅沥沥，
却不忘小巷里的卖花人，幽静的小巷
里，娇艳欲滴的杏花，是不是很有画
面感？

倘若有穿越时空的可能，我最想
到宋代去看看。在春天，我应该会被
春雨叮叮咚咚敲醒，朦胧中“杏花，杏
花”的吆喝声让人神清气爽，隔着竹
帘，从花童的篮子里挑几枝，插在书架
上花瓶里吧。

赏花兴事，写到这里快要结束，走到
窗前又闻到丁香花的味道。丁香花，瓣瓣
欲语，朵朵含羞，青涩羞怯，无边婉转。我
们这里最常见的是粉紫色和白色。赏丁
香，最妙的是春月夜，悠悠春风送着香
气。那一刻，你有没有试着闭上双眼，张
开双臂，放空自己。会不会顿觉万物安
然，生命美好，忍不住滑下一滴热泪？

三四月份，最是天气阴晴不定，忽雨
忽雪，偶尔伴有黄风沙尘。然而，这些春
之花，却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和承受力，成
功破解属于自己独有的生命意义。

暮春，谷雨。对于赏花，我有了新
的定义，新的憧憬。

“春去也，共惜艳阳天。”惜春，惜的
不只是春，更是艳阳天，是少年时，是每
时每刻都在不断消逝的当下。

春 来春 来 好 赏 花好 赏 花
●●符春符春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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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淅沥沥的雨
敲打在檐下的阶石旁
屋顶的炊烟慢悠悠地飘扬
飘向村边树林的上空
家人们坐在热炕上闲话
没出群的羊叫个不停
大门洞的狗狗眼睛怠睁不睁
偶尔抬起头看一眼
路过的熟人
村里听不到平日里
大人小孩的喧笑声
朦胧的街巷静悄悄
等待云开日出天晴

春雨天
●●李李绣程绣程

广武杏花节
风吹杏花和烟雨，玉露扑地沾袍

泪。香销浸沃泥，翠色闹春意。
大雁破门回塞北，广武城头飘彩

旗。往昔古战地，今日游乐溪。

塞北春晚
杨柳条条枝头灿，桃杏朵蕾花骨绽。
机声隆隆备耕忙，草长莺飞春盎然。

云淡风清月儿落，小河潺潺晓轻寒。
人勤机动闹沃土，绿肥红艳田野欢。

春吟
●●李李义明义明

周六下午，我到了老妈家里，老人家
串门不在家，我没事就躺在沙发上打开
手机看看电视剧。无意中发现了一部去
年就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叫《侦察英
雄》。这是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连
续剧，共有32集。由于故事太长，我也
没时间追下去，就随意点了几集看看，纯
粹就是为了消磨时间。结果，就在这部

《侦察英雄》电视剧的第20集里，发现了
我们家乡“山西朔州”的名字，着实让我
惊奇了好一阵子。

故事是这样的：志愿军某师侦察连
因战争需要扩编补充人员，就在全师里
最优秀的战士中选拔侦察员。在经过
夜间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泅渡、捕
俘等八项侦察兵技能测试后，有八名战
士进入最后的选拔行列。侦察连一班
班长齐禄对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八名
战士说：

“你们是进入最后选拔的八名战
士。先说说你们的优势，如果没有人来
应战，你们就入选了。”随后，齐禄大声
喊道：

“谁先来！”

话音刚落，一个洪亮的声音随后而
道：“我先来。我叫杨继武，是团侦察连
的班长。在全师刺杀比赛中，打遍全师
无敌手。今天如果有谁不服气，也可以
在这里试一试。”

说着一位身材魁梧的战士跨出了
队列。

一听说这就是全师闻名的刺杀冠
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当然
了，最后队列里谁也没人出来和他较量，
杨继武顺利进入了师侦察连，成为一名
名副其实的侦察兵。

侦察连连长一听说他就是全师大名
鼎鼎的杨继武，就十分热情地走到他跟
前，和他交谈起来。连长问杨继武说：你
是哪里人？

杨强武十分响亮地回答道：“山西
朔州。”

连长又说，山西朔州可是宋代杨家
将驻守过的地方，并问杨继武：“你是杨
家将的第几代子孙？”

杨继武回答说：我们那里姓杨的都
是杨家将的后代，但由于时间过久，他自
己也说不清是第几代。

由于后面还有十五六集的故事，我
也没有再追下去。但我相信，杨继武这
位朔州优秀子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战斗
中有着非同一般的表现，一定能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打出杨家将的威风，也一定
会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给自
己的家乡——朔州争光！

我不知道，这部剧里的这个杨继武
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原型。但我知道，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朔州有
着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就战斗在抗美援
朝的最前线，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就
在我们村就有四位先辈上过抗美援朝的
战场，其中有一位名叫杨富北的先辈还
在战场上负了伤，失去了一条胳膊。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一幕时，心情是
说不上来的激动。我接连把这段故事看
了五六次，为的就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
个情节，记住这位朔州的优秀子弟，自己
的长辈的名字。我还想把这一段视频剪
辑下来，发到朋友圈里让所有的人欣
赏。但由于业务不熟练，搞了几次都没
有成功，不得不作罢，只好自己编写了几
句话发了出去。为此懊悔了好长时间。

我估计，这部电视剧的创作人员，最
起码电视剧的编剧不是我们朔州人。因
为剧中演员说他是朔州人。虽说在我们
中华版图漫长历史上曾几度有“朔州”出
现。但在北齐天保六年前却与我们的家
乡朔州无关。直到天保六年，即公元
555 年，才在今朔城区的梵王寺建置朔
州，两年后的北齐天保八年，即公元557
年，设朔州“新城”移置于现在的朔城区
古城。这里也是秦汉所置的马邑县。
后经一系列的变迁，朔州的名称也多次
变更。然而，重新以“朔州”名字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里是在改革开放的 1989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市——朔州
市。在抗美援朝时期的 20 世纪 50 年
代，我们这里还叫“朔县”。尽管是这
样，我还是为自己家乡的名字能够出现
在一部大受国民欢迎的电视剧里而感
到自豪，感到骄傲。

虽然说我们新朔州还是一个朝气蓬
勃的“青年人”，但作为一个传统与现代
文明交融的城市，她散发着清新淡逸吸
引群朋的芬芳；作为一座具有现代化品
位的北方园林工业城市，她迸发出朝气
勃勃的活力；作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
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城市，她到处都展现
着一种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到处
都蕴藏着创新进步的潜能。在未来，我
们朔州儿女就像众多革命老前辈一样，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一定会有非凡
的表现，一定会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朔州，我为你骄傲
●●杨惠卿杨惠卿

2003年，我从报社家属楼乔迁到如
今的住处，不觉一晃就已经二十来年
了。当初买带阁楼的房子目的就是为了
空间宽大，于是在后露台上建了一间十
五六平方米的阳光房，从此有了自己的
花儿房。二十来年，这个花儿房迎来和
淘汰过不少知名或无名的花卉，唯一没
有被淘汰的就是绣球花了。我的绣球花
有大红、粉红、桃红、白黄、纯白等几个品
种，一年四季，姹紫嫣红，落英缤纷。

一
绣球花又名天竺葵、入腊红，我们

当地人喜欢叫洋绣球。它是牻牛儿苗
科，天竺葵属，多年生草本，茎肉质，年
久变木质，叶圆形或肾形，通常叶缘内
有一暗环，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如今
在不少花友们的眼中，洋绣球是上不了
台秤啦，理由据说是它太土了，以至于
连莳养他的人也被说成是“老土”。

是的，洋绣球的确有些土气。它没
有牡丹的雍容，没有月季的绚丽，也没
有扶桑的摇曳，更没有兰花的芬芳，然
而它却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开了谢，谢
了再开，真正货真价实的四季红，其余
的花种几乎都是“花无百日红”的。

算起来，我养洋绣球已有四十多
年的历史了。记得是上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我有个住在北大街的同学叫范
东生，他的父亲范广智先生是城里很
有名气的医生。范大夫喜欢养花，家
里就有两盆玫瑰红的洋绣球。有一天
早上，东生给我拿来一枝已经生了根
的洋绣球小苗，用两张处方纸包了泥，
枝头上面已经开了两朵紫色的小花，
鲜艳无比，我高兴地放在课桌的左上
角。没想到第一节课是班主任的语文
课，课大约讲了不到五分钟，这位老师

突然大声喊：“陈永胜，上台来！把桌
子上的花拿来！”

我不解其意地拿着这枝花上了
讲台。

“把花放下，讲台下给我站好！”老
师严厉地说。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了讲台下。
“养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大家听好了，以后谁也不能养！”说罢十
分生气地把这枝小苗摔在地下，一脚踏
了上去，使劲地踹了两遍。可怜我的洋
绣球顷刻间成了一滩绿水。

下了课后，东生悄悄地和我说：“明
天下学后，你到我家再让我妈妈给你剪
一枝哇。”第二天下午，我跟着东生到了
他的家里，他母亲又给我从一盆盛开着
的洋绣球上剪了一枝二寸多长的小枝，
同时又剪去了上面的花蕾和下面的叶
片，只留下头顶的三片叶子，并说：“回去
栽一寸深，浇一遍大水，放在阴凉地，以
后一个星期不能浇水。”东生的母亲是一
位妇科的医生，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大
夫，只是她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照着东生母亲的安咐养护，二十多
天后，这苗洋绣球果然生出了新叶片，随
后花蕾也钻了出来，露着头嘻嘻地笑。

据我母亲说，“文革”初期养花种草
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谁家种
花，轻则铲除，重则批斗。到了后期，已
经宽松了，家里养花种草自然不算什么
事了。只是我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当时
的思想还很保守。如今说与人听，犹如
笑话，其实那时倒是一件严肃的事。

记得是五年级的一个秋天，我看上
了我们巷子后面长巷申国袏先生家里
的红色洋绣球。但和人家不惯熟，所以
不敢贸然开口剪枝枝。申先生是朔县
鞋厂的一名老工人，那时大约五十上

下，背有点微驼，走路始终是低着头，背
抄着手。申先生有个五儿子叫申五儿，
好像比我小两三岁，都在二完小念书，
虽说不是一个年级，但路上路下时常是
相跟着的。于是就向申五儿张口，他听
后神色凝重地说：“剪不上，我大大可小
气呢，我六叔要个枝枝还不给呢。”

“那你能不能引我到你家看看呢？”
“这倒是能行。”
那一天傍晚，申先生正好在院里的

葡萄池边浇花，窗台上的五六盆洋绣球
开得正旺，有大红的、紫色的和粉色的三
种。我便和五儿帮着抬水。后来就隔三
差五地到申家看花，慢慢地，申先生大约
也看出了我的心事，有一天我帮他浇完
花后，先生露出了平日少有的微笑，说：

“家里有几盆花儿？你大大养的？”
“有两盆，一盆仙人头，一盆洋绣球。”
“啥颜色的？”
“紫的。”
“那大爷给你剪两枝哇。”说着拿起

剪子先在那盆粉色的花盆边来回端详，
来回旋转花盆，大约五六分钟后才下了
决心似的剪下一支来，到了剪那盆大红
的时候，依然是拿起来放不下的样子。

“回去就栽上，千万不敢多浇水，放在房
檐下就行啦，千万不敢说是大爷给你剪
的。千万记住啊。”申先生这一连三个

“千万”如今想来依然真切。

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踏上了富裕的

道路，养花再也没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说法了。但那时街上还没有花店，想
养盆花，都得向人要枝枝。

洋绣球虽然不是一种名贵的花，但
在1989年以前，仍然是朔县人家里的名
贵花儿。再加上这种花儿除去怕暴晒

外，水多水少无大碍，土肥土薄不讲究，
二三十朵小花组成的一朵大花有瓯瓯
大，单花的花期又长，一个月不败。因
此，很受人们的热捧。

2004年初夏，我和朋友到一位叫温
高明的大棚花室去看花，他有炕大的五
片洋绣球小苗，多数还没有开花。我们
就厚着脸皮向人家要，没想到温先生极
为爽快地说：“你们自己挖吧，看对啥颜
色挖啥颜色。”

“这种洋绣球不是咱们过去的老品
种，枝矮花繁，据说是进口的品种，我这
是买来籽儿种上来的。”温先生介绍说。

我挑选了大红、桃红和白色三种颜
色的小苗。四个月后，小苗变成了大
苗，果然是枝矮花繁。与过去的老品种
比，最大的特色是，花瓣随开随落，日日
的落英缤纷，等到一个多月花瓣落尽
后，授了粉的籽实便腆起了椭圆形的肚
子，大约一个多月吧，籽实就形成了，掉
在花盆里的，说不准哪一天就发芽了，
露出了两片绿豆大小的叶片。由于是
自然授粉，花色并不像扦插那样稳定，
白的就是白的，红的就是红的。这倒有
个好处就是，小苗出来的颜色、花朵大
小都有很大的变异，我的这十来种不同
的颜色，就是由那三盆杂交出来的。

与牡丹、杜鹃、茶花、菊花等名贵
花卉比，绣球花的确有些土眉浑眼。
然而，很多名贵的花木，大都是娇气无
比的，对水、肥、温度、湿度以及阳光都
有严格的要求，稍有不慎便会给主人
一点颜色看。我喜爱绣球花，不只因
为它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更在于它有
默默无闻而又四季开放的淳朴品质。
它不因时令的变化而改变其习性，它
不因主人的疏忽或慢待就垂头丧气，
它也不因同行们的争奇斗艳就失去信
心。无论是如何的远渡重洋，还是如
何的背井离乡，它都会安心地在新的
主人家里茁壮成长。

对喜爱养花的人来说，有喜爱观花
的，有喜爱闻香的，有喜爱肉质类的，有
喜爱藤本类的，因人而异罢了。不过，
如果有一间花室，绣球花是千万不能少
下的。

我 养 绣我 养 绣 球 花球 花
●●陈永胜

记忆过往的事情，不仅仅是一种
回顾，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鞭策我
们向更加幸福奋斗，激励我们向更加
美好前行。仅以此诗献给我的故乡
——官地村。

——题记

官地的风，是温馨的风，
齐心向好一路行。
邻里相助互帮忙，异姓多有结成亲。
建社初期发展快，牲畜成群三驾轮。
出工出力勤劳作，经济壮大集体稳。

官地的风，是追求的风，
难忘村南那口井。
寻上跑下诚心追，专线架电第一村。
苗壮菜绿人欢笑，清流缓缓润百顷。
靠天吃饭面貌变，可赞追求一大功。

官地的风，是关爰的风，
水泥道路修进村。

在外不忘村育恩，家乡之事多尽心。
昔日泥泞多坑凹，今朝南北畅通行。
修路村人都说好，关爱之风常盛行。

官地的风，是亲美的风，
亲亲美美又添井。
井少地多浇灌难，夜半等水矛盾生。
村民哀叹井太少，筹措打井顺民心。
三井哗哗水流旺，年年青禾乐盈盈。

官地的风，是大度的风，
鼓舞村民永前行。
班子团结多大度，村民亲和村风正。
设施齐全场所好，道路整洁街巷清。
村泰民安好事多，政策惠顾万年青。

官地的风，是传承的风，
继往开来有后人。
品味往事激励多，先贤善举常挂心。
幸福全靠奋斗来，一代一代抖精神。
立志不负新时代，同心圆出幸福梦。

官地的风
●●刘 谦

高儒贵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