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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应县赋
应州之地，金凤之城。龙首北而雁

门南，始得应州之谓；武皇降而金凤出，
故有金城之名。三岗鼎立，四镇藩屏。
龙凤之乡，龙翔凤翥；宰相故里，人杰地
灵。人才荟萃，文化繁荣。乾坤有常眷
之心，千秋享誉；风物得独钟之美，四海
蜚声。

尔其出六君，诞四后。涌贤臣，多标
秀。妙运乾枢，力撑地纽。乱世承勤王
之重，克用忠诚；仇家作生子之叹，亚子
骏懋。李嗣源何愧明君，萧太后堪称国
母。高汝励作宰，真乃良臣；鲍承先策
谋，何惭好手。曹之谦授经学于平阳，邢
抱朴创书院曰龙首。逮及新朝，人才依
旧。政坛军届，经淬炼而功成；学者儒
生，历修行而名就。

尔其木塔、藻井、石狮，古存三宝；神
奇、机巧、精美，名播八埏。顾炎武留诗
文以赞，梁思成作观止之叹。

于是谒佛宫古刹，瞻木塔奇观。牌
坊木立，楼阁空悬。天王怒目，弥勒笑
颜。驻足三殿，映眸一联。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当先。方叹世间之真谛，只惜俗
客而常愆！入禅林而洗垢，观木塔之参
天。梁枋穿插，栱柱勾连。峻极神工，造
浮图九级；穷奢物力，攒红木万千。送迎
日月，惯见云烟。历千秋而弥固，遭百劫
而不残。三寸佛牙，包藏宇宙；千年舍
利，洞察人寰。呜呼！佛宫之境殊胜，木
塔之名遐传。

于是访净土宝坊，观大殿藻井。彩

画绘墙，金龙蟠顶。置楼阁于井周，饰天
花以菱荇。凭神工以细琢，妙手移来天宫；
攒细木而精雕，匠心运作仙境。入殿怡情，
举头揽胜。竟至倏尔静心，肃然起敬。

于是觅石狮之迹，了夙愿之需。非
在山门之外，竟搁宝殿之隅。身形尤具，
面目全无。所幸吉光片羽，也怜败相残
躯。然则精美刀工，细窥可睹；威武形
象，大略如初。所惜曾经吉物，今作遗
孤。修禅之正道，逢劫于野狐。其情何
痛，其事何愚！悲夫！

若夫梆子戏，遐迩名闻；耍孩儿，老
孺传唱。高跷快巧俏美，腰鼓豪迈奔
放。霸文化强县之名，列艺术故乡之榜。

至若凉粉爽滑，面皮酸辣。牛腰余
香，滴溜润舌。解孟良肠澼之急，紫皮蒜
之功高；得萧后凤颜之欢，梨花春之酒
冽。留客斯乡也，堪享物产之丰美，可感
风情之热切。

慨其川广原旷，水美地肥。植五谷
为业，以三农为基。辟良田以百万亩，事
稼穑而数千畦。创“一县一业”之构，攫

“一村一品”之机。百村并行，谋思开拓；
四位一体，粮蔬牧芪。访寻乡里村间，笑
声朗朗；驻望垄间畛畔，硕果累累。至矣
哉！幸薰风之习习，甘澍之祁祁。

得意岂甘寂寞，有为谁许彷徨。既
强农业，又建工坊。一方科创园区，全心
投产；五大产业板块，大力招商。以振兴
经济，而富足塔乡。吁嗟应县，正骎骎奋
进，奔向小康！

（本文作者的《右玉赋》见本报2023
年11月18日第三版）

朔 州 六 地 赋（ 五 ）
●●刘懿德刘懿德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每年的农历五月，正值二十四节气
中的小满和芒种时节。对地处塞北的朔
州来说，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初夏的热浪
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人们的面前。此时
的石榴花经过了一个寒冬的休眠和一个
春天的育蕾，再也无法忍受这漫长的寂
寞了，火一样的花朵露着笑脸、带着喜气
疯疯癫癫地来到了人们的面前。

一
石榴，也叫安石榴，有若榴、丹若、金

罂、金庞、涂林等别名，属落叶灌木或小
乔木，石榴科石榴属。叶对生或簇生，
呈长披针形，长七八厘米，尖端圆钝或
微尖，厚质，全缘，光亮无毛。西晋文学
家潘岳在《安石榴赋》中称赞其“丹葩结
秀，朱实星悬，接翠萼于绿叶，冒红芽于
丹顶……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

据《中国花经》介绍，石榴最早生在
伊朗，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公
元前 4世纪，石榴从地中海沿岸传入欧
洲。亚历山大远征军时，把石榴带到印
度，又随着佛教僧侣的活动进入东南亚
缅甸、柬埔寨等国家。1492年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后，石榴传入美洲。大约在公
元前 2世纪，石榴传入我国。也有人认
为我国的石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
的。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说明石榴在我
国栽培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石榴传入我国后，因其花果美丽，栽
培容易，深受人们喜爱。它被列为农历
五月的“月花”，民间素有五月为“榴月”
之说。在我国，石榴除去极其寒冷的地
区外，都能地栽或盆栽。其中陕西、山
东、河南、安徽、四川、江苏、云南、新疆等
地比较普遍。

假如有人问朔州栽植石榴的历史有
多久了，准确的答案我回答不上来，但据
当地传说，大约明代就有了。因为明嘉
靖三十三年（1554），世袭第三代乐昌王
的朱允燻奉旨从大同迁到朔州城，直至
明亡，传六世。乐昌王迁到朔州后，在城
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王府和花园，并在
花园里建造了专门用来供花木冬季休眠
的花窖。据传说，花园里的奇花异草数
量可观，牡丹、菊花、兰花、石榴、桃柳、无
花果、仙人掌等花木应有尽有。

石榴不耐寒，冬季超过零下19度时
露地很难过冬。因此，北方的不少地区
多为盆栽，朔州正是这样的情况，而同为
山西的临汾、运城石榴多为露地栽培。

石榴本是木本植物，树高可达 5到 7米，
一般可达3到4米，也有一种叫做矮生石
榴的品种，不过一米上下。源于此，盆栽
的石榴多为观赏而栽培，即使把结果的
石榴栽在特大号的花盆里，结的果子也
是十分有限的。

二
石榴的品种在我国是很多的，1989

版的《北京花卉》一书说有60多种，如今
可能就更多了，有的资料说有上百种。
无论有多少种，石榴只有两大类：一类是
果石榴，以食用为主，兼有观赏价值。另
一类是花石榴，观花兼观果。

五十多年来，我家先后莳养过不少
品种的石榴。记得最早的一盆是我爷爷
养的。我爷爷是木匠，在朔县木器厂当
工人，大约是 1975年盛夏，工友卢瑛送
给他一盆石榴小苗，已经成型，典型的三
叉五枝苗，并说如果养得好、冬天休眠得
当，明年就能开花结果。等到初秋时节，
这盆花长得已经枝繁叶茂了。深秋叶落
后，我爷爷小心翼翼地把石榴端进住人
的西正窑里，摆在窗台上，满以为这样石
榴就能安全过冬了。然而，腊月刚开始，
石榴就开始发芽了。春节一过，淡绿的
枝条便开始使劲长，绵软而无力，病娘娘
一样少精无神。谷雨过后，爷爷把这盆
石榴摆放院里，没过三天，嫩绿的叶片便
随风而去了，没过半个月，石榴也就死掉
了。至于石榴花是什么模样，全家人谁
也不知道。

1985年，我结婚的那一年，同学宝
国君的父亲送给我一盆石榴小苗，也已
经是三叉五枝了。宝国的父亲是朔县检
察院退休干部，比我父亲年龄大，所以我
叫人家张大爷。张大爷退休前业余时间
喜爱养花，退休后更加执著。家里的四
五盆石榴到了中秋时节，乒乓球大小的
石榴果挂满了枝头，露着胭脂般的红脸
蛋摇曳在秋风中，实在是喜人。

张大爷给我的这盆石榴是他用石榴
籽种出来的。记得给我时说，这种石榴
叫月季石榴，一年能开好几次花，果实
小，口感差，主要供观赏。又说，石榴好
养，用不着多修剪。冬天入室后千万不
要放在做饭睡觉的屋子里，最好是放在
堂间，不干不浇水，只要记住这几点，石
榴才能休眠好，明年才会健康成长。随
后又嘱咐我，明年要是发出花朵来，千万
要剪掉。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证枝干的

充分发育和成长，保证后年花繁叶茂果
果多。按照张大爷的两个“千万”来做，
三年后，我的这盆石榴果然是花繁叶茂
果果多，给我家的大院增加了说不出的
喜气。

三
2013年，我母亲把中秋节吃完石榴

的籽儿埋在洋绣球花盆里，第二年春天
就钻出了石榴小苗，等到发出六片叶子
后，把三株小苗移栽在花盆里。四年后
的2017年，这株石榴齐刷刷地长了半人
高，并且开出了零星的花朵，单瓣瓣，火
一样的红，遗憾的是并没有坐了果。霜
降过后，一夜之间，泛黄的叶片落了个精
光。立冬一过，我赶忙把其中的两盆端
进不生火住人的正房里。剩下的那一盆
呢，母亲说：“把这一盆栽在院里哇，看看
过了过不了冬？”于是我把石榴从花盆里
倒出来，栽在向阳的葡萄树旁边，但来年
它没有再长出来。

2018年谷雨过后，我和母亲把这两
盆石榴倒换在两个白色涂料桶里，施了
底肥，摆放在葡萄池的两边。端午节时，
两盆石榴叫着劲地开花，虽说是单瓣瓣，
但只要花蕾多，开起来同样有气势，一进
大门，好像两个旺火在同时燃烧。一个
月后，石榴果就有拇指头大了，数一数，
每盆竟有三四十个，青绿色中泛着红
光。由于是盆栽，营养有限，坐下的石榴
果便开始掉落。大约一个月后，该掉的
掉完了，每盆竟还剩下八九个，一天一个
样地开始猛长。到了中秋节前，石榴果
已经成熟，红里透紫，阳光下闪着耀眼的
光芒。再看那个石榴嘴，或五角星状或
六角星状不等，纷纷张开小嘴傻傻地
笑。其实还不止于此，最好看的当数两
个或三个石榴同时长在一个枝头上的美
态了，它们簇拥在一个枝头的顶端，紫红
色的脸蛋儿偏向不同的方向，稍遇一点
微风，便会颤抖不已，让人担心它们会不
会掉在地上。

这两盆石榴果最大的有成人的拳头
大，小的也有鸡蛋大。我母亲看着石榴
对我说：“今年八月十五供月可不用买石
榴啦。”到了十五这一天的傍晚，母亲从
两盆石榴树上摘下六个大一点的石榴准
备供月。供完月亮后，母亲把石榴切开
给我们吃。石榴籽是粉红色的，荞麦形
状，晶莹剔透，月光下神采飞扬。吃在
嘴里，微酸而又甘甜，口感要比街上买

来的好。
供完月后，两盆石榴树上还各自挂

着四五个红得发紫的石榴。母亲说，谁
也不能吃啦，留在树上看好看哇。立冬
前，石榴叶片掉光了，树上的石榴却更显
得光彩夺目了。随后入室休眠，待到第
二年谷雨后移出室外，树上的石榴依旧
不肯掉下来。

到2020年，两盆石榴长得快有两米
多高了，五月赏花朵、八月品石榴成了我
父母亲的保留节目。然而好景难长，
2021年开春不久，我母亲的平房大院被
拆迁。其时，院里的杏树尚未开花，两盆
石榴只好送人作罢。

四
我在如今的小区已经整整住了 21

年了，六楼带着阁楼，养花有了很大的空
间。十年前从花市买了一盆月季石榴，
果实比当年张大爷的那一盆紫一点，至
今枝繁叶茂果果多，冬天摆在花室里和
金黄的柠檬果遥相呼应，给人果实累累
的感觉。

2020年清明节前，我在网上从两个
网店买回两株石榴，一盆叫牡丹石榴，一
盆叫墨石榴，都是两年生的嫁接苗，长得
比较快，去年已经超过一米二三了，入冬
前狠狠地剪到八九十厘米，为的是减轻
空间的压力。

据说，网上的商家最不诚信的要数
花市了，存在的问题一是不对版，颜色
没保障；二是年轮不实在，尤其是树木
类花卉，他说的五年苗，往往不过两年
而已。然而，当地花卉市场的品种毕竟
是有限的。比如这牡丹石榴朔州的市
场上就没有，所以也就只好在网上碰碰
运气了。

说来还真是有运气，去年端午前后，
这盆牡丹石榴竟然开了五朵花，颜色和
月季石榴相同，火红火红的。所不同的
是，花朵特别大，有香妃茶花那么大，满
瓤瓤，金黄蕊，花期十天不凋谢。显然，
这是一株名副其实的牡丹石榴。牡丹石
榴虽说也结果，但座果率很低。我的这
盆去年就没有结下石榴果来。

墨石榴，是以石榴果来命名的，是一
种黑紫色的石榴。我买的这一盆，与牡
丹石榴比，枝条柔软、叶片细长、叶根部
发紫，去年未现花蕾。今年五一节后，我
发现这盆石榴也发出了 6个花蕾，究竟
是什么样的花朵，结下结不下墨石榴，不
得而知，但给了我满满的期待。

再说这盆牡丹石榴，今年的花蕾特
别多，有个别的已经在五一后开始开放
了，只是比去年的那五朵小一点。看着
绸缎一样的带着褶皱的火红火红的石榴
花，我心里想，石榴无论是开在阳历的五
月，还是农历的五月，给人带来的都是激
情燃烧的岁月。

五 月 石 榴 红
●●陈永胜陈永胜

春夜景色美
●●陈陈 骅骅

一
灯火璀璨映天红，辉煌时代又一春。
霓虹闪射冲霄汉，惊动玉皇睡梦中。

二
俯首观看问众臣，人间为何有奇景。
太白挺身出班答：佳节巧手布仙境。

三
火树银花长街走，姿态千般样式新。
盛世祥和不夜天，风光无限奔前程。

母亲节随吟
●●王建国王建国

一
儿女成人晚景来，几时山舍一齐回。
今朝附会聚洋节，只望高堂笑口开。

二
天上人间行路难，母亲节下也心酸。
眼前旧事无穷大，只有双亲不用看。

三
谁记当年十月胎，耳提手抱训成才。
如今身老思儿女，洋节虽闲唤不来。

雨雪肆意在前方飘零
坎坷随时在脚下纵横
有人顺风就有人在逆风
独自攀爬的艰辛
成就他人走过的从容
苦苦挣扎着不甘平庸
唇畔逸出的浅笑
眸中迸发的光明
于你却是全部力量的集中

迎着风追着梦
路过四季的风景
衣着总是那般普通
脚步是不变的匆匆
执著依然深深压在心中
纵然它微不足道
可你还是努力去拼
汗水和泪水洗去太多摇摆
踩在脚下的不过是输或者赢

致逆风中的你
●●刘淑花刘淑花

最近学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我爱
老山兰》，一首是《相遇》，每一次唱都非
常动情。《我爱老山兰》其实是宣传一次
活动的替代歌曲。今年清明节期间，我
受命带队去平鲁区李林烈士牺牲地祭
拜英雄，回来编创抖音作品，照片很多，
但就是缺少一首能反映悲壮心情的歌
曲，恰巧在抖音上看到一位当年老山前
线的高度肢残者，艰难地扶着轮椅站起
来，饱含深情地演唱这首歌，一下子就
被震撼了。于是先配歌发抖音，然后从
简谱到歌词，完整地学会这首歌。从
此，《我爱老山兰》给我年近七旬的老年
生活注入了无尽的青春动力，每每在公
益单位口袋公园、在御河生态公园独自
散步时唱起这首歌，便想到在东平太村
荫凉山下壮烈牺牲的年仅 24岁的身怀
六甲的归侨大学生、八路军前线指挥员

李林骑马挎枪的身影，想到老山前线牺
牲的一个个年轻生命、想到抗美援朝战
场的烈士们，就激情难抑，恨不能用一
天24小时的工作热情来歌颂英雄。

按说，我早已过了多愁善感的年
龄，但仍然如诗人艾青所感慨的：“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相遇》便是我想象的如
花似玉的李林与战友屈健的爱情故
事。在职时的 2005年 8月，正值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60周年之际，在大同市委办公厅工
作的我陪同大同市领导赴京看望李林
的丈夫、时已 91岁的屈健，尽管后来他
重组了家庭，但对李林一往情深，生前
曾带着家人赴平鲁祭奠李林，宣讲李林
故事。那天我们祭拜李林时，在平鲁博
物馆看到李林与屈健在洪涛山下沈家

小庄窝村的婚房，3间窑洞外面已坍塌，
露出空荡荡的拱形土窝窝，令人既充满
美好的遐想又生无限惋惜之心情，李林
就是在这里与丈夫度过了几天的相对
安静的甜蜜生活，仅仅几个月后便带着
怀中胎儿慷慨地殒命战场。

“多年前，与你不期而遇。追梦的
季节，从此开满鲜花也飘洒雨滴。多年
后，仍难忘记，彷徨的少年期盼重逢，又
怕等待与别离，等待与别离。啊，大幕
起落，你在光影间吟唱浪漫传奇。啊，
曲终人散，有一份温暖始终珍藏心底。
岁月逝去，你却在我们的生命角落久久
伫立……”青春似水，时光如昨，长歌当
哭。时间能带走很多东西，却带不走那
些难忘的回忆和脑海深处的痕迹。李
林走了，屈健也走了，但留给后人的是
无尽的思念。

1989年，新成立的朔州市对纪念李
林非常重视，平鲁中学改名为李林中
学，建起李林烈士陵园，在高大气派的
平鲁博物馆专设李林专题展览。一些
热心人士还成立了朔州市李林文化研
究会，创作了《李林，一面火红的旗》等
文学作品，挖掘了绥远民歌等。我返回
大同后，仍然关注有关纪念李林的活
动，今年 4月 25日《央广网》刊发《山海
聚首，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李林！》；4月
26日即李林牺牲纪念日，《央广网》刊发
重头戏报道《华侨女英雄李林烈士纪念
活动在山西平鲁举行》。这次活动规格
很高，由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中共朔州市委
统战部、朔州军分区、朔州市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网山西
频道协办，中共平鲁区委、区政府承
办。而在常住地大同，我在一个抖音视
频上获悉，4月 29日，2024年全国大学
生讲解大会总决赛“美丽中国·我来解
说·云动天下·研学大同”红色故事赛道
获奖作品展播上，江西师范大学参赛选
手程酌的获奖作品《甘愿征战血染衣》，
讲的就是李林的故事。

诗言志歌言情，郁钧剑演唱的《我
爱老山兰》和越剧大师茅威涛演唱的

《相遇》，让我如痴如醉。从平鲁回来近
两个月来，我就用这两首歌陪伴和充盈
公益工作之外的业余生活。我对自己
喜欢的歌曲不仅仅是唱歌词，而且“敲
骨吸髓”，把简谱中的每一个音符、颤
音、装饰音、保持音、附点音符以及同音
和异音连线都力求精准掌握。在歌声
中，我试着设计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李林
红色旅游连线：北京（北平民国大学）-
太原（杏花岭）-大同（平城区小南头村、
云州区党留庄村、云冈区常流水村）-朔
州（平鲁东平太村；右玉威远村、陈家窑
村、西短川村；山阴岱岳镇；朔城区、怀
仁）-忻州（偏关、代县）-吕梁（兴县）-内
蒙古（凉城天成村、麦胡图村；和林格尔
县羊群沟村；丰镇市红砂坝村；四县旗
各村镇）-陕西（宜川）。4月 29日，我所
参加的公益组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简称工合国际）”秘书处几经修改，刊
发了我撰写的反映祭拜李林活动的公
众号文章，引起国内外委员的强烈反
响。这个组织拥有85年光荣历史，原本
就是由斯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中
外人士为支持中国抗战成立的，我转发
公众号后，很多国内外友人跟帖鼓励我
继续宣传、挖掘，让李林这位抗战以来
山西第一个女游击队长、全国唯一一位
华侨抗日女英雄，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上唯一的华侨抗日女英雄，在包
括大同、朔州在内的雁北大地，让李林
的英姿“久久伫立”吧！

压题图片：马占俊 设计

让李林的英姿让李林的英姿““久久伫立久久伫立””
●●李生明李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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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头的山呀神头的泉
神奇的故事代代传
坐山观水述古今
千年奇闻耳畔旋
友朋齐称赞

拓跋公主喝了神泉水
怀孕生龙青石板
后人盖起了大王庙
年年香火不间断
万人祭神坛

金龙池水汇神泉
寺院钟声客梦连
尉迟恭夜擒海马怪
人喊马嘶动地天
百姓拍手欢

如今神水变神电
无边灯火亮山川
条条银线飞都市

京津唐经济大发展
古镇美名远

神头的姑娘水色好
唇红齿白好身段
里里外外一把手
挑男人从来重三观
对象不瞎看

神头的后生浑身胆
饥年北上土穆川
养猪养羊种椒园
现代小戏自编演
连连引惊叹

无论这辈子走多远
红心和老家紧相连
口渴总思神泉水
回乡重游神女山
今生割不断

神头山水情
●●李成斌李成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