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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的面制食品在朔州也有很多品

种，比如糕、三道、油食、麻花、油果果、油
条等。在所有的油炸制品中，油炸糕的
风味和地位是值得一说的。

朔州盛产黍子，它是我国古老的一
种农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籽实圆形
或椭圆形、呈白、乳白、黄、灰、红等颜
色，去掉皮后的米粒是金黄色的，因此
人称黄米。黄米上磨加工成面粉后就
叫黄米面。

油炸糕是用黄米面加适量的水上笼
蒸熟后，倒在盆子里揣成面团，先捏成巴
掌大的圆饼，包上豆沙馅或菜丝馅儿，捏
成形似粽子的样式，当地人叫“糕角角”
或“糕角”，另一种是不包馅儿的，叫“糕
饼”。把它们放进滚烫的胡麻油锅里炸
熟就叫油炸糕。出锅后的油糕，金黄灿
烂、皮焦里嫩、软筋绵润，咬一口下肚，胡
麻油的浓香和黄米面的清香交织在一
起，弥漫了心间。如此风味，江南人吃了
也是赞不绝口的。对朔州人来说，油炸
糕不仅是一道美食，而且是一道寓意美
好的压轴菜。举凡人们过生日、婴儿满
月、老人祝寿、盖房上梁、红白事宴、重大
节日的家宴或宴会，油炸糕都是必备之
物，而且是最后的压轴菜。没啥也不能
没了油炸糕。其寓意是“糕者，高也”。
只要事宴吃了糕，今后的光景就会发旺、
事业就会发达……表达了朔州人对美好
生活的美好期盼和热切向往。

还有一种糕叫素糕，即是黄米面蒸
熟揣好后，不用捏成糕角和糕饼直接食
用。一般来说，喜庆的日子朔州人只吃
油炸糕，吃素糕多半是平常的日子，这是
因为素糕不仅省下了油和馅，而且节约
了时间，同时也把喜庆日和平常日区别
开了。若论口感，素糕当然不及油炸
糕。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也不说什
么喜庆日不喜庆日了，吃糕就吃油炸糕。

1985年以前，朔州人经常吃的一种
糕叫黍子糕。即是直接把黍子加工成面
粉，按照黄米糕的做法做成的糕，有油炸
黍子糕和黍子素糕两种吃法。黍子糕的
颜色为灰褐色或灰白色，口感不及黄米
糕软筋，有一股浓重的黍子糠味道。所
以在喜庆的事宴上，它是上不了台面
的。过去人们喜欢吃，不过是为了节约
粮食罢了。不过，黍子糕因其特有的味

道，至今有不少人喜欢吃。
熬制的面食主要有稀饭、糊糊、粉

浆、酸饭、粥、拿糕等。稀饭是由小米加
足量的水熬制而成的，也叫稀粥；糊糊，
玉米面、莜面、豌豆面的都有；粥，也叫
稠粥，有米粥（也叫大白粥）、面粥（包括
莜面粥、玉米面粥）、搅面粥（小米、莜
面、玉米面拌上山药的粥）；拿糕，有莜
面、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粉面（山药淀
粉）熬制成的介于糊糊与稠粥之间的食
品，熟后趁热蘸油花盐水或肉汤吃，风
味别具一格，尤其是老年人或牙口不好
的人的钟爱食品。

稀饭、糊糊、粥北方地区大同小异，
值得一谈的倒是这个粉浆了。它是朔州
的“三件宝”之一，且位列“三宝”之首。

朔州有加工豇豆（绿豆）、扁豆、三不
吃豌豆粉面的悠久历史，其作坊叫粉坊，
如今仍有这样的作坊。大致的做法是把
用水浸透的豇豆等豆粒在磨子（过去是
石磨，如今是电磨）上磨成糊糊，加适量
清水搅匀沉淀后，把上面的浆水舀出来
另存。下面的沉淀物晾干后就是粉面，
为和山药粉面区别，人们就叫它“绿豆
粉”或“好粉面”。

粉浆本是粉面的副产品，人们把粉
浆买回来后，先加适量玉米面或白面，
经过大约 12 个小时的沤制发酵，微酸
后下锅加适量的小米和清水来熬制，熟
后酸中带甜、甜中显酸，弥漫着淡雅的
豇豆香。粉浆熬制成后不易发馊，既可
趁热喝，也可冷喝，即使三天后冷喝也
坏不了肚子，这是它的独特之处。粉浆
具有解渴生津、帮助消化、健脾养胃的
功效。粉浆性寒，是夏秋季节的美食，
既可当主食喝，也可当饮料喝，是老幼
咸宜的好东西，尤其是体力劳动者解渴
解乏的好饮料。这可能就是它能成为
朔州“三宝”的缘故吧。说来也奇怪，
1978年以前，粉浆只在朔县城内和四关
以及个别离城三五里地的村庄流行，不
知何故。至于酸饭，它是由煮过擀豆面
的汤加玉米面、白面沤制发酵后熬制而
成的，具有粉浆的部分特征，因此很多
人把酸饭与粉浆混为一谈。其实，酸饭
是很难与粉浆媲美的。

三、其他特色杂食

除去上述肉食和面食外，朔州还有

其他杂食，主要的有，豆腐：用黑豆或黄
豆（大豆）为原料加工制作的食品，由于
卤水和制作工艺的不同，朔州六县区
（市）的豆腐风味差别较大。豆腐，荤素
咸宜，吃法百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另外还有豆腐皮、腐竹、豆腐干等
延伸产品。

红豆稀粥：用小米、红豆、红枣等熬
制成的稀饭，朔州人叫红豆稀粥，类似如
今的八宝粥，但比八宝粥稀一点，喜欢吃
甜的人，放点白糖会更好。朔州人不仅
平时也熬着吃，而且家里人过生日的当
天夜晚是必须要熬一锅红豆稀粥的，其
寓意是为了今后一帆风顺、红红旺旺。

绿豆稀粥：朔州盛产绿豆，当地人叫
豇豆。《本草纲目》说，豇豆具有“理中益
气，补肾健胃，和五脏，调营卫，生精髓，
止消渴，吐逆泄痢，小便数，解鼠莽毒”等
功效。朔州人不管这么多，认准一点说
豇豆是防暑、解毒、败火的好食材，因此
每到暑伏季节，豇豆稀粥几乎取代了平
日的小米稀粥。

粉条：主要是用山药淀粉加工制作
的各类粉条和粉疙瘩、粉块等。粉条亦
是荤素咸宜、吃法百样。

山药：朔州盛产山药，吃法多样。它
既可当菜吃，又可当饭吃；既可煮、烧、
烤、馏着吃，也可和其他肉、菜一起做着
吃。朔州民谚叫做“朔州妇女离开山药
就不会做饭了”，所说虽然夸张，但正好
说出了山药在人们饭桌上的重要地位。
另外，山药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它能和猪
肉、羊肉、牛肉、鸡肉、兔肉等炖着吃，也
可以和玉米面、高粱面、莜面、豆面等混
合着吃。手巧一点的妇女，能做出许许
多多的花样来。比如，莜面饨饨，也有叫
莜面墩墩的，它是把莜面加适量的水和
好后，擀成筷头粗的面皮，上面铺一层生
山药丝，然后卷成和圆形墨水瓶粗细相
仿的筒状物，再等分切成和墨水瓶高低
差不多的圪墩墩，上笼蒸熟后蘸肉汤或
盐水即可食用，风味独特，百吃不厌。此
外，用同样方法做的玉米面饨饨、高粱面
饨饨也很好吃的。

把山药蛋在磨擦擦上磨成糊糊，和在
豆面或莜面里，做成抿股子或鱼鱼，经过
一番熬制后，就成了一锅可口的主食。尤
其是莜面鱼鱼，锅里面再加上一点豆角、
土豆条、肉丁就更有一番滋味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朔州人缺少白
面，不得已，人们就先把山药煮熟，捣成
泥，和在白面里，蒸出来的馍馍就叫呲山
药馍馍，大而虚，只是面色有点铁青，至
于口感，当然不及白面馍馍了，甚至连

“二面馍馍”也不及。不过，那时能有呲
山药馍馍也就很不错了，山药功不可没。

有了豆腐、粉条、山药这三样食材，
朔州就诞生了一种叫做“三白片子”的烩
菜，它就是用粉条、豆腐、山药加调味品
做成的一道家乡菜，如果加上茴子白或
大白菜，也就成了“四白片子”，如果加上
白猪肉或红烧猪肉，就成了“大烩菜”，大
小饭店都有，说它是朔州名吃实不为过。

1978年前，朔州的蔬菜品种比较单
调，主要有胡萝卜、水萝卜、茴子白、苤
蓝、大白菜、菠菜、蔓菁、葱、蒜、韭菜、芹
菜、黄瓜、茄子、豆角等品种，而且种植的
地方极其有限。除去应时现买现吃一点
外，主要是秋天腌酸菜，多以胡萝卜、苤
蓝、茴子白为原料，由胡萝卜、苤蓝腌制
的叫“疙瘩菜”，以茴子白、萝卜丝、萝卜
叶腌制的叫“烂腌菜”。多数人家一腌就
是一大瓮或两大瓮，大多家庭能延续吃
到次年秋天。曾经有句话叫做“一瓮菜
顶半年粮哩”，道出了腌菜在困难时期做
出的贡献。2000年前后，随着社会的发
展，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楼房小区
的普及，腌菜迅速退出舞台。如今，腌菜
的家庭已经很少了。

地皮菜：也叫地木耳，是一种藻类物
种，野地、荒滩、坟园皆有，晴天是肉眼看
不见，雨后迅速膨胀为黑色的软胶状皱
褶物，五分硬币大小，捡回家后阴干体积
再次缩小，洗干净后可以做汤，可以做饺
子、包子，也可以炒鸡蛋、炒肉，风味独
特，营养价值颇高。地皮菜包子和地皮
菜饺子也是朔州有名气的食品。

苦菜：既是一种清凉败火的中草
药，也是普通人家食用的可口的野菜，
把苦菜拣洗干净，下水煮熟切碎，加盐、
胡麻油和葱末，搅拌在一起食用；也可
和土豆丝煮熟加料凉拌食用；还可包成
莜面苦菜饺子，上笼蒸熟，放在油花盐
水碗中食用。

冻山药：也就是冻土豆。它是在上
年秋收季节地里未收净的土豆，在第二
年春耕时捡来的土豆。经过一冬天的冰
冻，捡来的土豆呈黑色，洗净后上锅蒸煮
熟后，就上咸菜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吃
上冻山药，也可起到减肥的效果。

羊油烩丝丝：是把去皮的土豆切成
丝，加上烂腌菜，再取羊尾巴油放在锅
里加热，同土豆丝、烂腌菜一起烩制，出
锅后即可食用，其风味十分独特，羊膻
气浓烈，一部分人吃不惯，一部分人却
情有独钟。 （未完待续）

朔州多元汇聚的民俗风情
●●陈永胜陈永胜

不知什么缘由，也许是心底里的记
挂，我想起了力茂才老师，想问问他的
近况。

2024年 5月 9日下午，经多方打听，
才找到了师妹力美澍的电话，结果师妹
告诉我一个噩耗：力老师于2022年底被
疫情夺走了生命，已经离世一年半了。
放下电话，我与力老师五十多年前的师
生情历历在目。

一拜力老师
我于 1958 年 9 月出生在应县的一

个小山村，小时候也谈不上喜欢书或
不喜欢书，因为村里和家里根本就没
有读书的人也没有书，甚至连一张有
字的纸也很难见到。从小也没有人教
我看书，父母都不识字。村里不通电，
不通公路，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
小山村。全村除了课本以外没有一
本“闲书”，仅看到过几本没有书皮残
缺不全的“小人书”。上学前我的任务
就是看护妹妹、“引羊”、割草。1966年
冬，我已经 8 岁了，比我小的侄儿也上
学了，我还在看护妹妹、“引羊”、割草，
我也想上学。这年冬天，我就在家里
的一个纸箱中找到了一本小书，带着
坐到学校里。力茂才老师看到我这个
编外学生也没有让我出去，而是拿起
了我带的书看看说，这是一本好书。
我说没“人儿”的书还能是好书？老师
也没说什么，等大家坐好后就开始大
声朗读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是《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老师绘声

绘色地一边读一边落泪，所有的学生
都被感染都哭了。老师读到焦裕禄去
世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人生这第
一课对我的触动真是太大了。一直到
我上了初中，我和同班同学黄建平（他
是力老师两年后到桥儿沟村教出的学
生，他学习很好，在我们班名列前茅。）
说起了力老师给我上第一课时的情
景，力老师读焦裕禄这篇通讯时，动了
真感情，边哭边读。建平告诉我，力老
师在教他时，讲《一块银元》这一课时，
也哭得很厉害。力老师是个心地非常
善良，讲课艺术水平很高，感染力很强
的难得的好老师。可惜，力老师仅教
了我二年就调走了，对我来说是很大
的损失。不过，我人生这特别的第一
课是力老师给上的，我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就是力老师给系的。

人们常说，“教育就是播种，静待开
花结果。”力老师就是这样的播种人。
我多想亲口告诉力老师，您58年前在我
心田播下的种子早已开花并已经结
果。从那天以后我就意识到，书中记述
的焦裕禄的事迹都把大家感动哭了，我
暗下决心，我也要做焦裕禄那样的好
人，产生了崇拜英雄的情结。后来我慢
慢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像焦裕禄
那样，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有勇气
战胜。2006年我在出差的时候买到了
一本今人作旧的《康熙字典》，回来后发
现上了当，但我不服气，开始如饥似渴
地学习古籍版本知识，我就不相信自己
学不会。经努力学习并多次向藏书界
前辈请教，现在我是朔州小有名气的

“藏书家”。家有藏书近万册，其中古籍
善本两千多卷。而且，从力老师给我上
的那人生第一课后，我就养成了爱书、
读书、保护书的习惯，现在已经成了我
家的家风。我的儿子、孙女、孙子从小
就没有一个撕过一本书。受我的影响，
后来，我的家属、弟弟、弟媳、大儿子也
都从事了文字工作。如今，只是生欲告
而师不在。

力老师，如果您泉下有知，请您受
学生一拜！

再拜力老师
力老师个子很高，眼窝有点深，看

上去笑眯眯的，永远带着慈祥善良的目
光。我看到力老师就有一种想去亲近
的感觉。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又有点
苍白，给人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他对
学生不怒自威，又很少发火，但同学们

很怕他。他教了我二年，没有打过我，
我也没见过他打过别的同学。力老师
管学生的方法也多样，谁要是有不会写
的生字或者写错了，就让学生自己打自
己一次。谁要是在学校犯了错，力老师
就把谁的学习用品全部装到书包里，让
他回家去，因为回去家长会打他们，所
以大家都怕，但没有一次真的让学生回
过家。

有一次，我写错了一个生字，力老
师让我自己打自己一下，我把头伸向老
师胸前，请老师打。老师问我为啥自己
不打，我说自己打自己羞得不行，还是
请老师打吧。结果力老师也没打，二年
仅此一次。还有一次，我在家里生气
了，到了学校还在哭，力老师看到后，让
我回家去哭。我就出了教室，在快到家
门口的时候，老师派一位同学把我叫了
回来。回去后，力老师也没骂我。力老
师调走后，听村里大人们和我说，力老
师说我有主意，将来会有出息的，但我
也就一般般吧。

力老师上课很风趣幽默灵活，村里
的学校是又低又矮的西下房，加上东面
不足千米，有一座很高的大山遮挡，一
天之中，很难见到阳光。几个年级的学
生坐在炕上听课，老师站在仅隔一米五
左右的后墙黑板前讲课。有一次一连
下了几天连阴雨，村里又不通电，一连
几天教室很阴暗。突然有一天，天晴
了，教室亮了，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几
个大字：“啊，太阳出来了！”并读了出
来，表达了老师和同学们对阳光出来的
渴望和欣喜。

力老师，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也
许您早忘了。因为您是只管播好种不
图学生感恩回报的人，但我全记着，请
您再受学生一拜！

三拜力老师
我的名字还是力老师起后又改

的。1967年春，我终于上学了，力老师
给我起了“童文左”的名字。第二年的
一天上午，力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让
我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我写了“童文左”
三个字。力老师说，你连自己的名字也
不会写？接着力老师说，以后你就在

“左”字前面加上单立人，叫“童文佐”
吧，原来是老师在给我改名字。后来我
对力老师给我改的名字非常喜欢。

力老师家里很困难，当时师母还没
有工作，一家三口不久也搬到了我们
村，生活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他也抽

烟，而且烟瘾很大。一般是让学生把父
亲种的兰花烟带点，用白纸卷着抽。
1968年秋天，力老师没烟抽了，让我回
家找点父亲的兰花烟，结果父亲出地
了，我没找到。老师就自己找了点干葫
芦叶子，卷起来抽，这一次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记忆。

力老师调走后去了桥儿沟村教
书。原因是我们村有人想找力老师代
写大字报，力老师不愿代写，就申请调
走了。就在力老师调走第二年的夏天，
离我们村七里的李子沟村演电影，姑姑
让我去看电影，我和二哥去了。在电影
开演前，我在李子沟村学校见到了也去
看电影的力老师。力老师见到了我，把
我的右手袖子推起来，轻轻地抚摸着我
的胳膊，就像抚摸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孩
子，足足有两分钟，也没说话，然后又摸
了摸我的头，力老师和我眼中都含着泪
花。这一次在我的记忆中，是唯一被长
辈爱抚这么长时间的一次。我家弟兄
多，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我出生后
家里想把我送人，但我们村是一家村，没
有送出去。小时候父母的爱抚我没有记
住。懂事后，父母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爱
抚我。后来我一直渴望再次得到力老师
的爱抚，有时候一想起力老师，就自然而
然地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很多次很多
次，一想起来就落泪。

我时常想，那一次力老师对我的爱
抚，是否想对我说点什么，只是当时人
多，没有说。力老师调走时，他自己也
不知道，也没有和学生们告别过。或许
力老师是担心我今后的命运，不要像他
一样。力老师和师母 1961年浑源高中
毕业，高中时候，都是高才生，结果命运
多舛，没有读大学。或许力老师只是表
达师生之间的深情，希望我以后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但不管是哪一种，力老
师是用爱抚慰着我的心灵，再次给我播
下了一粒爱的种子。

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几位记者
到后来并入应县南河种镇的应县北曹
山乡采访，当得知力老师退休后的家就
在该乡的南上寨村时，我就在下午专程
去看望力老师。在街上遇到了力老师，
我未语眼睛就湿润了。当把三条烟和一
点小吃递交给力老师时，力老师说自己
已经戒烟了，好赖不愿收，但我还是硬放
下了。当年力老师抽葫芦叶卷烟的那一
幕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您怎么戒烟
了，我还是来迟了。”我反复自语着。

由于有随行的其他记者，我也没有
和力老师深谈。返回的路上，尽管见到
了二十几年想念没见过面的恩师，但我
怅然若失，心中不快，总感觉缺了点什
么。夜深后，我又梦到了力老师抚摸着
我胳膊时的情景……没想到这一次竟
然是我与力老师的永别。

力老师，感谢您的赐名改名和如父之
恩。如果您泉下有知，请三受学生一拜！

三拜恩三拜恩师力茂才师力茂才
●●童童文佐文佐

我记忆中的应县小石口村，山清
水秀，风景怡人，这里不仅承载着几代
人的乡村记忆，更蕴藏着一段段从这
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的奋斗史，虽然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留下的“才俊佳
话”历久弥新。

小石口村坐落于应县城东南约十
五公里处，国土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
隶属应县南河种镇管辖。闻名、拥翠
二山呈半月形环抱村庄，川区与小石
村、丁堡、大石口三村为伴，山区和赵
家窑、三岔、狼峪村为邻，是应县五大
峪口村之一。村落由古代军事重镇、
商贸集镇自然演变而来。小石峪河、
漾楼河环村而过，土地肥沃，森林茂
密，动植物物种丰富，药用植物就有三
十多种。民间相传，五子登科山形位
于峪内正中，挡住正峪南口，风水宝
地，灵秀至极，相传为小石口村人才众
多的由来，从应县小石口农村学子参
加高考情况就可见一斑。

我记得小石口村 1977、1978、1979
级三个年级的大中专学生，1977年考
上的有赵正章等 14人；1978年考上的
有田茂等 11人，其中田茂考上了清华
大学；1979年考上的有靳伟等9人。他
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入学、80年代初
毕业，所以有“新三届（习惯称 1966、
1967、1968 三届毕业生为老三届）学
人”、“新三级大学生”之称。新三级大
中专学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
长，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年代走上工
作岗位，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展宏
图。而在当年，应县“新三级”由于报考

人数众多，录取率极低，所以考上大中
专学校也难能可贵。当时应县及其大
小石口村文化底蕴深厚之地均大幅超
过了平均数，小石口村还成了山西省雁
北地区高考考走学子最多的村。

自恢复高考以来，小石口村中或
在外的适龄子弟，延续了二十年高考
井喷现象。1997年后随着高考分配政
策的改变，人们经济条件的极大改善，
尤其是之前考中者家中子弟的奋力接
续，报名录取情况由过去报考学校的

“饥不择食”，转变为了“精挑细选”“精
益求精”，毫不夸张地说，小石口村的
学子们后来不仅把国内名校读了个
遍，还有不少走出国门就读世界名校
的，实在令人欣慰。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至今，应
县小石口村学子有田茂等 600多人考
上大中专，工作遍布全国各行各业，不
负青春，尽展雄姿。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到 1976 年，
有曹大义、田乃生、李儒林等大批普
通人家的学子进入高校，加之村里还
有一茬茬好校长，一批批好老师的努
力，村民也都一直尊师重教，为高考取
得好成绩奠定了基础，真是煌煌文明
代，日月如梭。看我少年学子六月追
风去；俱幸生此辰，云帆直挂令那美丽
人生明朝入眼来。

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应县小
石口村历年高考情况的深深回眸，更
是对这片孕育无数莘莘学子土地的敬
重和怀念，相信小石口村的学子们明
天会更好。

忆 小 石 口 村 高 考
●●田 宏田 宏

老城美景映山红
●●牛应成

冉冉紫气瑞祥升，装扮精心靓丽容。
画栋雕梁异彩放，倾城霓闪耀空明。
开门大典礼仪重，涌动人流摩肩踵。
龙凤相携丰年兆，狮虎舞跃溢浓情。
剧场清新多观众，歌台激越声韵宏。
四邻群众汇马邑，八方商家聚老城。
小吃特色香来客，满目琳琅货充盈。
展望宏图抒壮志，故乡美景映山红。

儿童节有感
●●张万金

犹忆儿时放纸鸢，风摇软语胜筝弦。
忽如一夜鬓飞雪，再诉春声心亦甜。

忆余杭·汨罗江祭
●●郝玉奎

天问灵均，号泣无情辞楚客，怀沙
绝笔寄狂涛，风冷雨潇潇。

汨罗争渡三闾起。自古追思端午
祭。左徒诸子恨江潮，忧愤念离骚。

雨天感怀
●●李成斌

听急雨，伫立窗前。遥想当年青
少，犹闻笑声甜。同学微聊当见面，喜
得七旬畅谈。憋闷散散步，早晚相互
祝愿。年复一年，有聚有散，生老病死
不稀罕。老友相逢给个拥抱，你我乐
得欢，何必拿捏？

彭
甫
召

作

李
柱

刻

游遍芳丛

山青花欲燃

今年花胜去年红

端阳感怀
●●全福寿

端午新荷映日光，榴花似火伴骄阳。
雄黄药酒三杯饮，枣粽沙糖万户尝。
艾草衔恩除百病，龙舟起舞纳千祥。
中华赫赫文明史，忠烈留名颂九章。

祭屈原
●●李 富

年年端午祭屈原，天问离骚九九篇。
浪漫诗风争日月，爱国壮举耀千年。

燕归梁·高考
●●穆金梅

天地深情雨露长。考前赐清凉。
精神抖擞面朝阳。信心满，入科场。

鲲鹏展翅，抟摇直上，宇宙里翱翔。
莘莘学子绽芬芳。空海陆，任无疆。

端阳节
●●殷海华

手上花丝绕，门头艾叶悬。
今朝忆屈子，汨水诉苍天。
天问声声荡，九歌辈辈传。
忠臣言切切，励我再扬帆。

题赠高考学子
●●李绣程

折桂何惧风雨阻，十年磨剑上金桥。
欲过龙门须破浪，孙山之外路千条。

燕归梁·致考生
●●赵培义

日夜耕耘守学堂，师生意情长。
寒窗十载冒风霜。生花笔，好文郎。

今朝一试，专心致志，高考露锋芒。
芳年不负美名扬。展前景，谱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