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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阳节的第二天上午，秋光作
陪，久居外地的我再一次跨进了千年古
刹崇福寺的山门。为了真正地一睹古迹
风采，更为了还一笔沉重的文债。

崇福寺，坐落在朔城区老城东街，东
临明代古城墙，西挨民宅。历史的长廊
积攒着它的风雨传奇，也记录着普通民
众与它的故事。

我虽出生在偏远的乡村，但从小就
听说县城东街有个大寺庙。因我们村也
有庙，基本意识也仅仅是城里的庙要比
村里的大。及至后来到城里上高中，常
常路经这里，所看到的也仅仅是那一合
紧闭着的木质大门。当然，城里人也在
茶余饭后说起大寺庙，而从来没听到哪
个人称其为崇福寺。那时的人们文物意
识并不强，没见过有人探讨这座古寺的
历史文化价值。入耳的也尽是些奇离古
怪的传言。比如说，那屋脊上的人人（指
塑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下到院里
活动；再比如说，最吓人的是正殿里的哼
哈二将，都是龇牙咧嘴的黑脸大汉，连看
都不敢看；再再比如说，夜间这里常常要
发出“嘎才嘎才”的声响，有时还夹有“哇
哇”哭声。这些说法直叫我听得毛骨悚
然。本来知道这些说法不怎么靠谱，但
总归蒙上了一层说不明道不白的阴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庙门口立了碑挂了牌，
才知道其雅名叫崇福寺。而且，从我见
到外围的崇福寺直到离开家乡，就没看
见那蒙尘的木大门什么时候打开过。

说来也惭愧，我能够近距离目睹朔州
奇观已是 1993年。那年不知几月几日，随
着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摄制组到
实地取景时，我才看到那些恢宏的古建
筑。这算作我第一次访问这座古刹，但仅
仅是一种粗览，因跟随摄制组活动不能随
意安排时间。人家走，我也走。了解不深
入，当然很难激起写作情绪。

第二次造访崇福寺是在 2002年的 6
月初一位省领导来朔调研，随行的有一
些省里的大笔杆子。由于对省城文化人
物的崇敬，我只顾了与他们请教谈话，却
影响了对寺内景物的细致观察。只记得
在休息室吃了无籽西瓜后，就随大流到
别处参观了。

后来也曾有过写写崇福寺的想法，
终因行政事务太忙，未能给家乡一景以
应有的笔墨。

现在如实理性地来看，一切的一切
理由都是借口。我一直没有拿出足量的
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崇福寺，尤其没有以
文人的责任感去了解去传播，更没有当
成事业去对待。即便是《黑神话·悟空》

的游戏带火了崇福寺的旅游，我还像一
个傻大妞干张着嘴巴寻思着“为什么”？
就在这个游戏的火头刚刚落下去的前不
久，我决计要以一个“文人”的真诚来还
清这笔文债，一个压在心头沉重的长满
老年斑的自责。

有朔城区委宣传部的安排，我第三
次的造访心也顺，访也顺。免门票的规
定更使初来乍到的游人们感到开心，让
这座坐北朝南的千年古寺首示热情。进
得山门，西侧小亭里仍有朔州文旅集团
的小青年们为游客提供服务。在他们的
介绍下，我才知道这次游戏中崇福寺被

“设计”了一个妖王黄眉让悟空来打。朔
城区宣传文管系统的同志介绍说，就是
这么个游戏，使今年国庆小长假期间全
国各地来崇福寺旅游参观的人数猛增到
6万多人，是以往同期的 10倍多。

随着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话语，我第
一次了解到这里每一个建筑的来龙去脉
和历史文化的地位以及文物价值，每一
尊塑像和每一幅壁画的故事与涵义。从
南往北数，全寺有 5座坐北朝南的殿宇，
分别是：金刚殿、千佛阁、大雄宝殿、弥陀
殿、观音殿，统称五进院。殿轴左右，有
晨钟暮鼓的钟鼓楼、文殊堂、地藏堂分列
东西，相对而立。总体布局整齐对称，形
成了南北有节奏、东西相呼应的态势。
仿佛能在美丽的几何图案中找到跳动的
音符，在音符的构想里观察到忽隐忽现
的图案。不能不说，公元 665 年那位设
计师是一位具有超前建筑意识的天才。

就在刚刚站立在头一道院里的金刚
殿前，就不能不为古朔州人的开明所折
服。按常规，金刚的职责是把门，塑像应
该立于山门口。但崇福寺却为金刚们专
门设殿，表达了古朔州人对保卫人员的
无比尊重。

在千佛阁，供奉着大肚弥勒佛塑像，
过去叫藏经阁。也许是因为元代朝中所
赐《大藏尊经》而得名，清代改称千佛阁。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肚弥勒佛的背后小
柱阁上，绘有上凤下龙的图案，显然是受
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影响，女皇至尊。

紧挨其后的大雄宝殿，是供奉释迦
牟尼佛塑像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
以往不经意的壁画，听到了极其令人感
佩的解说。在本殿东西两壁，分别彩绘
着 10 行佛像，每行 50 尊，每壁就是 500
尊。两壁加起来，共 1000 尊。乍一看，
千佛一面，可细一瞅，每尊佛的衣饰、容
态等，各不相同，是实实在在的千佛千
面。单就绘画艺术来讲，先贤的艺术理
念绝非一般。他们在统一中求变化，在

变化中达到统一，是对整个人类绘画艺
术的杰出贡献。

再往北的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主殿，
也是全国现有金代三大建筑之一。殿顶
的琉璃脊饰、殿檐下悬的竖匾、隔扇门
窗 ，殿 内 的 塑 像 、壁 画 被 称 为“ 金 代 五
绝”。我最关心的还是小时候听说过的
殿顶上的两个“人人”和殿内的哼哈二
将。那两个“人人”实际是两尊武士琉璃
塑像。他们弓膝蹬腿，呈武打准备状，状
高 1.5 米，相对而蹴。要是“站”起来，则
高 1.8 米。这一对武士琉璃塑像当年由
忻州代县烧制而成，历经 800多年，风吹
雨打日晒，也未能耗损，至今艳丽如新。
我想，民间之所以传播晚间下来活动的
说法，应该是保护寺院的一个计策。过
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寺内无人看守，用怪
异之说吓唬那些行破坏的不轨之徒。至
于有响声，毫不奇怪。寺内殿宇均属木
制榫卯结构，由于热胀冷缩，肯定有响
动。而“哇哇”哭叫也是用以唬人的。

进入殿内，最引人注目的确实是哼
哈二将的塑像。他们身高 6 米，前倾 12
至 15 度，手执武器，分立主佛坐像的前
两侧显随时要出战的态势。粗略地看，
他们都是黑脸；细观，却是紫红色。立于
西侧闭嘴者为哼将，立于东侧张嘴者为
哈将。哼将目微斜视，警惕性非常高，随
时准备出手的样子，但他表现沉稳，对周
边的一切安全情况心中有数。他脸圆
扁，眉宇间稍显放松的背后却深藏着过
度的紧张。比较起来，哈将就显得豪气
外露，遇事脾气暴躁，沉不住气，两句话
不通就出手。他脸色较哼将稍深，扁鼻
梁，咧嘴怒目，藐视一切。好像他的口头
语就是：“哈！你敢？”“你别胡来！不信
你试试看！”他时刻都在挑战。挑战是这
类角色永恒的主题。与他们近距离接
触，非但没有惧感，反倒觉得特别亲切。
有这样的护卫，才有安全。惧威恐猛是
贼寇的阴暗心理。对于良人，拥抱了威
猛就是拥抱了安全。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哼哈二将的泥
塑将其腰间下垂佩带和手中拄物作为身
体前倾支柱，与地面形成三角结构，巧妙
地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这种

“将计就计”的做法，堪称制作经典。
往北最后一个殿称观音殿，也是金

代的原始建筑。不过，除殿身框架外，殿
内的塑像等所有设施都是新修建的。这
里的最大亮点就是“减柱营造法”。顾名
思义，减柱就是减少了柱子。“进入这里
觉得很宽敞吧？”讲解了一上午、有点口
干舌燥的讲解员问。我这才感觉到了这

里与其他殿宇的不一样。塑像前应该至
少立有的 4根柱子连 1根也没有，确实扩
大了不少活动空间。我们知道，建房梁
柱为框架骨干，一样都不能少，这里居然
减去这么多！往顶上一看，才体会到古
建筑师的匠心所在。梁架结构运用了人
字形叉手原理，形成了大三角套小三角
的多三角形态，先“稳住”上方，再将重力
分解到大梁两端，然后再传递到前后槽
的金柱上。有专业著作评价：“结构精巧
合理，力学传递流畅”。知情人说，就连
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学生也来这里考
察，学习古建精华。

古代建筑让我深感震撼，古人的智
慧让我心生敬意。我们这个小地方原来
蕴藏着如此高妙的人文历史，崇福寺的
每一处景观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除了看到的，我还要更深入地了解我无
法看到的。像一个写作业遇到难题突然
逮住了老师的低年级小学生，我干脆打
破砂锅问到底，在行家面前，一定要问出
个崇福寺的前世今生所以然来。

一位讲解员出身的文管所负责人介
绍说，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崇福寺的命
运也经过了跌宕起伏。唐高宗麟德二年

（665）开始建造崇福寺，规模为三进院，
建有金刚殿、千佛阁、大雄宝殿。到辽
代，就把寺院改成了林牙太师的官署。
这林牙是当时的“官二代”，占据此地办
公长达 29 年（983—1012）。据传，期间
院内灵光乍现，不得平静。怪异现象让
官员们提心吊胆，搬迁了官署，让崇福寺
恢复了佛寺功能。

到金代皇统三年（1143）完颜亶为亡
子超度，令顺义军节度使安远大将军翟
昭度扩建崇福寺，新建弥陀殿、观音殿。
这样，寺院就由三进院变成了五进院。
完颜亶虽是佛教徒，但滥杀无辜。及至
后来精神错乱，日渐暴虐。后来堂弟完
颜亮将其杀害，篡夺了王位。此时，崇福
寺的扩建工程还没有完成。呜呼！在权
利面前，宗亲血脉不值一提。金天德二
年（1150）完颜亮赐匾“崇福禅寺”。

元末明初，寺院再次被占，在刀光剑
影中成为军用粮仓。直到明洪武十年

（1377），才恢复并新建了一批殿堂如文
殊 堂 、地 藏 堂 。 再 到 明 洪 武 十 五 年

（1382），主修完工，并将屯粮清空。同时
又做局部修缮，被损建筑得以复原。清
代和民国时期，都对古老的崇福寺做过
不同程度的修葺。过去，佛塑腹部都藏
有佛家珍宝，不知何时被何人掏空盗走。

千年寺院，与民族共荣辱。真正得
到全面保护并不断提升崇福寺历史文化
价值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88 年，崇
福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特别是近年来，古寺迎来了展现
风姿的黄金时期。市委常委、朔城区区
委书记张震海表示：

“要借这次《黑神话·悟空》的游戏，
以三福理念推进崇福寺历史文化内涵的
挖掘与延伸。通过崇福、祈福、送福的活
动打造新时代的福文化。”

身临古寺，尽览历史文化瑰宝。我
为家乡的历史巨作惊叹，我为家乡的现
实放歌，我为家乡的未来祈福。

一笔终于偿还了的文债
——我与崇福寺的几多交集

●齐凤翔

（接2024年 12月 14日本版）
【趁火打劫】趁人家失火的时候去

抢东西，比喻趁别人危机的时候去侵犯
人家的利益：你咋能做这样的事，这不
是~是啥呀？

【趁早些儿】赶早，提前：你~啥也别
说，我办不咾这事情。

Cheng

【称】①（用秤）称量：多少斤我也不
知道，你要是买，~一下就知道啦。②

（把 人 或 动 物）吊 起 来 ：因 为 手 脚 不 贵
气，昨晚他叫人家~起打了一顿。

【称命】（称，去声，下同）认命：我看
还是~哇，争也没啥用了。

【称人】看人：那人做事可~哩，咱俩
的事办不了，人家二后生就办啦。

【称心】看人的笑话：人儿娃倒够背
兴啦，你还~个啥哩？

【铛子】（铛，音蹭）烙饼使用的平底
锅：卬家那个~可有年头啦，少说也是同
治年间的东西。

【撑擦】①顶嘴，争辩：你俩~啥哩，
小心叫别人听见哩。②竞争：就他那两
下子，也敢和你~这个副主任？

【撑蹬】（蹬，去声）对付，尽力支撑
或勉强支撑：咱家里少米缺面的，全凭
咾你妈妈会~。/这两天王老师生病住院
哩，你先给他那个班~几天哇。

【撑死】顶多，至多，顶到头：就这点
素材，~你也写不下两千字。

【成】量词，表示比重、数量等：今年
的玉茭没长好，顶多是去年的七~。

【成精】迷信说法，指人、动物或物
体变成精怪。常比喻人异常精明或老
谋深算：老温可不是一般人，都快~啦。/
那人可~了，你得小心些哩。

【成算】打算，计划：那人做啥事心
里也没个~。

【成数儿】好，比较好：老刘四个娃
娃，还数大女儿~哩，其他都寡气。

【成色】①金属的成分含量：这块银
元的~真差劲。②泛指质量：老李的香

瓜~不错，口感也好。③比喻做人修养
的程度，长与“没”组合：那个人可真没
~，大姑娘、小媳妇面前也没个干净话。
④比喻不机明：我看那女女~不够啊，说
话闪深踏浅哩。

【成天价】（价，音借，语尾助词）整
天，全天：你小子~瞎玩耍，难怨成绩上
不去，赶紧得改改呀。

【成心】有意，故意：你这是在~给人
家媳妇难看哩。

【承揽】接受，承担：这活你要是能~
下来，肯定能挣咾钱。

【城根底】靠近城墙的地方，多指城
墙内侧：去年，我爷爷在西城根买了一处
小院子，挺好住哩。〇也说城墙脚底。

【城壕】城墙外的沟，即护城河：我
小时候，朔州城墙外的~还在哩，少说也
有一丈多深。

【城壕堰】城墙内侧紧挨城墙的土
地：小王家就在南~跟前住着哩。

【城隍老爷】迷信传说中指主管某个
城的神：相传朔州城隍庙里的~是从外地
请回来的，可灵验哩。〇也说城隍。

【城垣】城墙：北齐时，朔州的~和大
同的一般长，你现在看到的朔州城墙是
明朝初年缩小的。

Chi

【吃】（入声）①受，挨：~亏/~了苦。
②接受，理睬：我可不 ~你这一套！③
吸：赶紧歇歇哇，~根烟再干也不迟。④
吸收：生宣纸可~墨哩。

【吃 不 倒】处 于 弱 势 状 态 ，招 架 不
住：我家单门小户的，可~人家呀。

【吃饱墩】比喻只能吃饭不会干活
做事的人：那可是个~，啥用项也没。

【吃不住】承受不了，无法支持：你
这房皮太薄啦，瓦上双煞瓦，怕是~哩。

【吃 不 开】不 受 欢 迎 ：小 田 不 会 来
事，走哪也~。

【吃不动】①吃不了，吃不行：唉，到
底是老了，还没吃哩就~啦。②买不起：
这套楼房开价九百万哩，我可~呀。

【吃穿】泛指基本的生活需求：辛苦
一年也只能打闹个~，攒不下几个钱。

【吃醋】比喻嫉妒（一般用在男女关系
上）：人家两个人也没个啥，你犯不上~呀。

【吃独食】（独，阳平，也读入声）自己
独吞：那人可不能遇事，~可有办法哩。

【吃 荤】吃 肉 食 ，与 吃 素 相 区 别 ：~
好，还是吃素好？不能一概而论。

【吃风摆豆角】白吃，不劳而获：懒
得连炕也不起，还想~哩，梦梦去哇！

【吃架】承受，招架：我这小光景，哪
能~住大吃二喝。

【吃劲】①高傲，傲慢：看把他~哩，
不就是会说几句俄语哇。②顺手，合心
意：我这支“大白云”毛笔真~哩，已经使
唤了二十多年啦。③关键时刻：正在~
的时候，钻头撇断啦。

【吃奶劲儿】比喻全身的力气：我把
~都使出来了，还是翻不过这堵墙。

【吃皮】憨厚：那娃娃可~哩，人人不
说他赖。〇也说吃皮耐厚。

【吃请】接受邀请去吃饭：~的事还
是最好不去，吃人家的嘴软啊。

【吃软不吃硬】（硬，音拧，去声）比
喻喜欢讲道理的人，而不畏惧蛮横无理
的人：老纪是~的人，你得和他好好说。

【吃食物件】泛指食品和食物：反正
是个~，圆的方的都是个吃，你下这工夫
做啥哩。〇也说吃食东西。

【吃素】本意是吃素食，引申为在体
魄 、胆 量 、能 力 等 方 面 厉 害 ，人 们 惹 不
起：说给你哇，那女女可不是~的，你别
去撩逗她。

【吃头】（食物）味道好：怀仁的兔儿
头，做的可有个~哩。

【吃香】受欢迎，受重用：小王在单
位可~哩。

【吃香喝辣】比喻吃喝的好，也比喻
奢侈：看人家~哇，你有人家的本事？/自
从开了煤矿后，他天天~的不说，听人说
还想换个女人哩。

【吃烟】吸烟，抽烟：我不~啦，前年
就戒啦。

【眵】（音词，阴平）眼屎。
【嗤笑】讥笑：你~我做啥哩，有啥就

赶紧说哇。
【痴】傻，愚笨：那娃娃有点~，日后

能不能上学还是个问题哩。
【痴呆】①举止呆滞：你~啥哩，赶紧

做营生哇。②傻，变傻：邻居那叔叔好
好的，不知咋就~啦。

【痴眉恙眼】面部表情呆板：那人自
从病了一场后，变得~的，就像换了个人
似的。〇也说痴眉信眼。

【痴笑】傻笑：那个人看着电线杆~
个没完，怕是神经啦。

【池 池】①池 子 ，本 意 是 蓄 水 的 小
坑：我家门外有个水~，能放不少水哩。
②像水池一样的东西：院里有个花~真
好，不想种花儿咾，还能种菜哩。

【迟迟】①缓慢，来得晚：你~不来，
我们都快吃完了。②等待一会儿：咱们
先~，等老李来了再开席。

【迟缓】推迟，放慢速度：你听我说，
这件事不好办，得~~哩，急也没用啊。

【迟啦】（啦，音兰，阳平）晚了：~，
你早做啥来哩？〇也说迟了、迟哩啥也
没啦。

【迟后】推后，推迟：你那事我接记
着哩，只是得~些哩。

【迟早】最终，终究：坏事做多了，~
会有报应的。

【尺寸】①长度：这个书桌的~有些
短。②分寸：做人可难哩，说话做事都
得有个~哩，你说是不是？

【尺码码】尺寸的大小，比喻标准：
啥也有个~哩，你不能乱来呀。

【尺头】布匹的宽窄：这种布料的~
不宽。

【赤不溜儿】（赤，入声，下同）裸体，
没穿衣服：娃娃，你咋 ~就给奶奶出来
啦，赶紧上炕去！

【赤肚皮】光着肚：半夜了，你还~上
街，不怕感冒咾？

【赤㞘】光屁股，下身没穿衣服：那人
神经啦，~就上街啦。〇也说赤㞘打蛋。

【赤㞘溜席】光屁股坐在炕席上，比
喻穷得没衣服穿，也比喻不穿衣服：旧社
会人们穷，女人们~下不了炕的不稀罕。

【赤㞘马趴】屁股朝天：他叫人家打
了个~还笑哩。

【赤翎】（翎，上声）出风头，表现过
分，为人轻浮：那人可好~哩，谁也不说
他好。〇也说赤翎二散。

（未完待续）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

集大原高铁从恒山南北穿越，
14.76千米双线单洞，
真是令人振奋！

一级高风险隧道施工过程险象环生，
在这里立下汗马功劳的，
是一群隧道工。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远离故土和亲人，
逢山开路是他们的初心。

他们四年间隐藏在岩石深处，
在轰鸣的风机伴随下，
演绎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们前方面对的是大山的阻隔，
每一凿都在艰难探进，
他们肩上承担着一份深沉的责任。

他们领略了刮过山冈的冷风，
从洞口吹入，
寒冷的季节没有阻止他们施工。

他们身处大山腹地，
火星迸发，涌水横流，
五彩的梦在眼前晃动。

为了集大原高铁如期开通，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荒凉和僻静，

四年的寒来暑往与荆棘和野兔为邻。

他们驾驶的盾构机在与岩壁的冲撞中，
付出的劳动和汗水，
成了他们心中最美的风景。

他们的工作环境特殊，
昼不见日出夜不见星辰，
冰冷的岩石就在他们的头顶。

他们创造了万年之久的传奇，
演绎出岩层深处的故事，
隧贯恒山就是他们心路的延伸。

汗水浸透了橘红色的工装，
作业中满脸挂满灰尘，
他们心里却充满了自信。

他们休息时躺在简陋的工棚，
爹娘妻儿常出现在梦中，
这时的脸上又显露出温暖的柔情。

千年寂静的五岳恒山，
被这些隧道工唤醒，
隆隆的高铁从这里穿行。

祖国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致敬：英雄的隧道工！

致敬恒山隧道工
●刘 刚

交通兴市盛百年
——写在朔州高铁开通运营之际

●贾 银

十年盼来集大原，全线开工我当先。
举力奋战千余天，架桥凿洞巨龙连。
银龙飞驰似闪箭，十大都市朝夕牵。
交通先行百业兴，塞上绿都盛百年。

故 乡 的 秋 是 美 的 。 如 同 一 首 隽
永的诗，在岁月的河流中闪烁。金色
的 田 垄 ，织 出 深 邃 悠 远 的 诗 行 ；饱 满
的作物上，承载着祖辈乃至民族厚重
的热望。

2017 年秋天，相约几位好友前往
右玉。一路上经井坪、过向阳堡、入右
玉 界 。 车 子 在 蜿 蜒 起 伏 的 公 路 上 穿
行 ，扑 入 视 野 的 是 漫 山 遍 野 的 树 木 。
山山峁峁，沟沟梁梁，甚至是崖畔和峭
壁上，一片片，一丛丛，一株株。黄与
红与绿的色彩交织着，泼洒一般，或高
或低，或浓或淡，或疏或密，层林尽染，
叠翠流金。行驶其间，眼前恰似徐徐
展开的一幅绵延的立体的彩色画卷。
这是哪位妙手丹青精心绘就的宏篇巨
幅，还是哪位能工巨匠倾情打造的旷
世 杰 作 ？ 我 的 心 陡 地 升 腾 起 一 种 激
越、雄壮与震撼！及至到达杀虎口，眼
前的景象更令我为之震惊：杀虎口南
生机盎然，五彩纷呈；杀虎口北则是萧
瑟荒芜，灰涩暗淡。南北山系一脉相
承，一关之界，一暖一冷，竟呈现出如
此截然不同的景致！

右玉的秋是美的，宛若一幅绝伦
的画。如果说是天地之灵气造就了右
玉秋日的壮美，那算不得出奇。其独
特 之 处 在 于 它 是 人 力 改 造 自 然 的 结

晶，是勤劳质朴的右玉人民百折不挠
植树造林建设美好家园的不朽传奇。
而自然赋予它以绚烂的色泽，恢弘、壮
阔而磅礴。

2020年秋天，偶然翻到一张关于右
玉的照片。一抹庄稼，一方田野，一带
远山，一汪天空。庄稼已然成熟，部分
已经收割，秸秆捆扎成垛。近前一株矮
而婆娑的树，形如伞盖，凌乱的枝条从
四周垂吊下来。缀着稀稀疏疏的叶，裁
出斑斑驳驳的天，透着星星点点的蓝。
树下站一女子，着一袭风衣，右臂扬起，
右手轻捻垂在枝上的一片叶子。她双
目凝视，那神情，仿佛是沉醉，是憧憬，
是遐想。整个画面洁净明丽，人与景达
到和谐完美的统一。不得不赞叹拍摄
者超高的摄影技艺，角度的选取、光影
的斟酌、物像距的考量都把握得恰到好
处。那景，那人，也把我拉回到纯真的
少年时代，拉回到那坑洼的长条桌、凹
凸的青石路、吱呀作响的木栅门……它
唤醒我沉睡的记忆，关于成长、关于觉
醒、关于拼搏的记忆。

照片上的秋是美的。仿佛一首悠
扬的歌，那跳跃的音符，是儿时的稚气
与欢娱；舒缓的旋律，是暗夜中深刻的
思索；振起的节奏，是幡然的觉醒，奋
进的足音。

右玉的美
●蔡 军

青春鹦鹉
杨柳楼台

天在与立
神化攸同

薄言情晤
悠悠天钧

李
柱

刻

贺高铁朔州东站开通运营
●陈永胜

一轮红日耀东方，呼啸银龙盛世翔。
今日喜迎高铁到，朔州儿女度春光。

桑干喜鹊喳喳叫，高铁隆隆过雁门。
从此朔州昂首笑，好风送我上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