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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风晋韵

民俗风情

汾河细语

每逢佳节，我便特别思念故乡
以及故乡那片原野上的枣树。故
乡在黄河东岸柳林县卫家洼，是有
名的枣乡。“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
边的枣花香……”，我从小是吃红
枣长大的，有关枣地、枣树、枣花、
枣儿的记忆,常常随着谭晶那首著
名的歌曲,在心中久久回荡着，温馨
而悠长。

提起红枣，就会想起奶奶与
红枣的故事。那年秋天我家打了
满满两大瓮红枣，奶奶盖上石盖，
又用纸把石盖和瓮糊在一起，但
是从地里劳动回来的爷爷禁不住
饥饿，去剥开糊着石盖的纸偷枣
吃，就这样爷爷剥开，奶奶糊住，
爷爷再剥开，奶奶再糊住。到第
二年春天，卖了仅剩下的两大半
瓮红枣，卖得十八块钱买了两个
柜子，等柜子被抬回家的时候，奶

奶望着这窑洞里唯一的家具，坐
在炕沿上心里盛满了心酸。奶奶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省吃俭用不
说，还要和爷爷斗智斗勇充满了
无奈和心酸，但全家人十分感谢
那片枣树，它有如聚宝盆一般使
贫穷的人们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我的少年时代，也与红枣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村里学校每到打
枣季节都要放秋假，为的是让学生
回家捡枣，开学时要交十斤以上拾
来的枣作为勤工俭学费用。大家
拿着竹竿和布袋子，那些长满了枣
树的沟沟梁梁便成了儿时快乐奔
跑的地方，当时县城枣儿贵，各家
地里都收拾得很干净，再要捡到好
枣很不容易。一旦捡到好枣，那种
意外收获的喜悦就会高兴好几
天。捡得又多又好的枣儿交到学
校，老师会发奖状，更增加了大家

捡枣的积极性，那个时候的枣树承
担着孩子的学费和全家的生计，就
连娶媳妇嫁女，枣树多少便成了衡
量家庭是否富裕的重要因素，正月
里村村闹红火扭秧歌，伞头们也总
少不了这一句：“周围的村庄数我
村好，山山凹凹都是枣！”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里，枣树
是村民的命根子。红枣除了是家
家户户必备的食用之外，还被作为
村民喜庆的吉祥物，象征着红红火
火、幸福美满。每逢春节、元宵节、
端午节、中秋节，家家户户餐桌上、
神台上都会摆设枣山、枣灯笼、枣
囤囤、节节高、枣盘，至于娶媳妇嫁
女，更是以红枣为喜庆吉祥物品布
满了屋内、院外，到处洋溢着喜庆
的气氛。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要吃
“枣豆子”；清明节祭扫祖宗坟墓，

家家要蒸“枣篮篮”花馍；端午节包
粽子，更是少不了红枣；冬至家家
吃软馍，内包红枣做豆馅；腊月腊
八吃粥，红枣更是其中的主料；新
婚夫妻缝被褥，四角内要包红枣，
为的是“早”生贵子；洞房炕窗四
角，也要糊入数枚红枣为的是图个
喜庆吉利；过生日吃枣糕、油糕，需
要红枣，母亲给外出子女捎衣服、
鞋袜，还要带一把红枣，盼着“早”
日 归 来 ；给 孩 子 取 名 也 少 不 了

“枣”，女娃叫枣花、枣香，男娃叫枣
柱、狗枣。

据说，烧枣，还是治疗咳嗽的
灵丹妙药。每当大人、小孩儿咳
嗽，就会在碗里放上食用油，用棉
花搓捻放在里面点着，用铁丝扎住
成熟变软的枣在火上烧烤，待枣完
全变黑拿下来吃，每顿七颗，用不
了两天，咳嗽就全好了。

生活在黄河岸边，吃着红枣长
大，红枣情早已融进了人们的血液
里。如今，故乡的枣树漫山遍野，
春来枣花香，秋收红枣鲜，四季酒
枣醇。红枣孕育着、装点着黄土高
坡上美丽乡村的幸福生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儿
女热情好客，就像红彤彤的枣儿一
样，带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走进
新时代，你只要在打枣季节来到农
家小院，主人定会捧出一大把红彤
彤的枣儿请你品尝，当你耳旁再次
响起谭晶的那首《九儿》：“身边的
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香……”
一定会让你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这真是：

黄河岸边枣花香，
美丽乡村赛天堂。
一枝一叶总关情，
颗颗红枣热心肠。

黄河岸边枣花香

晨光透过纸糊的窗户射进了窑
洞，阳光通过雪白窑面的反射，叫醒
了炕上睡梦中的我，朦胧的双眼看着
窗外蓝格莹莹的天，视野渐渐明朗起
来。天空中没有一片云，纯净的湛蓝
只有在乡村的天空才能遥望，如同一
汪平静的湖水温润着我的眼球，窗棂
上蓝色的油漆在天空的映衬下瞬间
失去了色彩。

窑外持续了一夜的虫鸣声仍在
继续，清脆悦耳的鸟叫声逐渐热闹起
来，唤醒了一夜的美梦。在奇奇里住
过的人都觉得在这里睡得很踏实，不
论当天有多疲倦、多烦恼，一觉醒来
都风轻云淡了，只留下心旷神怡。这
个我们驻村工作队的成员最有发言
权，基本上每周临汾、奇奇里往返一
次，有时或办事回村再晚，或身体困
乏，只要在这窑洞里休息，第二天一
早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城市的
楼房是很难有这种体验的。我刚到
村里扶贫时便觉得这是奇事，时间久
了，自然也就知道缘由：一是奇奇里
的生态环境和窑洞本身适宜高质量
睡眠。尽管生态环境脆弱，但多年来
未曾受到破坏，没有工矿企业污染，
空气质量上乘；二是奇奇里远离城市
喧嚣，人们来到这里容易释放压力，
放空自我，放下心头之事；三是这难
得的鸟鸣虫叫，正好是催眠、助眠的
阿尔法音乐，帮助大脑神经放松，细
想一下幸福是什么呢？每晚都能睡
个好觉，就是一种幸福。

奇奇里地处晋陕大峡谷东侧，受
山谷风、河谷风影响，有时看着一片
黑压压的乌云过来，有种“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气势，但却因为风力过大，
村民还没有把晾晒的农作物完全装
进袋子，乌云就被刮得不知去向。总
是形不成有效降雨，甚至滴雨未下，
只是来奇奇里串了个门儿，晴空万里
是奇奇里的常态，我想这也是这儿常
年干旱少雨的原因之一吧。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天空”变
成了蓝色背景的画板，“云朵”成了颜
料，“风”成了一名高超的画师。这名
画师时而婉约，仅在一些细枝末节处
稍做修饰，一幅“伏羲观象”的画面便
浮在空中，望着这片历尽沧桑的土
地；时而豪放，用画笔点点落在整个
画板上，每一点都是一个鳞片，目之
所及如同龙身一般，略加想象就会感
觉有条龙在空中飞腾；时而冥想，远

处几朵白云在天与山连接的地方漂
浮了好久，在黛绿色大山的衬托下，
如同在青苔上长了几个巨大的雪白
的蘑菇，飞机像个捣蛋的孩子非要在
画板上加上“两笔”，把蘑菇串成了棉
花糖；时而动怒，不满意之前创作的
作品，按下重置键，一阵狂风过后，画
板重新一碧如洗，万里无云，“蓝”得
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粹。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太阳必定
是白天天空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我
驻村帮扶的三年中，每年至少能看到
一次日晕现象，五彩斑斓的晕环像是
美女花了妆的眼眶，不断向外散发着
迷人的光芒。可能是海拔高，空气中
污染物少的缘故，奇奇里的紫外线指
数略高，非常适宜日光浴。春秋的阳
光最为宜人。和煦的阳光无偿地照
在大地上，戴上墨镜睡在农家乐的躺
椅上，悠闲地接受着大自然给予的馈
赠。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既能起到
杀菌消毒的作用，又能调节高级神经
的功能、改善睡眠，增强人体免疫
力。冬日的阳光最为喜人。寒冷的
冬天，西北风刮起，站在背阴处，感觉
风都往骨头里钻，但是只要站在暖阳
里，便会觉得温暖许多。倘若下午站
在广场西侧和村民闲谈，一会儿的工
夫就跟随阳光聊到了广场东头，一步
的距离能让人感到截然不同的两个
季节。

夏日的阳光炽烈的有些伤人。
特别是中午，阵阵热浪如同太阳在发
射电磁波一样不间断地从天而降，一

声声蝉鸣似乎也在不间断地发出抗
议，但是丝毫不起作用。这个时候躲
进农家乐的窑洞里小憩一会儿，是再
美不过的事儿了。窑洞这一“穴居
式”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
年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如
同自带空调功能，住着既舒适又节
能，有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感
觉，在人类的居所中能如此贴近大自
然的大概就剩下帐篷了。现在奇奇
里的村民还全部居住在窑洞里，窑洞
本身就是天然的高端民宿，我们的农
家乐全部是窑洞改造的。尽管奇奇
里夏日中午的太阳火热毒辣，但是早
晚的太阳还是可以被接受的。特别
是在傍晚，散步十分钟便可来到乾坤
湾畔一睹“乾坤夕照”景象，火红的太
阳像是在云朵中和我们玩捉迷藏，一
眨眼一个花样，一会儿完全被云朵遮
住了光芒，一会儿又露出个头来查看
你我的动向，一会儿完全暴露，瞬间
映红了西边的天空，云蒸霞蔚，气象
万千，眼底的黄河水在霞光的映射
下，金波粼粼煞是好看。但是美景总
是羞于见人，也可能是太阳玩累了，
很快就下山休息了。

天气晴朗的日子，夜幕降临后，
奇奇里的美被璀璨的星空和月色所
占有。坐在村民活动广场西南角的
柏树旁，吹着凉爽的山风，平视着印
有奇奇里标识的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路灯根据周围光线的明暗自动开
关）。地上的路灯亮一盏，抬头看天
空中的星星明一颗，刚开始节奏不

快，慢慢的节奏也变快了，路灯亮两
盏，星星明两颗，路灯亮五盏，星星明
五颗。约摸一支烟的工夫，路灯都亮
了，星星还没有停下的意思。刚和这
几颗熟悉了，又有几颗若隐若现地向
你走来。如果一直盯着星空看，真有
一种坐着宇宙飞船在时空隧道中穿
梭的感觉，听着星星陈说几百年、几
千年甚至亿万年的事儿。半个小时
后，原本空寂的夜空被无数的星星

“霸屏”了，这样的景象，真是满目繁
星，难以数清。尽管不懂天文学，但
我相信奇奇里一定是天文爱好者的
福地。记不清是小学还是初中捡拾
的一点儿天文学基础知识也在奇奇
里用肉眼得到了印证。一闪一闪的
星空中，我能轻松辨识出北斗七星，

“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
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
北，天下皆冬”，驻村帮扶期间，这个
古人根据斗柄指向确定季节的办法，
让我屡试不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奇奇里年长的村民说，他们以往
也根据星象预测天气，比如“星星稠，
晒死牛”“星星眨眼，离雨不远”等等，
都是民间预测天气的谚语。

来到奇奇里的第一个中秋节，
我们驻村工作队的成员都没有回
家。吃过晚饭，我们同往常一样去
乾坤湾景区散步，回村的时候，天色
已经暗了，村口一拐弯，就看到一轮
硕大的玉盘镶嵌在东面的山顶上，
在暮色的掩映下，山体就像是玉盘
的基座，天然形成的艺术品呈现在

我们眼前，大自然追求艺术境界的
进取之心总让人类叹服。大家边惊
叹边不舍地沿着村道走回党群活动
中心，和村民、游客一同坐在广场的
石凳上，赏月，聊天，打牌，吃月饼，
品烧烤，不知不觉已至深夜，但大家
仍迟迟不肯离去。

近几年来，奇奇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改变了历史上“土里刨食，
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壮劳
力甚至60多岁、身体健康的男劳力，
都依靠外出务工的方式照顾一家老
少衣食周全，生活标准达到了小康水
平。这得益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国
家越来越强大，百姓越来越富足。尤
其是对于一些老弱病残、丧失部分劳
动力甚至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村民来
说，更是依靠党的好政策。村里一位
智力略差、吃低保的小伙子，自己也
凭着好力气在外打零工。村民说：

“他这辈子吃喝拉撒就全靠共产党
了”。有一次我问他：“吃上低保了，
在村里种地，不出去打工，生活也能
过得去了，为什么还要往外跑呢？”他
说：“虽然有党有国家给我们托底，也
不能完全坐享其成，总要自己干点儿
啥吧！”一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毫不
犹豫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他的一生
尽管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彪炳史
册的事情，但同样是值得任何人尊重
的一生。后冯家腰一位村民说：“我
活了82岁了，从我经历的和听我爷
爷、爸爸讲过的，再没有比现在更好
的社会了，共产党是真的好！”

奇 奇 里 的 天

我行我思

人们常说：“人有人言，鸟有鸟
语”，那么，鸟类真的会说话吗？

动物一般都有模仿能力，特别是
模仿能力比较高级一些的鸣禽，常常
能模仿不同的声音，并且与它们所模
仿的声音条件、地点、时间及不同的
个体有关。它们甚至于能学人说话，
尤其鹦鹉学说话可以说是十分聪明
的。例如曾经有一只鹦鹉，当它看到
主人把水瓶拿起来时，就学着水流的

“哗啦”之声；当它看到一只蜜蜂飞到
房里，就发出蜂的“嗡嗡”之声；当听
到敲门声时，会大喊：“请进来”。

这是不是说这只鹦鹉就会说话
了呢？其实不然，鹦鹉对这些事都是
无意识产生的，是看见一件东西后，
就起一定声音的反射。例如人们在
训练一只鹦鹉时，把敲门与“请进来”
二者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刺激鹦鹉，鹦
鹉便把这些信号储存起来，经过反复
刺激，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因此只要
当它听到敲门声，接着就会大喊：“请
进来”。但有时外面在敲木板，它也
会大喊：“请进来”。

除了鹦鹉之外，百灵、八哥和鹩
哥等也能学人说话。

鹦鹉在鸟类学中属于鹦形目，鹦
鹉科。鹦鹉有短而强的嘴，其上嘴弯
如钩，钩内有锉状构造，最适合用于
钳破种子。而八哥和鹩哥是表兄弟，
在鸟分类上同属于雀形目，椋鸟科的
成员。

八哥全身羽毛黑色，两翅和尾端点
缀白色，展翅飞行时，从下面看，两面的
翅刚好像八字，故得名八哥。八哥鸣声
嘹亮，略具音韵，有时会变得粗厉。八哥
食性杂，不畏人，容易养，又会学舌，爱唱
歌，是江南一带人民喜欢养的笼鸟。

总以为巧嘴学舌的仅是八哥和
鹦鹉，实际上，鹩哥才是最善于学人
语的一种鸟类，一只年轻的鹩哥，只
需要一星期就能学会一句话。它还
能模仿杜鹃的叫声。它不但会学声，
还会学调。如它学尖脆的女声和浑
厚男声时，口齿清楚，惟妙惟肖。诗
人白居易赞它：“耳聪心慧舌端巧，鸟
语人言无不通。

爱说话的鸟儿
文/丁玉宝

人生百态

文/卫彦琴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亦名
端五，古称天中节。端午又叫做端阳，
盖端者始也，为阳极之日，夏季热浪在
此时开始，所以叫做“端阳”；是月菖蒲
盛开，故又称为蒲节；到了民国定为夏
节，也叫五月节；民国十九年，通令改
称重五节，又叫重午。

相传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
而死，就以这日为纪念屈氏的令节，于
江滨建了屈子祠，后人于是举行赛龙
舟和吃粽子来纪念。民国二十八年，
京沪文艺作家，以诗人屈原志节高尚，
又决定此日为诗人节。

有关端午粽子的最古名称叫做
“角黍”，据西汉周处风土记里所述，乃
以竹筒盛米烹而啖食，因又名筒粽。
至于粽子的由来，据《异苑》里载：“粽
子，屈原姐始作，五月以竹筒贮米，投
水祭屈原，后人或以之祭先”。相传屈
原之姐，为离骚里所云“女嬃申申其詈
予”的女嬃，而在屈原诞生地的湖北省
属的秭归县境内，尚有女嬃庙。

隋唐以后，粽子的花样百出，名
目繁多，最著名者有九子粽、百索粽、
角粽、锥粽、菱粽、称锤粽等。如蔡云

《吴歈》诗云：“称锤粽子满盘堆，好侑
雄黄入酒杯；余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
额噀墙隈。”到了宋时，还发明了竹箨
做的裹蒸粽，而裹蒸是用糖和糯米香
药松子等物，以竹箨裹蒸者，即所谓角
黍也。苏东坡于《皇太后阁六首》诗有
云：“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包苞万里
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馔里得杨
梅。”也许是粽子性甚黏滞，在粽里加
些酸味的杨梅可以帮助消化吧？

端午节除上述民间风俗外，尚有
午时书、午时水、午时粥、浴兰阳、斗百
草、作枭羹、射粉团、不举火、迎婆神祠
郡守、制蟾蜍药、挂钟馗像等之举，成
为中国重要传统节日了。

多姿多彩的端午节
文/王东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
们来山大商务学院上学已经快3年
了。经历过青春的心酸与挫败，也
收获了美好的回忆和无数果实。
在美丽的商院，与老师们和同学们
一起走过的这几年，充实而丰富，
这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些年我亲身感受到了山大
商务学院里老师的热情和同学的
温暖。学期内在学院上课学习，寒
暑假在吕梁、太原进行社会实践，
合理的安排让我真正实现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还记得在吕梁财政、太原金

融实践的日子，我把商院里老师
“输送”的营养，在现实中消化，认
真践行了在上班时间合理安排工
作 ，在 数 据 整 理 等 方 面 尽 力 做
好。边学习边实践，我的青春边
成长边提升。

我的大学生活是带着对过去
的留念，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
期望开始的。

大一的自己，眼里有光，心中

有信，就像一颗想要冲破泥土束缚
的嫩芽，希望接受阳光的照射以及
雨水的滋润。我还记得在操场上
拼命奔跑的自己；为英语演讲比赛
一遍遍排练的自己；为获一等奖学
金早出晚归学习的自己。现在回
头看看，大一努力过、奋斗过的日
子真得很充实、很开心、很美好。

跟着时光的脚步，带着自己取
得的成绩，我进入了大二。

大二的我，阳光向上，希望把
自己接受的正能量都散发出来，把

快乐与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我
竞选了疯狂英语协会主席，如我所
愿，我站到了社团最高点……

看着落叶风情街又铺满了黄
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大三。大三
没有了大一的浮躁，也没有了大二
的匆忙，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地沉
稳，并伴随着一丝惆怅。“稳”的是
性格，“愁”的是迷茫，“喜”的是记
忆……但现在，我想对大三的自己
说：“月亮，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念
念不忘，必有回响。”

未来的自己，我不知道你能否
考上研究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事
事顺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光芒万
丈……但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
想自己的初心，想想在商院努力拼
搏的日子，就会告诉自己，熬过这
一切，就会星途璀璨，前程似锦，未
来可期。

乘风破浪，不负韶华，我们永
远向阳而行。美丽的商院、山城的
吕梁、锦绣的太原是我们永远前行
的记忆。

永久的记忆岁月沉香

文/毛 月 薛 通

奇奇里风景美如画奇奇里风景美如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文/赵巍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