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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年少轻狂，我曾经疯狂地迷恋
武侠江湖，曾经无比热切地寻找过
江湖，盼望在青城山或峨眉山与那
些仗剑天涯的侠客偶遇，与他们一
起匡扶正义。我想象中的江湖与所
有少年一样，有宝马，有快刀，有英
雄，有美女，有参不透的禅机，有喝
不完的烈酒。更有踏不尽的不平
事，斫不尽的恶人头。多年以后，我
才意识到，与其说我迷恋江湖本身，
不如说是迷恋一种为客江湖的苍凉
行走。江湖，也必须依靠足够多的
行走来维持存在。我这样说，是我
早就清楚，我所追寻的江湖，其实只
是个幻象。因此，江湖不过是少年
成长期的烦恼罢了。

作家郑骁锋认为，每位少年在
长出白发的那一刻，才会生成属于
他自己的真正江湖。它们悄然降
临，无影无踪而又无处不在，依据各
自的气息分门别派，推杯换盏间，或
是歃血为盟，或是短兵相接。所有
的暗器都没有解药，所有的绳索都
打成死结；唯一的标准是成王败寇，
最大的忌讳是快意恩仇。郑骁锋希
望自己能在江湖之浪涛中溯流而
上，去荒郊、古庙、老村、边城，逐一
搜寻先人遗落的残刃与秘籍，直至
在它们的指引下，回到最初，去唤醒
那声被封印在酒杯底的裂石崩云的
长啸。

在最近出版的《老江湖》这本散
文集中，郑骁锋于长江、泾河、钱塘
江、西湖等水系的大背景下，探索诸
如梁山好汉、绍兴师爷、九姓渔民、
不第秀才、闽赣客家、湘西苗人、江
南矿工、丝路僧侣等具有民间抑或
草莽意味的文化古迹，在江湖的浪
涛中溯流而上，追寻那些封印许久
的江湖行走。本书是郑骁锋历史散
文读本《为客天涯》系列之一，从商
周时代到晚清残局，涉及的古文明
形态包括墓葬、石窟、寺院等。作者
的笔触，指向大地伦理，指向广阔的
历史和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他的行走和书

写，正是一个传统儒生的朝圣之旅。
以《杭州西湖》为例，作者谈到

“西湖很小，但它就像一枚玲珑的印
章，有了它，整幅中国画卷布局才能
圆满，笔墨才能灵动，气韵才能轩
昂。印章钤下的刹那，整个中国氤
氳开来一股碧绿的清凉。”作为一处
妇孺皆知的名胜，西湖有“苏堤春
晓、雷峰夕照、平湖秋月”等景点。
这些景点的确美不胜收，但让我们
记住西湖的，其实是那些与西湖相
关的名人。譬如岳飞、于谦、张苍
水、秋瑾、武松等，作者通过梳理这
些人的英雄事迹及后世口碑，再一
次强化了我们对西湖的向往。

读郑骁锋的书册，是如此容易
地倾听到他体内激越却又节制着的
轰响血液。对于沧桑累累的历史，
他总是独出己见，新鲜锐利。摆脱
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百态江湖，
肯定是该仁慈的时候仁慈，该残酷
的时候残酷，该意气的时候意气。
这样的酣畅淋漓，郑骁锋给我们进
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梳理，让我
们得以在他所营造的江湖世界中，
寻找到草莽江湖的苍凉行走。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愿我们也能在行走中咀嚼出属于自
己的江湖滋味。

本报讯 环保题材长篇报告文学
《绿色向戈壁延伸》近日由青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

在作品首发式上，青海省作家协
会主席梅卓和青海多位老作家对作品
给予高度评价。《绿色向戈壁延伸》由
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生态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夏连琪
历时两年创作而成。作品分为 10 章，
即瀚海绿潮、清洌洌的高原水、生态环

境保护之剑、崛起的循环经济、走进自
然保护区、生态农牧之歌、野生动物的
天堂、绿色誓言、湛蓝的天空、呵护美
丽的家园，从不同角度反映柴达木盆
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

作者深入基层，采访数十位奋斗
在生态环境保护一线的干部群众，讲
述了不少生动感人的生态环保故事，
还穿插了数十首通俗流畅的青海花
儿。 张继生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山西第
二届环保书画交流峰会近日在太原举
办。活动以“传播绿色文明，参与环保
行动”为主题，特邀书画家现场挥毫泼
墨，以环保、正能量、公益、社会责任为
题，创作一幅幅传播绿色文明的书画
作品。

交流峰会还举办环保书画作品
展 览 ，并 邀 请 专 业 人 士 进 行 鉴 赏 解
说 ，激 发 参 与 者 对 艺 术 的 崇 尚 和 对
环 保 行 动 的 支 持 。 此 外 ，还 举 行 了
千 人 签 名 活 动 ，与 会 领 导 、专 家 、艺
术 家 、企 业 家 、群 众 同 框 题 字 ，用 硬

笔 、毛 笔 、个 人 印 鉴 等 ，在 签 名 墙 上
留名。

活动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指导，
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政府、晋中市生态
环境局介休分局、消费日报驻山西记
者 站 主 办 ，山 西 安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三 晋 易 儒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承 办 ，山 西 省 环 境 文 化 促 进 会
协办。消费日报社社长李振中在致
辞 中 表 示 ，希 望 通 过 这 场 高 雅 的文
化艺术盛会，向公众广泛宣传生态环
保理念，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行动
自觉。

芮城词话
◆哲夫

《伐檀》——调寄《临江
仙》新韵

史 料 称 ，芮 城 殷 商 时 属 方 国 ，称
“芮国”，西周初分封诸侯，武王封姬姓
子弟于此，称魏国，今县城北有魏城遗
址，驰名中外的永乐宫便被迁移到了
那里。芮城，或曰芮国，春秋时属晋，
战国时属魏。芮国和魏国，其实在当
时只是两个不同的诸侯国，只不过地
理位置比较近。芮国也好，魏国也好，
都是历史，且都在如今的芮城县境内，
故统而言之。

《伐檀》一诗，是魏国也即芮城地
区在先秦时流传的一首民歌，后收入

《诗经》。这首流传于芮城大地的民

歌 ，是 中 国 最 早 一 首 劳 动 者 对 有 钱
人 发 出 不 满 的 讥 讽 或 控 诉 的 诗 歌 ：
不 种 庄 稼 的 人 比种庄稼的人日子过
得好，不狩猎野兽的人却总有野味吃，
世道不公平。何以芮城先人觉醒的如
此之早，我想这与最早使 用 火 一 样 ，
可 以 在 芮 城 西 侯 度 遗 址 找 到 原 因 。
因 为 火 是 文 明 的 催 化 剂 ，可 以 醒痴
化愚。

文明发展到今日，不满现状的芮
城古人已经作古，不满现状的今人却
又出现了，这里当然也有我的影子，且
反了个儿说：无度樵采渔猎糟蹋土地
可以休矣，继续下去有钱人没钱人都
不会有好日子过，得赶紧打住了！此
一时彼一时，这首反复咏叹的《伐檀》
诗，忽然就生发出几分生态环保的新
意。

故录在这里，以备人们从中得些
启发——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
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廛 兮 ？ 不 狩 不 猎 ，胡 瞻 尔 庭 有 县 貆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
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亿 兮 ？ 不 狩 不 猎 ，胡 瞻 尔 庭 有 县 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
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囷 兮 ？ 不 狩 不 猎 ，胡 瞻 尔 庭 有 县 鹑
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的目的是为养生，可是这
千百年来砍伐的结果，迄今，诗中所说
的河水还“清且涟猗”吗？河里还有鱼
和水鸟吗？山里还有广袤的森林和各
种野兽吗？树伐光了，不知不觉我们
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不稼不穑”“不
狩不猎”的尴尬境地。

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

两句话十分精辟，故解之曰：人穷了往
往会自愚，破罐子破摔，而马瘦了只长
鬃毛不长力气，还会自束其蹄，不肯奔
驰。所以扶贫这事儿不仅是救穷，更
是振人心志，启人灵智，醒人魂魄，有
恢复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作用，功
德无量。

细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
非一句平常说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
的真理。以我这些年生态写作的所见
所闻和感受来说，我得出一个结论：生
态兴，百姓冨，生态穷，百姓苦。生态
扶贫是根本。我因此而填了一首《临
江仙》感慨芮城《伐檀》的过去式，也即
是中国的过去式曰——

坎 坎 之 声 伐 檀 也 ，素 餐 胡 取 禾
兮？渔樵猎狩日沉西。噬脐人恨晚，
马瘦自羁蹄。坎坎之声千万里，魏国
碧翠绝兮。饮沙啜土染涟漪。中条神
秀闭，华岳毓灵离。

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向戈壁延伸》出版
生态环保人深入一线 讲述感人故事

为客江湖，苍凉行走
◆邓勤

《老江湖》

作者：郑骁锋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9月

领略艺术风采 参与环保行动

山西举办第二届环保书画交流峰会

文化快讯

漫卷书香

古渡——《山坡羊》小令

滔滔流布，悠悠掌故，合林寺耸河
东府。纳江湖，滚滩涂。十八湾里开
旗鼓，千万物移伏镰斧。西，风陵渡，
东，大禹渡。

芮城县是山西省南大门，其所在
的运城市襟带黄河而袖纳中条山，古
称河东。曾是舜、禹建都的所在，舜都
于蒲板，禹都于安邑，即今永济市和运
城市。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嫘祖教
民养蚕于夏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
祥地之一。

芮城县有两个著名的渡口，一个
是风陵渡，一个是大禹渡。

风陵渡位于芮城县西南端，黄河
流过河口镇，为南北走向的吕梁山所
阻，只好折向南流，奔腾于陕西、山西
两省边界的峡谷之间。河水从壶口瀑
布倾泻而下，出龙门继续南流，到潼关
附近因受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之华山
所阻，折向东流的拐角处，便形成了风
陵渡。

风陵渡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咽
喉，跨华北、西北、华中三大地界，鸡鸣
之声达于三省。作为黄河的要津，古
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通过这里，往来
于秦晋豫之间。金人赵子贞《题风陵
渡》诗曰：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
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

往县城东南12公里去便是大禹渡。
大禹渡依崖傍水，绿树森森，高举

于黄河岸碛之上，占地面积 450 余公
顷。除了与不远处的风陵渡具有同位
优势，地处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
之滨，还是古往今来万里黄河两岸以
大禹冠名的千年古渡处的惟一。

大禹渡又名神柏峪，属人类早期
活动龙山文化。这里有黄河流域最大
石雕大禹像、定河神母雕塑、巨石天书
等阁亭景观。绿树掩映的合林寺、禹
王大殿、观音庙、水官大禹和圣水观音
神像、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引黄高
灌工程以及往来如梭的黄河游气垫
船，无不说明这里的文明与古老。

史料和民间传说与之交相辉映。
公元前 2100 年间黄河泛滥民不

聊生，大禹受舜之命率众治水，在此处
栽下一棵柏树以作为观察水势的标
志，并在此柏树之下得到圣水观音的
点化，这是观音文化的产物，悟得了乃
父治水失败于一味
的堵，而疏而导方
为治水良策。故上
凿龙门，下开三门，
疏导纷乱的洪水，
归经返纬，循序浩
荡入海。连续治水
十三年，三过家门
而不入，终于治水
成功并被禅让为帝
禹，成为神一样的
人。

有朋友以现代

人口吻批评过去人说，传说编得有些
不合适，比如说，圣水观音点化大禹，
根本就是不懂历史，那时佛教还没有
传入中国呢。我笑着宽慰他说，架不
住后来还是传入了，老百姓是在传说
的基础上又掺入了新的内容。他们心
目中的大禹或是别的伟大人物，通常
都没有国籍，都是可以穿越的神人。
千百年来，传说与黄河同在。

临河风景线上，最先入目的当是
大禹当年种下的那一株勘察水情标志
的柏树，迄今还如同一面翠色的旗帜，
样貎清奇却并不十分高大，姿容秀逸
却并不过分张扬。据说此柏至今已有
4500 多年的历史，早在明清时便被时
人称之为神柏。果真，与之对应的是
一方清道光四年勒石的《神柏峪重建
禹王庙的碑记》遗存。此柏斯时已经
成神并有了神柏峪这个地名，足以佐
证其古老与不凡。

这些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历史遗
存，兼收永乐宫中国道教文化中的神
鬼说，并蓄外来佛教文化中的观音文
化，以自然生态和河东人文为底蘊，使
道、儒、释，交相辉映，丰富了黄河本土
的所谓根祖文化。什么是黄河的根祖
文化呢？那就是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
的龙文化，黄河是一条大龙，中国人是
龙的传人云云。

大禹景区和芮城一样，打的也是
生态牌。周遭植被的茂密使景区享有

“森林氧吧”之美誉。远离尘嚣，使这
里的饮用水，不仅是广告语而是真的，
富含锶、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无污染，
素 有 山 中 的 矿 泉 水 和“ 神 泉 水 ”的
美 称 。 用 这 里 的 水 泡 茶 ，茶 与水相
得益彰，远来的客人，不妨来试试真
假。

大禹渡上世纪 70 年代初建造的
大型引黄高灌工程，迄今仍然运行良
好，此工程以开创三大技术先河而闻
名于世，一是一级水源站采用活动泵
车抽水，二是建两厢沉沙池，解决了黄
河泥沙不易处理难题，三是二级站一
次扬高 200 米，首次突破单级扬程不
能超过百米的极限。所动用的土石方
量若一米见方排列起来有两条万里长
城那样长，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十大成就”之一。

我填了两首《山坡羊》小令，合为
上下两阕，上半阕发在开篇，而下半阕
发在结尾，以为前后呼应，曰——

炎黄血脉，舜尧魂魄，龙盘螭蜛圆
神柏。劲虬搓，铁蛟梭。引黄高灌红
韦驮，活动泵车青史册。浊，沉以碧，
沙，堆岸碛。

光伏——调寄《临江
仙》平水

这一点，芮城一位名叫高文毓
的老人，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深刻认
识。今年 9 月，“美丽中国·生态山
西”作家采风团走进芮城，在虎庙山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时，见到了年已 82 岁依然精神矍
铄的高文毓先生。他在报告中谈到
自己儿时的见闻和因此而萌生的一
个童真的愿望：

“大雨过后山坡上的耕地被冲
得七零八落，沟洼中的耕地也多被
冲开大壑口。有人告诉我，洪水冲
跑了地表肥土，耕地越冲越贫瘠，我
看到沟壑边大树周围总是聚集着一
大块土……大树众多根系的固结网
络作用，土才没有被洪水冲走。噢，
原来栽树木可以固土……”

多年前芮城县委和政府便在全
省 率 先 提 出“ 走 生 态 文 明 发 展 之
路”，确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的思路，坚持生态环境保
护和绿色转型发展，2018 年这里被
命 名 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恢宏的时
代背景，高文毓老人儿时的愿望才
得以实现。

这位芮城县南卫乡山底村人，
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水土保持专业，
原本是山西省水利厅的一位总工。
1997 年他退休后带全 家 人 和 几 包
树 种 回 到 老 家 ，承 包 了 南 卫 乡 政
府 8900 多 亩 面 积 的 虎 庙 山 荒
地 。 虎 庙 山 位 于 中 条 山 南 麓 ，沟
壑梁峁，纵横交错，晴天沙尘飞扬、
雨天洪水泛滥，是“兔子都不拉屎”
的秃石山。

他说：“20 多年来为了上山栽
树，光我家的三轮车就报废了 6 辆，
三轮车轮胎不知换了多少个，家里
的撅头和钢铣不知换了多少茬把，
胶鞋也不知穿烂了多少双，退休金
也不知贴进去多少……”

高文毓率领家人以及他人共栽
树 180 余万株，绿化 8300 余亩山坡
地，修建蓄水窖 30 余眼，整修道路
15公里。

看到满山郁郁郁葱葱，有人说：
“老高，你的家当可是不少啊。”

高文毓苦笑说：“我的家当只值
一盒火柴。不！一根就够了！”

这话不是瞎说。除了要说服家
人、拉上儿子参加、贴上退休金、棺
材本、天天吃住在山上、忍苦受累不
说，最让高文毓为之心痛难过的是
满山变绿之时，飞来横祸：“2009 年
春天，一位乡亲在自家农田烧枯草，
一不留神火苗像蛇一样滋滋溜溜就
上了山，把我前些年造林最早、长势
最好的一块近 100 亩侧柏林全部烧
毁……我既心酸又心痛，满眼全是
泪，忍也忍不住，一下就晕倒在山坡上
不省人事了。2010 年的火灾，过火
面积 500 余亩，惨象没法子说……

这 20 多年时间大小火灾前后发生
过 9 次……一边心痛又一 边 感 动 ，
每次火灾县乡领导和村民都会奋
力 帮 我 扑 火 ，那 场 面 你 能 不 感
动？”

20 年后的今天，虎庙山已经成
为芮城县一道风景，每到秋天五色
斑斓，核桃、山杏、山梨，唾手可摘。
高文毓就此曾晓喻全村老小，利益
共享，举凡山上果实，村里乡亲人
等，任凭是谁，想摘就摘，只要大家
爱护树木。近年村人因此致富者不
乏其人，最得益者仅此一项收入就
在万元以上。这位不谋私利、不求
闻达、只想有利于社会的老人，20
年来慷慨地贡献自己，直到事迹被
人披露出去，才引得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新华社、山西日报等多家媒
体，前来采访报道。

他这样说：虎庙山在我们高家
三代人的辛勤培育坚持不懈的治理
下，年年都会有新变化。人的年龄
可以衰老，但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心永远年轻！

我接触的芮城干部和群众，都
如 同 光 伏 发 电 一 样 ，是 绿 色 的 能
源。那天芮城县委书记望着满山遍
野向日葵一样跟着太阳转的深蓝色
的光伏板动情地说：“光伏发电不仅
满足我们芮城的全县用电，还多余
出两亿多万伏电输入电网支援全国
人民用电。光伏板下种植的油牡
丹，是可以榨油的，用于化妆品制
作。”

这位寸头花白的县委书记给人
以厚重感觉，他的脸如同光伏板也
似镀着阳光釉，认真回答我的询问
说：“我在芮城工作了 8 年，从县长
干到了书记，芮城的气候和水利条
件非常适合生态立县，比如说种一
株树的成本，就比右玉种一株树的
成本低，我们芮城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都一样好。如果芮城的生态
建设一直搞下去，生态效益和经济
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此次来芮城 先 后 到 西 侯 度 遗
址 、亚 宝 集 团 、宏 光 医 玻 、光 伏 基
地、新能源展厅等处采访，参照系
数 是 上 世 纪 末 ，愈 加 从 中 感 受 到
了芮城近些年发展之快之深之高质
量——快是 城 镇 的 变 化 ，深 是 文
化 的 建 设 ，高 质 量 是 生 态 可 持 续
发展。

从《伐檀》到种树到生态全面发
展，从燃薪取暖到光伏发电到清洁
生产循环经济，这是个曲折螺旋的
上升过程。黄河在芮城拐了最后一
个弯向东流去，太行山支脉中条山
与秦岭支脉华山因黄河相依相偎相
连，各取二山首字，竟然出“中华”二
字。西侯度出土的禽兽烧骨打破了
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纪录……冥冥
之中莫非前定？或者是造物之前便
天造地设？暂时无解。故又填了一
首《临江仙》曰——

坎坎伐檀声已悄，芮城今又青
兮。种城植地绿涟漪。孜孜神秀
举，汲汲毓灵黧。十万金鳞光伏起，
一河环绕高低。西侯度破火人栖。
中条雄中国，华岳唱华鸡。

图为大禹治水手绘画图为大禹治水手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