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农村，人们习惯晚饭后在院子

里乘凉，由于蚊子多，有的人家就在院子里

挂一盏灭蚊灯，让蚊子自投罗网。看到这

种情景，我常会想起小时候使用火绳驱蚊

的情景，它不仅香气氤氲，还能把蚊虫驱赶

得无影无踪，堪称驱蚊“神器”。

火绳是用蒿草编成的麻花辫子，没

有明火，耐燃性强，而且烟雾很大。编制

火绳，需要在处暑或白露节令时到田野

割取，割早了，蒿草没有长出籽粒，驱蚊

效果不佳；割晚了，籽粒脱落，蒿草也干

了，就失去了油性和韧性，编制的时候很

容易折断。

火绳起源于何时，无可考证，但明代方

孝孺在所撰的《蚊对》中就有记载：童子拔

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

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

已去矣。可见，火绳驱蚊从古人那时就开

始使用了，很受人们的青睐。

编好的火绳有手腕一般粗，搭在墙头

或梯子上，自然风干。到了次年盛夏和孟

秋，正是蚊虫肆虐的时候，人们才取出一两

根点燃。点燃的草绳，那暗香沉沉、烟雾袅

袅的效果，不大一会儿就能把蚊虫熏得远

远的。人们沉浸在宁静的院子里，吹着夏

日凉风，谈论谁家的田里打了多少粮食，谁

家买了一辆自行车、缝纫机，又是谁家的孩

子考上了大学……在丝丝缕缕的烟雾下闲

聊，不仅不会呛人，还能免遭蚊虫叮咬，真

是惬意极了。

火绳还有一种用途，就是驱逐麻雀的

“神器”。每年秋天，当沉甸甸的谷子弯下

腰时，成群的麻雀就会袭来糟蹋庄稼，尽管

人们站在地头吓唬，但也是无济于事。

几天过后，成群结队的麻雀就会把谷穗

啄得惨不忍睹，让人怒不可遏。于是，火绳

就派上了用场，在护秋中发挥很大作用。

护秋的火绳，需要找来一挂鞭炮拆解，

在火绳上隔几厘米距离插上两枚小炮，密

密麻麻的样子。然后，再用杆子把火绳挂

在谷子地上空，点燃火绳后，随着火绳徐徐

燃烧，每隔几分钟就会响上两声，把麻雀惊

得魂飞魄散，仓皇而逃。

除了这些，听说火绳在过去还是一种

计时器。在缺少钟表一类计时器的年代，

人们往往通过观日确定时间，如果赶上阴

天，人们在田间耕作时，从来不知道时辰，

更不知道该不该回家了。所以，就在地头

燃上一条火绳，以火绳的燃烧长度决定收

工的时间，因为火绳燃烧十厘米需要多

长时间，大家心里都有数。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在民间源远

流长的火绳，已经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兴事物。虽然这

些事物远超火绳的效果，但火绳那取之

方便、反映人类智慧的特质，在带给人

们美好记忆的同时，也时常激起无数人

的乡愁。

似水流年

消失的火绳
□ 赵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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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

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

版 面 进 行 改 版 ，开 设《文 化》

《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

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

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

《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

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

《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

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

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

基 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

展 现 我 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

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

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

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

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

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

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重游南湖瞻红船
□ 钟芳

靖边波浪谷：那一抹凝固时空的彩霞
□ 曾德超

大美三秦

丹霞的成分家家相似，丹霞的奇景却各有不同。

我国是一个丹霞地貌众多的国家，其中不少

让人叹为观止。如广东韶关的丹霞山，作为世界

“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它是世界上已发现的1200

多处丹霞地貌中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类型最

齐全的集中分布区，其丹崖色泽如渥丹、灿烂似彩

霞，美轮美奂，宛如仙境。再如甘肃张掖丹霞，位

于河西走廊中段，丹霞地貌体量大、发育好、造型

全，且岩石纹理丰富，以色彩艳丽、层理交错、气势

磅礴、场面壮观而著称于世。那么，是否其他丹霞

地貌就没有那么壮美奇绝了呢？实则不然，所谓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不同的

丹霞地貌有不同的奇景，特别是2005年后才逐步

进入大众视野的榆林市靖边县的龙洲丹霞，纯粹

由旅游爱好者发现，其独特的色彩、线条、形态、构

造之美独树一帜，似乎是一抹凝固了时空的彩霞。

说起陕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望无垠的

黄土高原和交错纵横的沟壑梁峁，十分苍凉，但那

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现如今，经过人民群众数十

年如一日的植树造林，陕北已经是绿满山川了，所

以近二十年来，不少旅游达人走进陕北，去领略黄

土高原上的另类美。2000年前后，有驴友不经意

间在靖边县东南22公里处的龙洲镇闫家寨子发

现了一处奇景，这里苍山环抱、绿水萦绕，方圆百

里被奇异的红砂岩石所覆盖。那些高高袒露的红

岩，一层层、一圈圈、一簇簇，好像凝固的奔涌往复

的红色波浪；那些耸立在河谷地带的红色石壁，有

的像丹狮啸天，有的像焰火升腾，有的像彤云飞

渡，变幻多姿；那些依水而立的红岩，有的像锦鲤

跃云，有的像金蟾戏水，有的像铜驼迎日，和碧绿

如镜的平阔水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随着摄影

爱好者纷至沓来，各种美景通过一张张精美图片

呈现给大众，使这里一时声名鹊起。

纵观龙洲丹霞，主要分为火焰丹霞、赤壁丹

霞、地心丹霞三大部分。

进入龙洲丹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火焰丹霞。

此处的红砂岩色泽鲜艳，远看好像火焰山一样，

所以叫火焰丹霞。

这里是一大片地势相对平缓的坡地，顶部是

广阔的黄土地带，而那些层层叠叠的石头就像从

古老的黄土地里长出的凝固波浪一样，在光与影

的渲染之下，异常鲜红。站在这一大片有倾斜度

的火焰丹霞边，可以看到红色岩石的纹理线条流

畅，蜿蜒婉转，呈现出一种波浪回旋状，有的像喷

泉般纷涌汇聚，有的像层叠的波浪向上翻滚，此起

彼伏地拍打着黄土岸，还有的像迸发的流水一般

倾泻而下，注入前方赤壁丹霞的峡谷深处。在周

边黄土的映衬下，整个景象艳丽如丹霞，壮阔似大

海，既有油画的色彩，又有国画的写意，幻化成了

一幅奇特的大美景观。

沿着观光栈道行进，不久就到了流波台。流

波二字取“行云流水，波浪翻涌”之意，在这里放眼

望去，高处的“波浪”，汹涌澎湃，气势雄伟，似乎要

用火热的激情感染游人；近处的“波浪”，条条圈

圈，色泽温润，似乎要用地道的陕北歌舞打动游

人；低处的“波浪”，层层叠叠，平滑流畅，似乎要用

优美的身姿引导游人。这一切，构成了火焰丹霞

区最精彩的部分。

这里原本称作红砂峁，后来被摄影爱好者冠

名为“波浪谷”，可谓十分贴切传神。据说，有到过

美国亚利桑那州波浪谷的摄影爱好者看到此景后

大为欣赏，认为这里相较于作为世界八大岩石奇

观的美国波浪谷的色彩、线条、气势，有过之而无

不及，应冠以中国波浪谷之名，后来名气日盛，

整个龙洲丹霞景区就得了一个新名——波浪

谷。有旅游专家总结，美国的波浪谷为红白相间，

色彩变化不大；而龙洲的波浪谷则兼有碧、褐、丹、

黄之色，奇、雄、雅、秀之形，景致之美，更胜一筹。

顺着栈道继续下行，就进入了景区的峡谷地

带。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有小溪从上游潺潺

而过，冲积成一片与红色相映成趣的绿洲。从峡

谷往上看，北岸的赤壁笔直高耸，巍然屹立百米，

犹如刀削斧劈一样，远远望去，千姿百态、险峻奇

绝，尤其是其中连续三段高不可攀的红色断崖，形

成了巨大的天然回音壁，在此高声一喊，余音缭

绕。南岸的黄土层与砂岩缠绕包裹，崖壁稍缓，在

险峻处，造物主也留下了千古杰作，有的如各种动

物从崖壁冒出头来，朝着游人搔首弄姿；有的红色

雕像兀立崖壁，若有所思；有的蒙着厚厚黄土，如

布满黄色皱纹的陕北老汉，静看风云变幻。峡谷

两岸壁崖共同形成了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

沿着两岸继续前行，眼前别有一番天地，一条

貌似峡谷的河沟横亘在前面。红色石头纹理全部

呈流水状凝固，像一株株红色的冰挂，又似一股股

封冻的岩浆，与沟底一湾湾流淌的河水、岸边一丛

丛摇曳的芦苇，还有远处覆满绿色植被的山峁，构

成了一幅优美的立体画，峡谷、赤壁、黄土、清溪、

绿草在这里完美统一起来了，让人心旷神怡。不

由得想起清朝诗人罗锦山的诗句：“崚嶒赤壁接云

天，一抹浓红入望月。”

顺着峡谷向南拐，景色迥异。在这里，仿佛置身

于一个红色竖井，抬头望去，是高远的湛蓝天空；

环顾四周，则是千奇百趣的怪石，让人目不暇接，

好像走入地心一般，所以这里被命名为地心丹霞。

地心丹霞有三个主要区域：飞波台、龙回首和

一线天。从飞波台环望景区，流云飞霞，绚丽多

姿，犹如乘坐在飞奔的波浪之上，可能这就是飞波

台得名的原因，其东南的红岩峡谷，曲径幽深，岩

石殷红，绿树青翠，红绿相映成辉。地心丹霞最壮

阔的景点是龙回首，景致包罗万象，红砂岩怪石嶙

峋，姿态万千，纤细的岩石纹路展示着沙丘沉积的

运动过程，各色的纹理则展示着地质运动的奇观，

在交错处和角落处形成了更加复杂与抽象的图

案，描绘着大自然的杰作。一线天就好像红色砂

岩中绽裂的一道细长缝隙，去承接自然的气息，去

孕育光与影的画卷。穿行其中，不得不感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面对这样的壮美景色，再看那些

生长在此谷此崖的树木，不由得涌起“孤生崖谷

间，有此凌云气”的豪情。

在波浪谷主景区之外，还有大片的丹霞美景，

其中特别让人流连忘返的是水上丹霞。水上丹霞

是一个湖泊嵌在丹崖赤壁间形成的特殊景观。

远望，丹崖如红色船帆在水面漂浮；近看，赤壁

直似刀削斧砍、异峰突起，与蓝天碧水相映生辉，

别样壮美。

这里独特的地质构造随季节、气候变化形成

的不同美景具有多样性，尤其是在雪后初晴、阳光

和煦，雨过天晴、太阳朝升西落时，红砂岩色泽更

加鲜艳，熠熠生辉，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更加强烈。

它所展现出来的风姿，就像一幅幅凝固岁月的丹

青画，让人震撼。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时，龙州丹霞地貌景色同泰山、长江、黄河、天安

门一起作为献礼视频，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使其

更加闻名遐迩。

再好的景色没有人文的浸润也会显得浅显单

薄。龙洲丹霞不仅自然景色壮丽，人文底色也浑

厚壮美。苍茫的黄土高原，在红色砂岩的自然雕

琢下，犹如时光年轮，记录下亿万年的风霜侵蚀，

沉淀出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这里的龙洲古称龙州，通关中、扼晋陕、连漠

北，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

之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龙州公社掀起了兴

修水利的热潮，为了强调水的重要性，便在州字前

边加了三点水，变成了“龙洲”。

为何取名龙州？据说在远古时期，龙州是一

个古湫（湖泊），玉帝派遣龙王守护，不管是天旱还

是雨涝，水位不增不减，因此被命名为龙湫，后来

人们嫌谐音不雅，便改名为龙州了。还有一个传

说，当年轩辕黄帝在此征战，留下了很多遗迹，于

是地名带上了“龙”字。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北巡

朔方祭祀黄帝时在此建有行宫，始将此地命名为

“龙州”，是当时汉朝三十六州郡中最北的一个

州。“但使龙城飞将在”的飞将军李广曾镇守此地，

阻匈奴于塞外，“龙城”或许就是当时的龙州城。

北宋时期，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为防范西夏，

在此修建了新的兵营，人称“范仲淹哨马营”，其间

他写下了“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著名诗篇。

波浪谷不远处，明长城穿行而过，城旁建有龙

州堡，它在榆林境内三十六堡中虽只是个不大不

小的营堡，但却是延绥长城西路的第一座营堡，重

要性不言而喻。龙州堡从戍边御敌到扼险据守，

再到成为文化遗存，见证着一代代边城人可歌

可泣的故事，延续着长城和古堡文化的坚韧生命

力。遥望城墙古堡遗址，追古思今，感慨涌来，昔

日的狼烟烽火、鼓角争鸣似乎仍未远去，唐朝诗人

张巡的《闻笛》诗句也一行行在眼前浮现开来：

岧峣试一临，虏骑附城阴。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

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

被称为“时间的年轮、大自然的指纹”的绝美

波浪谷，承载着自然的馈赠，沐浴着岁月的洗礼，

勃发着人文的积淀，处处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也必

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一睹其风采。

诗话节气

古诗词里的小暑
□ 闫相达

“小暑小暑，热浪袭人。”小暑预示着盛夏的脚

步渐近，酷热难当，象征着稻谷等夏日庄稼日渐

成熟。因此，小暑乃古人对自然节律与农耕活动

的精准归纳。小暑亦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

他们挥毫泼墨，留下了许多小暑诗篇。

小暑是洋溢着热烈气息的时节。唐代诗人

独孤及在《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中吟咏：

“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不怕南风热，能迎小

暑开。游蜂怜色好，思妇感年催。览赠添离恨，愁

肠日几回。”在这幅画面感十足的五言古诗里，炎

夏之初景象万千，暖风骤然降临，竹林先知雨意，

远山隐约雷鸣，门户内外弥漫着湿润的青色雾霭，

庭院石阶上滋生出翠绿的苔藓。雏鹰开始学习翱

翔，蟋蟀在墙角低吟，不愿催促时光匆匆。这首诗

揭示了在小暑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时节，万物生长，

岁月流转，暑往寒来。根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的记载，小暑有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

壁，三候鹰始击。”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

小暑六月节》对“三候”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与细致

的刻画：“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

山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鹰鹯新

习学，蟋蟀莫相催。”小暑之际，春花早已凋零殆

尽，唯见池塘边的荷花傲然挺立，展示着娇艳欲滴

与五彩斑斓，路人沉醉于夏日的清新与馥郁之中。

小暑承载着农夫们的殷切希望与深切期盼。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抒怀：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

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夏夜漫

步乡间，皎洁月光惊起了栖息在树梢的喜鹊，凉

风送爽，伴着阵阵蝉鸣，稻田里香气四溢，仿佛

预兆着丰收的年景，耳畔传来连绵不绝的蛙

鸣。稀疏的星星点缀着遥远的天际，偶尔飘洒

几滴雨水落在山前。走过熟悉的土地庙旁的树

林，转过小溪上的桥梁，忽然发现曾经留宿过的

简陋客栈就在眼前。

小暑时节，部分作物渐趋成熟，故小暑蕴含了

收获的期待与生长的旺盛，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

而丰富的农耕智慧和农耕文明。乔远炳《夏日》中

描绘：“薰风愠解引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

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其钟情于小暑的

宁静与生机，此时薰风徐徐带来丝丝新凉，夏日悠

长却心境清明，远处蝉鸣断续可闻，屋檐下燕子呢

喃细语，尽显夏日风情。

小暑时节的田园绿荫蔽日、生机勃勃。古代

文人笔下的小暑景象和意境亦丰富多彩。有些诗

篇描绘乡村炎热的气候，如宋代诗人陆游的《苦

热》：“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

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从酷热的环境和自

身的感受出发，生动刻画了小暑时节烈日炙烤大

地，房屋瓦片犹如燃烧的火龙，即便静坐不动也会

汗如雨下，如同身处蒸笼般的煎熬，凸显了盛夏酷

暑的强烈体验。

小暑虽热，却也是大自然生机勃发的时刻。

正如唐代诗人武元衡在《夏日对雨寄朱放拾遗》中

所述：“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诗中提及小暑

正值金气渐盛、暑热渐退之际，麦田里微微凉风预

示着丰收的秋季即将到来，展现了小暑时节由热

转凉、由生至成的自然韵律，以及人们对季节变换

的敏感捕捉和对未来收获的美好憧憬。

小暑时节，寻觅清凉于柳荫之外，如宋代诗人

秦观在《纳凉》中所绘：“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

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手持拐杖，寻觅柳林外的凉意，悠然躺在画桥南侧

的躺椅上。明月高悬，船上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

微风停歇，池中的莲花静静散发着幽香。

有的诗则描绘小暑时节的新鲜瓜果，如晁补之

所言：“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红尘

它日同回首，能赋堂中偶坐身。”小暑，宛若一位

精于调度的巧匠，安排着季节交替与温凉变化，

麦田里麦浪翻滚，西瓜如碧玉般晶莹剔透，甜瓜则

金黄诱人，大自然慷慨赐予，唯恐辜负这盛夏时光。

小暑时节，品读古诗词中的“小暑”，感受的是

烈日炎炎下的丝丝凉意与宁静恬淡，吸纳的是田

园草木的清新与芬芳。

“七月南湖水涟涟，烟雨楼台雨如烟，

荷花深处摇来一只船……南湖的船，党的

摇篮，历史将从这里揭开新篇。”盛夏的

嘉兴南湖，轻烟拂渚，垂柳依依，刚从云

雾中挣扎出来的朝阳喷发出红晕，那一

叶耀眼夺目的红船悠然地卧浮在湖面

上，周围是从五湖四海慕名前来瞻仰的

游客。

嘉兴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

称浙江“三大名湖”，因位于嘉兴城南而

得名。其湖域面积宽阔，风光旖旎，湖中

楼阁矗立，烟霭似纱，雨丝如雾。“轻烟漠

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幸有园林

依燕第，不妨蓑笠钓鸳湖。”宋代诗人

杨 万里曾在诗中这样赞美南湖。而现

在，南湖更是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组成

部分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彪炳史册，

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七一”

前夕，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怀着

景仰之情，再次来到嘉兴南湖红船边，

探寻红船背后的历史，感悟“红船精神”，

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是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

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秘密举行，审议通

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

党的第一届中央局领导机构，庄严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游船因而获得了

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党的星星之火，从这里开始，以燎原之

势蔓延到全国各地。从此，东方的地平线

上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一个崭新的政党

引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

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1963年，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应邀为南湖

会址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以纪此盛事。

1964年清明，董必武重访南湖时又挥毫写

了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

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

踪。”此诗如今已镌刻在湖心岛“访踪亭”的

石碑上。访踪亭和红船比邻，默默诉说着

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走进南湖革命纪念馆，我细细地观看

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重温着

那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岁月，深切地感悟到

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与信念、生命与热血

铸就的红船精神，是在创建党的伟大实践

中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即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

精 神，它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历程。站在南湖广场，注视着高大庄严

的宣誓台，面向一幅巨大的红色党旗，我举

手诵读入党誓词，铭记党的宗旨，坚定信念，

永远跟党前进。

烟雨楼前，红船静静地停泊在岸边。

这是一艘典型的江南画舫，全长约16米、

宽3米，分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中舱

放一张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椅

凳，当年中共一大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窄窄的船舱，一张八仙桌、几只白色瓷

杯、十余把木椅，这一切构成了中共一大

的会场。就在这简朴、狭小的空间里，

第一代共产党人谋划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发出了新时代的伟大宣言。这艘红船

虽小，却承载起一个民族的新生和希望，

那熠熠生辉的崇高光芒，让她名垂青史。

她就像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

一样，成了中国共产党光辉战斗历程的

重要纪念地。

南湖，秀水泱泱；红船，劈波斩浪。

伫立南湖的岸边，微风轻轻吹拂，柔柳摇

曳生姿，撩起我绵延的思绪；水面烟波浩

渺，荡起我柔情的诗心。怀着无限的眷恋，

依依告别红船，告别南湖。当我再度回首

凝眸时，南湖红船就如一盏明亮的灯塔，定

格在我的心里。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从上海石库

门到嘉兴南湖，小小红船领航百余年，一

路砥砺前行，已经成为一艘民族复兴的

巍巍巨轮，胜利驶向光明的彼岸。红船，

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火种，是催人奋进的

光辉力量，更是铸就在我们心中永不褪色

的精神丰碑。

龙洲丹霞 李爱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