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文小札

悦读书吧大美陕西

谷雨，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连绵的春雨标志着

暮春已至，也意味着播种的时节到了。明代王象晋在

《二如亭群芳谱》中曾言：“谷雨，谷得雨而生也。”此时，

繁花渐渐凋零，绿意越来越浓，百谷悄悄生长，万物

焕发出蓬勃生机。谷雨时节，是大自然馈赠的绝美

画作，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将内心的情感

凝练成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元稹曾作诗：“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叶间

鸣戴胜，泽水长浮萍。暖屋生蚕蚁，喧风引麦葶。鸣鸠

徒拂羽，信矣不堪听。”谷雨时节，春天的光景犹如

破晓的太阳光；山岳江河，青翠的草木，好似披上一件

青衫。树叶枝杈间，只见戴胜鸟“咕、咕、咕”叫个不停；

积聚的湖水里，生长出许多浮萍来。温暖的小屋内，

像蚂蚁一样的幼蚕，尽情咀嚼桑叶；和煦的春风下，

像葶草黄花一样的麦田，随风摇摆。一只鸠鸟独自掸

拭着自己的羽毛，仿佛在等待另一半。谷雨是植物

蓬勃生长的时候，也是动物最快乐的时节，鸟儿欢鸣，

虫儿出动，处处皆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与春天告别，无需任何仪式，因为春夏交替本就

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带给人们的是舒舒服服的感觉。

宋代僧志南写下“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生动描绘出

谷雨时节杏花带雨、微风拂面的春夏交替的画面。此时，

人们完全可以收起厚重的绒装，穿上轻薄的防晒衣，

三三两两相约，漫步于晨辉夕照之中，尽情享受这份

季节更替带来的惬意与美好。

人间四月天，雨落百谷生，谷雨，是春日的深情告别，

亦是万物蓬勃生长的序曲。此时，暖风拂面，细雨如丝，

大自然仿佛被一支细腻的画笔轻染，处处洋溢着生机。

田野里，秧苗初插，绿意盎然，农民们弯腰劳作，播下

希望的种子；枝头间，牡丹吐艳，芍药含情，争奇斗艳，

将春日的绚烂推向极致。谷雨茶，更是这一时节的珍馐，

清香四溢，回味无穷，让人在品味中感受自然的馈赠。

谷雨，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种情怀，它提醒着我们

要珍惜春光，感恩自然，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一个

生长的季节。

刘禹锡的“分阴当爱惜，迟景好逢迎。林野熏风起，

楼台谷雨晴。”以简洁明快的笔触，描绘了谷雨时节的

独特景致与人生感悟。首句“分阴当爱惜，迟景好逢迎”，

直接点出应珍惜时光、顺应自然之意，蕴含着对生命

短暂的深刻认识。后两句“林野熏风起，楼台谷雨晴”，

则细致描绘出谷雨时节的景象：林野间熏风拂面，

带来温暖与生机；楼台上谷雨初晴，天空明净如洗。

整首诗语言质朴却意境深远，既抒发了对自然美景的

赞美，又展现出诗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令人

心旷神怡。

“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瓶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

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此诗是范成大退居家乡后

所作，诗中“谷雨如丝复似尘”，细腻描绘了谷雨时节

细雨如丝、轻盈似尘的景象，透露出诗人对田园生活

的热爱。此时，正是“煮瓶浮蜡正尝新”，新酒初熟，

诗人品味着生活的甘甜。而“牡丹破萼樱桃熟”，

牡丹绽放、樱桃成熟，晚春之景依然绚烂。末句“未许

飞花减却春”，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不舍与眷恋，即便

飞花飘落，春意依然不减。

谷雨时节，不仅是一个节气的转换，更是一种

情感的寄托。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我们仿佛能

听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生命的脉动。愿我们都能

在这个美好的时节，珍惜每一寸光阴，用心感受自然

的馈赠，让生活如诗如画。

古诗词中的谷雨
□ 张晓敏

在这忽冷忽热的天气里，我患上了

严重的感冒，咳得两眼冒金星，直到

天气转暖，咳嗽才有所缓减。有一天，

听朋友说，镇安县月河镇罗家营村的

油菜花开了，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好像

咳嗽已经痊愈了。

第二天，已退休的老马说组织几位

战友到罗家营村油菜花基地看油菜

花开。天刚放亮，我就来到战友老马的

楼下，等待乘车一起去看油菜花。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我，对油菜花的

亲近倒不仅仅是因为它金灿灿的外表，

更知道油菜花开得好，就预示着今年

的油料丰收，到时候就能从生产队的

油篓中多分得几两菜籽油。那意味着

母亲的油锅里就有了鲜亮的油色和

吱啦啦的响声，油拌的萝卜丝软和了，

油炒的酸菜也好吃了。若有哪一年

油 菜花被冰雹打了，我幼小的心也

随着油菜花蔫成一团。

还没靠近地头，就闻到了油菜花的香。

它的香不像别的花清幽、透心，它带着

田野的土气，甚至有点青涩。这是我

童年熟悉的味道，闻到这个味道，我

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站在地头，眼前是一片金色的

海 洋，微风刮过，花枝摇摆，就像波涛

奔涌而来，让人不禁陶醉在这茫茫的

黄金之中。

盛开的油菜花，被一枝枝绿色的

杆杆撑起，就像一个个金盏，蜜蜂在

盏边飞舞，搅得花粉纷纷扑鼻。蜜蜂

没有我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欣赏这金黄

的花朵，它是来采蜜的，还兼带着传播

花粉，它能使油菜花更好地结籽，更好

地繁衍后代。这不，一只小蜜蜂像在花蕊

中打个滚一样，带着满身的黄色飞走了。

我在想，到底是花朵成就了蜜蜂的

生存，还是蜜蜂成就了花朵的生命？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大自然的许多生命

都是相生相依的，共同渲染着春天浓烈

而又充满活力的气息。

一位小姑娘提着小竹篮，在油菜田边

用小铁铲铲着刚露头的苦苦菜，一对

蝴蝶绕飞身边，一只黄蝶调皮地停在

小姑娘的肩头，随着小姑娘挥动着的

铲而移动，黄蝶不时飞起，如蜻蜓点水

一般，一会儿又匿迹于黄花之中。此时

自然想起了杨万里的诗：“儿童急走追

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花是静止的蝶，蝶是飞舞的花。

花动蝶随，蝶入花摇，在一望无际的

黄色花海中寻找一只黄蝶，就如大海中

寻找一滴雨，是觅不到其芳踪的。想着

想着，自己好像也化蝶翩飞。

忽冷忽热的天气，不止一次让我

身体不爽，可油菜花似乎不觉得什么，

依然如期开放着。恰逢油菜花开时，

我奇迹般地结束了阴晦的日子。行走

在这金黄色的花海中，心田竟也洒满了

阳光。

离 开 田 野 ，我 神 清 气 爽 ，好 不

轻松。我这才知道遍地金黄有时竟是

生命的一种需要。

又见油菜花儿开
□ 辛恒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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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堡听黄河游古城在吴堡听黄河游古城
□□ 宋晓明宋晓明

花开早茶香
□ 李勇鸿

非遗插画里的家国情怀

□ 王玉美初见吴堡，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山峦夹峙，城市

很窄，黄河很长。可细细体会，陕北特色在此展现得

淋漓尽致。黄土高原与山脉几乎占据了整个小城，

一条条峡谷为城市争得几许不大的峡状平地，人们就

利用这有限的空间在山前河边建起了楼群与街道。

黄河大道紧邻黄河，河水在城市一旁蜿蜒奔流。黄河

是大手笔的创作者，一路东逝，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而吴堡这个热闹繁华的古渡口，也在历史的长河中，

翻过一页页辉煌篇章。

听黄河要在黄昏时刻。落日斜射，宽阔的河面波光

粼粼、浪花飞溅，两岸坚硬的河床千百年来坚守在这里，

羁绊着奔流的河水。穿过几棵树、灌木与草丛，在河边

空隙地找一块石头坐下，静静凝视着河面，只听见脚下河岸

被河水拍打得“噗噗”作响。在吴堡还能领略到水山一色

的风光。陕北特有的土黄色，在这里漫无边际、铺天

盖地，在大自然的色彩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黄土高原、

山脉、黄河都是朴实粗犷的土黄色，犹如大地初始的

蛮荒混沌模样，却让人震撼感动。在干旱少雨的季节，

泥沙冲刷不下来，黄河一改往日的浑浊，成为一条碧绿

的丝带。春夏时节，万木披绿，陕北的山城在朴素中多

了几分旖旎妖娆的秀色。水的湿气加上草木的湿气，

凉风中，酷热尽去，既感叹清凉胜境的无比舒适，又能感受

到小城吴堡的独特美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

孤城万仞山。”“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

“两岸横空虹架道，晋秦从此更相亲。”……沿着城市

外环的黄河大道缓步慢行，远处是奔腾不息的河水，

近处一道长长的护河石栏杆装嵌的块块青石板上刻着

历朝历代歌咏黄河的文学名作，黄河文化传承千百年，

已经融入这座城市，宣传黄河是城市的使命。河水

永不停息，仿佛这些作品也难以一时读完。在漫长的

历史中，不同朝代的人都在书写，黄河作品灿若星河，

佳句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如果一句句都刻在这里，

恐怕三天三夜也读不完。在吴堡适合听黄河，这里河水

宽阔，流速不急不缓，却又无时不在轻拍着两岸，发出

刚好让你能听清的阵阵水声，在城市喧杂声中，这水声

宛如天籁般纯净。它与古城一样，真真实实地存在，

展示着大自然的美丽，叫人不禁驻足体会。在吴堡也

适合读诗句，描写黄河的诗句读来更让人对这条大河

产生种种遐想，激起对大自然的无限向往。

多数时候，吴堡的黄河并不湍急，河流宽阔、河水

充盈，给城市增添了生机。黄土高原秋冬季的萧瑟、

凋零，山顶古堡老建筑的沧桑，因河水而变得不再那么

机械、沉重，反而多了几分灵动。这座城市唤作“山城”

恰如其分，它面朝背倚皆雄山，山山相连、层层叠叠，

无穷无尽、气势非凡，唯有这气势才配得上天然的汤汤

大河。这座城市唤作“石城”也十分贴切，石头正是它

独特的地域标志，著名的石堡（吴堡石城）位于这里，

石城门、石城墙、石寺庙、石民居、石店铺、石板路、石桌、

石凳、石器皿、石农具、石雕刻……满目皆石。坚固的

石头、险要的地势造就了吴堡石城的易守难攻，吴堡县

与佳县一同被誉为“铜吴堡、铁葭州”，古代的城市需要

这样的铜墙铁壁作为有力的防御，来保护朝夕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更好地建设家园。山之险、城之固，

河边石栏杆上也有描述吴堡古城雄险的诗句：“吴堡

故治亦何雄？虎视秦晋踞高峰。悬崖陡壁断通路，

惊涛骇浪绕半城。上下难于行蜀道，攻守险过战阴平。

李白邓艾若有知，应笑自己少见闻。”李白一生周游

四方，所见天下雄奇景观为数不少，他目睹了蜀道的险，

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将蜀道的险描写

刻画得淋漓尽致，让蜀道闻名天下。然而在这首诗中，

蜀道与吴堡相比，竟也逊色不少。当我初到吴堡，

一过黄河大桥，进入这座山脚城市，座座建筑陡立眼前，

细观吴堡的建筑，诗中说吴堡道路之险胜过蜀道不无

道理，不说千年易守难攻的古城，就是山下近几十年

的新楼，也多有高不可攀的根基，几米高的山石托着

整个建筑，使得建筑更显得悬空、高大、挺拔，险要无比。

这座城市唤作“水城”也合适，40余公里长的黄河由北

往南滔滔奔流，蜿蜒曲折绕经东部全境，河面宽达数百

甚至上千米。即便伫立山巅石堡俯视，也能感受到

黄河那宽阔不凡的气势。除黄河外，县域内还有不少

别的水源。

古老黄河历史悠悠，在山间滚滚向前，永无停息。

河西吴山雄卧，山巅石堡也是拥有千年历史，陕北的

神秘离不开古老的石堡，有研究认为它是陕北最老的

古城，极具早期古城风格、构造、功能、艺术研究价值。

因为有了“一方之最”“陕北之最”的价值，慕名而来的

游客络绎不绝，都想前来一探古城的究竟。有史记载，

吴堡古城从遥远的北汉走来，早期各族居民活跃在

这里，先后在此定居、融合，其后，五代、金及随后多个

朝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葺、改进，历来兼具居住生活与

战事防御的双重实用功能。堡状的石城封闭严密而

显得神秘，石城门、石城墙环绕的城内有多少有价值

的建筑、雕刻艺术？这里的人曾过着怎样的生活？

有没有足够的赖以生存的耕地？有没有发展过商业、

手工业？住在高处用水方不方便？这些问题都足以

引起人们游览的兴趣。来到石城，暂时顾不上看黄河，

也无暇顾及草木，眼里只有古老、沧桑、斑驳、残破的

石头建筑，它们在风雨的侵蚀洗礼中倔强地存在着，

仍被包围在上千年厚重的历史中。置身其中，仿佛

回到了过去原始自然的生活中，朝耕暮息，生火做饭，

凿池蓄水，简单的活动亘古不变。看着古城，满脑子

想的都是各地的石城，消失了的、仍然存在着的、具有

异域风格的……陕北吴堡石城虽然位于一个小山头，

面积不大，但却被冠以“华夏第一石头城”，这美誉因何

而来？首先，古城创建和存在的历史久、时间长，经历

种种天灾人祸后，恐怕国内外千年石城能幸存下来的

为数不多吧。其次，险固，这里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借助巍巍吴山、滔滔黄河山河的险要、石头的坚固，

在北方民族多冲突的古代，虽为战事的前沿，但居

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便于观察的结实堡垒，发挥

了重要的据守作用，是连接晋陕两地的桥 头堡，

为一方百姓提供了安全保障。战争时期，居民坚守

城池，严加防御，保卫家园。和平时期，他们便带着工具

沿下山小路到黄河捕鱼，享受生活静美。在居民的

坚守和用心呵护下，这座坚固耐用的古城一直留存沿

用至今，历经磨难，不仅没有沦为废墟，还在新时代

发挥着新的作用，作为陕北古文化的符号代表，吴堡

古城自然、粗犷、淳朴、豪放的风格越来越受欢迎。

再者，民居窑洞院、寺庙、店铺、街道、城墙，无不用石头

建成，还有石头制作的各种工具，显然石城成了一座

人造的石头建筑“博物馆”，用丰富多样的石头建筑

迎接前来参观和研究的客人、学者。石城与周边一样

色泽的土石山脉浑然一体，尽显大自然与陕北民间建筑

的雄浑朴素之美，也体现出平凡劳动者运用自然、改造

自然的智慧与能力，这平凡又伟大的创造力把最简单

的石头加工改造利用。还有，各种石头造型、雕刻

独具陕北地方艺术特色，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民间

艺术博大精深，有不朽的生命力，它们为黄河岸边

古老的山城增添了无限美感。这座拙朴的北方古城

美得耐人寻味。

吴堡古城，城河相依，站在东城墙、北门，峡谷中

的黄河风光尽收眼底。黄河永恒流淌，古城千年

伫立，与山下日新月异的新城共同诉说着这座城市

独特而美丽的存在。

当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稳稳落地，手机铃声便

响起。刚到机场出口，就看到朋友已在那里等候，

热情迎接我们。坐在开往市区的车上，路边的树木

瞬间吸引了我的眼球。只见树干光滑，树枝伸展弯曲，

富有诗意。树上没有叶子，却满是布局均匀的花朵，

形似碗状，如火焰簇拥枝头。隔着车窗玻璃远远

望去，那些花朵仿佛北方秋日里树叶落去挂满枝头的

红柿子，开得热烈，红得耀眼。我不禁好奇问道：

“那是什么花？”朋友转眼道：“木棉花，这可是广州的

市花，明天吃早茶的地方，那里花开得正好，可以去

看看。”

翌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便苏醒了。不是被

大街上车水马龙唤醒，而是被酒店旁那蒸笼掀盖时腾

起的一缕缕白汽所唤醒的。我拉开窗帘，夜游珠江的

美景还在梦里萦绕，眼前，街边的丝丝白气袅袅上升，

与晨曦的一树木棉花不期而遇，构成了一幅极美的

画面，顿感一个陌生的城市别样温馨而亲切。

我们走进一家名为“东苑”的茶楼。这茶楼的门面

不甚堂皇，却自有一番气派。门楣上“东苑”二字，

漆已剥落，倒像是被茶客们的手指摩挲掉的。进门处

悬着一块木牌，上书“一盅两件”四个大字，笔法遒劲，

像是出自某位老茶客之手，一下子让茶楼有了厚重的

文化感。

广州人习惯将喝早茶称为吃早茶。这和成都人

单纯喝茶、陕西人只吃早餐的习惯不同。在成都，

人们的早餐往往是一碗鸡杂面，随后才会找一个河边

茶摊，坐在一把藤椅上，泡上一杯飘着茉莉花香的川茶，

一个上午悠闲地聊天、嗑瓜子。而广州的早茶，不光

喝茶，还有早餐，兼具吃饭的双重意义。此时，雅致的

茶楼大厅，已有人落座用茶。干净整洁的桌旁立着

一个小茶台，放着一把开水壶和酒精小火炉。我们

落座后，服务员轻轻走近，递过一张茶点单，低声细语

地询问朋友用什么茶，朋友热情招呼我们，我们初来

乍到，什么也不懂，只说客随主便，他便拿起笔勾画起来。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盒广州红茶，并熟练地煮泡

分倒几个小玻璃杯，茶色玫红透亮，茶香飘逸，喝一口

甜润。抬头间，那个身材苗条的服务员又推着点心车

在桌间穿行。点心车上层层叠叠地摆放着蒸笼，揭开

时便见晶莹剔透的虾饺、金黄酥脆的叉烧酥、白嫩

如雪的肠粉。打开一笼烧卖，那烧卖皮薄如纸，顶上

缀着一粒蟹籽，在晨光中泛着琥珀色的光芒。

环顾四周，此时的茶楼已座无虚席，但四周却

十分安静。有一家几口温馨相聚的，有一对夫妻甜蜜

相伴的，也有年轻情侣模样的，他们都是静静地喝茶、

用餐，有时也轻声交谈。我低声问朋友：“他们不急着

上班吗？”朋友告诉我：“广州人生活节奏很快，但对

早茶却相当讲究，这里不但是用餐的地方，也是人们

休闲的最佳选择。老人们选择慢度时光，年轻人可以

在这里一边喝早茶一边在电脑上办公，而生意人也把

这里作为接待客户、洽谈生意的理想之地，氛围融洽、

环境温馨。”

正好，靠窗的角落就有两个生意人模样的男子

正在低声交谈。他们面前摆着几碟点心，却几乎

未动。其中一人说着什么，另一人便点头，同时为

对方斟茶。茶满七分，恰如他们的谈话，留有余地。

或许生意就在你来我往的斟茶间谈成了。

窗外，阳光渐渐强烈起来。茶楼里的人却愈发放松。

服务员始终面带微笑，不时为客人添水添茶，也不催促，

任人们消磨时光。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一个

早晨可以过得像一整天那样充实。

朋友继续向我们介绍道：“现在在广州一边喝早茶

一边工作，既是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也与广州的城市

文化节奏有一定契合度。不过，这并非传统早茶的核心

内涵。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广州部分茶楼和咖啡馆

开始提供适合办公的环境，年轻人或商务人士会利用

早茶时间处理邮件、开会或远程办公。这种模式在

城市的许多商务区较为常见，尤其适合自由职业者。”

走出茶楼，阳光正好洒在店旁的木棉树上，红色

的花开得更艳，风过时，有几朵木棉花飘落在地上，

红如血色，厚实如绸缎，形似火炬。捡起其中一朵，

凑近一闻，淡淡的花香，仿佛是早茶的味道，更像是

这座城市清晨阳光的味道。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以独特的视角、

丰富的内容和精美的非遗插画，为读者

呈现出一部关于中国的生动画卷。

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情感

的寄托，带领读者在阅读中领略祖国

的魅力，感受深沉的家国情怀。

从内容上看，作者苏叔阳以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中国

的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娓娓

道来。本书从中国的壮丽山河讲起，

无论是雄伟的山脉、奔腾的江河，还是

广袤的平原、富饶的盆地，都被描绘得

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

到祖国大地的雄浑与秀美。在讲述历

史时，作者没有拘泥于枯燥的年代和

事件罗列，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展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

从古老的传说到朝代的更迭，从英雄

人物的壮举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生动地

呈现出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

文化部分更是本书的亮点。作者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涵盖

了传统习俗、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

无论是春节时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

还是京剧里独特的唱腔和扮相；无论

是儒家思想的深邃内涵，还是中医

文化的神奇奥秘，都在书中得到了细致

的阐述。这使得读者能够全方位、

多层次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激发起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而本书的非遗插画更是为其增色

不少。书中一幅幅精美的非遗插画，

将传统艺术形式与文字内容完美融合。

这些插画以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为

表现手法，色彩鲜艳、造型生动。例如，

书中关于传统节日的章节搭配的剪纸

插画，通过巧妙的构图和精湛的技艺，

将节日的喜庆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

描绘历史故事的皮影插画，以独特的

光影效果和人物造型，让历史场景

跃然纸上。非遗插画不仅为书籍增添

了视觉美感，更成为传承和弘扬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使读者在

欣 赏文字之美的同时，也能领略到

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具有深远

的教育意义和精神启迪。对于青少年

而言，它是一本绝佳的爱国主义教育

读物。通过阅读此书，青少年能够

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祖国，培养对

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在

知识层面，它拓宽了青少年的视野，

丰富了他们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等

方面的认知，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精神层面，

书中所传达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

能够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激励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而努力奋斗。

对于成年读者来说，这本书同样

具有吸引力。它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

对祖国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

容易忽略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民族

精神。而这本书通过细腻的文字和

精美的插画，让成年读者重新审视自己

与祖国、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在阅读中

寻回那份对家国的热爱与担当。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以其丰富的

内容、独特的叙事和精美的非遗插画，

成为一部兼具知识性、艺术性和思想

性的佳作。它是对祖国深情的礼赞，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希望

更多的读者能够翻开这本书，在阅读中

感受祖国的魅力、汲取精神的养分，让

家国情怀在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读《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有感

似水流年

诗话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