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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炉因瓷而名久矣，陈炉因石而名也就是这几
年的事情。
  多年前，我去陈炉，在文化广场看过一个石展，
那里陈列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看守的是位年轻
人，我问这是什么石，他说，陈炉石。陈炉有石？我
虽略有惊奇，却不屑一顾。因为，那规模实在是不敢
恭维。
  后来，我在陈炉附近一户人家的院落里看见过
这种石头，又在新区郭丁晓茯茶馆、华原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等多处地方看到过这种石头，其质地光滑，造
型别致，倒是惹人注目。当我在铜川博物馆看到展
览的这百余件陈炉石精品时，确实感到震撼，不仅为
大自然赐给我们这些珍贵的资源而震撼，更为铜川
一帮奇石爱好者矢志不渝地挖掘、宣传这种资源而
震撼。
  古往今来，石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原始
社会，石头被磨制成石斧、石铲、石刀等石器，石器成
为人类远古文明划分的标志，所谓旧石器时代和新
石器时代就是以石器的制作技术来划分的。随着生
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应用石头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石头可以筑墙垒城盖房子，石头可以铺路修桥砌堤
坝，石头也可以凿马槽、錾锤窝，特别是在现代工业
中，石头被大量地烧成白灰、制成水泥，石头的应用
更加广泛。
  正因为人们与石头难舍难分，时间久了，便有了
气息上的相通，情感上的升华。人们常常借助石头
倾诉自己的情愫，表达自己的向往，彰显自己的理
想。如远古时期的岩画，古代皇宫王府的石雕，还有

帝王将相的陵墓，宗教崇拜中的造像等等，以至于后
来在人们越来越浓的审美情趣中，石头被雕刻成各
种各样的工艺品。石头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
在，而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
文化的力量，并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陈炉石是深埋在渭北黄土地里的一种石头，主
要产自铜川陈炉及其周围的崇山峻岭中，包括耀州
区东部与富平县北部山区。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唐代的华原磬。华原磬是唐代宫廷里的一种乐器，
之所以名为“华原”，是因为它是用华原这个地方出
产的一种石头制作的。华原即现在的耀州区。隋开
皇六年（586年）设置华原县，一直延续到元代。唐代
诗人白居易《华原磬》诗《序》云：“天宝中，始废泗滨
磬，用华原石代之。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
磬下调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可
见，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华原磬已取代泗滨磬，开始
在宫廷乐器中占据显赫位置。陈炉位于印台区与耀
州区、富平县交汇地带，历史上，在行政区划变更中，
曾是否隶属过华原县，虽无从考证，但我想，这种可
能不是没有的。当然行政隶属不是陈炉石与华原磬
血缘关系的决定因素，关键是陈炉石与华原磬为同
一地质带，其石质结构相同。可见，华原磬也好，陈
炉石也好，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二者一脉相
承，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以说，陈炉石古称华原磬绝
不是牵强附会。
  陈炉石说到底还是石头。它既有实用性，又有
观赏性。它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作为建筑材料方
面。它的观赏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陈

炉石，观其色温润如墨玉，击其声铿锵似编磬。其光
滑细腻的质地，千奇百怪的造型，浮雕般的图案，高
古的气韵，深远的意境，常常给人一种鬼斧神工、高
深莫测的感觉，给人一种无穷无尽、亦真亦幻的遐
想，让人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奥妙与神奇。然而，在
历史的变迁中，虽然陈炉石或作为宫廷的乐器，或作
为寺庙的雕像，一度绽放出文化的光芒，但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中，人们还是过多的注重了它的实用性，而
忽略了它的艺术性。曾几何时，有谁关注过陈炉石
的文化价值呢？正如饥饿时，一个人是不大注重馒
头的形状或成色一样，建设时期，陈炉石大量被开
采，并以多种方式输送为现代文明的饕餮大餐。
  进入新时代，人们生活理念发生了深彻的变化，
精神需求越来越高，因此，对陈炉石文化的研究应该
引起我们的重视。要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既要从矿产资源的角度评估其经济价值，又要
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评估其艺术价值。其实，二者并
不矛盾。只要合理配置资源，科学规划区域，就会形
成互补，相得益彰。随着陈炉石文化含量的挖掘提
升，现在想来，过去大量的石头被疯狂开采，这是一
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早有这样的文化认
知，把这些石头开发成文化产品，它的价值也许更
大，影响更广泛。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
  陈炉石弥足珍贵，是时候该好好保护这个稀有
资源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相信，随着
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陈炉石爱好者队伍的
不断壮大和整合，陈炉石文化不仅会绚丽多姿，而且
会发扬光大。
  铜川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形成许多著
名的文化品牌，而且推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文
化名片。记得，前多年，丁晓送我两盒茶叶，我用它
招待外地朋友。朋友觉得好喝。问我，此物产自何
地？我说，家乡铜川。朋友惊呼，铜川也有茶？我
说，有，叫龙柏芽茯茶。来日，也弄几件石头，收藏起
来。朋友看到，若再惊呼，铜川还有石？我依然会自
豪地说，有，叫陈炉石。

陈炉石
刘平安

  剪贴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网络不知为
何物的年代，剪贴是一个人积累各类素材最好的方
法。初涉“剪贴”纯粹是积累资料，那时还在中学求
学，读到报刊有学习经验，解题技巧时便会剪下贴在
薄薄的笔记本上，或许是这个爱好，我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被同学们称为“学霸”。
  读书之余，也学着作文。有一回，班主任把我的
一篇习作《一件小事》寄往报社，不想竟发表了，那时
在小小的山沟学校引起了轰动，老师还在年级中分
享了那篇文章。这便是我的铅字处女作首秀，报纸
传来传去，再无踪影，虽永久遗憾，却难抹记忆。
  从那以后，我便有了舞文弄墨的喜好，陆续发了
《矿山之夜》《我的父母》……由于顾此失彼，五十年
前的铅字今皆无处寻觅，却引我走上了一条执着的
业余创作之路。
  上大学后，我首发的散文《理想》，虽仅三百字，
但兴奋之余，我还是在校园小卖部买了一本软面抄，
把文章端端正正地贴在扉页。随后，“豆腐块”便陆
续种在簿中，一发不可收。弹指一挥间，四十年来，
已有厚厚六大本。虽然有些残旧，和我一样渐失芳
华，却沉淀了岁月。每每捧起，便有一股无法形容的
甜蜜、亢奋和自豪。如今，我已迷上了剪贴浸着自己
汗水的文章，它们浓缩了社会变迁和人生百态。
  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许多报纸有了电子
版，不再赠送样报，我却固执地缠着天南地北的编辑
们为我邮寄，即便自付快递费，却也心甘情愿，乐此
不疲。不明缘由的朋友有时还露出诧异的目光，他
们不明白我的写作不只为了稿费，更多是缘于心中
熠熠发光的那盏灯。
  每每收到样报，我总是先将小作从头到尾细细
自赏一遍。那种读，不同于平常的看书读报，一字一
句如识字的小学生，边读边对着草稿自语，编辑砍去
大半，心中顿生依恋，编辑添彩之笔，又让我细嚼良
久，有首诗，仅仅换了个字，味道便浓郁了不少……

想起那些甘当“无名英雄”的编辑，心中也生出了许
多感激和感动。
  我的书桌和办公桌上，常年放着剪刀和胶水。
读完报，便操起剪刀，让文章恋恋不舍地同版面告
别……之后，不分篇幅，不论题材，重新设计页面，贴
在剪报册中，再用石板轻压或轻晒阳光，求得美观平
整，我的心绪也随之融入其中。
  父母生前最喜爱看的东西，就有我的剪贴本，每
每翻阅，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鼓励告诫的话语
绵绵不断，“坚持写，这也是父母的骄傲”。“活在当
下，做最好的自己”。母亲晚年时，常捧着册子，拿着
放大镜读我文章的场景，永远地嵌在了我心底，陪伴
终身。
  知足者常乐。剪贴的日子是快乐的，饭量也大
些，这样的好日子全靠自己的勤奋，偶尔梦里也在剪
贴，这算不算“阿Q精神”？我不知道。“好日子”太少
时便让人忧郁不安，这时会为玩扑克牌、逛商场耗费
时光而心疼，心里默念起“一寸光阴一寸金”，然后自
我加压，少玩点，多写点，把握今天，才能成就不一样
的自己。
  最能让我于世俗中“超然世外”的便是醉心于案
前耕耘，每月一两篇，自感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写其他材料、课件时也更加得心应
手。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写作的启蒙者、指教
者，还有一批常常为我润色改稿的良师益友、兄弟姐
妹，非常感谢他们。

  剪贴本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好运气。落实工作单
位，得到的是领导的赞许；更有工作联系中，报上姓
名便遇热情，还传过来一句，“我是你的粉丝！”。遇到
挫折时，翻开剪贴本，回想着曾经的点滴过往，便生慰
藉。剪报本能够带来回忆，每次翻开都是一段念想，
日子清贫内心富足，夜深人静时细细品味，自我陶醉，
又仿如在寻找人生哲理。
  尽管剪贴本中大多都是一些不太起眼的“豆腐
块”，字里行间却是我心之独白，是心灵的颤音，犹如
生活中的一朵朵浪花，一片片云彩，在心之深处涤荡
出涟漪……那里，有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存留
着我的汗水和辛劳，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
变迁……多次搬迁，那些本子一直跟在身边，俨然不
离不弃的老朋友。
  “剪贴”之乐，最佳收获在于练就了一种坚韧和
执着的品格，也磨砺了我的意志，养成了“闭环”做事
的好习惯。任何事的成功，最大的经验便在于此了。
剪贴本还可提升修养，催促人在前行的路上一步一
步踏实攀登，永不言弃。
  剪贴本是我劳动成果的荟萃，是留给行将老去
的自己一份珍贵的礼物。“翻开新的剪贴本时，心中
融汇暖意，抓牢时间缰绳，命运不会负你”。品读许
多年前在剪报册扉页留下的文字，不禁感慨。托着
册子，仿如走进一片奇妙无比、五彩斑斓的世外
桃源。

“剪贴”之乐
刘力

黄土情 刘文龙作

  记忆中很多年前的陕北农村，几乎
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有燕窝，当然我家
也不例外。每当春天来临，小巧而又轻
盈的燕子就会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山
峻岭，越过草地树林从南方归来。这些
小精灵像春天的使者，给陕北大地带来
了勃勃生机。天空中、屋檐下和树枝
头，到处都是它们曼妙的身姿，清脆的
叫声，尤其是空中来回翻飞的剪影，更
加撩起人们的思绪。
  故乡有种说法，燕子入住的人家一
定是祥和、兴旺发达的家庭。虽然新入
住的燕子，在屋檐下垒窝时会掉下些泥
土、草根之类的杂物，刚孵化出来的小
燕子会撅起屁股往下面拉粪便，但是，
燕子一直被誉为是一种“吉祥鸟”，人们
待它很友善，只要有燕子入住，主人绝
对不会驱赶它的。
  生于陕北农村的我曾一度好奇地
观察过燕窝的搭建过程。原来在燕子
确定好人家后，便会飞出飞进的衔来一
口口草泥混合的湿润泥土，然后双爪抓
紧趴在屋檐下，一口痰一口土的粘贴到
壁面上，早晚不歇息，用了滴水穿石的
毅力和恒心，终于换来聚沙成塔的成果，一个底部密封、下窄
上宽、敞口式的燕窝。落成之时，燕子进进出出，眨眼张嘴，
摇头晃脑，相互庆祝，好不欢畅。也难怪，一番心血终如愿，
怎能不兴高采烈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燕子有时会在树枝上相互追逐，有
时会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有时则待在巢穴里相依相恋，过着
惬意幸福的生活。用不了多久，小燕子就会出生，燕窝里经
常会传出稚嫩的叫声，几只小燕子经常抬起头，张着大大的
鹅黄色的嘴巴，不停地向父母索要食物。燕子父母便开始忙
碌起来，一趟又一趟地捉来昆虫喂养雏燕。就这样，燕子在
屋檐下生活了起来。蓦然回首，突然间感觉自从燕子入住老
家屋檐下以来，只要天一放亮，它们就“叽叽喳喳”地叫唤开
来。每每这个时候，贪睡的我，就像听到闹钟一样，一骨碌从
床上跃起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劳燕分飞，说的一点也不假！燕子经常会成群结队的于
门前、檐下、场院里，绕绕转转，无所事事地聚聚闹闹。而且，
一旦盘旋飞绕久了，自觉吃力疲劳了，又会不约而同地飞到
屋檐下或者空旷的电线上，站立成一排，左顾右盼，似乎漫无
目的，此时一副活灵活现的景象便闪耀于眼前。我最喜欢驻
足窗前，高兴地看着天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燕子。尤其在阴
天，看到低飞的燕子，会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气象谚语“燕子低
飞蛇过道，大雨要来到”。
  燕子总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夜晚飞走，走得无声
无息，甚至连一根轻柔的羽毛也不留下，然而却留下了一种
期待，留下了一种美好的记忆。待到燕子南飞后，感觉平日
里不再会有那种流动的风景了。那时，我依旧会每天抬起
头，习惯性地望望孤悬独立于屋檐下的燕窝，空无一燕，相当
冷清，让人徒增几分惆怅与失落。时光就这么走远，许多看
似自然简单的景象如今却成了心底的梦想和奢望。逝去的
已经无法挽回，但那些“微雨燕双飞”的情景却留存在记忆里
并未褪色。
  时光清浅，岁月留香。今年五一假期，我因事再次回到
故乡，又看到了屋檐下有了燕子垒好的窝，这让我惊喜了好
久。老家的清晨素雅、恬静、温馨，麦苗郁郁葱葱、节节拔高，
柳枝摇曳着婀娜的身姿。一大早起来看着刚睡醒的一对燕
子背对着我抖了抖翅膀，旋即离去，一幅你追我赶嬉笑怒骂、
笑逐颜开、尽兴玩耍的聚乐图呈现了出来。随后又成双成对
地飞回窝里，低语呢喃，看得我心里暖暖的，瞬间被这可爱的
小精灵感动了。它们“叽叽叽叽咕，叽叽叽叽咕……”欢快地
歌唱着，好像知道主人家中即将有喜事发生一样，期待着美
好降临。
  如今，我在异乡工作，远离了故乡，住进了楼房，很难再
见到屋檐下燕子归来的景象了。岁月深处，燕子穿梭衔泥垒
窝、晨兴暮归寻食养儿育女的情景或许也只能在记忆里慢慢
回忆与找寻了。不过，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依旧会回到故乡
静静守候着燕子再次归巢，仔细聆听它们美妙而欢快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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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日前，偶然听同事们谈论起带
孩子去西安兴庆宫公园的事，说那里
的“老古董”双象滑梯已被围上警戒
线，禁止游玩。一瞬间，从未去过兴
庆宫公园的我对这个大家口中久负
盛名又有些神秘的游乐设施来了兴
趣，好奇心驱使之下，我立即上网查
了查。
  双象滑梯始建于1964年，只比兴
庆宫公园小六岁，历经半个世纪，现
如今承载着的已不仅仅是其身上的
钢筋水泥，更多的是几代人心中的童
年记忆。2021年7月1日，经过半年时
间的闭园改造，兴庆宫公园重新迎来
开园之日。现如今的“双象”已搬离
原址，仅供观赏。
  看着手机上冰冷的照片，屏幕这
头的我无法感同身受，于是这个周末
便决定亲自去会会“双象”。
  到达兴庆宫公园后，我并未在其
他美景前多作停留，目标明确地一路
走一路问，带着心中的期盼径直向双
象滑梯走去。但由于对路线不熟悉，
阴差阳错的率先见到新建起上岗的
豪华大象滑梯，和它迎面而对的是一
座小象滑梯，两座滑梯充满了现代
美感。
  来到双象滑梯时，映入眼帘的是
一头鼻子很长、布满岁月痕迹的大
象，依偎在它身旁的便是小象。令我
惊讶的是周围虽有围挡，但仍然有几
个小朋友在上面玩耍。之前听同事
说旁边会有园内安保人员劝阻，今天
却连一个劝阻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有
的只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天真的笑
声。或许是大人们也不忍剥夺这短

暂的休闲时光吧。
  “小宝，看，爷爷小时候也从这个大象上面滑下来过。”一
位老人指着双象滑梯宠溺地对他的孙子说道，孩子已经迫不
及待想要松开爷爷拉着的手跃跃欲试了。站在他们身后的
我不禁思考，为何“双象”看起来已如此陈旧，却仍无法阻挡
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呢？
  回想起小时候，和三两好友在树林里刨一个土坑烤着从
家里偷出来的土豆，虽然吸了一鼻子灰，但会觉得非常快乐。
人越长大越是怀念从前，小时候对事物的喜欢，不会掺杂任
何复杂的情感，快乐二字就代表着纯粹与简单。就像我面前
的这对爷孙一样，我们这三人的童年虽经历的时代完全不
同，但彼此却都如出一辙，它并不会随着科技高速发展而改
变，仅仅是活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变
迁，心中的那份童真永远不会改变。
  傍晚时分，余晖映衬下的“双象”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夕
阳西下，人潮散去，我感到有些心酸和凄凉。相比新建成的
大象滑梯，这里显得有些破败。这两头象相互依偎陪伴着，
一大一小，时而像父子，时而又像挚友，在岁月中彼此扶持
着，向远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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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爷爷非常喜欢看书，因此，我们家一面墙的
书柜里，全都放满了他的书。这还不算，家里另外几
个柜子，也让他的书占满了。他什么书都爱看，尤其
是《诗经》《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
  记得有一次，奶奶做好了饭，叫了他好几声“老

头，吃饭、吃饭！”但爷爷竟没有吭一声，仍然埋头看
书。看来他早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无法自拔了。他
甚至都快将头钻进书里了。我急急忙忙跑了过去，
一把抓住爷爷的胳膊，狠狠地摇了起来，边摇边喊：

“爷爷，别看了，吃饭、吃饭。”这才将他拖到了餐

桌上。
  还有一次，我深夜起床上卫生间时发现，爷爷还
在看书，嘴里还念叨着书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不仅没有一点困
意，反而越看越精神。眼看东方发白，天快亮了，我
们全家都睡不着了，大家都起床学着“书虫”一起开
始看书。久而久之，我们家就从一只“书虫”变成了
一群“书虫”。
  这真是“饭可以一日不食。觉可以一日不睡。”
但书不能一日不看！

“书虫”爷爷
李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