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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虽身处大西北丘陵地带，不高不险，也不奇，
却声名远播，四海闻名。因为，你是一座圣山，你是
一座仙山，你是一座福佑百姓安康的宝山。
  一千多年前，医术高明、崇尚医德，不为皇家高
官厚禄所动，一心只想着济民，为天下芸芸众生祛除
病痛折磨的药王孙思邈，曾在这里行医问药，修身养
性，造福百姓。这里也就因其得名——— 药王山。
  他治病救人，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
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深得人们的尊敬和
爱戴。
  他告诫人们，养生心态应当平衡，不要一味追求
名利；饮食应当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
应当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应当起居有
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孙思邈从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
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
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
也。”此番话语出自一千多年前，实在惊人，令人钦
佩。其高尚的医德思想，“生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
济之，德逾于此。”如今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值得今人大力推崇。
  这里是一座中医药学的宝库，有止痛疗伤、治病
救人的良方，有中华医德思想的宝典，还有药王勤
劳、勇敢、善良的子孙后代。
  药王山上雄伟的大殿，历经千百年来的风雨洗
礼，反倒更加挺拔，药王的名声愈发响亮，传播愈发
广远，更为世人所仰慕。在神州大地，人们崇拜药王
的医术，赞美药王的功德，传颂药王的美名，争相修
庙建祠，将药王供在自己的家乡，顶礼膜拜，保佑子
孙后代。在全国各地有一百多个称作是药王山或药
王洞的地方，将药王演绎成了一位云游四海、足迹八
方，包治百病的神仙，名扬五湖四海。
  药王山上苍劲的古柏，见证过药王的深居简出、
深思熟虑和谈笑风生，领略过药王的高超医术、平易
近人和不凡气度；陪伴药王度过采集炮制药材的艰
辛；《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通不朽的石碑，诠释了
药王为民行医、坦荡无私的博大情怀；南庵碑林里，
一座座石碑上的刻字铭文，记载着历代文人雅士对
药王的褒扬；北魏摩崖造像中的“摸摸爷”，通体被无

数人摸得黑明光亮，印证了万民对中华医学思想的
无限崇拜……
  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药王山汲取
天地之精华和灵气，恩泽这方山水，物宝天华、人杰
地灵，恩育这里的人们，一代代耕读传家，英才辈出。
  这里，不仅是药王孙思邈的故里，还是魏晋哲学
家傅玄，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柳公权和宋代画家范宽
的家乡。他们吸取这里山水的灵性，给后人留下了
不朽的哲学思想，重要的史料《周书》，刚硬方正美观
的柳体书法，被奉为传世珍宝的国画《溪山行旅图》，
以及他们勤奋好学，为人正直的一段段佳话，催人上
进，奋力有为。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这是一块令人骄傲的土
地。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活动。沿着药
王山脚下的漆水河、沮河逆流而上，两岸的断崖上，
许多地方都有仰韶文化时期人类生活过的印记。
  建国初期，一大批从东北老工业基地赶来的人
们来到了药王山下。他们携儿带女，集结五湖四海
的工友，意气风发，大干快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水
泥企业——— 秦岭水泥厂，连续生产三十多年，为社会
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药王山下的人们，紧跟时
代步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就实现粮食
丰产，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紧接着，办起石渣、石
灰、水泥厂，推动乡镇、个体企业迅猛发展，过上了富
裕生活，走在了全区经济前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药王山附近，西塬上的人
们，舍小家，顾大家，放弃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全力支持政府开发新区建设。历经十多年的努力，
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使西塬的旷野上，神奇般崛起一
座现代化新城——— 铜川新区，给铜川这个煤炭工业
城市，搭建起再次腾飞的平台，使古老的药王山隔川
而望，神话般呈现一道靓丽的现代化城市风景。
  跨进新时代，这里的人们更是了不得。他们不
但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忍痛割爱，彻底关闭
周边大大小小“来钱快”、污染严重的石灰窑、水泥
厂，停止了开山放炮采石，同时大力发展果业、中医
药产业，建立现代农业园区，还发展养生旅游产业，
打造出驰名海内外的药王山庙会、北部山地风情体
验等旅游观光产业品牌，将甜脆可口的红苹果和好

吃的大红樱桃销往全国各地，把贾平凹先生吃过的
咸汤面，药王亲手调制出配方的葫芦头泡馍传遍大
江南北，驰名天下。还有雪花糖、窝窝面……琳琅满
目的地方风味小吃，都成了接待游客的美食，引无数
游人垂涎。
  你看那药王湖水的层层涟漪，漆、沮两水的清澈
欢快流淌，两岸春的清风合唱，山花烂漫；夏的荷花
清香，杨柳荫荫；秋的山色浪漫，累累果实，景色宜
人，好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再看那永安广场上，人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北门外
崛起的锦阳新城，绿树、茵茵草坪环抱中，看着身边的
一幢幢高楼大厦和宽阔的街道、大剧院、休闲健身娱乐
广场，就能感受到药王后人们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千百年来，药王山下的人们有个习俗，每逢大年
初一都要亲朋好友结伴而行，到药王山上去燃炷香，
给药王爷拜个年，祈求家人岁岁平安又多福。然后
在药王大殿迎面的山脚下，古老的戏台前买个零嘴，
边吃、边谝、边看大戏。从初一到十五，药王山显得
格外热闹。他们是在药王传奇般美好的传说中长大
的。一代代口耳相传，将药王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
药王跋山涉水采药所遇离奇经历，为民疗伤、治病的
奇招妙术，给龙王、老虎、皇上和娘娘把脉看病、妙手
回春的神话故事，耳熟能详。
  人们传诵药王的故事，传承药王精湛的医术，还
感悟和体会药王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医德思想，弘
扬药王的大医精诚思想。在药王山下，建起了孙思
邈纪念馆，孙思邈中医院，举行声势浩大的孙思邈中
医药文化节，举办有关学术、文化研讨会，挖掘中华
传统医学思想和养生理念，大力弘扬和发扬药王的
医术医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相传是龙抬头的日子，在山
下的药王故里——— 孙原村，他的后人们都要按照隆
重的礼制，祭奠药王，缅怀、颂扬先祖的功德，吸引海
内外八方来客参加，昭告天下，世世代代铭记药王的
恩德，正气做人、勤奋做事，助人为乐，济世救人，造
福子孙。
  药王山，你四季常青，举世瞩目，在人们的心目
中，神奇而美丽，是蕴藏中华医学文化思想的一座圣
山，是被人们奉为孙真人的药王孙思邈修行的一座
仙山。

你 好  药 王 山
胡旭

  山水画                               金勇作

　　夏的到来往往都是热风赤日，疾风骤雨，热烈
奔放……可今年的夏似乎变了性格，格外温柔，连
日的阴雨绵绵，忽然感觉有初秋的味道了。
　　星期天，睡了个懒觉，说是懒觉，其实每天的那
个生物钟很准时，6点按时醒来，也不知道自己是什
么操作，星期六，星期天的闹铃竟然定在凌晨5点，5
点的铃声被我狠狠地划走了，但一个小时后还是按
时醒来了，说睡懒觉其实就是赖床而已。7点穿衣
喝水，看窗外不下了，收拾下楼跑步，今天跑友们都
出来晚，但我是最晚的一个。大家都是短袖短裤，
只有我速干衣上还穿了件运动衣，相互加油声中大
家就从我身边跑过了，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节奏
开跑。跑步这么久了，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跑，和
跑友顶多打个招呼，因为我是个十足的社恐。更多
的是喜欢这30多分钟的一个人的时光，可以和清晨
的第一缕曙光交流，可以认真地感受各种植物和土
地从冬的荒寂到春的美丽，欣赏每一朵花儿的盛
开，每一片叶子的青春，认真地吮吸空气里那沁人
心脾的花香，然后慢慢享受。
　　清晨的沮河南段真的太适合跑步了，虽说温度
一直低迷，雨水也一直在操练着，可初夏的花儿都
开了，绿意盎然的草坪上，月季开得绚烂多姿，蔷薇
花香氤氲了整个跑道。干涸的河道里，雨水滋养的
水草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长得比人都高了，好似一段
绿色的围墙一样，空气里有针尖样绵密的雨丝，但
更像是水雾气。
　　昨日已经立夏了，其实不用看日历，只要走上原
野，看麦田里拔节的麦穗，听山林里的槐花开放的声

音，篱笆墙上蔷薇花的物语，你便知道，春辞花，花辞
树，生长与成熟的过渡，初夏就破门而入了。
　　其实每年暮春初夏，最喜欢去山里，只要香甜
的花香入鼻翼，沁心脾，就知道山里的夏来了。静
静地坐在树下，仔细地听那饱满的蓓蕾盛开的声
音，那是最美的声音，是季节的馈赠，是时光的证
明。然后捋一把盛开的奶白色的珠串花，放入口
中，那香甜只属于夏天，站上山巅，看山川绿满目，
青草碧于天，树树皆雪色。可惜，今年一直都没有
去看看盛开的槐花，没有品尝那香甜的槐花，槐花
的香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成长的味道，是对童
年的留恋，对青春的祭奠，对中年孤独的慰藉。它
几乎伴随着西北人的成长，西北人，谁能说自己没
吃过槐花，没吃过槐花麦饭？如今它更多的是一种
乡愁，这种乡愁是季节性的，只有初夏才有的味道。
　　昨晚回家的路上，路灯下，铁栅栏上开了很多
颜色的月季和蔷薇，花朵上，雨珠摇摇欲坠，映衬的
花儿颜色尤其娇艳，细雨蒙蒙，行人稀少，花下更是
寂寥，路灯很明亮。站在花下，想起了汪曾祺的《人
间草木》里的：“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

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
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
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忽然就想和它们说
说话，问问它们是否爱这个世界，因为我要爱这个
世界，因为它先爱了我。不只是汪曾祺，从古至今，
文人墨客都喜欢花草怡养性情，苏轼曾有“只恐夜
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诗句，其实与当下这
路灯下的花儿很契合的。
　　很多人都喜欢春秋，可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深深
地理解农人最喜欢的还是夏天，在炎炎夏日，太阳炙
烤着大地，但它同时也成熟着塬上的麦子和油菜，金
黄的麦子在烈日的光热里，出穗，灌浆，籽粒饱满，然
后垂下头颅，就成熟了。农人顶着烈日笑意盈盈地收
获，有了粮食，才能丰衣足食。
　　中午，天又开始下雨了，西街的两排国槐在阴
雨中浪漫的像画中的街头。碧绿的树冠在空中相
接，像是给街道搭了个长长的绿色的拱门。布谷鸟
的叫声从远远的地方传来，布谷，布谷……已经在
声声催麦了，过不了多久，一个热烈成熟的夏天就
等着收获了。

雨 中 探 夏
翟春玲

  恍恍惚惚，忙忙碌碌，突
然惊觉自己已过而立之年，人
生已过半程，可似乎是一事无
成，双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留
下……这么多年，坚持到现在
的只有读书，从五岁开始看漫
画书到现在每年近百本的阅
读量，不知不觉，我在坚持阅
读的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
以后的人生，应该也是一样的
过吧，毕竟，我无法想象不读
书的人生会怎样。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
得，七岁那年，第一次翻开同
学精装版《海的女儿》时内心
的震撼，打开第一页，那华丽
的插画就让我忍不住发出惊
呼，从人物轮廓到服饰穿搭，
从背景配色到场景切换，无一
不美，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
小，并不理解小美人鱼为爱献
身的勇敢，但是故事的最后，
小美人鱼化为泡沫时，我也偷
偷地哭了好几次，禁不住为小
美人鱼抱不平。那时候，书籍
资源比较少，在铜川根本买不
到这么好的书，家里的经济条
件也不允许我买一本这么贵
的精装书，我就拿着白纸蒙在
这本书的插画上，拓印插画，
然后自己涂色，自己抄故事，
硬是做了一本“精装书”，宝贝
了很多年，最后翻得像抹布串
串一样破烂才丢掉。
  后来，上了中学，学业加
紧，父母不让看太多“闲书”，害怕影响学习，我嘴上连声答
应，可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哪会听话，每天晚上只要父母睡
下了，就偷偷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一会课外书，放松一
下紧张的神经。在学习最忙，每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那
段日子里，我硬是靠着打手电看完了七部《哈利·波特》，无
论关灯前三角函数有多难，受力分析耗费了我多少脑细
胞，在打开书的一刻，我就像喝一杯酒，骑着扫把畅游在霍
格沃茨，抛却一切烦恼。有一回，父亲拿着手电筒纳闷，现
在的电池质量这么差吗，换一次电池用不了多久又没电
了，吓得我连声附和。
  大学四年，学习一直马马虎虎，所幸武汉有高校联盟
政策，七大高校各类资源共享，我的阅读量突飞猛涨，那
几年，我几乎跑遍了武汉各个高校的图书馆，只要没有
课，就会背着大书包，带着水杯和面包酸奶，在图书馆占
个好位置泡一天。林清玄的《法圆师妹》让我为爱情的虚
无缥缈感慨叹气，余华的《活着》让我为人生之艰难数度
落泪，东野圭吾的《新参者》让我为人间亲情心生暖意，毛
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为追求梦想的决绝勇敢敬佩
不已。
  后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高兴也好，难过也罢，我
都能用超出年纪的成熟淡然处之，很快调整好心态，重
新开始，这都是阅读给予我的馈赠，所有的种种，我都在
书中经历过、体会过、感受过、思考过。小小的书籍，让
我去了没去过的地方，感受了没经过的情感，体验了想
象不到的生活，为我贫乏无味的人生增添了许多色彩，普
通如我，只要开始阅读，就能在书中方寸世界过千百种
别样人生，这种经历过的底气，让我在生活工作中更加
游刃有余。
  正如作家毛姆所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当你失意时、难过时、迷茫时，不妨开始阅读吧，当你沉浸
在书中世界感受纸墨香
时，现实的烦恼也会随之
消散。人生短短几十载，
喜怒哀思伤，谁也无法避
免，可读书的快乐，是我
们可以选择的，何不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呢。

回回

首首

方方

觉觉

纸纸

墨墨

香香

朱
妍

槐 花 吟
支如卫

（一）

十里槐林十里香，
扬鞭策马纵情长。
身旁已觉槐花远，
眼下槐花又几场。

（二）

人间四月正芬芳，
攘攘蜂蝶采蜜忙。
君问槐花开几树，
山前山后是甜香。

（三）

岭上槐花岭下家，
槐花树下慢烹茶。
轻调细品槐花蜜，
醉了槐花醉了他。

（四）

岭上槐花岭下香，
农家焖饭上庭堂。
珍馐美味何其盛，
却记槐花是故乡。

  每当杏花开时，我不免就会想起家门前的那棵杏树来。
  家门前的那棵杏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家里新盖
平房后，父亲从自家地里移栽回来的。父母知道，我们小时候
很少能吃到杏子，就是山上唯一的那个杏树林里，偶有小伙伴
们去偷杏子，我虽是跟着去过，但总是两手空空，失望而归。如
今父母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就栽了那棵杏树，每到杏子熟
时，让我们美美地过过嘴瘾。
  说来也是，自从家里的那棵杏树结果子以来，每年家人都
有吃不完的杏子。送邻居，送亲戚，送朋友。我家巷子里住的
人家，每年都吃我家的杏子。就是他们不摘，父母也会给他们
送到家里，让他们尝尝鲜，过过瘾。
  那杏子成熟的季节里，杏树上黄里透红的杏子，大大，圆圆
的，让人一看就垂涎三尺。摘一颗杏子，放在嘴里，咬上一口，
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实在让人过瘾。也曾吃过好多杏子，不是
太酸就是太黏，远远不及我家杏子的香甜。就母亲说，我家的
杏子比起一般的杏子都好吃，凡是吃过我家杏子的人也都这
样说。
  如今杏花飘香，回家时才走到巷子口就闻到杏花香。那淡
粉色的杏花，初开时像待嫁的新娘，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开放
时，舒展着四肢，慵懒地向阳而生，孕育着生命。杏花花期很
短，在一场雨后，就纷纷归于尘土，开启新的征程。
  每年杏花时节，我的心情也如杏花般阳光开朗。可今年杏
花开时，我的心情瞬间沉重了许多。因为我看到那杏花树下，
父亲时常坐着的那把椅子，已经空落落的闲置在那里，上面落
满了杏花，可再也看不到慈祥的父亲了。偶有来福卧在椅子
上，旺财卧在椅子下面，它们也仿佛在回味和父亲在一起的幸
福时光。
  以往每次回家，我一眼就会看到父亲总会坐在杏树下的椅
子上，要么晒晒太阳，要么抽着烟斗，悠闲自在的样子。来福和
旺财陪伴在父亲左右，像两个忠实的卫士。当父亲看到我的那
一刻，他定会笑呵呵地说：“我女来啦！”当我把买的零食给他
时，父亲总会说：“买那么多啊！”他很开心，也很幸福。
  可如今杏花开了，我再也找不到父亲的影子了。可我知
道，父亲一定会知道，那个曾经悉心照顾他的三女，永远忘不了
他，忘不了那个生她养她的家，也忘不了父亲栽的那棵杏花树。

家门口的那棵杏树

郝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