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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霞

一
临夏古城香味飘，

沿街小店客如潮。

辣汤麻菜人颜喜，

嚼劲还夸宽粉条。

二
麻辣烫铺接踵开，

香飘满座诱人来。

不知美味为谁醉？

还叫店家勤发财。

◇◇赵义荣

街边小吃变珍馐，
麻辣添香齿间留。
非独龙城多美味，
只缘君未到河州。

◇◇金和智

一

四川辣子北乡椒，

相聚鸡汤美味飘。

鲜菜粉条香汁烫，

吃完咂嘴赞如潮。

二

粉条鲜菜草鸡汤，

麻辣羹肴街溢香。

谢女檀郎围满桌，

河州小吃美名扬。

◇◇刘登科

金汤红火粉条长，
一碗佳肴待客尝。
莫道河州无美味，
细烹麻辣尽文章。

◇◇杨明选

食材料里匠心运，
色泽倾城响四方。
世上珍馐人所爱，
河州麻辣烫醇香。

◇◇杨乔秀

一
河州春意胜常年，
酸辣香麻味俱全。
滚烫鸳鸯锅里闹，
今朝一夜火红天。

二
烹烫烧开赛丽花，
又增椒子越香麻。
辣来稀客挤街道，
筷挑春风暖万家。

◇◇马 彪

一红二绿炖骨汤，
宽细相间十里香。
四季宾朋似潮涌，
河州麻辣烫名扬。

◇◇陈学智

一
食材撸串滚中浮，
泼辣全凭大榨油。
一碗鸡汤多味菜，
火过天水火河州。

二
鸡汤荤素一锅装，
食客座中多女郎。
君看寻常麻辣菜，
河州味道再添香。

三
你住西头我住东，
北南口味少融通。
疑从川菜进临后，
再起泼天麻辣风。

◇◇马林英

美味千奇何处殊？
河州麻辣出江湖。
陇原儿女共携手，
食界扬名又一符。

麻辣鲜锅遍地开，
粉优菜嫩引宾来。
味香四溢名中外，
食美河州心快哉。

◇◇陈焕云

◇◇马坚强

肉鱼蔬菜一锅熬，
麻辣鲜香价不高。
闻味流连涎欲滴，
烫他几串也堪豪。

◇◇武正全

众口生馋瘾，

佳肴诱客尝。

油温宽粉嫩，

菜鲜辣椒香。

翡翠琉璃盏，

珍珠白玉汤。

住行在临夏，

安逸羡八坊。

◇◇牛 岱

一
临夏名吃麻辣爽，
一街两巷有吃摊。
锅中配料翻花样，
齿间留香入梦酣。
三五亲朋来小聚，
晨昏肠胃去余寒。
蟠桃未必能增寿，

烫菜随时可解馋。

二

竹签串串缀成排，

烫菜锅中随浪来。

宽粉盘桓扭三转，

游人胃口顿时开。

山城东乡县，冬季，天空湛蓝。
天还没亮，福利院的马蓉蓉一咕

噜翻身起床了。从床铺底下小箱子
里面取出一件崭新的休闲棉衣。铺
在床上看着，该搭配什么颜色的鞋子
好呢？今天可以不穿校服，穿上漂亮
干净的衣服，配上白边红色的鞋子，
一定很漂亮。

洗过脸，刷过牙，头发梳了一遍
又一遍，她就开始挨个叫小伙伴：“赶
紧起床收拾，宿舍要打扫得干干净
净。今天是星期六，家里来客人呢。”

三个小伙伴，同住在福利院二楼
的宿舍里。

今天是除夕，县妇联的干部职
工们在微信群里互相喊话，要去福
利院看看孩子们。下午两点，“爱
心妈妈”们在福利院的厨房里，揉
面、剁馅、擀皮、包饺子，忙得不亦
乐乎，为孩子们准备着年夜饭。把
暖暖的新春祝福，满满地包在羊肉
馅饺子里。

春节，中华民族万家团圆的传

统节日里，没有家人陪伴的孩子们，
在福利院这个大家庭里，吃着热腾
腾香喷喷的饺子，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一同前来的群团组织的干部职
工们，和孩子们一起挂红灯笼、贴对
联，把福利院装扮得热闹喜庆，营造
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一年多来，每个周末
都是马蓉蓉和小伙
伴们最开心快乐
的日子。他们
期待着叔叔阿
姨 们 来 到 他 们 中
间。这一天，有手抓
羊肉、饺子、水果，还有喜欢的零
食吃。

枫姐，是个热心肠的人，多年来
她关心孤儿，关注单亲家庭的孩子。
追踪关注学成一技之长的青年，把他
们推送给相关企业，自食其力养活自
己；对适龄女孩，她牵线搭桥做红娘，
让她们找到自己的归宿。

我与枫姐和妇联的姐妹们走进
福利院的大门时，几个小朋友亲切地
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女孩，笑盈盈地
走近了枫姐。说话间，她们的大手和
小手已牵在一起。我以为女孩是枫
姐的亲戚娃娃呢。

她就是马蓉蓉，县中银小学六年
级学生是福利院七十多名孤儿

中的一个。她拽着枫姐
上了二楼，看着活泼

开朗的小姑娘，急
急忙忙抢着说
话的样子，看

不到一丝忧愁。原
来，女孩带她的枫姨去看

贴在宿舍墙上的奖状。
“手工制作二等奖”贴在她的床

头显眼的位置。三个小姑娘的房间，
同一色调的被褥，床头挂着校服、红
领巾等。从毛巾到鞋子，衣服放得整
齐，房间打扫得干净。

马蓉蓉不怕生，有问必答。
“枫姨是你亲戚吗？”

“是常来看我的姨姨。”
“她最关心你，对吗？”
“是的，还有我哥哥。”
“那你喜欢她吗？”
“我当然很喜欢她，和她一起来

的有许多姨姨，在厨房里包饺子。
有时还有从兰州来的老师教我们跳
舞、唱歌。”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
“那你就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考

上一所好大学。”
有关她的父母和家庭，我不忍心

问马蓉蓉。据枫姐说，马蓉蓉的父亲是
残疾人，蓉蓉出生不到一岁时，父亲去
世了。等她还没长大，母亲改嫁去南方
打工谋生。不到五岁，奶奶也去世了。
每个周末，马蓉蓉最盼望的就是坐在枫
姨身边，边吃零食边说学校里的事情，
还有身边小伙伴儿们的大事小情。

手被枫姨牵着走的时候，马蓉蓉
的心里很暖，小脸上洋溢着笑容，笑
得像朵向阳的花。

诗
咏
临
夏
麻
辣
烫

诗
咏
临
夏
麻
辣
烫

一匹马飞来，驮上我

驶往古代——
铜镜照亮天空，照亮美人脸——

落日在轻轻地饮广通河的水。

我手执牛角梳子，梳你的长发——
你唤我的小名，“阿麦，阿麦——”
并说“请再写几首诗吧，诗句上建造天堂
和贮存玫瑰花的清香……”

一只鸽子落在我的肩膀上，羽毛雪白
“咕咕，咕咕”地叫着。
你着白衣，我穿青袍

我们在白云之上飞翔……

三足盉
驾长车，行驶在齐家坪上
火烧三足盉，让茶叶在陶罐中沸腾

我们给一株小草命名
叫它，亲爱的
四千年后，有人在读这首诗
给它续尾。他说
善良是由内向外生长的绝句

青玉琮
如果人间需要一场祭祀
那么就祭祀人间的良心吧
别让它变坏

如果人间需要一场祭祀
那么就祭祀爱情吧
别让它闭上眼睛，别让光明关上大门

◇◇阿 麦

（外二首）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

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

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
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
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
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
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
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

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
地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
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
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
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
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
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
也是满足。

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终于等来草
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
地的一天。

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
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
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

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
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
叶子，最重要的是不能总是没精打采，而应“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
的美好前景”。

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
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
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

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
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
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
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
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
好，人就渐渐出来了。

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
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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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的花
◇◇马翠兰

一般而言，草木多生长在土壤
里，当然，大自然的神奇无所不
在。一颗游荡的种子可能会因风
的多情而远离土壤，去寻找另一处
可以孕育生命的摇篮。倘若你在
旅途中看到有块岩石上生出了绿
枝芽，倒也不会觉得新奇，因为风
中的种子在那里有了归宿。可是，
你见过整整一座座都是由岩石构
成的山峰上全长满了松树吗？那
是一棵颗苍翠、挺拔的青松，深深
地矗立在那些陡峭嶙峋的岩石山
峰上，历经风霜雨雪不倒，愈加地
繁盛茂密。这便是我的家乡，甘肃
和政县独有的一景——松鸣岩。

在这里，那裸露在大自然中的
一座座岩石山峰，鬼斧神工般地塑
造出它们那壮硕、迷人的躯体，又
盛情地挽留了所有游荡于此的生
命的种子。这其中，可能是偏爱于
青松而同时又被青松钟情吧，于
是，经过重重岁月，这些岩石山峰
已身披厚厚的、浓绿的青松外衣。
同时，自然的风情又使它们露出那
巍峨的、耀眼的岩石胸膛，来吸引
一个个过往的游人。

或许，你可能见到过青松生长
在岩石上，但你若来松鸣岩，必定
会新奇惊叹于眼前的景观。那整
座的岩石山峰，仿如天外来客，赫
然挺立在松鸣湖畔。不必雕琢，无
须修饰，那天然的曲线已足够倾倒
世人，更何况又身着这层层俊绿
的、诱人的、四季常青的迷人松
衣。如若风的使者从此而过，便让
那一枚枚松针碰撞、交响，鸣奏出
大自然的美妙神曲，松鸣岩就此得
名。

春天的松鸣岩，在那深厚的、

略显沧桑的色调上悄悄地增添了
几分新绿，仿如刚加入队伍的年轻
的战士那青春的脸庞，给人希望，
叫人欣喜；夏天，令人烦躁的炎热
在这里无从谈起。满山的青松早
已偷偷吸收那多余的阳光，你只觉
置身于世外幽园，清新的空气和诱
人的浓绿使一切烦杂都暂且逝去，
唯留风景独赏。到了秋天，松鸣岩
自有它独特的秋的韵味。有那金
灿灿的落叶松，仿如身着黄金战甲
的将士，在阳光里闪耀威武；又如
那身披金丝薄纱的美人，在微风中
动情婀娜。更有那绿油油的长青
松，好似服了不老仙丹，在岁月里
独享青春。剩下冬天，倘若来一场
大雪，漫山的松树白茫茫一片，就
连那平时一直都裸露着的岩石胸
膛也被雪衣覆盖。放眼望去，整个
松鸣岩就好像裹了一层亮晶晶的、
迷人的银白色长纱。而那银白色
是有层层叠加的视觉美，有高低不
平的错落美，有远近朦胧的迷离
美，身处其中，宛若仙境，实在醉人
心脾。

在岁月的沉淀中，松鸣岩也形
成了它独有的文化气息。一座座
阁楼寺庙在能工巧匠的精心铸造
和巧妙设计下完美地镶嵌在这些
岩石山峰上，好似浑然天成。每年
的农历四月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
八三天为松鸣岩花儿盛会，亦称

“四月八”节。每逢此时，来自四面
八方的男女老少、青年才俊在这里
相会，用一种富有民俗特色的曲调
——花儿，来传唱他们的情怀，表
达对自然、家乡、亲人以及眷侣的
热爱与思念。那时，蓝天下，清风
里是幽幽松鸣，动人歌喉。

松鸣岩
◇◇罗小平

在“天下第一镜”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