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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去世前几年，老跟我念叨想去

居集、临夏看看，想去居集初级中学看看
他曾经教书的校舍，看看学校马路对面
那家小饭馆，看看花儿临夏。可那几年
我在单位一天忙得昏天黑地，加之八十
多岁的老父亲身体除了偶尔感冒，状况
比年轻人还好，就一拖再拖，最终拖成了
我心中难解的结。

2013年11月13日，父亲有点不舒
服，中午下班后，我赶到父母家看到兄弟
姐妹们都在，父亲弱弱地坐在炕上，中午
连半碗饭都没吃。晚上下班快7点时我
在公交车上，大女儿打电话过来让我快
点回家，说“阿爷不成了。”其实那时父亲
已经咽气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不在父亲
身边……

八个月后，第二年的7月1日早上
母亲起来准备洗涮时，突发脑溢血离开
了我们。

父母在世时总觉得来日方长，父亲
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想回到他曾经站过的
三尺讲台看看，看看他离开学校60多年
后居集和临夏发生的变化，顺便了了他
1949年8月中旬匆忙离开学校，欠校门
口对面那个比他还早还匆忙离开居集的

“乐都阿奶的三块大洋饭钱”。没想到六
十多年来，居集、临夏、“三块大洋饭钱”
一直压在父亲心头，父母去世后这几年，
这些又成了我心上的一块病。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妻早早赶
到居集，找到了居集初级中学。因是周
末，学校大门紧闭，隔着门喊了半天没人
应。站在那儿问一过路的老者，他回答
不知道这学校的情况，连问几人都是一
问三不知。怅然若失离开校门准备驶向
临夏，出居集不远迎面走来一穿灰中山
装，身板挺得笔直，大步流星走路的面容
清瘦的老人，赶忙停车，问居集初级中学
的事情，“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

那里的学生，原先是青砖青瓦一进三
院的大院子，四十年代改为学校，学生
为周边乡村的四、五年级学生及初一、
初二的学生，全部是男生，那时学生离
家都远，一律住校……初三以后都到
河州去念书了。”欣喜中愣怔在那，连
阿爷何时离开都没察觉，失去了深入
访谈的机会。

（二）
为着居集、为着临夏，每年我都会去

一两次，有时和朋友，有时一个人，就像
上月在八坊十三巷，我给在临夏州政协
工作的雍桂英所说，进了临夏我没有陌
生感，穿行在临夏的街巷我就像走在西
宁的大街上一样泰然自若，这条街进那
条巷出，完全没有考虑过会不会迷路。
可那晚我迷路了。吃晚饭时几个文友坐
在一起，说晚上的八坊十三巷更好看，提
出带我们去转转，我心里想，就那么一条
街，有啥好转的。

顺着街边射灯照射着的古色古香的
石牌楼，我们走进了一条我完全陌生的
巷子，沉沉的夜色中皎洁的月光在云中
似隐似现，探头探脑地眷顾着我们，巷子
中间河道里流水潺潺，河岸两边建筑物
上灯火璀璨，昏黄路灯下的小巷里三三
两两的游客、追逐嬉闹的孩童、挽着手窃
窃私语的恋人、围坐在大树下享受着舒
意生活乘凉的老哥几个，高声低语地聊
着男人们关心的天南海北的大情小事，
阿奶小媳妇们则坐在门前台阶上絮絮叨
叨着家长里短。小巷曲里拐弯的一条套
着一条，灯火中隔一段路便有几家经营
临夏本地饭菜的小餐馆、小超市类的出
现，静悄悄的，没有人会站在门口刻意大
声招呼，你转你的我忙我的，恬淡中多了
一份随意，恍然间似回到了遥远的中古
时代，没人注意你迈着细碎的脚步徜徉
其间，没人会打断你的遐想，就在这样的
夜晚，我完全陶醉迷失在四通八达的小
巷里转来转去。这一晚，临夏的八坊十
三巷完全颠覆了我就如老人们说的“十
个孙猴儿一张脸”、对古城“一个做旧、全
新、闹哄哄的乡村集市”的陈念，颠覆了
现在国内大多数的这个“古城”那个“古
街”，拥挤的人群加上猴急的商家，一点
新意没有的根深蒂固的排“做旧”性。

“下雨天走进八坊十三巷，在小巷中
慢慢品味又是别有一番情趣的。”一起的
临夏作家马海霞说，晴天、雨天、雪天、早
上、下午、晚上，每一次走进，每一次的感
受都不同，尤其是雨天徜徉在小巷里那
是很惬意的。“我们的八坊十三巷被评为
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已经成为河
州民俗文化名片和甘肃旅游的新地标。”

“临夏一年四季没风，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雨天淅淅沥沥的雨滴在伞上、滚
落 在 脚 下
溅 起 小 水
花，小巷中
偶 尔 碰 见
几 个 慢 腾
腾 走 路 的
人，你就会
忽然悟道：
只 要 静 下
心来，生活
是 如 此 的

美妙。”已经将临夏完全当成故乡的雍主
任不无自豪地介绍道。听着介绍，想着
临夏的大夏河，集精美的砖雕木雕于一
体的大观园——红园，临夏阿娘们驰名
西北五省区的茶饭手艺，临夏的青山绿
水，以及在这一方山水间将生活过成像
花儿一样而又不事张扬的临夏人，想着
父亲的临夏情结，想着多少次我与八坊
十三巷都是西头进北头出，从没有像今
晚这样沉下去，将自己交给八坊十三巷，
细细回味慢慢咀嚼，每次的临夏之行都
是蜻蜓点水，离开时心中又都会怅然若
失的原因不得而知，这一次在朋友们的
讲解中似乎明白了……

（三）
这几年，对临夏，对将生活过成像花

儿一样的河州人，心中始终有个不解的
结，难以割舍。是父亲的缘故还是临夏
砖雕抑或是嘴刁的我迷恋着临夏阿娘们
的茶饭，远离西宁270公里外的临夏，似
有一根无形的绳始终在牵着我的心。

临夏，古称河州，时至今日在西宁、
兰州人的口中一直把临夏人叫“河州
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人非常顽固地坚
称临夏为河州。临夏还有个别称叫“枹
罕”，“枹”在这念“fú”，翻开现代汉语
词典，“枹”在其中的解释只有两个字

“鼓槌”，而在百度中“枹罕”的解释也是
简之又简“古县名，郡名”，“罕”我们都
能理解是为“少”的意思。古人两军交
战，以击鼓为号，鼓舞士兵奋勇搏击，在
《曹刿论战》中不是有“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说吗？河
州地区地处浸润着儒家文化的农耕经
济与粗犷豪放的牧业经济过渡带上，自
古便是各方豪强势力争夺的焦点和较
量的战场，亦是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一
个节点之一，古人将河州改名为“枹罕”
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和吉祥之意：“枹鼓
罕闻，永享太平”。

砖雕在灿烂的河州文化艺术中，千
百年来临夏回族群众用刻刀以线浮雕的
形式将各种花卉、河流山川等通过艺术
加工的手法，精选上好的青砖刻在上面，
装饰在房屋的砖柱台座、门厅影壁上，它
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古朴典雅的艺术魅
力、出神入化的艺术手法，成为河湟文化
的主要代表之一，使河州砖雕名扬四
海。临夏的红园、东公馆是河州砖雕艺
术保存最多、最完整的两处地方，随处可
见取材广泛的砖雕作品，一幅幅都以立
意新颖、造型生动、雕工细腻、技艺精湛
而著称，堪称砖雕艺术的博览园。这几
年每次到临夏，这两地几乎是必去的地
方，每次去感受都不一样，“枹鼓罕闻，永
享太平”的美好愿望和意境在河州砖
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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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客
民

黎
客
民

油泼辣子（者）油泼蒜
竹签儿串哈的串串
尕手哈拉上了红园里转
麻辣烫吃哈地心欢

转罢了红园（者）转广场
放眼望
小红伞的美食有八百样
酿皮子加上个甜醅子
炒发子
尕心里越吃越美滋滋

三泡台的碗子咔啦啦响
毛尖的茶叶（哈）下上
品完了美食把花儿哈唱
白牡丹开遍了路上

古铜色的底片
调匀眉眼里的设色
把岁月荣华收藏

福煦阳光里的木棉
拖着冬天的尾巴
把春季收藏

和风拂缕 暮色里的古树
摇曳分合的叶梢
把结痂的根须收藏

滚水风尘的孤旅
来往深处里的嫣姿浅笑
雅阁楼里 笛声 缓起缓落

院墙内外 吆喝叫卖 熙熙攘攘
三两追逐鸢线的孩童
七八店里寻物的生人
九十里外方眼可闲的 烟囱炊袅
还有 还有
屋内墙壁
画中痣旁眉
有诗的眼神

被岁月拖进人生的黑洞
还取个好听的名字 叫
回忆

嘈杂搁浅记忆里的痕迹
往事成了回忆
霓虹灯的光亮
粉饰钢筋水泥的狰狞
自然的丹光吹熄成殇

那诗画的眉眼巫山云翳
那古街的嬉闹脚步欢声
那蓝色的浮空风与筝锋
炊烟，萤火，夜空，生人
……
收藏你
霓虹深处
萤火心底

收藏诗意的名字
收藏你古树成皮的纸张
和时空从前的欢愉歌声
毛蜡烛粘合我流泪的心口
我收藏着
你的名字
收藏着你
我的故人 往事

白牡丹开遍了路上

◇◇山 泉
春涌玛纳斯河水，一路奔腾浩荡，澎湃的浪

花，似春天的呐喊，呼唤着一位英雄的名字——
胡廷珍。你在哪里呀？你在人们的心中，丰碑
耸立在天山北坡，山河镌刻着你的英名。每到
清明时节，我们仰望星空，无限感动，你的波澜
壮阔，激荡着心胸，你谱写的光荣，让巍巍天山
都给你致敬，茫茫松涛都静默肃立，盘旋的山鹰
也发出哀鸣。此刻，玛河儿女举起了右拳，在飘
扬的党旗下宣誓，庄重的誓言划破了长空，回荡
在你曾用鲜血染红的凤凰古城。

这里的黎明还记得，90年前，你把岁月塞满
行囊，向祁连山告别，向天山赴约，开始注定你
的长途跋涉。那时，你迎着白色恐怖，在血雨腥
风中，一路艰难探索前行。革命征途，生死难以
预测，你却坚定从容。这里的夜莺都还记得，凤
城东关小巷的那盏煤油灯，就如星火划破了长
夜，你将红色种子播撒在边陲小镇。那时的你，
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不怕流血牺牲，要做驱散
黑夜的太阳，用热血点亮一丝微光。你用西北汉子的呐喊，呼唤黑暗中的
人们觉醒；你用共产党人的热烈感叹和辽阔祝愿，把人心慢慢聚拢；就为了
信仰的主义真，把真理融进你的梦，用挥洒的万丈豪情，在黑暗中探寻光
明。你是春天的呐喊，是百姓渴望的幸福呐喊，是天下劳苦大众祈昐的吉
祥呐喊。让今天的我们，读懂什么是血染的忠诚？什么才是火红的青春？
玛河涛声回应着你的梦想，山河记录着你的殷殷期盼，一代又一代玛河子
孙，重温你的不懈追求，赓续传承你的伟大精神。你的青春初心，点燃了多
少年轻的热望，都把精彩交给了勤奋，都把高歌交给了山河雄浑，贯通使命
的初心始终坚定，才迎来了家乡巨变，面貌焕然一新，万紫千红的春色荡漾
在人们的心中。

永不停歇的玛纳斯河，一路欢歌奔涌，强劲中在深情呐喊，呼唤着一个
英雄的名字——胡廷珍。你在哪里呀？你的鲜血洒在了靖远楼下，丰碑铭
刻沧桑岁月，凤城大地传颂着你的英名。每到清明时节，我们心潮翻涌，久
久不能平静，星月相伴遥远，诉说着万千情衷，风雨陪伴着执着的追思，承
诺的誓言不负所托，飞翔的白鸽洒下一串祥和安宁。此刻，玛河儿女拔节
的青春，同太阳一起攀升，奋斗的每一天，都如同你当年一样的英姿勃发，
繁华中就仿佛有你忙碌的身影。

这里的百姓还记得，九十年前，你挺着铮铮铁骨，向黄河辞别，向
玛纳斯河赴约，你开始在时光里穿梭。那是一段坎坷的岁月，风雨兼
程，熬过春夏秋冬，一路砥砺开拓奋进，何惧暴雨狂风。斑驳的古城墙
还记得，你的追求跟随信仰的坚定，不变的本色坚守着一颗初心，追逐
心中梦想是那样痴情。那时的你，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为了民
族的解放，哪怕献出生命，甘愿赴汤蹈火，敢于劈波斩浪。你就如浩荡
的西北劲风，吹散漫天的阴霾；你就如玛河滚滚波涛，荡涤旧社会的污
泥浊水，要将它一扫而净；奉献出滚烫的忠诚，把沸腾的信仰和你的脉
搏一起跳动，用赤胆忠心担当使命，在黑夜中选择驰骋冲锋。你是春
天的呐喊，这呐喊就如铿锵的步履，给岁月留下一个馈赠。让今天的
我们，读懂这就是青春的接力，这就是信仰的传承，也让古城徜徉在无
边的憧憬。山河记录儿女的奋进，让你的心愿实现五彩缤纷，要让你
梦中的模样，慢慢变成醉人的风景。一代又一代玛河子孙，把你不朽
的灵魂，凝聚到美丽的进程。你的青春向党，激荡着多少年轻人奏出
精彩华章，把心中的理想铺开一幅盛世画卷，双手托起一座未来之城，
让传奇的春天故事震撼人心。

收 藏

◇◇王 晶

春
天
的
呐
喊

◇◇
杨
立
新

杨
立
新

四月春阳，微暖风漾，花开递次艳
娇。赏花人丛，笑语倩影动。郁金迎
春争艳，妩媚曳，绽放情浓。痴意盼，
为谁守候，心思寄晴空。

悠然步河堤，绿水西流，翠鸟声
鸣。望崖壁，红山白土隆盖。峡谷激
流胜景，高大坝，诗颂盈衷。流连久，
岁月静怡，暮色灿灯红。

◇◇刘 森

春光明媚、阳光温馨，蓝色黄河边
的阳光永靖，正氤氲一场春天的花
事。清明美艳的迎春、白玉兰奏响了
黄河三峡春的序曲，随后桃杏花、樱花
接踵而至，为春日增添了芬芳的诗
意。谷雨润物，山岚青黛，醉美人间四
月天，黄河花堤上的郁金香吸引人们
的眼球，把踏青郊游赏花的雅兴，充溢
得饱满。郁金香期待这个周末，邀约
我在黄河花堤上见面。

我知晓，每年的这个时节，会有大
批游客慕名纷至沓来，在黄河花堤
上，赶赴一年一度相约郁金香的盛
会。沿黄河岸边的长堤上十多万株
郁金香竞相绽放，花红似海，也在抖
音、快手上亮相。永靖走红网络的“九
妹”，从天水麻辣烫中火爆出圈，如今
在本土，在黄河花堤上为郁金香助力
添彩。他们是人间的“花”，与大自然
的花相融在一起，在春风抚慰下，轻轻
摆动裙摆扭动身子，用滑稽优美怡人
的情态舞姿移步花海，和芬芳美颜的
郁金香一同，给成千上万的游客助兴
愉悦。他们或红或黄或紫或白的装束
扮相，和郁金香的品种相得益彰，在花
丛中翩翩起舞。

每一株郁金香在阳光下散射出绚丽
迷人的光晕，让我沉浸在春天的花海里，
陶醉在黄河岸边的花堤上，我仿佛觉得
自己也是一朵郁金香，一朵婀娜多姿的
鲜花，抑或是一朵花瓣恣意飞扬。犹如

大西北的民歌花儿一样，热情奔放灿烂
于黄土高坡，装饰西部艳丽的春光，让花
儿高亢春天的故事，诉说如今幸福美满
的生活。

我不曾料想，这来自于欧洲低地之
国荷兰的国花，竟能落足西部的旱塬。
20多年前，外甥留学荷兰，给我带来了
一盆郁金香，我把它作为一份贵重的礼
品笑纳。常言道，千里路上送鸿毛，礼轻
仁义重。虽说是一株不起眼的花，可在
荷兰非常尊贵。外甥带它漂洋过海长途
跋涉，是何等的遥远艰辛，也是对它生命
的一次历练。我精心呵护侍弄，而它仅
存活了两个月，便在花盆里枯萎了。原
来它适合在室外的田园里成片种植，需
要新鲜的阳光和空气。我在居室里的圈
养，禁锢了它热情奔放的性格，失去了汲
取大自然养分的通道。

今日，潮水般涌动的人流，一波一
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走进花
堤，犹如走进了一个五彩的梦境，吮吸
缕缕花香。或拍照留念，或静默观赏，
或低声交谈，把心沉浸在这暮春的明媚
中，去亲近一朵郁金香灿烂绽放的人
生。这花季释放出的醉人芬芳，绚丽春
日的画卷。那红、黄、蓝、紫等色彩交织
的花影，与黄河边的微风交织在一起，
共同谱写春之华章，用美丽和梦想，唤
醒了西部沉睡的大地。

在黄河的花堤上，郁金香给我送来
了永靖迷人的春天。

与你邀约黄河花堤

◇◇王新有王新有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我的母亲已年过六旬，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个知书达理、明辨是

非、乐善好施的农村妇女。
小时候，父亲外出务工，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更是最坚强的依

靠。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
母亲借着昏暗的白炽灯灯光或微弱的蜡烛光亮，坐在火炕角落的小凳上，两
个膝盖间夹个木夹板为我们纳鞋底，或是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新衣服的场
景。为了让我们穿得“体面”些，她有时通宵达旦地赶进度。那时，我年龄尚
小体会不到母亲的辛苦和伟大，只知道不高兴了撒娇耍脾气。

长大后，等自己成家立业时，母亲是我们的“避风港”，更是最有力的
臂膀。为了儿孙，她依然不辞辛劳，起早贪黑地在家忙碌，从不计个人得
失。我和爱人上班时，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和日常看护的任务就落到母亲
身上，母亲从不埋怨自己有多辛苦、多疲惫，即使身体不舒服也不吭声，不
愿打扰我们，怕影响我们工作。我每月给母亲的一千元零花钱，她始终舍
不得花，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存起来。但是在孙子的教育问题上，母亲既严
厉又耐心，特别是在基本的日常生活、接人待物上始终给孙子最有效的引
导和最严厉的教育。

母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但是也没见过多少世面，如今我
和爱人每年都带母亲去外地散散心，
看看外面的世界。征求意见时，母亲
总说不愿出去，其实她是怕花钱。但
是真正驱车出发后，欣赏着一路的美
好风景，领略着异乡的风土人情后，她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滔滔不绝，像是
回到孩童时代一样。

如今，母亲年事渐高，乌黑的头发
中夹杂着许多银丝，看着慢慢老去的
母亲，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儿
女，我们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了……愿
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母亲
◇◇杜旭伟杜旭伟

山回路转
张河西村，横亘在眼前

空气里飘荡花香，鸟语

粉色的桃花
在枝头，描绘传奇世界

春风拂过
千亩桃花，争先恐后地

绽放
传递乡村振兴的故事
繁花掩映屋舍
一场新雨漫过
奏响和美乡村的旋律

南来北往的蝴蝶、蜜蜂
总是侧目、徜徉其间
在南塬，寻觅属于自己

的那份念想

在
南
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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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份
念
想

像像
花花
儿儿
一一
样样

（花儿）

青砖墙前醉春花青砖墙前醉春花 晓芸晓芸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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