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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杏树坡
我和风一道
在吹麻滩的前岭村
共同许下了诺言
春要来
花要开

我始终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
比如爱情、亲情……
我也始终忠于我的初衷
比如人民、大地……
我的内心里
始终住着我的村庄

那夜的月光
驱散了漆黑的清冷
倒映着世间的一切
倾泻着黄土地的眷恋和深情
那爱……那情……
便是承诺

太阳和月亮

月亮啊月亮
你为何总在黑夜里闪烁
太阳啊太阳
你为何总在白天中闪闪发光
月亮生怕太阳
只有在太阳熟睡时
暗中发亮

今夜，在吹麻滩
在喧嚣的大禹广场上
人来人往
热闹安详
我，只是一个路人
在熟悉的地方
遇见无数陌生的人
他们的坚毅
他们的乐观
让我信心满满
他们的执着
他们的热爱
让我欢喜万分

今夜的月亮
圆圆的
好像十五那样
月光下，有人唱着
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情歌
那醉人的锅庄舞啊
犹如地上的月影
又圆又大
家是什么？
是宅院？
是一室三厅？
……
在积石山
我得到了答案
家是国
国是家
家国就像月亮和太阳

月亮啊月亮
给大地带来光亮
指引我夜里
不怕不怕

太阳啊太阳
你光芒万丈
擦去了大地上的
一切暗伤

太阳和月亮
一个在天的这边
一个在天的那边

积石山上雪化了

积石山，在我心中
那是高不可攀的圣神
曾记得，山顶常年积雪的积

石山
犹如一座山戴了一顶白色的

帽子
那洁白、无瑕所折射出的荣光
是力量
更是想象

立夏刚过的积石山
绿意盎然
滨河路上的大柳树
在春风里摇曳着舞姿
抬望眼的瞬间
突然发现山巅的白雪融化了
从此，我便开始了四处寻找

从林坪转战方家
一切皆缘
常言道，心在哪里
牵挂就在哪里
而如今，哪里需要
哪里就是家

积石山上雪化了
太阳和月亮
蓝天和星星
我和你
便是整个夏天
那是童话
也是梦

为了一个承诺
（外两首）

◇麦田守望者

太子山高入云端，
雄视河湟瞰甘南。

太子山呵，梦中的山，
今日始见真容颜。

跋山涉水来看你，
梦中的神山在这里。

弯几道呵，山几重，
山外更有许多峰。

天没你高呵，镜没你明，
俯视人寰若仙境。

云不绕呵，雾不来，
坦坦荡荡敞开怀。

太峙一道迤逦开，
日照群峰雪皑皑。

旅游通道长又长，
沿途一路好风光。

天更蓝呵，云更白，
满目青山扑面来。

绿茵茵的山野，黄澄澄的芥（gai），
远离喧嚣无尘埃。

满山的庄稼、油菜花，
漫两声“花儿”——心上的话。

尕牛犊吃草，䕯（piao）开花，
入云深处有人家。

吃一碗酿皮，喝一口茶，
太子山水美如画。

看过了千山与万水，
还是家乡你最美。

何苦东奔又西走，
最美的风景在河州。

不是自夸，不是吹，
一生你要来一回。

夏天凉爽山清秀，
处处好景不胜收。

美食繁多人淳厚，
欢迎大家来旅游。

牡丹随
处有，胜绝

是河州。两百
多年前，清代诗人
吴镇的这句诗是

对临夏牡丹的高度赞誉和真
实写照。临夏人历来爱牡
丹，也喜欢种牡丹、养牡丹、

赏牡丹。作为地道的临夏人，我
家也不例外。
在老家宅院的花园里，有五六丛

高大的牡丹树。这些牡丹比人还高，
主干粗壮，每年初春时节，龟裂的、粗
糙的枝干上，一簇簇红褐色的嫩芽萌
发窜动，慢慢舒展成一片片黄褐色的
嫩叶。嫩叶一天天长大，渐渐变绿，成
了一块块翠绿的手掌，捧出一枚枚尖
顶椭圆的小花苞。五一前后，牡丹渐
次绽放，一朵朵碗口大的重瓣牡丹盛
开在层层碧叶间，有紫的、粉的、白
的。紫色的花瓣弯曲狭长，瓣端参差
不齐，花蕊像一只金凤凰，有一个富有
诗意的名字——“凤落紫霞”；花瓣柔
弱无力，层层叠叠，白中透红，状如酡
颜的叫“醉贵妃”；瓣底紫黑，瓣面紫
红，最中心的花蕊是紫色的叫“朱砂
红”；粉红色的花瓣层叠繁复，像皇冠
的叫“大藕”；紫斑红褐色，外粉内红，
粉中透红的叫“观音面”；外瓣粗大，内
瓣细碎，粉白色的叫“粉西施”；瓣底紫
黑，外瓣大，内瓣小，青白色的叫“玉狮
子”；粗瓣，紫斑粉紫色的叫“玛瑙盘”；
洁白无瑕，像一团绣球的叫“玉剪
彩”……每逢这时，成群的蜜蜂在花间
穿梭，浓烈的花香在小院弥漫，远远地
在巷道口就能闻到花香。一朵牡丹的
花期只有四五天，从第一朵花开，到全
部凋谢也不过半月。花开完了，齿形
的叶子开始疯长，层层叠叠密密匝匝
的绿叶又成了一道养眼的景致。

听父亲说，我家养牡丹有八九
十年了。最早是在爷爷的时候，那
时刘家峡水电站还未修建，老家位
于现在的大夏河河中心地带。爷爷
喜爱牡丹，搜罗了不少，有十几种。
常用冷却的肉汤浇灌，牡丹长得非
常旺盛，花开得也十分娇艳。每年

花 开 时 节 ，一
些亲朋好友和远近

乡亲慕名前来赏花。
对我家而言，牡丹不止是一种花，

更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父亲说，牡丹曾
救过我们全家人的命。自然灾害时，到
处缺粮少吃，就是市面上卖的一点粮食，
也是售价奇高。家里没有粮食，更没有
钱，全家常常有上顿没下顿，饥肠辘辘。
父亲听到一个消息，说牡丹根可做药用，
县药材公司在收购。于是挖了不少牡丹
根，悄悄拿到药材公司去卖，换了一点
钱，买了一些粮食。在最艰难的时候，这
些粮食救了全家人的命。父亲说，如果
不买那些粮食，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刘
家峡水电站建成，准备蓄水发电，村庄移
民搬迁。搬运完家里的大小家什，父亲
已经精疲力竭，看到那些曾救过全家性
命的花，心生不舍，又花了好几天时间，
一点一点地小心刨挖，用人力车一趟趟
拉到新家里，重新栽植。当时由于移植，
有些花没能成活。再后来，父亲学了嫁
接技术，从别处采了一些芽，贴在老树上
做嫁接，反复尝试几次后，成活了不少，
花色又开始多起来。

不知是巧合，还是花能解人。家里
每发生一些事，牡丹似乎有感应。奶奶
去世那年，家里的牡丹开得很惨淡，花
不多，花冠也小。而我结婚那年，花开
得十分繁茂，花朵很多，花冠硕大，香气
浓郁，芬芳扑鼻。参加工作后，我在城
里买了房，父母也同我一起进城，我们
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年五一前
后，都要去老家看看牡丹。那些牡丹空
守着破旧的屋舍，总是开得轰轰烈烈，
花瓣层层叠叠，花冠碗口大小，花香还
是那么浓郁。每次赏完牡丹后依依不
舍地离开前，我总要剪几支带回家，插
在花瓶里，满屋飘香，老家的春色又在
新居里延续。

这几年，我见过许多牡丹，花色品
类很多，大多是单瓣的，看起来有些单
薄，失却了牡丹特有的气度，总感到有
点缺憾。牡丹历来为世人所喜爱，因
其雍容华贵、气度不凡而著称。我觉
得其神就蕴含于硕大的花冠上，蕴含
于层层叠叠的花瓣上，蕴含于无比旺
盛的生命力上。称其为国花，实在是
实至名归。

牡丹是艺术家喜闻乐道的题材，
诗人喜欢咏牡丹，画家喜欢画牡丹，雕

刻家喜欢刻牡丹，歌手喜欢唱牡丹。
翻阅历史，唐代是爱牡丹最盛的朝代，
咏牡丹的诗最多，不仅有刘禹锡“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高
度赞誉，有王建“满蕊攒金粉，含棱缕
绛苏。”的细致描摹，也有张又新“今日
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的感
叹，这应该与唐代高度包容的大国气
象有关。在传统绘画中，牡丹是富贵
的象征，这离不开牡丹雍容华贵的仪
态。但牡丹是一点也不嫌贫爱富的，
它开在王公贵族的大花园里，也开在
平头百姓的寒舍边。在临夏，牡丹被
艺术家雕到青砖上，也被刻在木材上，
还被捏成泥塑，凝固成一件件立体的
艺术品。临夏花儿中有很多都以牡丹
命名，有“牡丹令”“白牡丹令”“二牡丹
令”等。有一句花儿耳熟能详，常常为
临夏人所乐道：“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破哩。”花儿中也常将牡丹
喻为女性，通过对牡丹的喜爱之情表
达男女之间的感情。

太子山赞歌
◇赵 兴

端午，北方的天，蓝得透亮。
这是白云最像棉花糖的时候，俏皮

又烂漫。
跟粽子相比，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端午节的特别食物——油饼卷糕，真的
是又家常又特别了。

虽然新疆曾经出土过全国仅有的
粽子型文物，说明粽子这种食物在全国
的普及程度是如何广泛。但是，在后来
的改良过程中，将无处可寻的粽叶找到
替代品，进而产生出油饼卷糕，这说明
人们真的是在踏踏实实的生活——每
一天每一个节日都不能放过。

葡萄干是吐鲁番的，红枣是临泽的
金丝小枣，或者是若羌枣，肉厚而甜，这
都是丝绸之路上流通了千年之久的食
物，方便、易得，而且品质又如此的好。
至于糯米，当然，也得是软糯的好米。

到了端午节那天，正式的工作拉开
序幕。

要先买来圆胖的红枣，最好不能有
破皮儿，被包裹住的甜才能在煮熟的过
程中满溢出来，临泽小枣简直是不二选
择。

还要放蕨麻，这是甘南草原上的特
产，好的蕨麻圆溜溜肚子鼓鼓的，口感
绵甜，据说有造血功能。

主料必须是糯米。小时候听大人
说，南方人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一
盘面每个人挑几根像菜一样吃，这对
从小吃拉条子长大的我们简直无法
想象，但是南方的食物，比如糯米在
油饼卷糕中，实际上也承担着“配菜”
的功效。

葡萄干、核桃瓜子仁、红绿丝、红糖

白糖等一切能放的配料都准备好的时
候，就可以上锅蒸熟了。在这个过程
中，炸油饼的工作也要立即展开了。

小孩子都喜欢吃油饼，大人也很喜
欢。不过他们需要忍着，有的男人忍不
住，去拿炸好的油饼吃，正在炸油饼的
妻子总会抬头瞥一眼：“这么大人了和
孩子抢着吃。”但下一个油饼，会炸得焦
脆一样——这里面没有讲出口的爱，两
个人都懂得。

油饼炸好后，要先放到半凉变得柔
软，这时，就需要男人的力气了，最好拿
着小擀杖，将已经蒸好的卷糕搅啊搅，
蒸的时候如果没有放糖，这会儿就该撒
上糖搅了，搅到糖粒儿完全融化，红枣
也被裹在糯米中看不出样儿，所有的食
物就像大地初开时的混沌一团，卷糕基
本上就成了。

这时一低头，小孩儿眼巴巴地看着
又香又甜的米糕，男人忍着烫偷偷从锅
里挖出一小团塞到孩子的嘴巴里，孩子
怕烫，火速地跑出门，将那一团软软甜
甜的糕吐出来放在手心里，然后牙齿一
点一点地啃下去，等到啃完的时候，油
饼卷糕也就基本做好了。但是说来奇
怪，摆在盘子里，每一个都塞得满满的
油饼卷糕，反而不如最开始被塞到嘴巴
里的那团米糕好吃。

看，所有的节日，都指向团圆，都指
向家庭协作，每个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的
合作中，一个个节日，就从历史的浩瀚
烟云中变小，变得极小，变成一个家庭
的一餐一饭中。

所以，这个端午，我想做油饼卷糕
给你吃呀。

端午味道：油饼卷糕

◇◇张子艺张子艺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
端午节。对于端午节的起源，历史上有
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纪念我国杰
出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有的说，是远古时代越地先民举行
龙图腾祭祀仪式的一种延续；有的说，
是由我国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夏至
节演变而来等等。但不管怎么说，端午
节的历史渊源是够久远的。

作为与春节、清明、中秋并列的中
国古代四大节日之一，端午是属于夏季
的节日。历代文人墨客情注端午佳节，
吟咏其盛况的美诗妙词和民间歌谣浩
如烟海。

为纪念战国时期因不愿看到国家
被灭亡而投江自尽的楚国三闾大夫屈
原的诗作颇多，以扬其傲骨，美其品
质，嘉其文采，哀其不幸，褒其爱国精
神。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梅尧臣在其《五月五日》诗中亦说：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
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
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
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
北宋诗人张耒《和端午》一诗，更是

寄托了对这位伟大爱国者的哀思：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
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描写端午节习俗的诗词更多。唐

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反映了端午
节最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竞渡，那
紧张热烈的竞渡气氛跃然纸上，非亲历
者难以描绘，历来为世人传诵：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
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
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
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
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
十舟五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
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
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
摧车折楫时。

唐代诗人徐夤的《岳州端午日送人
游郴连》诗，用神来之笔展示了端午日
竞渡时人山人海的热闹场景：“竞渡岸
傍人挂锦，采芳城上女遗簪。”

清代诗人朱昆田的《竞渡歌》则描
写观众对龙舟竞渡的全身心投入：“五
月五日天气晴，空城倒巷奔吴伧。人
头戢戢如束笋，人声隐隐如飞蚊。”诗
文中所述热闹翻腾的竞渡场面，人们
对龙舟竞渡的忘情陶醉，都蕴含了深
刻的和谐主题。

在端午节，由于食粽的风俗盛行，
因此在历代文人笔下也得到了充分表
现。唐代诗人郑谷：“渚闹渔歌响，风和
角粽香”的诗句，反映了当时吃粽子之
普遍。唐明皇吃了一种“九子粽”后，也
赞不绝口：“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宋代词人陈义《菩萨蛮》词云：包中
香黍分边角，彩丝剪就交绒索，樽俎泛
菖蒲。年年五月初，主人恩义重。对景
承欢宠，何日玩山家，葵蒿三四花。

有一首民谣唱得更明快、欢乐：粽
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
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
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端午的习俗众多，尽现文人笔端。
唐诗人殷尧藩《七律·端午》诗云：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有
《渔家傲》词：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
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
生绡画扇盘双凤。正是浴兰时节动，
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时一弄，
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

在吟咏端午节的诗词中，有的是
反映离愁恨别、触景生情方面内容的。

如唐代殷尧藩《同州端午》诗：鹤
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儿
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充
分表达了作者长期背井离乡，而今归
心似箭的思想感情。

宋代诗人黄公绍《端午竞渡棹歌》
中道：“月明中，月明中，满湖春水望难
穷。欲学楚歌歌不得，一场离恨两眉
峰。”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

明代诗人高启在《端阳写怀》中也
写道：“黄伞回廊朝旭淡，玉炉当殿午
熏微；今朝寂寞江边卧，闲看游船竞渡
归。”说明诗人对“竞渡”根本不感兴
趣，另有一番心事。

诗词歌谣话端午

◇魏敏毅魏敏毅

家家
有有
牡牡
丹丹

◇◇
李李

颖颖

时光清浅，岁月悠然
初夏，色彩斑斓的景致
唤醒了沉睡的心灵
你宛如一缕初春的光
轻轻拨动心弦
眼中闪烁
那眉间跳跃的喜悦
笑容繁花
微风掠过的发梢
携带芬芳

漫步在广通河畔
你是心底无言的诗
春天的花海
风轻拂面颊，听鸟儿欢唱
夏日的银河
闻花露清新，蛙声唱晚
秋叶的飘零
赏金黄田野，享丰收喜悦
冬雪的纷飞
看雪花飘落，一起白头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
绿肥红瘦
那绽放的月季
点缀着最美的画
你的笑颜，是最亮的那颗星
风有风的自由
云有云的温柔
你是最清澈的一道风景线
走过每一个璀璨的日子
绽放在霞光里，星空下

遇见你
◇马永清

李李

忠忠

摄摄

荷
包
牡
丹

荷
包
牡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