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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玉兰

顺着一道晶莹曲曲弯弯

去寻找回去的路

飞云飘飘，树木萧萧

仿佛看见你还在那里守候

风吹过不知道多少年

鼓足劲头

吹动大汉朝报捷的风帆

带着时间的印迹，洒在河滩

爱情经历红尘

在雁丘旁万千感叹

眼眸中的汾河

平静下多少波涛汹涌翻腾

起起伏伏

冬雪袭尽黄叶

冷藏花蕾

时光沉淀浓烈

只把冷艳和幽香留给了我

（作者单位：马兰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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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维

王 龙

风吹过了云的头
暮 秋 早 晨 的 阳 光

洒在林间，照耀着枝头
丰 硕 的 果 实 。 风 吹 过
了云的头，天空一片蔚
蓝 ，看 不 见 一 点 白 云 ，
干 净 得 像 婴 儿 的 脸 。
车 子 沿 着 平 整 的 乡 村 公 路 行
进，两侧山上的红叶夹道欢迎
似地挥舞着。

“哇，好漂亮啊！”
“ 你 看 那 棵 树 上 的 叶 子 多

红。”
“小姨，快拿手机拍照！”
周 末 ，带 领 孩 子 们 走 在 旷

野间，放松和拓宽视野是在现
有 条 件 下 寻 找 快 乐 的 方 式 之
一。行进间，他们按捺不住对
山 林 美 景 的 喜 爱 ，激 动 和 欢
呼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让 车 内 狭
小的空间有点吵闹。

红 叶 飘 舞 不 断 ，道 路 两 边
一簇簇橘黄的沙棘树也是美丽
的风景线。秋风透过窗户缝送
来阵阵山间泥土的香味，似乎
还带着些牛粪的味道。进山的
路口矗立着一排平房，挂着“原
平川林业检查站”的牌子，右侧
山体有些许现代景区石刻，远
处隐约还有遗弃的矿场。

爬 山 的 道 路 有 些 泥 泞 ，我
们不由得放慢了行进速度。没
走多远，就看到一条平整硬化
的山路。山路两旁铺着大小不
一的石头，每块都能看到锋利
的棱角。每个急转弯，孩子们
都会发出“哇哇”的惊叹。不知
转了多少道弯，道路的坡度才
慢慢变小。路旁的红沙棘吸引
住了油门，我不由得将车子停
靠在路边。红色的沙棘透过阳
光，红润剔透，让人有种张口就
吃 的 冲 动 。 我 用 力 拽 下 一 小
撮，放进嘴里的瞬间，那股酸爽
让人睁不开眼。孩子们并没有
被这种食物所吸引，而是撒丫
子在山路上奔跑，一声声“慢点
跑，注意别摔倒”随着奔跑的脚
步在山间回荡。

虽 然 被 酸 得 睁 不 开 眼 睛 ，
但稍作调整后，我还是舍不得
眼 前 的 果 实 。 我 提 着 箱 子 拿
着 剪 刀 ，小 心 翼 翼 地 一 枝 、一
枝 地 往 箱 子 里 剪 。 沙 棘 树 浑
身长满了粗壮的棘刺，手指时
不时就被刺破。沙棘喜光、耐
寒 、耐 酷 热 、耐 风 沙 及 干 旱 气

候，对土壤适应性强。路边密
密 麻 麻 地 分 布 着 大 小 不 一 的
沙 棘 树 ，有 的 树 龄 较 长 ，枝 叶
生 长 旺 盛 但 果 实 稀 少 。 沙 棘
聚 集 在 一 起 ，透 过 阳 光 ，看 似
繁茂可人，可是单支筛选就寥
寥无几。我用尽了全力，也没
剪 下 多 少 中 意 的 果 实 。 孩 子
们在坡上又冲了一个来回，个
个 气 喘 吁 吁 ，热 得 满 头 大 汗 。
环顾四周的山，寂静中只有孩
子 的 欢 呼 声 。 路 边 一 坨 坨 牛
粪 伴 随 着 泥 土 的 腥 臭 味 让 山
色显得更自然。

半 山 腰 的 美 景 ，已 经 抵 挡
不 住 我 们 对 山 顶 的 冲 动 。 自
然 风 的 清 香 已 经 和 上 山 前 有
了 天 壤 之 别 。 山 的 远 处 不 仅
有山，还有更多的美景出现在
眼前。离开了城市的喧嚣，林
木 间 的 土 壤 似 乎 都 在 欢 笑 。
山 林 间 的 羊 肠 小 道 不 知 窜 向
何处，似乎密林深处遍地都是
生 活 的 迹 象 。“ 哞 哞 ”几 声 ，有
牛群从林中穿梭到山路上，它
们 并 没 有 被 汽 车 的 疾 驰 声 惊
扰，依次排队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 我 们 走 来 。 汽 车 与 牛 群 相
遇 时 ，我 心 里 还 有 些 害 怕 ，它
的犄角撞在车上怎么办，它们
堵 住 路 怎 么 办 …… 一 车 的 人
提着心看着牛群，直至它们缓
慢经过，才松了一口气。惊吓
之后的欢笑声又多了起来。

牛 群 渐 渐 走
远 ，一 个 三 岔 路
口 出 现 在 眼 前 ：
右 边 的 山 路 看 似
直 通 山 顶 ，上 面
的 望 塔 清 晰 可
见 ；左 边 的 土 路
可 能 是 防 火 通
道 ，一 直 延 伸 到
森 林 深 处 ，幽 静
的 山 林 间 偶 有 几
声 鸟 鸣 ；另 外 一
条 路 旁 立 着 一 座
大 石 碑 ，上 面 刻
着“狐偃山”三个
描 红 大 字 。 多 少

年来，我听了很多它的神话故
事 ，也 被 它 的 神 秘 所 吸 引 ，故
事 有 很 多 版 本 。 有 称 它 狐 爷
山 的 ，又 有 叫 它 马 鞍 山 的（山
的形状如马鞍一样）。它是吕
梁交城和太原古交的界山，古
时 林 草 丰 盛 ，是 放 马 场 ，故 有

“放马坪”之称。
此 山 与 春 秋 时 期 晋 国 的

名 臣 狐 突 有 关 。 传 说 狐 突 被
杀 后 ，晋 文 公 念 狐 突 天 恩 地
德 ，厚 葬 狐 突 于 晋 阳 马 鞍 山 ，
并 改 马鞍山为狐突山，百姓俗
称狐爷山。晋文公遴选铸造匠
人数百名，精铸铜马万匹，以祭
祀保国忠臣狐突。铜马在祀毕
之后，涌入山底，成为金马驹。
而且所有勤劳受苦的孝子贤孙
的毛驴，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金
马驹。若干年后，世道变了，钻
在 狐 爷 山 底 的 金 马 驹 不 再 出
现，马儿、毛驴也再没有变成金
马驹。这就是“狐爷山底金马
驹”的传说。年复一年，百姓们
都牵牲畜来狐爷山集会，只是
进行牲畜交易而已。后世的统
治者基于忠义及民间对狐神的
信仰，对狐突屡有封赐。宋朝
赐“忠惠”“护国利应侯”，使狐
爷 山 成 为 山 西 晋 中 地 区 忠 文
化的象征。古交、交城、清徐、
文 水 一 带 主 要 把 狐 突 当 作 雨
神，这和山西地区干旱少雨的
气候有关。民国以前，每逢干

旱年景，这些地区都会组织或
官方或民间的祈雨游行活动，
终 点 就 在 狐 爷 山 。 传 说 的 出
现 是 文 化 的 沉 淀 和 世 人 的 认
可，神鬼之事需要科学的解释
和探究，我们对山上的美景只
有一种向往，对故事的发展只
是一种好奇。

走 了 十 几 分 钟 后 ，一 座 牌
楼出现，为脚下的这座山添了
不少神秘感，一时间，探险竟超
过 了 对 美景的喜爱，但路边黄
澄澄的沙棘又挡住了行进的脚
步。正在停留间隙，一位护林
员扛着锄头经过，锄头上还挂
着一串个头饱满的沙棘。我们
询问沙棘的来处，大爷指着林
子深处，告诉我们具体方位，并
谦让地让我们尝尝。他粗糙的
手臂上沾满了泥土，笑容里带
着庄稼人的淳朴。我们沿着大
爷指的方向确实看到了很多黄
色的沙棘，这一次比半山腰的
红沙棘好采剪多了，而且个头
硕大、粒粒饱满，稍微碰下都能
喷溅出汁液，我们终于享受到
了采摘沙棘的乐趣。

漫山的红叶绿树伴随着山
风的清凉舞动，孩子们在路边
戏耍，整齐林立的松柏树下铺
满了松针和落叶 ，就像铺着厚
厚 的 床 垫 。 茂 密 的 山 林 和 迷
人 的 景 色 好 像 都 还 原 不 出 这
座山真实的面目，由于处于茂

密的森林地带，对狐爷
山 的 开 发 仅 限 于 对 文
化的保护，并没有投入
大量的精力、财力。就
连通往山顶的路，也是
近 年 来 因 消 防 需 要 才

修整成水泥路的。山顶上依稀
有些仿古建筑，孩子们登山的
热情瞬间被点燃。只可惜期望
越高，失望就越大。山顶上并
没有巍然耸立的殿堂、宽敞平
坦的广场，只有清澈见底的溪
水和几座排列不一的院落。从
挂着的匾额上能看出曾经是饭
店、庙堂、戏台等。只是年久失
修，好几处已经脱皮、坍塌了。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眼前
的景象和上山所遇真是天壤之
别。对面不再是郁郁葱葱的林
木，更多的是因采矿造成的破
坏 和 荒 芜 。 山 顶 上 的 游 客 增
多，简单询问后才知对面并不
属于古交境内，应该归属交城
县。荒凉的外衣下，是被掏空
的躯体，一山之隔两种景色，令
人感慨万千，不是我们赋予了
自然的生命，而是自然给了我
们存活的空间。当然，这样的
景象并不单纯是采矿造成的，
也和环境、气候有关。

一 部 分 景 色 要 用 眼 睛 欣
赏，一部分则要用心灵领会，神
色兼备才是美丽的风景。眼前
的荒凉并没有影响身后美景带
来的愉悦。山顶的左侧一条铺
满 石 砾 的 路 直 通 向 另 一 座 山
头，山峦起伏，就像马鞍。站在
山顶仰望着天空，似 风 吹 过 了
云的头，天空依然蔚蓝……

（作者单位：铁路公司）

 





































秋韵（新韵）

秋叶秋风硕果，红枫银杏清波，石泉

飞瀑奏欢歌。穗儿垂首待，酌酒笑声多，

迷人陶醉我。

（作者退休）

中吕·红绣鞋

冬日汾河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