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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凤凰起舞凤凰起舞
张春义

行走

欧公的滁州欧公的滁州
孙卫东

与其说醉翁就属于滁州，不如
说滁州属于醉翁。上学时，就熟背
《醉翁亭记》。是先知道欧阳修，后
知道滁州。欧阳修几乎是自宋代以
来滁州唯一的标志。善打名人牌，
滁州也不例外。从滁州城区到琅琊
山，有琅琊东路、琅琊西路、琅琊
古道，横贯东西。似乎想把每个来
到滁州的人都引向琅琊山，引向醉
翁亭，去寻访欧阳修。

走进琅琊山，随溪水而上，醉
翁亭、古梅亭和解酲阁，依山势左
右上下铺开，鳞次而列。醉翁亭名
列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其由来，
《醉翁亭记》已有交代；古梅亭是
为纪念欧阳修所植梅树而建，亭前
梅树老干虬枝，花期虽过，依旧嫩
绿丰盈，又苍苍动人；解酲阁即醒
酒解酒之意，亦为后人所修楫。它
们之间，有拱门或月亮门相连，院
内地上或墙面，有各种花树绿植，
花枝交错，绿影婆娑，宛如画境，
令人恋恋属意。

院中闲舍内，有女子卖欧梅
酒，大罐装，泡着梅子。我买了一
小杯，端到后院石桌上，慢品细
咂。因长期泡着梅子，清甜入心，
绝不上头。其时，我也像欧公一样

“少饮辄醉”。一杯酒下肚，便有些
兴奋，和女子聊了起来，给人家出
主意，要把散装酒制为成品，以二
两为瓶，瓶两侧一为欧梅图案，一
为欧公人像，就叫欧公酒。女子听
罢，如茅塞顿开，一再感谢，说主
意太好，开口老师，闭口老师，弄
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正值仲春，在醉翁亭后院石凳
上坐定。清风徐来，春阳明媚，地
上青苔满目，空中花香清远，一切
皆悠幽可人。手拍石桌，轻吟浅唱，
又佐之以酒，妙想醉翁之意。没有山
肴野蔌，没有前呼后拥，却胸装欧公
诗文，以之下酒，其兴何如？一时
觉得，世间之乐，无过于此。

走出醉翁亭，继续沿着当年欧
公足迹，至同乐园，至深秀湖，最
后要登顶南天门，一睹欧公治理千
年后滁州全貌。虽说琅琊山海拔不
足 400 米，但临近山顶的陡峭之
势，与各大名山并无二致。我的经
验是，对每一座山都不可等闲视
之 。 欧 公 游 琅 琊 山 时 虽 自 称

“翁”，也不过才40岁。所以名“醉
翁”，他自己在《题滁州醉翁亭》
诗里道出了实情:“四十未为老，醉
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
年。”蓦然想起，我已年近花甲，
又岂可与当年的欧公同日而语呢。

果然，登上南天门，已是吁吁
带喘，大汗淋漓。稍作喘息之后，
极目四顾，层云荡胸，心旷神怡。
俯瞰，人间城郭，鳞次栉比；深湖
碧水，交相辉映。远望，蓝天白
云，洗心除烦；青山嘉木，五色粲
然。所谓洞天福地，神仙所处。也
难怪欧公要颓然乎其间。也由此真
切体会到了醉翁之意。现在想来，
他即使滴酒不沾，恐怕也要忘乎所
以、酩酊大醉的。

一路下得山来，身心逐山景而
轻盈，脑子里装满了《醉翁亭记》
的散句。看到同乐园的细瀑飞流直
下，便想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
声潺潺而泻于两峰之间者，酿泉
也。”看到沿景区主路两侧的小
溪，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清澈见
底，游鱼相戏，便想到“临溪而
渔，溪深而鱼肥。酿泉而酒，泉香
而酒洌。”再过醉翁亭门外，看到
一群春游的学生欢呼雀跃，便想到

“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看到
游人渐多，老幼相携，便想到“伛
偻提携，前呼后拥，往来而不绝
者，滁人游也。”最后回望一眼琅
琊山景区，便想到“苍颜白发，颓
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诸如此
类，在心中一一类比印证。其间一
度恍惚，仿佛回到了大宋。

其实，日常滁州人并不聊欧阳
修，不聊琅琊山。他们总觉得自己
所在的是一个小城市，最希望划给
江苏，归属南京。他们喜欢聊自己
的收入，聊自己城市的整洁。我所
住酒店的那个管理员，也总是一副
自豪和一脸幸福的样子，说她老公
是某大公司的管理层，年薪几十
万，每月还有补贴工资。“那你干
吗不做全职太太享清福，偏要这么
辛苦打工呢？”“自己挣钱花起来硬
气，再说我还年轻，也不能这么早
就沉溺享受。”我相信这是她的肺
腑之言。他们不聊欧阳修，甚或不
知道欧阳修，我也并不感到失落，
毕竟宽厚仁和与简政无为，倒恰恰
是欧阳修一贯风格。

南大港湿地
苍茫湿地绿无涯，倚水连天柔碧纱。
鸥鹭争飞春不老，蒹葭对舞浪翻花。
红楼正待东风暖，翠黛新看夕照斜。
鱼米之乡逢仲吕，柳荫忽出小雏鸦。

乡村四月
四月人间景色芳，柳荫深处小村庄。
三春沧海鱼虾醉，两岸渔歌酒米香。
麦秀绿波平野碧，花黄飞絮晚烟苍。
三农施政惠民路，不见旧时贫苦乡。

初夏
淡抹残红新绿荣，浓妆苍翠碧纱倾。
才看春去光阴寂，又喜夏来山水清。
沃野桑柔农事近，平芜麦秀物华明。
槐花香沁故园路，雪蕾青枝惹客情。

诗三首诗三首
刘霞

诗词

2019年“十一”黄金周，中国
著名电影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席李前宽和夫人肖桂云携手来黄骅
采风。一走进聚官古贡冬枣园，他
们的眼睛立即兴奋地放出光来，孩
子一样不能自已。李老拿出速记
本，聚精会神地画起来。画着画着
李老惊呼起来：黄骅的冬枣树太有
性格了！ 话音落处，整片冬枣林好
像被赋予了灵魂，一下子鲜活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细看眼前这千年
的古树，冬枣树还真是有性格，恨
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经过千年来多
少代人的培育、修剪，吸纳了千年
的日月精华、风霜雨雪，修炼得内
蕴丰厚，外形动人。在那古朴沧
桑、坚硬如铁的树干上，分明就看
出了内敛敦厚、坚忍顽强、忠实奉
献等意境。

李老正描绘的这棵，叫嫡祖
树，是枣园里最年长的冬枣树，已
有近千年历史，追溯它的出生年代
应是南宋。游人中不知是谁脱口而
出：和陆游一个时代。陆游留下了
不朽的诗篇，而古树千百年来生生
不息，至今为人类奉献着甘甜。“岁
月苍茫逾千年，张开双臂抱青天。
根扎盐碱退海地，苦土结出一树
丹。”我把刘小放这首《嫡祖树》的
诗诵给李老听，李老感慨：诗人从
一个侧面描绘了冬枣树的性格。

李老画完嫡祖树，又画国公
树，再画将军树、情人树、比干
树、刑天树……李老眼中，每一棵
树都有独特的性格。

我兴致勃勃地告诉李老，像这
样 600岁的树有 198棵，100岁的树
有 100多棵，园子 2006年被国务院
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
为一种活着的而且还在生产着的植
物，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虽历经千
年，这精灵仍然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

我告诉李老，冬枣树不能自身
繁育，只有采取冬枣树上的枝杈，
嫁接到普通的枣树或酸枣树上，才
能成为冬枣树。那第一棵冬枣树是
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李老问我。是
啊，这就像那个“鸡和蛋”理论一
样，是先有了鸡，还是先有了蛋？
不过，关于第一棵冬枣树的来历，
黄骅民间有一个千百年的传说。

相传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长生
不老药，多次未果，于是就亲自来
到渤海边，建祭台向上天祈求。至
今秦皇岛海边还有两座矗立在海里
犹如石塔般的小山。据考证这两山
的中间是秦始皇为和上天沟通，而
修建的天门。据说秦始皇是从黄骅
一带走过去的，他发现这里民风淳
朴，百姓勤劳朴实、忠厚善良，只

是土地贫瘠盐碱，遍地汪洋、杂草
丛生，海水浑浊不堪，百姓收成寥
寥，困苦潦倒。当年秦始皇路过
时，百姓三叩九拜山呼万岁。还拿
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鲜鱼活虾伺候皇
上。秦始皇感动，发誓要改变这方
百姓的困境。秦始皇选择了山清水
秀的秦皇岛，祈求上天的恩赐，感
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收秦始皇
到天上为官，圆了他的长生不老
梦。并命王母娘娘救这一方百姓于
水火，王母娘娘在蟠桃树上剪下一
段树枝，用树枝在黄骅大地上，划
了一道印痕，瞬间一条河流直通大
海，使遍地的沥水驯服流入海中。
王母娘娘又将手中的蟠桃树枝插入
娘娘河畔的土地中。于是，就有了
后来的冬枣树。这方百姓有了上天
赐予的冬枣树，逐步改变了贫困，
也就过上了富裕生活。作家田松林
就有这样的诗句：天上瑶池蟠桃
树，人间聚馆冬枣林。原来天上的
蟠桃树和黄骅聚馆的冬枣林，是同
宗同族。

“此果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
回尝”，这是祁胜勇的一句诗。从这
个意义上讲，冬枣是上天赐予人间的
仙果，正是秦始皇追求的长生不老药
呢！所以黄骅一带还流传着“一天仨
冬枣，长生永不老”的谚语。

我的话更增加了李老的兴致，
在速写的同时，并不耽误品枣。夫
人肖桂云，用挑选演员的慧眼，不
停地把最美最甜的冬枣选出来，送
到李老嘴里，李老一个劲地惊呼：
好吃，好吃，太甜了、太脆了！

说到冬枣的品质，田松林老师
也有一诗：脆是品格甜是性，红是

本色华是容；幸得一粒入心腑，隽
永百年不了情。我做过宣传工作多
年，当向客人介绍起家乡黄骅冬枣
的品质来，我曾经深有感触地说
过：都说黄骅冬枣脆、甜、皮薄、
汁多，但我觉得这都不能表达品尝
黄骅冬枣的真实感受，说黄骅冬枣
好吃，只有四个字最为贴切，那就
是：妙不可言！冬枣的甜美是用任
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从神话回到现实，客观地讲黄
骅冬枣，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造就的。黄骅东面是大海，属
海洋性温季气候，昼夜温差大，有
利于冬枣的糖分聚集，冬枣白天经
过太阳的烘烤，夜间再经过海上吹
来的冷空气的淬炼，那可是浴火重
生凤凰涅槃般的历练。冬枣就是这
样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成熟一天一
天炼成的。世界上哪个地方有黄骅
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呢？还有，黄
骅是退海地，沧海变桑田，土质盐
碱，土地中含着丰富的氯离子，因
此，黄骅的冬枣在脆甜的同时，还
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头儿，这又是黄
骅冬枣独有的味道，黄骅冬枣的与
众不同是大自然的恩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百姓培
育、造就了一方的精灵。黄骅冬枣的
品质既是上天的恩赐，自然环境的孕
育，同时也是这方百姓的杰作。

此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黄
骅冬枣树的性格，其实也表现了黄
骅人的性格。在黄骅工作多年的一
位老书记，曾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和
这里的人民：地碱、水咸、嘴笨、
心甜！前两句说地理，后两句说人
文，不无贴切。

一
“走过一些城，遇过一些人，还

是觉得这才是一个心安的地方……”
这言语，发自盐山人心底。
清晨，太阳冉冉升起，阳光透过

茂密的林荫，洒落在盐山公园内盛开
的花卉上。当晶莹的露珠折射出一只
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时，城域的居民便
来到这里，或林荫散步，或广场习武，
或亭廊高歌，或幽处阅读，从这凤凰昂
首的地方，开始了美好的一天。

二
盐山公园位于盐山新城区，由凤

凰公园和千童公园两部分组成，历史
文化厚重。凤凰是盐山的精神图腾。
据《路史》帝王世纪记载，五帝之一
的少昊帝便出生在盐山。相传，少昊
帝降生时，洪水泛滥，冲垮了家园。
当洪水猛兽般扑来时，天空飞来一片
五彩祥云，形如凤凰，驻足于少昊帝
出生的地方，那洪水竟绕道而去。于
是，盐山不仅有了九河绕道的故事，
而且得了凤凰城的美称。

然而，凤凰城的凤凰却是一只残
缺的凤凰，自古为盐山人的心殇。盐
山地处九河之梢，洪水时刻威胁着人
们的生存。于是，年轻的少昊帝便带
领部落围土为墙，挖穴为屋，建城，
称凤凰城。然凤凰城自始命运多舛，

多灾多难。东临海水泛滥，西临洪水
下泄，南临黄河冲击，凤凰城时常被
大自然的灾难撞得断足折翅残缺不
全，在广袤的盐碱滩涂上如一只小船
随风漂泊。至 1000年前，虽几经挪
址，凤凰城的雏形还是一圈黄土墙，
几片草苫房的凄凉景象。然而，少昊
帝给盐山人埋下的励精图治的种子，
凤凰涅槃的梦想，始终如渤海湾的涛
浪汹涌着。

三
在历史的辙迹中，盐山凤凰涅槃

的梦想一次次破灭，又一次次复活。
《盐山县志》载：地震，洪涝，

干旱，蝗虫，匪患，战争有史以来充
斥了整个盐山的历史画面。除去不可
抗拒的自然灾害外，毁灭性的战争就
有两次。明初的“燕王扫北”，几乎
将盐山境内的华夏民族屠尽。永乐二
年（公元 1404年）官府开始了历史
上最大的差迁移民。滦州密云、山西
洪洞、山东即墨等地的百姓奉公移居
此洞，占地为产，居家为民，为盐山
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续接了烟火，也
为盐山人续接了重建凤凰城的梦想和
力量。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盐山地处
冀鲁边界，鬲津河北岸，位置十分重
要，日本鬼子由海上运输到青岛的兵
力和军用物资多数经盐山运往华北各
地。因此，盐山人民在八路军领导

下，与日本鬼子以鬲津河为中心展开
了殊死的战斗，日本鬼子对盐山军民
进行了疯狂扫荡和残忍屠杀，数以万
计民众被杀害。在抗日战争中，盐山
牺牲的革命烈士有 2000人之多。盐
山大地遍体鳞伤，脆弱的农业经济更
是被摧残殆尽、雪上加霜，出现了饿
死人的现象。盐山积弱积贫，凤凰首
尾难顾，百姓背井离乡。

然而，盐山历史的天空，也曾闪
现瞬间耀眼的光亮，留下一道历史的
光芒。

400年前，盐山人的倔强精神感
动了上帝，明万历四十一年，盐山来
了位刘知县。时值盛夏，多灾多难的
盐山大地一片泽国，房倒屋塌，洪水
给百姓带来了灭顶性灾难。刘知县上
任后，县衙里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带
了几个差役、几袋子窝头和咸萝卜，
乘一叶扁舟从盐山东门出发向渤海湾
漂泊而去。据史料记载，他的足迹踏
遍了高湾、海丰、沿海一溜堡，至羊
三木、吕桥、韩村、旧城而归。“一
去月有余，当知困有加。一身酸腐
气，回衙役不识。”这是当时盐山人
对刘知县赞扬有加的真实写照。然而
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刘知县坐在那叶
小船上，绘制了盐山有史以来的第一
手水文资料，挥出了盐山水利史上的
史诗手笔——刘公渠。从此，泽国脱
水灾之苦。

刘知县首先开挖了疏通城南由燕
子洼抵高湾近百里的“刘公渠”。后
人想那数万民众、人流如织、肩扛手
挑、热火朝天的局面，多为之感动。
灾难频仍的凤凰城除虫旱风雹之外，
尤以水患为重。三年一灾，五年一
荒，百姓困苦不堪。刘公渠竣工后，
刘知县又集全县之财、举全县之力，
利用两个冬春，动员青壮之年，开挖
了由县城西北角崔齐白毛村后战官道
始、斜刺过县城、至南杨庄入宣惠河
的排水河。凤凰城一度河水清许，堤
美柳绿，鲤鱼戏水，荷花飘香。于
是，凤凰城出现了江南妩媚的风景。

苦是苦了点，累是累了点，但惠
民深远。此沟此渠，将县城及县域东
南洼地的洪水猛兽一股脑地泄入了渤
海湾。一方百姓及子孙后代免洪涝之
苦，倾庐之痛，泽被后世400年。刘
知县走了，但刘公渠仍在，无论风雨
如何肆虐，时光如何剥蚀，她依旧横
卧在盐山的大地上，如凤凰的血脉流
淌着，刘知县的故事也镌刻在凤凰涅
槃的那片热土上。

1969 年，县政府完成清淤工
程，刘公渠亦更名“曾杨干沟”继续
发挥着排洪泄水的作用。直到 20年
前盐山县城规划建设，刘公河被填
平，大厦起兮，刘公河才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刘公渠虽躺卧在地下，但
仍倾听着凤凰城时代的气息，触摸着
凤凰涅槃的足印。

四
斗转星移。历史赋予了凤凰城的

美丽的传说，也赋予了盐山人特殊的
历史责任。渤海湾春潮涌动，千帆竞
发。素有穹顶之花的盐山儿女，在改

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潮头弄潮，在贫
穷广袤的盐减滩上建起了一座座现代
化的工业厂房，盐山成为全国最大的
管件生产制造基地，年产值达上百
亿元，脱贫致富的盐山人再次涌动了
建设凤巢的高潮。这只受困千年的凤
凰，终于羽翼丰满、要一飞冲天了！

凤凰公园的建设，激发了盐山人
的空前热情。盐山人用血汗和智慧，
为这只千年沉睡的凤凰注入了勃勃生
机。盐山公园南临宣惠河，将凤凰的
血脉与渤海相连，西有万亩良田，邯
黄铁路傍园而过。更有秦风汉俗、鲁
礼齐雅、长廊走榭、沟河湖泊、小桥
流水、绿树葱郁、花草毕秀的胜观景
色。特别是园中以历史人物勾勒的历
史画卷，从远古的少昊帝到西汉著名
谏大夫鲍宣，从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到
北宋词人李之仪，又到近代名医张锡
纯，爱国将领高树勋，彰显出盐山大
地自古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的历史厚
重。

园中的千童文化重现了徐福率童
男童女及百工巧匠东渡的历史事件。
浮雕镌刻了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
朴初先生为千童文化而撰写的题词：

“徐福乘槎竟不回，三千弟子老蓬
莱。至今两岸留佳话，花萼城乡次第
开。”题词不仅成为镇园墨宝，而且
承载了一脉历史魂灵。

“碧露新滋三秀草，紫云长护
九如松”。园内秋菊怒放，冬梅傲
霜，春水如蓝，夏荷飘香，百鸟争
鸣……盐山公园圆了盐山人的凤凰
梦，盐山如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以
奋发千钧之力，乘风破浪之势，将
渤海湾穹顶这艘时代的巨轮推向大
海，走向深蓝……

虽然到了夏天，可去年的那份
温润的欣喜，仍在我的心里延续。

去年，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写
下记录自己晚年生活的《无有与四
有》，发表在2020年7月27日《沧
州日报》文学副刊上。近几年，我
陆续写了一些回忆类、生活类文
章。这一篇，系统总结了我一无所
有的童年，和“四有”的晚年生
活：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和睦家庭；
有一个温馨的住处；有一份稳定的
退休金；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文
章发表后，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打
来了电话，发来了微信，表示祝
贺，并以此话题，说了很多过去的
事情，聊了很多过往的情谊。原来
在泊头市委党校工作的老同事李润
生已经在沧州市区居住多年，断
了联系，看到文章后，打来电
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有
的朋友看到文章后，通过我的子
女，了解我的近况，知道我幸福
的生活与健康的身体，转达对我
的问候。每每听到此类问候，心里
是满满的骄傲。

意料之外的是，《沧州日报》
《沧州晚报》的记者得知我的晚年
事迹后，进行了专访。很快《耄耋
老翁 笔耕不辍》《“四有”老人吕
景顺 87岁的作协“新兵》两篇通
讯见诸报端。我无非就是以自己的
品德要求着自己的晚辈，以自己的
勤奋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
笔端去描述幸福的生活而已。但在
寇洪莹、凌巍两位记者的笔下，我
做的事，就是社会需要宣传与发扬
的。两份报纸，我送给了很多亲戚
朋友，自己也悄悄保存了几份，留
作纪念。这既是对个人肯定，也是
社会的需要，每个人都在努力，才
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每个小家
庭都和睦，社会才会和谐。

特有成就感的是，2020 年 8
月，我以 87岁高龄，光荣地成为
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年长者
加入作协的一员。作协主席苗笑阳
说：吕景顺老人的经历是一本活教
材，他写的文章有岁月凝聚的沧桑
感，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很
鼓舞人。能够成为沧州市作家协会
会员，是我做梦都未能想到的。虽
然年轻时，也发表过文章，退休后
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但自感
学识浅薄，从未有加入作协的奢
想，能够得到作协的青睐，得到苗
主席的认可，我自是为此得到一个
大大的惊喜，高兴了很长时间。直
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满脸的笑容。
在感谢市作家协会的同时，我更是
增添了动力，不服老，不怕老，老
骥伏枥再多动笔、多思考，继续多
写文章，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在延续延续
吕景顺

温故

在场

冬枣树的性格冬枣树的性格
大漠长河

草色青青（版画）马良芬 作

鼓舞盛世（版画）李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