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第一缕春风跋山涉水袁悄然而归遥巍峨

的烂柯山也褪去了旧衣袁换上了淡绿的新装遥
苍松舒臂袁怪石争雄遥 矗立山顶的亭台庙宇在
蓝天白云下格外醒目遥 飞檐翘首袁钟鼓迎客遥
烂柯山像一位威严又慈祥的长者袁 俯视着山

脚下村庄里的袅袅炊烟遥 庇佑着山下二百多
户农家八百多口人遥亲爱的朋友们袁请您约好同伴袁带上相
机袁出沁县城沿 208 国道向北五十里处袁到我们的这个可
爱的小山村要要要山曲村里来浴 这里曾是春秋末期三家分晋

烽烟四起之地 ;曰这里曾是享有野中国民间石刻第一冶美誉

的南涅水北魏佛教石刻的孕育之地曰这里更是近年来倾情
打造的乡土文化名村和农家乐旅游胜地遥 此时袁钟灵毓秀
的烂柯山正张开双臂欢迎您浴

走进山曲村袁便有一股古朴尧雄浑的气象袁从一块块
雕刻精美的石壁上溢出曰 从一扇扇油漆剥蚀的木门前溢
出曰从一个个锈迹斑斑的铜锁上溢出曰从一棵棵枝桠交错
的老树中溢出曰从一页页镂空精致的窗户上溢出遥 踩着水

泥铺就的乡村公路袁 徒步登山袁 沿途的 野石扇车冶尧野闪身
崖冶尧野锣鼓洞冶尧野稻草坡冶等著名景点逐一映入眼帘遥 一路
清风徐徐袁松涛阵阵袁使人倍觉清爽遥远远望见山顶一簇金
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袁便是已经入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烂柯山佛教旅游胜地袁流传甚广的野王质观棋冶的神话
传说就源于此处遥

相传袁晋朝有个樵夫名叫王质袁常年以打柴为生遥 一

日砍柴行至此处袁只见苍松翠柏袁祥云缭绕袁两位鹤发童颜

的老者正在下棋袁王质从小就酷爱棋奕袁便放下柴担袁在旁
边观看袁不想一盘棋还未下完袁就发现别在腰间的斧子已
经腐烂了袁只好取道回家遥到家后才知家人已不复存在袁原
来袁山中一盘棋袁世上已千年遥 王质心存感悟袁重归山中得

道成仙袁烂柯山也因此而得名遥直至今日袁当您行至烂柯山
顶端一棵枝叶茂密的老松树下袁仍能看到一块约莫三尺见

方的石头袁光滑平整袁纹路纵横遥 据说袁这便是当年两位神
仙下棋的地方遥

如果您有幸能在夏日来到山曲村袁站在烂柯山顶袁向

东俯视袁会看到涅河像一条银色的玉带一样袁将村庄环绕遥
清粼粼的河水一路婉转袁一路歌吟袁潺潺流淌袁涓涓不断遥
碧水清波中映照出两岸的肥田沃壤遥 映照出河滩上茂密的
树丛和栖息在林中的各种鸟儿袁映照出小桥上来来往往的

绰绰身影遥看吧袁看一看这一望无际的沃野平川袁看一看每
家每户果园菜地里的姹紫嫣红袁看一看村级活动场所健身

器上的老人和玩耍嬉戏的孩子们袁看一看洋溢在人们脸上
的舒坦和笑容遥

农历六月十九袁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及祭神赛社活动
也拉开了帷幕遥村头搭起了戏台袁山顶支起了大锅袁街道上
摆满了摊位遥男女老少的欢笑声袁此起彼伏的各种叫卖声袁
还有戏台上抑扬回旋的唱念做打声袁把整个村庄推向狂欢

的巅峰遥 许许多多在外拼搏奋斗的乡亲袁带着家乡发展的
远景规划和建设资金袁抖落一身的疲惫袁风尘仆仆地赶回

来了遥他们就像一片飘浮的云袁负载着沉甸甸的水雾袁将甘
霖洒向故乡的泥土袁滋润着父老乡亲的心田遥 四方游客也

慕名而来袁这个平日宁静祥和的山村瞬间沸腾了遥 人们三
五成群袁呼朋引伴袁前往王仙观观看棋手对弈袁进观音庙里
烧香祈福袁在夫子庙前虔诚跪拜遥期盼这灵山秀水袁圣人贤
仙能保佑儿孙博学上进袁耀祖光宗遥

时近八月袁秋的气息也越来越浓了遥 五谷的芳香透过

密密麻麻的秸秆袁从一垄垄袁一行行硕大饱满的穗头上逸

出遥 和着屋顶上空的青烟薄雾袁在天地间氤氲
并升腾遥几只白鹭在闪着白光的涅河河面上起
起落落袁时而引颈高歌袁时而低头戏影遥 一阵
秋风吹过袁晚霞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洒满细碎
的金子遥 河滩上偶尔有几只大雁没入草丛袁那

黑缎子似的羽翼反射出紫色的光韵遥 此时袁站
在烂柯山上袁极目远眺袁长河落日袁层林尽染袁皋狼故郡遥古
迹犹存遥你会顿然间觉得天地是如此博远袁浩渺袁自然是何
等宁静袁和谐遥尘世间的喧嚣与纷争袁早被眼前的景致荡涤
一空遥 耳边只剩下老牛颈下的铃儿叮当袁脑海中回旋着放
羊汉子悠扬高亢世代相传的挑高秧歌院野叫一声要要要小妹
妹要要要你仔细听袁 哥哥俺要要要为你买上了要要要花肚子手
巾要要要冶

亲爱的朋友袁在冬日的庭院里袁山曲村与您相邀遥 执
子之手袁桑麻共话遥百花落尽袁腊梅却自开袁场园得闲袁鸡鸭
在玩乐遥野忽如一夜春风来袁千树万树梨花开冶袁晶莹的白雪
盖不住那一堆堆袁一杆杆的玉米穗儿袁它们正扒开雪缝袁露

出金黄的脸儿袁咧嘴嘻笑呢浴
山不在高袁有仙则名袁水不在深袁有龙则灵袁古老而神

奇的烂柯山哟袁看到你袁就看到了村里汉子挺直的脊梁袁清
澈而甘甜的涅河水哟袁喝着你袁母亲的乳汁让我回味悠长遥
我纵有水彩蜡笔万花筒袁也画不尽山曲村之美袁涅水河之
秀袁烂柯山之灵遥

来吧袁朋友袁漫步山曲村袁吸引您的不只是历史文化
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统一袁更是这勤劳袁朴实的山里人袁留恋
山曲村袁温暖你的不只是美丽乡村渗透出的浓浓的文化气
息袁更是这一颗颗质朴袁善良袁纯洁的心遥

逛传统庙会袁游烂柯仙境遥 品乡村美味袁访棋乡民风
噎噎最是人间好去处袁沁县牛寺山曲村浴

最是人间好去处

走马岭地道 人类有了地道，便有了地道文明。走马岭
地道，穿梭于岭上人家，把走马岭的山梁沟凹巧妙地连接，
形成一个整体。她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产物，在“深挖
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氛围中形成。她是全县武装基干民
兵的杰作，留给后人的红色记忆。

如今，她是走马岭红色旅游的主体，激励着改革大潮
中的新型农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西汤水库 雏形已定，南北大坝横卧，东西贯穿 10 里。
掠过西峪、上峪，翘首申则、桃园。高峡出平湖，王全山下夜
明珠。全靠溪溪流水，集腋成裘。现在是少女，将来必是母
亲……

桃园梅杏 一村一品，桃源人选择了梅杏。春夏时节，
桃园一派绿色，遮掩了漫山遍野；成熟时节，绿里透黄，金
灿灿的，圆滚滚的，让人眼馋。梅杏丰收，桃园人脸上喜滋
滋的，心里甜。

标准化包装，抬高了身价。销往外地，总是一车一车，
以吨计算。高度决定视野，角度转变观念。桃园人，锄草富
有情趣，采摘顺便欣赏。引来游客一拨又一拨。

漳源万头猪场 座落于王可的东山，西有漳开线穿过。
6000 头猪的一日三餐，八个人操作，吃喝拉撒全是系列机
械化。神哪！宁静的山沟，依然宁静；碧绿的东山，依然碧

绿。猪，生长在恒温、宁静、卫生的环境中，悠闲自在，与时
间同步。

后沟 地处栋漫线西端，既成小小门户。东西大道通
衢，街巷命名有序；壁画新颖别致，民宅壁壁生辉；杜家祠
堂有声威，驻跸台刘邦显贵……一派小城格局。据有关人士
介绍，后沟的发展方向是旅游。要充分利用九连山、驻跸
台、杜家祠堂、采摘园区、矿泉水垂钓、啤酒酿造等项目，招
揽游人，繁荣后沟，逐渐往南打造乌苏、上官、道兴旅游区
域，最终实现百亩油牡丹竟飘香，休闲清雅小气候，新鲜果
蔬任品尝……

徐阳 新农村建设的累累硕果，凝结成民俗文化节的
串串珍珠，办了一届又一届。明镜般的徐阳水库，造就了徐
阳的半壁江山，而另一半便是那辉煌耀眼的法云寺。要山
有山，要水有水。徐阳人，不幸福才怪呢！

重要的是发展，超越式的发展。
徐阳，原有更加靓丽、整洁，新增的气魄超越。新建的

徐阳澡溏，空气能加热且带地暖；新的会议中心，豪华别
致，让游人叹为观止，不免惊诧；徐阳民俗馆，把农历的所

給有节日布入其中，填充了文化气氛； 木、石、瓦匠等行业
均铸造了模型；投资九十多万元的徐阳大舞台正在建设；气
魄、宏大……

老促会 田树业

一日游感言

星期日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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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一 花山叠翠

奇峰叠翠入云端，
泉涌古寺水漪涟。
巍峨险峻天工妙，
欲识人间待下凡。

沁县城北漳源镇境内有一奇峰。名曰
华山(亦称花山)。此山虽没陕西华山名声远
大，但也以，险；奇；峻而号称于世。

二 漳源泄玉

千里海河第一源，
至古喷涌润州川。
洁玉吟出华章句，
果老祠上香火延。

沁县漳源镇漳河村西有一神庙，名曰
漳河神庙(亦称通玄祠)庙里有一泉水从池
中龙口涌出。常年不歇。形成浊漳河西源，
此源与清漳河汇合流入天津海河。所以有
千里海河第一源之称。

三 柳泉风荷

莲花池畔柳泉亭，
景色宜人驻皇行。
风戏荷蓬鱼影动，
藕自泥中望水吟。

沁县城北原有一八角莲花池，池中荷
蓬盛开，金鱼戏水。池旁建有柳泉亭。传说
清朝乾隆皇帝七下江南，路过此泉，总要驻
足停车，观赏胜景，曾经留有墨宝。惜岁月
久远，此景已荡然无存。

四 龟滩落雁

铜革是盛景龟山坪，
山尊寺古早闻名。
蛻龟 青峰蛇化水，

大雁落沁荡芦行。

沁州城西有座山，古人称之为龟山
坪。此山不大，但在沁县历史长河中有举足
轻重之说。此山形似乌龟，扭头向东，与形
如莽蛇的漳源面面相觑。传说当年芦苇飞
絮，大雁频落。

五 牛山积雪

伏牛圣境绕峰峦，
奇松怪柏掩庙坛。
积雪如云半山挂，
晴日方知雪壮观。

城西二十里有伏牛山连绵起伏，因为
山势高峻，峰冬积雪终年不化。从远处观看
如天空飘逸的白云。山中有冠名上党的西
轸庙，青山与古寺在雪的照映下更显得浑
然天成。

六 乱柳啼莺

笔峰遥望乱柳坪，
绿树如荫鸟成群。
和风摆柳柳飞絮，
百鸟入林林啼鸣。

出沁州城南十里，有乱柳坪上。古人
在此栽柳成荫。林中鹦鹉，黄鸟，叫声不绝
于耳。每当柔风细雨，林中更是鸟叫林风，
很富有诗情画意。

七 石室松涛

鞮白玉击波绕铜 ，
文中石室酝贤名。
国公鼎力铭盛世，
官窝静听松涛鸣。

鞮沁城南故县古镇，古称铜 。村北有
鞮铜 山。白玉河从山前流过。半山腰林深之

处，有石洞三眼，名曰文中子祠。此祠是为
纪念文中子所修。传说为隋末唐出大文豪，
后人尊称为文中子的王通先生，在此山洞
筑坛讲学，门下弟子甚多。魏征，房玄龄，杜
如晦，等八大国公都曾就学于此。山中参天
大树甚多，每风起，山中松涛声晕绕。

八 万安秋水

漳水奔腾出沁南
万安山前聚湖川。
玉绕群峰轻吟唱，
润泽州民赋诗谈。

传说；漳河从源头流出，至州城境南
与襄垣接壤处，一叫万安山的地方受阻。形
成内湾湖。幸好二郎神从此路过，即拔弓弩
箭将前面山峰射成东西两半，漳水得以流
出。为纪念当年二郎神此举，乡民在山中建
起二郎神庙，终日香火盛行。此处还有灵泉
古寺，也是城南一朝拜圣地。

七绝：《沁州古八景新赋》
李 宏陈保柱

丁酉暮春，芳菲待尽，与云水同游，徜
徉北方水城———美丽沁州。

南涅水石刻，民间魁首，历史悠久；
登二郎山顶，鸟瞰全城，山河锦绣；
拜谒牺盟会馆，缅怀先烈，领略风流；
民俗展堂，文化积淀，品味慧心巧手；
泛舟西湖，波光潋滟，鱼跃清眸；
踏北海白沙，春风和煦，景美意柔；
田园午聚，回归自然，秋千荡悠；
赞民风淳朴，抒知遇之怀，饮茶酌酒，

聆听沁县四绝，共话情深谊厚；
赴乐园红康，倾慕童心，吟诗诵词，一

展歌喉；
夕阳西斜，却恋人间仙境，不忍离走；
待重择良辰，再来邂逅！

众所周知，魏晋田园诗人陶渊明著

有 《桃花源记》。只可惜此记中桃花源

偶然寻来，却不得复返。“寻向所志，

遂迷，不复得路。”说来终究虚幻一场。

而我们前往的瓮城山乃是实实在在的

世外桃源。

对于瓮城山，只要来此的皆会赞叹

这里的花美，景美。桃花红杏花白连翘

黄松林绿。无论是近处，远处，路边，山

顶，这山，那山，连绵起伏，无穷无尽。群

山望不到头，花海望不到边，人行山中，

宛如行走在花的

王国里！让人不禁

发出这样的赞

叹 ：

瓮 城

山 实 乃 花 的

世界，花的海洋！

很多文人大家也是竞相写作。

写出了很多妙句美篇。其中有这么一

句，让人甚是喜欢：“清风做篱笆，醉卧

花间闻鸟声；听风过树梢，把卷闭目嗅

花香。”这一句作者写出了瓮城山风清

树茂鸟鸣欢，写出了瓮城山花团锦簇铺

群山，写出了瓮城山香气弥漫溢云天。

而我更是从中感觉到了瓮城山世外桃

源的悠然生活，怡然情趣。而这种感觉

若不亲临其境，很难深切体会。

阳春三月多踏青，莫负春光无限

情。花海如潮花浪涌，桃源美景属瓮城。

从泉则坪村出发，走过村道穿过小路，翻

过一座直陡陡的高山，历经近两个小时，

终于来到吃午饭的地方。这里只有三户

人家，窑洞土炕泥粮仓。简简单单。可

让他们迁出此地，又都不舍离开。这里

田地就在家门前，抬眼可观花如海，轻

嗅便得花香甜。山中清泉流不断，群山

叠嶂近自然。他们也已经习惯了粗茶淡

饭度日月，鸡鸣狗吠伴流年。“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心中早已不去羡慕山外灯红与酒

绿，别墅与高楼，更

不会想去追逐名利

与钱权。心无

杂

念 ，

尽 享 悠

闲。这难道不就

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吗？多么的

贴合！

如今这里扩宽了一条山路通向了

山外，世外桃源也连着世界那端。不仅

知今时是何世，即使国际动态也会挂嘴

边。往昔，翻山越岭大半天，望不到家

门在哪山，这样的困境将永不复存在。

游人也不会出而不得返。大路越修越

宽，生活越来越好。从古至今我们苦苦

追寻着梦中的世外桃源。而今世外桃源

就在眼前，在古村深山，也在你我的心

间。

瓮城山游记
付玉霞

文 / 自然

春天的邂逅
———游沁县随笔

云水春潮汇沁州，莺声燕语一时稠。
只缘宝地人文盛，动我诗怀记此游。

今日歌儿满沁州，风吹云水集诗流。
春天正是情波漾，韵里西湖代我游。

七绝·柬云水桥文友
文 / 空里流霞

七绝·遥贺文友沁县采风
文 / 母裕明

四月芳菲桃李醉，沁州岸柳舞翩跹。
烟霞涅水惊春梦，上善民风沐乐园。

七绝·采风（新韵）
文 / 王继华

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

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1]能励精，险躁则不
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 子 书

译文
君子的操守，（应该）恬静以修善自身，俭朴以淳养品德。不把眼前的名利看

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静安详全神贯注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
目标。学习必须静心，才识需要学习，不学习无从拓广才识，不立志不能学习成
功。沉迷滞迟就不能励精求进，偏狭躁进就不能冶炼性情。年年岁岁时日飞驰，
意志也随光阴一日日逝去，于是渐渐枯零凋落，大多不能融入社会，可悲地守着
贫寒的居舍，那时（后悔）哪来得及！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
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文章短小精悍，阐述修身养
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中国十大经典家训家规赏析

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