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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越超 （山东）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
蝶来，双飞西园草……

回乡祭祖，见山间有很多色彩斑斓
的蝴蝶上下飞舞，左右飘动，就像一幅
流动的山水画，美得空灵，令人目不暇
接。我常想，蝴蝶怎么会那么美呢？蝴
蝶被设计成一幅图形对称又色彩荟萃
的画，蝴蝶的翅膀散发着珍珠般的荧
光，那翅上的图案有水滴状，有素色格
子，有多彩圆点，有几何图案，美得像流
动的星星在闪，像一缕流云在飞，像一
段瑰丽的织锦，更像一首省略了语言的
诗作，让人看一遍就不禁为这唯美的生
灵感叹……

小时候，每天清晨，都去观察在一
片树叶背后隐藏着一颗小小的、像露珠
一样的卵。这就是美丽的蝴蝶最初的
模样。

蝴 蝶 幼 时 ，只 是 一 条 小 小 的 毛 毛
虫，以树叶为食，全身绿绿的、毛茸茸
的，它那么小，小到单单从一片叶子爬
到另一片叶子，就仿佛游历了全世界。

当它长大到一定阶段，便开始裹缠
存身的茧，一刻也不肯停息。不知过了
多久，终于把自己整个儿裹进了茧屋
里，慢慢缩成了沉默的蛹。直到有一
天，它从茧壳里艰难地挣脱出来，先是
露出纤细的触角，然后挤出折叠的翅
膀，展开双翅，像展开一件绚丽夺目的
华裙，震动双翅，终于破茧成蝶。

蝴蝶，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纲、鳞翅
目、锤角亚目动物的统称。全世界大约

有 14000 多种，大部分分布在美洲，尤其
在 亚 马 孙 河 流 域 品 种 最 多 。 中 国 有
1200 种。蝴蝶一般色彩鲜艳，身上有好
多条纹，色彩较丰富，翅膀和身体有各
种花斑，最大的蝴蝶展翅可达 28 至 30
厘米左右，最小的只有 0.7 厘米左右。
蝴蝶和蛾类的主要区别是蝴蝶头部有
一对棒状或锤状触角，蛾的触角形状多
样。

我 的 童 年 是 和 姥 姥 联 系 在 一 起
的。出生在农村的我，姥姥的小炕成了
我儿时的乐园。小炕很温暖，她盘腿坐
在小炕上，小小的我依偎在她的身边，
看她手里的纸，折折叠叠，然后一手拿
着剪刀，一手拿着纸，纸在她的手里旋
转舞动，剪刀张张合合，落下星星点点
的纸屑。不一会儿，一只美丽的蝴蝶就
在她手里翻飞。姥姥什么都会剪，活灵
活现的小鸟、长着两只大大耳朵的小兔
子、活泼可爱的鱼、衣带飘飘的仙女、一
排手拉手站立的小女孩……小小的我
对姥姥那双灵巧的手剪出的一切，都感
觉新奇和魔幻。我最喜欢她剪的蝴蝶，
惟妙惟肖，头上纤细弯曲的触须，一对
大大的翅膀上剪镂出精巧的花纹，灵动
欲飞……

再回故乡，处处可见蝴蝶的影子，
或停歇花丛芳物之上，或进入清新绿野
中，或是伫立于清冽水边。蝴蝶的舞
蹈，宛如一个活动着的优雅符号，或动
或静，或大或小，或素雅或明艳，心随之
融入一片芬芳中。

蝴蝶，飞舞起来如同流动的画，不
仅美化了自己，也美化了人间。

蝴蝶是幅流动的画

■ 韩文琴 （四川）

秋季大概是最佳的植树季节，因为，
每年一到秋天，迅哥都会去往都江堰河
西柳街镇铜锣村老屋旁的苗圃地里侍弄
树苗。先生还在的时候，我更是喜欢缠
着他去迅哥家体验那种原汁原味的农家
生活。每次说是去插秧打谷、栽花种树，
其实就是冲他们家那口柴火饭去的。说
也奇怪，在那些烟熏火燎的饭香里，我总
是能够品咂出祖辈在田间地头奔波劳作
的滋味。

川西坝子里的秋天总是多雨，潮湿
的空气里，地里的庄稼、蔬菜、瓜果，似乎
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往地里钻，农人都
忙着收摘晾晒，谷子、麦子、苞米早已颗
粒归仓。这个时节，除了地里的一些蔬
菜，以及树木上的柚子、橘柑等果子等待
收摘以外，其他也没什么好忙碌的了。

迅哥家的土地作了苗圃，银杏树、桂
花树、海棠树、枫树、广玉兰，还有好些叫
不上名的观赏树木，错落有致地栽种在
离他家不远的林盘边，虽说不是开花季
节，可这枫红叶黄的秋天，地里的景色还
是非常绚丽的。

我们拉着一车雪松，沿着田边小水

沟往地里去，狭窄的乡村小道，轿车行驶
得非常艰难，倒是后面拖着树苗的拖拉
机颇为灵活。

轿车好不容易停在了院子边，我们
下车随拖拉机步行去往地里。秋雨下了
好些天，地里和田埂上的小道早已变得
泥泞不堪，我的高跟鞋深一脚浅一脚走
过去，到了地头，一脚下去，再抬起腿来
就只剩下了穿着袜子的大脚板丫子，整
只鞋不见了踪影。

我们艰难地抵达的时候，两位老人
早已约了几位老农等在地里，他们清一
色挽着裤腿，赤着双脚，身披斗笠，行走
其间显得非常轻松。我一手提着高跟
鞋，一手扶着旁边一棵高大的水杉，探试
着继续前行，可每走出一步都要使上吃
奶的力气，还得有人牵着拉着才能迈步，
完全就是添乱似的。

迅哥看了看我，无奈地说：“算了，不
下地了，就在地头摘些篱笆豆回去做饭
吧 。”一 听 说 采 撷 篱 笆 豆 ，自 然 满 心 欢
喜。我忙催：“那咱们赶紧走吧！”迅哥一
笑：“你旁边树上挂着那么多，我去拿根
竹竿过来。”抬头一看，身边这棵脸盆粗
的水杉怕是有二三十米高，树上的枝丫
缠满了藤蔓，上面结满了一指多宽、两寸

来长的紫色豆荚，圆鼓鼓的，特别饱满。
迅哥说，家里人少，这些攀爬在树木

上的豆荚，长到老了也没人摘，成熟了，
自个儿就爆开了，豆子落在地上，等到第
二年又长出藤苗来，顺着树干往上爬，再
开花结果，周而复始，无人问津。这种自
然生长的豆子最是好吃。迅哥说着，拿
来一根竹竿，顶部缠着一把镰刀，只见竹
竿上下移动，一大串一大串紫色的豆荚
便跌落下来。因为刚下过雨，豆荚皮湿
润，跌落下来的豆荚才不至于摔得四分
五裂。

不一会儿便采撷了一篮子，我和小
丫头剥出一大碗豆子，迅哥的母亲随手
抓了一大把丢在灶前炉灰里，炉灰里发
出 噼 里 啪 啦 的 爆 裂 声 ，腾 起 一 股 股 灰
烟。大娘随即把炉灰里的豆子扒拉出
来，搓了搓灰，递给小丫头。我抓一粒丢
嘴里，粉面香甜，实在爽口。等我抬起头
再找那些剩下的豆子时，大娘已经将豆
子倒进米汤锅里，米汤正咕嘟咕嘟翻腾
着，豆香弥漫了整个房间。

吃饭时，迅哥的父亲聊天中给我们
普及了一些乡村常见植物的药用价值。
大叔曾做过赤脚医生，他说，这篱笆豆又
叫娥眉豆，食之可解各种草木之毒，还有

止吐、补养五脏的功效，长期食用，更是
有养颜、黑发的功效。青城山下，历来家
家户户都有栽种。

我抬头看了看和我们一同吃饭的几
位老人，虽说他们的年纪都已七八十岁
了，可他们齿健面红、黑发满头。我想，
这不光与青城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有关，与他们日常所食用的各种食物也
有很大关系吧。

从那以后，我对篱笆豆更是情有独
钟了，每年一月到十月间，都会逛遍整个
菜市场，寻些豆荚回家解馋。可市场里
的，几乎都是些化肥催发出来的豆荚，青
翠光洁，皮厚无子。这些品相极好的蔬
菜扁豆，没了有饱满的豆子镶嵌其间，无
论怎么吃，都没有乡村那种独有的味道。

乡里苗圃地里的树木两三年一轮
换，林盘里、地头边高大的树木也越来越
少了，那些攀援而生的物种更是没了踪
影。

我们吃的食物大多被喷洒了各种化
肥 农 药 催 发 早 熟 ，似 乎 有 违 自 然 规 律
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社会进化的结
果，还是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致。总
之，我是越来越找不到那种直击感官、令
人惊叹的感觉了。

最忆满树篱笆豆

■ 符 乔 （江西）

家乡的农闲时分通常是不缺乏热闹
的。每年秋季，是一年里社火的开端，也
拉开了丰收欢庆的序幕。就算农忙还残
留着尾巴，大人们总能挤出十足的精力
来操办这一年中最闹腾的节日。不同的
村庄定的社火日子不同，活动也有所差
异。但参加的人大都是熟脸子，就算不
熟，一上酒桌也立马成了兄弟，于是社火
又有了几分江湖侠义之气。这些都勾起
了我对家乡社火的美好回忆。

“社火”源于人们对菩萨、历朝文臣武

将的祭祀。丰城社火是江西省丰城河西地
区江右民系传统民俗活动，现在已经申报
为省级文化遗产。依然记得，孩子兵最喜
欢跟着抬社火菩萨的队伍走街串巷，伴随
着稚童叽喳不停的欢笑声，祥瑞的气息游
走于大街小巷，悄然进入平静乡间的每一
户人家。社火在我们河西地区也是最有人
情味的一个节日，热闹起来就难以散场。

社火日是有唱大戏的、舞龙的。舞
龙过年的时候常有，算不得新鲜，唱大戏
的比较难得。有的地方是一直保留着老
戏台子，戏台子很高，离地面足有四五
米。我一直觉得唱大戏的演员都是原生

态的民间艺术家，各有看家本领。那时
候，靠近戏台子的地儿总是没空的，乌压
压的一片挤满了人。好戏开场，台下人
连番叫好。我只能远远地观望，总觉得
戏台上的人儿与我们不同属一个时代，
却用我们熟悉的方言咿咿呀呀地唱着，
唱得倒也可歌可泣，让人陶醉不已。说
到社火，还不得不提隍城镇社火日的那
场赶集，盛况可睹，让人难以忘怀。

长大后我鲜少回故乡，再忆起儿时
的那般热闹与欢愉，社火的味道在我心
中从未淡却过。感知秋风的时节，想必
又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丰收年！

故 乡 的 社 火

■ 畅朝晖 （河北）

月亮每一夜都是新的。月牙儿、弦
月、圆月，月亮轻滑过天际，展现着不同
的姿容，就像新开的圣洁的白莲，一瓣
瓣舒展复舒展，绽放在深蓝的湖面上。

月有形。月牙儿如笑颜上的弯眉，
弦月又如浅笑的嘴角，圆月就整个是一
张温柔的笑脸了。与月对坐，远离一切
金碧辉煌的所在，在院内、山中、田野
里、流水畔、沙滩上……月光随意地播
撒下一方方任思绪耕耘的月光田。

月有声。她如一条亿万年流淌的
河流，水音清婉。她流过茹毛饮血的洪
荒 ，曾 在 唐 诗 中 驻 足 ，又 在 宋 词 里 小
憩。《静夜思》，这从盛唐飘来的清音，这
传颂千古的绝唱，流传到今天仍是那么
韵味悠然，而且早已定格在异域的曲谱
上，打动着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人们的
心弦。

思乡，一个永恒的主题，尤其在这
月白风清的夜晚。轻柔、温润的月光散
发着天地间最澄澈、最清醇的香馨，有
哪一个人的脑海中不轰响着思乡的潮
水呢？思乡，对国、对家、对故乡、对亲
人的思念，是月夜里最最圣洁、最最夺
目的光亮。月光如水，掬一捧月光在手
中，我的思绪在这月光海中漫游，心海
澎湃，潮落潮起。月光如烟、如雾、如
纱、如幔，笼着整个天地，也网住了我的
眼眸、我的情感，使我整个人变得轻盈
起来，似乎要飞旋着上升了。

月有情。慈祥的月光，安阑静谧的
月夜，万物都在你的祥光中安睡了。仰

望天空，夜蓝得深情；俯视大地，又恍如
一片银色的海洋，连空气都浸润在一方
透明的水晶中。水天相接处，几缕白云
似层层叠叠银色的海波，由遥远的天际
滚 涌 而 来 。 世 界 都 沐 浴 在 月 的 柔 波
里。凝然不动如铁铸般的房舍、广厦都
如黑峻的礁石；高树和纤小的草，连着
它们的倒影，于微风起处便多姿起来，
摇曳成海底的水藻。这是注满深情的
月光海，我们都是海里自由呼吸的鱼
呵。

月 如 明 眸 。 多 情 的 月 光 ，千 百 年
来，多少人对你临窗而立，凭栏凝望；你
虽无言，但人间的阴晴圆缺，哪一幕躲
得过你的慧眼呢？“明月千里寄相思”，
月光就像一座天虹，使人间、天上不再
遥远，使过去、未来与现在紧紧相连。
天各一方、山海相隔的亲人、朋友的浓
浓思念，正是通过了这道天虹，在月光
桥上相逢、撞击、交融、传递。

月出东方。莹莹月华，淡淡清辉，
今夜月明星稀，明月成为深蓝色夜空中
唯一的主题。这圆圆的明月就像一个
盛满了相思情和思乡情的银杯金盏，倾
泻下千万缕流光，千万条思绪。“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的思念就交汇
在明月升起的东方。天上月圆，人间团
圆。“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今夜，就让我们举杯邀明月，祈盼天上
人间都团团圆圆、圆圆满满。

月出东方。一阵微凉的风轻抚着，
整个身心都轻盈盈，正“乘风好去，长空
万里，直下看山河”，看江山如画、生命
如诗、时光如河、岁月如歌。

月出东方

■ 查晶芳 （安徽）

季节有情，春之花繁柳艳，夏之绿意葳
蕤，冬之白雪皑皑，都是他们写给大地的情
书。秋的信笺写的什么，又寄给了谁？

凉风和细雨是秋的信使，它们将秋
的信笺发往世间的每个角落。年年岁
岁，准确无误。

虫儿们早早收到了来信。它们接管
了田野山洼，接管了草丛，接管了树冠，它
们唱起秋的咏叹调。嘻嘻——嘻嘻——
油蛉兴致高昂，清亮的叫声如潮水漫上
沙滩，一波接一波，片刻不停。蝈蝈也不

甘示弱，拉开嗓门，一会儿唧唧唧，一会
儿嚯嚯嚯，想必也是摇头晃脑，激动得难
以自抑。蚱蜢虽嗓门不好，不过胜在动
作敏捷，你看它伸长双腿，来回蹦跳，也
是簌簌有声。它们的叫声，依然与《诗
经》里相同：有淡淡的忧，有浓浓的爱。
它们都在叹时光走马，在唤亲呼朋，在说
岁月当惜。枕着虫鸣，恍惚间，我也成了
月光下白露间那只喓喓的草虫。其实，
谁不是时光里的一只虫？只是，我们能
否像它们那样，生命不止歌唱不息？并
且，那歌声还有着金属般清亮的质地？

浩瀚的天宇比秋虫矜持得多，收到
秋的来信后，不动声色地清退了那些溽
热和烦躁的黑云，他让白云随心，苍狗或
奔马，海滩或峰峦，皆宜皆美。云卷云
舒，时至处暑，天宇一净，长烟一空，或有
云三五，如块如絮，随意闲散，悠来缥缈
的远意。缘聚缘散，自在潇洒。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对
秋的情谊，花草树木最为深挚。你看，薄
薄的信笺刚刚送达，它们就纷纷而来下，
一片，一片，又一片，争先恐后地奔赴秋
天的怀抱。外人看是凋零，而他们懂得，
那是秋的怜惜秋的深情。它们累了，它
们要歇歇了。为了让秋开心欢喜，很多
花 叶 离 开 前 ，还 必 得 在 枝 头 开 一 场 盛

会。长天下，秋风中，红如乌桕红枫，黄
如桐叶银杏，竞相交织，金碧流光，似一
曲曲恢宏激昂的交响乐。秋风伴舞，秋
阳注目，它们纷纷扬扬，如鸟如蝶，奔赴
生命的道场。不是所有的离开都是结
束，在深暗隐秘的地下，还会有一场又一
场美丽的遇见。

秋的信笺寄达红尘，红尘万丈，秋高
气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
栖复惊……”有人读出了寒凉；“晴空一鹤
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有人读出了豪
情；“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有人读出
了希望。秋，确实是一条流淌着凉意的河
流，但那凉是薄的，是远的。透过淡远的
长天，穿越泠泠的秋气，仍有草木坚挺、秋
水潺湲，更有稻穗金黄、瓜果低垂。

秋的信笺上，静气弥漫，人在其中，
心远离了拥挤的跑道，进入清宁的小径，
那些散落隐遁在时光角落里的思绪，比
如怀念、憧憬、思索，便会奔跑着，跳跃
着，齐聚眼前。当你用真情，用豁达，用
坚韧，努力把它们串成一条条精致的蒲
公英项链时，即便余生多舛，你依然会拥
有花开的四季。

秋天的信笺，清淡，素简，宜用倪云
林的笔触。浅浅的忧伤里，有着丰盈永
恒的意蕴。

秋 有 信

■ 刘小兵 （湖南）

大教育家孔子《论语》中有云：“吾
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内省之于人的
重要性。内省既是一种内心的修为，
也是一场洗涤心灵的精神滋养。红尘
世界，繁华与淡泊，喧嚣与寂寞，每天
轮番登场，让人眼花缭乱，心有波澜。
此时，若能静下心来，常常想一想得与
失，析一析对与错，就不会被尘世中的
纷繁杂乱看花了眼、迷乱了心。

看 到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 有 一 个 少
年出家当了和尚，每天诵读经文总是
分心。小和尚便去请教师父，怎样才
能让自己静气心宁下来，和其他和尚
一 样 ，专 心 吟 念 经 文 ，安 心 盘 腿 打
坐。师父说：“你还被俗世的七情六
欲所牵绊，唯有放下杂念，才能超凡
脱俗。”小和尚牢记师父的教导，一心
只想着诵经的事。果然，没过多久，
他就做到了耳根清净。入禅后的小
和尚，每念一段经，就会在内心对照
自己的言行，按照佛法的要求改过自
新。多年后，小和尚成了一名得道的
高僧。弟子向他请教修为的秘诀时，
他回答道：“每日检点，知行合一，自

然能悟道增德添慧。”
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唯有放

下心头杂念，心无旁骛，才能进入清澈
空灵的境地，这就是内省的境界。

内省是一种美好的状态。人一旦
进入了这种状态，时时检讨自己的言
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长年累月地
坚持下来，不仅能提高思想认识，增强
品德修养，还能增长智慧。

人处一隅，面对大千世界的纷纷
扰扰，一天下来，总有几分心得与感
悟。此时，没有人与我们争蜚短、论
流长。在静谧祥和中，我们可以审视
自己的内心世界，可以与内心的“我”
悄悄地对白。对了，还是错了？在审
视中能分得一清二楚。是经验，还是
教 训 ？ 在 对 白 中 能 辨 得 泾 渭 分 明 。
这种状态，既是清澈的坦露，更是理
性的交流。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无
遮无掩。

内 省 是 边 修 边 行 的 人 生 砥 砺 。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谓修行，简
言之，就是修理内心，然后对照自己
的言行，查漏补缺。这场人生的参透
和了悟，都离不开其核心要义——内
省 。 当 你 在“ 山 重 水 复 ”中 ，体 会 着

“坐看云起时”的那份豁达，已然走进
了“柳暗花明”的精神高地，这是一种
恬淡悠然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
神境界，我们就能惯看尘世间的花开
花落，笑对人生中的潮起潮涌，不管
是处于人生中的低潮、还是高潮，都
能运用自身的智慧，把握好航向，走
出一片美丽的天地来。

杂说内省

■ 刘合心 （山西）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 75 周岁了。
人老了总喜欢怀旧。回想我这大半生，
从 1970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辽宁省沈阳市
工作，直到 2011 年在山西省临汾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整整 41 年。这
40 多年的时间，正值我国历史转折时期，
风云跌宕，沧桑巨变，我经历过的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事件真是不可胜数。如
果有人问我：你印象最深的、最感欣慰的
大事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重
修尧陵！”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从上小学开
始就偏爱文科，及至后来考上南开大学
中文系，可说是如愿以偿了。俗话说“文
史不分家”。从上学到工作，我的文史情
结格外浓重。当然，我不是什么历史、文
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只能算是一个业余
爱好者。

机缘巧合，我于 2000 年 7 月由运城
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调任临汾地委副
书记，我第一次直面历史上的尧和现实
中的尧文化。我阅读了关于尧文化的书
籍，走访了尧庙、仙洞沟等古迹和陶寺考
古现场，听取了地方文化工作者热情的
介绍，历史认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境
界。尧，这位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光辉

形象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2000 年底，我瞻仰尧陵。毋庸置疑，

拜谒尧陵就是沐浴中华文明始祖的圣光。
然而，车过涝河水库就蜿蜒颠簸在

崎岖的山路上了。羊肠小道时而挂在山
腰，时而跌落沟谷，车过后腾起的黄尘弥
漫了山间草木。好不容易到了，除了一
座高大的陵冢还在显示着历史的厚重，
其余的一切都显得荒凉而破败。一座即
将倾倒的门楼，一段已经坍塌的山墙，一
个被砖石填塞的门洞，好似一位风烛残
年的老人。从断垣残壁间进入祠院，山
门上的戏台已经塌毁，东边的廊坊和二
层的观戏楼已没了踪影，西边倒是还在，
可墙塌顶透，随时都有垮落的可能。

身为炎黄子孙、尧舜传人，我真为之
汗颜！

从尧陵归来，忧愁和焦虑一直困扰
着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千载辉煌的尧
陵会在当代破败成这种样子？我更不明
白，当今旅游业兴起，各地都在用文物古
迹招财进宝，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临汾
为什么无动于衷？我的忧愁和焦虑止不
住落在了纸面，这就是《尧陵一叹》。

《尧陵一叹》见报之后，立即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纷纷发出“修复尧陵、传承文明、告慰
先祖、惠及子孙”的呼声。时间到了 2006

年春，我被推选为临汾市二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在我的倡议下，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尽快修复开发尧陵的
决定。临汾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将
尧陵的修复开发和尧文化的弘扬工作摆
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决定成立尧文化研
究与开发委员会，由我和政协主席担任
主任，同时成立了尧陵修复开发工程指
挥部，我被推到了修复尧陵的前线。一
时间，肩上负荷了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如何才能光复尧陵，并将之打造成
全国一流的历史文化旅游景区？定位一
定要精准。尧陵不是一般的古迹，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不能因开发而毁坏
文物，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也不能为保
护而阻止开发，限制旅游业的发展。如何
同时二者兼顾，相得益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我们组成了文物、旅游等职能部
门参与的考察组，前往炎帝陵、黄帝陵、舜
帝陵等地观瞻学习。专家学者，见识非
凡。我们请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担纲编
制完成了《中国尧帝陵总体规划》，请山西
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专家编制出了《尧帝陵
保护修复方案》。至此，对尧陵“严格保
护、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思
路明确了，原则确定了。

2007 年，尧陵的修复工程列入全市
重点工程，标志着一个荒凉破败的古迹

即将告别往昔。如今，尧陵已经焕然一
新。回首往事，尧陵修复建设的日日夜
夜历历在目。

上下齐心，矢志不渝，是攻坚克难的
根本保证。战幕拉开，市、区两级书记、
市长（区）长牵挂萦怀，屡次亲临。尧文
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躬
行其事。兴土动木无财力支撑只能是纸
上谈兵。幸有两级政府相继拨款支持；
洪洞、霍州、翼城、曲沃、隰县、大宁等县
市，以及尧都信合、四通、临钢、华翔、广
奇等企事业单位更是慷慨解囊；市四大
班子领导成员，市人大、政协机关干部，
尧都区各基层单位群众都有所贡献，从
而确保了工程顺利进行。奋战在工地的
建设者们战酷暑、斗严寒，将心血和汗水
一起奉献给纪念先祖的事业。尧都区文
物旅游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全身
心扑在工地，夏天晒得身上脱皮，冬天冷
得跺着脚走。面对缺石少料的困难，他
们上浮山，下襄汾，跑洪洞，千方百计排
忧解难。最为难忘的是，2007 年腊月那
场 50 年不遇的罕见大雪，封冻了整整一
个月。冬天的山上气温骤降，冰天雪地，
只好袖手等待来年春暖花开了吧？但是
没有，工人们打扫路面，添加防冻剂，搭
建采暖棚，自制采暖炉，千方百计抗严
寒，保质保量施工建设，谱写了一曲新世

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
无穷”的高昂颂歌！

尧陵重光了，尧陵新生了！经过近
两年的紧张施工，2008 年底，投资 6000
万元的陵区及基础设施工程完成，尧陵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复工程顺利告
竣。新生的尧陵新不掩旧、修旧如旧，按
照明代的布局、清代的风格，恢复了献
殿、碑亭、配殿、戏台、碑廊、东西庭院以
及山门。同时，修建了山门前的石桥，竖
立了华表，兴建了牌坊。最为引人注目
的是，牌坊对面长 29.5 米、高 8 米的赤龙
琉璃壁画，栩栩如生的巨龙喷吐着多彩
的水花，也喷吐出神话中帝尧出世的故
事。民间的传说、典籍的记载、文物的昭
示，在尧陵形成一体，形成华夏儿女心目
中一座巍峨高耸的精神峰峦！

我知道，任何人单靠一己之力都无
法完成重修尧陵这一宏大工程，至于自
己之所以甘愿为修复尧陵倾注心血汗
水，最重要的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哺育
的结果，它不仅为我提供了健康成长的
精神食粮，而且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渗透到灵魂中了。民心也罢，天意也罢，
我更愿意将之作为修复尧陵、履职尽责
的鞭策和动力。

我在尧陵前祈福，我的祷告辞，过去
是，今后也一定是：

祈求神圣的帝尧——
护佑尧乡儿女幸福安康、事业大成！
护佑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早日复兴！
护佑世界人民团结友爱、永享和平！

尧 陵 尧 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