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札小札美
文

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佛家常用朱砂抄经

书。今有大学教授兼诗人的余志海先生（号一

沙，宝镌堂主人），于疫情居家时，朱笔蝇头小楷

抄佛经三种，达数万字之多，以驱魔、以镇妖、以

祈福，用自己的特长和方式，表达一介文人之家

国情怀，令人肃然动容。

整件作品，洋洋洒洒，如江河浩荡扑面而

来，把白与黑、虚与实、聚与散等对比关系处理

得甚为合适。真个是密不透风，疏可走马，一派

清朗明媚景象，无半点拥塞沉闷之气。大件的

小楷作品章法上能妙造到这般地步，实在难

得。细观之，一字中点、画之间，每行内前、后字

之间，长短和度，秾纤得中，奇正相错，自然灵

动，天机盎然，一定是下笔有神相助，岂独人力

之能成哉！可见志海先生深厚的传统功力，驭

笔本领，长期以来在钟繇、二王、颜真卿等小楷

范本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把汉简笔意巧妙融

入小楷，独出机杼，开小楷新境，自成一家风格。

中国书法艺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

文化。学人凭借学养丰赡、学术卓越，提笔弄

墨，自然下笔有由，翰不虚动。作为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重镇的陕西师范大学，就先后涌现出了

卫俊秀、霍松林、王捷三、黄永年、郭子直、斯维

至、曹伯庸、刘念先等老一辈著名书法家。当下

又有像余志海先生这样新一代教授师者，教学

科研之余，“躲进小楼”，沉浸书法，赓续着师大

翰墨薪火，诚乃莘莘学子之幸也，高等学府之幸

也，中国书法艺术之幸也！兹有七言绝句《观余

志海先生小楷佛经长卷》一首以为纪识。

诗云：

学门书味溢乾坤，

相继翰薪代有存。

今见朱毫抄佛典，

丹心一片示来昆。

学门书味溢乾坤
□ 陈俊哲

——余志海先生小楷佛经长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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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黄河故事讲述黄河故事
传承黄河文化传承黄河文化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协办

清明节怀思
□ 倪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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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

春暖花开忆战友
□ 肖春荣

我和大龙是战友，我们部队驻地在一线城

市，我们常说，等复员后就在部队所在城市打

工，一起开创一番事业。大龙复员时，却突然说

要回老家。他说，女友阿丽在老家不愿出来打

工，他舍不下她，只好回去。

大龙老家在山区，下了汽车还得走五个多

小时山路。大龙常说，老家太穷了，年轻人都到

外面打工了，若不是阿丽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

舍不得丢下那群孩子，她也早出来打工了。

大龙离开部队那天，我们都不敢正视他的

眼睛，怕一对视，眼泪便止不住往外流。大龙安

慰我们说，当兵的人在哪里都是好样的，他回去

一定混出个样子来，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还邀

请我们这些战友去他老家做客。

这一别就是十年。其间，我只要和他通电

话，便问啥时和阿丽结婚，他每次都说等山里通

车了再结婚。

大龙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村民摘

掉穷帽子，好男儿先立业后成家，大龙信心不

小。那几年，大龙引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为此

他专门跑到农业大学向专家虚心学习种植技

术。农闲时，他带领大家修路，不仅自己村里

修，还号召周边村庄村民一起修。大龙说话有

号召力，威信高。大龙还多方寻求资助，有几位

大老板听了大龙介绍的种植项目，很感兴趣，也

被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决定投入一部分资

金帮大龙修路。此事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注

和资助。路修好了，农产品也运出山了。靠山

吃山能赚到钱，部分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

我们劝他，如今事业稳定了，该和阿丽完婚

了吧。大龙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正式邀请战友

们去他家乡做客。那天，我们如约赶到了大龙

家。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座墓碑前，说阿丽十年

前就长眠在这里了，自己一直不结婚，是念念不

忘阿丽。大龙说，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阿丽的

事情，是因为生死不能隔断爱情，他一直觉得阿

丽始终在他身边陪伴着他。当然，他也不拒绝

缘分，如果遇到了，也会珍惜。

我们走后的第二年，大龙不幸去世。原来

他在几年前便查出癌症，他瞒着所有人，拒绝住

院治疗，就是想用有限的生命完成梦想。

每当春暖花开时，我们几位战友便会赶到

大龙家乡看望他和阿丽。如今大龙的家乡发展

得越来越好，村村通了公路，沿途风景怡人。

大龙，我的战友，终于梦想成真了。

“巴山下，有条绕溪河，两岸青山鱼虾多；阿

客呀，您从山外来，欢迎到我家来歇脚。”

我的家乡在巴山下的安康市绕溪河边。30

年前，这里很红火：因为有煤矿，所以有钱。山

上一个个煤炭洞子挖起来，一车车煤炭疙瘩拉

出去，再把一沓沓钞票换回来。然而，好景不

长。煤窑越开越多，树木砍伐严重，河水越来越

黑，鱼虾几乎绝迹。

2000年7月，一场特大洪灾奔涌而来，脆弱

的山体不堪一击，道路、庄稼、房屋尽数被毁，多

少人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人们蜷缩在临时

搭建的帐篷里，眼看着滔天洪水肆虐，眼看着家

园满目疮痍！一河两岸，哭声恸天，那是心如刀

绞的绝望……绕溪河从此一蹶不振，那首民歌也

无人再唱起。可是，地处秦巴山连片特困区的安

康，难道灾难和穷困是我们的宿命吗？改变的出

路又在哪里？

党的十八大召开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这给了安康人民希望和力

量！地处国家生态功能区，咱必须当好秦岭生

态卫士；地处重要水源涵养地，咱必须扛起“一

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责任。从此，生态立

市、绿色崛起成为安康的战略抉择。

偿还生态旧账，我们关矿洞、育山林、清河

流、禁排污；优化资源利用，我们经略山水、谋划

富硒，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绿色产业链……改变

的过程是痛苦的、曲折的：关闭传统企业，一年减

少工业产值300多亿元；汉江十年禁渔，两岸渔民

非常不理解……困难层出不穷，但安康人民没有

退缩，千方百计找新路，排除万难保生态，终于，

我们迎来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2015年，某外国

总统访华，喝的第一口水是我们安康的“真硒

水”。2018年，我们的毛绒玩具从无到优，已畅销

欧美。2021年，安康富硒茶品牌价值位列陕西

第一、全国前列。

我的家乡“绕溪河”，早已旧貌换新颜：你

看，网络直播的蜂蜜茶叶，供不应求；美丽干净

的网红小镇，人流如织；新开的农家乐，香飘十

里。你看，舒适的搬迁社区有崭新的社区工厂，

出门打工的乡亲们又回来了，曾经的留守儿童

回到了妈妈的怀里。

2020年4月，在蒋家坪村青翠的茶山上，习近平

总书记一边走一边称赞：“你们这里啊，生态好、环

境好、空气好。”与茶农们亲切交谈后，他又深情地

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你们这里现在已

经在变，将来会变得更好！”那一天，300万安康儿

女热泪盈眶，为了绘就“绿色陕西”的安康版图，为

了做好“美丽中国”的安康答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历尽辛酸，才换得绿水青山重展笑颜，才见到这梦

寐以求的金山银山！牢记嘱托，展望未来，我们必

将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守好这一江汉水、秦岭

巴山！

“平安顺利，幸福安康！”您听，采茶姑娘又

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谣：“巴山下，有条绕溪河，

两岸青山鱼虾多；阿客呀，您从山外来，欢迎到

我家来歇脚。”

（作者单位：安康市委办公室）

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这雨不似“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温柔，

不似“夜阑卧听风吹雨”的猛烈，不似“巴山夜雨

涨秋池”的充盈，这雨中隐着哀愁，透着思念，含

着寄托。又到清明节，有太多的人需要祭拜。

祭拜先人，血浓于水。人人都有骨肉亲情，

人人都有家族血脉。祭拜先人祖辈，是对他们

的缅怀和思念，是给自己内心寻找一方守候与

寄托，是给后辈的示范与引导，是给社会的和谐

与温情。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曾几

何时，“子欲孝而亲不待”成为人生莫大的哀伤，

拜祭先人成了我们唯一能做也是必须要做的

事。祭拜先人，既为逝者祈福，也为生者添寿。

《地藏经》说，我们为先亡做七分功德，六分我们

自得，先亡得一。祭拜先人，是在向后人示范着

“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一代做给一代看，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民族的传统在这里延续，

家庭的美德在这里弘扬，骨肉亲情，血浓于水；

中华美德，万古流芳。

祭拜英烈，浩气长存。革命英烈，是我们民

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中国革命和

建设实践中，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座光照千

秋的不朽丰碑。“纪律重于生命”的邱少云，“英

勇战斗奋不顾身”的黄继光，“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雷锋，一个个

熟悉的名字永远需要我们铭记。男儿本当为国

去，不惜碧血染黄沙。为了新中国，多少英烈抛

头颅、洒热血，也许他们的名字没有办法去一一

考证，但他们的事迹、他们的风骨永远需要我们

敬仰。有名英雄、无名英烈，让我们始终牢记：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新时代

新征程，踏着英雄脚步走，不辜负革命英烈的嘱

托和希望，努力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

贡献智慧和力量，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祭拜黄帝，期盼统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

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身上有

两岸儿女的共同精神寄托。炎黄子孙同祭黄

帝，希望海峡两岸能早日统一，共同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历史风云多变换，割不断民族

血肉相连。不论何时，两岸同胞对中华始祖的

同一认同从未改变。1912 年，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派员祭祀黄帝陵，他亲自写祭文：“中华开国

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

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1937年4月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并带去毛泽东

同志的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

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

立东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今天，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伟大复兴的历史

潮头，实现中国梦不再遥远，愿两岸携手、早日

统一，共同创造华夏儿女新的荣光。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

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

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

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

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

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

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

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

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

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geji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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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爷爷的小院又开始落雪了。长这么大，我也不知道看了三爷爷院子里

多少次阳春三月的雪。

三奶奶爱吃梨，三爷爷就在院子里围着院墙种了一溜梨树。十余年下来，

梨树枝繁叶茂，当初拇指粗的梨树早已碗口粗细，每年都能摘几百斤的梨子。

这些梨树是红梨，结的梨子很大，两个就有一斤多，梨大果核却很小，而

且肉细汁甜且脆。三爷爷不止一次骄傲地说，这是他精心呵护的结果。

三爷爷对梨树绝对称得上爱护有加。上农家肥、修剪枝条、打药除虫……

每一项工作三爷爷都亲力亲为，务必做到精益求精。他用心去读懂每一株梨

树，从风华正茂到知天命，三爷爷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棵梨树。

每年秋天，几大筐梨子摆在院里，捧着梨子的三奶奶笑靥如花，看着三奶

奶惬意地吃着梨子，三爷爷心中生花。吃不完的梨子，就送给左邻右舍的孩

子们，剩下的三爷爷把它们榨成汁、酿成酒，摆在橱柜里，也摆在了三奶奶的

心里。

想喝两口了，三爷爷和三奶奶就拿出那套老式的青花瓷酒具，摆在梨树

下的小桌上，两人两个菜，小酌几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酒香

伴着他们微醺的甜言蜜语，院墙周围一圈梨树都笑得枝条轻舞，醉意阑珊。

三奶奶爱吃梨，更爱这白得清正的梨花。每年春天，三爷爷的院子便被

梨花笼罩起来。梨花很白，没有一点杂色和瑕疵，就连那花丝都是白的，只有

花丝顶上的花药有一点点粉色。那一瓣瓣花片有着蜡质的光，透着琉璃的

亮，像冰一样清澈，如玉一般高洁，飘落如雪，干净如斯。

当所有的花蕾盛开后，整棵树都成了白色，那白色遮住了所有的枝丫，远

远望去，三爷爷的小院是花的海洋。放在现在，那一定是妥妥的网红打卡地。

三奶奶有时间就盘坐在梨花丛里，端着笸箩在梨树下穿针引线缝补衣

物，梨花与白发相映成雪，几片雪白的花瓣簌簌而下，落在她的肩头，继而滑

落地面。随着她双手翻飞，梨花随势而舞，或盘旋、或径直飞开去，三奶奶简

直就是一个梨花仙子。

有时，三爷爷在树下看书读报，边喝着茶水，晒着太阳。偶尔读到趣妙之

事，三奶奶笑得梨花乱颤，梨树下经年的摇椅和木书桌陪伴他们度过了一年

又一年的花事。阳光静静地钻过梨树枝丫的空隙洒在他们身上，有三奶奶的

梨花开，在三爷爷心中永远是一幅最美的画卷。

前年冬天，三奶奶生了一场病，本以为是小小的感冒，没承想就再也没有

等到来年梨花白。那年小院里的梨花开得三三两两，有几株甚至销声匿迹，

三爷爷抚摸着梨树一连唏嘘了好多天。

今年梨花再次怒放，满枝丫密密匝匝全是花。花影里，那熟悉的身影再

也看不到了，只剩下三爷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从一棵树挪到另一棵树，看

了一树花再看一树花，三爷爷的叹息穿过梨花丛，越过围墙，飘得很远。

“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漫步花影中，身染梨花白。又是一

院梨花开，落雪的小院中独留三爷爷的叹息声了……

一院梨花白
□ 李坤

母亲家族命运多舛，外公外婆因煤气中毒双双离世，母亲结婚后不久，大

舅因为和厂子领导发生纠纷，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身亡。舅妈改嫁他人，母亲

便将表哥接来我家生活。打我记事起，每年清明，母亲一早就折一些柳枝回

家，插在窗户、门框上，还在院子里随手插几枝，剩下的编成个柳条帽给表哥

戴头上。母亲和表哥这天都扮得漂漂亮亮，姑侄俩挎着祭品去给外公外婆和

舅舅扫墓。

母亲路上还会折几枝柳条，给表哥做一个柳笛，一路走一路教表哥吹

奏。表哥年龄小，对清明扫墓没有悲伤的概念，反而因为这天可以穿新衣，吃

好吃的，还可以“游山玩水”而笑脸盈盈。

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外婆家的悲惨经历对母亲的

打击是巨大的，但母亲从不表现出哀伤。她说，人首先要活着，而且还要开心

活着，只有活下去，不断地种植希望，才会迎来柳暗花明。

母亲和表哥祭扫完毕返回途中，会和表哥找个小溪边停下来，让表哥“野

餐”一顿。母亲说祭品路上吃完了，空篮回家，才会家旺人旺财旺。清明这

天，对家里小孩子来说也是打牙祭的日子。

很多人不理解母亲，认为母亲和娘家人没感情，祭扫之日一点也不怀念

逝去的亲人。母亲说，离开的人已经离开，留下的人要好好生活才对，这样逝

去的亲人才不会担心。去给亲人祭扫，就是要展现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状态，

这样他们才能放心。

母亲性格乐观，遇事看得开，从不钻牛角尖。记得小时候婶子常欺负母

亲，无端挑起事端，能骂两天两夜，但母亲从不应声，也不让父亲去找叔叔理

论。母亲该做饭做饭，该下田下田，把婶子的指桑骂槐当耳旁风。外人以为

母亲胆小怕事，其实不是。母亲说，只要不指名道姓骂人，她就不接招。外婆

外公和舅舅去世早，他们未享受过的人间乐趣和快乐还要由母亲代享，所以

母亲没时间自找不痛快。

母亲这种性格也影响了表哥，表哥后来考上了卫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医

生，工作没几年便小有名气。母亲说表哥的出名不是因为医术高，是因为他

脾气好，对患者有耐心，有亲和力，患者见到他如沐春风，心情放松了，病便好

了一半。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每年清明我都会插一瓶柳条放在母亲照片旁，

母亲喜欢绿色，喜欢柳色的清明，看到杨柳飘飘便有了期盼和希望。年龄越

长，身边离开的亲朋越多，但不应该伤感，要乐观明亮地活着，替他们延续快

乐和幸福。

柳色的清明
□ 李秀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