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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岗位于西峡县回车镇东南

五公里处。古人云：“古中乡之北有

霄山焉，迤西而东见。夫土脉崇隆，

丘陵矗峙，蜿蜒横亘，为秦楚往来通

衢，此屈原岗也。”

屈原岗自然村西南角处，矗立

着一座人把高的青石碑，上边镌刻

着三个醒目大字——屈原岗。沿着

进村大道前行百米左右，一个新建

的六角亭子里有一块古石碑，字迹

已经模糊不清。这虽不是屈原在这

里“扣马谏怀王”的原始记录，但可

能是记述此事件经过的最早碑文，

要不怎会为它盖专舍遮风挡雨呢？

屈原庙在现屈原岗小学院内，

三间明清风格瓦房建筑，青砖瓦舍，

古朴典雅。庙门口对联“忧国忧民

拦驾处千秋屈原岗，蒙冤遭贬不坠

志万代离骚篇”，工整对仗，有气势

也很准确。庙内正中塑屈原胎像，

后山墙镶有清光绪四年（1878）内乡

县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刻“楚三闾

大夫屈子神位”。左联为“清节表三

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空余骚

客赋”；右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

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

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镶一小石

碣，上载“此屈夫子祠也”。

据《后汉书·延笃传》记载，东汉

时期这一带就有屈原庙。中国屈原

学会的专家考察后认为，屈原庙的

壁画和 50 多年前湖南马王堆出土坟

墓里的壁画很相似，墙壁上还发现

多块唐代方砖。由此推断，这座屈

原庙至少唐代已经修建，经历代不

断维护修缮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屈原庙里的碑文、对联、文章、

诗歌和图案承载的是历史的记忆，

传承的是绵长的楚风文化，见证的

是历史对屈原的敬意，也补充、丰富

了屈原的高光“镜头”。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时

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

信，不如勿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

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由此

后续的传说是，屈原坚决不同意怀

王亲自与秦联姻结盟，大讲这样做

的害处和危险，惹得怀王勃然大怒，

将屈原由左徒降职为“三闾大夫”。

处江湖之远的屈原听说怀王执

意会盟秦王，且车驾已行至析县境

内，便快马加鞭，提前赶到这里拦住

了车驾劝阻。怀王还是不听，并让

车夫下车驱赶。屈原只好一手紧扣

马头，强行逼其回车。随行的公子

子兰见状，用“停车者斩！”威胁车夫

必 须 前 行 …… 就 这 样 ，在“ 行 ”和

“回”的争执中缓缓前行十里，来到

现 在 的 回 车 镇 。 此 时 屈 原 筋 疲 力

尽，无力继续扣马，但却连声高喊：

“回车！”“回车！”遗憾的是，怀王不

仅没有回车，反而令武士快速前行，

直奔西边会盟地——武关。

多日后，传来怀王被秦王关押

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怀王客死秦

邦的噩耗。当地人由于目睹了屈原

“十里扣马谏怀王”的忠勇行为，为

纪念这一“谏君”事件，就把屈原拦

车扣马始发之岗，命名为“屈原岗”；

把屈原终止扣马，高喊“回车！”“回

车！”的村子命名为“回车村”。屈原

在《离骚》中有“回朕车以复路兮，及

行迷之未远”的诗句，是当事人的字

证；“扣马谏王王不返，回车散发客

长棼。怀沙含恨汨罗水，登岗投诗

思烈君”是后来人的“跟帖”。明时

改“回车村”为“回车镇”，一直沿袭

至今。

古往今来，人们总希望君王做

错 事 情 后 幡 然 悔 悟 ，最 好“ 下 罪 己

诏”，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千

百年来，不仅楚怀王做不到，后世一

些 被 称 之 为“ 开 明 君 主 ”也 极 少 做

到。所以，关于屈原岗的来历，只能

是“屈原扣马谏怀王”的始发地，这

也 与 岗 下“ 回 车 村 ”的 来 历 环 环 相

扣，有始有终，顺理成章，还与屈原

的性格、作风融洽协调。

临岗遐思，有迷茫，也有新感。

为什么同一地名的来历，有人认为

因屈原的壮举而获名？有人却说是

怀王自责的地方？这或许是立场问

题，或许是一种良好的臆断。屈原

在爱民、忠君、爱国和廉洁自律等方

面“知行合一”、表里一致、率先垂

范，“扣马”之举更见忠肝义胆。纵

观屈原，虽有“直而有肆”的时候，更

有“主文谲谏”的表现，《天问》《离

骚》等楚辞中其规劝艺术都很委婉，

失 宠 落 魄 时 仍 情 真 意 切 、雅 士 风

范。至于“扣马谏王”之“肆”，那是

紧急情况下的必要措施，“爱之深情

乃切”，天道使然。②4

最美人间五月天。地处丘陵的

故乡翻滚着的麦浪，从东坡、西坡、

北坡涌向沟底，越过田野奔腾而来，

我张开双臂尽情拥抱着它们。

回到故乡，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这 个 季 节 、这 波 澜 壮 阔 的 场 面 了 。

但不知何故，今天我有个心思，就想

去看看西岭。

早些年刚走出农村时，总给人

说起老家的西岭，但又总觉得西岭

的名字太土，潜意识里是不想让人

感 觉 老 家 太 穷 。 但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感 觉 西 岭 就 是 好 听 ，不 但 有 内

涵，而且藏着诗情画意，尽管它不是

“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西岭。

西岭，生长着我们的希望。那

时，每家每户做饭都用柴火，就是麦

秸、玉米秆、棉花秆、芝麻秆等，但也

总有没柴烧的时候，所以星期天、节

假日，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会三五成

群 走 进 西 岭 ，在 这 里 一 边 拾 柴 、割

草、放牛，一边玩游戏，享受着快乐

的童年，放飞神圣的梦想。

西岭上疯长着的，都是些杂树

毛子和茅草，它们和我们一样，是再

普 通 不 过 的 生 命 了 ，是 大 家 的 最

爱。拾柴时，我们都会先用镰刀，一

节一节地把杂树毛子割下，放到箩

头底，再用脚踩实，然后再割些草、

拾些干枯的木棒子盖在上面，省得

让生产队干部看见，骂我们。

夏天割草，“占山为王”。我们

每人先找到一片长得好的，用镰刀

一 指 划 个 圈 ，“ 这 一 片 儿 ，是 我 的

了”，然后，就各割各的那一片儿，谁

也不越雷池半步。待箩头装满的时

候，会做一些我们称之为“撂油”的

游戏——每个人割一把草，集中放

到一个地方，然后都站在同一个地

方，向放草的地方撂镰刀，谁的镰刀

距 离 草 堆 最 近 ，这 草 就 是 谁 的 了 。

下雨天，割不成草，我们就会把牛赶

到这岭上，一边放牛，一边玩从坡上

滚下来的雨水，在沟里挖泥巴闸垱

子 堵 水 ，看 垱 子 被 水 冲 得 滚 滚 场

景。玩够了、玩累了、也玩饿了的时

候 ，我 们 就 会 留 意 村 庄 里 的 炊 烟 。

只要一看到炊烟袅袅升起，就立马

收家伙，赶紧回家——那时生活艰

苦，吃得都很差，常常是不到晌，肚

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叫了。西岭有酸

枣，小伙伴们也会摘着吃，但一不小

心，就会被酸枣刺扎住，疼得要命。

现在还能想起被扎的滋味儿，但在

那个时候，能吃到一颗长熟的酸枣，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炊烟是抹不去的乡愁，每次回

老家来，我都在下意识地寻找炊烟，

总渴望那炊烟，能突然在村庄上空

冒 出 来 ，飘 起 来 ，舞 起 来 。 但 我 知

道 ，那 只 是 一 种 奢 望 ，因 为 整 个 村

庄 ，连 盛 装 炊 烟 的 烟 囱 ，都 找 不 到

了，何来炊烟？

现在的西岭清一色的庄稼，有

的只是浅浅的麦浪，没有了我们儿

时的郁郁葱葱，更听不到风儿送来

的林涛声声。我在叹息。

“ 咱 们 这 儿 ，人 们 就 喜 欢 种 庄

稼 ，别 的 不 想 种 、不 会 种 ，也 不 敢

种！”三弟说，当初，将西岭划分给一

家一户，本是解决一家一户没柴烧

的，但没想到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都改成庄稼地了！

我 们 这 里 不 缺 种 好 庄 稼 的 洼

地、沟地，西岭地薄又缺水，种庄稼

能挣多少钱？如果把西岭改造好，

打 上 一 眼 深 水 井 ，种 上 林 果 ，一 定

会 有 不 错 的 收 益 ，还 涵 养 了 绿 色 ，

该 多 好 啊 ！ 我 在 为 西 岭 的 改 变 而

惋惜。

这些年，后生们考上大学，毕业

后，都不想回农村来了，没有考上大

学的，也都外出打工了。“哎，不知道

未来，这些地，谁能来种啊！”三弟也

在叹息。

我告诉三弟，牧原的大学生们

已 经 在 大 面 积 种 地 了 ，以 一 亩 地

1000 元左右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流

转 土 地 ，发 展 数 字 化 种 养 循 环 农

业 ，农 民 们 不 但 旱 涝 保 收 ，而 且 还

能跟着大学生打工挣工资，得劲得

很哩！

我和三弟一边说着话，一边转

身看着我们的村庄。

过去，我们的村庄分大路东、西

两部分，后来大路改成了县乡公路，

升级成通往北山旅游景区的快速通

道。人们也纷纷在公路两侧盖起了

新房，而村中的那一座座老房大多

都没人居住，一来二去，不少都倒掉

了，成了“空心村”。

一个个废弃的老院落，咋不改

造成耕地呢？如果把那一处处闲置

的、倒塌的老宅子整治一下，能增加

多少耕地，能多打多少粮食啊！我

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三弟建议。

“大多是闲着，没用，但真要拆

掉，整出耕地，那可不是个小事儿。”

三弟很认真地说。

我无言以对。在县上工作几十

年，自然知道农民们的辛苦，更知道

农村工作的难处。我在沉思。

我扫视着我们的村庄，扫视着

半绕村庄的河流，扫视着大片大片

金黄金黄的麦子，又扫视着难以忘

却的西岭……

我在想大片大片的绿色，想五

颜六色的田野，想憨厚朴实的乡亲，

想正在老去的儿时伙伴，更在想乡

村振兴的美景。②4

屈原岗屈原岗

西岭西岭，，西岭西岭

谈古论今谈古论今

赵宗礼

“ 李 瞎 子 ”叫 李 富 有 ，四 十 多

岁，长得人高马大，三七分的偏分

头下是一张国字形的大红脸。他

嗓门大，说话腔调更高，咳嗽一声，

老远的人都能听得见。本来应该

是魁魁梧梧一表人才的一个大汉，

偏偏美中不足的是他的一双眼睛

长得太小，小得像篾子拉了一道缝

似的。因此“李瞎子”并不瞎，只是

眼睛小而已。

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一带的乡

村里，每逢农闲时节总有说书人走

村串巷来说书。在乡亲们眼里，说

书人大都是些眼睛看不见的瞎子，

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讨一口饭吃，

不得不学会的一种谋生手段。而

身强体壮眼睛又没有瞎掉的李富

有 ，却 也 学 会 了 瞎 子 们 的 看 家 本

领，有好事的村民便送他一个绰号

“李瞎子”。

“李瞎子”说书与别人不一样，

他的道具简单，只有三样东西，一

把 纸 扇 、一 块 镇 堂 木 、一 个 架 子

鼓。李瞎子说书全凭说，没有弦子

伴奏，只是一个劲地说，偶尔也会

清唱几句。

他说书的功夫是十分了得的，

能把人说笑，也能把人说哭，更能

把听书人说得跟着他的故事情节

一起大呼小叫。

“啪！啪！啪！”三声镇堂木响

过，喧嚣热闹的场子里立刻鸦雀无

声。看火候已到，李瞎子终于开了

腔：

太阳出来红艳艳

土坷垃垒墙不胜砖

大闺女出嫁成媳妇

牤牛一骟是老犍

哈哈哈，场子里男女老少一片

欢笑声。这是书帽，并不是说书的

正式内容。李瞎子说书前总爱说

几句书帽，逗乐人们的同时，也拉

近了说书人与听众之间距离。

进 入 正 场 后 ，人 们 的 情 绪 随

着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时而喜，

时而忧；时而愤怒，时而悲伤。说

到动情处，李瞎子一手抡着鼓槌，

一手打开纸扇，双眼微眯着，那说

书 声 就 像 蒙 蒙 春 雨 落 在 人 们 脸

上 ，又 像 是 一 股 暖 流 温 暖 着 听 众

的心。

正当人们如痴如醉之时，忽听

“咚”的一声鼓响，说书声戛然而

止。李瞎子用手在鼓面上一按，全

场 登 时 鸦 雀 无 声 ，直 到 听 到 那 句

“欲知后事如何，休息一会儿，回来

接 着 往 下 说 ”。 人 们 这 才 回 过 神

来，不由得长出一口气，场地里又

热闹起来。

听人说，李瞎子会说许多书，

《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传》《薛

刚反唐》《七侠五义》《隋唐演义》

《岳飞传》等等，这些都是能说上十

天半月的大本头。他说这些书时，

不仅能把原文倒背如流，还能结合

书中故事情节和场景，运用当地方

言把书中的大小人物描绘得栩栩

如生，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可 惜 ，他 的 这 些 书 我 没 能 听

到，因为那个年代古装书已经不让

说了，听到的是《林海雪原》《烈火

金刚》《平原枪声》《红岩》《双枪老

太婆》《敌后武工队》等现代剧目。

尽管如此，书中那些英雄人物的高

大形象，他们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

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

在我们这一代孩童心里，深深地留

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 李 瞎 子 ”说 书 ，也 不 是 白 说

的，是需要一些报酬的，但那时生

产 队 里 穷 ，根 本 没 钱 给 他 。 李 瞎

子也不要钱，说完书后背着口袋跟

在队长后面挨家去收粮食，至于给

不给、给多少、给粗粮细粮，全凭自

愿 。 他 从 不 张 口 要 ，更 不 挑 东 拣

西，给了他收下，不给他就走。遇

到实在太穷的人家，给也不要。就

算 能 给 起 粮 食 的 ，如 果 挖 了 一 满

瓢，他说太多了不能要，死活都不

肯接，非让人家倒出去一半，只收

半瓢。他说：“乡亲们不容易，给多

了我收不下去啊！我和老婆孩子

们能讨口饭吃就行啦！”乡亲们都

说：李瞎子是个好人！

一次，说完书后，李瞎子跟在

队长后面在村里收粮食，当走到村

西头二叔家门口时，忽然听到院子

里有哭声。进院一看，才知道是二

叔家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小菊，要给

学校食堂交粮食。当时，二叔家已

经没有口粮了，无奈的二叔痛苦地

劝说女儿放弃学业，急得小菊哭了

起来，二婶也在一旁跟着哭。

见此情景，李瞎子二话不说，

把刚刚收来的一口袋粮食全部留

在了二叔家。

望 着 李 瞎 子 远 去 的 背 影 ，队

长 哭 了 ，二 叔 、二 婶 、小 菊 也 哭

了……

许 多 年 过 去 了 ，李 瞎 子 连 同

那些和他一样的说书人早已远去，

当年那些无忧无虑听他说书的纯

真少年，也早已人到中年。流失的

岁月带走了多少往事，但小时候听

说书时既紧张又兴奋的场景，依然

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②4

“李瞎子”说书

遐想遐想

□ 郭克剑

循着历史的足迹

登上了六盘山

眺望当年插旗和伟人吟诗的地方

猎猎的金风次第吹送

那八十年前的回声

依稀那时的山峰之上

天高云淡 南雁望断

疏朗那尊伟岸身躯

着一袭补丁的军衣

阳光下 浓烈的湘音

豪迈地鼓舞着

温暖一群爬过雪山草地的士兵

红旗漫卷的记忆便悠然温馨

化作一阕《清平乐》的词牌

金子般绽放在 1935 年 10月的门楣

习惯于登高望远

更清醒地独立霜天

世上疮痍 人间疾苦

总爱以一个诗人的态度

向人民 向敌人 向世界

号召 檄文 宣言

博大的襟怀和雄壮的诗句

美化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风景

这个政党自此挺起不愿做亡国奴

一个伟大民族的脊梁

科学与自信

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叫作中国的家园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叫作中国的家园

在这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这魂牵梦绕的地方

悠远的回音在山谷荡漾悠远的回音在山谷荡漾 ②②44

六盘山抒怀

访唐河普化寺

端午天清廓，家家艾盈门。

驱车宛唐路，发山神迹寻。

元代古寺在，引来登山人。

青松列台阶，野云别红尘。

白玉掩泉下，黄土说帝身。

成败岂天数，青丝萤骨森。

佛家讲普化，人间爱凡真。

往事千年越，轮回日日新。

树荫庇虫蚁，山风沁脾心。

尊前几株莲，见我笑纷纷。

夜宿宏村
江南如画里，向晚到宏村。

虚烟笼村舍，归卧寄白云。

投宿路边店，开餐杂素荤。

偶遇家乡酒，宝丰九年陈。

开怀对朋饮，恭儿执壶勤。

三杯不能醉，四海可比邻。

野旷秋风凉，路远乡情深。

马头墙上月，对我笑吟吟。

访宛城范蠡祠

一去三十里，白水绕南城。

有祠曰范蠡，久闻赫赫名。

适逢台岗雨，诉人立祠情。

鸡豚满圈欢，枯柏表古容。

尘烟起往事，斯人诚永恒。

忆昔宛三户，少俊志鲲鹏。

高谈论天下，文种弃官从。

去国奔吴越，仗剑天下轻。

勾践引知己，称霸言计听。

生聚二十年，南越始兴隆。

卧薪尝苦胆，三千吞吴兵。

有志事竟成，无志万事空。

功成飘然去，江湖隐盛名。

致金千百万，商必陶朱公。

思君平生事，出神入化功。

进可治天下，退可济民生。

致仕忠君王，经商求余盈。

智保全身退，著书身后隆。

白水流万古，高山仰止中。②4

五言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