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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深雁远云霄阔，
凋树霜天落叶黄。
耆老同行非豫皖，
鹏程此去是潇湘。

七律·观瞻新建
黄河大桥

李枚先

九九艳阳秋气峭，
白头群友欲登高。
吉祥青鸟大河架，
虹里喧声碎玉涛。
极目远望东去水，
思量无限浪滔滔。
条条彩带黄龙系，
中华健儿歌楚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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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立秋过后，很快就是秋分，接着便
是寒露，秋风开始肆无忌惮地疯狂，秋
雨与秋风相连，纷纷扬扬，秋色渐渐红
得浓烈，黄得干脆，蔓延着秋天的样子。

走进乡村，来到田间地头。田人
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
时。”每当听到这句农谚，总会让我回
味着暖暖的过往，那些和父母、姐姐哥
哥一起秋后种麦的情景。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七个节
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古人将
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
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寒露，
天上的鸿雁排成一字或人字开始南
飞；天气也是深秋天寒，雀鸟不见，误
把海边的贝壳认成是雀鸟变的；此时
菊花已开始满城尽带黄金甲。

寒露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
节气。进入寒露，时有冷空气南下，昼
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寒露，是
干支历酉月的结束以及戌月的起始。
夜晚，仰望星空，会发现代表盛夏的

“大火星”（心宿二）已西沉。寒露与白
露节气相比气温下降了很多，寒生露
凝，因而称为寒露。此时气温较白露
时更低，露水更多，昼夜带寒意。在中
国民间，有“露水先白而后寒”之谚语，
其意为经过白露节气后，露水从初秋
泛着一丝凉意转为深秋透着几分寒冷
的“白露欲霜”。

“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指的
就是天气已带寒意，不能像以前那样
赤脚过河或下田了。从洁白晶莹的露
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
的不断下降。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
逐渐萧瑟。

寒露虽然也是二十四节气的一

个，但在人们心中比其他的节气更为
重要。它是秋种的最佳时间，是来年
丰收的根基。寒露在不知不觉中成
为人们铭心刻骨的节气和值得牢记
的时间。

在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给予
了寒露最生动的抒情与表达，用多种
文字讲述着寒露的寂寞与繁华。

“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滴沥
清光满，荧煌素彩寒；风摇愁玉坠，枝
动惜珠干”，是唐朝诗人戴察《月夜梧
桐叶上见寒露》中对寒露深情的表述。

寒露提醒人们，夜已凉，勿忘添衣
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
单”，秋天还未结束，院已空落，寒露已
至，令人感到衣薄天寒。

那时候，和父母种小麦，早上已经
穿上棉袄，拉一会儿耙，拉一会儿犁，
就会脱下棉袄，但母亲总是说，穿上
吧，别着凉了。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
弓”，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暮江吟》中对
寒露的最美解读。九月初三这个夜晚
多么可爱啊，岸边草茎树叶上的露珠
像稀少的珍珠一样，而升起的一弯新
月像一张精巧的弯弓。寒露之美尽在
纸上。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
野”，宋代诗人苏轼笔下的寒露更是清
凉如雪。要下雪了，初冬的时光正在
悄悄走来。

“寒露湿青苔，别来蓬鬓秋”，在这
深情的秋天，让我们看秋风过处，花开
花落的岁月；听秋雨无眠敲打着窗棂，
洗去四季的轮回；赏秋色浓妆艳抹，红
遍山河，到处金色浪漫，一幅落日晚
红。

寒露湿青苔
别来蓬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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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老一团，不能活一年”。这是
当年我在桑梓汲县（卫辉市前身）红区
公社（后改回原名太公泉公社）芳兰生
产大队第五生产队豆腐房干活时，时为
新乡市陈召煤矿职工、当年的老一团战
士李有武不止一次跟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的老一团就是太行军区第七军分
区的一团。据他说，皮定均任第七军分
区司令员在卫辉柳树岭这一年多里，老
一团作为第七军分区两大主力团之一，
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大小300多场战
斗，粉碎了敌人无数次蚕食、扫荡和破
坏，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创建了拥有几十
万人口的豫北抗日根据地，自身也付出
了一定的伤亡代价，最严重时，一天打了
三场恶仗。他就是在那一天三场恶仗的
最后一场战斗中负了重伤，加之患病久
治不愈，不久回到老家的，后当了煤矿工
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皮定均司令员这
个名字。第二次是在给汲县山区建设指
挥部送豆腐时，在坟上村搜集整理《狮豹
头村的来历》这篇民间传说时，听到皮定
均司令员获悉这个传说后，当即赋诗一
首：天赐狮豹一锭银，二君不昧赠山民；
弘扬先贤楷模志，众志成城抗倭人。

然而，由于交通原因，仰慕已久且
近在县内的柳树岭皮定均抗日司令部
我却未能到达。直到 2018 年，我参与

《卫辉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编辑工作后，
才有幸随卫辉市老促会领导几上柳树
岭，一睹它的真容。特别是近日，走翟
阳线，到龙卧岩村至柳树岭村的旅游天
路盘旋而上，沿途的风景那真叫一个
美：头顶苍穹是蓝天白云，路上是慕名
而来打卡的如织车流，路旁是硕果累累
丰收在望的果园和农田，不远处苍翠欲
滴的群山之上是一个个啸傲长空的风
力发电机组……

皮定均抗日司令部旧址即太行军
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卫辉市
狮豹头乡柳树岭村西部，主体建筑始建
于 19世纪末期，坐东朝西，为 11间石砌
单层民房组成的四合院，由过道、东屋、
西屋、南屋、院墙组成，总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具有典型的山区建筑风格，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种种原因，
一度处于年久失修、保护不善、疏于管
理的状况。为此，卫辉市老促会曾通过
上级老促会为该旧址争取项目资金，仅
2019 年就争取 11 万元。本着“修旧如
旧”的文物修缮原则，对部分坍塌房顶
和墙壁进行了必要的修复。近期又按
皮定均司令员当年在旧址居住时的情
景，重新进行了布展。东屋为作战室，
墙上悬挂着前言、皮定均司令员生平、
太行军区及下属军分区领导成员名单、
第七军分区及下属一、三两个主力团领
导成员名单、晋冀鲁豫军区形势图及作
战地图等，屋中央放着作战桌和板凳，
屋角放着手摇作战电话。南屋为司令
部、政治部，四周墙上悬挂着当年皮定
均司令员在柳树岭时指挥部队行进的
主要战斗资料、照片等展板，展板下面
的展柜里陈列着记述皮定均司令员战
斗足迹的书籍以及太行军区第七军分
区部队用过的轻重机枪、步枪、手枪与
枪套、望远镜、手榴弹和地雷等。西屋
为警卫室。

毛泽东主席在 1955 年授衔时为皮
定均司令员的“皮有功，少晋中”批示自
然是前来此地的瞻仰者津津乐道的话
题，不过皮定均司令员的形象之所以深
深扎根于中原革命老区人民的心中，主
要是基于这位从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
乡代家岭走出的我军高级将领从参加
红军就敢打硬仗，善打胜仗，有着能不

断打开新局面的革命精神，以及在他身
上集中体现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洞彻先机、趋利避害的高超军
事指挥艺术。据老一团战士李有武说，
为啥既然有“去了老一团，不能活一年”
的说法，而新参军的战士还都愿意往老
一团去呢？一是因为皮定均司令员仗
打得精，跟着他不吃亏。1943 年前，因
为国共合作有协定，划界互不违约。
1943年4月日寇发动对豫北太行山区大
扫荡，国民党在豫北的统治随即垮台。
但日军打到林县（今林州）却占不稳林
县，从山区往外撤，皮定均司令员率部
队脚跟脚往外撵，一下就解放了好大一
片地盘。二是军区领导都称皮定均司
令员为皮猴子，因为他不跟敌人硬磕，
仗打得巧。有一次，皮定均司令员陪军
区领导视察老一团，领导称他为“运筹
帷幄神算子”。还有一次打日伪军的一
个据点，皮定均司令员见敌人碉堡条石
砌墙，十分坚固，硬攻会有大的伤亡。
他命令通讯员将上次战斗缴获日军的
瓦斯弹拿来，派人头顶浸透水的四层棉
被（老一团俗称土坦克）从碉堡的下水
道“回敬”给日军，不一会儿敌人碉堡成
了烟筒，日伪军一个挨一个咳嗽得满脸
泪花弯腰钻出碉堡举手投降。三是老
一团武器好，军容排场。在老一团当
兵，家属在村民面前也光彩。这很好理
解，胜仗多，缴获多，自然武器就好。不
仅是老一团，其他兄弟部队也是这样。
皮定均司令员在柳树岭这一年多时间
里，第七军分区主力部队由组建时简编
的一团、三团两个小团千把人发展到
8000 多人；各县大队、区小队相继建立
并发展壮大，其中林县、辉县两个县大
队达到主力团的规模；民兵已经发展到
3 万多人。一年以后，皮定均司令员奉

党中央之命率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西
时，装备不亚于国民党中央军。而且他
带的官兵个个练成了水中蛟龙，飞渡黄
河如履平地，一宿告成，打了日伪军个
出其不意。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
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皮定均司令员
奉命率部进入宣化店，编为中原军区第
一纵队第一旅，这才有了后来皮旅一战
成名的中原突围。

在柳树岭皮定均抗日司令部，我想
起了李有武跟我讲述的一件往事。那
一年，日军又集结大部队进山扫荡，老
一团连续作战 45 天，由于整天牵着日
伪军鼻子在山里转悠，有战机了就冷
不防设伏“咬”敌人一口，战士们的脚
都走肿了。有一天，李有武双脚打着
泡，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正碰上皮定均
司令员牵马赶上来，马上驮着个伤
员。李有武说：“皮司令，啥时候咱才
能走大路，让小鬼子走小路？看这脚
上磨了多少泡。”皮定均司令员笑着
说：“李大个，这泡磨得值啊！你知道
这泡换了多少敌人的命吗？你的老套
筒不也换成轻机枪了吗？等着吧，总
有那么一天，咱走大路的时候，小路也
不让小鬼子走，非把他们撵回东洋老
家去！”当时我听李有武说到这里，心
里豁然开朗。我想：新兵为啥明知老
一团敢打硬仗、伤亡率高还想往老一
团去？皮定均司令员的话说出了将士
们共同的心声。这件往事可以说明，
皮定均司令员在柳树岭抗日的光辉业
绩是当地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财富。
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红色精神，有利于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如一位
学者诗中所云：“擎天一柱谁能撼，百
战将星万古钦。”

擎天一柱谁能撼
梁东成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小 城 西 北 40 里 便 是 苍 峪 山 了 。
一年四季苍峪山会呈现不同的色彩，
天地大美仿佛都集中在太行山南端这
小小的一隅了。春天，粉色的山桃花、
金黄色的连翘花开得满山满坳，行走
在山间小径上，花枝拂肩，香风扑面，
囚禁了一冬的沉闷也一扫而光。花瓣
一片一片在风中散去，叶子逐渐丰盈，
直到绿意如波涛汹涌，果实累累挂满
枝头，已然是夏天了。渐渐地，凉风起
天末，白露逐霜降，整片山林从靛青变
橙，变黄，变绛赭，变成一片纠缠的金
赤艳红，任谁的画笔也画不出的色
彩。突然有一天，北风起，山山黄叶
飞。雪落下来了，漫天的雪花在已经
寒凉空寂的山里静静回旋。偶有一只
鸟掠过天际，打破山野的寂静。茫茫
天地间只有灰和白两种色彩，简单纯
粹。

时序已是深秋，气温却还在 30 摄
氏度左右徘徊。道路两旁树上的叶子
大多还绿意葱茏，田野里麦苗新发，昂
然伸向远方。

今天进山的主题是访古探幽。志
趣相同的三五人沿山路西行，过了后
龙卧村便来到了靳庄。山脚下有一口
泉，人们称它鱼泉。泉水常年流淌不
息，水清澈见底，临泉细看，但见有小
鱼成群结队欢快游动，真的像从泉眼
中流出一般，起名鱼泉实至名归。手
掬一捧水送至口中，清洌甘美，想必用
这里的水泡茶应该能品出异样的清

香。此时，阳光从两座山峰中间照过
来，在溪水上面荡漾。四周高山耸峙，
黄栌、松树、杂草、灌木色彩缤纷，小溪
潺潺流动，一种清明而宁静的存在，突
然之间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处小小院落，几
间普通的房子，便是鱼泉寺。三五通古
碑记述了明、清历代重修寺院的盛况及
周围自然环境的秀丽。据《重修鱼泉寺
碑》记载：“……卫，苍峪山形势峻严，林
木交翠，山之下泉水绕流，稻田滋溉，诚
天下之奇观……明万历八月动工兴建，
万历廿五年十月完成。计正殿三间六
楹，两厢六间，门宇墙垣齐备。”同行的
刚好有研究文物的专家，大家在那几通
碑前站立了许久，聆听专家讲解碑文，
提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专家有问必答。
结交高人，山中问道，受益多多，真是不
虚此行。

离开鱼泉寺，继续沿着山路向西，
来到大张庄，右转有一条沟叫黑鱼
沟。黑鱼沟的尽头便是流谷寺了。因
为有一段路不大适合行车，我们弃车
步行。大家说说笑笑在阳光下行走，
左边山谷里的溪水发出哗哗声响蜿蜒
而去，几个经霜的柿子疏疏落落挂在
枝头，给荒野增添了一抹明亮色彩。
走着走着，乍一抬头，一两朵云安静地
挂在湛蓝的天空。远处起伏的山脉
上，风车巨大的叶柄在缓缓转动，如时
钟的指针，让人叹惜这山野中流淌的
光阴。

隐隐约约看到绿树掩映的几处石
头房屋，听到几声犬吠，应该就是流谷
寺村了。一条小溪从村子旁边流过，
小溪两旁丛生着一些开着紫色细碎花
朵的花儿在风中静静摇摆。空气中散
发着淡淡的芳香，让人心神安宁。“门
对清风，户绕流泉，梵宇为邻，桑麻可
话。”这是世外桃源吗？我们在小溪边
停留，拍照。经过一户人家，石头堆砌
的院墙外，几株月季娇艳盛开，深红、
浅粉的花儿映着石墙，能感觉出这户
深山人家质朴的生活情趣。

我和两位朋友因为拍照和团队拉
开了一段距离，走过一处杂石铺陈的
岔路口，不知道哪条路才通向目的地
流谷寺。见前面有一村妇，我们走到
近前，还未等开口，她就指着一个方向
热情地说：往那边走，好几个人已经过
去了。我们谢过她，沿溪疾行，没走多
远就看到了前行的同伴，以山为屏的
流谷寺就在眼前了。

寺以泉闻，村以寺名，只见眼前这
处地方，山石错落，杂草丛生，一片荒
芜。不过从山谷里散落的石质构件，
还可以想见当年寺院的规模和香火的
旺盛。一道像刀劈出来的石缝镶嵌在
石崖上。当地人说，会流谷子的泉眼
就在这个石缝里，只有在雨季山泉涌
出时才能见到流谷奇景。如今正值秋
末冬初，已不见飞瀑流泉，但崖下水池
里的水却常年不涸。泉水通过渠道引
向远处村子，成为方圆几十里内人们

吃水、灌溉的水源地。
鱼泉寺和流谷寺均以奇泉著称。

泉水里会流出鱼和谷子，应该只是一
个民间传说，但传说中蕴含着山民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朴素心愿。

我们在那石崖下面望眼欲穿也没
看到有谷子流出，游览一番后带着遗憾
原路返回。那个热情的村妇还在原地
站立着，仿佛是在等候一行进山的人返
程。我们往回走，她也随着我们一起往
回走。我们和她聊了很多，知道了她现
在和儿子儿媳一起住，老伴儿不在了。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她对老伴儿的挚爱
深情，也感受到了她就如同她家房前的
山石和那丛月季，简单纯静地在这大山
里生存着。

是啊，人有时选择不了自己怎么
过，那么最好是简单善良，保持正直，
过应该过、能够过的生活。我们就这
样走着聊着，没过多久，路过那座石墙
外盛开着月季的院落，她手指着说，那
就是她的家。

苍峪山中一日闲
李世华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人生，如同一场盛大的宴席，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佳肴，每一口都有独特
的滋味，每一味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
与情感。这是一场关于味觉与心灵的
双重盛宴，我们在其中品味着生活的
酸甜苦辣，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酸，是青春的记忆，是初恋的酸
涩。它像一颗未成熟的青梅，带着青
涩与纯真，却又让人忍不住去品尝。
那时的我们，对爱情充满憧憬，对人生
满怀期待。每一次心跳加速，每一次
脸颊泛红，都是青春独有的印记。尽
管结局或许并不完美，但那份酸涩却
永远留在了心底，成为一段难以磨灭
的回忆。

甜，是成功的喜悦，是爱情的甜
蜜。它如同夏日的冰淇淋，入口即化，
带来无尽的清凉与满足。当我们通过
努力，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当我们
与心爱的人携手共度，享受着彼此的
陪伴与温暖。那一刻，心中的甜蜜如
同蜜糖般流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
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苦，是挫折的洗礼，是孤独的滋
味。它像一杯浓浓的咖啡，初尝时苦
涩难咽，但细细品味，却能感受到其中
的醇厚与深邃。在人生的道路上，我
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与困难，有时
甚至会陷入孤独的深渊。但正是这些
苦难，让我们学会了坚强与勇敢，让我
们在逆境中不断成长，不断超越自
我。当我们再次回首，那些曾经的苦
涩，已化作生命中的宝贵财富，让我们
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

辣，是挑战的激情，是冒险的勇
气。它如同一盘火红的辣椒，刺激着
我们的味蕾，激发着我们的斗志。在
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总需要一些挑战
与冒险，来点燃内心的激情，激发无限
的可能。无论是攀登高峰，还是探索
未知，每一次的尝试与挑战，都让我们
感受到生命的热烈与精彩。辣，让我

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不一样的
乐趣与刺激。

咸，是生活的真实，是汗水的味
道。它像一盘家常小菜，简单却充满
生活的气息。在平凡的日子里，我们
努力工作，辛勤付出，每一次的汗水都
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咸，让我们
明白，生活并非总是充满甜蜜与美好，
它也有苦涩与艰辛。但正是这些真实
的感受，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来之不
易的幸福时光。

除了酸甜苦辣咸，人生还有许多
其他的味道。比如，平淡如水，却又不
可或缺的“淡”。它教会我们，在繁华
与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享受生
活的宁静与美好。又如，温暖如初阳
的“暖”，它像一缕阳光，穿透心灵的阴
霾，让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温
暖与希望。

在人生的宴席中，我们品尝着各
种味道，感受着不同的情感。每一种
味道都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每一种情
感都是一段深刻的故事。它们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有时，我们会怀念那些青涩的酸，
因为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与感恩；有
时，我们会沉醉于那些甜蜜的瞬间，因
为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与被爱的幸
福；有时，我们会勇敢地面对那些苦涩
与辣味，因为它们让我们学会了坚强
与勇敢；有时，我们也会静静地品味那
些平淡与温暖，因为它们让我们懂得
了生活的真谛与价值。

人生百味，每一味都值得我们去
细细品味。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味
蕾，更丰富了我们的内心。在品味人
生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
珍惜，学会了爱与被爱。让我们带着
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这个多彩的世
界，去品味生活中的每一分美好与感
动。因为，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味道，
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篇章。

人生百味
薛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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