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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乃古县，古到新、旧石器遗址

比比，在夏代，刘姓的始祖刘累，就是着

意奔这个地方而来的。它的县名里，也

不愧缀个了山字，那灵秀劲儿全写在了

山上。一年四季，五黄十绿，淡描浓

抹，溢光流彩，皆山所幻。那么多的

山，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数不过来。

再看那山势，自南朝西迤逦，由西往北

绵延，从北至东伸展，山接山山连山，

山靠山山环山，山抱山山吻山。手扯

着手，肩并着肩，在摇曳，在舞蹈，在生

姿。打眼望去，几翠几艳，时肥时瘦，让

人心生爱怜。

县境内，最是有名者，当数西陲的

尧山、东门的“鲁山”。城东的这座“鲁

山”，地貌奇特，目及处，沃野之上，突兀

耸出一峰，这一峰，就是磅礴的“鲁

山”。鲁山县古称鲁阳县，老县城在今

昭平湖，魏隋之后挪到现在的位置。因

其离滍川北塬、城东的这座“鲁山”近

了，县名才改作鲁山。

对这一县名的溯源，明嘉靖《鲁山

县志》记述确切：“鲁山，在县东之十八

里。平原突起一峰，为一邑之镇，俗呼

露山，盖声相近之误也。”清康熙县志说

其“孤高耸拔，为一邑之镇，因以县名”。

然则，这座山峰海拔仅仅 350 来

米，若和鲁山西部诸多千米以上的大山

相比，实在连小弟也谈不上。

而不可否认的是，个子矮矮的鲁

峰山，不但有着大哥一样的名号，还有

着大哥一样的地位。

鲁山民谣：“鲁山有个‘鲁山坡’，擩

到天里一半多。”“鲁山城东‘鲁峰山’，

高耸入云顶住天。”顶住天了吗？没

有。但毋庸置疑，它有着顶天立地的气

概：镇守在县城东面，面对着黄淮平原，

彰显出一种豪迈。

鲁人对孤耸的这座山十分亲切，

多称“鲁山坡”。说它是山不是山，是坡

不是坡。山与坡叠着叫，或吐音重了，

口音转了，呼露峰山、露山坡。

这种俗呼，也有缘由。“露”是雨字

头。嘉靖县志载其“时值云覆其顶，占

其为雨；候云散，占其晴明；历历有验，

允济民时”。那意思是看山顶，云雾一

遮，十之八九要落雨；雨收云散，天就放

晴。又有民谚：“露山坡戴帽，长工睡

觉。”说乌云压顶，山像戴了顶帽子，定

然下雨；天一下雨，出苦力的长工们，可

不就能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了。

先前没天气预报，没高楼，这山是

晴雨表。方圆几十里，人们清早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抬眼看这座山，看这座

山上的云，然后再定出门不出门，干活

儿不干活儿。

因了个“露”字，贴近城东的几个

村，设了个露峰街道管。

更奇者，这座山沾着仙气：牛郎织

女的传说由此源起。

以鲁峰山为轴心，山顶、山腰及山

脚下，牛郎织女文化遗存比比。山顶瑞

云观，虽已看不见宋时 13层的元武塔，

倒有雕梁画栋的祖师殿、凌霄殿、牛郎

织女殿等。牛郎织女殿内，一楼供牛郎

织女的雕像，还祀着清代牛郎织女的彩

塑。这尊彩塑历经几代人的护佑，才得

以保存下来。殿的二楼奉的是玉帝与

王母像。观南广场原有七块七星状巨

石，与天上的北斗七星遥相呼应。广场

南角曰南天门，是牛郎担子追妻飞升上

天处，立着一块“牛郎织女赋”碑。由南

天门下777个台阶，可至自然穴窟牛郎

洞。当年，牛郎织女在此成亲。县志载

其“穴宽数围，不测其深，风吼若雷，寒

气逼人”“内立牛郎神，凡牛马生疾者，

祈祷有应”。对该洞考古发掘，有汉唐

至明清残砖断碑、陶铁器物、石麒麟门

墩出土。遥想昔日此处庙院宏阔，香火

旺盛，令人感怀传说之久远。鲁峰山西

麓有碧溪曰九女潭，潭水涝不加深，旱

不递减，乃天帝最小女儿织女下凡沐浴

之潭池。织女心灵手巧，擅织云锦天

衣，鲁人谓九姑娘，牛郎孙守义后裔尊

之为九老姑。牛郎在九女潭盗衣，到牛

郎洞成亲，二人仙凡联姻，耕织为乐，成

千年佳话。

鲁峰山上还有卧牛石、晾石台、亮

声台、放牛岭、牛栏桥、凤凰岭等地名；

西南山脚下，又有孙义村、牛郎祠、牛郎

坟等，皆与牛郎织女传说勾连。

围绕鲁峰山周，牛郎织女民俗文

化很多。三月三山歌会、七夕节乞巧、

九月九庙会、孙氏腊八祭祖、九女潭祈

雨等，都已列入民俗保护系列。

别小瞧了这座圆锥状、馒头形的

山峰。日日里，山坡上牛羊乱跑，喜鹊

乱飞。春来，山周九姑娘花（油菜花）开

灿烂；秋临，山脚万亩葡萄园滴翠凝

露。葡萄架下生出的一瓣心香，缥缈到

瑶台之上。以峰顶为圆心，半径三公里

内，牛郎故里文化之乡的原始风貌，让

人心海荡漾。这里的山水传说、田庄潭

洞、民俗风情，是鲁人数千年生存繁衍

的见证。

更巧的是，南水北调斗折蛇行至

鲁，横跨滍水，修了“滍水飞渡”大渡

槽。这大渡槽至牛郎洞前翩然回落，然

后渺然北去。

人赞之曰“人工天河”。

也难怪，地理机缘，自明代，墨客们

附庸风雅，评选鲁地八景，“鲁山独秀”

荣登榜首。

明清的志书上，雅士们吟咏鲁山

八景的诗词不胜枚举，最有名的当数明

代鲁山儒学训导黄桂林的诗：“一垣平

原顿起峰，蓦然独踞县治东。耸奇只有

天相近，标秀更无山与同。春暖画妆花

巧媚，岁寒玉峙雪轻笼。几回嘉秀跻高

顶，四顾山城小鲁封。”作者紧扣题目，

化用古语“登泰山而小天下”。

余者又有“孤峰奇秀县城东，立邑

因名建置同。”“突兀平原见露崧，呼吸

还将帝座通。”“平原突起一青峦，对峙

郊东壮鲁观。”“揽胜闲来舒眺望，恍疑

身到紫微宫。”“凭轩时纵目，心折露峰

巅。”各具其妙。

若从艺术成就上看，写“鲁山”的

诗，莫过于梅尧臣的《鲁山山行》了。

诗曰：“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

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

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

一声鸡。”梅不愧为宋诗开山鼻祖，他

妙就妙在先情后景。古人写诗，常先

景后情，梅反其道而行之。大师之

墨，由近及远，由大转小，心境从容不

迫 ，怡 然 自 得 ，透 出 无 限 的 轻 松 愉

悦。尤其最后，一句设疑，一句解疑，

余味无穷。

诸多版本解释这首诗，都说“鲁山”

指的就是城东的鲁峰山。但也有人存

疑：城东的这座山，与梅大师所述的“千

山、好峰”并不相衬；远去千年的宋代，

难说有没有熊鹿出没；诗人笔下的“鲁

山”，可能是泛指鲁山境内诸山，抑或指

西部的尧山、环县的山脉。

鲁的字形，“日”上晒“鱼”。遥想

远古时，这里原是湖，其后地壳运动，

山峰才耸出。鲁之表意，是鲁莽、鲁

钝、直率。鲁人质朴，皆缘山水滋养。

不管怎么说，鲁山之“鲁”，一贯到

底。鲁山之名，与城东这座仙凡结缘的

“鲁山”，是骨肉之恋。

◇ 袁占才

仙凡情缘话“鲁山”

“若问古今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十三朝古都洛阳，见尽日月沧

桑。在诸多历史古迹中，龙门石窟独

树一帜。千年历史，百年建成。光是

名气便足以令人神往。很早就想去龙

门，然为学业所困，久未成行，适逢大

考之后闲隙，我相邀高中好友俊杰，由

父亲驱车陪伴，同游龙门。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 6公里

处的伊阙峡谷间。由洛阳市区沿三

川大道、伊水西路南行不足半小时，

便可见龙门山。车随伊河而行，耳畔

回响着伊河之音。《水经注》有文：“大

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现对望之若

阙。”鱼跃龙门化为龙，此地也由此沾

有龙气。而后北魏孝文帝于此依山

刻石以成石窟，其后又断断续续凿了

千年之久。西山石窟与东山石窟由

此产生。试想千年前，科技远不如今

的古人，仅凭血肉之躯便在这陡峭石

壁上凿出万千石像，怎不让人为之震

撼。内心的期待犹奔腾的伊河，满溢

在身体里，按捺不住。

本是一路雨行，等到下车，却是艳

阳高照。清风行过，留下青草伴泥土

的香味。我拾阶而上，期待这场跨越

千年的无言交流。

这，是何等壮观。百米悬崖凿出

千万个洞窟，每个洞窟中皆有佛像。

万佛洞，果然名不虚传。时间抹去了

佛的容貌，却去不掉佛闪耀的光。这

光亮跨越千年与我相遇，光路连接我

与匠人们。他们的眼中闪耀着光，将

信仰与追求展现在一下一下的凿击

中。“岁月失语，惟石能言”。沧海桑

田，人们或许不记得匠人们，但留存的

佛像向世人诉说着工匠的鬼斧神工。

定睛细看，看这千姿百态，慢慢品

味，品这万千禅意，人间百态便在其

中。眉开眼笑的，慈祥的让你忘却烦

恼，回归内心的宁静；怒目圆睁的，严

肃的让你反思自我，更改过去的错

误。药方洞中留下的百余药方，虽显

我佛慈悲，救苦救难，却又何尝不是

古人之智慧结晶？以石记救人之药

方，事后不留名。此番功德怎可以语

言描述。中国人的美德必将随此洞

传到世世代代。

穿过宾阳三洞，便是闻名世界的

卢舍那大佛。大佛高十七米余，在一

众小佛像面前可谓“一览众佛小”。

但见她身居奉先寺正中，左右伴诸

佛、菩萨、罗汉，威严而又不失慈祥，

略微俯视的双眼恰与游客相视。智

慧与美德的化身令无数人在其面前

自惭形秽。工匠巧夺天工，挥捶敲凿

间，天人合一于一瞬。但无论世人何

言语，卢舍那大佛仅是慈悲地接待每

一个人。站立佛前，沐浴佛的注视，

灵魂仿佛与佛交谈，剩下的仅有内心

的宁静。

行走在石窟前的挂壁连廊上，仿

佛穿越在千年时空。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梦幻之旅，我们来到了伊河东

岸，这也预示着龙门之行即将结束。

回望西山崖壁，残日的光照耀满山的

佛像，熠熠生辉。站在众佛之中的卢

舍那大佛也在看着我，似乎在道别。

我看不清万千佛像的面容，却懂得了

无言的韵味，这源自内心的交流足以

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他们轻言禅语

于我耳畔：烦闷忧愁终烟消雾散，留

下的便是自我的淡然。

千百年来矗立于此，接受万千人

们的敬意，又将人间大道告于世人。

倘若你以心相对，倾听诸佛的梵音，

即可知世事变迁，唯自我宁静不变。

你可于喧嚣世界觅得一方净土，守望

内心的宁静。这便是龙门石窟，一座

伟大的历史遗迹，更是人们寻觅心灵

的胜地。

◇ 刘清源
龙门寻禅龙门寻禅

和 AI 谈一场恋爱，的确是个

很诱人的选项。一边跃跃欲试，一

边心灰意冷，内燃机已处于半熄火

状态，我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谈情

说爱了。尽管时不时梦见白衣飘

飘的“王子”：虽不骑白马，但那种

帅，那种美，散放出逼人的英气，丝

毫不输于开花的大草原……

理所当然的是，每次梦见神一

样的帅哥，首先想到的是没有闺

女，不能抢来当女婿。这说明即便

在梦里，我也不会变成美少女了！

周末和儿子去新房子小住，一

口气儿看了十一集《与凤行》，半年

多没看电视剧了，过了一把电视

瘾。儿子们说，天天看网络小说、刷

抖音，人很快就会变成头脑僵化的

大傻，还不如去看电视剧。看电视

剧虽然不如看书，但比看网络小说、

刷抖音要好很多。整天抱着平板，

你就没感到文思枯涸，再也写不出

好文章了吗？不是江郎才尽，是江

郎快被网络困死了！不是吓唬你，

就这样一天到晚沉浸在网络里，阿

尔茨海默症早晚会找上你的。

说着说着，症状就来了。

那天坐 29 路车去买菜，无数

次走过的街区，总共不到三千米的

南北街，我却在一个十字路口迷了

方向。把向北看成了向西，一路

“东”去走到路断头。公共汽车来

来往往的东西大马路，到眼前变出

一沟树来。原路返回，不得不假装

是外地来的，拦住一位并不年轻的

“老弟”问路，人家指着我眼中的

“东西”宽街，说：“顺着这条路一直

走，就到公交站了，马路对面就是

向西方向的车站。”

沿着怪怪的宽马路走了几百

米，那街道才“右转”90度，变成了

南北向，街两旁的一切都又转回

来了。

那天乘公交车，有个老汉老态

龙钟，拉着扶手东倒西歪，有人站

起来给他让座，身边两个人扶住，

才没摔倒。老人家很不好意思地

说：“我属小龙的，71岁了，老了，不

中用了。”

儿子下意识地伸手拉住我，让

我靠在他身上，我们娘儿俩已经站

了五六站。

下了车，儿子看着步履匆匆的

我，说：“那个老伯伯和你一样大，

都已经老成那样了……”我笑道：

“不是有这样的老人对比着，我觉

得自己不过四五十岁，年轻得很

呢。”

说心里话，若不是那位老人家

自报年岁，说不定我还会叫人家大

叔呢。这算是哪儿跟哪儿啊？

虽未龙钟，但毕竟老态已现，

千万不能再逞能了。

◇ 曲令敏

服老

瓜豆，又叫酱豆，是豫西南农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常出现

在餐桌上的一种咸菜，也是我儿时

印象最深的菜。

我已有近十年没再尝过这东西

了。近来，总觉得嘴馋，鸡鸭鱼肉吃

了，水煮肉片、毛血旺、酸辣粉吃了，

就连小众的螺蛳粉、臭豆腐都吃了，

还是止不住地馋。直到友人聚会，在

餐桌上看到锅贴饼子旁那一小碟西

瓜酱豆，才忽然醒悟：原来我的解药

是这个！然而当拿馍蘸了放嘴里后，

总感觉还差那么点儿意思。于是，我

便打电话给年逾七旬的老母亲：“妈，

你给我晒点儿瓜豆吧，我想吃。”

电话那头，母亲似乎是愣了一下：

“这孩子，咋想起吃这个了？是谁说的

这东西一辈子也不想再吃了？”说着说

着，母亲也不禁笑了。我撒娇：“好啦

好啦，妈，我真想吃，你给我晒点吧。”

“好……”母亲拖长嗓子应我。

三伏天，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

也是制作瓜豆的黄金期。

童年的记忆里，每到这个时节，

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里的大瓷盆搬出

来 洗 刷 晾 晒 ，接 着 就 开 始 拣 黄 豆 。

母亲拿一个簸箕簸豆子，边簸边低

头呼呼地对着豆子吹，这样，那些较

轻的豆荚皮、秸秆和碎豆叶就会被

驱逐出去，然后还要把那些不完整

的 豆 子 和 土 坷 垃 、小 石 子 拣 出 来 。

拣好豆子后，将用清水一遍遍冲洗

干净的豆子入锅蒸煮。大火烧开，

小火慢煮，约莫一个半小时，入锅时

还 紧 致 瓷 实 的 豆 子 便 肥 肥 大 大 的

了，用手一捏，粉粉面面的，便是到

了火候。母亲就赶紧熄火，拿个大

笊篱往五升盆里捞。捞完之后，母

亲又手脚麻利地往盆子里放面粉，

边放边拿筷子搅拌，拌到每颗豆子

上都均匀地裹上一层厚厚的面粉，

且豆子之间不相互粘连方罢。在门

窗紧闭的屋子里，把裹了面粉的豆

子薄薄地平铺在篾席上，上面用洗

净的泡桐叶或旧报纸盖上，然后再

在 面 豆 子 上 铺 一 层 黄 蒿 用 来 防 蝇

虫，其他就交给温度和时间。

一 般 只 需 五 七 天 ，这 些 豆 子 就

会长出一层青黄色的米曲霉菌。当

然，也有例外，比如菌丝变黑了，那

大概率是这些面豆子坏掉了，这足

以让主妇们心疼懊恼好一阵子。

菌 养 好 了 ，便 要 将 这 些 霉 豆 子

移到室外大太阳地儿，接连暴晒两

三天，待裹着面粉的豆子呈半干状

态时，便可以下酱了。

晒瓜豆需选择有连续大晴天的

日子方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

酱的品质。待到这样的天气，西瓜就

出场了。大刀一挥，一个大瓜被拦腰

斩开，用大铁勺把红瓤黑籽一股脑儿

地挖出倒在装豆子的盆里，再加入和

豆子比例约 0.3 1 的盐，倒入主妇们

已熬好放凉的花椒生姜大料水，顺势

把它们和豆子混合搅匀，然后盆子上

盖上筛子或纱窗等可以防止蚊蝇虫

子类进去的物什。接下来，只用每天

拿筷子搅拌几下即可。十天半月后，

盆子里的瓜豆由稀变稠，颜色由浅变

深，远远闻上去有股特有的酱香，晒

的瓜豆便大功告成了。拿坛子、罐子

装了，密封严，吃时只需把它们舀出，

加青红线椒、葱蒜，大火热油一烹，再

加少许水文火慢煎，七八分钟便可出

锅，夹馒头、拌面条特别下饭，随吃随

取，也特别方便。可再好吃的东西，

也架不住天天吃啊，所以我们那时的

小孩差不多都是“谈瓜豆色变”的。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作为困难

时期产物的瓜豆也渐渐远离了我们

的生活，但深藏童年的记忆、幼时母

亲给予的味道是不会忘记的。已入

不惑之年的我对瓜豆念念不忘，或

许想念的不只是一种酱，还有那种

虽 清 贫 但“ 不 识 愁 滋 味 ”的 美 好 时

光吧。

◇ 朱红朵

怀念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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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璇，平顶山学院陶瓷学
院教师，从事陶瓷产品设计研
究，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省
级科研项目，发表 6 篇学术论
文。

北宋汝窑青瓷圆洗，现收藏于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高 3.5cm，深

2.5cm，口径 12.9cm，足径 9cm，器型

娇小，造型比例协调，精致而细腻，

是北宋时期汝瓷的杰出代表，不仅

承载了宋代文化的精髓，也见证了

历史的变迁，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

瑰宝。

这件圆洗呈敛口造型，其设

计既含蓄又大气，像一位温柔的

宋代女子，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

事。圆洗浅壁、平底，圈足外卷，

在保持稳定器型的前提下，整体

造型线条流畅又富有节奏感，既

具备古朴雅致的意境之美，又平

添了一份恬静与沉稳的气息。整

体器型简约又不失精巧，无繁复纹

样与雕刻装饰，在简洁质朴的造型

中展现了宋代文人对自然之美、清

丽之姿的追求。

汝瓷的釉色和温润的光泽一

直为人称道。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那一抹青蓝的釉色如雨后初晴，

釉层均匀，光滑细腻，给人深远而

含蓄的视觉感受。圆洗表面开片

自然天成，错落有致，疏密得宜，

为器物增添了岁月的痕迹和古朴

的韵味。在光线的照射下，圆洗

似乎闪烁柔和而细腻的光泽，如

薄雾中起伏的叠叠山峦，温婉而

含蓄。这种独特的釉色和质地，是

汝窑青瓷历经数千年仍能熠熠生

辉的重要原因。

乾隆一生酷爱瓷器，尤其偏

爱汝瓷，他把玩、题词的汝瓷作品

不在少数，此洗器底亦刻有乾隆

丙申（1776）春御题一首：“赵宋青

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

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

乾隆御题既是他对汝窑艺术价值

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宋代文化的

致敬与仰慕。除了御制诗外，器

底还钤有一“朗润”印，这枚玺印

不仅作为乾隆个人艺术追求的见

证，也代表了清代皇室对宋代汝

瓷艺术的认可与珍视，使这件圆

洗 更 具 收 藏 价 值 。 除 文 化 价 值

外，此洗器底部三个细小的支钉

痕，更是当时汝瓷高超烧制技艺

的最好展现。

这件北宋汝窑青瓷圆洗承载

了丰厚的历史价值及文化意义，作

为一件传世汝瓷，有着较高的欣赏

价值及研究价值。它经历了宋代

文化繁荣，也见证了宋代陶瓷艺术

的累累成果，走过岁月更替、朝代

轮转，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温柔的

玉质和蓝釉的质感。这不仅是因

为它采用了玛瑙粉作为釉料，更因

为它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审美情趣。这件圆洗作为

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每一个

凝视它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

时空的宁静与美好。

◇ 武璇

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