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笔记本

心灵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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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回40年前，遥远的东北小镇，
数九寒天，鹅毛般大雪飘落在一个小平房
上。透过结冰的玻璃窗，隐约可以看到屋
里灶火通红。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屁颠屁
颠儿跟在母亲后面。母亲从一口大酸菜缸
里捞出一颗酸菜，熟练地一层层剥掉外面
的酸菜帮，然后把最里面的酸菜心儿用刀
在中间划一下，递给旁边眼巴巴的小男孩
儿。小男孩儿转身分一半儿给热炕上的小
妹妹。两个人一起眯着眼睛龇牙咧嘴大口
地吃起来。那凛冽的酸、爽口的脆、冰牙的
凉，酸菜心儿仿佛是天下最美味的佳肴。
在那漫长寒冷的冬季、物资匮乏的岁月里，
能吃到一口酸菜心儿，足以做个美梦了。

那是我儿时对于酸菜的模糊记忆。其
实怎样积酸菜，我记不清了。只是隐约记
得有一个大缸，比我高很多，要在里面整整
齐齐码上白菜，撒上那种现在市面上看不
到的粗盐粒，还得上去踩，一层又一层。最
后，再用一块大石头压上去。积酸菜这活
儿一般都由我母亲干，主要因为我父亲积
的酸菜容易发臭吃不成。前段时间，我还
专门问了下母亲如何积酸菜，老太太说了

很多，我好像一转身就给忘了一部分……
吃酸菜最爽的时候，还得是在过年时

去我姥姥家。我大舅经常说：外甥是姥家
狗，吃完了就走。谁让三个舅舅只有我这
一个外甥呢，咱去了那就必须得吃杀猪菜
啊。大舅家杀猪，阵势很大，几个舅舅齐上
阵，把猪弄得嗷嗷直叫，拿刀捅脖子，流着
血滴到盆子里。大舅自己一个人拿着高粱
杆儿翻肠子，洗干净。这活儿不让别人上
手，只有大舅是最专业的。然后再灌上猪
血，里面加的什么料我也记不清楚了。反
正是在一个下面烧着通红柴火的大铁锅里
面，炖着肥猪肉，还有血肠等。那肉香满院
四溢，连小狗儿都跟着乱跳撒欢儿。而在
这个大铁锅里，起着灵魂作用的必然是那
东北人离不开的酸菜。大舅母随手从大缸
里捞出来两颗酸菜，咔嚓咔嚓切成细丝儿，
扔到锅里。酸菜炖肉好了，大舅他们陪着
姥爷坐在炕上，喝一口烫过的烧酒，夹一口
老酸菜，哈出一口热气，亮着嗓门大声唠嗑
儿，尽享满堂儿孙的天伦之乐，爽快之极，
这就是东北人粗犷的生活滋味。大人们舍
不得吃肉，品着酸菜，先可着孩子们吃肉。

我们几个小家伙儿，趁大人喝酒的功夫，大
口吃肉啃骨头。加了酸菜的肥猪肉，肥而
不腻，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肚儿溜圆，
真的是过瘾解馋。以至于我小时候隔段时
间就要问母亲：啥时候过年啊？而大舅至
今仍念念不忘的是想逛一次长安城，看看
大雁塔、看看唐僧像。我心里知道，其实老
人家是想来看看我这个“吃完了就走的外
甥”。但因身体原因，至今尚未成行，甚是
遗憾。

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陕西参加
工作，父母也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这样全
家“移民”至西安。西安天气很热，没有人
用大缸腌酸菜。母亲就在阳台放一个很小
的桶，经常在里面腌上三五颗白菜。阳台上
太热的时候，母亲就把小桶提到自己的卧室
去，每次打开母亲的房门，都有一股子酸菜
味儿。虽然由大缸变成了小桶，但母亲还能
经常给我们做可口的酸菜鱼、包酸菜馅儿饺
子、拿酸菜炖猪肉粉条……周围邻居们知道
我妈积的酸菜好吃，偶尔也会过来要颗酸菜
吃解解馋。每次母亲都很开心，把酸菜捞好
后，还会顺便唠叨几句，告诉邻居们怎么个

做法，仿佛只有她才懂得酸菜。
口罩期间，家里面的绿菜都吃光了，最

后把酸菜也给吃的差不多了。所幸政府发
了爱心菜，里面就有大白菜。有几个邻居
请母亲帮忙把她们的白菜也腌制一下。母
亲乐呵呵地都给放进她卧室的小桶里，耐
心地等待着酸菜发酵，等待着时间流过，也
等待着她的孙子们长大成人……

四十多年，转瞬而逝。母亲从直挺高
大到弯腰驼背，我从流鼻涕小孩奔向天命
之年，酸菜也从大缸转到了小桶里……时
间不知道都去哪儿了，但记忆中酸菜的味
道没有变，我对酸菜的喜爱之情没有变，对
母亲的感恩之情没有变，我们这个家的亲
情温情更没有变！

那一缸东北老酸菜，承载了我的童年
记忆，储存着儿时欢乐时光，也牵绊着我的
人生旅程；母亲这一小桶老酸菜，让我品尝
的是一种童年味道，学到的是做人的真谛，
悟到的是人生豪迈，解不开还是那缕乡
愁。而最割舍不断的，还是对这人世间里
挚爱亲人的怀念和眷恋！

（作者供职于省高铁协调机制办）

麟游，这座历史悠久的山城，不仅是我的
第二故乡，更是隋唐四位皇帝二十次驾车避暑
消夏的圣地。九成宫醴泉铭碑，如同西府大
地上的璀璨明珠，吸引着无数书法爱好者前
来瞻仰。

二十多年前，我高考失败后接班，在父亲
的陪同下从老家岐山来到麟游谋生，父亲带着
我去公路段报道，被安排在柳坡道班上班。在
去上班前，父亲决定先带着我逛一下麟游县
城，就这样父亲带着我走马观花般从西大街到
东大街转了一圈。我初次来麟游对什么都充
满了好奇，父亲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着麟游的
历史。麟游因九成宫而闻名，九成宫始建于隋
唐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责人花费了两年的时
间，才建成了辉煌壮丽的仁寿宫，到了唐贞观
五年扩建后更名为九成宫……父亲最后说：

“你别看麟游县城不大，却在隋唐曾是政治、军
事、文化的中心。”

逛完东、西大街，父亲又带着我沿着镇头
桥走过交警大队、运管所向西北转，继续向前
是在一排修车补胎的修理部，再向北走是城关
供电所，供电所旁边是一大片斜坡庄稼地。父
亲指着不远处的那条河说那是北马坊河。随
后父亲领着我沿着公路旁一条窄窄的土路，来
到路旁边一处门朝南开的用砖墙围着的小院
子，铁门上拴着一条铁链，透过门缝父亲用手
指着里面的两块石碑对我说：“军平，你看到西
边的那块石碑了吗？它就是唐朝宰相魏征撰
文，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醴泉铭碑，南边

那块稍矮点的石碑叫万年碑……东边的山叫
童山，对面药厂那边的山叫凤凰山，对斜对面
的那个土堆就是过去的点将台……”父亲滔
滔不绝地给懵懂的我讲述着九成宫的前世和
今生。

那个年月，九成宫留给我的印象仅仅是两
块石碑。昔日辉煌的九成宫宫殿早已不复存
在，只有绿油油的麦地，不见皇宫的踪影。见
我一脸的狐疑，父亲连忙解释说，金碧辉煌的
九成宫在一千多年前被洪水冲毁了，仅留下
《醴泉铭碑》和《万年宫碑》，而原来的九成宫37
号大殿的遗址就在我们刚刚路过的大十字邮
政局的地底下。

我心里暗想着，也只有少数书法爱好者会
前来瞻仰吧，而昔日辉煌一时的九成宫避暑离
宫，如今却仅留下两块孤独的石碑而显得寂
寥、落寞，而且醴泉铭碑仅有一间小屋遮风挡
雨，守护着这一文化瑰宝。

在麟游工作生活的二十多年间，我逐渐喜
欢上了这片土地，也曾无数次利用周末假期来
到九成宫原址寻找父亲讲述的九成宫的印
记。随着西部大开发，麟游县从基础设施建设
到考古发掘与保护，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新
的生机。从2009年起，县委、县政府开始大力
发展旅游业，修建了西海公园以及亭台楼阁和
湖心亭，西海公园刚建成得时候还有脚蹬船、
摩托艇供人游玩，西海湖波光粼粼，倒映着岸
边的柳树和远处的宫殿，如同一幅流动的水墨
画。九成宫景区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政府还

在景区四周的山上实施了亮化工程。当夜幕
降临九成宫景区霓虹闪烁，造型各异的景观灯
错落有致，路灯如繁星洒落，而九成宫景区的
亭阁飞檐翘角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精致
和生动；街边的树木被串串彩灯缠绕，宛如披
上了华丽的彩衣，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两座虹
桥横跨在西海公园河流之上，桥身的灯带如一
条灵动的光带，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随着
水波摇曳生姿；凤凰广场上，造型各异的景观
灯错落有致，有的像振翅的飞鸟，有的似绽放
的花朵，它们将广场装点得宛如仙境，吸引着
人们纷纷驻足观赏。

依稀记得，2017年左右，麟游九成宫夜景
成为岐山、扶风周边县区百姓纳凉的首选。我
老家岐山的乡亲们自发成群结队地来乘坐班
车或私家车来麟游观赏九成宫迷人的夜景，每
逢夏季九成宫景区游人如织，感受着麟游九成
宫景区“大唐不夜城”般的独特魅力。

12月8日，我随县诗词学会再次来到九成
宫景区，参观了隋唐风貌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场地。在郑军科老师生动的讲解下，仿佛一瞬
间回到了歌舞升平的隋唐宫廷。而实景演出
我曾多次在抖音和朋友圈刷到过，每次观看都
给人带来震撼，可谓是视觉的盛宴。实景演出
充分利用地形特点，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体
验。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舞台焕发着耀眼
的光芒。演员们身着隋唐的服饰，演绎着九成
宫曾经的繁华盛景，诉说着大唐帝国的辉煌与
荣耀。

通过聆听介绍，了解到大型山水实景演艺
《千年九成宫》是以《九成宫醴泉铭》为蓝本，通
过艺术化方式展示了“杖导醴泉”“万邦来朝”
等典故，演出实景复原唐代皇家宫殿辉煌，融
入舞蹈、歌曲、书法、剑术、诗词及灯光等元素，
通过灯光秀、水幕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

“虚实结合，如梦似幻”的麟游，让游客在欣赏
演出的同时，对麟游的九成宫历史文化有更深
入的了解。

随后，我们一行又来到九成宫景区，一进
大门，位列两旁的是孙忌、高士廉、魏征、侯君
集、敬德等24功臣。不远处金笔石揽高大耸
立，身姿修长矫健，周身雕刻精美纹饰，诉说着
隋唐盛世往昔的故事，守护着麟游这片古老的
土地。

站在延福殿沙盘前，我仿佛穿越时空，回
到了辉煌灿烂的唐朝。延福殿雄伟的气势和
精致构造，展现古代皇家宫殿的尊贵和典雅。
殿内每一砖一瓦诉说着千年九成宫的故事，让
人浮想联翩。而静静矗立的醴泉铭碑，宛如历
史的守望者，孤独坚毅地诉说着九成宫往昔的
辉煌。

左边景福殿的蜡像，形象地再现了李世民
接见番邦小国来使的场景，此情景展现了唐朝
国力的鼎盛和边疆的辽阔。景福殿殿内装饰
精致，木雕、石雕、彩绘以及电子屏交相辉映，
每一处图像、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唐代九成宫
文化的韵味与艺术匠心，仿佛低声细语诉说着
隋唐盛世的繁荣和昌盛，让人沉醉于历史魅力

之中，流连忘返。
与之相映成趣的两仪殿，则规模宏大，庑

殿式屋顶巍峨耸立，飞檐斗拱如展翅大鹏，气
势磅礴。朱红色廊柱粗壮笔直，犹如忠诚的卫
士。踏入两仪殿内，李世民迎接四方来客的蜡像
图景栩栩如生，每一处物件都彰显着大唐盛景，
君臣议政，英才汇聚，天下盛世的太平景象。

回首过去，九成宫景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它不仅保留了珍贵的石碑，还通过考古
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逐步恢复再现了九成宫
的历史风貌。同时，景区推陈出新，开拓视野
还融入了新的时代文化元素，如文化展馆、仿
古建筑群落、山水实景演艺等，为游客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同时也为文旅融合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古碑到现代演艺舞台，是
九成宫文化的演进，是铭碑回声与实景的新
生，更是九成宫文化的传承以及现代化演绎。

总之，九成宫景区从过去单一的《九成宫
醴泉铭碑》孤独坚守，到金笔石揽、两仪殿、景
福殿的宏伟崛起，再到大型山水实景演艺的震
撼登场，麟游九成宫景区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
了深刻而伟大的嬗变。这不仅是景区硬件形
态的华丽转身，更是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成
功复活与创新传承。《九成宫醴泉铭碑》在岁月
的长河中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吸引着五湖四海
的游客前来探寻九成宫历史足迹，感受九成宫
文化魅力，让这片古老土地焕发前所未有的生
机活力，续写麟游文旅强县的辉煌篇章！

（作者供职于宝鸡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寒冬夜幕，似一块巨大的黑色绸
缎，轻柔却又不容置疑地覆盖了小
区。忙碌一天的世界，渐入梦乡，而
我，邂逅了这独属于冬日小区夜晚的
别样景致。

刚踏出楼道口，一股凛冽的寒意
扑面而来，如冰丝滑过肌肤，瞬间让人
清醒。小区的道路两旁，路灯散发着
昏黄光晕，像是冬夜中惺忪睡眼，在冰
冷空气中摇曳。灯光洒在地面，映出
一片片斑驳光影，给冰冷的世界添了
一丝温暖的假象。

沿着小径前行，路边的树木早已
褪去华裳，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
中肆意伸展，像是在与夜空诉说着寂
寞。偶尔有干枯树叶，在风中沙沙作

响，似是对往昔繁茂的低吟。每一步，
脚下都传来轻微的“嘎吱”声，在寂静
夜里格外清晰，仿佛是我与冬夜的私
密对话。

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暖黄
色灯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温馨。透
过窗帘缝隙，能隐约看到屋内人影晃
动，或许是一家人围坐看电视，或许是
在轻声交谈。这点点灯火，如同夜空
中闪烁的繁星，给寒冷的冬夜带来了
家的温暖与慰藉。

在小区中心的小广场上，健身器
材在月光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像是一
个个沉默的卫士。偶尔有微风吹过，
吹动着广场旁的彩旗，发出“噗噗”声
响。我坐在长椅上，望着夜空，思绪也

随之飘远。冬夜的小区，没有了白日
的喧嚣，只剩下纯粹的宁静。在这里，
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人可以静下
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不知何时，起风了。寒风呼啸而
过，吹得树枝沙沙作响，像是奏响了一
曲激昂的冬夜乐章。我裹紧衣服，起
身往家走去。回首望去，整个小区在
夜色中显得更加神秘而迷人。这冬日
小区的夜，虽寒冷，却有着别样的宁静
与美好。它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
量，也体会到了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
温暖瞬间。在这漫长冬夜里，我怀揣
着这份宁静与美好，期待着下一个黎
明的到来。

（作者供职于北环路收费站）

“走进秦直道，探寻关于秦直道的故事，感受深
藏于夯土之中的历史和文明，观赏千年古道的旖旎
风光”这是前段时间游玩秦直道，无意间在网上搜
索到这段话，深有感触。也许因为自己所从事的是
交通行业，故此对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秦直
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置身于秦直道路中央，极目远眺，在一望无
际的林海中，直道如一条飞龙冲天，向北蜿蜓伸展，
如同盘桓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一条巨龙。可是屹立
于秦直道前仿真兵马俑，让我心中莫名的多了一丝
伤感。无法想象在这地势险恶、人迹罕至的地界，
古人是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也许是因为历
史过于久远，关于秦直道现有史料记载寥寥无几，
它并不能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名气与之并齐。可是
守护在道路前仿真兵马俑，仿佛向世人诉说曾经的
辛酸、残忍、阴谋、威严和辉煌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
逝而湮没。

攀爬在兵马俑身上的自己，感受到时空中传来
千年之前的对话。时空中，一熊虎之将跪立于大殿
之下，始皇端坐桌前厉声道：“寡人欲游天下，令将
军蒙恬率众修筑一条从九原郡直达甘泉山林光宫
的一条通道，加强北方长城防御匈奴。”只听见大殿
之下一句“喏”字响彻云霄。霎那间，无数劳夫汇聚
咸阳城下，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沿着山岭和沙漠草
原修筑出长达700余公里、宽50米左右的车马大
道。我看到了无数劳夫为了完成这一奇迹，付出自
己宝贵的生命；我看到了无数劳夫为了完成这一奇
迹，热火朝天干活的画面；我更看到了无数将士兵
马奔腾沙场,一道道浩浩荡荡的军队犹如江海冲涛
行走于秦直道间，马蹄踏碎道路的沙砾,辉煌的军
旗飘荡于山涧之间。

当踏上归途，转身那刻，我的耳边传来阵阵歌
声“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
不流干，死不休战！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
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兴于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这一刻我的眼间不由得湿润，至今在许多路段
还能看到当年宽阔平坦的痕迹，可惜的是路面已经
杂草丛生。萧条落寞的秦直道，屹立于秦直道前的
兵马俑依旧在默默守护着那一段属于他们的荣耀，
这一份荣耀好似历史尘埃中的一曲绝美长歌。

（作者供职于吕村收费站）

娘啊

您不要站在村口

望着儿的背影流泪

既然北方的高原

需要绿色常青她的四季

那儿便成不了小院的风景树

回去吧，娘

只要您头上的天空

永远传来和平鸽的羽哨

那便是儿生命的讯息

人类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出行方式
飞速发展，以前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步
行，后来出现了马车、汽车，现在是新
能源无人驾驶汽车，将来会是什么呢？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你能
想象吗，未来会出现“空中飞车”。当
然，有了空中飞车，也得有空中车道，
即从地面开始，每隔15米是一个车
道，有30米、45米……直到1000米的
低空车道。将来，每个人驾驶飞车，在
空中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高度的车道
行驶就好了。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空中，飞

车突然出现故障怎么办？”别担心，空
中也有“修车站”，每个车道都有，如果
飞车坏了，就去空间维修站。或许还
有人担心随着空中飞车地增多，会不
会出现堵车现象。其实不必着急，
就像汽车行驶变道一样，空中飞车
可以通过升降变道，比如 30米车道
堵车，你可以切换到45米或者15米车
道，只需要和指挥中心的塔台随时联
系就可以。

还有人或许会问：“如果开车累了
呢？”其实空中也有像高速公路服务区
一样的休息区，里面被分为若干活动

区域，比如可以看电影，吃饭，睡觉会
有民宿……这时候，你的飞车会变身
成为机器人，帮你送餐，陪你玩，给你
讲故事，打扫卫生，而且打扫得非常干
净。飞车上装有太阳能板和蓄电池，
可以永远行驶使用，飞车会成为你衣
食住行和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连闺蜜
都不要了。

我走在云朵上，看着陆地上的风
景，想象着未来的美好。但是我知道，
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跟上时
代的脚步。而且对于未来出现的更多
新奇事，我们要乐于接受，善于使用。

从《九成宫醴泉铭碑》到实景演艺的嬗变
文 / 祁军平

那一缸东北老酸菜 文 / 雷玉辉

时空守护者
文 / 屈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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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两亭超限运输检测站）

冬夜里的小区 文 / 胡海娟

空中飞车 文 / 杨若涵

瞬间心情

小荷初露

絮语轻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