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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春，我从团机
关调整到基层任指导员
时，发现不少战士说话地
方口音很重，便在连队开
设了一个普通话学习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官
兵的普通话水平得到提
升，而且大家读书、看报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连队十几平
方米的图书室，已无法满足官兵的读书需求。

我开始寻找合适的新图书室，最终决定将一处废弃
库房改扩建，又在团政治处和共建单位的大力援助下，配
备了必要的桌椅、板凳及书柜，同时开展了“我为连队捐
图书”活动。官兵捐书热情很高，有的探亲或出差归来带
几本书，有的写信回家，让家里寄一些旧书过来……一年
之后，连队图书室的藏书量便突破了 2000 册，种类涵盖
天文地理、自然科学、文学名著等领域。2002 年，我调离
连队时，图书室藏书已近 5000 册。

大家的普通话水平已普遍提高，我便将每周二四六
晚上的普通话学习时间，调整为官兵阅读时间。记得当
时，连队有一名山东籍的战士小李，平时训练特别刻苦，
训练成绩数一数二，可一到读书时间就犯困。

我找到小李，他皱着眉头说：“指导员，你让我一天跑
五个 5 公里都行，千万不要让我读书，我坐不住，天生就
不是那块料，读书也不多……”

“你来部队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
“我爸是退役老兵，他说了，只要身体好，军事训练突

出，就能保家卫国。”
“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打不了仗的，怎么保家卫国？”
“那我该怎么办？”
“你把短板补齐！”
“可我基础差，还来得及吗？”
“只要有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我鼓励他。
从那以后，小李硬着头皮坐下来看书学习，遇到不认

识的字，或不懂的地方，就记录下来问战友。一年坚持下

来，小李不仅愿意读书看报了，而且还会写读书笔记和心
得体会。后来，他参加部队组织的自学考试，取得了中专
文凭。

小李的进步也调动了全连读书的积极性，那段时间，
读书成了连队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促进官兵更好地学
习，我提倡每个宿舍都购置一本《新华字典》和《成语词
典》，便于随时解决学习中的疑问。同时，鼓励大家床头
常备书籍和读书笔记本，让阅读成为常态。我还利用读
书时间，教连队官兵公文写作，定期组织读书交流会，让
大家有机会分享阅读与写作的感悟。

1999 年夏，省军区领导来连队检查工作，了解到我
们连队的读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特意前来观摩，抽看了
几名战士的读书心得。记得小李的读书心得里，有这样
一段话：“我文化水平不高，当兵也就是想锻炼锻炼，将来
有个好出路。可遇到了一位好指导员，他不嫌弃我文化
低、方言重，不厌其烦地教我读书，他的热情和真诚，给了
我很大的鼓励。”

我担任指导员的 3 年多时间里，连队成功推广了普
通话，开展了“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主题的读书活
动，基层全面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被评为“基层全
面建设标兵连”“读书活动先进单位”。

离开之后，我一直和连队官兵保持联系。一名陕西
籍战士在多年后给我写信说：“指导员，如果不是您的帮
助和鼓励，我不会考上军校，也走不到今天。”

可我觉得，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官兵应该在这里学到
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将来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精彩的
人生……

多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王景元

一
在茂盛的森林里，一只精疲力竭的小老虎

艰难地翻身后，便找了一个地方卧下。它伤口
上的血液缓缓地流淌，想想往日的强壮，看看现
在却这样虚弱，恐怕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场
山崩地裂的灾难仿佛一把刺刀深深刻在心里，
家园，这个温暖的名字，值得自己一生去守护。

犹如做梦一般，小老虎感到愤愤不平。它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它对
未来不抱有任何幻想。眼看着身旁爬山虎横七
竖八长着，茎上长着叶柄，细丝弯弯曲曲很像蜗
牛的触角，小老虎觉得这些爬山虎都在瞧不起自
己。爬山虎是那么的弱小，但却一直向上，而自
己本来是森林之王，拥有庞大的身躯、强大的力
量，但却如此绝望消沉。想着想着，小老虎觉得
自己不应该这样颓废下去，小小的爬山虎能够坚
韧不拔、勇往直前，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太阳升起来了，山顶上传来老虎的吼声，那
声音响彻云霄，仿佛能穿透一切，诉说着王者的
故事……

二
在那个神秘而古老的森林里，住着小老虎

一家子。小老虎特别勇猛、好战，倔强的血统，
让他总是不服输。

在小老虎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他绝对
不能去对面的山上，但小老虎心里却对那座山
充满了好奇，随着小老虎逐渐长大，这种感觉日
益强烈。

有一天，小老虎趁着妈妈不注意悄悄地跑
上了山。山上花草茂盛，溪水潺潺，简直是人间
仙境。小老虎纳闷了：这么美的地方，妈妈为什
么不让我来呢？小老虎正想着，还没有意识到
灾难即将降临……

大地突然强烈震动起来，山崩地裂，巨石滚
落，树木被连根拔起，天空霎时一片黑暗。小老
虎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不知所措，就在此时，
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它两
眼通红，有着锋利的爪子、尖锐的牙齿，它的吼声
能震碎整个世界。小老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

么不让它来这里，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三

那个怪兽，身躯庞大，如一座移动的大山，
皮肤粗糙而且布满尖刺，血盆大口仿佛能吞掉
一座大山。那一对獠牙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一
双通红的眼睛散发着凶狠的光。它迈着沉重的
脚步，每一步都让大地为之震颤，它的咆哮声仿
佛能震碎周围的空气。

小动物们惊慌失措地逃窜，鸟儿们被吓得
四处飞散，鸟巢从树枝上掉落，河流被怪兽的脚
步扰乱，水流四溢，淹没了大片土地，到处一片
狼藉……

四
小老虎眼见怪兽如此嚣张地步步逼来，心

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保护小动物的使命油
然而生。他不顾自己体形和怪兽的悬殊差距，
毅然决然地向怪兽奔去，发出威震山林的怒吼：

“你这可恶的家伙，不准破坏我们的家园！”
怪兽似乎被小老虎激怒了，它发出一阵震

耳欲聋的咆哮声，惊得小动物们瑟瑟发抖。怪
兽猛地抬起它那如柱子般粗壮的前腿，狠狠地
朝小老虎所在的方向踏了下来。小老虎身手敏
捷，凭借自己平日里练就出的一身好本领，迅速
往旁边一闪，躲开了这致命一击。怪兽那巨大
的脚掌落地时，扬起一片尘土，大地被砸出了一
个深深的大坑。

小老虎躲开攻击后，瞅准时机，向怪兽的腿
部猛扑过去，他亮出锋利的爪子准备在怪兽腿
上抓几道口子。怎奈怪兽的皮肤过于粗糙坚硬
无比，小老虎的爪子抓在上面根本不起作用。

怪兽察觉到小老虎的攻击后，勃然大怒，再
次发出怒吼，用它那凶恶无比的头颅狠狠地向
小老虎撞了过来。小老虎来不及躲避，被撞得
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一棵大树旁。它只觉得
浑身剧痛，眼前一阵发黑，但保护家人的信念让
它忍着剧痛迅速站了起来。

此时怪兽已经逼近，它每走一步，大地都跟
着震颤。小老虎深吸一口气，再次鼓足勇气，向
怪兽发起冲锋，它高高跃起向怪兽的眼睛扑去，
怪兽猝不及防，眼睛被咬了一口，鲜血直流。

五
怪兽见小老虎如此厉害，便向后退了一

步。小老虎认为怪兽害怕了，于是扑向怪兽的
另一只眼睛，但怪兽这次有所提防，提前用爪子
挡住眼睛。小老虎不仅没有咬到怪兽的眼睛，
反而被怪兽拍飞，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怪兽此时非常得意，它张开大口，喷出一股
炽热的火焰，火焰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向小老
虎席卷而去。小老虎惊恐地瞪大眼睛，它知道这
火焰的厉害，拼命向旁边一闪，尽管如此，火焰还
是烧到了它的尾巴。瞬间，一股烧焦的味道弥漫
开来，小老虎的尾巴被烧伤了一大截。小老虎忍
着烧伤的剧痛，从地上爬起来，它的体力已经被
消耗得差不多了，但它看着被怪兽破坏得一大片
狼藉的森林，看着那四处奔逃惶恐不安的小动物
们，心中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

六
“我决不能让这可恶的怪兽在这里为非作

歹，伤害我的朋友，毁坏我的家园。”小老虎咬着
牙，在心里暗暗发誓。

怪兽见小老虎不服输的样子，发出了一
阵刺耳的嘲笑声，仿佛在说：“不知死活的东
西，就凭你这狼狈样子还想跟我斗，乖乖地
等着被我烧成灰烬吧！”随后就准备再次喷
射火焰。

小老虎想，同样的招数我不能再被伤害，于
是它便向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躲去。说时迟
那时快，怪兽果然再次喷出火焰，可是这次却烧
不到小老虎了。火焰喷射到大石头上，小老虎
安然无恙。怪兽气得直跺脚，小老虎趁这个机
会，飞身爬上怪兽的头上，用自己锋利的爪子，
狠狠地抓向怪兽的另一只眼睛。

怪兽疼得嗷嗷大叫，疯狂地扭动着身子，想
把小老虎甩下来。小老虎死死地抱着怪兽的大
脑袋，爪子不停地挥舞着，在怪兽的脸上留下一
道道深深的血痕。

疼痛难忍的怪兽，发出痛苦的嚎叫，开始横
冲直撞，试图通过晃动脑袋把小老虎甩下来。
小老虎知道怪兽的用意，爪子更加牢固地抓在
怪兽身上。

七
不知过了多久，小老虎已经精疲力竭，它的

爪子被磨破了，身上也伤痕累累。怪兽似乎也
有些力不从心，但它依然疯狂地挣扎。突然，怪
兽猛地一甩头，小老虎终于支撑不住了，被重重
地甩了出去，摔倒在地上。

小老虎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已
经没有力气了。怪兽缓缓地向小老虎逼近，眼
中闪现着凶恶的光。就在这时，小动物们在不
远处焦急地呼喊着：“小老虎快跑呀！你打不过

它的！”小老虎却像没有听见一样，双眼满是不
屈与决然。看得出，小老虎是准备与怪兽同归
于尽了。

看着小老虎视死如归的样子，小动物们心
急如焚。大家不顾自身安危，纷纷奔向小老虎，
拖着遍体鳞伤的小英雄迅速离去。

森林里突然响起一阵激昂的号角，原来是
大象族长带着森林里一帮强壮的伙伴们赶来
了。大家看到小老虎惨烈的模样，急红了双眼，
一起怒吼着扑向怪兽，与它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终，怪兽寡不敌众，负伤逃离了森林。而
小老虎也气息奄奄，躺在地上，小动物们紧紧地
围着他，眼泪簌簌地掉落下来。

虽然，小老虎没有战胜怪兽，自己身负重
伤，但它为了保护家园保护小伙伴，不惜以命相
搏的动人故事，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动物们勇敢地面对困难与挑战，守
护自己美丽的家园。

守卫家园
丁晨棣

早些年，在家乡灵石
人的食谱里有一种美味主
食——干火烧。

相传，古代秦晋官道
修建时，征用了大量平民
来到工地，昼夜不停地施
工。当时，工地有一个名
叫冬娃的小伙，由于父亲
卧病在床，由他前来做工。青年人正需要大量食物，然而
当时交通不便，加上天气多变，工地上粮食运输常常被迫
中断。这样导致伙食不但数量少，还常常不能准时，这让
冬娃苦不堪言。好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从小就砍柴
做饭，加上天生的机灵劲儿，开始琢磨着改善伙食。有一
次天降大雨损坏了道路，伙食无法按时送到工地。眼看
没有现成的食物，只有小袋面粉，于是冬娃悄悄地在路边
挖了一个土窝，架上自己的头盔，把面和匀放入盔内，在
盔下烧着柴禾。过了一会儿，他从盔内取出烙成的馍一
尝，酥脆可口。他高兴极了，就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同伴，
让大家也去烙，结果吃起酥，闻得香，一传十，十传百，就
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干馍馍。后来，这种做法流传到民间，
人们逐步对工艺流程进行改进完善，演变成了更加可口
的干火烧。

纯手工制作的干火烧用料讲究，通常选用当地旱垣
小麦石磨面粉为主料，以提前预留的干酵母作引子发酵，
配上食盐、小茴香等作调料，油要用当地压榨的麻油或菜
籽油。手工硬面劲揉，铁鏊文火慢烙，黄土料泥作炉，炭
火烘烤。经过“三翻六转”“四烙八烤”，火候均匀，形如菊
花，皮色微鼓时即熟。出炉后的干火烧焦黄香酥，麦香、
油香、泥香和火香等多重香味扑鼻而来，入口后越嚼越
香，令人回味无穷。

传统的干火烧通常用料为白面面粉、食用油及适量
纯碱，温水和面，将和好的面团反复搓揉，然后分成若干
小块放入盆内，再过火炒熟，粉碎成末，与经过炒制碾压
的小茴香一同搅拌均匀待用。同时，要把小火炉提前烧
好，鏊子加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制作时，将醒好的
面块随揉随擀，擀成长方形后，卷入少许茴香食盐末，用
手按成长条，在旋转中逐渐拧成圆状，再经过正反两面擀

压，即成圆形饼坯。为使热量快速均匀地传递到干火烧
内部，还用针锥在饼坯上很有规则地扎些小眼，以达到外
酥里嫩之功效。更有细心者，用木梳在饼坯表面轻轻地
压制上纵横交错的条纹，使其更加精美耐看，一个干火烧
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

饼坯在面案制作成形后，下一道工序就是焙饼。焙
饼用的鏊子一定用生铁铸成，传热稳定，受热均匀；焙炉
要随时调节火候，把握火色。干火烧焙好后，再移至火道
里烘烤，烤熟后用火钳逐个夹出来，晾上一会儿，即可食
用。晾好的干火烧可以干吃，也可以切开薄层边缘夹入
牛肉、红烧肉、猪头肉等各种肉片，辅以葱花香菜末食用，
极具风味。

因为干火烧加入了小茴香和食盐，不仅口感好，吃起
来酥脆芳香，而且有温胃祛寒之功效，再加上耐存放、便
携带，所以成为家乡人喜爱的上等食品。

在我的记忆中，一般人家在这些时候才去做干火烧：
一是孩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母亲会早早起来精心制
作包着红糖馅儿的“记性干火烧”，放到孩子的新书包里，
意喻长了记性，读书会取得好成绩。二是家人出远门或农
忙下地时顾不得回家吃饭，家庭主妇会烧好干火烧给带
上，作为充饥的干粮。三是家里来了贵客，干火烧作为待
客的佳品，再配上热气腾腾的“和和饭”，以示主人对客人
的一片热情。四是家里打土窑洞时，主人要给受劳的“土
工”往工地送干火烧，表达对“土工”的慰劳之意。

作为漂泊在外的游子，无论走过千山万水，无论吃过
多少珍馐美味，最难忘的依旧是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
道。想起干火烧，就想起了家乡上空飘荡的袅袅炊烟，想
起了妈妈被炉火映红的脸庞，想起了家乡的山，家乡的
水，家乡的人……

美味干火烧
昊然

莺飞草长时节，最宜到郊外踏青。恰逢晋中市作家协会
组织“怡然见晋中 文学赋能乡村振兴”采风活动在太谷区侯
城乡启动。风光旖旎，文友相聚，突然想到“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此
情此景，颇似上巳节会稽山阴之兰亭。

凤凰山，蕴藏了太多古老神秘的传奇，留下不少鲜为人知
的传说。如果说乌马河是太谷的母亲河，那么凤凰山就是太
谷的龙脉灵山。

凤凰山下，有座酎泉寺，位于侯城村西南，是太谷古十景
之一的“酎泉春水”。酎泉一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
说是商纣王曾来太谷境内巡视，饮过此地泉水，盛赞此处山美
水甜，后有人在此建观修行，名曰“纣泉寺”，后为避讳将“纣”
改为“酎”。过去那么久，无法确定商纣王是否来过，但可以确
定的是，此处有泉水从石隙中汩汩流出，水质甘冽，可酿美酒。

酎泉寺坐南朝北，依山而建，门前一洼池水，绿波荡漾，好
似春水，水中有小亭，一座小桥穿行而过，上台阶迈进寺院大
门，眼前豁然开朗，宽敞的广场中央有棵高大的千年银杏树。
一座寺庙是不能没有一棵树的陪伴，而一棵树全赖一座庙而
站成了永恒。一棵有生命的树，一定是一座寺庙最好的见证，
亦是彼此对抗岁月最好的加持。

一个村子的历史，老树最有发言权，一座寺庙的荣辱，参
天大树无疑是最坚定的守护神。老人们常说，树老成精。敬
畏自然，不妨从种下一株树开始，也许，他们会是千年后的那
份惊喜。

仰头向南，沿着二三十个台阶向上，是第一层庙宇，上面
赫然四个大字“不二法门”，雄劲有力，气势恢弘，落款是民
国时期书法家赵铁山。这个有着“华北第一枝笔”的太谷
人，很有传奇色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批拔贡，却拒绝
为官出仕。

不二法门，意为入此门便可悟道。但纵观酎泉寺历史，最
早建于南北朝，唐毁于火灾，重建后更名白将军祠，宋重建更
名隆道观，金易名隆道宫。清康熙年间再次修葺并易观为寺，
成为太谷第一名胜，抗战中，遭到战火破坏……分明就是一座
饱经沧桑的老者，蹒跚而来，在斑驳岁月中，以各种面目示人，
或许修道本就是尝遍人间苦痛，或许所谓悟道也是要看淡所
有才行。

山势陡峭，庙宇依山形而建，并不宽绰，几步跨出门外，又
是一组陡立台阶，需扶两侧石栏杆，每一层建筑各不相同，

贴着崖壁向两侧，或有一座小庙，或有一处石龛，看样子破
旧斑驳。

再上两组台阶，到大殿门前，相对宽敞，外有围栏，可凭栏
远眺，一览无余。进入大殿，依山雕有一尊大佛，三四丈高，多
处斑驳损伤。据说是北魏石佛，距今 1500多年。明万历《太
谷县志》记载：山麓有佛像，因山凿成，负阴向阳，大数十围，号
三佛，建阁贮之。

石壁之上有明显水流冲刷过的痕迹，据说这里便是酎泉
之源，早期，泉水自此缓缓流出，沿着寺庙山崖层叠而下，汇于
山门外池塘中，乃形成“酎泉春水”盛况。《太谷园林志》记载：
当春时，泉声濑玉，山形倒影，游鱼飞露，瞩目可观，骚人墨客
赏游相继，有江南之风景焉。

当年景观不复得见，但春色如许，仍不免令人心旷神怡。
寺中不少匠人在忙碌修缮，大殿西侧崖壁上有“第一山”字样，
落款米芾。这位“宋四家”（指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之一
的怪才，祖籍山西太原，后居湖北襄阳，能诗文，擅书画，精鉴
别，是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

下台阶走出寺外，回望阳光下的酎泉寺，心中无限感慨。
据介绍，20世纪70年代，因盲目挖掘水源致使酎泉水脉受损，
泉水减少，为建化肥厂拆寺损毁，古寺遭到毁灭。1993年，酎
泉寺对面的山西中药厂，联合社会各界集资300余万元，对其
大规模修葺，更名龟龄山庄……

酎泉寺从风雨中走来，一身沧桑，纣王来过否已然不重要
了，寺中泉水断流已然不重要了，只要有千年银杏的守护，有
春日萌发，夏日茂盛，秋日璀璨，冬日坚守，这里就还有灵气，
有韵味。

乘车向西往凤凰山，远处山洼石雕龙头处，欢声笑语，
是来取泉水的人群。《永乐大典·太原府志》记载“酎泉水，在
县南一十里，源出凤凰山，为二池并北流，西北合咸阳谷水，
谓之交河，水味至甘，可成佳酿，故有酎名……”古人诚不欺
我，凤凰山之“酎泉”，可入药可酿酒。《太谷县志》记载“唐代
百药以供皇上”，怪不得太谷有那么多传统名药，中华老字
号广誉远（前身山西中药厂）声名远播，龟龄集、定坤丹和安
宫牛黄丸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产品……

何其有幸，酎泉水成就了太谷的中医药传奇；何其有幸，
酎泉寺见证了凤凰山的历史渊源；何其有幸，千年银杏陪伴了
古寺的沧海桑田；何其有幸，在如此春光中，我们走进酎泉寺，
品读它的宁静与跌宕，感受酎泉春水之妙！

酎泉寺的千年银杏酎泉寺的千年银杏
与一汪与一汪春水

周俊芳

习作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