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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吹响了春天的号角，吹
醒了大地山川，也唤醒了鹊山湖。
沉寂一冬的鹊山湖，重新焕发出勃
勃生机。

寒森森的银白色褪去，鼓荡的
春风为鹊山湖换上了梦幻的彩衣。
放眼望去，蓝滢滢的湖面，似大海
般浩渺无边。那一波波扩散的水
纹，在风的呐喊助威下，赶着趟儿
追逐着奔向远方。映照在湖面的阳
光，在层层水波的激荡中被揉碎打
散，化为点点“碎银”，又似颗颗熠
熠生辉的钻石，在粼粼波光中闪烁
跳动，真称得上是水怀“珠”而川媚
了。近处的水则呈现出碧绿的色
泽，似乎温和安静了许多。远处起
伏的鹊山环抱着鹊山湖，山下高高

低低的丘陵上，一排排树木尚呈墨
色的疏朗之姿，静穆耸立在对岸。
这画面，似工笔绘就，高低参差、浓
淡有致、动静相宜，令人心旷神怡。

阿尔卡迪亚酒店西侧一道东
西向的步道，就位于鹊山湖北岸，
沿步道西行，鹊山湖尽收眼底。因
北岸地势较高，故而没有建造人工
堤防，这自然的态势正好方便人们
隔一段，就可以沿向南的小路过农
田或滩地来到湖边，和湖水来个近
距离接触。鹊山湖敞开胸襟，拥抱
着每一位到访者。岸边最多的，是
一丛一丛的芦苇。芦苇是柔弱的，
又是坚韧的，你看芦苇杆细细长长
的，头上还顶着毛茸茸的芦花，一
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可它们却少有

折断和倒伏，它们静静伫立在岸
边，随风摇曳生姿，和湖水长相厮
守，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芦苇
边的水清澈极了，沙石粒粒可数。
湖水被风推动着不断涌向岸边，又
被挡回，发出了悦耳的“哗———
哗———”声。岸边块块农田里，油菜
已返青，辛勤的农人松了土，只待
时日，鹊山湖就会被清丽的嫩黄油
菜花装点，春的气息已在眼前铺陈
蔓延了。

我喜欢黄昏的时候漫步在鹊
山湖畔，那时风已经息了，一轮殷
红的夕阳徐徐向鹊山坠落。晚霞染
红了半边天，水映残阳，“半江瑟瑟
半江红”的美景令人沉醉。周围静
极了，湖水仿佛停止了流淌，芦苇、

树、荆棘、远山也静默不语，时间被
定格，周围的一切凝固成一幅永恒
的画面，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在这样一种圆融静谧的氛围中，心
像被过滤了一样，杂念顿除，不染
尘埃。打破宁静的，是突然凫水过
来的野鸭。一只，两只，冷不丁又从
水里冒出一只。鹊山湖是野鸭子的
天下，远远近近，三五成群。这是一
种极敏感谨慎的水禽，它们一感知
到周围有细微的声响，就会迅速向
远处游去，直到变成若有若无的黑
点。“春江水暖鸭先知”，野鸭子们
是春天鹊山湖的生动点缀。

鹊山湖广阔的水域、洁净的水
质和周边湿地面积的扩大，吸引了
越来越多水鸟的光顾和栖息，如白
鹭、翠鸟、长嘴喜鹊、花斑啄木鸟、
伯劳白头翁等。有天傍晚，支上望
远镜，我们在远处的岸边看到了一
只白鹭。“漠漠水田飞白鹭”、“一行
白鹭上青天”，诗文中遥远的白鹭
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那细脚伶
仃的长腿支撑着硕大的身躯，羽翼
丰腴，如雪般洁白。白鹭在岸边一

动不动地伫立，它是在赏着美景
吗？它已经把鹊山湖当成自己的家
了吧？

隔几日，在环鹊山湖徒步时，
经过桥上，远远地看见几个人一字
排开立于湖边。好奇心驱使下再定
睛一看，湖里有无数个白点。走近
了才惊喜地发现那白点是天鹅！那
些人是县里摄影家协会成员，他们
扛着“长枪短炮”，蹲守在那里在拍
天鹅。他们说，现在鹊山湖环境逐年
改善，过境休憩的白天鹅的数量也
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十只发展到现
在的几百只了。他们的镜头里有拉
近拍摄的白天鹅优雅的身姿，也有
远处白天鹅成群嬉戏的画面，更有
白天鹅从水中飞起的灵动瞬间。问
他们怎么知道白天鹅在此落脚的
时间，他们说每年都是在三月份的
那几天。望着远处白天鹅的倩影，
我的心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这哪
是以前鹊山湖能赏到的春景啊！

春到鹊山湖了，我来鹊山湖的
频率也越来越勤了。因为，我不想
错过鹊山湖的春天。

鹊山湖的春天
白永芹

平乡县乃邢州九县之一。
“走读太行泉城，讴歌美丽邢台
“走进平乡县主题采风活动，原定
于 2024 年 2月 21 日开展，不料一
场大雪阻隔了我们的行程，打乱
了我们的计划。期间，我一直期
待着这次采风，这不仅因为我
1994 年邢台市卫生局曾经组织的
医德医风演讲团我曾经到访过这
里，更重要的是平乡有更悠久的
历史，比如“梅花拳”“十香菜”
等历史渊源，所以，我特别希望
这次采风活动能早日成行。

3月 7 日终于可以成行了，我
雀跃欢呼，在这春光明媚的三月，
能到心仪已久的地方，不失为最
大的喜悦。这天，我早早起床，
匆匆吃过早餐，便赶往市图书馆
与大部队集合。此刻，柳条已经
开始吐出新绿，佛面的风，也不
再寒冷，沿途的风景很美，但更
美的是平乡这一片抗日的热土。烈
士纪念碑令人震撼，兴固寺的魅力
让我折服，还有梅花拳的发源更令
我诧异。2024 首次采风，让我们每
个人都行走在平乡的经典里。

仰慕平乡抗日英烈纪念碑
上午十点，采风第一站———平

乡县抗日英烈纪念碑，仰望原军委
副主席张万年题写的“平乡县抗日
英烈纪念碑“，聆听年逾古稀的老
人、长期在烈士陵园工作的霍贵
友，讲述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无
不让人心怀崇敬，让每个人的心灵
得到一次洗礼。在这庄严的地方，
面对英烈纪念碑，大家在霍贵友老
人的引领下行三鞠躬。

老人告诉我们，烈士纪念碑是
在冀南抗日 70 周年之际，在寻召乡

封洪康村东落成的。洪康村地处平
乡、广宗、巨鹿三县交界处，这里巨
大的盐碱疙瘩，像丘陵一样的小山
从村南向村北延伸开来，形成天然
屏障，地利和人和优势同在，是抗
击倭寇打游击的绝佳之地。当地的
一首歌谣广为流传。“要打仗，往洪
康，洪康往往打胜仗。进可攻，退可
防，盐碱疙瘩是屏障，巨鹿任县三
不管，游击战中反扫荡。军民团结
如鱼水，小鬼早早见阎王。”

据平乡战斗五烈士碑记载，1938
年 4 月 8 日在此打响了冀南对日作
战第一枪。五名烈士殉难，涌现出了
一批坚持正义、敢于斗争、视死如
归的赵勤学等革命英烈，他们的事
迹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难怪
曾在平乡工作的原全国妇联书记
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为纪念碑题
词，“抗日英烈永垂不朽。”

平乡的英烈们，除牺牲在自己
的家乡外，539 名英烈中不少人还
牺牲在他乡。正所谓“青山处处埋
忠骨”。我在拜读平乡籍作家尹赞
峰先生，为庆祝全民族抗战爆发 84
周年所著的纪实文学《抗战烽火》
一书中了解到，在寻召乡 85 名英烈
中，有两名英烈赵玉祥、赵志修，牺
牲在我的家乡内丘县，时年仅 20
岁、18 岁，这种勇于奉献的抗日爱
国爱民情怀，实在让人敬佩！

感受兴固寺的无穷威力

怀着峦峦不舍的心情，我们离
开烈士陵园，前往河北省历史文化
名村窦冯马村，参观坐落于此的省
重点文保单位兴固寺。

我看泉城采风的倡导者李瑛
老师说，他上世纪 90年代到访过这
里，在《邢台日报》曾以一个整版的
篇幅对兴固寺的历史渊源进行推
介，此次采风可谓是故地重游。

据古代修缮残碑留下的“天竺
白马以及金山石雍慈恩”字样的记
载。兴固寺始建于东汉末年，为印
度僧人所造。佛教起源于古印度。
西汉末年初传入我国，后赵时期在
北方影响最大的高僧，是由印度经
西域来华的佛图澄，因为他深受后
赵皇帝石勒的信赖和恩宠，在邢襄
一带用皇宫巨资广置寺院。由此推
断，这座原占地 108 亩，曾经建有大
雄宝殿、二殿、三殿、大悲殿、舍利
殿和东西厢房、方丈室、戒堂、课堂
规模宏大的兴固寺，极有可能是由
常年居住襄国的佛图澄在渊寺基
础上修建的。

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兴固寺
为汴京安国寺之上寺，直接受兴固
寺总领。至元、明清时期有过辉煌的
历史，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该寺屡遭
劫难，渐渐衰败。解放后，地盘被许
多单位分割占据，兴固寺面目全非。
尽管如此，兴固寺原来的山门仍在。

在保存最为完好的舍利殿前，
我有缘结识来自吉林长白山的妙

国师傅，她与佛结缘的过程让我震
撼和感叹。此前，她在山西一家寺
院，去年某一天，她在睡梦中受到
佛祖点化，梦见兴固寺有条青龙。
次日，她便接到一个师弟的电话，
就寻梦到平乡。赶到兴固寺后，寺
里的建筑和她梦中的情景，几乎一
模一样，那条青龙就在舍利殿西侧
台阶的大青石上。她原本想在此领
悟一下兴固寺，谁知这一待就是半
年多了。妙国师傅十分热情，邀我
们到舍利殿看看。当我们过了殿里
的门槛时，她双手合十说，阿弥陀
佛，跨过这个门槛，人生所有的坎
儿都已经过了。

佛以慈悲为怀。离开兴固寺
时，我觉得，在这茫茫宇宙，或许是
真的有佛，而佛叫人向善、向光而
行，这有什么不好呢？虽然众生无
边，但佛的悲愿也无边。

记得一篇佛文这样写道：正所
谓“众生无边誓愿度”，只要还有众
生，佛就要不顾一切的去度化。“不
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此刻，我便对“苦海无边，回头是
岸”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和理解。

赵姓始祖与梅花拳的历史渊源
我小时候，离老家二里地的邻

村梁原店有个习武班，练的就是梅
花拳，师承于同乡的西庞村，现已
申报为省级非遗梅花老架。

到了下午，我们离开平乡一

中，来到位于后马庄村北的邹氏
墓群，看到全国最大的梅花拳代
表性建筑———长 99 米、宽 66 米、
高 33 米的始祖殿，才恍然这里是
中国梅花拳的发源地，已申报为
国家级非遗项目。
《平乡县志》记载：梅花拳的文

武功法起源于西周。《列子·汤问》、
《史记·赵世家》中均有记载。大将
造父向当时的秦豆氏习得文武功法
和桩法后，助周穆王平定天下，人称
“车无敌”。自此，历代皇家把文武功
法定为镇国之法，密不外传，后被
赐封为赵城，成为“赵”姓之始祖，
时间为公元前 1000 年左右。

造父所习之功法正是现在梅
花拳练功的主要方法———干支五
势梅花桩的来源。由此推断，梅
花拳之功法距今至少 3000 多年，
此功法盛行于周、秦、汉，至唐
宋时发展到鼎盛。

直到明末清初，经邹宏义系
统整理完善，才命名为“梅花
拳”，后世弟子尊称其为“梅拳始
祖”。清康熙年间，邹宏义的文武
功法已炉火纯青，他为了将梅花
拳推向民间，开始到异地收徒。
经过 300 多年的传承，梅拳香飘万
里，弟子已遍及海内外。2006 年 5
月，梅花拳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每年的正月十六，来
自全国各地的梅花拳弟子及家属
都会来后马庄寻根问祖，摆擂台
会拳友，切磋武艺。今年中国平
乡第 33届梅花拳联谊会盛大举行，
恰是我们采风团约定采风日期的
前夕。我想，如果不是那场突如
其来的大雪，经典平乡之行一定
会更精彩！

行走在平乡的经典里
赵永生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由于
口述戏剧、音乐、电影、电视连
续剧的广泛传播，以家喻户晓。
他的基本情节大致如下：

东晋年间，祝家庄有个祝员
外，祝员外有个女儿叫祝英台，美
丽大方，聪明过人。她见大街上有
男青年背着书箱来来往往去读书，
她便心生向往。当时社会女孩子是
不允许读书的，她就女扮男装，得
到父母允许后，去杭州求学。

在路上一个叫草桥的地方，遇
上了一个叫梁山伯的男青年，学问
出众，人品也十分优秀。祝英台想，
这么好的人，要是能天天在一起，
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也一定会很

开心，而梁山伯也觉得他很投缘，
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于是他们
草桥结义，拜了干兄弟。

杭州书院读书时，他俩是同
桌，天天一起诗呀、文呀，谈的情投
意合，冷呀热呀，相互关心体贴，促
膝并肩。他们晚上睡觉是同床，床
中间隔着一道书墙。由于梁山伯忠
厚老实，祝英台常常避嫌，因此春
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梁山伯
始终不知祝英台是女生。

毕业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
家，走过一座山，跨过一道岭，梁山
伯一直送了祝英台十八里，可见他
俩之间的感情有多深。聪明伶俐的
祝英台时不时机智地告白，憨厚痴

情的梁山伯始终如一的愚笨，不解
风情。

祝英台唱：青青荷叶清水塘，
鸳鸯成对又成双。英台若是女红
妆，祝兄愿不愿意配鸳鸯？

梁山伯唱：配鸳鸯，配鸳鸯可
怜你祝英台不是女红妆。

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
情，山伯忠厚淳朴，不解其故。英台
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自己酷
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
贫，未能如期而至。祝员外此时已
将祝英台许配给马太守的儿子马
文才。

不久，梁山伯因品学兼优被升
任县令，梁山伯便去祝英台家提

亲，这时梁山伯才发现祝英台是女
生，身着红装，可是父命难违，祝英
台不能自作主张。

梁山伯闻讯后，立即口吐鲜
血，万念俱灰。祝英台被迫嫁给马
文才，她誓不从婚，一心想嫁给梁
山伯，梁山伯却不知道。梁山伯回
到县衙后，忙于政务，忙于水患，晚
上又过度思念祝英台，不久，口吐
鲜血去世了。

再说祝英台，无奈父母逼婚太
紧，孝顺的她便表面上答应嫁给马
文才。婚嫁当天经过梁山伯墓，祝
英台便下轿在梁山伯坟前大哭大
闹，埋怨梁山伯死的太早，撇下了
自己。她说，我们生前不能做夫妻，
死后也要同穴而眠。她一头撞在墓
碑上，此时雷鸣闪电，大雨倾盆。坟
墓裂开了一道缝，祝英台一头扑进
去，与梁山伯的灵魂同聚。雨过天
晴后，坟里飞出两只蝴蝶，这就是
梁祝化蝶的结局。

我感到故事前半部分是真实

的，后边化蝶部分是虚构的，让观
众接受不了，认为化蝶是胡编乱
造，从而使梁祝爱情故事的可信度
大大降低。梁祝应该有个完美的结
局，读者才能心理平衡

我觉得梁祝化蝶部分应该这
鄮样创新：梁山伯当了 县县令后，

由于河道沟渠少，雨水一多就阻滞
难泄，常常泛滥成灾。梁山伯尽心
尽力治水，百姓们十人九夸。

有一回，梁山伯在巡回姚江水
位时，不慎坠入江中。祝英台从娘
家逃离到县衙后，与梁山伯一起治
水。发现梁山伯溺水后，急忙组织
抢救，而此时梁山伯已气绝身亡，
祝英台也跳进江中，以身殉情，为
爱而死。百姓埋葬他们时，万人悲
痛，夹道相送。路两旁的人群，里三
层外三层，人们哭着祈祷梁祝一路
走好。后来，百姓为纪念他们，在姚
江江岸他们溺水的地方，修建了一
座梁祝庙。

我是这样想的，阅后请指点。

梁祝化蝶之商榷
刘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