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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香与风情共舞
□ 范文军

在巍峨雄浑的燕山南麓，安然静卧着一

座宛如画卷般的小城——迁西。悠悠滦河

水蜿蜒而过，恰似一条苍龙，世代盘踞在这

片丰饶且充满魅力的土地上。

迁西，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自

远古时期起，她便如燕赵大地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熠熠生辉。李家峪长城遗迹悠悠诉说

着往昔的峥嵘岁月，岁月的印痕深深镌刻于

每一寸土地上。那斑驳的古城墙，仿佛仍回

荡着昔日金戈铁马的铮鸣；那幽深的青山古

堡小巷，还遗留着古人闲庭信步的浅浅足

迹。历史的风云在迁西烙下深刻印记，使其

在时光长河中别具韵味，而弥漫的栗花香，

则似忠实的见证者，悠悠飘洒，为古老的气

息增添了清新淡雅之韵。

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孕育着令人惊叹

的绝美景观。连绵起伏的景忠山，峰峦峻秀

奇丽，古刹庄重肃穆，云雾缭绕间栗香四溢，

如梦幻仙境般。潘家口水库，水面辽阔无

垠，小舟悠然地迎着扑鼻栗香荡漾在万顷碧

波之上，与四周山峦相互映衬，勾勒出恬静

悠然的山水画卷。在中国板栗第一村——

杨家峪的“归巢部落”，十几座建在栗树上的

巢舍新奇梦幻，让现代人体验到祖先的居住

形式，于山林间回归自然，享受返璞归真的

乐趣。那万亩围山栗林更是独特风景，仲夏

阳光倾洒，栗花绚丽绽放，淡黄色花朵如大

自然精心晕染，色泽温润淡雅。它们一串

串、一簇簇挂满枝头，在微风轻抚下轻轻摇

曳，蜂儿忙碌地穿梭花间，发出细微悦耳的

声响，似在演绎空灵美妙的自然之乐。栗花

香 随 风 飘 散 ，如 丝 如 缕 萦 绕 心 间 ，令 人 沉

醉。栗花形状纤细奇特，每一朵都似精心雕

琢的艺术品，有的微微伸展开，似羞涩少女

欲语还休；有的尽情舒展，仿若要拥抱飞舞

的蝴蝶；有的刚从枝丫探出，仿若初涉世的

孩童，懒懒伸开娇柔的手臂探寻世界奥秘。

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栗花如金色海洋，阳

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与蓝天白云相互映

衬，构成绝美的山水图。而那弥漫在空中的

栗花香更为这幅画卷增添了缥缈神韵，让画

面鲜活灵动。

迁西的乡村风光独具魅力。古朴民居错

落有致地分布于栗林之间，白墙黑瓦散发着

浓郁的乡土气息。门前田园里的禾苗和绿油

油的蔬菜，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质朴与宁静。

夕阳西下，袅袅炊烟与栗花芳香融合，独特味

道弥漫于爱的港湾。村民们三五成群地盘坐

门前，谈笑声随栗香回荡在小村上空，他们脸

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此时栗花香味为宁静

的乡村增添了别样韵味。

迁西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端午

节恰逢栗花盛开，民间的跑花灯、踩高跷、舞

龙舞狮、扭秧歌等传统表演精彩纷呈，热闹场

景尽显迁西人民的热情与活力。古老的传说

和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为迁西披上神秘

面纱，栗花香仿佛也见证着文化传承与发展，

成为迁西独特民俗、文化盛宴的一部分。

在古塞名关喜峰口大刀园内，一棵历经

数百年的栗树静静伫立于山脚下，它见证了

戚继光镇守边塞的刀光剑影以及国民革命

军第十九军宋哲元部喜峰口长城抗战的传

奇岁月，那沧桑的树干仿佛在诉说着悠悠往

事。每年栗花盛开时，那里都会吸引众多文

人 墨 客 。 画 家 们 用 神 笔 描 绘 这 片 美 丽 盛

景。诗友们以笔会形式，用饱满的热情抒写

对栗花的情怀：“为嗅晨风半启帘，忽闻花气

过栏杆……不用邻门借酒钱，只缘玉树满山

川……”青山关，这个季节也会迎来大批游

客，他们为长城脚下的栗花而来，个个沉醉

在栗花的海洋中。而在戚继光曾镇守的三

屯营古镇，景忠山那千年钟声伴随着栗香悠

悠传来，更增添了一份神圣与祥和。每年举

办的栗花节更是热闹非凡，这一天，人们载

歌载舞，晚上还有栗花篝火晚会，大家围着

篝火，在栗花香中尽情欢乐，栗花香与人们

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迁西的独特风

景线。

回忆儿时，栗花绽放时节便是我们最欢

乐的时光。我们用栗花编织成各种有趣的

小玩具，如可爱的小狗、灵动的小蛇等。栗

花编织而成的小狗仿若有了生命，拎在我们

的小手中活灵活现，小蛇则蜿蜒曲折充满童

趣。我们带着这些栗花编织成的小物件在

栗树下奔跑嬉戏，笑声回荡在山间。栗花香

伴随着笑声在空中弥漫，成为童年记忆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再次漫步在迁西这片土地上，感

受着栗花香萦绕，心中涌起无尽感慨与眷

恋。这里，是我们的故乡，是心灵的归宿。

栗花香见证着迁西的发展与变迁，也见证着

我们的成长与回忆。在这快节奏的现代社

会，迁西的栗花香宛如温暖的港湾，让我们

停下匆忙的脚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回

味曾经的欢乐时光，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

珍惜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迁西，这令人向往的文旅胜地、康养佳

处，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让人

流连忘返。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我找出照片盒子翻

看，从角落中发现十二张 120 旧底片，于是一

张一张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仔细观看，同时

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拍摄这些照片时的少年

记忆。

掐指算来，这些黑白底片的拍摄时间竟

然已经过去 50 多年！50 多年来，我一直没

把它们洗出来看个究竟！直到最近才挑选

了几张画面比较清晰而且有一点纪念意义

的拿到照相馆，用现代洗像技术洗出几张。

照片中的我当年不过 14 岁左右，前面坐

着的小女孩是我妹妹。记得当年刚上初中

时，我结交了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小哥哥，我

家和他家拐弯抹角沾点亲。他姓董，我称他

为董哥，上学之余我经常到他家去玩耍。有

一次我突然发现他家屋门后面挂着一个长

方体皮盒子，好奇地问：“这是照相机？”他表

情 略 带 着 自 豪 回 答 ：“ 对 呀 ，海 鸥 120 照 相

机。”因为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家实在不

多，于是我更加好奇地问：“还能用吗？”“能

啊，只要装上胶卷就能照相。”董哥回答。

要说照相，在那个年月也算是一件神奇

的事情。当时我就搞不懂，人站在照相机前

面，摆好姿势，听拍摄者连声提示，“笑一点，

请再笑一点”，咔嚓，一张照片就能拍成，拿

到照相馆经过冲卷、洗像，耐心等待几天，就

能看到照片中自己的模样，这究竟是为啥？

我偶尔也会去照相馆拍一张正儿八经的免

冠照，拍完后会兴奋好几天，而且非常期待

尽快看到照片中自己的形象！

董哥家有照相机，实在难得，我试探着

问：“如果我也买一卷胶卷装上，也能拍出几

张照片来？”他回答：“那没问题，别看相机有

点老，也算是名牌儿，照相还是没有问题的！”

两天后，我从储钱罐中积攒的压岁钢镚

中取出两块钱，买了一卷没有包装盒的简装

120 胶卷，兴冲冲来到董哥家里。只见他小

心翼翼地打开相机后盖装好胶卷，叫上妹

妹，就在家门口，再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也

玩一次室外摄影。

哪儿有山有水呢？我家北面不远处就

是一片庄稼地，初冬季节，庄稼已经收割完

毕。空旷的田野的远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

的山。身边就是一个直径长达几百米的大

水坑，水坑常年有水，也早就成为周边邻居

养鸭捞鱼的大池塘。

我们来到水坑旁，在一座废弃的小桥边

同妹妹坐下来，准备拍一张最好看的风景

照！因为第一次在室外拍照，所以一定要摆

个最好看的姿势，千万不能浪费每一张胶

片。摆个啥姿势好看呢？董哥端着相机提

示：“你就用手指向远方。”

然后就听他连声说：“不要动，不要动，

千万不要动，笑一点，再笑一点。”“咔嚓”，留

下这张动作僵硬，面部紧张，一脸稚嫩，穿着

破旧衣服，很有时代感的影像。这会儿一对

鸭子慢慢游到水坑边，董哥急忙让妹妹赶快

站在水坑旁边，又给妹妹抓拍一张“寒鸦戏

水”的合照。

现在看来有点好笑，可在当时那是非常

认真。一卷胶卷拍完后，我马上又从储钱罐

里再取出几毛钱跑到照相馆去冲洗。第二

天又匆匆跑到照相馆取出底片，对着光一张

张欣赏。因实在不舍再多花钱洗像，只好拿

回家小心翼翼装在纸袋里，然后放在抽屉的

最里端保存起来。

谁料想！这一保存，竟长达五十多年！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给我们拍照的董

哥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他始终也没能看到

用他家相机为我们拍摄的这些照片！那台

名牌相机也被倒塌的房屋砸得粉身碎骨不

知所踪！

几十年来，我每天都路过曾经照相的这

个区域，感慨万千！我目睹了这里翻天覆

地 、旧 貌 换 新 颜 的 巨 变 ，真 可 谓“ 沧 海 桑

田”！居民高楼早已拔地而起，当年的大水

坑已成为车水马龙、交通繁忙、四通八达的

十字路口，这样的变迁难以想象！

估计有朋友一定能认出旧照片中远处的

那座山，没错！那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具地

标性的大城山，而我们当年脚下的位置，也正

是现在文化路与体育馆道交叉路口东北角高

楼林立的区域。一座城市经过五十多年变

迁，尤其经历强烈地震的摧毁，又从废墟中顽

强站立起来，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可能有人会问，当年那个大水坑又去哪

儿了呢？后来出于工作需要，我也做了一番

调查。大水坑源头是来自我市北部“龙王

庙”的“龙泉井”。地震前，泉水叮咚，溪水长

流，向南流淌，当溪水流淌到市区北端边缘

时，由于这里地势低洼，逐渐形成面积很大

的积水坑，水坑南侧不远处，就是地震前开

滦自建公房我家的位置。由于城市逐渐向

北延展，相关部门于是又从水坑南侧修成一

道排水沟，水坑积水经过一段沟渠再向南排

泄，流入因矿井透水而形成的西北井大坑，

又称之为“小窑大坑”。这样的水系循环一

直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直到大地震发

生后，龙泉井突然断流，水系彻底消失，大水

坑也从此干涸！

据调查，龙泉井形成的年代，最早可追

溯到一万年前。二十世纪末，开发商在这里

破土动工开发楼盘建设时，正处于龙泉井位

置，施工者挖到地表下深七米基槽底部时，

曾发现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古象

牙、鹿骨、野马牙齿、野牛骨、羊骨等。这就

证明，早在一万年前，我们这座城市的自然

环境十分良好，植被繁茂，水源充足，山水相

连，丘陵平缓，非常适宜古脊椎动物栖息生

存。当时间再往后推移到距今约五至四千

年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大城

山古人”也出现在这片区域中，在大城山东

麓，陡河西岸开始繁衍生息，成为后来逐渐

形成一座城市的最早奠基人。

考古学有个专业术语叫“地层学”，就是

古人类在某个区域长期活动生存所形成的

地层结构和叠压关系。而现代考古人要通

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来揭开古人类在这个区

域长期活动所形成的各历史时期的地层叠

压关系及文化特征，从而判定出该区域的历

史年代，延续历史时间和文化遗存现象。

出于职业习惯，我经常会胡思乱想。如

果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上万年，我们这

座城市的地貌、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生活状

态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而我们今天的生

存状态，高楼大厦又会形成怎样的地层叠压

关系……

难以想象，实在是无法想象！但我坚

信，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

类文明的闪光。

变变 迁迁
□ 李子春

几十年来，父亲和母亲一直有一份北

戴河情怀。

父亲于 1958 年 3 月应征入

伍，1965 年 3 月 1 日退出现役，

他的军旅生涯主要是在北戴河

度过的。母亲和父亲同龄，外祖

父是烈士。二老结合之时，父亲

尚在北戴河服役。

我的记忆里，父亲总

是和我聊他从军时的点

点 滴 滴 。 从

他的讲述中，

我 知 道 了 鸽

子窝、怪楼等

景 点 。 他 有

一个袋子，里面有他的各种证书，比如，有

一证书是“神枪手荣誉证”，是因为他射击

技术极为精湛。而母亲，则在一边静静地

听着，偶有补充。

父亲带病还乡之后，数十年没再回到

过他当初服役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回忆

实际上是对“第二故乡”的怀念。眼看着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父亲的腰已经渐渐地

弯了，并开始驼背，妻子和我商量，应该带

着二老再去北戴河一次！

那年 5 月，我们一家三口和父母老两

口一车五人，驱车驶向了北戴河。唐山到

北戴河，路途并不遥远。 一进昌黎境内，

温度就比唐山有明显的降低，一丝凉意来

了之后，二老几乎异口同声：“海滨（他们

一直称北戴河为海滨）到了！”我想，这是

他们记忆中的温度吧。

到了北戴河，入住酒店稍事休息后，

儿子挽着他的爷爷，妻子挽着母亲，我推

着轮椅，一家五口，顺山而行。虽然这时

候的北戴河同几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区

别，但是整体的构架和有代表性的景致

没变。他们还能分辨出自己年轻时周边

的轮廓。父亲成了我们的讲解员，这边

是什么，那边是什么，离我们很远的“怪

楼”怪在哪里，那个雕像是一个叫金达的

外国老头，是他发现了这处避暑圣地……

我们就像小学生，听得有滋有味。有几

次，母亲让他坐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他

都很不情愿。

第二天一大早，二老就招呼我们去看

日出。在宾馆的海滩上，有不少起早看日

出的旅客。互相搀扶着的父母，在海滩上

就像自己是主人一样同那些年轻的游客

打招呼，跟他们拉家常。然后，他们静静

地坐在海滩上看日出。

在 北 戴 河 待 了 几 天 后 ，我 们 回 家

了。在路上，父亲不停地念叨着，回去把

照片洗出来，给村里的谁谁几张，给他们

讲讲；还有哪些老地方没有去，不知道现

在变成什么样了。我问他：“有机会，下

次还来不来？”“来！”父亲兴奋的回答，就

像个少年！

那一次，我终于帮他们圆了故地重游

的梦想。

帮 父 母 圆 梦帮 父 母 圆 梦
□ 姜伯静

1993 年 7 月，我迎来了高考。临近高考的日子，老师

们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再也不会因为我们做错题而大发

雷霆。同学们三五成群，交换着各自的照片，诉说着离别

后要常相见的心愿。家里给的供应也充足起来，父母总

会安排在县城上班的姐姐送来好吃的，姐姐还会把自己

的工资分给我花，让同学们很是羡慕。

高考期间，我的待遇更是丰厚。在县城居住的姑姑

吩咐姐姐每天接送我去她家吃饭，改善伙食，还嘱咐大家

不要给我制造压力，在我面前，不要提高考的话题。姑父

是一位作家，每年都很关注高考作文题，当他问我作文怎

么写的时，我回忆作文内容是有关梧桐树树皮剥落，引发

赞叹和赞美的记叙文。我的题目写的是“爱的奉献”，姑

父肯定了我的立意。姑姑在一旁一个劲儿给姑父使眼

色，怕这样的聊天会影响我下一场发挥。我直想乐，哪有

那么大压力呀，我感觉高考比平时考试还轻松呢。

高考结束后，父亲骑着车子来接我。因为东西太多，

没有收拾整齐，父亲来了帮我大包小包地装了好多，包裹

捆在自行车上，我们爷俩有点像逃难的。回家的路上，我

觉得口渴，父亲停下来给我买了一袋薄冰。现在这种薄

冰已经不再生产，但是它凉凉甜甜的滋味至今让我难忘。

分数出来，我考上了本地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开启

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 参 加 工 作 后 ，梦 里 还 经 常 被 考 试 惊 醒 ，心 里 总

在 恐 惧 ：英 语 一 点 也 不 会 翻 译 ，数 学 题 还 没 学 会 解 题

思路……醒来后，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些成长中没有踏

实做好的事，还会在梦里一次次提醒我，让我务必走好

人生的每一步！

我的父亲已离世两个多月了，我常在梦中与他相见。

我的父亲魏树信，生于 1938 年 10 月 23 日，去世于

2024 年 4 月 6 日上午 8 时，丰南区刘迁庄村人。父亲童

年曾随家人逃荒到东北关外，高小毕业后参军，光荣复

员后，曾任村干部、乡武装部工作人员等职，人送外号

“老虎”。

我们的家庭是河北省政府授予的光荣之家。父亲在

部队入党，党龄 56 年，建党一百周年时，他荣获了光荣在

党 50周年纪念奖章。

父亲有四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亲生女儿，一个干

女儿。他曾经在西河读高小，住在他干爹家，也就是他干

女儿的姥爷家。我非常感谢干姐姐的对父亲的临终关

怀，老人走得很安详。

父亲对家人、对家族、对乡亲、对亲戚都充满仁爱。

他人品高尚，一生就怕给别人添麻烦，他的临终遗言是：

丧事从简，除直系近亲属外，不通知任何人。

父亲一生乐于奉献。他长期担任村干部，为刘迁庄

村做出积极贡献。任职期间，饥荒来临时，他为村民私分

粮食棉花，自己受处分也心甘情愿。亲戚生活困难时，两

家人一起吃住一个月，他从来不给亲戚脸色看。大地震

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骑车数百里寻找家族的亲人，累

得睡在了野地里。

父亲极为勤劳。他与家族大叔早晨三四点钟起床，

到生产队的田里搂草，深深影响了我。不足十岁的我也

起床写作业、读课本，养成了努力学习的好习惯，顺利考

上省会大学。父亲打铁制造农具、炊具等，非常精巧，他

还把亲手制作的炊具送给亲朋好友。父亲做农活也样样

在行，棉花、大庄稼管理都得心应手。父亲一直坚持到田

里劳动，直到近 80 岁。75 岁那年，他干活掉进深不可测

的河里，却奇迹般地自救生还。

父亲极为廉洁。他复员后一直当小干部，手中有一

些权力，但他做事公平、公正、公道，从来不贪污受贿。他

严格教育子女。我在省直某单位工作 9 年，要重新更换

单位，领导批准可以休假几周，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去

处。他听说后，严厉批评我，要求我马上到新单位报道，

不能休，我们家从来没有拿单位工资却不上班的人。

父亲很有智慧。他耳聪目明，临终前教育我们要团

结互助，和谐友爱，一起照顾好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

希望各家日子都蒸蒸日上，后代子孙孝顺为本，一辈比

一辈强。

亲爱的父亲，我思念您。您患有心脑血管病十几年，

近年来病情加重，我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今年想尽办法，

创造条件，一家五口过了一个团圆年，弥补了疫情期间不

能与您团聚过年的遗憾。您 86 岁高龄时病到了，我伺候

了您十天，您满意了，我内心稍稍得到一些安慰。您为什

么选择在我最忙时离开我？我穿梭于火车站、地铁站、汽

车站之间，在无人的房间里哭泣，在飞驰的高铁上哭泣，

在绿皮火车上哭泣，在奔驰的汽车上哭泣……在临终的

陪伴和守护中，我看着您熟睡中露出了微笑，您走得是那

样安详。父亲，我多想再伺候您十天啊！

亲爱的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我的高考
□ 刘红娟

怀念父亲
□ 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