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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虽好，但山西是个没竹子的省
份，而陕西有，西安有一处地名就叫作

“竹笆市”，那地方专门卖竹子，满坑满
谷都是用竹子做的用具，从小板凳到大
床。说到竹子，北京也有，但不多，都是
细细的那种，广东音乐里边有一个曲子
叫“紫竹调”，欢愉而好听，这支曲子是
欢愉，而不是欢快，听起来云淡风轻。
说到紫竹，传说中的观音大士和她的白
鹦哥就住在紫竹林里，紫竹好，绿叶而
紫干。

竹子在民间庸常的日子里与人们
的吃喝拉撒分不开，过去打酱油打醋打
油的提把就都用竹子做，经使耐用，好
像总也使不坏，竹筷子竹饭铲更不用
说，还有竹躺椅竹床竹凳等等，大者还

有竹楼和竹桥。如在炎炎夏日，晚上抱
一个竹子做的“竹夫人”入睡，一时有多
少清凉，要比空调好。用竹子做东西，
比较有创意的是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
他用一截竹筒做的尺八花插至今还收
藏在大阪藤田美术馆，大阪藤田美术馆
还收藏了元伯做的竹船形花插，也是一
段竹子，以这样的花插插花朴素好看。

说到竹子，不好统计世上的竹子到
底有多少种。我以为可以入盆栽的“龟
背”和“罗汉”其实并不怎么好看，最好
看的竹子还应该是斑竹，斑竹又分多
种，常见的是梅鹿、凤眼、红湘妃，这三
者，要说好看还要数紫花腊地的红湘
妃。我在家喝茶或品香向来是不设席，
是随随便便，但有时候会剪一枝竹枝插

在瓶里，我以为这个要比花好。
湘妃竹之美是病态的美，是受了真

菌感染，慢慢慢慢生出好看的斑来，古
人的想象毕竟是不同凡响，把竹上的斑
斑点点与舜之二妃联系在一起。古书

《博物志》记云：“舜二夫人曰湘夫人，舜
崩，二妃以涕挥竹，竹尽斑。”湘妃竹之
称始成立。湘妃竹分红湘妃和黑湘妃，
红湘妃之好是让人一见倾心。现在市
上的红湘妃很少见，一支红湘妃香筒动
辄千元，曾有清代红湘妃臂搁拍出惊天
之价，区区片竹，拍了二十五万元。说
到文玩，红湘妃着实是雅，但这雅是养
出来的，要主人把它经常带在身边，玩
玉有“脱胎换骨”一说，玩湘妃竹也当如
此，玩久了，红湘妃骨子里的韵味才会

焕发出来。
红湘妃竹很少有大材，“爱竹堂”近

来示人一红湘妃臂搁，地子虽不够黄
爽，但尺寸却少见。十多年前，我曾定
制红湘妃笔杆做毛笔百支，自己没用多
少，都送了朋友。现在如想再以红湘妃
做笔杆或者已属颠倒梦想。

红湘妃好就好在少，要是多了，遍
地都是还有什么意思？

斑竹记
王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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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的大能炭素职工座谈会
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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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草木深
子安

深秋黄叶雨潇潇，
白草西风吹思潮。
闲看山居花木淡，
酒酣茶醒梦芭蕉。

金风吹黄叶，御河秋水长。
遍山层林染，长空雁飞翔。
云卷塞外树，地凝边墙霜。
落木萧萧下，天际苍茫茫。

感谢霜寒
让我青春的容颜
变得如此斑斓
无论是耀眼的金黄
还是火红如烈焰
能用生命
点亮整个秋天
我就不会
感到忧伤悲观

感谢秋风
给我插上梦的翅膀
无论自己
被吹落成一只蝴蝶
还是被放飞成
远离枝头的鸟雀
只要飞翔过一次
即便成泥
也会感到此生无憾

悄然而至的霜
改变了季节的容颜
秋的余温
一夜间
被驱逐到了冬的边缘

云在碧空流浪
风过之处
总有晶莹的霜花
在红黄交织的枝头摇曳
秋将尽
露为霜
不管季节如何更替
不变的是人间温情
永存心间

甲辰深秋
溪山清远

野秋
郭继生

又逢霜降
陈翠平

落叶自述
左世海

晚秋遐思
栗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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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里的深处，有一片草木葱郁
的世界。春去秋来，它们静静地生长，
见证着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沉淀。我
常常独自漫步其间，感受着大自然赋
予的那份宁静与安详，品味着生命的
真谛。

我喜欢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
薄雾时，走进这片草木的怀抱。那时，
露珠还挂在叶尖，像众多晶莹剔透的
珍珠，在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
光泽。微风拂过，草叶与花瓣轻轻摇
曳 ，仿 佛 在 诉 说 着 属 于 它 们 的 秘 密 。
我静立其中，任由这一切温润我干涸
的心灵，给予我全新的活力。

随着季节的更迭，草木也呈现出
不同的颜色与气息。春天，万物复苏，
嫩绿的新芽犹如刚刚睡醒的孩童，眼
中充满好奇与希冀。我会轻触它们柔
软的叶片，感受生命的脉动，心中不禁
涌起对这勃勃生机的无限敬意。

夏日，草木茂盛，一片翠绿覆盖了
大 地 ，树 叶 的 阴 影 投 在 地 上 ，斑 驳 交
错 ，形 成 一 幅 幅 复 杂 而 细 腻 的 图 案 。
偶尔，一阵凉风带来丝丝清爽，那是夏
天独有的惬意。我穿着轻薄的衣裳，
在树荫下避暑，享受着绿色的庇护，心
灵得到了短暂的逃离。

秋天到来时，草木开始换上金黄
的华服，它们不再青春洋溢，却有着成
熟后的沉稳与从容。林间的落叶踏上
去发出沙沙的响声，每一声仿佛都踏
出 了 岁 月 的 沉 吟 ，让 人 不 由 得 沉 思 。
我会捡起一片片落叶，仔细端详它们
的脉络，那是多少故事的见证，是多少
风雨的记录。

至于冬日，草木凋零，一切归于沉
寂。寒风中，枝丫挺立，虽已不再有绿
叶的陪伴，却展现出一种坚韧的姿态。
望着这番景象，我会感受到生命的坚毅
与顽强，即便是在最寒冷的环境中，生
命依然在坚持，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除了这些，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
小角落，野花、野草在默默地生长，它
们没有娇艳的外表，也不曾吸引过许
多目光，但它们依然执着于自己的生
命，努力地向上，无声地绽放。我特别
喜欢在这些小草小花前驻足，它们的
存在告诉我：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每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故里草木间深呼吸，每一次都
能吸入满满的负氧离子和生命力。那
些平常不被注意的细节，慢慢在心中
累积，变成一种独特的感悟：生活，不
必总是波澜壮阔，这些微小的美好同
样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激。

每当夜幕降临，我也喜欢在月光
下漫步。月色洒在草地上，泛起银白
色的光泽，像是为草木披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这时候，我会听到虫鸣蛙
叫的声音，它们在夜色中演奏着大自
然最原始的乐章，提醒着我们，即使在
这看似寂静的夜晚，生命依旧在持续，
自然从未真正入睡。

从晨曦到夜幕，故里的草木与我
一同老去。我在这里见证了太多生命
的起伏和变迁，同时也反观着自己的
内心。在这片深深的草木之中，我找
到了一种平静与安宁，找到了与自然
和 谐 相 处 的 方 式 ，找 到 了 心 灵 的 归
宿。或许，这就是我对这片土地热爱、
对草木深情的缘由。在我行走的每一
步，都在向这片故土致敬，对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每一株草木表达着我的敬
意 和 感 激 。 它 们 不 仅 是 我 眼 中 的 风
景，更是我心中的家园，让我在纷扰的
世界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淡泊和宁静。

故里草木深，情感更深。在这绿
色的世界里，我得以放慢脚步，静下心
来，聆听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的韵律。
在这里，我不断发现生活的真谛，也在不
断学会如何以一颗平和与敬畏的心，去
拥抱这个美妙而又璀璨的世界。

秋意渐浓，晚秋的韵味在天地间
悄然晕开。我漫步在御河生态园的林
间，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
着岁月的故事。悠然想起少年时期那
孜孜不倦、求知若渴的晚秋；青年时期
那踌躇满志、追逐梦想的晚秋；壮年时
期那志存高远、不懈努力的晚秋。如
今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似有晚秋
留不住的感觉。看着那随着树叶飘零
的晚秋，联想到它们用最后的绚烂，演
绎着生命的轮回。

在这晚秋的时光里，世界仿佛放
慢了脚步，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去感悟。虽然晚秋带着些许苍凉与寂
寞，但它也蕴含着一种别样的美。那

是 经 历 了 繁 华 与 喧 嚣 后 的 从 容 和 淡
定，那是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和坦然，那
是对未来希冀的默默守望。

晚 秋 ，它 没 有 春 天 的 蓬 勃 生 机 ，
有 的 是 一 份 经 历 风 雨 后 的 深 沉 与 淡
定 ；它 没 有 夏 天 的 炽 热 绚 烂 ，有 的 是
几 分 简 静 与 沧 桑 ；它 没 有 冬 天 的 凛
冽 与 严 酷 ，有 的 是 一 种 高 远 而 宁 静
的气息。

晚秋，是一首宁静而深沉的诗，是
一幅绚丽而凝重的画。正如南宋诗人
杨万里的诗句：“秋气堪悲未必然，轻
寒正是可人天。”岁月深处，秋色向晚，
守一颗淡泊之心，感受岁月的流转和
生命的深邃与丰盈。

去岁仲秋，为丰富《大同工业史》和
本企业史料，大同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炭
素分公司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职工
座谈会。

从时间节点看，这次座谈会适逢其
时。始建于 1942 年、前身为大同市炭素
厂的大能炭素分公司，是一家饱经历史
沧桑、经受市场经济大潮洗礼仍“活”在
当下的国有控股企业。在我省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起步之年的 2020 年，晋能集
团“瘦身健体”，将所持大能炭素分公司
80%股权移交大同市国资委，曾任市炭
素厂副厂长、供职晋能集团的杨云山临
危受命担任董事长。面对从 2019 年起
国内炭素市场产能过剩、销价大跌的严
峻挑战，杨云山咬紧牙关，带领“大炭
人”苦战 3 年多，一路披荆斩棘，一举扭
转了企业大幅度亏损的局面，唱响了保
生存、保稳定、保效益、保工资、促发展
的国企“争气歌”，厂容厂貌和职工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杨云山董事长对编写
本企业史的工作极为重视，组织了工作
专班，并特邀《大同工业史》编纂人员参
加此次座谈会。

从 参 会 职 工 的 构 成 看 ，颇 有 代 表
性。既有退休老领导、老工人，又有在
岗职工、中层干部；年龄最大的是 87 岁
的原厂财务科长薛雄，高欣明、索太原
老厂长都年逾七旬，“炭二代”“炭三代”
年龄最小的也已近天命之年。

从与会职工的讲述看，“淘”到了不
少好故事。薛雄老人说：“1960年我刚来
厂时，厂里没有电，大伙儿点个煤油灯，
50多人睡大通铺。车间是一个山坡从上
到下依山而建，从第一道工序到第九道
工序，俗称九阶楼。生产就是先将采集
下的石墨石头破碎，再用碾子粉碎，人工
筛；然后把料倒进炒菜用的大铁锅里用
铁铲炒料，没有测温设备，就边炒边品
尝；最后是浮选，用木板把水池中漂起来
的鳞片浮选上来。当时厂里的生产工艺
非常落后，生产环境又黑又脏，在车间谁
是谁根本认不出，全是‘黑人’……”薛雄
的老伴燕淑贞给座谈会拿来了她已出版
的自传《平凡的人生》，这部 20 万字的作
品是与新中国同龄的她在 2019 年克服

自己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 0.2 的困难，
一字一句历时 10 个月写出来的。书中
记载了她 1967 年就随丈夫来到厂里工
作的许多亲历事、感人事。退休女工成
了“作家”，这在大同工业界很罕见。索
太原老厂长的老伴、72 岁的刘秋香左衣
袖是空的。那是 1976年 9月当厂化验员
兼团委书记的她在压型车间参加劳动时
因工伤断臂，但她身残志坚，仍然是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上世纪 80 年代末
至 90 年代初，“三角债”困扰着企业，那
时她任厂驻太原办事处主任，一次她冒
着大雨去太钢催款，下公交车时摔倒在
地，她满身泥泞、一瘸一拐地去了太钢，
太钢领导被她的敬业、执着精神深深地
感动，当即开出了巨额支票，为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座谈会上，这位曾荣获“新长
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学雷锋标兵”，
被省经贸委荣记一等功的“老先进”说：

“我 18 岁进炭素厂，我对厂里的一草一
木都深有感情，炭素已成为我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盼望我们厂的明天会
更好！”52 岁的“炭三代”李哲峰讲述：他
1987 年厂里招工进厂，先在压型车间当
工人，下班时脸黑得连自家养的狗都追
着他咬。第二年调石墨化配电室当学徒
工，厂里进行电气自主安装，因他是“新
手”不让上阵，他就在老师傅身边看，边
看边琢磨。他家就在厂区附近，为了学
技术，他一个月没回家。他说：“我当压
型车间主任，每天都压力山大，生怕干不
好工作，受父辈责骂。压型车间近 3 年
已把 2000多吨压型废料、1000多吨焙烧
废品、700 多吨细料全部‘吃’成了产品，
压型成品率高达 84%，全厂成品率提高
到 76.6%，比国内同行业高出 2%。”

这次座谈会后，《大同炭素历史沿
革（1942-2023）》很 快 完 成 ，完 全 符 合

《大同工业史》编委会提出的“见史、见
人、见事、见产品、见文化”的要求，图文

并茂，成为编写企业史的模板。《大同工
业史》编委会将该模板和“大同工业史
编纂·企业提供史料提纲”发给了许多
企业，作为参考。

尽快收集、挖掘、编写企业史料，要
有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这是对大同
工业历史、对本企业历史，又对本企业
职工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尽责的一种
表现。

首先，领导重视是关键。目前，大同
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云冈酒
业有限公司、大同市煤气化总公司等企
业史料也已完成，同药集团等企业正在
编写。由于前些年企业主管机构变更、
保管不善等多种原因，我市不少破产、关
闭的地方工业企业史料已遗失。市恒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近年已接收管理的
200余户破产、关闭企业正在提供表格化
名单。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张龙龙行长
高度重视《大同工业史》“金融在大同工
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篇章史料收
集、编纂工作，今年 6 月，人行市分行首
次召开金融机构“工业史”史料搜集工作
推进会，历时近两个月，已形成阶段性成
果 7篇共 11.76万字。

其次，应开好老职工座谈会，发挥
老职工座谈会的辐射功能。今年 8 月 1
日，在《大同工业史》编委会所在地平城
书院召开了市毛皮制革厂历史回顾座
谈会，原副厂长张世荣和曾在该厂工作
过的市审计局原科长钱源、农工党大同
市委原驻会副主委杜静萍参加了座谈
会，大家忆往事，话今昔，表示要为收
集、挖掘、编纂本企业史料作贡献。会

后钱源两次给平城书院送来该厂的 15
幅 老 照 片 和 他 写 出 来 的 该 厂 部 分 史
料。今年 8 月 8 日，人行市分行张维副
行长和该行有关编纂人员在平城书院
参加“金融在大同工业发展中的作用”
座谈会，了解到大能炭素职工座谈会的
情况，表示要通过金融机构老职工座谈
会的形式，让“活化石”的故事呈现出
来，进一步挖掘、丰富相关史料。

再次，对这项工作，非得有情怀的
人来做。今年夏季，曾任大同糖厂办公
室主任、已退休的闫卫星冒着酷暑，给
平城书院送来他整理出的上万字的本
厂史料；今年秋雨绵绵，年逾八旬的原
云啤集团董事长李殿钦冒雨把他保存
多年的企业史料捐给平城书院。这种
关心《大同工业史》编纂和本企业史料
编写的炽热情怀令人感动。

已完成的企业史料，既可为《大同工
业史》编纂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又可留
存在平城书院已数据化的“大同工业文
献库”，为大同工业留下一笔可供研究、
留史存志的永久财富，这是一件颇有意
义的事。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同工业史》
编纂是有“时间表”的，那些对《大同工业
史》编纂需要企业提供史料行动迟缓甚
至无动于衷的企业，应当抓紧编写，迎头
赶上。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继续关心、
大力支持《大同工业史》编纂工作，让大
同的第一部工业史书早日问世！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西风万里已相邀，一望堪惊秋叶飘。
唳雁数声云路远，落霞几片故乡遥。
夜间露冷怜清瘦，案角诗成慰寂寥。
抓把新凉来佐酒，忽闻细雨又潇潇。

晚秋
张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