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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涛

这里是槐乡。面前的槐树一眼
望不到头，挨挨挤挤，热热闹闹，浩
浩荡荡，绵延十几里，方圆上千亩。

这里聚成槐的大家族——祖辈
的槐、父辈的槐、孙辈的槐，立体排
列。有的如父子并肩，有的像兄弟
挽手，有的似情侣依偎，有的四五条
粗枝从根部分叉，像张开的巨掌
……它们都有着绿色的身份证，同
享阳光，同迎风雨。

人间四月天，树树槐花如玉绽
放，正开得繁盛，枝头槐花如云，随
风簌簌飘落，像下雪一样。

曾经，滹沱河从脚下流过，留下
绵软的细沙，沙白如纸，树老如墨，这
分明是传世的墨宝了。在这大平原
上，显得尤为难求、难得、难能可贵。

想起作家张炜的一段话，“衡量
一个现代人是否在物质的世界里蜕
变和变态，是否正常和健康，其中有
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看他
能不能与一棵树或一片树发生感情
上的联系。比起爱宠物，比起对一
些动物产生感情和依恋，爱树木要
更难一些……对树木有怜惜、有向
往、有潜对话，这样的人才算是健康
的。由这种人组成的现代社会，才
会具有温情和理性，人与人之间才
会感到幸福。”

我们应当感念自然，甚至感念
一只飞鸟——或许是它第一个丢下
一粒槐籽……

我们应当感念与槐为邻的乡亲
们，这些朴实、善良的人啊，正是他

们对槐林“有怜惜、有向往、有潜对
话”，心存善念，心存对自然的敬
畏。“落叶添薪仰古槐”，在乡亲们眼
中，这些槐也是生命，也是另外的乡
亲或前辈。

爱出者爱返，福出后福回。乡
亲们用爱呵护这片弥足珍贵的槐
林，现在成了远近人们休闲旅游、踏
青露营的好去处。槐乡的乡亲们没
有刻意而为，他们保留着这片槐林
的野性和原生态，保留着这片槐林
独特的性格。

漫步荫荫槐乡，引人悠悠怀想
……槐是低调的，内敛的，碧绿的枝
丫上缀满朴素的花朵。其实，我的
乡亲们不正是另外一种槐树、另外
一种槐花么！

近两年，“冷”冰雪持续释放
“热”活力。怎样做一名优秀的冰
雪项目解说员？由李亚虹、吴志
超所著的《冬奥体育解说》值得关
注。

作者从理论与实战两个角度
出发，对冬奥体育解说的基础理
论与基本方法作了系统、科学的
总结和诠释。全书共分为七个章
节，前五个章节剖析了冬奥体育
解说的总体要求，第六章和第七
章分别针对冬季奥运会的雪上和
冰上项目专业解说内容进行了深
入阐述。

作者先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简史入手，梳理了奥运起源与发展
历程，厘清了奥运体育解说的基本
原则与构成要素；其次，作者对冬
奥体育解说的基本情况、解说员的
职业素养以及冬奥体育解说的基
本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理论分析；最后，作者对冬奥会高
山滑雪、冰球等 15 个分项的解说
方法逐一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加深
读者对冬奥不同项目的认识，帮助
读者最大程度掌握不同项目的解
说方法与技巧。

《冬奥体育解说》具有诸多创
新之处：

比如总结冬奥体育解说员的
职业素养与准备过程。作者认
为，在冬奥赛事的解说过程中，
体育解说员是集体育项目发烧
友、体育记者、谈话节目主持人
与赛事评论员“四位一体”的立
体身份。一名冬奥体育解说员
是否符合岗位要求，具备职业素
养必然需要通过实践检验。体
育解说不是播读稿件，良好的体
育解说既有对比赛实况的介绍
和节奏的把握，又要有对体育节
目质量、境界的提高和升华,更要
不乏激情和创意。只有掌握了
一定的方法与技巧，体育解说员
才能做到既能让观众更好地理
解和欣赏比赛，也能促进体育文
化的传播和推广。在书中，作者
从前期准备、赛中内容表达、赛
后总结三个方面详细剖析了冬
奥体育解说的基本方法，建构了
一套属于冰雪运动项目解说的
方法论。

比如介绍冬奥体育解说的方
式方法。作者立足于冬奥会雪上
项目与冰上项目各自的特点，对冬
奥会十五个分项逐一进行了解说
演示，即使是冰壶、雪橇等小众项
目，也可以在书中找到该项目的发
展简史、器械装备、赛制规则、技术
分类以及解说实例与分析。解说
员要想提升自身的解说水平，除了
加深对解说项目的了解，学习借鉴
资深解说员的实战经验也是有效
的提升路径。

总之，作为国内第一本深入研
究冬奥赛事各个项目解说规律的
专著，《冬奥体育解说》在体育传播
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在故乡听到老人们叹息抱怨，
现在谷雨不忙了。我开始同样叹
息，还有点失落，细想这并不是一件
坏事。

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二十四
节气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和风向
标，是农耕文明的宝贵财富。二十
四节气曾被学者称之为中国四大发
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正式列入世
界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谷雨是春
季的最后一个节令，是春天的诗意
收尾，同时准备开启热烈夏天的门
扉。联合国将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
中的“谷雨”日定为“联合国中文
日”。

《管子·四时》说：“时雨乃降，五
谷百果乃登”。明朝王象晋《群芳
谱》中说：“清明后十五日乃谷雨，雨
为天地之合气，谷得雨而生也。”可
见，“谷雨”是指“雨生百谷”，象征从
这天起雨量增多，适宜农作物生长。

在我故乡平山，有句农谚“谷
雨前后，安瓜点豆”。谷雨时节，种
植不能耽误农时，种花生、棉花、谷
子、黍子、瓜果、各种蔬菜、各种豆
子。我记事时是生产队集体耕种，
父母一齐上工。如果谷雨前后有
场透雨，土壤湿润，可以直接栽种，
省事多了。如果那段时间天旱无
雨，土壤干燥，种子秧苗不能发育，
队长统一安排社员们战天斗地，担
水抗旱。通常挖个大土坑，把机井
的水抽到水坑，男人每人一副担杖
两个水桶，从水坑里担水到地里。
妇女们将耕地铲小坑，坑里施水，
放入种子或者秧苗。当时一片耕
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劳力，互相打
气鼓劲，你追我赶，人欢马叫，场面
壮观。

我稍微长大以后，实行农村土
地承包。谷雨前后担水栽种时，农
民们八仙过海各想办法，有的是几

家联合协作，你我互助，有的是请
亲戚好友帮忙。看上去每家各种
各的，不紧不慢，但该种的也种上
了，而且用时短、效率高。春种秋
收，每户的房顶，堆着几个玉米秸
秆圈成的大围囤，囤满了花生和玉
米。花生适时榨油或者卖钱，玉米
放一个冬天，第二年出了正月，才
把玉米粒打下来卖钱。后来，随着
农业实现半机械化，清明节播种
时，农民制作个大水箱或者橡胶
袋，潜水泵加满水，用三轮车或者
拖拉机拉到地边，彻底告别人工担
水了。

现在，乡亲们使用农业地膜，
不必到谷雨就能安瓜点豆，栽种节
令大大提前。农业大棚温度湿度
可以智能调控，准确掌握棚里农作
物生长情况。现代农业生产摆脱
了对自然条件依赖，生产力大大提
高，是了不起的奇迹。

谷雨到来之前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祭祖节日——清明节。相约和兄
长及侄儿去父母墓地祭拜过之后，
闺女和姑爷开车带我和老伴及外孙
女全家一起去张家口蔚县旅游。出
京不久，汽车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
岭间疾驶，在一座座数公里长的隧
道内穿行。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
如一簇簇粉红色祥云在山坡上飘
荡，热情地迎送着高速公路上的来
往车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旅程，
我们来到蔚县县城，入住预订的酒
店，中午稍事休息后便驱车驶向暖
泉古镇。

离开县城不久，晴朗的天空渐
渐暗了下来，一阵绵绵细雨打湿了
风挡车窗。循着导航的指引，我们
来到了这座位于蔚县城西三十里处
的历史文化名镇。据说古镇内因有
一处四季常温的泉水而得名“暖
泉”。经过古镇东城门的瓮城之后，
左手边是一个高高的戏台，喜欢尝
试的外孙女在父母的鼓励下，从侧
面铁制扶梯爬上去有模有样地表演
着。一位操着当地口音的四十岁开
外的导游大姐主动迎上前来，询问
我们要不要导游。问过价格每位十
元，而且还免费提供雨伞，避免淋雨
之苦。于是甲乙双方欣然成交，导
游大姐一路小跑取来雨伞，带领我

们全家继续向城内参观。
据导游大姐介绍：暖泉古镇历

史悠久，以泉水、集市、古建筑及民
俗文化而闻名。明清时发展为“三
堡、六巷、十八庄”，后来又修建了
北官堡，西古堡，中小堡三个城堡，
具有人居和军事防御双重地位。
暖泉古镇始建于元代，壮大于明
清。你在倾听导游大姐富有特色
的声音讲解时，会觉得浓重的乡音
或许应该是这里导游的标配。行
走在古镇的街道，你仿佛在一册册
历史书简中徜徉，到处都镌刻着锈
迹斑斑的往事……在导游大姐的
讲解中，我们得知在一座青砖青瓦
的深宅大院内，顺治年间曾经居住
过最后一位主人——籍贯山东的
董汝翠先生，他在大量山西难民路
过古城镇时开仓放粮，在谷雨时节
灾民返乡时发放粮种，被当朝皇帝
敕封四品官衔。

和导游大姐告别以后，姑爷带
我们来到异常红火的三合泰饭庄，
品尝这里美味的炸黄糕、莜面窝窝、
炖骡肉、豆腐干等特色美食。吃过
饭后见离晚上观看表演的时间尚
早，我们全家人又走进了街边的一
家剪纸手工坊。女主人询问过外孙
女的属相后，挑出一沓带有小猪图
案的纹样，细心地指导孩子学习剪

纸。据女主人介绍，不满五周的外
孙女创造了这里学习剪纸的年龄最
小记录。为了争取时间，在剪纸作
品完成的后半程，身为姥爷的我自
告奋勇接过外孙女手中的刻刀，和
孩子共同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暖泉
古镇，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自古以来就有“富人放烟花，
穷人打铁花”的历史。即由铸铁师
傅将滚烫的铁水抛洒到城墙上，打
出四处飞溅的铁水火花。在古镇西
城门附近，当地政府新建打树花广
场，历时五十分钟的大型实景演出

《火树金花》，将地方民俗文艺表演
和省级非遗项目——打铁花相结
合，给全场观众带来美的艺术享受
和视觉上的震撼！

“分阴当爱惜，迟景好逢迎。
林野熏风起，楼台谷雨晴”。是唐
代 诗 人 刘 禹 锡 的 一 首 著 名 谷 雨
诗。诗人由谷雨节气抒怀人生感
悟，彼此相互映衬，浑然天成。带
着蔚县之行的满满收获，三天后我
们全家踏上返京归程。疾驰的车
窗外，偶见几位农民在鲜花掩映的
缝隙间扶犁播种，给人以意外惊
喜，视线久久不忍离开，眼前呈现
的仿佛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江南水
墨。谷雨，正是播种万物、生发向
上的最佳时节。

故乡的野槐林
□ 畅朝辉

谷雨随想

林野熏风起 □ 冯晓斌

□ 封文保

冰雪运动解说的探
索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