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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贞
猴年春节，眨眼已来到了眼前，河上

街的年味，一如往年，还是那么浓。令人
惊奇的是，酒爷今年兴致大增，腊月二十
七就买回了两箱好酒，腊月二十八一大早
就贴上了春联，这是咋的啦？

酒爷的儿子、媳妇同城另居，自打老
伴去世，孤独就包围了他。虽说儿子一家
三口常来看他，但还是提不起劲，什么年
啊节啊的，在他心里寡味的很。已经四五
年了，过春节连“门联”都懒得贴。去年
倒是贴了，那是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大
年初一才贴上的，而且他编的那个词，叫
人想哭又想笑。上联是“烦烦烦又失一
岁”，下联是“去去去不闻酒香”，横批
是：“今天明天”。问他啥意思，他说：

“这还用问，过一年少一岁，心不甜酒不
香呗！”话是这么说，他并没有少喝酒，
那个大年初一，他自己喝了一斤多，快七
十岁的人了哟！

酒爷嗜酒，又爱呼朋唤友，年轻时被
人喊为酒哥，后来被呼为酒叔，再后来变
成了酒爷，从酒哥到酒爷，有尊重也有戏
谑。如今是三个称呼并存，各喊各叫，很
有点河上街的名人味道。

酒爷出名，不全是因为酒，还有别的
原因。

酒哥时期，一次几个人喝酒，大半夜
了才说结束，内中一个叫双喜的不想散，
说：“现在回去，我老婆一准不给我开
门，干脆喝到天明再回去。”酒哥拍胸脯
子：“包我身上，我替你喊门，她准开！”
于是，大伙乘着酒兴，来到双喜家门外，
且看那酒哥，故意大喘着气，一边敲门，
一边喊双喜老婆的名字：“快点起来！你
家双喜让派出所抓了，让你去领人……”
屋里女人惊问着，风般地拉开了门。

酒叔时期，有一年冬天，晚上八点
多，他从朋友家喝完酒走浮桥回家，那
时，河上街还没有建起像样的大桥，只有
一座窄窄的浮桥搭在沙河两岸。天冷、夜
黑、桥摇晃，酒叔推着自行车走得很是小
心，正走着，就听前边有人尖叫一声，接
着是“扑通”一声巨响，有人掉河里了。
桥上的人纷纷呼叫：“快救人啊！是个女
的……”且看那酒叔，乘着浑身的酒热，
跃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酒叔身体健，虽
说精瘦，却像个铁条渔竿，抓住那女人的
衣领拼力向岸边游，游到浅水处，酒叔也
直喘气，幸好来了一艘救援小船……后
来，不必细说了吧，当报社记者找到他的
时候，已是第三天中午，酒叔正在一家驴
肉小馆与酒友们行酒令。

汶川大地震那年，酒叔有了自己的亲
孙女。有人喊爷了，街上的后生们也跟着
喊开了“酒爷”。为了捐助汶川地震，酒
爷给孙女的见面礼是一千元，而捐助汶川
的钱却是五千元。儿媳那个不高兴啊，就
差没说粗话了。那时，老伴还活着，指鼻
子戳脸地说酒爷冒傻气，酒爷以退为进，
调笑着说：“我傻吗？当年你也是美人胚
子，我傻，你能嫁给我？”

酒爷很疼老伴，老伴的病逝对他打击
很大，除了喝酒，日子过得无精打采。即
使喝酒，也与以前很不一样。以前他很能
把握喝酒的度，他有自己的喝酒理论，
说：“喝酒应该是趣事、雅事，要借菜下
酒，借酒说话，借话慧心。若不能碰杯碰
些明白出来，灌一肚子辣水何益？”酒爷
的话很有见识，像个文化人。不错，酒爷
就是文化人，当了几十年的中学语文老
师，尽管外表装束、秉性脾气有点泥土
味，可肚里的墨水着实不浅。他喝酒不主
张划拳、压指头或者查数、翻扑克牌啥
的，喜欢行一些有趣味又有“知识点”的
酒令，主张少进酒、多说话、别失态。与
他一起喝过酒的人都说：“与酒爷喝酒，
见情见性，喝的是文化。”这话不假，酒
爷心智灵，学问好，能把人文典故和现实
生活中的好人好事编入自创的酒令。他编
的一个首、尾接字的“顶针令”就把河上
街的很多为民好事串了起来，一共三十六
句，需要背熟记牢，行令时可以从开头说
起，也可以从中间打乱说起，下家接错了

“字”就罚酒一杯。这个酒令让社居委的
女主任柳洁连连夸好，一帮爱喝酒的小青
年都乐意找酒爷控场子、比酒令。有一次
比酒令，还来了当年“酒哥时期”的好几
位老友，其中就有河上街能诗能文能摄影
的张文明先生。这张老先生胸墨甚厚，书
法也极好，当场挥笔调侃酒爷两个大字：

“酒神。”
称之为“酒神”，至少表明酒爷善饮

不会醉，可是，如今怎么样了呢？丧偶之
痛让酒爷对酒有些失控，每与人喝酒，话
没有多说，酒却已经多了，常有些许的失
态和戚然之情。老伴去世两周年祭时，儿
子、媳妇烧完纸钱，酒爷让他们先走，自
己留了下来。他焚上香，倒上两杯酒，盯
着墓碑上亡妻的照片，一杯一杯碰着喝，
边喝边说，边说边喝，说着喝着，不觉竟
放出了悲声，那哭声呜呜咽咽，释放着一
个老男人的悲情与孤独。不想这哭声竟动
了一个人的心。谁？社居委主任柳洁。

这柳洁五十七八岁年纪，模样周正，
也是单身。巧得很，那天柳洁来公墓是祭

奠故去的丈夫，两个亡灵竟是同一天的祭
日。墓与墓之间隔着一条路，一个偏南，
一个偏北。柳洁看见了酒爷，酒爷的哭声
直往柳洁的心里涌，那颗心就泛起了丝丝
缕缕的痛楚与爱意。她是社居委主任，自
然了解酒爷，熟知酒爷的往日和今天。女
人啊，看重的就是一个情字，像酒爷这样
有情有义的男人，再老再丑也是伟丈夫。

自此以后，柳洁看酒爷的眼神就格外
不一样，有事没事找酒爷聊聊，社区常有
文明服务活动，每次她都请酒爷参加。酒
爷何等机敏，早觉出其中的味儿了，可是
他不敢多想，告诫自己别自作多情，一是
年龄大出柳洁快十多岁，人家未必就真有
那心事；二是儿子、媳妇能不能同意他再
婚，还不好说。至于参加社区活动，他十
分的乐意，反正有的是时间，也不外行，
忙着比闲着强。酒爷有工作经验，干得很
认真，出点子、搞协调，编编写写，干啥
都不掉板。每逢春节，他都要请张文明出
山，共同为社区居民义写春联，他编，文
明先生挥毫。编得那个好、写得那个美
啊，人都说这老哥俩是“绝配”。其中有
两幅联倍受称颂，一幅是“春光临水螺湾
好，安居楼房座座新”，另一幅是“春与
劳模争秀色，人伴两河唱发展”。遗憾的
是，春联编写得虽好，酒爷自己却不贴，
他的心还苦吟吟的。柳洁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想暖他，却又无法开口。女人家，
又是大老婆子了，能送上门去？心下就多
少埋怨酒爷不开窍。直到去年春节，酒爷
贴了“烦烦烦”的门联后，张文明斥他：

“你烦啥？烦了就去找个伴，没人拦着
你！”酒爷说：“一大把年纪了，谁能看中
我？”文明先生很不客气：“那是你眼
瞎！”听张文明这话，像是知道了什么。
果然是这样，柳洁私下里曾向张文明表示
过她很挂心酒爷的空巢生活。文明先生是
明眼人，不仅急公好义，而且深谙人情世
故。他不对酒爷挑明，只催酒爷上心，用
手机给酒爷发了一个短信，是一首诗外加
一句话：“老树开花须问春，芳草只在身
边寻。庭前屋后围翠柳，冰清玉洁枕边人
——老家伙，别端着啦，主动出击哟！”
酒爷一看，心里便一阵热，诗里暗含着柳
洁的名字，还迟疑个啥？说他端着，那可
真屈，那是不敢啊！不错，当了一辈子老
师，酒爷把脸气看得很重，谈情说爱，男
人须首先对女人有尊重之心。

酒爷有了底气，也唤回了精气神。他
给柳洁写了一封信，那信写得老长，洋洋
洒洒一两千字。虽未写一个“爱”字，却
是浓情一片，直感动得柳洁眼角泛潮。她

单身了好多年，有一女儿也已出嫁，饱尝
了孤独的滋味。她没有回复酒爷那样的情
书，却比酒爷更明确、更炽热，在电话上
说给了酒爷六个字：“等你布置洞房。”这
话差点儿没把酒爷甜晕过去，好一会儿才
醒过神来，又回味了一下，品出了三层意
思，一是婚事提上日程，不必太久；二是
既然婚事不久，说明无须再买新房子；三
是一个“等”字，说明让酒爷做主，暗示
女到男家。酒爷那个感慨呀,真想再写一
封长信。只是，他心里还有疙瘩，就是孩
子要不同意了咋办？又一日，他向柳洁谈
到这个话题，柳洁却哈哈笑了起来：“我
的好酒哥，看你写的信，勇气百倍；说到
孩子，你咋又自己不当家了呢？孩子有孩
子的生活，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日子，咱的
事情咱作主，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哩，你
担心个啥！”这话又差点儿没把酒爷砸晕
过去，臊得满脸通红。过后很久，他还兀
自暗赞柳洁巾帼不让须眉。

日子就这么过着，社区里暖意洋洋，
河上街一天一个变化，祥和而又热烈。少
有人知道酒爷的黄昏恋，两个人已经约
定，猴年春节除夕是结婚的日子，不到那
一天，谁也别跑风漏气，一切从简处理。
酒爷除了帮忙社区，早已把家中整饰一
新，那酒还是惯常的喝，越喝越勤，却又
每次越喝越少，多起来的是话题，密起来
的是谈锋。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河上街
新的城市精神，酒爷脑子一热，居然张罗
了一个“解读新精神酒会”，三瓶酒，十
几个人，八个字，他硬是评讲了一个多钟
头。柳洁说他：“专家还没说话，你别乱
放炮。”酒爷嘻嘻笑道：“小看我了吧。宣
传部的文件，加上我个人的理解，我备课
备了几个小时呢，咋会乱放炮？”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张文明突然来
访，没跨到门里就呼叫酒爷的名字：“梅
山、梅山，你个老小子真重色轻友，再有
几天你就入洞房啦，也不说先谢谢我这半
个媒人！”酒爷忙说：“谢，谢！就说这一
两天请你哩。”一边沏上茶，指着桌子上
一张纸，“这是我给自己编的春联，还得
借你的墨宝上墙。”张文明拿起纸，只见
上联是“梅山有喜喜从洁柳来”，下联是

“柳洁拥福福自山梅开”，横批是“天地
酒香”。张文明点头赞许，却又挑剔道：

“别总是酒啊酒的，你俩的名字用得好，
把我的名字也添上且看如何？”酒爷看了
刹那，连说：“妙，妙，横批是‘天地文
明’，够味！”

腊月二十八，酒爷贴到门上的春联就
是这一幅。

酒爷结婚

■邢俊霞
一个萧瑟的冬日，天空还没完全放

晴，让人感觉有些阴冷，可陈怡家却暖意
融融，笑声不断。

说笑的是一家人。此刻，陈怡手里正
拿着几张五颜六色的A4纸，在跟父亲老
陈讲着什么，老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张，这是在讲什么
呢？

原来，70 多岁的老陈儿女双全，虽
然都很孝顺，时常送吃送穿嘘寒问暖，对
自己关照的无微不至，但老陈还是觉得少
了点什么，一会看不见儿女，就会盼星星
盼月亮，盼着儿女回家。可儿子、女儿各
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事业，不能整天在
身边陪伴着自己。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
老陈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更可气的是隔壁
老张新买了一款智能手机，在老陈面前炫
耀，很神气的样子，这让老陈很不服气。
后来，老陈又看到老张拿着手机利用微信
与家人聊天，还和远在上海工作的女儿视
频，既方便，还不用花电话费。这些让老
陈的心眼不由得活泛了起来，动了买智能
手机的心思。一来是为了看看新闻听听
歌，二来是为了能经常和儿子，女儿联
系，随时了解儿女动态。买手机的时候，
老陈拉着商场的服务员问这问那，服务员
讲如何上网啦、如何视频啦……听得老陈
一愣一愣的。

人老了，记性就差，回到家拿出手

机，却怎么也想不起服务员讲过的操作步
骤，老陈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已。

看着手机上那么多的按键，老陈手伸
了几伸，却又缩了回来。他不敢随便摆
弄，怕手机被自己摆弄坏了，无奈之下只
得望着手机发呆。

这件事很快就被女儿知道了。陈怡心
想智能手机的功能年轻人使用可以信手拈
来，可对于年逾七旬的父亲来说可是深奥
无比。都说“女儿是爹娘的贴身小棉
袄”，这话一点都没说错。陈怡是个心细
如发的人，对父亲的一切了如指掌。父亲
上了年纪，记忆力差，平时有点事讲个十
遍八遍的都记不住，更别说这高科技的新
东西了。想着曾经意气风发的精明男人如
今已老态龙钟，丢东忘西，陈怡不由得一
阵心酸。让老父亲有个快乐无忧的晚年，
一直是她的心愿，怎样才能让老父亲记住
手机的各项功能并运用自如呢？陈怡想了
好几种方案，都因考虑到父亲年纪大记不
住而放弃，最后她想到了把手机各软件的
功能写在纸上，让老父亲放在身边随时可
查，自己也可以随时知道父亲的情况。

陈怡拿来了A4纸，找来彩笔，画出
和手机上一模一样的软件图标，在图标后
标注软件的用途和详细使用方法。

为了让说明书一目了然，陈怡给说明
书标上序号，从1到15分别介绍了如何开
机、关机、解锁等功能；在一款音乐播放
软件后面详细说明如何播放、暂停等，在

微信功能后面标有“可以看新闻、可以说
话、用微信聊天不花钱”。然后用口语化
化的语言详尽介绍了微信的使用方法。

几天的涂涂画画，手绘版的使用说明
书新鲜出炉，风趣的陈怡在介绍手机的功
能时还不忘幽默一下：“录音机的功能你
可以多用，还可以录下我妈发火的声音
哟。”说明书的最后还特意用红色字体写
上“一定要保护眼睛”的提示，让父亲感
到很暖心。

陈怡的举动令无数网友评论、转发，
引来“赞”声一片。网友来壶茶说“我们
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奢侈的，教会他们使
用微博、微信，让他们感觉我是陪在他们
身边的，这很重要。”网友清澜观止说：

“我们习惯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现在朋友
圈，却忽略了与最爱我们的家人分享。”
而网友亲亲鱼则说：“满满的孝心，我也
要把图画下载下来分享给父母，教会他们
使用聊天工具。”

手绘说明书，延长了老陈精神快乐的
长度，也拓宽了陈怡生命的厚度，人生的
路很长，亲情就在身边。古人说：“百善
孝为先。”很多人有孝心，却没有孝顺的
方法，还有的人如毕淑敏所说：“有一些
事情，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
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
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孝心是通往幸福与甜蜜的快乐驿站，
孝心不止，快乐不止……

老陈的手机说明书

■张伟民
崇文尚德、务本图强的漯河精神，至

简易记，便于传颂。笔者今年春节向书法
家索墨宝，因得漯河精神八个字而欣喜。
如果说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雷厉风行、
实干创新是漯河建省辖市三十年拼搏历程
写照的话，崇文尚德、务本图强就是漯河
发展的新境界。

中原之中的漯河，历史文化厚重璀
璨。许慎文化园、小商桥、陈星聚陵园的
开发建设，贾湖遗址的保护开发，舞阳农
民画的培育，当属近年我市文化传承与弘
扬的亮点。随着经济多元、追求多元，我

市文化建设成效渐长，以双汇起势的食品
博览文化、横亘沙澧的桥文化、百鸟翩跹
的神州鸟文化、注重内涵的企业文化、百
姓休闲的游园广场文化、个性特色的餐饮
文化等异彩纷呈，把漯河装扮得多姿多
彩。然而静观漯河文化，零星点式分布居
多，文化合力和张力难以充分释放。我市
曾经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仅存字
符，亦当文薄释之。文者辅政佐业树人，
是发展的力量源泉。市委、市政府站高望
远，把崇文重文建文嵌于漯河精神顶端，
善谋重建，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让文化
的甘露滋润每个市民、每个家庭、每个学

校、每个机关、每个企业甚至一草一木，
处处淡定从容自信，处处彰显文化软实
力，漯河蓄势勃发当有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文德兼备
以守正，皆体现立德守德的重要性，也是
漯河精神的深刻内涵。尚德就是崇尚好的
品行，做人要讲品德，行正坐端不乱事；
做官要有官德，一心为民谋福祉；经商要
守商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持续加强
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中国共
产党把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是对党
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制度要求，是对全

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指引。尚德思想
在漯河精神中的确立，对进一步培育道德
模范，争做道德模范，向道德模范看齐，
兴道德风尚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洗尽铅华 30 年，漯河实力在一天天
增强。近年来，我市围绕“六项重大攻坚
任务”，不虚华不浮躁，聚焦聚力，不断
营造发展新优势，呈现出加快发展、跨越
发展的好趋势、好态势、好气势。

崇文尚德、务本图强的漯河精神在实
践中砥砺至简。有厚重文化支撑，有尚德
守正引领，心无旁骛抓发展，大道致远，
图强可期！

大道致远

一

水是城市的血脉。
在漯河大地上行走，你会欣

喜地看到两条奔放的河流：沙河
和澧河。他们如同两个孪生兄
弟，手挽着手，从我们这座城市
穿境而过。清亮亮的河水，仿佛
一把温柔的腰刀，把沙澧两岸，
切割成一片片美丽的风景，星落
在豫中平原上。

是水，让一座城市顾盼生
辉；是水，让一座城市神韵天
成。

在漯河大地上游览，你应该
慢下自己的脚步，这样，你才能
仔细端详那一只只水晶般的眸
子。在沙澧河清澈的倒影里，你
终于看到了凝重深沉的山陕会
馆，看到了许南阁祠的镏金匾
额，看到了大槐树美丽的传说，
看到了金沙滩的漫漫黄沙……

桥，一座又一座美丽的桥，
横跨在沙澧河的河水之上。它们
是河水的情人，也是河水的卫
士。这些痴心的大桥，承载着漯
河今世的繁华，也守护着漯河古
老的风情。

驻足在彩虹桥上，看沙洲片
片，芦苇青青。东去的沙河水仿
佛用她仪态万方的奔腾告诉我：

“碧水不墨千秋画，沙澧无弦万
古琴。”

二

一座城市就是一部历史。漯
河没有帝王之都的沉重，却得江
南水城的韵致。

到沙澧河边散步，你不能不
看螺湾渡口的大槐树。大槐树站
在沙河、澧河交汇处的南岸，巍峨
的云冠，清凉的华盖，虬龙般的
枝干像两只结实的臂膀擎向两
侧，撑起一片葱茏的绿阴和鸟
语，俯视着这个喧嚣和繁华的世
界。看一眼，你的心里会怦然一
动；再看一眼，你的魂就被她勾走
了。

按说，一棵树长在哪里，沐
浴过哪里的风雨，历经了多少人
情冷暖，绝不是偶然的事。它一
定包含了天地运行的玄机，是造
物主经过缜密思考的结果。事实
正是如此，沙澧河边能有这么一
棵古槐，也确实是我们这座城市
的福气。据说，这棵大槐树与明
朝永乐年间的那次大迁徙有一定
的渊源。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一代代的人在老去，然而大槐树
依然年轻。它用那生生不息的枝
丫，在空中划出自己的生命精
神，挥洒出一段生命的悠长。而
在古槐的荫庇之下，一代又一代
的漯河人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
息，勤劳创业，见证了漯河从一
个不见经传的小村寨，一步步发
展 成 为 文 明 遐 迩 的 “ 水 旱 码
头”、“北方水城”，乃至现在的
中原地区富有魅力的新兴城市发
展史。

沙河东段，有一个“万家埠
口”。1906 年，京汉铁路建成通
车后，“万家埠口”被改造成了
远近闻名的“漯河老码头”。当
时的漯河港非常繁华，年货运量
超 过 42 万 吨 ， 占 沙 河 水 系 的
87％，是河南省最大的河港。平
日里，河道上舟楫云集、船来船
往，搬运工穿梭不停。两岸的河滩
上，到处是一堆堆金黄色的沙
子。岸边商铺、旅店林立，众多
产业生意兴隆。每当夜幕降临，
码头上的煤油灯摇曳，灯光映照
在河面上，清风拂过，波光粼
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70
年代中期一批拦河闸的建成，曾经
辉煌两千年的漯河航运从此断航。

一日读报，忽然看到一则漯
河港复航的消息。漯河港的开工
建设，重新唤起的将不仅是一段
尘封已久的记忆，更是一个城市
鸣笛扬帆、通江达海的希望。

沙澧河今生有幸，她将重新

见证螺湾渡黄金水道的复活。

三

漯河是一座五彩之城，树是
漯河最美的语言。

每个季节，你在沙澧河边都
会看到不一样的树。即使是同一
天，你在不同地方，也会看到这
座城市不同的色泽。

春天，在樱花苑。你会看
到，草坪上全是怒放的樱花！似
雪，非雪，一团团，一簇簇，一
层层，密密麻麻，把枝头都压弯
了。金色的阳光投射在薄的、轻
盈的、透明的花瓣上，鲜丽、清
澈。“借来清霜二分白，淡极方
知花容颜。”樱花开得那么坦
诚，那么直白，那么恣意，仿佛
把整个生命都投入了进去，那场
面真是壮观。走在樱花树下，闻
着那幽幽的花香，你会想到浪漫
的城市，想到沙河女神，想到沙
澧河畔美丽的传说。

夏天的时候，在蝴蝶谷。你
会看到一种花，淡淡的幽香溢满
了整整一座城，这就是紫薇花。
紫薇花由六片花瓣组成，中间是
细长的黄色花蕊。每一片花瓣上
都有一条细长的柄，支撑在鼓形
的胚珠之上，数十朵小花组成一
束，十几束又组成一簇，似兄弟
姐妹般地凑在一起，亲密无间。
清风中，她们婆娑起舞，情趣盎
然。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云：

“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
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
放半年花。”可以这么说，紫薇
花就是漯河这座城市里的生命之
花，它们和漯河的文化景点融为
一体，是一道互为补充、互为精
彩的美丽风景线。

秋天，你可以到老虎滩看银
杏。在我眼里，河畔的那一棵棵
银杏树，就像一个个文人，腰身
清秀，一片片叶子，就像文人手
中的折扇，轻摇着一声声清词丽
句。当秋风袭来的时候，银杏叶
子清一色的绿，瞬间变成了清一
色的黄。纯纯的鹅黄，宛如一树
树美丽的黄花。婉约不失庄重，
风雅不失端庄。徜徉在银杏树
下，人们仿佛走进了油画凝重的
意境，灵魂霎时就得到了安宁。

你也可以到凤凰山一带看桂
花。“叶密千重绿，花开万点
黄。”刚进入九月，凤凰山的桂
花就静悄悄地开了。走近这里，
你会感受到桂花独有的香气，像
海浪一样扑鼻而来。桂花的香味
是一种幽香，传得远。深吸一口
气，仿佛桂花的香气注入了你的
身体，你有一种在桂香里沐浴的
感觉，身心顿时清爽起来。李清
照词曰：“暗淡轻黄体性柔，情
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
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可见，
桂花的清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有了这些桂花，整个漯河都变得
轻盈而灵动。

最有趣的是到老大桥西侧的
河堤上看栾树。栾树长着碧翠的
叶，像一片片绿色的羽毛。栾树
又称灯笼树、摇钱树，开金黄细
碎的花。九月之后，那些金黄变
成浅绿，再变成粉红，一朵一
朵，像一簇簇火在树顶燃烧。远
远看去，这些绿叶之上的红叶，
如绿海上飘着层层的红云。一身
的绿，一簇簇的黄，一串串的
红，一树三色，是这样的繁茂，
这样的分明。其实，那红色的并
不是叶，而是一种果。外面是三
片精美的叶缝成的一个口袋，开
着缝，里面是两三颗绿宝石一样
的籽。这些果，一大串一大串地
挂着，像满身的口袋，一直挂在
深秋的风雨里，和秋风一起摆动。

漯河的色彩，不只表现在这
些树上，也出现在我们目光无法
到达的地方。那是漯河远古的传
奇散发的光辉，也是漯河绚丽梦
想绽放的光芒。

“碧水不墨千秋画，沙澧无
弦万古琴。”水城漯河，一个独
领风骚的人文之都；水城漯河，
一个再续新篇的现代新城！

水
城
漯
河

■
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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