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工
传世之作《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

勒留·安东尼说：“品质闪耀在良好的传
承中。”那么，我们应该从他丰富的经历
和传承中汲取什么营养呢？

父亲

他说：“从我父亲的名声及对他的追
忆，我懂得了谦虚和果敢。”

沉思：每个人都有亲生父亲，不然他
就来不到这个人间。不管他是高官厚禄，
或是一介草民，只要自己仔细观察，细心
体昧，都能发现父亲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这些优点和长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传给下一
代。

母亲

他说：“从我的母亲，我濡染了虔
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行，甚而戒除恶念
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

沉思：世上最伟大的情爱是母爱，她
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在一举一动中濡染
着我们纯洁的心灵。想起自己伟大而朴实
的母亲，我就坐不安食、无法稳寝。我对

亲爱的母亲有何功德？没有！我几乎没有
给她亲手做过一顿饭、买过一件衣、一包
烟、一根拐杖，我欠母亲的情比太平洋的
马里亚那海沟还要深。

我该如何报答慈祥的母亲呢？在有生
之年立志把“75·8”洪难的真实景况还
原于世，以抚慰老母殷殷的寄望和无可奈
何的心……

老师

他说：“从我的老师那里，我明白不
要介入马戏中的任何一派，也不要陷入千
角戏中的竞争；我从他那里也学会了忍受
劳作，清心寡欲，事必躬亲，不干涉他人
事务和不轻信流言诽谤。”

沉思：关于老师的作用，古人韩愈的
《师说》早有高论。像我这样穷乡僻壤的
弃儿能够有所知识，知道前进，盖与师长
的教诲有关。自己是幸运的，暮岁将至，
还能得到老师的恳切指教，焉有不满足之
理？

真理

他说：“假如你在人类生活中发现真

理……就以全身心转向它，享受那你认为
是最好的东西的快乐吧。”

沉思：我常想，我不会向任何人投
降，只会无条件地向真理投降，心悦诚
服，五体投地。

可是历史上许多人为了追求真理而失
去了工作、父母、家庭和爱情，甚至丧失
了宝贵的生命，不是哪一件事都值得的。

现在的大环境不一样了，只要不是钻
牛角尖，你追求真理的欲望必然结出硕
果。

有时追求真理会遇到障碍，甚至打
击。可以绕道而行，或者暂时退却，暂僻
风雨，养精蓄锐，再寻时机。为了攻克这
些恼人的障碍，要多长几个心眼儿，把握
最有利的时机出击。

心灵宁静

他说：“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
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
恼，特别是当他的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
候。”

沉思：一个凡夫俗子会有什么奢望
呢？隐居于农村草舍，找几个幼童时的朋
友谈天说地，回首往事，祝愿来生，这就

是我祈求人生心灵宁静的归宿。在这再平
凡不过的心愿里，也许还有一点儿别的奢
望和追求。

幸福

他说：“幸福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
的事情。”

沉思：不同的人群因为地位、财富、
教育程度、时代背景的不同，故而对于幸
福的理解和追求亦不同：贪官收了人家的
钱就感幸福；嫖客和妓女的混战就是目标
和极限；讨吃的饿汉弄一个窝窝头就感满
意；杨利伟上天以后平安落地就倍觉幸
福……

我的幸福观是：每天能看一篇好文
章，写几行咸淡相宜的文字，自由自在地
散散步，含饴弄孙……

记得犹太人的《塔木德》有言：“肉
越多，蛆越多，忧虑越多……”这隐喻一
个道理，人太贪婪，只会要求越多，欲望
无止尽，失去定会多。”

因为自知平淡即福，所以一生追求平
淡。以后我还会断断续续地赏析阅读，像
一片海绵放进水里，慢慢地吸收营养、吸
收乳汁。

沉思《沉思录》

■沧海一粟

一

漯河，作为一个新兴的内陆经济特
区，素有“江淮百货萃，此地星辰罗”之
美誉。约2000年前，许慎呕心沥血21载
撰就了不朽巨著《说文解字》，成为文字
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许慎在经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著有
《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虽
然两书现已失传，但是“五经无双许叔
重”的美誉足见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

《说文解字》 全书共十五卷收文 9353 个，
重文1163个，均按540个部首排列，首创
了部首检字法，是我国第一部说解文字原
始形体结构及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著，也
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里面收录了很
多经书资料和文字资料，“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
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
冲《上说文解字表》）。

翻开《说文解字》，其前言有孙星衍
文：“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
于 《说文》，《说文》 不作，几于不知六
艺；六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

五经不得其解。”通过此序，足可见《说
文解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说文解字》为中华经典文化的流传奠定了
坚实基础，许慎文化是汉字文化与中国传
统经典文化的结晶，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
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曾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
说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那么许慎则
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规范了汉字
的形、音、义，也规范了一种文化的框
架。”据说，在1926年，当时只有郭沫若
一人能读懂甲骨文，因为他读了《说文解
字》。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就像是一缕
耀眼的阳光照进蒙昧混沌的世界，给后人
解读汉字和文化的源流带来了质的飞跃。

二

“万物生长靠太阳”是中国人耳熟能
详的一句话。没有阳光就不能长庄稼，没
有种子便没有希望。

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人类创
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文字。人们用语言
来祝福，用语言来诅咒；人们选用吉利的
字眼做自己的名字，做城市的名字，做器
物和店铺的名字；人们甚至相信一个人的

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因而名字要避讳
——汉字文化像一粒种子，深深地根植于
中华大地，根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
之中，人们对它充满了虔诚和崇敬。中国
历史上经过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正是因
为中国有古老统一的文字，才使得统一变
成非常容易，《说文解字》对文字的统一
功不可没。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
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它保
存了一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
训诂，比较系统的提出了分析文字的理
论，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
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也是过去
1800年来研究汉字的唯一一部经典之作。
自《说文解字》问世以后的1800多年间，
我国传统的汉字文化研究，都是以它为主
要对象。历代研究古代汉字的学者和他们
的著作，皆承继许慎所开创的事业，为汉
字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没有种子就没有希望和梦想。《说
文》不但对前人研究古代文化和汉字功不
可没，对今人研究汉字和古汉语仍有巨大
影响。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我们将不
能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殷商甲
骨文、商周金文与战国时期的古文；假如
没有许慎与《说文解字》的诞生，就没有
今天对经典的统一解读与对汉字源流文化
的精准探究。

三

作为许慎故里，漯河在历史长河中曾
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有的记忆，漯河亦

不例外。贾湖骨笛、受禅台三绝碑、岳飞
古战场、龙塔古篆、孔子问路与问津的传
说……这里每一个古建筑，每一个村庄和
地名，甚至每一个字符都有一段曾经的辉
煌与神秘过往，这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
热土。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
的精神，漯河作为一个新兴的内陆城市，
其飞速发展的背后也有其独特的城市精神。

漯河因螺湾得名，螺湾河，其实是一
部厚厚的史书，在她的前世今生里，它
作为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被深深地筑在
漯河历史的江海里。看桅杆林立，千船待
发，脚夫人抬肩扛，码头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清波绿水之中，白鹭青鸟的中原水乡恬
美之色中，跃然于眼前……漯河航运文化
深深影响着漯河人的思想，许老夫子身
上所具有的求真务实、坚忍不拔、兼众
博采、改革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
漯河人。漯河居于内陆但不封闭思想，
漯河人民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
怀，能够走出去、引进来，以开放的眼光
认识世界，以包容的胸襟迎接未来，解放
思想、对外开放的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漯
河人心中。

改革开放以来，漯河创建了“内陆特
区”的金字招牌，双汇等一批外向型企业
应运而生，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实施和中原
城市群建设的推进又为漯河市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力。“一城春色半城水、两河四
岸景不同”是如今这座省辖市的魅力写
照，中国食品名城、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的

“名片”让漯河蜚声中外。
漯河人民必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迎接

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添砖
加瓦，为漯河的腾飞插上翅膀。

阳光 种子 翅膀

由市文化旅游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主办的第十一期“说文解字
大讲堂”，将于2016年7月18日9
时在漯河科教文化艺术中心报告
厅举行，特邀请中国孔子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朝

明主讲，主题为 《孔子思想与儒
学精髓》。现诚邀有意听讲的社会
团体和个人于2016年7月14日15
时前电话报名。

报名电话：0395—3134170

启 事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
7 月活动拟于 2016 年 7 月下旬举
办，一起品读乔叶老师的散文集

《让自己有光》（或散文集 《走
神》） 和小说集 《打火机》，并
特邀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
老师莅漯分享自己的读书、写作
经验。

水韵沙澧读书会同时征集冠
名商和读书会主讲人，欢迎有意
向的团体和个人参与。

本次活动实行门票制，数量
有限。想参加活动者请致电
13783065109详询。

微 信 ： siying_289169909
（请注明“读书会报名”字样）。

最慢的是活着
——作家乔叶漯河读者见面会

■读书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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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绘景
虽已过了那个节点，但我

依旧记得，今年的7月1日，是
您95岁诞辰的日子，我不知道
要用何种方式、哪些文字来表
达我们对您深深的爱意。但我
想，也许通过一些我周身看到
的、感觉到的情感，您才能明
白我们对您是何等的热爱和敬
仰。

青春在党徽下闪光

在 我 身 边 有 一 群 这 样 的
人：他们年轻、张扬，有激
情、有活力；他们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任劳任怨、默默奉
献；他们怀揣着对共产主义理
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拼
搏着——他们就是刚刚在党旗
下庄严宣誓的新党员们。也许
在他们身上有“80 后”、“90
后”、“小清新”各类标签，但

“共产党员”的称号显得格外耀
眼。义务劳动中有他们的汗
水，爱心捐赠里有他们的爱
心，难题攻坚上有他们的身
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诠释
着新时代党员的风采，他们用
锐意进取的斗志为强大的“中
国梦”贡献着力量，他们用行
动阐述着共产党员们对党、对
祖国的一片赤诚。

“以后的日子还有很长，
我们年轻的容颜也会在岁月的
磨砺中渐渐老去，但存放在内
心深处永不磨灭的共产主义理
想，将陪我一同坚强而又勇敢
地走下去。而现在我更愿意将
自己的青春化做一枝绿叶，在
党徽下闪闪发光。”当我问及新
入党的小陈姑娘对党的情怀
时，小姑娘眼睛出神地望着远
方，为我描绘出她心目中的向
往。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婚后，听得最多的是婆婆
讲述公公投身基层教育的故
事。公公婆婆都是扎根偏远地
区任教的人民教师，从那个每
月 19 块 9 毛钱的工资开始直至
现在，无论工作地点如何变
换，但公公依旧与“留守儿
童”保持最近的距离。以前，
我偏激地以为安身于基层教育
的公公是怀才不遇的无奈，可
当我知晓公公是拥有19年党龄
的资深党员时，当我看到邻里
乡亲对公公的热情、娃娃们对
公公的敬重时，当我听说公公
往届校友消尖脑袋只为坐镇一
方时，我便不再那么认为。从
公公的眼里，我看到了他对那
三尺讲台的热爱。每天清晨，
迎着从田野上吹来的阵阵清
风，公公习惯性地在校园溜
达，摸摸新种的树苗有没有长
高，看看为娃娃们准备的开水

温度怎样； 每天傍晚，公公总
是站在校园中央笔直的小路
上，看着放学后娃娃三三两两
地离开，不时有几个撒欢儿跑
的路过他身边时，不忘站定说
声：“校长好！”而夕阳余晖下
炊烟袅绕的校园，除了简陋外
更多了份难得的安静。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一开始党为我指出的方
向。而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
更要学会感恩和反哺。如果说
年轻时的我有些不甘的话，但
自从接触到这些孩子、知道他
们需要我后，就再也放心不下
他们了。在我眼里他们也是祖
国未来的参与者，受党教育这
么多年，我不敢也不能放弃。”
有人笑谈让公公托人活动走出
村庄时，他用朴实的话语再一
次感动了所有人。

离党最近的日子

已是耄耋老人的爷爷现在
每天悠闲地晃荡，除了无事溜
达看几个老爷子在棋盘上厮杀
外，碰到谁家因为家长里短闹
矛盾时，他还会上前调解劝
说，这是他做村支书时一贯的
作风。起争执的人有时嫌爷爷
管得太宽，他却对我说，只有
这样才感觉自己离党最近，没
有掉队。作为家里最年长的
人，我记不得爷爷的党龄有多
长，只知道从记事起就常有邻
家大娘、婶子哭哭啼啼地跑来
找爷爷评理，每到那时，爷爷
要不放下刚端起的碗筷，要不
收起正干农活的锄头，要不提
前送走串门的亲戚，戴上他的
黑色小帽拍拍袖子说：“走，
领我去看看！”当时年龄小，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只从奶奶
的唠叨里感觉他爱管闲事。而
对家里子女教育，爷爷更是马
虎不得，从小到饭桌上长辈动
筷后才可以吃饭，大到工作中
要先人后已的要求，爷爷在用
他心目中的标尺规范着我们前
行。

“我这一生，最有价值的
事情就是做了一名基层村支
书，虽说官不大事也小，但那
些年是我感觉离党最近的日
子。每为群众办一件事、解决
一个难题，我都感觉胸前的党
徽又亮了一次。无论何时，我
都是一名共产党员！”那天，时
常看报听新闻的爷爷在当得知
我入党后，用这样的话语总结
他的过往。

这些我身边最熟悉的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
党员。在他们看似柔弱的身躯
上，却折射出一名基层党员的
伟大身影。人们常说“大爱无
言”，而对于我们而言，有老中
青三代万千党员的陪伴，这亦
是世间最深情的告白。

陪伴
是最深情的告白

■蔡慧娟
庄子在 《庄子·知北游》 中曾经说

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
而已。”不知不觉间，漯河已走过了三十
年的风雨兼程，迎来了而立之年。三十
年，弹指一挥间，漯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中原小城，成长为全国首家食品名城、
全国首家汉字文化名城，俨然“不是江
南，胜似江南”。

“蜿蜒东逝水，螺湾汇双河。”漯河因
河得名，因水而盛。沙河、澧河在漯河市
区交汇，在给漯河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给漯河人民的来往出行带来了不
便。在老漯河人的记忆中，最初过沙澧河
要靠渡船，从漯河到郾城那可是出一趟远
门啊！哪像现在渡河就像走平地一样。
1986年建省辖市之初，如果你来漯河，只
能看到一座漯河人称之为“老大桥”的、
建于 1964 年的交通路沙河大桥。桥南是
漯河市的中心，桥北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老大桥”桥面较窄，人车混行，通行能
力低。为暂缓交通压力，漯河市政府投资
120万元在沙河大槐树处建浮桥一座，供
非机动车通行。为利于排洪，该桥于每年
7 月拆除，9 月重新组装。浮桥除了通行
的功能之外，也成为沙河上一道风景。我
见过一张黑白老照片，宽阔的河面上浮着
一座桥，南来北往的有大人，有小孩，有

推车的，有挑担的，有空手的，有背包
的，其倒影映在水中，影影绰绰，好像一
幅水墨画。1992年我来到漯河后，也无数
次走在这座浮桥上。浮桥由多条船只相
连，上面铺上竹板，走在上面颤悠悠的，
低头从竹板缝隙里可以看到流动的河水，
晃得人眼晕。竹板缝隙很大，爱美女士穿
的高跟鞋弄不好会卡在里面的。犹记得第
一次走过这座桥时，是怎样摇摇晃晃地手
扶着栏杆心惊胆颤地一步步挪到对岸去的。

在每年的 7 月至 9 月，浮桥拆除期
间，有渡船在此摆渡。摆渡的大多数都是
当年船运公司的老船工，令我难忘的是有
一位当时有 50 多岁的、性格和长相都像
男人的女艄工，她从小在河边长大，在船
上过了大半辈子。尤其难忘的是她的一双
大脚，她在船上不穿鞋，五个脚趾分得很
开，就像五齿耙一样紧紧地抓住船舱的地
面。她还抽烟，常常是她拿着烟袋，站在
船头，碰上带东西多的、老弱病残或者带
小孩的，她会上前搭把手，多重的东西，
她拎起来就走，像拎个小鸡似的轻松。每
趟船都是有时间点的，到点了，她哑着嗓
子问“都坐好了吗？开船了！”一转眼24
年过去了，结束了靠船吃饭的日子，她过
得还好吗？1995年，彩虹桥的建成通车终
结了这座浮桥的存在。

记忆深处，人们还有另外的过河往

事。从市区到小宋庄，在沙澧河的交汇
处，另有一个摆渡人，他不会说话。听说
是为了照顾他，由公家出钱置了一条船，
一条粗铁丝从东岸扯到西岸，人上船后，
自己向后拽着铁丝，船就向前走了，只有
一个人，他也不再等其他人，也让你坐船
走，有钱的话，就给他两角钱，没有的话
就算了，这个哑巴艄公常常使我想起沈从
文《边城》里翠翠的祖父。这种悠闲的渡
河方式，如今只能是甜蜜的回忆了。

随着漯河经济的腾飞，一座座跨河大
桥建成通车，沙澧河阻隔市区交通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要过河，那简直是易
如反掌。现在漯河已有十几座跨河大桥，
这还不算107国道上的公路桥和京广铁路
大桥，无论你到哪，就近就有飞架两岸的
美丽大桥。

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漯河跨河大桥
的历史吧。漯河最早的一座跨河大桥是在
1952年5月，市区沙河南岸今解放路北端
大椿树处建起的一座木桥。直到 12 年
后，也就是 1964 年交通路沙河大桥建成
通车，大椿树木桥才完成历史使命而功成
身退。1988年4月16日，建省辖市之后修
建的第一座市区沙澧河大桥——人民路澧
河大桥（丁湾桥）正式开工，1991年建成
通车；1989年6月10日，金山路沙河大桥
动工兴建，1990 年建成通车；1992 年国
庆节前夕嵩山路沙河大桥动工，1993年建
成通车；泰山路沙河大桥（彩虹桥）1995
年建成通车；淞江路沙河大桥 1998 年建
成通车；嵩山路澧河大桥（斜拉桥）1998
年建成通车；龙江路沙河大桥2005年1月
15日开工，2005年12月30日竣工；黄河
路沙河桥 2006 年 11 月开工，2009 年 4 月
30 日建成通车；太行山路沙河大桥 2011

年5月1日建成通车；太行山路澧河大桥
2011年5月1日建成通车；交通路沙河大
桥 （老大桥） 两侧于 2013 年建成两座新
桥供非机动车通行，原老大桥改为机动车
通行；解放路沙河大桥2016年5月1日建
成通车。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年
毛泽东主席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而作的诗
句，最能体现漯河交通状况的改变，也最
能体现漯河30年来的城市建设成就。如今
的漯河人再也不为过河发愁了，无论是刮
风下雨，无论是深更半夜，只要你想，从
沙南到沙北，从河西到河东，沙澧河再也
挡不住你要到河对岸的脚步。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漯河一
座座飞架南北、东西的大桥，印证了漯河
建省辖市以来城市的发展轨迹，它同时又
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幅幅宣传画卷。漯河
建省辖市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沙澧河上
三十年内建成了24座跨河大桥，平均3年
建 2 座，每 0.8 公里河面上就有一座桥，
其密度在中原城市群中绝无仅有。漯河人
在建省辖市之初的“团结进取、自强不
息、雷厉风行、实干创新”的漯河精神的
感召下，在现在“崇文尚德、务本图强”
的城市精神的激励下，摘取了“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等桂冠，使
漯河这个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新兴城市一跃
成为中原地区的一颗明珠。

风光无限美，沙澧正扬帆。走过拼搏
进取的三十年，漯河又踏上新的征程，
260万沙澧儿女用真情和汗水继续谱写着
青春漯河的绮丽画卷，就像那蜿蜒东去的
沙澧河水，不舍昼夜朝着梦中的大海流
去。漯河的明天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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