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晓辉

颖水长流 莲动心舟
中秋
我们又到小商桥 受降路 河上街
踱步、行走

.
徜徉于八千年的岁月长河里
在凤凰台放歌
在小校场上点兵
在古驿站里 临窗赏雨 听马蹄弹奏

.
用一支七音骨笛 吹醒贾湖的波涛
抚平 柳叶眉心的水皱
再请你
用你黛墨的眉笔 刻画一次
裴李岗的图腾 玉籽的岩岫
拨动凤凰的琴韵
看澧河畅享落日 看沙河滩头
童叟仰纸鸢 看老母携手幼女
铁水牛旁 古槐渠前
轻唤鱼儿 轻唤斑鸠

.
没有任何一座城池 能把
南北的山川 东西的河流
勾勒得如此美丽
只有漯河的街区、道路
纵横交错、铭记了祖国的锦绣

.
我们来到许慎文化园
回眸 回眸那栩栩如生的象形文字
缅怀五千年 人文挣扎的
舍得与追求

.
沙澧长流 彩虹飞渡
中秋
我们在碧螺堤岸
在山水纵横的街头
在芳菲的校园里
在朗朗的满月下
曼妙地行走

中秋畅想

■刘付臣
同样是九月，同样是大学报到，但时

隔二十多年，我和儿子两代人的两次大学
报到却有了难以想象的不同。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考入了许昌师
专，尽管是复读一年考取的，也只是个大
专，但对于常年在田地劳作的父母来所
说，确是天大的惊喜。我清晰地记得，那
天，我从学校领到通知书回家时，他们便
忙不迭地一个让我赶快拿出来看看，一个
让我赶快给他们读读，似乎完全忘掉了从
小学到高中十多年间供养我的种种辛苦和
付出。等我读完后，不识字的母亲更是小
心翼翼地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
脸上的皱纹一时间似乎舒展了许多，眼角
也挂起了泪花。

不过，开学报到日子临近的几个晚
上，父母屋里的灯总是亮很长的时间，他
们似乎在合计着什么。我知道，父母在凑
我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期间，我出门
的姐姐，还有姑姑，包括和父亲和厚的乡
亲都先后登门送上了30元、20元、5元不
等的钱，说是给我的路费。但我知道，亲
戚和乡亲们凑的钱离通知书上 580 元的书
杂费还差一大截，如果加上我一个学期的
生活费，那就更远了。

果然，一天清早，母亲匆匆吃了点早
饭，便对我说：“我好久没上你舅舅家了，
等会我要到他家一趟。”其实，舅舅几天前
就已经给过我盘缠，母亲娘家的门头大，
这次去，肯定是母亲想让舅舅在近门的几
家中借些钱。

中午饭前，母亲赶了回来，也许是十
多里地的来回奔波，母亲显得很劳累，脸
上也看起来很无奈。父亲边给母亲倒开水
边问，咋样？母亲的回答很弱，我没有听
清楚，只听父亲随后说了一句：“哎，他们
也不容易，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吧。”

也就是母亲到舅舅家的第二天，因为
要到城里办我的户粮关系，直到傍晚，我
才回到家里。初进家门，我突然感觉院里
显得有些空荡，不用仔细看，院里的两颗
老榆树已经不见了。想想从小一直为我遮
阴挡阳的老榆树，回味每年初春时节父亲
用竹竿镖起镰刀够下一串串嫩绿的榆钱，
特别是母亲拌面蒸熟的热腾腾的榆钱，我
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真的要报到了。母亲亲手给我做了
一床新被子、褥子；父亲和我一起买了毛
巾、牙刷、牙膏等必备的生活用品；其他
的是我的一些衣服和要带的书籍。如何装
这些东西？父亲本来说要给我买两个军用
黄尼布大挎包装的，可等到最后父亲说，
那东西也只是送你的时候用一用，以后就
很少用着了，闲着怪可惜的。其实父亲说
的话我完全明白——父亲本来也想让我亮
亮堂堂地去报到的，只是有心无力了。

就这样，我用了一个化肥袋、一个大
的蛇皮袋和一个我上高中时的小黄挎包就
包起了我的“大学梦”。一切装停当，母亲
不停地问我，还有没有东西忘装了，想
想，再想想，别忘啥东西了……

因为有大大小小的几个袋，又考虑到
我从没出过远门，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入

学。我和父亲分别扛着行李离开了家门，
当时已是秋天，秋风乍起，父亲有些花白
的头发不时被风吹起，显得有些凌乱，经
过一个夏天烈日的曝晒，父亲的脸庞也显
得粗糙和拗黑，但他是我出门的靠山和力
量，是他引着我，在经过三轮车、长途公
交车、城市公交车的几次换乘和奔波后，
把我送到了大学校园并找到自己系的新生
报到处。随后我们又东奔西走忙了大半
天，交了学费、书费、住宿费等一系列费
用，分到了宿舍领了住宿用品，临近中午
才能坐在宿舍的床上喘口气。那天中午，
父亲和我在宿舍里吃了母亲早起烙的油
膜。没顾上喝上我新打的茶水，父亲便给
我说：“家里正忙着那，我得回去了，你在
这安心把书读好就行了。”我执意要送送父
亲，可他哪里肯。等到从四楼窗户里看到
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鼻子不由得酸
了起来，眼睛也不知道啥时候模糊了……

艰难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父母的
慈爱，真是刻苦铭心。光阴荏苒，二十多
年过去了。

2015 年 8 月，儿子拿到了北方一所本

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我和妻子都在为儿子报到准备着、忙
碌着。看着一堆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
妻子一下子买了两大一小 3 个旅行箱。那
不锈钢的拉杆，坚固而美观的箱面还有四
个灵活转动的轮子，要多美观有多美观，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妻子给儿子买的崭新
的被套、床单、枕头以及衣服全都装在箱
里了，每个包都是鼓鼓囊囊，其中一个箱
盖的里层还放上了笔记本电脑。

“现在大学生的背包越来越大，装备
也越来越豪华了。”看到儿子的行囊，想想
当年，我不由地连连感叹。

“爸妈，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你们就
别一个忆苦思甜、一个感慨万千了。好好
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吧！”儿子说这话的时
候，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往前冲的姿势。

是的，二十多年间，大学生报到的装
备早已“鸟枪换炮”，更新了一代又一代，
速度让人瞠目结舌。这一波又一波、一代
又一代的大学新生入学报到，不正见证了
时代的变迁吗？

亲历的两次大学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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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锁印
每年的中秋，我大都要和家人一起

聚餐一次。又是中秋，这一天，我独坐
在蜗室内听着古乐，遥想家乡的月色，
思绪回到了2006年的中秋之夜。那个夜
晚，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教诲。

2006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全家在郾
城的香陈湾游园吃晚饭。月色皎洁，水
波不兴，全家人大大小小十几口在园中
尽兴畅游。傍晚时分，就在园子里就
餐，席间，兄弟依次敬酒，各表祝福之
情。一番热闹之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
亲却正襟危坐地给我们兄弟姊妹上了一
堂家训课。

父亲当时的神情面貌我至今记忆如
新。“以往我没有给你们讲过话，今天咱
们全家人很齐，有些心里的话想跟你们
几个说说。”父亲一开言便是一脸的庄重
严肃。“你们都长大了，各自都成了一家
人家了。我相信你们能处理好各自的生
活和工作。但是作为长辈，还是想把一
些想法和体会告诉你们，也算是尽到长

辈的责任”。父亲的朴实使几个晚辈也都
凝下神来。接下来，父亲讲到：“我希望
你们要珍惜四个方面：一要珍惜你们的
工作。现在就业这么难，不管你们是靠
个人奋斗也好，还是家人帮助也好，你
们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这是我和你
们妈妈最感到欣慰的。你们一定要懂得
珍惜，要尽职尽责，要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要对得起你们所拿的那一份工
资。二要珍惜你们的身体。身体是革命
的本钱，按老话说，‘人之发肤，受之父
母’，你们能有健康的身体，对我们作父
母的来说，是最大的愿望 （父亲的原话
我记不准确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教导我
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除不良嗜
好）。三要珍惜你们的家庭。人与人能结
成夫妻是一种缘分，我希望你们各自都
把你们的家庭经营好。夫妻之间要互相
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样才能
和和美美一辈子，在这方面更要给你们
的子女做好表率。四要珍惜财物。现在
生活好了，物质的东西丰富了，也不要

浪费。”父亲说话的语态很缓慢，语气里
透出一股苍凉的感觉。

也许是席间喝了一点儿酒的原因，
父亲的话竟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
的父亲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参加工作
后受组织教育的影响很深，所以，他的
话是他的人生体会，是肺腑之言。那一
年，他七十四周岁。

光荫荏苒，一恍惚十年过去了。我
们姊妹四个，无论家庭生活还是工作状
态都有了一些变化，可谓是芳泽杂糅，
有值得庆幸的成就，也有扼腕叹息的遗
憾。我冥冥间觉得是对父亲那番训导的
一种应验。可喜的是父母年事虽高，却
日渐豁达，对人情世故能够放得下，也
更懂得养生，身体依然是那么健硕。父
亲每天早晨都坚持锻炼，还能够大步流
星地环绕房后的花园疾走，只是这些年
间没有再给我们上过课。

忆想当年，宛若眼前。今年的中秋
又将到来，相信，今年的月会更圆、更
亮！

中秋父训补记

热烈庆祝漯河建省辖市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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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季
中秋时节，家人团聚，席间难免小

酌，干喝酒又难免沉闷，有酒令就不同
了，酒倒下去的速度就快得多。《红楼
梦》 里面联诗、抽签那些高雅的酒令，
我们玩不来，我们玩的都是简单易行、
喜闻乐见的酒令。

最早学会的是“老虎杠子鸡叨虫”，
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虫蚀
杠子，一个管一个，非常简单，是学生
时代玩的。刚工作的时候，开始学划
拳，看似简单，其实是对心眼的，很多
人划拳伸出的数都有规律可循，像我伸
出的数，先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避
都避不掉，所以划拳经常是输多赢少。

老虎杠子和划拳只适合两个人玩，
三个人玩的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
九”，这三组数一个人占一组，三人同时
伸手，对着谁的数了谁喝酒。三人之
间，心事就不好猜了，所以很多时候就
凭运气了。

猜宝适合两人之间玩，也适合多人
玩。两人之间就是猜对方手里有宝还是
没有宝，猜对了不喝酒，猜错了喝酒。
多人之间，有几个人，庄家手里要握多
少根火柴棍或弹子、纸团之类的小东
西，挨次往下猜，谁猜对庄家手里的数
谁喝酒，都没猜对庄家喝酒。

多人之间还经常玩的是“明七暗
七”，按顺时针或逆时针依次往下数数，
碰见和“七”有直接或间接亲属关系的
数，像“7、14、17、21、27、28”等这
些数，不能数出来，要说“过”，数出来
或数错了算输要罚酒。“27、28”是个关
键点，到这里最容易出错，往往容易迷
惑人，要不就是连着喊两个“过”了，
到“29”反应不过来出错。出错了，一

桌人都大笑嚷着抓紧喝酒，不喝酒不往
下进行。

用扑克牌行的酒令也非常多。比较
好玩的是两人之间猜牌，一个人抽出一
张牌，对方看不到的情况下猜这张牌是
什么数，有三次猜的机会，第一次猜中
了，执牌人要喝三杯酒；第二次猜中
了，喝两杯；第三次猜中了，喝一杯；
猜不中，猜牌人喝一杯。猜牌不仅斗心
眼，还有很大技巧。一般的猜家第一次
猜的都是中间数，执牌人要数出自己的
牌点比猜牌人猜的牌点是大还是小，这
样猜的范围就缩小了，第二次猜还要说
出猜的点和实际点的大小，范围进一步
缩小，到第三次猜可能就是在三四个牌
点之间猜了。还有一种是每个人发六张
牌，比三次，第一次各出一张牌比牌点
的大小，输者喝一杯；第二次各出两张
牌比十点半，输者喝两杯酒；第三次各
出三张牌，比拖拉机，输者喝三杯酒。
这也需要技巧，一般都会把好牌放在最
后三张，力争不喝那三杯酒。但是牌太
差，就要权衡一番了，看看到底能避开
哪个酒为好。大部分人的牌和自己的命
运一样都是不好不坏的，这就需要用心
去配牌了，配得好一个不输，配不好全
盘皆输。还有一种玩法是每人发一张
牌，贴在额头上，别人都能看到就自己
看不到，然后喊“大的喝，小的喝”，感
觉自己的牌点会输，可以喝小杯换牌，
没人换牌就比牌点，大点和小点都是比
较吃亏的。

这些酒令，以前经常玩。那时候是
和单位同事或朋友们在一起喝闲酒，图
个热闹行行酒令，酒会喝得比较快。近
些年来，在正规酒场上，都是敬酒，敬
来敬去的也没少喝。要不就是，三两个

人聊着喝着，没有酒令总是热闹不起
来。大多数的酒，还是自己喝的。对着
书，看几眼，抿一口，书中没有颜如
玉，酒里却有忘忧草。

月儿圆圆话酒令

国画 冷月照人美 娄彦君 作

■王文娟
去年，一个春和景明的日

子，清华美院书画高研班刘贞
麟导师应邀来漯讲授中国画传
统花鸟画法。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艺
术天赋的人，刘老师传授的梅
兰竹菊的绘画技法，对于一个
初学国画的人来讲，无疑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我带着笔墨，
揣着一颗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奇 迹 往 往 蕴 藏 在 冥 冥 之
中，刘老师的第一节课，便深
深的吸引了我，从传统文化到
国学经典，从人格修炼到涵养
提高，从中国画的起源发展到
派别风格，从神情意趣到笔墨
气韵，无不映射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彰
显着民族文化的魅力。

在遇到刘老师之前，我画
画常拘泥于造型完美、外观漂
亮，忽视了中国画的筋骨和气
韵，意境和血脉。通过这一年
多的学习，随着刘老师传授
梅、兰、竹、菊、牡丹、荷花
的画法，我渐渐读懂了中国画
的气韵和神采，明白了力量的
转换，节奏的调整，笔锋的松
快，提按的变化，关系的争
让，强弱的体现，体悟到了松
松紧紧，虚虚实实的用笔原
则。知道了“力能通神”的原
理，“行笔必力透纸背，杀笔入
纸”的法则，深层次的理解了

“得意而忘形”的境界。
刘 老 师 要 求 我 们 苦 练 书

法，给我们示范讲解如何写好
篆书、隶书的方法，如何将书
法与绘画做到合理转化和渗
透，绘画中如何借力使力，同
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书画同源，

“画法全从书法出”的定论。

刘老师强调“笔法是中国
画技法的灵魂”，笔力是笔法中
的基本功。由于我平时疏于练
习，总爱投机取巧，兰竹一直
画不好，笔力更是无从谈起。
通过刘老师的悉心指导，加上
自己静下心来后的认真领会和
潜心练习，笔力虽无法在短时
间内精道练达，但在兰竹的书
写性上也有了长足进步。刘老
师教我们画国画时要用意念来
画，虽然说现在还不能体会到
其中的真谛，但在一年多的学
习的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画
画要靠心神合一，就像刘老师
说的画画就像在折射一个人的
思想，反映着一个人的性格，
表达着当时的一种情感。刘老
师要求用笔上磊落、干脆，而
且要有笔意、有意境。境界是
含在笔墨形象里面的，不是空
洞地为笔墨而笔墨，而是要意
到笔到。

刘老师的作品精妙之处主
要体现在墨法、笔法上面，尤
其是在墨法的表现上，酣畅浑
厚，渗透着一种东方之美。仔
细品味他的作品，不难发现，
他一直致力于笔墨古朴典雅，
画面疏朗简约，意境空旷淡远
的表现手法，大部分作品充满
厚道拙和、诙谐儒雅、饱含快
乐的力量。这不正是文人画理
论中所希求的吗？我终于明白
了为何同学们都如此深爱刘老
师的作品。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在新的学期里，我依
然会脚踏实地，追随着刘老师
的足迹，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也依然会心存感激，泼墨
素宣铺，提笔春风沐，陌上尘
无往，以此慰吾心。

不忘初心

创刊于 1986 年的 《漯河日
报》，今年是她的而立之年。三
十年来，一代代报人在这里成
长成才，成为名记者、名编
辑；一名名通讯员在这里崭露
头角，一步步成长为当地有名
的“笔杆子”或走向领导岗
位；一个个读者从这里知悉党
的政策、获得信息、得到帮
助。三十年来，她影响了一代
代读者，很多人与她结下不解
之缘。在 《漯河日报》 创刊三
十周年之际，本版特开设“我

与 《漯河日报》 的情缘”专
栏，请本报记者、热心读者、
通讯员讲述自己与这份报纸之
间发生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以纪念她三十岁生日。

来稿内容要求真实生动，
见报稿每篇1500 字左右 （优秀
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也可配
发与内容相关的历史照片，稿
酬从优。

来稿邮箱：siying3366@
163.com

联系电话：13783065109

我与《漯河日报》
的情缘征稿启事

■梅丹丽

风化的小木屋 被飕飕穿过的岁月
刻下一道道伤痕 皲裂的纹路
像百岁老人的脸 写满沧桑
又略带惆怅地守望

檐下的月季花
剪了又发 春肥秋瘦
在经年消长中 静看风云变化
不知道 头上何时偷生了白发
声音悄然粗哑 这些都不用管
只用坚实的脚步
去丈量生命的长度

如果 前进的路上 偶遇风霜雨雪
记住 不要怕
它们 是为了让你来年开花

守望

■张国绍
一个好女人，可以改变一

个男人的命运。这话用在吴征
身上，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大前年，我刚入钓鱼圈
时，对河边上的钓友，一个也
不熟悉。但首先引起我注意
的，便是这位吴征。

吴征短胖，一脸凶相，光
头上左一道右一道，布满刀
痕，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良
民。加上他嗓门儿大，一张口
脏话连篇，所以我对他的印象
极其恶劣。

后来，有人告诉我，吴征
是道上的大哥。因为犯伤害
罪，被判刑入狱过好几回。吴
征的原配已离婚，最后一次出
狱后，他又找了一个乡下比他
小十几岁的女人成了家，两个
人有一个女儿，正在读小学，
夫妻二人开了个家庭小旅馆，
以此来维持生计。

使我对吴征改变看法的，
是一次偶发的调漂事件。坐在
河边垂钓，因为水情的变化，
经常会把浮漂上调或下调。钓
友之间，顺势将鱼杆伸过来，
哎……哥们儿，给咱往上捋两
目。这本是互相帮忙，再平常
不过的一件事情。然而，那天
早上，吴征伸过去鱼杆，让邻
座的一个中年男子给往下捋两
目。没想到，那人很不礼貌地
说，对不起，不给你捋！

吴征说，咋啦，哪一点儿
得罪你了。那人挑衅似的说，
也没咋得罪，就是看着不顺眼。

我看得清清楚楚，吴征的
脸，青了白、白了青，额头上
的青筋豆角似的肿涨来、肿涨
去……但他终于没发作，起身
换了一个地方。

过后，刘哥告诉我，他为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年人暗
自捏一把汗，真害怕吴征一时
忍不住，动手把他按进河里淹
死。

刘哥与吴征是邻居。刘哥
说，吴征起小就练武，一身好
功夫，就说现在，别看年龄大
了，三两个人一齐上，也不是
他对手。吴征的变化，全在于
找了个好老婆。他老婆叫小
枝，人贤惠得很。小枝嫁来
后，对吴征约法三章，犯法的
事儿、坏良心的事儿、伤天害
理的事儿，一样都不能沾。否
则，随时散伙。

后来，他们的女儿出世
了。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小
女孩也格外逗人喜爱，一天到
晚老爸长老爸短的，吴征说，
心都给她叫喊化了……

俗话说，人老惜子。吴征
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吴征
说，有好多次，都是刀柄已经
攥在手上了……唉，想想俺闺
女，想想她娘儿俩，算啦，认
一回怂吧！

认怂

●
随
笔

●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