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左素莉
细密的秋雨浇灭了炎夏的余烬，清秋乘

着一缕风抵达枝头，继而抵达心头。
9月24日下午，“中原大讲堂·沙澧讲

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之文艺作品点评会在
新闻大厦三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著名剧作
家、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本报文艺副刊原
主编余飞应邀亲临读书会现场，和广大文学
爱好者面对面点评大家的习作。市委老干部
局原副局长、《城乡建设》 杂志主编张德
贞，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市作家协会理事乔
保国作为嘉宾到场助阵，市社科联主席高文
献、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长张伟民也出席了
本次活动。现场的气氛热情洋溢，空气里飘
散着淡淡的属于文学的清芬。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副刊的很多作者和水
韵沙澧读书会的成员们都读了很多书，也很
能写，但为什么一些作者能在杂志上发表作
品，却上不了党报副刊？一些作者写了很多
年，一直在原地踏步，陷入了创作瓶颈却不
自知；还有一些作者，发表了一两篇稿件或
出了一两本书便自以为成名成家而沾沾自
喜，这种心态是否需要调整。等等这些，是
水韵沙澧读书会邀请余飞及各位嘉宾到来的
原因。

余飞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发掘并培养了
大量文学新人，为我市文学事业发展作出了
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他创作的大型现代戏

《白发亲娘》获省戏剧大赛金奖、省黄河戏
剧大奖、省“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映山

红”民间戏剧节金奖，这部戏还在中央电视
台播放。同名受集电视剧录制播放后，更名
为《白发娘亲》、我市首部戏曲电影已于八
月封镜，目前正处在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将
于2017四月在全国新农村院线上线。

余飞说，从《漯河日报》创刊到现在，
副刊的名称换了好几个，但办出了品位、办
出了特色，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编辑思想，受
到广大读者、作者的广泛关注。他在创办副
刊过程中，连续5年举办桃花笔会，参加人
员近500人；通过参加笔会，写作爱好者在
一起交流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启发灵感，
创新思路，完成自我突破，逐渐提升了写作
层次。这些人中有的已成为知名作家，有的
成为新闻战线、文学艺术战线的中坚力量。
现在，文艺版编辑陈思盈薪火相传，又引入
了新的机制，创办水韵沙澧读书会，为爱好
写作的人提供了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

在谈到《漯河日报》副刊刊发稿件的标
准时，余飞说，思想要积极正面，传播正能
量。他曾为我市作家乔聚坤开辟过专栏《老

少爷们系列》，乔聚坤写了很多上世纪50年
代、60年代的人物，大家看到，作品的结尾
大都比较“光明”、美好。余飞说，这是报
纸的需要，报纸的副刊就是要激起人们对光
明和美好的向往，因此，他提倡健康写作、
美丽写作，写出健康、美丽。邵丽是河南文
学的领军人物，当年她曾经多次在《漯河日
报》上发表作品的，她的特质就是健康、美
丽写作，她在这条路上走得很顺利。其次，
很多作者写个人情调，写风花雪月，不是不
能写，而是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在抒发个人
情感的时候，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余
飞曾到南阳邓州采风，邓州有个花洲书院，
是由范仲淹创办。花洲书院内有一个照壁，
照壁的背面刻着滕子京的《求记书》。滕子
京被贬到岳阳做太守，重修岳阳楼，请人画
了一幅画，让人把画与 《求记书》 送到邓
州，范仲淹就在邓州写出了 《岳阳楼记》。
读《求记书》时他觉得藤也是文采飞扬，按
他的水平，完全能写出另一篇不同面目的

《岳阳楼记》的，然而，他却放弃了自己可
以为自己万古留名的机会，专门求远在千里
之外的范仲淹来写，由此可以看出两个人拥
有同样的抱负、经历，且友谊深厚，同时也
为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余飞就从

《求记书》写起，写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游记。
在点评作者韩月琴的散文 《办年货小

记》时，余飞说，她的文字功力能够表现自
己的思想，但是，作者把所看到的都写出
来，而没有写出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仅仅
停留在对场面的描摹。他告诉作者，写作不
是把所掌握的所有素材都写出来，而是找出
读者最关注、你感触最深的地方放开笔墨
写，无情节、无故事的地方一笔带过，只要
把需要重点写的写出来、写好，就完成了写
这篇文章的使命。

在谈到作者赵根蒂时，余飞说，赵根蒂
写的诗歌与过去相比更成熟了，写得更内
敛，诗人要表达的不是让人一览无余的，而
是让人一再回味，要写出内心世界，写出对
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有人说“诗无解”，诗
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诗歌注重
炼字很有必要，但是也要注重情感的抒发。
找到正确的艺术感觉，找到正确的表现方
式，就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东西。

在谈到作者杨晓曦时，余飞说，杨晓曦
的作品与过去相比大有长进，但是眼界要再
放宽一些，写出文化色彩，把文化的碎片收
集起来，展示出来。不要与别人相比，走自
己的路，达到目标就好。

2016年，余飞在拍电影的同时还完成了
一部反映反腐倡廉的新戏。余飞说：“只问
耕耘，不问收获。老老实实把想写的写出
来，完善提高打造成艺术品，你对自己的塑
造就完成了。”余飞说，走在文学路上，要
正确认识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干这活儿的
人，不要看到别人发表文章，自己也要往这
条路上挤；他提倡敬畏文字。他说在神圣的
地方要做神圣的事情，在这条路上走，努力
了，就没有遗憾。

乔保国说，要想写出好文章，就要多读
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是指的读
书的深度，万卷是广度。看 10 本书，不如
一本书看 10 遍，精读方能有收获，要把读
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坚持下去。马克·吐温
说，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那一定
会做出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张德贞说，现在，许多人拥挤在文学路
上，建议认真审查自己是否真正喜欢文学，
既然走了这条路就扎扎实实地走下去，开弓
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勤奋写。作家是一个政
府，写作过程是治理国家的过程，文章最忌
写出百家衣，要深入生活、发现生活，多积
累，多审视自己，从积累中提取有价值的东
西。希望漯河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作家。

张伟民说，水韵沙澧读书会是文学爱好
者思想受到启迪的平台，是文化播种机，是
指路明灯。漯河文学军团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相信会有更多优秀作者走出漯河，走向
全省、走向全国。

散文作者杨晓曦说，读书、读活、读
巧，有水韵沙澧读书会这个灯塔式的平台，
大家趋光而聚，有众多经验之谈做支撑，读
书写字将会是最纯正最有文学质地的事情。
愿读书会越办越好！

微小说作者张国绍说，听了余飞老师的
报告，他的感受是，在雾锁迷途，茫然不知
身在何处，无从迈步的紧要当口，忽然来了
一阵风，豁然开朗，云开雾散……

徜徉在写作的世界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9月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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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菊
年初，禁不住花草的诱惑，我要养绿色

植物，养可爱又好吃的蘑菇，还要养盆栽的
蔬菜！我立即网购了几个蘑菇菌苞和云杉、
油葵等苗芽菜的种子，又到花卉市场挑选了
一盆盆清幽淡雅、净化空气的植物，搬回家
中，享受它们带给我的温馨和惬意。

每天我都满怀欣喜、小心翼翼地侍弄着
花草盆栽。我按网上介绍的养殖方法，在养
殖袋的上方剪开一道缝隙，每天早中晚三次
用小喷壶给它们喷水，让它们始终处于湿润
的状态，一周后，我欣喜地发现，在其中一
个菌袋的上方冒出了一小簇白色，呀！是小
蘑菇！我惊喜万分。随着气温的回升，我每
天浇水的次数也在渐增，却发现，小蘑菇不
仅没有长大，还慢慢枯萎了。抢救一段时间
后，发现菌包内也没有再长出蘑菇，只好放
弃，但弃之可惜。放弃了养殖蘑菇，我便把
关注点聚焦在花草上。可没想到，几天后，

肉肉的叶子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软绵绵、皱
巴巴的，垂着脑袋，无精打采地躺在花盆
里。我扶起它们一看，叶片已腐栏，不用
说，肯定是浇水过多所至。看着无精打采、
奄奄一息的小生灵，我不仅为自己盲目的爱
而愧疚：多肉植物本身就有很多水分储存着
的，我怎能把它和喜水的植物同样对待呢？

对于那些喜水的植物，我仍一如既往地
每天早晨给它们洒水，水珠粘在叶子上，映
着清晨的阳光，一闪一闪的，犹如一颗颗珍
珠。忽然在文竹那细而坚韧的根部，我看到
了几朵小蘑菇，欣喜之余又有点诧异：花盆
里怎么会长出蘑菇？一定是三个月前我埋在
花盆里的蘑菇菌肥起作用了！随后几天，我
在另外几个花盆里也陆续发现了蘑菇的踪
迹。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呀！三个月前我
有意培植蘑菇终不成，三个月后它以另一种
存活方式告诉我：有时侯，放手也是爱！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我们要

顺势而为，促其成长。养殖花草如此，教育
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儿子在一天天长大，
成长中的孩子有了自己的思维、有了自己的
意愿和对这个世界的初步感知。我却总是不
放心，对他不敢有丝毫的放手。上学放学的
路上，我给他拎着书包，让他时时刻刻出现
在我的视野之内。不敢让他自己坐公交车回
家，害怕承受那种等的熬煎；不敢让他拿水
果刀削苹果，害怕眼前闪现削破手指那血淋
淋的场面……《学会看病》中那个为锻炼孩
子而让孩子独自看病的母亲深深触动了我的
心弦，爱孩子就要学会放手，学会让孩子自
己去面对生活中的沟沟坎坎。

在那个黄叶飞舞的秋日，我终于鼓足勇
气让孩子独自去超市买几样物品，孩子欢呼
雀跃地出发了，我的心也在孩子出门那一刻
而悬在空中，各种不祥的画面时不时在脑中
闪现，好几次，我的脚几乎要迈门而出了，
但理智又把它拉了回来。就在我决定去找寻

的那一刻，忽然，听到孩子清脆的声音传入
耳际：“妈妈，我回来了！”还没等我问他怎
么用这么长时间，他已经滔滔不绝地向我炫
耀起自己的经历来。后来，我去市场到一家
小店买东西时，老板说：“你儿子怎么没来？
你家儿子嘴真甜，很有礼貌……”

有位成功的父亲曾告诫人们：“爱他，就
不要抱他。”一个人走向社会最终要靠自己，
父母不要整天围着孩子转，要敢于给孩子一
些挫折，我们想让孩子一帆风顺，但生活毕
竟是现实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不要把你的爱变成摧残动植物的催化剂，不
要成为爱心的杀手。怜爱雏鸟，就要在它试
着张开翅膀时，把它赶出巢穴，让它独自搏
击长空；珍爱蒲公英，就要将他抛向天空，
任其在空中飘飞。

放开我们的手吧，让所有的动植物，所
有的生灵在我们那放开的手中，成长得更加
绚丽，更加美好！

有一种爱叫放手●
散
文

■乔保国
很高兴参加水韵沙澧读书会组织的读书

活动，尤其是这一期别具特色，请余飞老师
面对面点评作品。余飞是资深编辑，又是剧
作家，曾任漯河日报文艺部主任，他动手为
文可以妙笔生花写出锦绣文章，操刀编辑又
能使作品如出水芙蓉清新可人。他麾下的两
员女干将当下已成为《漯河日报》和《漯河
晚报》肩负重任的副刊主编，这足以证明余
飞的实力和资望。他今天对文友作品的分析
与点评，以及对如何写好文章所发表的看
法，可谓精辟入里、见解独到、画龙点睛。
这种交流互动形式，是面授机宜，是口传心
授，是现身说法，是一次实打实的传帮带，
让我们在座的新老作者受益匪浅。

余飞在工作岗位上时，曾编发过我不少
散文随笔，对我写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
助，如 《心随雪飞》、《终于了却的心愿》、

《读书与写作》等。每当我的文章被送上报
端，他大多都在编辑手记中进行精到的点
评，这些点评不仅是指导和鼓励，也开启着
一个作者的心智。每当文章发表后，我习惯
拿原稿与见报稿相互对照，从中发现自己文
章中的不足，发表稿的优长，这对提高自己
的写作水平是大有裨益的。我清楚地记得，
我在《终于了却的心愿》一文中，写了这样
一件事：我参军入伍时，母亲给我做了一双
布鞋，我懂得母亲在那双布鞋中缝进了对儿
子的深情与慈爱，而作为儿子很自然地产生
一种“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情感。在母
亲病重我回家探望时，也想给母亲买一双鞋
作为给母亲的礼物和回报，可是她老人家是
三寸金莲啊，上哪儿买这样脚形的鞋子呢？
去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直到母亲去世也没
完成这种心愿。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我在
文中使用了挥之不去表达我的这种心结。而

文章发表时，余飞把“挥之不去”改为了
“郁结心头”。我觉得这一改，准确地表达了
我内心真实的情感。因为“挥之不去”含有
赶跑、甩开的意思，而我确实没有“赶跑、
甩开”的意念，这种要给母亲买一双鞋的心
愿是实实在在在地扎根于心头的情结。这一
词之改，就立见高下。类似这样稿件增删修
改的事儿，可能余飞都忘了，但我记忆深
刻。我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在写作过程
中，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帮助是一件很幸运的
事情，行家里手的阅历、经验和所站的角度
以及不俗的艺术眼光，对于后学者提高写作
水平无疑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前几日，和
余飞谈到驻马店豫剧艺术中心在漯河演出的
大型古装戏剧《陈蕃》时，我评论说这部戏
不错。余飞说，我看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
指出，戏剧讲究通俗易懂，有些场次的唱词
道白大段大段地引用古人古语，观众会看得

懂听得明白？想想真是这样。他是剧作家，
他的评论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对他的看法
我深以为然。讲这些事例，我想说的是，每
个作者在写作山峦上不断攀援的过程中，如
果多一些机会请名家老师指点，我们一定能
受益良多，少走弯路，进步更快。很荣幸，
今天我们就享有了这种机会。

我还想说的是，漯河日报水韵沙澧读书
会开办了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为本地作
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良好平台，实在是
做了一件大好事，也可称之为有利于我市文
学领域出人才、出作品的功德事，可叹可
赞。支撑起这个讲堂的副刊编辑在繁忙的工
作岗位上要编稿子，在琐碎的家务中还要带
孩子，每月还牺牲休息时间办读书会开场
子，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无私奉献精神，对
此我们要对她报以赞许的掌声，并为水韵沙
澧读书会点赞，还要谢谢《漯河日报》。

欣喜·感动·感谢

■薛桂梅
近来阴雨连绵，只能开车上下班，搭顺风车的有“50

后”的李主任，“80 后”的小郑美女，“70 后”的王大
姐，加上“60后”的我。

路过一所小学门口，看到很多接送孩子的车辆，李
主任不由得感慨道：“现在的孩子真是生下来就掉到了蜜
糖罐里，我们那时候真是没法比啊。”李主任接着说：

“我们上学的路都是黄胶泥路，特别粘人，大部分家里没
有足够的胶鞋让孩子们穿，就是有胶鞋的人也不一定能
平安到校，因为黄胶泥的亲和力特强，说不定哪一步就
被粘住了，使劲一拽，鞋面嗤啦一声就被撕开一条大口
子。小一点的孩子就开始哭，哭完了只好光着脚提着沾
满泥巴的鞋子去学校，到了学校往往是快下课的时候
了，老师看到这样的孩子，啥也不敢问，怕孩子哭得哄
不住。”小郑问他提着鞋子怎么打伞，李主任叹了一口气
说：“哪里会有伞呢，大部分家庭都是没有伞的，即便
有，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给孩子们拿到学校去。因为那时
候的伞都是厚重的油布伞，也属于家里的稀罕物件，小
一点的孩子拿不动；再说，家里的孩子多，都争着抢着
要拿伞去显摆，给谁都不公平，所以每人一顶破草帽就
打发了。还有的女孩子爱漂亮，不愿意戴草帽，只好淋
着雨去学校。”“只有个别的孩子被家长背着送到学校
去，不过，那是很丢人的事儿。”

我接过话头说，我们和你们相比，情况好了一点
儿，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有胶鞋，而且是深腰的胶鞋，
只不过我人小，穿的是哥哥的旧胶鞋，大了好几个码，
在泥地里走也是相当艰难。让人嫉妒的不是鞋子的大
小，而是有的同学，他们村里的路比较好一点，雨过天
晴路也干了，她们就能穿着干净的鞋子到校，我们只能
望鞋兴叹了，索性打光脚在校园里飞奔，指甲盖都踢飞
了也不知道疼。

王大姐叹了口气，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在自己
村里，都是三合土的路面，刮风下雨都不怕。只是初中
的时候，必须到二里地以外的联中，天天上学放学全靠
两条腿，走路走得腿疼，遇上刮风下雪，我们都是一路
走一路摔跤。有一次，雪后路面结冰，我和几个小朋友
拉着手走，刚刚爬上一个坡，还没有站稳，一个小伙伴
摔到了，带着我们往下滚，我们几个咕噜噜滚了十几米
远，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反倒哈哈大笑，觉得好玩极了。

小郑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我上学那会儿，大部
分路面都是硬化过的，没有泥泞，每人都有伞和雨鞋，
如果父母顾得上，也会用自行车接送一下的。不过和我
的儿子就不能比了，他现在天天有爷爷奶奶专职接送，
坐的是带棚子的三轮车，风不刮雨不淋太阳晒不到，下
雨的时候，就直接把他送到教室门口，根本不用穿雨鞋
带雨伞。

现在，天天有人谈论社会不公平，物价飞涨、贫富
悬殊、生活水平下降等，可无论怎么说，我们的日子是
一天比一天好，单就上学路上，这几代人的感受就是一
个很好的缩影。

几代人的上学路

■冯政琪
在中原，在内陆
没有河流的城市
多了喧嚣，少了灵性
而非常庆幸的是
两条河流穿城而过
如玉带般镶嵌在心怀
浪花汇成快乐的旋律
我情不自禁的欢呼
沙澧河，你好

沙河的水是清澈的
澧河的水是清澈的
当年，那一群年轻的士兵
谁能忘记
在河边摸爬滚打的岁月
谁都知道

青春的脸变成了古铜色
留在岸边的军歌声
和那一长串的脚印
积满了我们的汗水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多少年了
河水依然是那么清澈
它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
河流就会成为一种寄托
一座城市，一条河流
一名士兵
守护他的第二故乡
城市在改革大潮中绽放
只有静静的河流在倾听
改革的涛声，青春激情
都装进了河流的恋情里

沙澧之恋

■张国绍
崔大妈在小区花园里，悄悄栽下了一棵石榴树。
物业管理员年年嚷嚷，让崔大妈拔掉，嚷嚷了三年，

石榴树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与花园里的其他花木融为一
体，物业上也默默地认可了。

头一年，一树的石榴红了皮，但一夜之间被人偷得干
干净净，一个也没有剩下。

今年，满树火红的石榴花开放的时候，崔大妈便养了
一只小狗。

石榴皮刚刚泛红，崔大妈便在自家窗口下搭建一个像
伞一样的临时狗窝，狗窝与石榴树近在咫尺，白天收起
来，晚上支上去，夜里小狗汪汪汪一叫，崔大妈便拿着手
电，趴在窗口，冲着石榴树一通乱照。

好不容易，石榴成熟了。
崔大妈把石榴全部摘下来，然后一家挨一家的送。不

偏不倚，每户四个。
送到老李家时，老李老婆嫌少。崔大妈刚一离开，老

李老婆便冲老李说，真是老鳖一，满满的一树石榴，一家
才给四个。

老李是退休干部，人很开明，老李说，真是刮大风吞
炒面——咋张开嘴了！人家一个也不送，你又该如何？

石榴熟了

读书会活动现场，余飞老师和两位嘉宾中肯地为大家点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