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飞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年轻人都成了

“文艺青年”，也就是说，大家都“拥挤在
文学的小道上”，其中，写诗的人最多，当
然，我也是和大家拥挤在一起的。对于当
时出现的“文学热”，有人劝说让“大家不
要拥挤在一条是道上”，也有人说“诗就是
年轻人的事业，每一个青年就是一首诗”。
对于前者，很多人和我的态度一样，那就
是像挤公共汽车一样，你挤上去了，凭什
么不让我也挤上去？而对于后者，闻之则
如被打了鸡血般每每做出一副“文学状”
招摇过市，仿佛要告诉每一个人，自己就
是一个“文艺青年”，自然就有了非同一般
的高尚。

其实，自己明明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
没读过几天书的割草孩子。那时，出身乡
村如我一般懵懂的少年，说到自己的桑梓
地大都有一种没来由的自卑感，生怕因为
自己生在乡村就找不到城里的对象般遮遮
掩掩。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有些好笑了。随着
岁月的雕刀在脸上刻出道道纹痕，每想起
或说到自己的家乡便有一番别样的心境了。

其实每一个乡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
事。即便是本没有发生过故事的许多乡
村，村人也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庸攀
雅一回，给自己村子的前世今生贴上一张
很“文化”、很“历史”的标签。其实这种
现象从古至今都有。据说在某个地方就为
西门庆属于哪个村子而争得不亦乐乎；更
有甚者，村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家世渊远流

长，竟凭空把孙悟空拉进了自己的家谱当
作祖先供奉，想想就让人哭笑不得。说到
底，还是钱这个东西在作怪，老实巴交的
村人为了能快一点把钱袋子装满，就很有
文化般做一点缺点文化的事也就没有什么
大惊小怪了。

而我的家乡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让人笑
话的事来的。它有很多故事和传说，这些
故事或者传说大都有据可查，或者是有着
清晰的来龙去脉。

漯河和漯河的周边有这样命名的村
子。如源汇区的“皇寓”、临颍县的“皇帝
庙”、召陵区的“高皇殿”等。这些，

“庙”与“殿”都是因这里过去有过很大的
庙宇而得名，“寓”则是皇帝在这里歇过后
就成了村子的名字了。若从字面意思看，
这些以此命名或者以示纪念的都应该是历
史上某位皇帝而致，但翻遍史册，方圆百
里却没有出过任何一个皇帝，这就逼着我
很费力的去查阅古籍，并很认真的去采集
很多流传于民间的传说。

综合了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终于弄
明白了这个所谓的“皇帝”其实并不是真
正的皇帝，而是和皇帝的身份差不多、且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记载、并有着能让老百
姓念念不忘的功德的一代“帝王”商高
宗。之所以不能被称为皇帝，是因为“皇
帝”这个称谓是在他之后的数百年后才由

“始皇帝”秦始皇创造并开始独家使用，所
以说这个版权应该归秦始皇所有。而3000
年前的商高宗却在我的家乡享有和皇帝一
般的待遇，并且以皇帝之名享受村人的四

时供奉，可见我那大多文化不高的乡亲对
“受人滴水之恩必以涌泉相报”之说理解已
经深入到骨髓里了。那么，给了商高宗皇
帝的一切尊享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查史料得知，商高宗名武丁，商朝
第二十三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
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 1250 年~公元前 1192
年。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
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
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盛
世”。武丁还是太子的时侯，他的父王就特
意把他送到民间，让他去了解民间疾苦，
使他自幼懂得稼穑之艰难。即位后，他发
誓重振殷商基业，使国家繁荣昌盛。武丁
打破传统用人方式，大胆起用贫民出身的
傅说、甘盘为相，改革官制，稳定了商王
朝局势，然后加强军事力量，征服周边部
落，解除外部威胁，并逐步把势力扩大到
长江流域，使商王朝的统治达到极盛时
期。武丁在对外用兵中，不仅自己运筹帷
幄指挥全局，还派妻子妇好亲率将士们一
起出征，以鼓舞士气。上世纪70年代，考
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妇好墓葬，大量的
殉葬品可以证明，她确是我国古代最早的
一位女将军。

武丁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
展，并开始了集体耕作的新模式。相传，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的南方发生了蝗
灾，他就把朝政托付给了傅说后，自己则
率人到蝗灾最重的沙、颍河流域的郾城、
临颍、西华一带指挥民众灭蝗救灾去了。

可想而知，铺天盖地的蝗虫如潮水般滚滚
而来，不但把老百姓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
吞噬殆尽，而且造成了瘟疫的流行。武丁
灭蝗之行肯定不是做做样子的走马观花，
更不是戴着口罩或者是不戴口罩预先吃了
些预防病毒的药物后来在现场让新闻媒体
广泛宣传他的亲民爱民。总之他在这一带
停留的时间不短，也正因为停留的时间
长，他也就没有再回到他在郑州的行宫，
因为在这断时间里他不幸染上了疾病并且
医治无效，一代有为之君竟然死于灭蝗的
战场上。

商高宗死在了离沙河不远的某个村庄
或者是田野，时值“秋老虎”肆虐，再把
他运回都城安葬应该是不可能的，因此，
他被就近葬于西华县田口乡的陵西村。该
地现存有高宗陵即为他的长眠之地。

商高宗的德政以及后来的南下灭蝗行
为都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他在灭蝗
过程中所走过、住过的的地方都被后人作
为纪念地命名而供后人铭记，如前边提到
的漯河境内的“皇寓”就是当年武丁曾经
下塌的寓所；“皇帝庙”、“高皇殿”、“高宗
寨”及西华县的清凉寺、县北道陵岗、思
都岗等，都是老百姓为怀念商高宗而兴建
的祭奠场所。

记得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有这样的诗
句：“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 他还活着……”我的乡亲中读过先生
诗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你不觉得和先生
的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

乡村笔记之——

活着的是怀念

■王晓景
十二年前初次相遇，你在沙澧河畔的城

市，我在颍河岸边的乡村。那时你的名字叫
《漯河内陆特区报》，我刚满二十岁，正是脸
上洋溢胶原蛋白、眉上飞舞青春无敌的年
纪，你的“沙澧文苑”流光溢彩，我的一首
小诗《打工的父亲》有幸被选中刊登，从此
结缘。

还记得那首小诗的内容：“悬空的高架
桥上，移动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在城
里打工的父亲。色彩斑斓的油漆和着汗
水，悄然妆扮着车水马龙的美丽。月底，
几张红红的钞票，还有我寥寥数语的家
书，便让他满脸的皱纹，舒展成一朵淡灰
色的雏菊。”

记得当村子里陆续盖起宽敞明亮的楼
房时，我家住的仍是土坯墙砌的草屋，阴
暗潮湿，祖母常年身患哮喘，姐弟三人的
学费让生活更是拮据。爷爷传下来的木工
手艺活越来越不景气，父亲就是那年夏天
跟着别人走出村子，去了城里给护栏刷油
漆。

2005年秋，你更名为《漯河日报》，我

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着小诗，燃烧的激情
横冲直撞，有着无数憧憬。因生而贫穷，
并且庸碌，年少浑沌的那一段时光，只有
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以为
努力可做金缕织就自己独一无二的华服。
可那年冬天，却遭遇机构改革大潮被分流
下岗，男友也继而提出分手……二十出头
的年纪，刚扬风帆，未起航便颓然搁浅。

无奈离开漯河，在不是故乡的城市辗
转。从私企、国企，最后到重点名校生扎
堆的央企，一路走来，是无数个蹬着高跟
鞋满办公室跑的付出，是无数个深夜写字
楼加班的辛劳，是各类资格证考试挤满时
间空隙的付出。做报表写总结的时间越来
越长，静心书写文字的心情越来越少，与
你渐行渐远。

偶尔仍会想起你，想起那首小诗，想
起年少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固执，想到自
己从冬日里忍耐到春暖花开，从黑暗里走
到灯火通明。

机缘巧合，十年后我又重回故乡，回
到了这座血脉相连的城市。经年之后再想
起这些过往，不论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

伏，现在的我都能用快乐幸福做总结。尽
管走了很长一条的弯路，尽管多出来的旅
途有时漫长到举步维艰，但我依然感恩这
些坚持下来的奇遇。

多年不曾提笔写字，但还保留了阅读
的习惯，又见你的容颜，乍惊还喜。麦家
说“纯粹的阅读是可以引导的”。尽管世间
浮华万千，人烟嚣盛聒噪，我仍然依心而
行读书写字，自由自在，这是一种“回
家”的状态。

我回家了，这里再次与你相遇，我们
都已是而立之年。三十岁，是内敛沉静，
是优雅从容，是独立善良，是美好如初。

这些年，你的成绩硕果累累，你的荣耀熠
熠生辉，你是新闻宣传线的主力军，是全
市父老乡亲的精神食粮；这些年，我也用
书抵抗岁月侵袭，没有淹没在柴米油盐、
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中，依然会把白衬衣
穿的潇洒帅气。

于声之处听惊雷，于无色之处见繁
华。有一种气质，在岁月中越沉越香，历
久弥新。这十年，我们努力，我们坚持，
我们自律，我们节制，用我们的十年下
酒，可饮风霜，可润温喉。

下一个十年，我们依然年轻，因为我
们激情满怀，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

我们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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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艳
晚饭过后，带着孩子漫步

在河堤的小道上，身边是孩子
天真的笑脸，周围是郁郁葱葱
的树木，远方是鳞次栉比的建
筑，悬挂在树上的灯笼透出朦
胧柔和的光。细雨斜落，夹杂
着十月的微风和蒙蒙的细雨打
湿了头发、脸庞，丝丝清润沁
入心脾，一切都是多么地美好
与惬意，感觉妙极了！

猛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
书——《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
是免费的》。这位加拿大的青
年作家尼尔总是喜欢描述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最后在结尾来
上一句：感觉妙极了！初读这
本书是因为它超高的人气和良
好的口碑。“这本书妙到让我
禁不住蜷起脚趾，拥抱爱人，
在被窝里卿卿我我。”“当你打
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充满令人
心动的美妙时刻，每一张图都
闪耀着让人觉醒的耀眼光芒，
每一段文字都散发着温热迷人
的芬芳。”……诸如此类的评
论比比皆是。但大致翻看了几
页我便失去了兴趣，作者描写
的都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片
段，比如独自在家纵情跳舞；
无意中发现某台在重播你最爱
的电视剧；吃小时候最爱吃的
东西；在公园找到最完美的一
片草地坐下……我不能理解这
些平淡无奇的小事在作者的眼
里怎么就成了美好的事情，更
惊奇的是那么多的读者跟风叫
好。

在这雨天里散步，眼前浮
过每天生活的一幕幕情景：每
天早上固定的时间穿越拥堵的
路段送孩子上学时的嘱托与叮
咛；匆匆挤上公交车遇到同事
时会心一笑，相互问好；傍晚
时分，相互搀扶着走在小区院
里有说有笑、幸福而又安详的
老人；家里“发”水，淹及邻
居家房间时邻居的帮助与体
谅；超市购物，在收银处挑到
了一条最快的队伍；遗失的东
西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些平
常没有在意或习以为常的小
事，偶尔回想一下才感觉出
好。那些被我们平时所忽视许
久的东西，都在一瞬间向我们
展示出最光明最温暖的一面。

“真正的幸福，不是惊天动地
的事，而是懂得发现生命中的
小 美 好 ， 过 自 己 想 要 的 生
活。”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一
些小事总能让作家尼尔感动。

紧张、焦虑充斥着现代生
活，每个人都在追求或远大或
渺小的目标，却很少留意周边
的风景，关注那些对自己好的
人。想起了电影《北京遇上西
雅图之不二情书》 中的情节，
男女主人公原本不认识，住在
洛杉机和澳门两个南辕北辙的

地方，却因为一本书而联结在
一起，由此开启了一封封书信
漂洋过海的旅程……两人从
开始的指责揶揄，到慢慢敞
开心扉交流生活中的点滴，
再到遇到心灵困境的时候为
对方指引方向，到最终的相
知相恋……尽管素未谋面，
美好的爱情依然从细微处发
酵成长。两个陌生人尚且如
此，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难
道不值得加倍珍惜吗？其实累
了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享
受此刻拥有的一切，阳光、清
风、花草、家人、恋人、朋
友、同事……多么的单纯与美
好。美一直存在于生活当中，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

退休的老干部去公园晨
练，清水为墨，在石阶上书写
心中的闲云野鹤、恬淡宁静；
腾腾的热气中，街边的小贩开
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连贯的
动作、简单的眼神是夫妻间心
照不宣的默契；轰鸣的车间
里，工人师傅们用辛劳和汗水
为社会生产出一件件合格的产
品，成就感在心中点滴累加。
无需过多的点缀，这便是最美
的画面。胸怀远大的理想固然
值得称赞，但理想从来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经过长期的努力
奋斗。奋斗的过程不是让我们
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要学
会苦中作乐，享受生活带给我
们的每一件乐趣，每一次的进
步和成功都值得我们去庆祝，
去分享。唯有当我们认为生活
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美好精彩
的，未来才会在畅想中值得期
待。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
厦千间，夜眠七尺。为了也许
一辈子都无法达成的“财富”
丢失了今天的快乐，值得吗？
每天尽想着烦恼的事情，生活
怎能不乏味呢？与其痛苦不
堪、压力甚大地忙碌，不如抛
开枷锁，活得潇洒一些。这样
一想，工作生活中的那些烦心
事便不再烦人；当同事间因为
工作相互推诿时，不妨迎头直
上，失去的是一时的轻松，换
来的是自我能力提升的机会；
面对别人的苛责，不妨积极主
动地想办法解决，失去的是一
时的惬意，换来的是宝贵的经
验。积极乐观的态度总能让生
活变得充实而美满。

有时候，我们会记得那些
令我们会心微笑的小事情；有
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感觉世
界正在崩塌、陷落，幸福已成
为久远的传说。但事实上，美
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周围，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当你烦
恼沮丧的时候，不妨读一读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
的》。

发现生活中的美

■张虎伟
假期回老家看望母亲，我

执意要下厨房做饭。母亲说，
你整天上班忙，能挤时间回来
妈就高兴，还是歇着吧。终是
拗不过她，被她从厨房撵了出
来。晚饭后，天边开满了绚烂
的晚霞。我说，妈，出去转转
吧。村北面是成片的庄稼地，
母亲说，那就去地里看看吧。

黄昏时分，白天燥热后泛
起的微微清凉铺满了乡间小
径。路上点缀着斑斑驳驳的杂
草，偶尔裸露出几片车子轧出
的黄土埂，像老年人额头的条
条皱纹。空气中弥漫着玉米樱
的清香，草丛里散跳着幼小的
昆虫，淅淅沥沥的蹦跳声，给
人一种灵动的和谐之美。我们
母子踏着青草，沐着余晖，闻
着清香，轻轻地走着。今年的
玉米长势很好，破壳而出的玉
米棒昭示着秋的金黄。路上的
蛐蛐儿非常多，我突然想起家
里的猫，便提议捉些回去，母
亲显得很高兴，竟也如同小孩
子一样，和我在草地上搜寻起
来。我眼镜度数高，看不太清

楚了，显得很吃力。母亲则弯
着腰，仔细的找寻着。夕阳点
点落在她的额头上，我的思绪
不禁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
是那么的喜欢捉蛐蛐儿、蚂
蚱，放学后丢下书包就往地里
跑，捉到后用狗尾草串起来。
有时候天色晚了，就听见母亲
悠长的呼喊声从村里飘出来。
现在看着蹲在地上“忙碌”的
母亲，晚霞映在她的脸上，温
暖在我的心里。二十多年前，
母亲总是抓蛐蛐逗我玩，二十
多年后，母亲还是那样拳拳地
爱着我，一起和三十岁的儿子
捉蛐蛐，如同我还是顽皮的孩
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说
妈，回去吧，别累着了。母亲
说，不急，再多捉点儿。我静
静地站着，看着母亲在夕阳下
绽出会心的微笑，如孩童般快
乐地捉着蛐蛐。当年，母亲也
是这样轻轻地站着，默默地注
视着我在地上欢快地追赶着蟋
蟀。母子之爱，就凝聚在默默
的注视里，弥散在这暖暖的夕
阳中。

和母亲捉蛐蛐儿

■孙亚洁

秋天深了 比秋天更深的是种子
金黄的梦 是落叶翠绿的诗
是雁啸长空后遗落的无垠寂静 深不见底
这纸上的人间 满目疮痍
秋水瘦。长天远
菊花在长风里舞剑 剑剑穿心 剑剑封喉
芦苇在河边饮酒 从古到今
一晃就是青丝耀金 一晃就是白雪满头
云水处 月亮 正悄悄消瘦

草木凋零以后

草木凋零以后

最先跳出来的是花木掩映中
那一条荒草寂寂的小路
还有虫儿喊出的遗落在路上的
锈迹斑斑的蛩音
沿着小路向前一路狂奔
你会看到一座古老又年轻的村落
安静地行走在《诗经》里
它用镀金的鸟鸣说话
它用斑驳的青砖黛瓦说话
它用养育村庄的小河
随性泼洒的浪花说话
它用圆月说话
它用漫天的星子说话
它说的话像发光的葡萄 寂静美好
大地 开始生长新草

秋天深了 (外一首)

■包广杰
早起，我推开窗子，清新的空气中夹

裹着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我还以为是邻
家又烹出了什么别样的饭香。待下楼散步
时再次闻到此香时，我这才明白，这不是
饭菜香，而是是桂花香。

我住的小区是个八百多户人家的小
区，除了车多之外，还算舒适、便利。小
区内树木森森，花草繁茂，春有桃、杏、
迎春、玉兰百花艳，夏有合欢粉似霞、石
榴红似火，秋有大枣、柿子、木瓜，硕果
累累满枝头，冬有腊梅、松、竹耐严寒，
环境优美令人陶醉。时下，满庭院的果子
压枝头，窗台上菊花争奇斗艳，但唯有这

“天香云外飘”的桂花一开，才有秋天的感
觉，才把我的秋思唤醒。

我搬到这个小区已六年有余，年年岁
岁花相似，岁岁仲秋桂花开，为什么只有
今年对桂花这么多思，或者说今年的桂花
令我如此钟爱，浓浓的香气竟惹得我坐卧
不安、牵肠挂肚，非要写点什么才觉得对
得住它的满腹花香呢？

国庆长假，除了在单位值了两天班
外，其余时间我都宅在家里陪从外地休假
归来的妻子和上高中的儿子，于是有更多
的时间亲近桂花树，享受小区的桂花香
了。恰巧读园林设计专业的外甥王萌从外
地来，经过他半专业化的现场教学，我才
知道我的小区有十几棵桂花树，开黄色的
花是金桂，有两棵开白色花的是银桂，可
惜没有开红色花的丹桂。望着好几米高的
桂花树，王萌赞叹说，你们这儿其实挺幸
运的，土壤、环境挺适合桂花生长的，如
果土质不好、环境不好，桂花也长不好。
桂花喜温暖洁净通风透光的环境，但又怕
大风吹，风一吹长势就减缓甚至还会死

亡，怕水多淹，但又耐不得干旱。桂花对
土质要求也高，喜疏松、富含腐殖质的肥
沃沙质壤土，这种树不是很耐寒，喜欢光
照，漯河虽是在北方，地理纬度却也不
高，可能几种条件都具备吧，这使得桂花
能在漯河、能在你们这个小区的长势良
好。

听了王萌的话，我非常庆幸能够生活
在这样一个小区，工作在这么一个城市。
难道不是吗？除了我们小区，在我们这个
城市的角角落落，不是到处都飘着桂花的
清香吗？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沙澧河
畔、会展中心……在其他我们知道或者不
知道的街区，桂花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她的
芳华，净化着我们的空气，也洗涤着我们
的灵魂。

下班路上，呼吸着桂花的清香，口里
反复吟着李清照的《鹧鸪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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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定妒，菊应羞。
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
当年不见收。”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在漯河
日报水韵沙澧读书会上，市社科联主席高
文献在分享 《道德经》 时讲到“圣人以
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宝”时，谈到了
新的漯河精神——崇文尚德 务本图强，我
马上顿悟了，为什么我今年对桂花这么情
有独钟。桂花树树叶是再平常不过的暗绿
色，花朵细小得几乎被人忽略，她没有婀
娜婆娑或者高大挺拔的身姿，也没有大红
大紫、争奇斗艳的花容，但她朴实无华、
全身是宝，除了为我们默默吐露芬芳外，
桂花还可以做桂花糕、桂花油，桂皮、桂
叶、桂根、桂枝还可以入药，桂花这种不
张扬、务实的品格这也不正是漯河精神中

“务本图强”的写照吗？

满城尽飘桂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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