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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刊登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报道、文
艺界新闻动态等；
■好书推荐：每期推荐二至三本好看的新书或经
典书籍、或不定期推出读书专版等；
■读书笔记：刊登优秀读书作品、书评等；
■书画之窗：刊登书画界动态、书画专版及书画
名家专访、书画鉴赏文章等；
■颜色视界：刊登摄影作品或我市摄影界知名摄
影师的专访等；
■文化收藏：刊登玉文化、邮票文化、茶文化等
与文化收藏有关的人事物等；
■征文专栏：刊登各类文学征文活动作品；
■名家名作：刊登知名作家的名篇作品；
■人在旅途：刊登游记类作品；
■影视品评：刊登电影、电视评论类作品；
■家长里短：刊登关于“家”的故事；
■人间世相：刊登小说、小小说、微小说等反映
世间百态的小说作品；
■心灵感悟：刊登唯美的散文、随笔作品；
■流年往事：刊登一些追忆人事物的散文、随笔
作品；
■新人新作：刊登一些文艺新人的作品，可配简
介及编辑点评；
■诗香词韵：刊登诗词作品；
■小荷初露：刊登一些优秀学生作品；
■【其他】： 本栏目根据作者作品暂定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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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2017年栏目设置

●王文平
一股暖 从门框的对联 木门的年画 开始升起
从香炉的檀香 日夜升腾
父亲将第一碗扁食 端到庭院正中 祭天祭地
然后鞭炮齐鸣
我穿着碎花的棉衣棉裤 带着布香在院中欢呼
捡拾炮鞭散落的未燃的 小炮
我是快乐的小陀螺 旋转 旋转 停不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 我仍没停下来
新年的钟声敲打成鞭
旋转中 一次次感受新年的暖

新年的暖

●王晓景
进入腊月，心就像长了草，空气中似乎可

以嗅到腊肉年糕的味道。
平常的日子如流水，反而临近春节会有时

光凝滞感，总想快点儿放假，快点儿回家，拥
着母亲用新采摘棉花做的被子安然入梦。妹妹
电话里讲，家里的小猫总是对着屋檐下悬挂的
咸鱼抒情，我不禁笑出声来，仿佛看到又淘气
又馋嘴的小猫在脚下蹭来蹭去的撒娇，像缠着
大人索要糖果的孩童。

“小孩小孩你别谗，过了腊八就是年。”在
纷纷吐槽年味越来越淡的今天，儿时对过年却
是充满期待和憧憬。压抑很久的兴奋终于找到
释放的出口，和一群小伙伴在街上疯跑着，尖
叫着，惊得树枝上的雪花“扑漱漱”掉落下
来，全然忘记了母亲叮嘱多次的新年禁忌。直
到小脸通红，直到新鞋子里灌满雪花，直到小
肚子开始唱歌儿，这才觅着空气中诱人的香味
回到家里。蹲在火炉旁尽情的吃着炒花生、炒
蚕豆、炸肉丸子、炸带鱼、炸年糕、煮饺子、
煮排骨……还不忘竖起耳朵听祖母讲年代久远
的故事。

大年初一清晨，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在
长辈面前打个滚儿、作个揖，压岁钱就来了。
那一天自己是最富有的人，口袋里装满大把的
糖果，手里拿着红艳艳的糖葫芦，屁颠儿屁颠
儿的跟在母亲后面去看新媳妇。下午的时候逛
庙会，咿咿呀呀唱大戏的，敲锣打鼓玩杂耍
的，活灵活现吹糖人的，颤颤巍巍走高跷的，
驱邪降福耍狮子的……这是最隆重最喜庆的节
日，直到夜幕降临，大红灯笼把小村庄点缀得
璀璨起来，人们仍聚在街上不愿散去，相互说
着吉祥祝福话，谈论着庄稼收成和开春打算，
年便悄悄地从欢声笑语中溜走了。

记忆中的孩儿年

●孙亚洁
你好，2017
我像一条迫不及待的小银鱼 径直扑向你
我要在你燃烧的火焰里 长成奔跑的小水滴
我要在你温暖的掌心里 晒太阳
采集所有日子的光芒
涂抹从我的体内滚落的诗句
尽管还有坚硬的词语 在坚硬的森林里筑巢
还有破碎的音符 敲打着记忆的回音壁
但你优雅的裙裾 已沾满了鲜艳的花语
2017，我爱你

清晨
清晨。光的酒窝 打开了所有的锁
众鸟高飞 身披一场大火
清晨。我醒来 牵着镶满了花边儿的云彩
站在人间的低处
任一浪高过一浪的光波 将我紧紧地包裹

2017，我爱你
（外一首）

●陈思盈
热爱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华民族

历来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华上下
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正是通过历代优秀
的不朽的书籍，才得以薪火相传，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才得以源远流长。

漯河是一座古城，人文气息浓厚；城市
临水，城郊还有一片辽阔的桃花园。春季，
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不仅游人如织，还吸引
众多文化人在这里吟诗作文。

“水韵沙澧读书会”是漯河日报社水韵
沙澧文艺副刊部发起并承办的一项文化盛
事。它的前身就是因桃园而兴的“桃花笔
会”。桃花笔会的举办成了漯河日报文艺副刊
的一桩雅事，并从此有了“以花会友”、“以
花兴文”的自然、自在的活动。随着我市

“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化，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感到这一活动也应该与时俱进，给予必要的
丰富与加强，变“一年一次的聚会”为“一
月一次的交流”、变“以花兴文”为“以书论
道”，媒介变了，次数增多了，于是就有了今
天的“水韵沙澧读书会”——这亦是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带动更多人读好书、好读书、写好文、
创精品，营造书香漯河氛围，提升漯河文化
软实力的有力举措，所以，漯河日报社依托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于2015年三月创办了“水
韵沙澧读书会”。

读书会之所以冠以“水韵沙澧”，一是因
为有沙、澧两河穿城而过，而沙河由西折向
东北的环抱处，正是许慎的故里，那里有许
慎的陵园，弥漫着文宗字祖的气息和诸多遗
迹；二是因为漯河日报文艺副刊的名称也是

“水韵沙澧”四字，这种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环
境，既是读书会的广义背景，也是读书会用
来自励的精神象征。

水韵沙澧读书会的主导思想是以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指导，以“崇文尚德、务
本图强”的漯河精神为观照，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引导并弘扬读精典、重修身、
立美德的风气。

水韵沙澧读书会的宗旨是阅读·分享·
交流，倡导读书之风，爱读书、读好书；引
导作家创精品，讲正气、写美文，抒发正能
量，营造书香氛围，并提供交流的空间、分
享的平台。读书会不只局限于读书写作，也
包括书画交流、品茶赏香、吟诗作赋、影视
鉴赏、剧本创作、名家讲堂、文学品读、哲
学研讨等。

水韵沙澧读书会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责
任编辑为主导，以文艺界若干有学养、有经
验、有热心的文化学者为辅助，作为读书会
的组织者；以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为骨干
力量，面向社会公众、企业社团、机关学校
等，以自愿报名参会的方式，以公益为主开
办，并建立微信群，围绕党和政府的思想、
理论导向，结合读书会成员的需求实际，长
计划、短安排，基本做到一月一次活动、一
月一个主题来组织开展读书活动。

水韵沙澧读书会自开办以来，已办了二
十多期，其内容涉及近20个专题，包括《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解读、市社科联主席高文献漫谈老
子 《道德经》、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谈散文创
作、陕西知名作家周瑄璞谈小说创作、知名
文化学者曹代颖谈自成气象的茶文化、漯河
日报资深副刊编辑余飞点评作者作品、省诗
歌学会秘书长吴元成谈诗歌创作、组织读书
会成员赴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考察
大学生创业等。读书会所阅读和参考书目涉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学习读本》、《道德经》、《茶经》、《论
语》、《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中国通
史》、《世界通史》，唐诗、宋词、中国传统哲
学、德国古典哲学、中国文学经典，乔叶系
列小说和散文集、周瑄璞系列小说集、吴元成
系列诗集等。前来参加水韵沙澧读书会的有工
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有私企老板、青
年学生以及自由职业者。年龄最小的十多岁，
最大的70多岁，影响所及，遍布城乡。

水韵沙澧读书会虽是民间自发活动，但
受到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的高度关注与支
持，并且已经纳入“中原大讲堂·沙澧讲
堂”活动系列。同时，读书会为广大文学爱
好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文学艺术工
作的系列讲话提供了理解、感悟、践行的自
觉意识和思想方法，许多作者积极主动走向
一线、深入采访。从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
副刊来看，不仅稿量充足，稿件的质量也明
显提高，涌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有大情
怀的好文章。

水韵沙澧读书会已经初步有了并将继续
打造自己的特色。一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它面向社会，不设门槛，老少皆宜，凡钟情
于读书学习的人都欢迎参与；二是具有灵活
的开放性，它立足于本土，但也注重对外交
流，尤其在聘请领读、领讲人时，既请本土
的知名学人，也请外地的专家学者，从而在

更宽阔的视野上吸纳精华。2016年，水韵沙
澧读书会已经这样做了，先后请了省内外的
几位名家来读书会领讲；三是具有一定的实
践性，为避免坐而论道和从书本到书本，水
韵沙澧读书会适时的组织读书会骨干成员走
进企业、走向现实生活；四是具有丰富的多
样性，读书会以文学为主，但不囿于文学，
兼及多种文化艺术门类，形成艺苑爬罗的文
化气韵……

阅读是一种对话，一种思想的交流。站
在2017年的门口，回顾2016年，你读了几本
书？是否阅读过这样一本书？也许，这本书
使你在困惑的时候得到了启迪；也许，这本
收为你的心灵带去了一丝慰藉；也许，这本
书让你了解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

是的，是阅读带给我们平凡的生活无限
可能。2017年，我们会请来更多知名作家和
文化学者做客读书会，欢迎关注水韵沙澧读
书会，欢迎参与水韵沙澧读书会的活动。

2017年，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2017年，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诗香词韵诗香词韵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郑曾洋
漯河，因水得名，因水而兴。沙澧河如玉

带围腰，穿城而过，赋予这座城市风韵和灵
气。漯河，是一座幸运和幸福的城市，是一座
被两条河滋养的城市，更是一座流淌着千年古
韵的城市。

沙澧河，漯河的母亲河，她静静东流，见
证了漯河从中原走向世界，从过去走向未来，
尤其是见证了这三十多年来漯河的大发展、大
变化。可以说，是沙澧河塑造了漯河独特的城
市品格；是沙澧河将漯河的生灵滋养，并积淀
出厚重的文化底蕴。

漫步沙澧河畔，我追逐着沙澧水流，寻找
着沙澧水韵，感受着沙澧情怀，是惬意，是聆
听，更是在阅读沙澧河畔的前世今生……

西湾的变迁

“西湾晨霞”是沙澧公园镇河铁牛东边一
处美丽的风景区，昔日，这里是一个紧邻沙河
的小村庄。小村庄南靠沙河，西望镇河铁牛，
东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柳林，北边则是大片的
梧桐树，清清的河水，清静的柳林，清香的桐
花。来过这里的人们都会说，如果这里河岸两
边再种上成片的桃花，足可与“世外桃源”相
媲美吧？

三十年前的那个“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季
节，我和同学一行骑着自行车，顺着河堤一路
向西，去镇河铁牛那儿去玩。离村子还远，就
被那沁人心脾的醉人清香所吸引。一进村子，
就看到路边大片的梧桐树，高大的树冠，像云
像雾，吐露着诱人的芳菲。骑行到跟前，见满

树繁花开得正艳，一朵朵梧桐花，像一串串浅
紫色的风铃，摇曳在春风中。我们停下车来，嗅
着花香，看着花开，满树繁花在暖暖的阳光照耀
下，分外柔美，分外迷人。那一刻，我们都沉醉
于馥郁的花香中，沉醉于这祥和的宁静里。

岁月辗转，时光流逝。三十年过去，昔日
的小村庄早已变成了沙澧河风景区的“西湾晨
霞”。低矮的瓦房、网箱养鱼池、挖沙船都踪迹
皆无，路边的梧桐树，还有柳林，都被各种花
木和大片的草坪所取代。沙河岸边昔日的风
景，也只剩下一棵河畔的梧桐树和镇河铁牛，
一个静静地挺立在岸边，一个默默地蹲踞在河
堤，观望着沙河两岸的开发建设。每天晨曦初
露，人们或在河堤上跑步，或坐在石凳上低
语，或携手散步聊天，或伫立在岸边听河水缓
流，观沿岸风景，赏西湾晨霞。抬头亦见绿，
起步便闻香，侧耳有鸟鸣。而夕阳西下时，漫
步河边，看河边垂钓，赏斜阳金色，何尝不是
一种诗意？到了华灯初上时，清风徐来，彩灯
璀璨，交相辉映，光影和谐，像萦绕在城市之
上的抒情小夜曲。河面上映印着斑斓的灯光，
河北岸的九龙壁在绚丽多彩的灯光映衬下，更
加璀璨耀眼，逐水而动，仿佛要跃入沙河水中
嬉戏。

西湾，无论是晨霞还是夕照，无论是昔日
的梧桐花还是今日的九龙壁，还有静静东流去
的沙河水，以及岸边的镇河铁牛，都见证着漯
河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淘气猫到红枫广场

沙河水从西湾向东，在彩虹桥西与澧河交

汇。漫步彩虹桥，倚桥栏杆西望沙澧河交汇
处，只见玉带缓流、莺啼燕鸣、湿地草坪、木
廊甬道、雕塑盆景，既富有现代感，又不失古
典韵味，浓郁的诗情画意扑面而来。多年前，
这里曾有一座名叫淘气猫的游园，曾经给漯河
很多人带来过无穷的欢乐。

记得淘气猫游园刚建起那年，当时的场面
真可谓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公园里有碰碰
车、铁索桥、攀山网、梅花桩阵……我们玩了
这个，又奔向那个，从上午九点多一直玩到下
午一点多，真是乐而忘返，直到肚子咕咕叫着
提意见了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园门。后来在河
堤附近买了房子，又多次带着儿子去淘气猫公
园玩，每次都玩得尽兴方归。

随着儿子上中学，再加上漯河发展速度实
在太快，其他好玩的地方渐渐取代了淘气猫，
我们再没有去过淘气猫公园。

沙澧河开发建设让两河四岸变成了漯河最
漂亮的 4A 级的沙澧河风景区，春有百花秋赏
月，夏有凉风冬看雪。尤其是这片取代淘气猫
游园的地方，各种花木错落有致，俯仰生姿，
除了青松翠竹，还有夹竹桃、百日红、马褂
木、桂花、女贞、栾树、枇杷、海棠、石榴、
柿子……特别是夹堤的红枫和银杏，是这段河
堤最靓丽的风景。北倚河堤南临沙澧河改建成
了一个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广场，篮球场、乒乓
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环形跑道……适合
各种年龄段的人们活动，特别是位于中心的红
枫广场，更成了漯河人最好的去处。

红枫广场因邻近这段河堤上栽种的两排美
国红枫而得名。这两排红枫，一到深秋季节，
就像两排熊熊燃烧的火炬，把沙澧河畔装点
得分外妖娆。片片枫叶在瑟瑟的秋风中，如
灯似火彰显异彩，如一团团生命的火焰，燃
烧在深秋的枝头，燃烧在寒意渐浓的风中。
而红枫广场上，晨曦微露时，那些练太极拳
的人们就在这里随着音乐开始了锻炼。华灯
初上时，月光洒满沙澧河面，广场上就更加
热闹。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姐们跳出青春的风
采，大点的孩子在广场一边玩轮滑，小点的
孩子手拿小铲在沙滩上玩沙塑沙雕或是构建
城堡，老人小孩各得其所，其乐融融。更有
周末晚上，文艺宣传部门经常在这里组织各种

歌舞戏曲或器乐文艺演出，红枫广场更成了欢
乐的天堂。

犹记得今年中秋之夜，“月光下的沙澧河”
大型诗歌朗诵会在红枫广场举行。是夜，天空
明月一轮，沙澧河水如琴，广场人潮如海，共
听盛世雅音。彼时，沙澧河呈现出一种宁静之
美，静得能听到细柔的水流声，像在呢喃，又
像是窃窃私语，难道她在讲述从淘气猫到红枫
广场的变迁故事？

丁湾——童话的世界

无意中从网上得知，丁湾村房屋墙壁都画
上了五彩斑斓的壁画，走进丁湾村，仿佛来到
了童话般的世界，何不过去瞅瞅？

驱车来到丁湾桥西头，往南一拐，就上了
澧河堤。只见河堤西侧，一幢幢蓝房子、红房
子、黄房子、青房子、五彩房子，在冬日暖阳
下显得分外醒目。每一幢房屋正对着河堤的这
面墙壁上，都画着色彩艳丽的3D立体动画，构
图因房而异，层次丰富，立体感强，配色逼
真：长颈鹿悠闲地东张西望，大老虎威严地迈
着王者之步，海豚钻圈那叫一个壮观，孔雀开
屏那叫一个炫酷，熊大熊二在跟光头强斗智斗
勇，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一块儿开心玩耍，还
有绿色的田野、洁白的雪山、蓝色的海底世
界、广阔无边的森林、呼啸而来的飞机……最
让人叫绝的是家家户户的门窗，巧妙镶嵌在一
幅幅惟妙惟肖的动画之中，竟看不出是图画中
的门窗，还是真实的门窗！

河堤东侧，澧河水清水秀波，宛如温润的
碧玉，静静的，仿佛不再流淌，让人看一眼就
想拥她入怀，沉醉其中。

好多像我这样慕名而来的人，带着欢蹦乱
跳的孩子，漫步在澧河堤上，沐浴在这暖暖的
阳光下，沉浸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欣赏着这
绚丽迷人的风景，在这童话般的世界前驻足、
拍照。

“一城春色半城水，沙澧风光惹人醉。”静
静东流去的沙澧河水，见证了漯河过去的三十
年巨变。如今，沙澧河将迎来漯河新的发展，
奋发图强的漯河人，也正在沙澧河边建设着自
己的美好家园，书写着更精彩的盛世华章。

沙河东流去

■■新年特辑新年特辑

■■流年往事流年往事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寄语漯河日报社水
韵沙澧读书会。

●河南日报中原风文艺副刊主编冻凤秋
寄语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
知
名
插
画
师
袁

小
真
寄
语
漯
河
日
报
社

水
韵
沙
澧
读
书
会
。

●
陕
西
知
名
作
家
周
瑄
璞
寄
语
漯
河

日
报
水
韵
沙
澧
文
艺
副
刊
。

做客水韵沙澧读书会做客水韵沙澧读书会
的部分嘉宾寄语选登的部分嘉宾寄语选登

●省诗歌学会秘书长吴元成寄语漯河日
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及水韵沙澧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