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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祖国的春天 何学贞 作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张 玲
看到汪贝贝的第一眼，就被她深深的吸引。不

是因为她的漂亮，也不是因为她好彩头食品有限公
司企业法人的身份。而是她脸上那抹羞涩的笑容，
不施粉黛的素颜。看她微微蓬松的发质有一些凌
乱，不时地用右手把刘海安抚在耳后，那份自然，
那份洒脱，在我眼里正是她的魅力所在。

她真诚热情的邀请我们参观她的公司，耐心地
讲解她的产品，脸上依旧带着那份羞涩的笑容。在
展厅里，她拿起装果汁的瓶子，把它托在手上，边
侃侃而谈边熟练的反转瓶子，手上就像托着自己的
孩子一样，那份喜悦那份自信映衬在脸上。我忍不
住再一次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此之前，对她的经历并不了解，路上听老师
们讲她的简介，心里冒出了诸多疑问和好奇：这到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她的身上又有怎样的故事？

接触多了，慢慢发现，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
女子。6岁离开家乡跟父母到新疆生活，大学毕业到
漯河创业。从打工开始，肯干吃苦耐劳，她与别人
最大的不同是，打工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着商机。
2008 年开始自己办公司，因为年轻轻信他人被人
骗，企业倒闭，接着因为车祸痛失了最爱她的唯一
的哥哥。在这一连串的打击面前，我无法想象，眼
前这样一个柔弱女子是如何挺过来的。在经历了这
一切之后，应该说，她的生命发生了质的改变。痛
失亲人的悲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使她更加拼命的
努力。

改变命运的渴望，与她善良的天性使然，让她
更加的勤奋与谦恭。与她接触的人，都被她执著的
精神所感动，与她成为朋友，成为合作伙伴。由
此，她的事业也开始腾飞，由东拼西凑的30万元起
步，做到年售销额300万元，仅用一年时间，又翻了
十倍，做到3000多万元。四年之后再翻上一番，到
达6000多万元，再到如今的投资2个亿的新工厂建
成。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正一步步的走上正轨，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

我深信，以他们夫妇的人品，做事业的拼劲，
好彩头公司会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此刻，那个头发蓬松，带着羞涩笑容的汪贝贝
又呈现在我眼前，依然没有老总的架子，正在洒脱
地描述着他们美好的企业前景。身边是与她同甘共
苦的先生，他们正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谜一样的女子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采风专栏采风专栏

文明漯河文明漯河 暖暖新年暖暖新年

●张海燕
周五晚上，看电视聊天时，

我看到妈妈干裂的手，就对她
说：“我给你做个手护吧！效果特
别好，我两周做一次，你摸摸我的
手，光滑得很，比以前我在美容院
做的手护都强。”妈妈伸过来摸着
我的手说：“不用了吧，这几年有
了洗衣机，好多了，不像你们小时
候一到冬天，给你们三个洗衣服刷
鞋，过个冬天手就裂开了，像个核
桃皮。”

但我执意要做，边说边去找工
具，我把橄榄油和滋润霜按1:1的
比例调匀，把一次性手套和毛线手
套找齐。妈妈说：“我一会带上手
套，怎么脱衣服呢？”我说我帮她
脱，妈妈这才勉强同意把右手伸过
来。妈妈的手常年劳作，已经成深
褐色了，都是干皮，是没有裂口，
但摸起来还是粗糙。我用小刷子仔
细地从她的大拇指抹起，把两个指
头的缝隙也抹抹，特别是大拇指和

食指中间干皮多，我就抹得厚一些，手背抹完手
心也给抹一遍，抹完右手，我把一次性手套吹起
来，给她的右手戴上，然后再给她戴上毛线手
套。“就这样，睡觉时把手放被窝里，暖和一
夜，第二天你的手就光滑无比，这是我在报纸上
看到的方法，一到冬天我就是这样护手的。”这
时妈妈明显配合多了，把手上没抹到的地方都伸
过来，等手抹完都带上手套时，稀奇地看看她的
两只手，充满了无限期待。

睡觉时，妈妈和我躺一个床上，我先把她的
裤子脱掉，再给她脱上衣，这时的妈妈乖得像个
孩子，也像个小孩子得到礼物般很满足地睡着
了。可躺在床这边的我，失眠了。

妈妈从小就帮姥爷干活。姥姥一生生育了九
个孩子，所以她年轻时不是在孕期就是在哺乳
期，帮不上姥爷一点忙，作为老大的妈妈就成了
姥爷干农活的好帮手。妈妈白天帮姥爷干活，晚
上帮姥姥搂孩子睡觉，妈妈说她睡湿被窝一直睡
到结婚，这也是妈妈没上过一天学的原因。妈妈
结婚后，这双手不仅给我们洗衣服做饭，还和爸
爸一起下地干农活，养过猪养过鸡还养过兔，和
爸爸一起打砖胚烧砖盖新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
的农村哪有洗衣机呢？妈妈的这双手就成了我家
的全自动洗衣机。后来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上学，
妈妈的手才算歇了歇。

现在，我们租的公司办公院有大片空地，妈
妈就种菜种瓜种红薯种玉米，我们吃的四季蔬菜
都是我妈种的，小白瓜甜甜的、玉米香香的，红
薯绵绵的，蔬菜是现摘的，周末在妈妈那吃饭归
来时，她就大包小包的给我们装青菜，说自己种
的菜没上农药，是真正的无公害食口，放冰箱
里，能保鲜一星期呢。这几年，我们基本上没买
过青菜，面是妈妈自己种的麦磨的，所以我家的
饭桌上常吃到新鲜的青菜和自己蒸的馒头。就这
还她不闲着，农闲时还跑到五里庙的食品厂包大
礼包挣工资。我们当儿女的看不上去，不想让她
去，她总是说：“我还干得动，在家闲着也没意
思。我包得快，年轻人也比不过我呢。”后来得
知，厂里的人都称她是“快手”。

这就是我妈妈，妈妈没有辅导过我学习，没
有给我检查过作业，也没有给我讲过什么大道
理，她也永远不懂什么是“天道酬勤”，但她就
是用勤劳的一双手教我做人当勤奋！

第二天早晨起来，妈妈去掉两层手套，左手
摸着右手连连说，这手还真是光啊。对赶过来的
爸爸说：“闺女给我做的手护，效果真不赖，比
抹多厚的手霜都润滑。”

自参加工作至今，我给妈妈买过无数的物品
和服饰，每次她也很开心，但从没有这次做的手
护让她打心眼里觉得暖和。作为儿女，我们已经
习惯了父母给我们做饭做衣服做这做哪，却不习
惯为父母动手做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
小事，更能暖他们的心呵！

给
母
亲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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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新年，有着迎春的意义，地域不
同，所以仪式和风俗也各不相同。

我的家乡在驻马店，从小我就会背
这样一个顺口溜：“二十三过小年，二十
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
肉，二十七杀小鸡，二十八贴花花，二
十九去灌酒，三十团圆，初一拜年。”过
年在祖祖辈辈的观念里是大事喜事，迎
春开门大吉，预示一年的风调雨顺。所
以全家老少齐动员，按照各自的特长、
性别、年龄，由家长统一分工安排，热
热闹闹地准备去了。每年这时，大家共
同清扫完房子后，我的第一任务就是制
作瓶花，我们家从来不买塑料花，都是
买了五颜六色的彩色绢纸，那种柔软、
有韧性、多皱的绢纸，用来制作花朵和
叶子，另外买些金纸和锡纸，制作花蕊
以及包缠花枝。而那花枝都是用细铜丝
来制作，细铜丝可由我任意弯曲、折
叠，并在上面开出一朵又一朵花来。每
当花束做好，放入洗净又用细棉布擦干
的花瓶内，摆在堂屋条几上再左右端详
调整花枝角度，仿佛心里也开出了花来。

两瓶绢花做好以后，还要做一瓶摇
钱树，放在条几正中间。说是摇钱树，
其实是从村外的侧柏树上选来几个枝
条，用红丝带拴上插入花瓶，在上面粘
硬币和金银纸箔剪成的钱币大小的小纸
片，再点缀些纸做的花朵，还有星星点
点的爆米花。摇钱树做好放好后，不能
去碰，但它每天都会落下钱币来，寓意
财源滚滚。落下的钱币也不清理，满树
的硬币闪烁，煞是好看。

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买画，七十年
代和八十年代，每家每户的墙上每到过
年都要贴上画，除了画就是学生奖状。
我家学生多，姊妹五个，个个学习好，
爸爸是乡干部，也每年都是先进工作
者，堂屋里左右两面墙多是我们的奖
状，另外就是画了，有样板戏的画，有
工农兵模范的画，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画像及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马克
思、恩格斯的画像。我家的奖状旧的一
般不除不换，只用毛巾擦去浮尘，新奖
状排着贴下去。而画，包括贴在正堂中

央的毛主席画像，那是每年必换新的，
大人赶集买肉买鱼买大料，而稍大的孩
子有审美观的就被家长派去买画。我每
次接到这个任务就非常兴奋，早上起来
就去赶集，从街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
再走回到东头，把所有卖年画的私人摊
位和供销社国营摊位全部看过两遍，然
后开始挑选，毛主席像那是必买的，其
他的画都由我自己做决定，买完后全部
叠在一起卷成一个筒抱着回家，我抱着
那些崭新的有着好闻的纸墨香的画，像

是
得了宝贝
似的，脚步轻
得飘起来，蝴蝶一
样一路飞回了家。

我的第三个任务，是阴
历二十八贴花花这一天，哥
哥写对联，我帮他扶纸晾字。本
来过去写对联是爸爸的事，后来爸
说哥哥毛笔字练了几年也差不多了，就
放开手让哥哥写。我连续三年都这样给
哥哥打下手，看着哥哥好神气，我眼馋
得很。终于在上初中二年级那一年哥哥
写累了之后，我求哥哥让我写一写，哥
哥起初不允，怕我写不好，贴出去外人
笑话，但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哥哥终
于答应让我写杂耍，杂耍就是对联之外
的小条幅。鸡窝上的“鸡鸭成群”，猪槽
牛槽上的“槽头兴旺”，麦屯上的“五谷
丰登”，衣箱上的“金银满箱”，床帮上
的“身体健康”，水缸上的“川流不
息”，锅台上的“小心灯火”，厅堂里的

“童言无忌”，还有两个重要的杂耍叫
“出门见喜”，一个贴在正堂屋门口左边
墙上，另一个贴在大门外正对的墙或者
树上，因这两个都在外面，哥哥没让我
写，怕我丢了人，其他的我都写了。

杀猪宰羊，杀鸡捉鸭，灌酒买酒，
买油盐酱醋，我家这些事都是男人的
事，是由爸爸和哥哥负责的，这些不劳
我操心费神。

我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剁饺子
馅。大年二十九整天，我要洗出葱、
姜、蒜苗、萝卜，控水晾干，把猪屁股
上的肉去皮，然后片成片，切碎，反复
剁，剁成碎碎的肉泥，经姐姐检查验收
合格后加入煮熟挤过水的萝卜、事先准
备好的葱姜蒜，继续反复剁，我家的肉
馅要求不但碎还要剁出粘性，往往比别
人家的剁得时间长，累得我胳膊疼，但
吃起来特别有味道，常常端到大门外让
小朋友们品尝。我为此感到特别荣耀。
剁饺子馅我一剁剁了十几年，剁出了经
验，以至于现在从来不吃速冻饺子，觉
得那馅少了许多刀工，少了许多味道。

一般小年后忙过这一周，大年三十
一切准备停当，三十中午的团圆饭都要
在十二点之前开始，新年的鞭炮也从中
午开始燃放，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大红大绿的新年，火红火红的新
年，忙忙碌碌的新年，像一贴中药，医
治着我思乡的病，怀乡的疾。

●余 飞
俺村过去玩过戏，漯河最早的科班就是俺村

上一个叫于大妮的富户出资办的。如果办到现
在，兴许就是地方戏中的“富连成”呢。可惜那
只是村人一时兴之所至，并没有办出来什么名
头，更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角”来，最光彩
的就是在漯河修的戏剧志上留下了一星半点的记
载而已，现在不光在圈外，就是漯河专门研究戏
剧史的，知道的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那时候漯河是大码头，被老百姓叫做“河
上”，意思大概和下游同样是码头的周口被叫做

“口上”一样，叫起来响亮一些，能让人记住。
既是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就多，唱戏的走江湖靠
码头，这些地方自然是他们的谋生之地。据说，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漯河这么小一个地方，仅
能卖票演出的剧场就有十余处，在这里立足的剧
团京昆皆有，名角大腕云集，每到夜间，丝竹笙
歌不绝于耳，霓虹锣鼓交织闪烁，仅凭这一点，
漯河当时得的“小上海”的雅号就当之无愧。

其实，“演员”、“剧团”都是现在的叫法。
顾名思义，“演员”就是演戏的人，“剧团”就是
演戏的团体，然而这只是常规的叫法。现在的戏
迷也像球迷那般狂热，对自己喜欢的演员或剧团
像球迷对球队和明星球员那般崇拜，把自己喜欢
的或多少唱出点名气的演员称“艺术家”或者

“大师”，剧团也要被叫做什么“演艺中心“或者
是“演艺集团”等。其实这样的热捧也就是让那
些被捧者心里得劲一会儿而已，说到底，不管是
演员还是剧团，戏唱不好在村人眼中就啥也不
是。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剧团叫“戏
班”，演员叫“戏子”。说起“戏子”，还有个笑
话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跟着剧团当“戏
娃子”，那天到乡里唱高台，途经一个村庄，孩
子们看到拉了我们的马车觉得稀罕，撵着车后高

叫“戏子”。车上的老师很是反感，一
骨碌跳下车就去制止；一个

孩子不知就里，还以为
车上跳下的人要

去打他，拔
腿 就 往 家

跑。待他跑到家里，气喘吁吁的老师后脚撵到。
人家大人正在门口做针线活，看到孩子哭着躲到
了身后，急忙拦住后边跟来的张牙舞爪的老师问
道：“咋了？小孩惹啥事了？”我的老师未待把气
喘匀就摆理说：“他……他叫俺戏子……”孩子
家的大人未待老师说完，顺手拿手里正纳的鞋底
照着孩子的脑袋就是一下说：“不亏！不知道人
家翻身了？人家不叫戏子了，应该叫圆演子！”
那时候我们在马车上一直等着老师撵上后的结
果，看到老师灰头土脸的上了马车就急忙问：

“老师，撵上了没有？”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结果，
只告诉我们说：“还不如当个戏子呢！”我说这话
的意思是说“戏子”这两个字虽然现在听起来觉
得对这个行业有点大不敬，但在这种称谓盛行的
时代，沙河两岸的戏却能伴着老百姓的粗茶淡饭
进肚，长了精神，壮了体魄，撑起了蓬蓬白帆在
蜿蜒的河床上通江达海。

据记载，漯河最早流行的是“罗戏”和“眷
戏”，这两个剧种我也只是从志书上知道，具体
是什么样式，不要说我了，就是比我长上一辈的
老艺人怕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从史料上得知，这
两个剧种曾经于清中叶在漯河风行一时，后被清
地方政府以老百姓热衷于各村跑着看戏而荒废了
农桑，再有戏文中传播“淫词俚语，有伤风化”
为由给禁了。其实，这些理由只是个幌子，真正
的原因则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文一般都不
受官府待见而已。不管怎么说，风行一时的“罗
戏”、“眷戏”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了。

曾经被明代知县王季立赞为“江南百货萃，
此处星辰罗”的水旱码头没有了戏的日
子是苍白的，靠卖体力为
生的船工和搬运工着实需
要精神生活排谴劳动后
的空虚，然而，此时的

漯河却因为戏的禁演而陷入娱乐生活的真空。于
是，一些外来的戏班和剧种乘虚而入，纷纷登陆
漯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梆子”、“越调”、

“楚剧”、“汉调”等戏班和剧种就堂而皇之占领
了漯河这块戏剧的风水宝地。作为漯河的老百
姓，自己喜欢的戏看不成，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
也得看不是？而作为漯河的戏曲艺人，罗戏、眷
戏不让唱，那填饱肚子的事不得自己想办法吗？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是活人就不能被尿憋
死！于是，生活无着的“罗”、“眷”戏艺人不得
不含泪腆着脸去给那些占据了自己的领地、抢了
自己饭碗的其他剧种和戏班搭班了，他们需要用
劳动养家糊口。

现在想起来，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本不属于漯
河的戏班和剧种的抢滩登陆，就是因为这漯河艺
人本不太情愿的机缘，漯河这块土地上自觉或不
自觉地迎来了戏曲艺术的大融合。古语说得好：

“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艺亲。”，都是在“十
三块板儿”上吃开口饭，艺人们的互相照顾、互
相交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个过程中，开
始是“罗”、“眷”戏艺人给那些外来的戏班打下
手或者配戏，这些艺人也就从姐妹艺术中学到了
新东西；而到了后来，打下手配戏的“罗”、

“眷”戏艺人渐渐流露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个
性，并逐渐和其他姐妹剧种融合在了一起；特别
从豫西、豫北流传至此的梆子戏，因其道白与当
地的发音近似，声腔又有着共同的特点，“罗”、

“眷”戏艺人很快就和他们融为一体，共同演出

的同时互相交流，我学了你的，你也学了我的，
渐渐也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出你我
了，就这样，带有“罗”、“眷”特色的梆子戏出
现了，唱戏的和看戏的共同给这样的戏起了个很
让人自豪的名字：“本地梆”！当然，这自豪还体
现在有时候把“梆”故意说成“班”，意思很清
楚，漯河自家的梆子戏，漯河自家的戏班！

“本地梆”也好，“本地班”也罢，总之，
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梆子戏在漯河码头
风生水起，并且是由“本地梆”占主导地位的。
当时的漯河可谓是好戏连台，名家辈出，直到现
在老百姓还耳熟能详的王文才、贾窝、李顺、

“垫窝”（刘法印）、靳凤枝、曹喜、梁振启等大
都是在当时漯河有名的“五班”、“四街”戏班中
大红大紫的名角，而后来在豫剧界开宗立派的唐
喜成先生当时在“五班”戏班中还只是“兵头将
尾”，可见当时的漯河戏剧圈里真可谓是人才济
济。关于“五班”、“四街”的来龙去脉，我将有
另文详述，这里要说的“本地梆”不但是漯河戏
迷的骄傲，同样也是演员的自豪，每当本地演员
去别处搭班，被问及戏走哪一路时，当事者则会
毫不谦虚地说：“本地梆！”问者便诺诺根据“本
地梆”的戏路安排戏码。可见在当时的戏剧舞台
上，“本地梆”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戏子”被尊称为演
员了，戏班成为剧团了，许多唱戏的唱成艺术家
了，戏剧舞台也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了。大概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已经于新中国成立时就
被命名统称为“豫剧”的河南梆子已经走出了河
南，风靡全国；人们发现，地域广大的大中原孕

育出的河南豫剧由于其地域、声腔、
演唱、保留剧目及舞台呈现的各

具特色而是如此的多彩纷
呈，剧目、声腔、表演

在每个剧团都有着

传承和发展。“本地梆”虽也适时应势融入了豫
剧的大家庭，但它独有的漯河特色并没有因为成
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灭失，并且因为陆续有外地
演员如张岫云、徐艳琴、安金凤、刘梅英等的融
入和流动而更加个性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河
南文化界开始研讨豫剧的流派，当时的戏剧理论
家，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冯纪汉先生根据流传
地域、演唱个性和演员、演唱特点而把豫剧归纳
为“豫东”、“豫西”、“沙河”、“祥符”四大流
派，并得到广大文化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至
此，豫剧“四大流派”之说形成。而“沙河调”
这个流派，就是因为活跃在沙河流域，最初由

“本地梆”发展、演变，最终得名。
说了这么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其实都不重

要，老百姓看重的是他们喜欢的戏和喜欢的演
员。新中国成立前后，豫剧界所有的名角几乎都
在漯河码头留下过足迹，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
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募款就曾在漯
河义演，得到了漯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捐
助。可见漯河这个地方不但爱戏、爱演员，更爱
国。

戏给漯河带来了欢乐，戏让老百姓的生活有
了味道，所以，老百姓就给了戏和唱戏的人极高
的礼遇。信阳的一个茶农，为安金凤先生的戏所
迷，每年新茶上市都要专程来漯请安金凤品尝，
已历三代，从不中断。而刘法印自新中国成立前
出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回漯河，街谈巷议的
都是“宁看垫窝的光脊梁，不看xxx(一个旦角演
员)的花衣裳”；人们听说当年的“小垫窝”回来
了，不少热心的观众夜里睡在剧院门口排队买
票，演出时竟挤倒了戏院的院墙；当字幕上出现
了他的艺名“垫窝”，或是他在幕后叫声“来
了”的内叫时，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诸如
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漯河，以她丰厚的水润泽了
戏的天籁之音，以她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戏
剧的“名角大腕”，更以她的博爱、包容培植出
了一朵属于豫剧的艺术奇葩
——沙河调。

沙河上流淌着沙河调

●李 季
乔峰是金庸笔下最光辉灿烂的人

物，他的豪气、义气、大气，让人景仰
不已。酒，是乔峰须臾不可离开的东
西；酒，最大限度地显现了乔峰的豪侠
之气。

乔峰、段誉初遇时斗酒，尽显男儿
本色；聚贤庄一战，乔峰杯酒释前欢，
喝完绝交酒，打得中原群豪闻风丧胆；

少林寺外，乔峰、虚竹、段誉在众英雄
面前喝酒结义，豪迈壮烈。乔峰身上，
处处体现了侠客的爱酒情结，当真是酒
痴、酒圣。

见花思美人，因酒想侠客。侠对酒
的特别嗜好，已成为一个传统。梁山好
汉基本都爱酒，武松尤甚。他醉打老
虎、醉打蒋门神、醉打孔亮，打架之前
得先喝酒，正如他自己所说：带一分
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
事；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
来。喝酒不仅能表现男人无比磊落的胸
怀，更能体现男人率性天真的至情至性。

本来以为自己该喝的酒快喝够了，
一直想戒酒，却因为酒后狂说了一句

“遇强则强”，结下很多“梁子”，一到酒
桌上，强手都不甘心被喝趴下，我自然
也不示弱，结果喝了很多无谓的酒。拼
酒很无趣，咱没有乔峰的酒量，也不会
段誉的六脉神剑，手指头上逼不出酒

来，倒是能从口中吐出来。而我偏偏不
会吐酒，喝多了，只好第二天胃难受。
不过，一旦坐到桌上，端起酒杯，豪情
顿生，俨然又是一条好汉。

交朋友都想交乔峰这样的，豪气冲
天，义薄云天，轻生死，重义气。《天龙
八部》 最感人的当数“塞上牛羊空许
约”一章。乔峰失手打死阿朱后，呆立
桥上，伤心无比，悔恨无穷，一掌击向
石栏，只打的石屑纷飞，想哭却哭不出
来。乔峰葬阿朱前，不忍心舍弃阿朱，
怔怔瞧着阿朱，眼泪从被自己打伤的脸
上滚落下来，泪水混合着鲜血，滴在阿
朱惨白的脸上，当真是血泪斑斑。乔峰
葬了阿朱，去寻仇人，在小镜湖看到自
己孤苦伶仃的影子，心中一酸，想回到
阿朱墓前，只一沉吟，又生出豪气，一
掌击向湖面，只击得水花四散飞溅。

这一掌，击得我们的心湖也是涟漪
不断，久久难以平静。

男儿酒事

新年贴
●王文平

●梅丹丽
赤橙黄绿青蓝紫，从五大洲飞来
它们都有鲜亮的颜色、丰满的姿态
太阳使它们强壮
雨露使它们纯洁
它们在各自的庄园里，做着遨游世界的梦
待我硕果累累，待我五光十色
待我在最美的年华，赴一场青春之约
愿以彩虹的模样，惊艳这个世界
愿以酸甜的味道，流进人们的心田
愿以大自然的馈赠，增色你的生命
从智利到息县，从东北到漯河
哪怕千山万水，也阻挡不了追梦者的脚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风雨历练过的颜色，每一道都是清甜

赤橙黄绿青蓝紫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经典回味经典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