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曾洋
毒花花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我跟大

徐、小吴站在路旁树荫下，擦着脸上不停
冒出的汗水，抬杠沙河颍河谁长，等着刚
才叫的滴滴车。

一辆白色轿车开到我们跟前。“车来
了！”一看车牌号，正是我们叫的车。赶
忙打开车门，车里空调的凉气顿时让人神
清气爽：“哇，还是滴滴车坐着舒服啊！”

“您好，请系上安全带。”我扭头一
看，司机师傅正笑眯眯地看着坐在副驾座
位上的我。

“是说我吗？”
“是的，请您系上安全带。”
“现在好像不查副驾驶系不系安全带

了吧？”
“咱不管他们查不查，这是为您的安

全考虑。再说，创建文明城市，从自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您说是
吧？”司机师傅仍是一脸笑容。

“那好吧。”我只好拉过安全带系好。
车子启动，我们几个继续就沙河颍河

谁长的话题展开讨论。司机师傅突然开了
口：“颍河长，沙河是颍河的支流。”

“沙河那么宽，颍河那么窄，现在几
乎没水，沙河怎么会是颍河的支流？”生
活在沙河边的大徐一脸不服气。

“喂喂，我们说的是长短，不是宽窄
好不好？”颍河边长大的小吴拍着大徐的
肩膀。

“沙河发源于鲁山县石人山下，流经
平顶山、漯河、周口，到安徽阜阳流入颍
河，全长 106 公里。颍河发源于登封嵩
山，全长620公里，沙河汇入后在正阳关
流入淮河，就是沙河汇入前也有 262 公
里，所以沙河是颍河的支流。”司机师傅
简直就是本活地理书啊！

我不禁仔细打量起这位师傅来。这是
一个中年男人，白 T 恤衫，深蓝色长裤，
戴着黑框眼镜，一副文弱书生模样，怎么
会开滴滴车呢？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师傅，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知道
的那么多？”

“我？呵呵，我只不过喜欢看书而
已，生活在沙河边，没事儿时好看这方面
的内容。”师傅并不愿说自己的单位。

我看到师傅手前面放着一本书，更加
好奇：“师傅，那是什么书？你看的吗？”

“哦，是叶倾城老师的《爱是一生的
修行》，我没事儿时随便翻着看的。”

“您是水韵沙澧读书会的？”因为叶
倾城来水韵沙澧读书会讲过课，我也去听
过，并买了这本书，所以会这么问。

“哦，不是，我是跟朋友借的。”师
傅淡淡一笑，眼睛始终盯着方向盘，车子
平稳地向前行驶着。

我还想多问几句，车却已经到地了。

师傅提醒我们：“请检查一下，别落下什
么东西。”

我说声“谢谢”便下了车，拿出手机
付款后，毫不犹豫地给这位师傅评了满满
五颗星。

“走吧。”大徐和小吴催促我。
我却没马上走，因为我看见那位司机

师傅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到不远处一位架
着单拐的人旁边，扶着他慢慢走向车，拉
开车门，帮他收起单拐，扶着他上车，轻
轻关上车门，才坐回到驾驶座位上，关门
启动。

滴滴车汇入了车流，这位开滴滴车的
男人，也深深地被我记在心里。

开滴滴车的男人

■王新卫
距离我所驻的潘齐庄村东约一公里，

有个村庄叫张集，每次去总能看到在村室
前的广场上有一对老夫妻，女的半躺在轮
椅上，男的推着轮椅或蹒跚漫步，或在广
场的树下与大伙儿聊天。

我和张集村的第一书记杨保录是多年
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知道男的叫张
大俭，今年70岁了，妻子比他小1岁，因
五年前患病，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近
乎植物人。

老人育有一子一女，女儿远嫁到广
东，儿子在新疆打工，两个孩子均不在身
边，无法侍奉母亲，照顾妻子的重任就落
在了张大俭的身上。几年来，他每天给妻
子喂药、喂饭，端屎倒尿，擦洗身体，把

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几天天气炎热，张大俭就推着妻子

在广场的树荫下纳凉，只见他一边温柔地
看着妻子，一边为她摇着蒲扇，不时为她
拢拢头发。在他的眼里，妻子仿佛不是一
个羸弱的病人，更不是累赘和负担，而像
是自家的宝贝，引来不少村民好评。

谈及照顾妻子的事，张大俭质朴得近
乎木讷，永远就是一句话：“她年轻时跟
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她身体不好，孩子们
忙，我肯定要好好照顾她呀。”简简单单
的一句话，彰显着这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
和担当。

看着这对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夫
妻，我不禁感慨万千。年轻的情侣们在恋
爱时都渴望王子公主式的爱情，殊不知浪

漫的玫瑰花瓣总要越过千年月色回归到油
盐酱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
终究要在世俗的河流里接受考验；小说和
影视剧里的主人公大多在经历坎坷之后，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全剧终，却大多
不知结婚之后的生活是鸡飞狗跳还是甜蜜
如初。在我们身边有太多死了都要爱的伴
侣，最终却劳燕分飞，很多人都只愿享受
对方带给自己的爱和照顾，却不愿付出和
奉献，忘记了婚姻中属于自己的责任。

有人说，这两种人都很幸福，一种是
与自己爱的人白首偕老，一种是看着自己
爱的人的幸福并小心守护。我想这对老人
是真正幸福的，因为他们不但相互搀扶白
首偕老，而且还幸福着彼此的幸福。

祝福他们……

至亲至疏夫妻

■李 季
北村为公众所关注，是因为他的小说

《周渔的喊叫》 被拍成了电影 《周渔的火
车》，成为当年中国影坛的大片。《周渔的
喊叫》 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情感拷问书，

《安慰书》 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灵魂拷问
书。

焦点人物是官二代陈瞳，这个善良纯
洁的青年，因为父亲的罪恶，成为仇家报
复的对象，最终死于非命。作者用“瞳”
为其命名是大有深意的，在他清澈无辜的
瞳仁里，书中所有人的丑与恶，都无处躲
藏。表面看，是陈瞳在现实的法庭上受
审；实际上，是作恶者在良心的法庭上受
审。

悲剧源于十二年前的一场拆迁。村民
刘青山夫妻带领村民抗拒拆迁，拆迁队队
长李义指使推土机把刘青山的下半身轧成
肉酱，刘妻成为植物人。该村因此获得巨

额拆迁赔偿，从而发展壮大为花乡集团。
李义作为罪魁祸首被捕入狱，出狱后成为
残疾人。其实李义只是工具，背后指使人
是政府官员陈先汉。陈先汉因政绩突出
得以高升，李义却成为花乡集团的报复
对象受尽折磨，不得不躲进精神病院苟
活于世。李义之子李江、刘青山之女刘
智慧在仇恨中长大，决定向陈先汉复
仇。俩人把复仇对象都锁定为陈先汉之
子陈瞳，与陈瞳成为同学。刘智慧领着
陈瞳做义工，多方接触陈瞳，让陈瞳爱
上自己。在陈瞳向她求婚的时候，她道
出真相，让陈瞳遭受重挫。李江雪上加
霜再次刺激陈瞳，并给了陈瞳一把刀
子。陈瞳绝望中，用这把刀子刺死了撞
到自己车上的陌生女子。这位女子实际
上是个碰瓷的。李江成为受害女子的辩
护律师，掩盖事实真相，而陈瞳甘愿伏
法、拒绝上诉，最终被判死刑。陈先汉在

儿子执行死刑后，跳楼自杀。
《圣经》里说：“受欺压的流泪，且无

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
他们。”恶就是对为恶者最大的惩罚，在刘
青山被轧成残疾人之后，陈先汉、李义的
噩梦就开始了，任何政绩也无法弥补村民
们所受的伤害，他们的灵魂时时感到不
安。大仇得报，刘智慧和李江却开始遭受
道德的审判，灵魂同样得不到慰藉。最
终，刘智慧做了修女去非洲帮助难民，染

上新型流感，命悬一线。李江决定去非洲
和刘智慧结婚。爱情战胜仇恨，灵魂得到
抚慰。

在城市飞速膨胀的当下，城市对农村
的掠夺时时都在发生，可以说，这部书是
当下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北村说，文学
不仅是展示，更是拷问，《安慰书》 在对
灵魂的拷问中，展示出人性的丑恶，也展
示出人性的光辉。仇恨不能终止仇恨，灵
魂需要爱的抚慰。

灵魂需要抚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说文解字》是传统文化

的载体和根基，凝聚着中华民
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追求。它
的价值有四：创部首，理群
类；明六书，解谬误；辨声
读，识音义；探字源，正经
典。它的启示有四：利用部首
系统识字；运用六书改进教
学；透过音律掌握字义；剖析
字源学习经典。

当今国学热潮中，怎样正
解长期被误读的经典名句？如
何破解当前识汉字、学文言中
存在的“重识记、轻字理”问
题？现代偏旁部首依据哪本书
才能还原其“庐山真面目”？
辨别古今字、多音字、通假字
靠什么？……

2017 年 7 月 22 日，周六，

上午9点，新闻大厦三楼漯河
日报社多功能会议室，中原大
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
书会活动现场，李华强老师将
与我们一道走进1800多年前召
陵老乡许慎所著的 《说文解
字》，感受这部文字学大典解
疑释惑、正本清源的永恒魅
力。同时，帮助我们挖掘《说
文解字》蕴藏的文化内涵、价
值理念和道德追求，汲取现代
社 会 人 所 渴 求 的 “ 心 灵 鸡
汤”，从传统文化经典中找寻
前行的力量。全公益、全免
费，欢迎参加。

报名微信：
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Q Q：289169909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陈羿潼
今天的作文课上，我们玩了飞花令游

戏。这个游戏就是检验我们平时积累的诗
词够不够多。

老师先出的字是海，刚说出这个字，
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而我只能
默默地站在一旁，因为我想不出来带有海
字的诗词。唉！都是因为平时积累得太少
了。但我的队员们就像一个个知识库，怎

么说都说不完，因为有这些实力派，所以
我们队赢了。

第三局老师出的是山，这可正中我的
心怀，带山的诗词我可是积累了很多，我
高高地举起手，争先恐后地答道：“山一
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
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览众山小……”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
们队又赢了。接下的题目是月、花、雪，

经过我们队全体人员的努力，连胜四局，
最后评分时，我们队友 24 分，甲队有 19
分，我们比甲队多了5分。

虽然我们赢了，但是我心里有些愧
疚，因为我只答了5句，只为我们队里得
了5分，其他19分都是他们得的。只怪我
平时眼高手低，我以后一定多读名著、背
古诗、看古文，再以后有这样的活动，我
就能为队里争得更多的分了。

有趣的作文课

■宋守业
儿时的趣事颇多，随着岁月的流逝，

很多事儿都已模糊，但麦收过后在“打麦
场”睡觉的事儿总是清晰地萦绕于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乡下，空调是
个什么物件，在老少爷们的印象中，绝对
是一个空白，村里一些老人甚至都不知道
它的存在。风扇倒是有，可我只是听父亲
说过，有一次他去公社驻地的供销社里买
东西，看到过风扇。回到家后他兴奋地对
我们说：“供销社里的人真舒坦，那里的
扇子不用手摇，还会自己转圈扇风。”这
一切，对我们乡下的人说，只是说说、听
听、过过嘴瘾，至于什么时候能用上风
扇，从内心里来说，都觉得是个很遥远的
事儿。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我们乡下的
人多是手摇芭蕉扇，或用草帽子扇风，吹
去些许燥热。但进了三伏天后，溽热难
耐，尤其是晚上，屋里闷热得像个大蒸

笼。于是小时候，我们常在打麦场里睡
觉。

说起打麦场，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
麦子泛黄的时候，一般是在村头找一片空
地，先把空地用水浇灌透了，晒成半干，
再用耕地的犁子翻过来，然后撒上麦糠或
者是碎了的麦秸秆，用耙子把场地荡平，
再用石滚轧平、碾实，这就是家乡人俗称
的打麦场。前期的准备做好了，就等着麦
子成熟了进场。麦收后好长时间，由于当
时打麦的需要而耽误了秋季玉米的种植，
间或有其他用处，打麦场一般都会存在很
长时间，所以，在三伏天里，就成了男人
们和孩子们晚上乘凉、睡觉的好地方。

夕阳落山，天色一点点变暗，大人们
就会挎着或新或旧的凉席，拿着一条粗布
单子，领着自己家的小孩子，陆陆续续地
来到打麦场里，刚刚还感觉四周的空气像
裹了泥浆，沉重得动弹不得，可这时，却

突然感到了一丝丝微风，吹在还沾着汗珠
的身子上，一阵凉爽。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大人们
就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拿起烟袋
锅，有的拿出烟丝或烟沫，用孩子们的作
业本纸卷起喇叭头烟卷，一边美美吸着，
一边东一句西一句拉家常、谈收成。小孩
子们也是一群群、一堆堆，或玩老狼捉小
羊的游戏，或在麦秸垛之间藏猫猫。满场
里跑着，大声地叫嚷着，无拘无束。

天黑了，夜静了。在打麦场里，躺在
凉席上，便看到了西边天空升起了第一颗
星星。大人们告诉我们，那叫“长庚
星”，天亮时，在东方地平线上看到的第
一颗特别亮眼的星星也是它，后来在课本
上才知道它就是启明星了，几个上点岁数
的老爷爷却也说它是太白金星。接着，老
人们就由太白金星讲到了《西游记》等各
种神话传说，听得我们都入了迷。

随后，月亮出来了，看着我们这些小
孩子，她露出了慈祥的面容。望着月亮奶
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是那么的激动和兴
奋，不由自主地齐声咏唱起奶奶或母亲教
给我们的儿歌来：“月奶奶，黄巴巴，八
月十五到我家，我家有馍也有瓜。任你
吃，任你拿，你却总是笑我傻，把我气得
不说话，你一下子心疼了……”

玩游戏，跑累了；听故事，听迷了；
唱儿歌，唱累了，接着一个个都回到了各
自的大人身边，一边强打精神和自己的父
亲撒娇说话，一边就迷迷糊糊地响起了轻
轻地鼾声，并在梦里继续进行着自己无边
无际的徜徉……

时至今日，我仍难忘那些在打麦场睡
觉的日子。神话传说迷人，抬眼满天星
光，侧耳阵阵虫鸣，四面凉风轻抚，鼾声
轻微相伴，直至晨光拂面。苦夏绵长，真
想再来一段那样美妙的酣睡时光。

睡在打麦场的时光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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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编者按

篆书 赵壹《疾邪诗》二首 洪丰仓 作

■余 飞
维公元二○一七年农历六

月二十二日，乃有清首知台北
府陈公星聚诞辰二百周年，序
属盛夏，节近仲秋，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漯河市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临颍县政协委
员会诚邀国台办领导、省有关
人士、台湾各界代表暨漯河、
临颍社会各界齐聚公之灵前，
谨以俎馐醪浆之荐，时花雅乐
之隆，致祭于公之桑梓之陵。
属辞以闻，情动于衷。辞曰：

公陈氏星聚，字耀堂，祖籍
临颍县台陈镇；生于清嘉庆二
十二年，迄今整二百年矣，卒于
光绪十一年，时年六十九岁。

公幼而勤学，立品为先。
道光二十九年中河南乡试，同
治三年因守城功实授福建知顺
昌县事。时闽地盗匪猖獗，民
不聊生。公至，刚柔迭用，恩
威 并 施 ， 治 下 复 宁 。 后 之 八
载，公先后治闽县、古田、仙
游、建安五县。公之所至，政
声卓著，民皆额颂，曾挟霹雳
手段以绝匪患，扼豪绅以均水
源，作八戒十劝歌以正民风；
公之德政，八闽俱感，民建生
祠以念，部考连年卓异，誉公
纯儒循吏也。

同治十年始，公以“洁己
爱民，实心任事”卓荐升补台
湾淡水厅同知。期间，缉匪捕
盗，轻徭薄役，勒石戒杀耕牛
以固农事，治水患以济民生；
禁赌博以正民风，兴新学以启
民智，爱民如子而嫉恶若仇，
自奉薄而见义必为；凡添设义
孰，增书院膏火，创养济院等
诸多善举均次第行之；又捐养
廉银奖助乡试，士林德之；三
举厅试，所得士皆一时翘楚，
人 咸 服 公 有 特 识 焉 。 光 绪 四
年，台北设府，淡水撤厅。公
虽亲选府址，植竹固土并督建
府城，却于功成调任中路抚番
同 知 ， 仍 抚 番 开 山 ， 不 遗 余
力 。 甫 六 月 余 ， 方 返 台 北 开
府。时诸皆初创，措置裕如。

废埋葬税，山胞垦民共享国之
恩泽；建试院学宫，续五千年
中华文脉；倡孔孟，尊妈祖，
兴新学，名书院，开科举，取
贤士，一时间台北政通人和，
百业待举，皆公之功也！

然 ， 城 工 甫 峻 ， 法 夷 犯
台。公以古稀之病躯，穷台北
之力助刘铭传初战基隆，再战
淡水，台北危，公聚家人于院
内井台，曰“城破，即殉国”！
毁家纾难之悲壮足以惊天地，
泣鬼神也！

是年，犯台之法军在刘铭
传与公等在台将士官民顽强抵
抗下终以失败而告终，然公却
积劳成疾，再闻与法 《中法新
约》 之丧权辱国和议签定，背
疽复发而不治，于光绪十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溘然长逝，悲乎！

公在台计十有三载，两地
同知，开府台北，以爱民亲民
之心促各族群归心华夏，以建
台保台之功业固我疆土不失；
台岛万千生民皆北望而思中华
一统，公功莫大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公 之 后 ， 列 强 欺 我 国 弱 而 屡
犯，宝岛屡为外敌觊觎，终沦
于倭人之手凡五十年矣！幸我
中华儿女继公之遗志，同仇敌
忾，共御外侮，以血肉之躯搏
虎狼之旅，八年抗战，数千万
牺牲，终赢得倭寇折戟沉沙，
望风而降，宝岛台湾重归中华
版图，国之幸，民之幸，九泉
之下公当含笑矣。

然，自国民党政权退据台
湾至今，两岸一水相隔，我泱
泱中华至今金瓯未圆。然强盛
之国不容寸土之失，我堂堂五
千年中华故国岂忍一岛孤悬？于
是，先有廖公承志隔海致信，后
有大小三通逐次开放，遂成“九
二共识”海峡两岸同属一中之定
海神针。于是乎，两岸仇隙渐
逝，和平统一指日可待！

然有居台蕞尔宵小，挟洋
自 重 ， 操 纵 民 意 ， 置 民 族 大
义、国家统一大业而不顾，弃

“九二共识”而行“文化台独，
渐进台独”，妄图阻断两岸血
脉，置我宝岛永远孤悬海外，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公若有
知，必奋而唾之矣！

喜看华夏今朝，承传五千
年文明之薪火，谱写与时俱进
之华章。面对今日之对岸，习
公既有“两岸一家亲”之温情
呼唤，更有“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之当头棒喝，惟愿域中
同根，早成一统。古语云：天
下大势，分久必合。然游子离
家已逾甲子，当北往神州以定
归期，今祭公于陵前，期海峡
变通途，一笑泯恩仇，祖国统
一，天下归心，公之望，民之
望，国之望，世界之望也！伏
惟尚飨。

祭陈公星聚文

二○一七年七月十五
日，是我市籍首任台北知府
陈星聚诞辰二百周年，是
日，省社会科学院、市台办
诚邀国台办、省台办领导、
台湾各界代表、市及临颍县
社会各界代表在临颍县陈星
聚纪念馆举行公祭活动并召
开陈星聚学术研讨会。漯河
知名作家余飞先生受命敬撰
祭陈星聚文。现经有关部门
批准，将此祭文见诸报端，
以飨读者。

本报讯 （记者 左素莉 实
习生 李宜书） 7 月 15 日上午，
段绍杰书法展览暨作品研讨会
举行，共展出作品28幅。

段绍杰，舞阳人，酷爱书
法 艺 术 ， 曾 在 郑 州 矿 务 局 工
作，多年来笔耕不辍，潜心研
究，博采众家之长。

研讨会上，我市书画界知
名 人 士 对 段 绍 杰 对 书 法 作 品
给 予 充 分 肯 定 ， 并 热 情 赞 扬
了 他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执 著 与 热

爱 。 一 位 与 会 者 说 ， 段 绍 杰
的 字 如 其 人 ， 他 不 爱 说 话 ，
但 很 细 腻 、 正 直 ， 这 在 他 字
中 有 着 很 好 的 表 现 。 他 的 书
法 刚 柔 并 济 、 相 得 益 彰 ， 其
颜体字力透纸背，从他的书法
创意上，可看出他善于钻研的
精神、善于感悟的灵性和长于
表达的匠心。

段绍杰表示，以后定当继
续 努 力 ， 刻 苦 学 习 ， 扎 根 漯
河，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

段绍杰书法展览
暨作品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