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建勋
六年前，品读过付秀莹的文

字。六年过去了，前几天去书店
买了一本她的新书 《陌上》，连
续数天看完这本 30 多万字的作
品，掩卷长叹：好书！

《陌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说清楚概括全的，当下中
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的婚恋观、对物质及精
神层面的追求，对外界事物的看
法等也与之前大不相同。如此背
景下，写农村更显得难以下笔，

《陌上》 把握得很好，写的是新
农村，既有潮流，又有乡土，将
新农村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将
新农村呈现的新气象新潮流，通
过人和事反映出来，既传统又现
代，似曾相识，却又倍感新鲜。

《陌上》这本小说塑造了几
十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爱梨、望
日莲、小鸾、春米等，有的甚至
连名字都没有，比如大全媳妇、
小别扭媳妇、建信媳妇，她们都
生活在芳村这片土地，抬头不见
低头见，彼此间的恩怨情仇，日
常的家长里短，虽小却绵长，平

常有味道，二十五章短篇，付秀
莹把芳村完美呈现，把新农村生
活画卷尽情展开。

从结构上讲，《陌上》 由多
个短篇组成，每个短篇之间似乎
还可以独立成章，看似毫无章节
可言，其实特别有味。每一个章
节重新打乱重排也不影响阅读，
每一个章节又有人物串联，使得
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写法，初
看起来杂乱，但看起来不累。大
部头的小说如果连续性的、牵涉
的人物又多，往往看到最后，都
混淆了，《陌上》 不是，一个章
节里面就那么几个主要人物，记
得清楚。假如说这个章节，你对
这个人物不了解，很快，在后面
的章节中，作者还会以大量的笔
墨丰满这个形象，读完之后，所
有的人物都立体起来，在你的眼
前晃来晃去，鲜活得很。

从情节上说，《陌上》 没有
大起大落，但有跌宕起伏。因为
是独立的篇章，没有高潮部分，
却也精彩不断。纵观全书，里面
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
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俗事，一些邻

里之间针头线脑的琐事，也穿插
了太多的情事，看起来都是平常
事，但读起来酸甜苦辣皆有，五
味杂陈常在，让人感叹社会复
杂，人事难为，人生无常……读
着小说，感觉这些情节也在自己
身边，相信每一个有着农村生活
经历的人对书中描写的这些故事
都倍感亲切。我们经常经历的事
情，自己无动于衷，却被付秀莹
写成小说，就不得不让我们这些
文学爱好者重新审视身边的人和
事了。

从语言上看，大量运用短句
是《陌上》最为成功地方，短到
几个字、三五个字都能成一句，
读起来节奏明快，跳跃感强烈。
大量口语、方言、叠声词、形声
词的运用，让小说更加生活化，
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陌
上》 所有的对话都不使用引号，
直接陈述，那些符合特定人物身
份的语言，一伸一张，该平铺的
时候平铺，该回旋的时候回旋，
读起来，人的内心不住地打旋
涡，感觉心里服服帖帖，让人称
奇，也让人赞叹。那些句子背

后，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
上。作者付秀莹的语言功力特别
深厚，我也出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对里面的很多场景也很熟
悉，但是，在作者的笔下，那些
司空见惯的场景却是那么的有味
道。都说素材难找，都说小说难
写，还是观察不够，领悟不深，
执笔不勤，看完 《陌上》，顿悟
靠情节取胜的叫故事，靠语言取
胜的才叫小说，哪怕一个小情
节，都可以用小说语言来展开。

在《陌上》这本小说里，风
景描写特别引人入胜，也是该小
说的亮点之一，文本本身超越了
传统小说的范畴，拉拢了散文，

“勾搭”了诗歌，句子优美耐
读。比如：芳村的夜，又安静，
又幽深，月亮在天上游走着，穿
过一片云彩，又穿过一片云彩，
再穿过一片云彩，一时就不见
了。再比如：狗日夜在村子里游
荡，白天有人在笑，夜晚有人在
哭，狗都知道，狗看家护院，守
着一个村庄的秘密，有时候，隐
忍久了，狗不小心叫出声来。这
样的语句不但让人领略到了乡村
别致的美，更重要的是，这些句
子对于增加芳村的风情、塑造人
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等方面起
到特别的作用，只可意味，不可
言传。难怪，在书的封面上，著
名作家、安徒生童话奖获得者曹
文轩的推荐语是：在一个失去风
景的时代，阅读她的作品，我们
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确实如

此。
《陌上》画面感很强，因为

夹杂太多的描写，以及各个鲜活
人物在文本上穿行，读这本小说
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好比是芳村
的一个人，每家每户的故事，自
己都了然于胸，每个人的秉性品
行，自己都了如指掌，那些人之
间的喜怒哀乐以及恩怨，自己都
清清楚楚，假设自己走在芳村的
大街上，迎面走来的是谁，甚至
都能叫出名字，然后与他或者她
一起走门串户，也很快能找到话
题拉家常。回味起来，还会发
现，付秀莹哪里写的是芳村啊，
其实，写的就是很多人的家乡，
写的是很多人身边的事，写的就
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新农村。

芳村，是付秀莹的心灵家
园，她的很多作品都有提及。芳
村，也是 《陌上》 的故事发生
地。

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心灵故
乡，一个创作的源地。比如沈从
文笔下的湘西，比如莫言笔下的
高密，比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
付秀莹也把芳村写活了，成为很
多读者想去走访的目的地，文学
最实际的意义莫过于此。据说，
写完这本小说，附近村民找到付
秀莹的姐姐，要求也要把自己写
到这本书中，成为永恒的留念。
付秀莹家乡的县志办公室也联系
她，要把这个盛事记载到当地县
志中去，以感激付秀莹对家乡的
贡献。

陌上，是心灵的家园

2017年9月3日，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自1937年11月日军占领
安 阳 到 1945 年 8 月 日 本 投
降，河南及周边区域先后有
10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或一度
被敌占领，日军在占领区灭
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给
中 原 人 民 带 来 了 深 重 的 灾
难 ， 犯 下 了 罄 竹 难 书 的 罪
行。中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
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
放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
伟大胜利。

中原抗战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一个缩影。为让更

多的人记住这段历史，8月26
日，上午9点整，新闻大厦漯
河 日 报 社 三 楼 多 功 能 会 议
室，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
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
讲堂·沙澧讲堂”，特邀漯河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
鲁锁印先生，以 《中原抗战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主题，分六部分为大家讲
述中原抗战的历史过程和感
人故事。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
参加。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新锐写手新锐写手

■王 迪
谁在等待着谁，谁又在追

逐着谁？
谁是太阳，谁又是月亮？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
兮君不知。”你在月光映衬下淡
然哑笑，风姿绰约，一袭白
衫，飘飘兮若仙，青丝飞扬，
似月，皎洁、温和，同时温柔
了我的岁月！

日篇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
思，便害相思。”等待，荒芜了
岁月，蹉跎了年华！初见，我
初出茅庐，如东方泛胭脂红的
朝阳，娇羞的同时活力四射。
仅仅是无意中遇见了你的一抹
余光，我便等待着，等待再次
与你相遇。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从俏丽的朝阳，等
待着，从豆蔻到花信，一寸寸
的相思如毒蛇盘踞在心头，侵
蚀着我的灵魂。这一切，你都
知道吗？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
思一寸灰。”等待了一生，执着
了一生，余下时光，静待花
开，看淡了一切，曾面对波涛
汹涌，曾嬉戏人世红尘，曾驻
足痴望似我般心境的少女。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
晚。”大概我的痴望，感动了上
苍，你似乎听到了我内心的呼
唤。终于，我看见，看见你清
冷的面庞，虽然隐隐约约，足
矣。眼角的一滴泪，缓缓滴
下，逐渐，我用尽全力，血液

随着心绪而挥洒，与泪相融。
散发出瑰丽的色彩，我听到人
们的赞叹，晚霞如绮丽彩绸，
似彩凤飞舞。这一刻我的美，
只为你而绽放，你看到了吗？

月篇

看到夕阳余晖最终消散在
天际，我不似凡人有丝毫激
动、喜悦，却感到心口一阵闷
痛。这是怎么了，几千年来，
我静静守望着夜，如老僧入
定。那一刻，我被那丝绚丽打
动，震撼！似乎我听到夕阳的
如泣如诉，似乎我感受到她脉
搏的逐渐虚弱，血液渐渐消失
殆尽。我却手足无措，我想抓
住她的手，伸手，一切化为乌
有。

短暂的茫然无措，我逐渐
稳定心神。是的，我要去追寻
她。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众多星星的陪伴，
也解除不掉我心头的寂寞。

恨不能转动时间的车轮，
恨不能穿越早日相遇，恨不能
追寻到你。

无数的猜想涌进脑海，你
是否已不在。轮回的隧道黑暗
寂寥，你是否孤独；忘川水刺
骨冰凉，你是否已忘记前尘往
事；青石桥荒凉陈老，你是否
心生惧意？想到这一切，哪怕
这其中任意一种可能，我心如
煎在油锅，一向沉静内敛的
我，竟如斯。

一生的等待，一生的追
逐，日与月，你与我。

等待与追逐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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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张依冰
我带着殷红的通知书，走进

漯河四高报到，心情无比愉快：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的外公是在1961年从某高
校下放到郾城教书的，至今近60
年，在他教书育人的生涯中，他
最有成就感的生活，就是先后在
郾城一高的岁月。

“漯河四高”是他退休后的
校名，校名变迁，人员更替，但

“将军楼”依然耸立。我小时候
曾在楼前玩耍，对它充满了神秘

感。
我的妈妈、大姨、二姨，因

为近水楼台，都在这里受到过良
好的教育；我的表哥、表姐也在
这里打下了成才的基础。我在四
高南家属院生长，对四高的爱从
小就深深地扎根在脑子里，对四
高的情自然地融进血液中，考上
四高，是我在小学时就萌生的愿
望。

我敬佩四高领导的不凡经历
和业绩。他们都是教书育人的能
手，经过在教学一线长期磨炼，

脱颖而出，都是内行。
二姨是王敏甲校长进四高教

的第一届学生。她说，初次听他
的课，感到他知识丰富，思路清
晰，显示出超人的才华，一年后
就成了驾轻就熟的高手；在学生
中，传说王校长小学初中阶段多
次跳级，15岁考上大学，19岁大
学毕业。

外公说，1994年王敏甲校长
还是教高三数学的教导主任，当
时还是估分报志愿，他和外公等
人在高考后的第三天，到郑汴打
探消息，见到了开封高中、郑州
七中的领导，他们都是外公的同
学。他们说：“你们这位主任，
气 质 风 度 颇 佳 ， 是 难 得 的 人
才。”在那一年教委估分报志愿
的会议上，王校长的发言见解得
到大家的认可，他提出的分数
线，与后来省定的分数线，几乎
相同。王校长对外公格外敬重，
还请外公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听说尚炯副书记高中时是特
优学生，师大毕业后，自愿回到
母校任教，热情工作，办法颇
多，十几年前，就有专著出版。

孟祥宇副校长更是带有传奇
色彩，他在高中毕业后应征服

役，当了几年炮兵，复员后随高
三上了一年，参加高考，竟考上
了大学，在那个年代，实在难能
可贵。

刘海喜副校长，更是从郾城
数学教师中遴选到四高的优秀教
师。他是我妈妈的班主任，妈妈
常说，刘老师对她和班上的学生
非常关爱，在同学中的威信很
高，班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都
被大中专录取，这在大学没扩招
前，是难能可贵的。

外公还时常和我提起郾城一
高的辉煌历史。1984年，郾城尚
属许昌地区，他和书记、校长到
百泉高招办公地点打探信息，坐
的是别人的小面包车，车主的儿
子在邻近小市重点高中毕业，他
是小市文科第六名，没进入大专
线。可当年外公辅导的班里，有
8 人 考 上 本 科 （2 人 属 现 在 的

“985”，5 人属“211”)。漯河建
市以来，外公辅导的班级，不止
一次出现市文科状元。外公所在
的三年级语文组，每年高考全市
排名，理科总是第一，文科不是
第一就是第二。

外公常背诵“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这里没有

辛弃疾的怨愤，却有外公对当年
奋发教学的怀念。外公长期担任
三年级文科班主任，一些优秀的
青年教师与他为伴，他们有的沉
稳，有的开朗，有的儒雅，有的
泼辣。外公常说王敏甲、张双全
这些年轻人都是“拼命三郎”，
大家齐心，怎能不大批量地送走
大学生呢？

让我最感动的是，从四高毕
业的学生从不忘师恩。从我记事
起，看望外公的四高学毕业生好
多。

外公常说，四高建校悠久，
有着长期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的历
史底蕴，这不是短期能一蹴而就
的，不要听一些学校自吹自擂的
宣传。在现今的经济大潮下，没
有奖金，福利又比不上其他几所
市内高中，四高教师能守志不
移，他们比我们那一代强。

我将在漯河四高度过三年时
光，四高已经给我提供了崭新的
平台，我将威武雄壮地演出，相
信经过学校的精心栽培，老师的
耐心教导，会给我奠定下良好的
基础，为升入大学准备够充足的
条件。

（作者为漯河四高高一新生）

我的愿望实现了

■李人庆
老家在大山深处，在人们的

印象中，原本是不产稻米的地
方，也和江南水乡沾不上边。但
老家地处伏牛山腹地，四周群山
环抱，河流众多，或大或小，像
是《诗经》里窈窕少女甩落的一
只只水袖。于是，勤劳智慧的先
辈们很早就有了种植水稻的传
统，或修筑水库、塘坝蓄水灌
溉，或在河边依山势直接修渠引
水，这就有了一块块儿水平如镜
的稻田，错落有致地环绕在家乡
周围的山脚、河畔，与旱地里的
那些玉米、大豆、花生、红薯们
隔水相望，在风中轻声呢喃。

于是，米饭就成了我们的主
食。从我记事起，老家都是小
麦、水稻轮种的，一年两熟。除
了一些低洼的沼泽地块儿常年积
水，只能种植一季水稻，其他的
稻田冬季都是种麦子的。端午前
后，麦子成熟，麦浪翻滚，人们
争分夺秒抢收了麦子，然后就开
始放水、犁地。

稻田不同于一般的农田，其
他的农田可以倾斜，可以高低不
平。但稻田必须平整如镜，否
则，凸起的地方没水，而凹陷的
地方水太深则会淹没秧苗，对整
地的要求很高。因此，稻田大多
是梯田，地块儿大小不一，依地
势只要能保持水平，大的可以有

几亩，小的可以是几分甚至几
厘。这个时候，村里的“牛把
儿”是最吃香的，各家各户得排
着队请。稻田里放上水，“牛把
儿”先用犁铧犁，然后，用耙耙
地的时候，“牛把儿”站在耙
上，一手牵绳，一手执鞭，在一
声声抑扬顿挫的吆喝声中，牛拉
着 耙 ， 耙 载 着 人 ， 在 地 里 呈

“8”字形往返穿插，泥水四溅，
不一会儿就把犁铧掀起的土块儿
耙得稀烂。然后，还要用一种叫

“耖”的农具，套上牛，把突兀
地方的泥土推向低洼的地方，使
之更加平展，远远望去，镜面一
般。

早在谷雨的时候，秧苗就已
经育下了。育秧苗，父亲一般都
选择最肥沃、灌溉最方便的地块
儿做秧田，用木筢把地弄平，分
成小畦，将已经在适当水温里浸
泡过一定时间的谷种均匀地撒在
上面，覆盖一层细土，最后再覆
上塑料薄膜。之后，父亲的心就
拴在那儿了，一天几个来回，去
秧田看种子发芽破土，看嫩绿的
秧苗一点点拱出地面，直到轻轻
扯去塑料薄膜，让出土的秧苗在
四月的熏风里长高，长高。

薅秧的时候，我们每人一把
小凳子，坐在放满水的稻田，用
手指紧扣秧苗的根部，快速而小
心地把秧苗扯脱，不伤根须。扯

完一把后把根须在水里来回涮几
下，泥土脱掉了，只有白色的根
须和嫩绿的秧苗，煞是好看。然
后，用一根浸泡在水里的稻草顺
手缠绕两圈系个活扣。活虽然简
单，却很有学问，首先要系得
紧，往水田里抛秧时才不会在半
空散架。但又不能系成死扣，要
一扯就开，这样，才能提高插秧
的速度和效率。

在所有的农活中，恐怕唯有
插秧是倒退着进行的，父亲和哥
哥姐姐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很
快，地里就绿油油的一片，嫩绿
的秧苗在如镜的水面轻轻摇曳，
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成了一幅绝
美的风景。

秧苗一旦插到地里，父亲就
没有闲的时候了。经过一整个炎
热的夏季，秋天的时候，稻谷终
于成熟了。成熟的稻谷一片金
黄，沉甸甸的稻穗垂下高昂的头
颅，那么的谦恭，没有一点的张
扬。

早上的时候，能看到稻穗上
的露珠，晶莹剔透，闪着田野
的空旷和黎明时的光芒，与地
头那隆起的山坡，还有坡上那
挂满橙黄的柿子的果树，一起
在高远的蓝天下散发着馨香，
听排空而过的大雁歌唱，融化
成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永不
停歇的民谣……

梦里依稀到水乡

为调动广大诗词爱好者的
积极性、创造性，服务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喜迎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联合举办“争创文明城
献礼十九大”诗歌大赛。

一、参赛对象

广大诗词爱好者均可参
赛，不受地域、职业、年龄限
制。

二、征稿要求

作品要求主题思想鲜明，
内容健康向上，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歌颂真善美，具
有独特艺术视角，艺术性、思
想性俱佳，题材不限，风格不
限。参赛诗歌主题围绕“争创
文明城 献礼十九大”，也可描
写沙澧河的风土人情、自然风
景、人文景观及经济发展、社
会巨变等。每位参赛作者报送
作品不超过3篇。

三、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体裁为现代诗、
古典诗均可。现代诗每首不超
过50行。古典诗中古体诗和近
体诗均可。近体诗默认平水
韵，也可用新韵，但新旧韵不
能混用，新韵请注明。

2.参赛者需提供真实姓名、
个人简介 （100 字以内）、身份
证号、通信地址和手机号码等
信息。

3.投稿作品必须是作者原
创，严禁套作与抄袭，一经发
现，取消参赛资格。

四、投稿方式

参赛者可将作品电子稿发
送至活动专用电子邮箱：shali-
fengbei0395@163.com， 参 赛 作
品标题统一为“作品题目+作者
姓名”。参赛作品请使用 word
文档，正文用三号仿宋字体编
辑。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
三等奖 15 名，优秀奖若干名，
获奖作者将颁发证书及奖品。

六、组织实施

1.征集。本赛于2017年8月
1日开始接收参赛作品，征稿截
止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

2.评审。本次大赛不收取参
赛费、评审费。由组委会聘请
业内资深人员组成评委会，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集中对所有作品进行评选。

七、作品展示

获奖作品将在 《漯河日
报》、《沙河风》、《沙澧诗刊》
上刊登。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晓婷 沈进华
联系电话：3119839

15839502518

征稿启事

■范振宇
夜听蝉鸣在后庭，月暗星稀灯火明。沙澧河畔反哺育，古韵声声吟今风。

夜游沙河

■杨沐锦
暮天黯草归鸟喧，小径近村起炊烟。柴扉半掩笛声远，老燕微眠栖新檐。
渔舟浅载蓑衣人，落笔题古韵七言。浮生看尽悲喜事，婉约清平作画卷。

渔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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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 洪宝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