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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读书漫谈读书漫谈

■■
开
栏
的
话

■■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郾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深入挖掘郾城独特的文化亮
点，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城市“创文”，打造书香郾城，提升
全民文明素质，贯彻落实郾城区委1351工作布局，在开启新
时代漯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做出新的贡献，近
日，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联携手漯河日报社，共同在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面开设《“话”说郾城》文化专
栏。在活动征集阶段，共收到稿件60余篇，今日起择优刊
发，敬请关注。

征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

■刘西淼 刘碧莹
风景者，风光景物之谓也。王勃《滕

王阁序》有“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
阿”之咏。何谓风光？“日出而风，草木
有光色也。”古人有“日华川上动，风光
草际浮”之诗。唐朝大诗人元缜的“诗篇
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的名句，
含韵致风采之意。历代文人墨客以咏景抒
情为一大好事，熔大好河山与人生哲理于
一炉，发为笔墨，留下许多千古名篇，成
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
特别是明清时代，各州府县都着力打造当
地景观，以彰显地方自然与人文之特色。
如清乾隆《舞阳县志》就收有南山叠翠、
舞水清流、千谷雪霁、澧岸烟树、沙河夜
泊、藕池渔蓑、北郭泉涌、龙池浣月、石
堂仙迹、龙吟浅谈、黄沙云起、莲花香远
十二处景观，各赋诗一首并作画一幅，让
人如临其境。《临颍县志书》也记其八景
为：颍水清流、研岗胜槪、马台书声、邓
河水利、柏冢磨云、莲池孕月、魏帝穹
祠和钟繇古碑。郾城为中原大邑，历史悠
久，文化深厚，咏景之作发端于唐宋，兴
盛于明清，曾先后形成两个“八景”版
本。

一、“溵阳八景”的形成

郾城地方景物名胜记载，兴起于唐
宋，成就于明清。唐代诗人胡僧有 《召
陵》诗存世：“小白匡周入楚郊，楚王雄
霸亦咆哮。不思管仲为谋主，争敢言微缩
酒茅。”凭吊追忆召陵会盟之义举。宋代
诗人苏辙同父兄离川赴汴求功名途中路经
郾城，写下《题郾城彼岸寺诗二首》，咏
文殊院古柏和武宗元文殊菩萨画像。这些
是目前已查到的当地最早咏景诗文。后又
有北宋文人吴处后，在他的学术笔记《青
箱杂记》 中记郾城城南沿河一带以“溵
亭”为中心的景观为“川原明秀，甚类江
乡景物”。金朝正大年间，大文豪元好问
多次来到郾城，写诗多首，其中《溵亭》
有“春物已清美，客怀自幽独。危亭一裴
回，翛然若新沐。宿云淡川野，元气浮草
木。生平远游赋，吟讽心自足。乾坤入望
眼，容我谢羁束。一笑白鸥前，春波动新
绿”等诗句，描写以溵亭为主的景观风
物。此后又有文人写“郾城怀古”、“郾城
喜晴”、“过溵阳”、“玛瑙河”、“郾城道中
偶成”等诗颂当地风光。

明永乐十年(1412年），王季立（字王
贞）由山东东阿知县迁任郾城知县。他是
南直隶徽州府婺源人，唐散骑常侍仲舒之
后，宋双溪先生八世孙，以监生入吏目，

“文学政事兼优”。宦门文士的家世与徽州
文化的培育成就了他的文笔才华。在郾城
期间，他深入体察民风，了解当地历史文
化，凝于笔端，写下了一批吟咏当地风
物、景观、名胜、古迹的诗篇。

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郾城县
志》卷之十一为《题咏》，别文集独立为
卷。前序曰：“夫题咏者，文人高士过郾
之疆域咏郾之风物也。如韩如柳如杜工部
如刘随州，皆上薄骚雅，俯视曹刘，固高
矣美矣，宜载入以式后人者。”这成为地
方典籍记载郾城风景之始。该卷中收入王
季立所写十首诗，记郾城十处景观。其内
容分别是“东黌暮鼓”、“西寺晓钟”、“神
井蟠龙”、“僧幢石碣”、“崇台化石”、“潭
水流鹅”、“溵水渔灯”、“螺湾贾棹”、“莲

浦熏风”和“竹园春雨”。并以此为题各
赋诗一首，记各景观之详情。这一组诗都
是四字题，均为五言诗。句数长短不一，
最多为二十句，短者十二句，有乐府风
格。从内容看，都是描写郾城古迹景观风
情人文的诗篇，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当
地著名历史文化胜景。从风景名胜的学术
概念来看，已经具备集中表现当地风景的
规模和特征，但书中并未标明“郾城十
景”之称谓。

此后，经过八十余年的岁月洗礼和历
史沉淀，当地文人民众对王季立写郾城十
处景观有了认知，达成了共识，这些景观
被认为是集当地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于一
体之最为代表者。到明崇祯十年 （1637
年），知县李振声修《郾城县志》，在《卷
之八·艺文》前小序曰“播墨韵于题吟，
灿笔华于著述”“不没箐华故志”。所以，
李振声首题“溵阳八景”称谓。为何称郾
城为“溵阳”，原因有二。一是该地历史
上有“溵阳”这一地名。查谭其骧先生主
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诸侯称雄
形势图（公元前350年）·第33~34页·韩
魏目》，标有“溵阳”地名，在古溵水北
面，距今郾城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地方，
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封地。因为这个地方的
地望关系取古溵阳地名代替郾城。二是以
水得名，为“溵水之阳”意。溵水，如前
所述，本在县北，但由于年代久远，河道
变迁，又形成大溵水与小溵水之别，而大
溵水则指溵水，俗称沙河。阳者，方位
也，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
南为阴。“溵阳”即指郾城。这个地域概
念至少在明早期已经形成。明洪武年间所
修县志就名为《溵阳志》。“八景”其意在

“八”，虽是数字，意指八方，即四方
（东、南、西、北） 四隅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之总称。“八景”为全县景
观之荟萃，引申为到处是景观，“溵江如
带，平野若绣”之赞誉。“八景”内容延
续王季立十景，去掉其中的“崇台化石”
和“竹园春雨”两处，改“莲浦熏风”诗
题为“池荷映日”。溵阳八景分别是东黉
暮鼓、西寺晓锺、神井蟠龙、僧幢古碣、
溵水渔灯、螺湾贾棹、潭水流鹅和池荷映
日。李振声在王季立八景诗后均另作诗一
首，附为“次韵”。这是郾城历史典籍中
确定并记载的第一个“八景”版本。其中
以“螺湾贾棹”和“溵江渔灯”最具文华
特色。

“溵阳八景”的具体方位由于历史变
迁、城市巨变，很难一一对应当今具体地
方，仅就历史记载分列如下：

东黉暮鼓：黉学，即县儒学，在县城
内，从东门（涉澧门）进城沿东街西行路
北第一宅院。现仍存。

西寺晓锺：西寺，即彼岸寺，在县城
内，从西门 （通襄门） 入城沿西大街东
行，路北，过城隍庙，第二宅院即是。

神井蟠龙：在县城东，从东门（涉澧
门） 出向东，路北依次为忠诚祠、东岳
庙，庙东即龙井，其对面为演武厅。

僧幢古碣：在彼岸寺内。即俗称“龙
塔古篆”，今仍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溵水渔灯：诗曰：“月弦夜色暗，霜
降溵水收。长年治生计，群然理渔舟。鸣
榔惊水底，篝灯耀船头。星桥跨云际，火
树明中流。红影碧渊湛，清光镜波浮。以
兹足赏玩，绝胜眠黄紬。”此诗写螺湾河

的夜景。大沙河水产丰富，沿岸居民以渔
为生。每到夜晚，河面上渔灯闪烁，渔夫
撒网收鱼隐约可见。游客们乐此不疲，忘
却睡意，沉浸在观鱼灯赏夜景的流连之
中。

螺湾贾棹：诗曰：“沙河东流碧，螺
湾汇双河。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
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地卑物产少，耕
稼惟刍禾。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巨
商割民脂，民赖苏沉疴。逋兴岁时积，吾
其奈民何。”大沙河像一条玉带从伏牛山
蜿蜒东来，穿过广袤的豫中平原，在螺湾
与澧河相汇。一个“碧”字写出了大沙河
的形与神，展示了水乡商镇的壮丽景观。
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河岸上南来的匆匆贾
客，荟萃集散着江淮百货，一派商贾云
集，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

池荷映日：在县城东南方向郾子国古
城一带，即今邓襄寨，与“莲浦熏风”可
能为一处景观，标题不同而已。

潭水流鹅：由东南方向飞来螺湾河浣
濯横波处。

二、“八景新题”的出现

清顺治十年（1659年）知县荆其惇修
《郾城县志》，卷九 《吟咏志》 同样收录
“溵阳八景”，仅改“溵水鱼灯”为“溵江
鱼灯”。同时，谢檳另撰“八景新题”，并
在其序中说：“邑有八景，原夫好事者收
境内山川，点缀佳丽耳。然其间铸意写
景，每多附会，而一二真迹反置晦匿不
几，令韵事名郁郁终古呼。荆父母有慨于
此，令檳改订之，不辞固陋，僭抑八题，
与旧刻亦不甚殊，但取其可入图画堪游赏
者，非为仅存故事已也。聊附俚言以记其
实。”大意是说，原来的“溵阳八景”有
写意附会之瘕，真正的景观没能记载下
来，按照知县荆其惇的意见，又拟定了一
个新的“八景”。为以示区别，名为“八
景新题”，即龙塔古篆、溵水风帆、祟岗
饮社、老桧烟笼、周坡晓市、邓湖莲歌、
裴城烟雨和召陵雪霁。这是郾城历史典籍
中的第二个“八景”版本。谢檳，字公
翼，自谓洄浀人，《重修龙堂堤碑记》有

“谢氏昆季则世居邓襄寨”的记载。谢氏
为耕读之家，檳之父谢颜教，中明万历二
十八年（1600年）庚子科举人，四十四年
（1616 年） 丙辰科进士，官及刑部主事。
檳之叔谢思教，中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 乙酉科举人。檳少入学，聪慧勤奋，
为庠学之佼佼者，中清顺治八年 （1651
年） 辛卯科举人，郾城之景文多由其撰
写。参与修撰明崇祯本、清顺治本两部郾
城县志。“八景新题”诗均为七言绝句，
多有题下说明，以“溵水风帆”诗最具艺
术成就。

“八景新题”的具体方位取原志书所
记：

龙塔古篆：在彼岸寺，相传为蔡中郎
书或云是赵子昂。残缺不可辨矣。

溵水风帆：诗曰：“城头烟色映春
山，城底清流复几湾。何处客舟楼外过，
东风吹送一帆闲。”笔者认为，此诗颇具
唐大诗人王维的风格，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城帆相映，山水宜人，写出了一幅清
新浑厚的风景画。此后，文人雅士被该诗
所感染，沉醉于“溵水风帆”的意境之
中，不时有以此为题的续写诗文，赋咏这
一著名景观。

祟岗饮社：岗有高宗庙，碑云商高宗
捕蝗处，士人至今祀之。

老桧烟笼：在洄浀，三人合抱，非唐
宋以来不能。老杆扶疏，烟云横结，相传

有神守之。
周坡晓市：县南商寨前有坡市，天气

晴朗，村树与云气相合若城市出现，雉堞
楼阁分明可指，亘二十里，状如都会。

邓湖莲歌：湖水周数里，夏月莲花最
盛，中有高台建佛寺于上。云是邓候游玩
之地。

裴城烟雨：裴度阻兵处。
召陵雪霁：齐桓公服楚处。

三、两个八景版本的共存

清乾隆十年（1745年）知县赵作霖修
《郾城县志》，卷十单列《吟咏志》。其诗
词称“因游览而志胜，名公巨笔逸客骚情
发为咏歌”，表示对两个八景版本的赞赏
态度。所以，在收入明崇祯本“溵阳八
景”的同时，也收入清顺治本“八景新
题”。清乾隆十九年 （1754年） 知县傅豫
修《郾城县志》，卷之九《艺文下》收入
了“溵阳八景”的八首诗，但只属作者王
季立名，并未标明“溵阳八景”称谓。此
本未收谢檳“八景新题”内容，而收入了
他人相同内容的咏景之作。如杨吉履的

《龙塔》、《老桧》、《裴城》、《召陵雪霁》、
《邓湖莲歌》、《周坡》、《溵水》、《祟岗》
等诗，金赢的 《龙塔》 诗，王郎的 《裴
城》诗，张大发《龙塔篆》、《溵水》、《祟
岗》、《周坡》、《邓湖》、《裴城》等诗。为
何特意剔除谢檳“八景新题”不收？如若
此修志者不同意谢檳“八景新题”内容为
当地著名景观，为何又收同样内容的其他
诗篇呢？此疑案有待进一步研究。民国二
十一年 （1932 年） 周世臣修 《郾城县
记》，收录“谢公翼八景新题有序”，又收
明崇祯本《溵阳八景》并冠王季立名，呈
现了在地方历史典籍中两个“八景”版本
共存的局面。

综上所述，“郾城八景”在历代志书
中并无此名，均是以“溵阳八景”或“八
景新题”冠名的。但“溵阳”即是“郾
城”，俗称“郾城八景”亦无不可。“郾城
八景”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王季立的

“溵阳八景”，另一个是谢檳的“八景新
题”。而所谓的“老八景”、“新八景”、

“大八景”、“小八景”、“实八景”、“虚八
景”之传闻，均无历史典籍之根据。如用

“八景”打造当今日之景区，还是属历史
原貌之名为最宜，以免产生混乱与歧义。

在自然界中，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与完美统一。风
景自然很隽秀，若只有山与水对视，风与
林摇曳，没有房舍，没有渔舟，没有人的
参与，景区就会呆板、窒气和沉闷。只有
加入人的活动，优美的自然景观才会更加
生动、靓丽，更具韵味和雅致。沙澧景区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一个既有优美自
然风光，又有厚重文化历史韵味，充满现
代生发之机的常态化游赏区已经呈现在全
市人民面前。但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沙
澧风景区范围包括螺湾贾棹、溵江渔灯、
溵水风帆、潭水流鹅等历史名景及极具文
化内涵的“溵亭”、“五老台”等古建筑，
这些内容有的已为吸收借鉴，得以重新展
现，有的还未能发掘展示出来，有待弥
补。让我们认知美、热爱美、呵护美、参
与美、建设美、享受美，把一个环境优
美、风光优雅、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充
满生发之机的现代风景区建设得更加美
好，用如此多娇的沙澧风光点缀我们的生
活，使我们的城市更加赏心悦目、生态宜
居。

（注：文中“氵隐”字为生僻字，故
暂以“溵”字代替。）

“郾城八景”之由来

■潦 寒
《瞑庵杂识》 有一则笔记

说：年羹尧小的时候，父亲年
遐龄带其到山寺。道士抚摸着
年羹尧说：“奇贵，可惜后福不
好。”遐龄惊异，忙问有术数可
解否？道士曰：“术数管什么
用！跟我学习三年，改变本
性，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
望。”爱子心切，遐龄把道士请
到了家里调教年羹尧。第一
年，“但闻楼上步履声，踊跃
声，挪移桌凳声，指挥进退
声，若演阵者”。第二年，“则
闻书声琅琅，至夜不息”。第三
年，“则相对瞑坐”。三年期限
还差半年时，遐龄的妻子生了
重病，捶床哭泣想要见儿子。
遐龄被迫破了道士之约去叫儿
子。道士功败垂成，气得怒目
说：“败矣！学备而养未至，他
日必以气偾命。”

要改变一个人，使从动到
静、宁静致远，读书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年羹尧从第一年的

“步履踊跃”到第二年半的“相
对瞑坐”，未尝不是对读书的消
化和融解，进入了化动为静的
境界。故明朝学者陈继儒 《小
窗幽记》说：“天下之事，利害
常相伴。有全利而无小害者，
惟书。”

《格言联璧》 开篇第一句
话也讲：“古今来许多世家，无
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
是读书。”读书这么好，为什么
书读得好的人那么少？第一，
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为，
芸芸众生有多少人生下来像王
阳明那样，年少时就想做一个

“圣人”？第二，知道想成为一
个什么样的人后，读哪些书。

“单日读经，双日读史”是一个
多么庞大的工程，大得让人无
从下手。第三，即使读到了好
书，修行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年羹尧读了二年半，差
半年就功亏一篑，最后因有恃
无恐、逞威作福被雍正拿捕赐
死了。为什么？“今人皆知利其
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
之砺砥也！”读书就是修行，修
行不到，“妖性”难除！

“小来报思国，不是爱封
侯。”科举取士是隋唐之后的
事。在之前的一千多年，人们
读书为了什么？修身！故 《大
学》 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才有
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家
天”的顺序！

年羹尧之败，不是本领不
够大，而是功成，身败！无论
是谁，都要以修身为本。所
以，述而不作的孔夫子之所以
成为万世师表，不是因为孔子
自身取得了多大的功劳，而是
为后世的读书人提出了要求、
指明了道路、建立了标准：“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后已，不亦远乎”“吾一日三
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

夜深人静时，当我们品读
这些话时，才知道是多么朴素
而又深刻的道理！遗憾的是，
小时候并没有通读过 《论语》，
无论是教科书或是老师也没有
让读过，仅仅是学过有限的课
文。即使找到一本《论语》，也
是囫囵吞枣，难以有所领悟。

知识的本质是运用。
有一个书生过水沟，踌躇

半天后见一老翁，问：“老丈，
怎么过去？”“跳过去！”老翁
说。书生眼一闭，双脚蹦了起
来。“嗵”一下掉进水沟里。老
翁生气地说，你单腿跳会掉进
去吗？“单腿为跃？”书生振振
有词。“唉！书呆子，活该你掉
进去！”老翁哭笑不得。

说实在的，“书呆子”这个

词恐怕是自从有了书就有了。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

“圣贤书”后咬文嚼字地道德说
教。岂不知天下的书分三类
—— 一 是 知 识 类 ， 二 是 伦 理
类，三是娱乐类。所谓的学富
五车，才高八斗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什么事都探底追源
地想知道个为什么。否则，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整天“子乎
者也”地谈论道德仁义，不是
迂腐是什么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学
者已经开始探究式的读书。亚
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说：“我
们在南北方向上旅行，所见的
星图会有所改变。这不但说明
地球是圆形的，而且说明它是
个不大的球体。”然而，我们上
中学时，学 《论语》 中的 《两
小儿辩日》，学生问老师，是早
上大如盘的朝阳离我们近，还
是中午热如探汤的太阳离我们
近？老师来一句“我去一趟厕
所……”支吾过去了，因为他
真不知道椭圆的视差原理。原
本落后的欧洲为什么最先掀起
工业革命？那是刨根问底引出
来的科学技术呀！

读书就像喝水，不渴是喝
不多的，要想如饥似渴的读
书 ，你心里得装那么多问题。
比如裤子是那个朝代发明的？
清军十七万人为什么能打垮明
军七十万部队？光速是用什么
方法测出来的？南朝的沈攸之
说：“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
读书。”因为没有互联网，读累
死他也不知这些知识。现在，
你借助“百度”与“搜狗”，
十年后保证一百个沈攸之加起
来也比不过你。

问题是，明白自己想要知
道些什么！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
此事要躬行！”陆游老先生给儿
子这句诗时，不仅没有想到其
会成为绝句流传百世，更没有
想到的是很多人道理懂了仍不
按常理出牌。故二百年后的王
阳明大张旗鼓地提出来“知行
合一”。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读
书人，学问一流，人品下流。
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就是“三
观不正”。为什么有些读书人的

“三观”不正呢？这个问题说起
来太复杂了！所以才有道士抚
摸着年羹尧的那翻感慨：“术数
管什么用！跟我学习三年，改
变本性，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
希望。”

读书能改变人，早在三国
时代就得到了印证。吕蒙拜将
之时，鲁肃很看不起他。孙权
劝其读书，吕蒙说军务繁忙。
孙权命令其读书。后来，鲁肃
再见到吕蒙时成就了“士别三
日，当刮目相看”的佳话。一
千多年后的年羹尧可能也是军
务繁忙，雍正又没有逼他读
书，才落得个可悲的下场。清
代张维屏说：“读书何所求，将
欲通事理。”读书是修德律己的
有效手段、方法和途径，使人
明理明德、明荣知耻。读书的
过程实质上也是修炼道德、陶
冶情操的过程。所以古人说：

“质胜则文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深切领
悟到圣人为什么是圣人，他们
的话就是后人的生活准则。比
如：“语言间尽是积德，妻子间
亦可修身”“不怨天，不尤人，
不迁怒，不贰过”“君子求诸
已，小人求诸人”。

学习分四种——读书，读
人，读事，读己。人、事、反
省是机缘巧合，不是自己能决
定的，且每一个人只能活一个
时代。在这个社会横切面里，
一个时代的精英有限，一个人
能接触到的精英更有限。唯有
读书，是和不同时代的精英面
对面的交流。

读书就是修行

■陈猛猛
回村的那条路，被岁月的风霜
侵蚀得坑坑洼洼
村中多少的离去与归来
在此上演
寂寞许久的村子在心中呼唤
归来吧，离村的游子
乡路悠长
挂念也常常在心底流淌

大奶奶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来到村口
她伸出左手，放风筝般
把夕阳紧紧拽住
渴盼的双眸沿着路的方向延伸
凝视很久很久
像极了旧宅院屋檐下的老燕子
啾啾 啾啾 啾啾
外出的燕儿快些回巢

村 口

■韩月琴
二儿子一周岁了。回首过去的一年，

紧张忙碌与欢声笑语携手，惊心动魄与平
静如水并存。

2016年春节前，国家出台的放开二胎
政策像和煦的春风，一夜之间吹遍了大江
南北，我那沉寂多年的心也忍不住蠢蠢欲
动。

2017 年春天，我的二儿子如约而至。
一年的时间，他已由最初我常念叨的“胳
膊腿儿还没有炸油馍棍儿粗”，到现在的二
十多斤的胖小子。这期间，已经不记得我
们经历了多少个哭闹不安的夜晚；不记得
多少回夜里起来换尿片、量体温、喂奶、
喂药；不记得多少个寂静的夜里，我强撑
着打得不可开交的眼皮抱着他唱歌；甚至
不记得他肉嘟嘟的小屁股上曾经落下了多
少我那无可奈何的巴掌……

忙也好，累也好，小家伙儿正像小树
苗一般茁壮地成长着。每当下班回到家
里，看到他那苹果一样的脸蛋儿、花儿一
样的笑容，我的心仿佛在瞬间被融化了，
所有的忧愁与烦恼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常常学着孩童的腔调跟他说各种各样的
话，长长的睫毛下，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似一汪清泉，忽闪忽闪的，跟随着我的话
语和表情变换不同的眼神，眼神里盛满了
婴孩儿独有的喜怒哀乐，简单又可爱至极。

大儿子虽然功课繁忙，但是每天放学
回到家里，必定要先抱一抱弟弟，逗弄玩
耍一番再去做其他事；晚上临睡前，他照
例还是要去我们房间看看抱抱再去睡觉，
只要看到弟弟，这个做事一向大大咧咧的
少年眼角眉梢总是尽显温情。二孩儿对哥
哥的脉脉亲情也会报以热烈回应，不仅眼
神里荡漾着满满的笑意、小嘴笑得像裂开
的石榴，还总是手舞足蹈的。作为母亲，
看着两个孩子萦绕膝前，其乐融融，想象
着在以后奔波不息的漫长岁月里，有兄弟
之间的相互倾诉、慰藉，现实中再大的风
雨也都显得无足轻重！我心中的幸福自然
是无法言喻的。

世界上的幸福有许多种，功成名就是
一种幸福，有衣有食的平凡日子也是一种
幸福。家有二孩儿的生活，尽管忙碌紧
张，却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家有二孩儿
近年来，关于盗墓类的影视剧热

播，很多人都认为盗墓无非就是挖别人
的坟墓，然后将里面的宝物都拿出来。
因此，很多人就此认为文物专家的考古
跟盗墓是一样的，也是基于宝物才挖掘
古人的坟墓，都是盗窃。而实际上，两
者相差太大。考古都是从田野发掘做起
的，都是老老实实从探方做起的，整天
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刮日晒，很辛苦。
不像盗墓者整天跑这跑那寻宝。

在咱们河南，有一位考古学者叫苏
湲 （本名苏岩），她不仅是河南博物院
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是当代
著名诗人苏金伞之女。近日，由她创作
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两万年》出版，
这是一个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
事，是对考古学累累硕果的赞誉，也是
一曲旷世悲情的人间绝唱，更是一首人

类文明发展史的颂歌。
2018年6月16日下午三点，八马茶

业二楼满庭芳（辽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
东南角），苏湲老师和漯河读者分享她
的考古故事、创作故事和读书故事，欢
迎参加。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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