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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 冰
如果要我为自己的前半生
作一个总结的话，我只想要说
我，无怨无悔地活过
总是脚踏泥土，头顶光芒的孩子呵
总是以爱为家，以梦为马，以花朵为天下
一双附风的翅膀呵，总是向着天涯

哭过、笑过、爱过、恨过、跌倒过
站起来的时候，依旧
手握最初的自我，依旧用最初的欢笑
擦拭世界的酒窝

和相亲相爱的人儿呵，在烟火俗世里
结一个朴素的温暖的巢
以柴米油盐为基石，以爱和宽容为建筑材
料
我们都是这世间最卑微的花草
都是光明的孩子
也必将会用一生的光阴，锻造光明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依旧会
用一滴水的窄小与宽阔，去丈量
天空与大地的情歌，去亲吻世界
然后，等待暮色
渐渐张开自己美丽的羽翼，我会
默默地裹紧夕阳的最后一缕丝绸
微笑着悄悄跟自己说：我无怨无悔地活过

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

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
最大的一场雨水里
酣畅淋漓地游一回泳，并且
将脚印，稳稳地楔入泥土之中
那么，他今后的脚步
一定很轻很轻，他生怕踩疼了
尘世里最细小的生灵
他生怕惊扰了世界新生的歌声

如果一个人，可以挽住一生中
最大的一场风
那么，他一定用力地拥抱过雷霆
他一定忍住了彻骨的痛，并且
他也必将会是一个用余生点灯
用余生灌溉花丛的人

这跌宕起伏的虚无缥缈的人生呵
原本就应该是一场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的
梦
除了太阳和玫瑰，没有什么
值得你我相互拥有与获得
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
饱蘸生命的烛火，书写大写的你
大写的我。让光洁的沸腾的脉搏
麦粒般欢快地洒落

如果（外一首）

■李 玲
崇岗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叫法，崇岗

其实叫宋岗，离郾城差不多有三十公里，
是裴城镇一个古老的村庄。“崇岗饮社”是
郾城八大景之一，有的文献中也叫“吟
社”。

宋岗北门离我家仅有两百米，北门外
有一座古庙叫商高宗庙。我小时候，那个
庙宇还在，传说为纪念商高宗灭蝗虫而
建。商高宗武丁是盘庚弟弟小乙的儿子，
即盘庚的侄子，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
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深知民众生活
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励
精图治。到了商朝中叶，河南中部发生蝗
虫灾害，商高宗武丁便率文武百官、兵丁
百姓扑打蝗虫，使农业获得丰收，避免了
一场饥荒。农民深受感动，为纪念皇恩浩
荡，自愿捐钱，在北门外建筑了高宗庙。

因为修建庙宇的时候要筑建高台，需
要从周围挖土垫高，二十多亩大、四五米
高的高台要挖很多土，所以高宗庙四周全
是壕沟大坑，比较大的就是庙西边五六百
米的地方留下的盆湖。这是一个二百多亩
大的湖泊，形状像一个圆圆的脸盆，故名

“盆湖”。
古时候，盆湖岸杨柳环绕，湖边芦苇

丛生，湖中水草片片，草下鱼虾肥美，水
中莲花摇曳，泥中莲藕横生。农闲之时，
便有许多农夫在湖里驾小舟、荡木筏，撒
网捕鱼、拉捞水草，他们哼着小曲、喊着
号子，有渔歌互答、莺曲对唱之妙。

传说这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被天上的仙
子发现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农夫不
在湖中作业，天宫里那些缥缈仙子或乘
风，或骑鹤，或骑牛，或坐驴，下临盆
湖，乘兴游玩。神仙乘坐画舫，摆下酒
宴，上对一轮明月，下临一湖清水，调好
琴瑟，倾满玉液，一边弹唱，一边饮酒。
此时此刻，杯盘撞击之声不断，丝竹歌吟之
声不绝。美妙的仙境偶然被夜行人发现，便
广为传诵。明代文人谢公翼曾题诗曰：由来
饮社久消沉，庙祀高岗自古今；试看扑蝗一
片石，令人犹识帝王心。

“崇岗饮社”也因此而得名。商高宗
庙正殿的北山墙上有壁画画着这一景物，
更使“饮社”一景趋于逼真。

据商高宗庙庙碑记载，商高宗庙始建
于西汉武帝元光二年，重修于明代万历年
间，最后一次重修在清朝康熙年间。高宗
庙里数十株松柏树，高三丈余，腰围合
抱，树龄五百岁之多。庙内青石碑近百
通，高的丈余，矮的七八尺，高碑乌龟相
驮，低碑石座固定，仅正殿的陪殿里就有
矮碑六排三十通。传说在石碑上磨馒头，
小孩吃了成人，可免灾。所以，每当三月
三、六月六庙会之时，或春节、元宵节期
间，四乡八邻的香客、赶庙会的村人便会
带着小孩来到庙中磨馒头，久而久之，殿
内石碑被磨得光亮，可以当镜，碑上的字
迹也就辨认不清了。庙内碣高碑多，号为
碑林，声名远播。庙堂东依起伏小丘，西
临盆湖，周围数条逶迤小渠，丘青水秀，
别具特色。尤其阳春、仲秋之时，百花争
艳，风和日丽，千鸟竞唱，宛若仙境。每
当此时，富豪乡绅，纨绔子弟，文人雅
士，墨客骚人，常常来此踏青游玩，观赏
庙景，结社吟诗，故有“吟社”之名。清
代诗人杨祥云为之题诗曰：驱蝗德意足千
秋，社鼓年年祀子悠；但欲斯民沾雨露，
不辞万乘广巡游。

听爷爷讲，他年轻时，在夜晚寂静的
时候，站在庙台上，还能听到盆湖那边推
杯换盏、觥筹交错、猜令划拳的声音。我
也问过很多老人，他们都说可以听到，不
禁让我甚感新奇。传说神仙留下的有宝
贝，后来南蛮子把宝物盗走了，那声音就
再也听不见了。后来，随着知识的增多，
我猜测，是因为周围的环境遭到了破坏，
不再引起共振，才没了声音吧。

我小的时候，庙宇内红墙绿瓦，亭台
楼榭上的画还栩栩如生，只是里面的高宗
像、真武大帝、东武大帝的神像，在十年
动乱时或被砸烂，或被付之一炬，只留下
空空的庙宇和石碑在诉说着什么。北大庙
变成了梁庄小学，曾经的大殿、偏殿、陪
殿成了教室，2000 年后，梁庄小学被合
并，年久失修，就更荒芜了。

这是郾城八大景之一留在我记忆中的
印象，虽然现在的孩子知道者甚少，但我
相信，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不断增
强，不久的将来，曾经的“崇岗饮社”定
会盛景再现。

崇岗饮社

■王新卫
在闹钟声里醒来
风已经在窗棂低吼
提醒我
他已经在窗外，等了好久

几丝细雨，零落地打在脸上
瞬间明白了，什么叫天凉好个秋
女贞丛里，平时早起的鸟儿
也不知躲到了哪里
也许她们上班，不用刷签到机

秋的遐想

祖国华诞六十九，一带一路领全球。屹立世界之林中，沧桑巨变数风流。
中华崛起又腾飞，人心所向众望归。待到中国梦之圆，再邀英灵共举杯。

七律·贺祖国华诞
■尚志军

■本报记者 左素莉
他是飘逸的白云，为天空增添诗意；他是蔓

延的绿色，让大地更加青葱；他是奔腾的河流，
涌动着对家乡、对祖国的无尽的爱。他用照相机
的镜头记录沙澧大地动人的容颜、丰富的表情和
细微的变化，为家乡存留一份厚重的记忆；他踏
遍祖国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地将祖国的美景和变
迁定格在胶片上，成为永恒。他用镜头精心雕刻
岁月，完成了生命的华美蜕变。他就是我市摄影
家：潘付堂。

一

1973年，潘付堂在漯河五中上学时，他的美
术老师曾是《河南画报》的摄影记者。有一天，
美术老师把潘付堂叫到他的宿舍，让他看了他拍
摄的照片，潘付堂一下子就被这些照片吸引住
了，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

1976 年，潘付堂到漯河市汽车运输公司工
作，1988 年担任公司教育科科长。1989 年春节
前，潘付堂用积攒了近两年的工资买了平生第一
部海鸥照相机。他带着家人来到人民公园，为家
人拍了很多照片，但是，由于缺乏摄影知识，照
片拍得很不理想。他就到书店买了一本《摄影基
础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了很多遍，初步
了解了摄影技巧。春节期间，他天天出去拍照
片，所拍的每张照片他都记下光圈、速度，积累
拍照经验。他还到河南日报社原暗房师的店里学
习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正月十五那天，漯河刚
刚下过一场大雪，解放军们到街头扫雪，他就拍
了很多解放军扫雪的照片，自己冲洗，并挑了几
张拍得好的送到漯河报社，其中一张《解放军清
雪忙》被刊登在《漯河报》上，让他兴奋不已。

潘付堂开始拍摄所有让他心动的事物、场
景。他发现，摄影不仅能展现这个世界的美，能
表达摄影者本人的感受和思想，还能记录社会发
展进程，潘付堂深深地迷恋上了摄影。为了提高
摄影水平，书法、美术、文学、历史等书籍他都
广泛涉猎。1990 年 12 月，潘付堂拍摄的 《太阳
渔船 网》 荣获全省农业摄影大赛三等奖，这是
他的摄影作品第一次获奖。

1992年，《漯河广播电视报》创办，拥有摄
影特长的潘付堂被调到 《漯河广播电视报》 工
作，担任编辑兼摄影记者。他如鱼得水，创作欲
望非常强烈，摄影技巧也日臻娴熟。

2000年，潘付堂又被调到漯河电视台新闻部
工作，身兼电视工作者和摄影家双重身份，他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采访、精心写
作，深情讲述漯河故事。他主持创办了《图片新
闻》、《漯河警务报道》两个栏目，播出后社会反
响强烈。其中，《图片新闻》栏目在漯河新闻史
上是一个创新，很多人通过《图片新闻》栏目了
解了漯河，认识了潘付堂。

2005年11月8日，在原漯河艺术师范学校艺
术馆举办了“潘付堂风光摄影展暨潘付堂摄影作
品研讨会”，省摄影家协会原主席王世龙等出
席。这是他的第一个个人摄影作品展。王世龙
说：“付堂的作品清新自然，气势宏大，充满对
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

二

作为一名漯河的摄影家，潘付堂担当起用镜
头记录漯河发展变迁的重任，他善于截取城市发
展过程中闪亮的横断面，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
珍贵的影像资料。

“十一五”开局之年，沙澧河开发建设拉开
了序幕。拆迁前沙澧河两岸的民居、和谐文明的
拆迁现场、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都留下了潘付
堂忙碌的身影。他常常凌晨4点就起床，深夜11
点多才回到家中。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建设的火
热场面，他趴在土窝里拍摄过，钻到铲车下拍摄
过，冒着大雪顶着暴雨拍摄过……2008年，因公
负伤的他，拄着拐杖到沙澧河开发建设工地，拍
摄施工场面。为全面展示沙澧河开发成果，他还
自费租来三角翼飞机、高空作业车，冒着生命危
险在高空进行拍摄，拍了几十万幅照片，集中展
现了沙澧河开发建设者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
日推进沙澧河大开发、大建设的精神风貌，真实
记录了沙澧河的华丽转身。

为了拍摄在高空俯瞰到的漯河美景，漯河电
视台 200 多米高的电视塔，他上去过几十次。
2010 年夏季的一天，他上午 8 点半背着照相器
材，带着饼干和矿泉水爬到塔顶，晚上10点多才
下来，拍了二三百幅照片。

潘付堂积极参与我市历届食博会、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等的拍摄工作。他深入县区，走街串巷，拍摄
了大量优秀作品。近年来，潘付堂每年都要举办
以家乡美、食博会、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廉政文化建设等为主题的个人摄影
展，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

作为一名摄影家，无论是在抗洪抢险的不眠
之夜，在“非典”袭来之时，在项目建设的火热
工地，在春风劲吹的田间地头，还是在弱势群体
的病床前，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潘付堂都用忠
诚、激情与智慧拍摄发生的一切，传递党和人民
的声音，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百姓立言请
命，尽到一名摄影家应尽的责任。

潘付堂拍摄了大量沙澧河两岸美景照片，从
不同时期、不同季节、不同视角审视沙澧河之
美，展现了沙澧河的无穷魅力。太阳初升时，河
水流光溢彩；暮色袭来时，披上绚丽的彩衣。
春天时，两岸草绿花娇；夏季时，两岸的浓绿
倒映在水中，河水更加澄澈碧绿；秋天时，红
枫艳过霞光；冬季时，大雪覆盖下，沙澧河更
加清雅端庄。他还拍下了漂亮整洁的广场、美
丽时尚的小区、东外滩新貌、改造后的菜市场
等，彰显了城市的美好和宜居。他的镜头还聚
焦英姿飒爽的特警、广场上锻炼身体的市民、
收辣椒的农民、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村庄、舞
阳县马村乡樊侯寺象棋会、河上街古玩市场
等，再现普通人生存状态和风采，展现漯河深
厚的文化底蕴。2010 年，中国邮政出版社出版
了由他的摄影作品汇集成的珍藏版《美丽漯河》
邮政画册。2012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摄影画册《美丽漯河我的家》，向全国发行，广
泛宣传了家乡漯河。

三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风光无限。潘付堂每年
都要外出采风，寻找让他心动的画面。

去年 9 月，潘付堂和两位朋友开车去了新
疆。到达于田县后，找了一个维吾尔族向导，驶
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赶到新疆与内蒙古交界的地
方，他们看到了大片的胡杨林，胡杨叶子金黄、
姿态各异，矗立在沙海中更显得娇美动人。胡杨
被称为是植物的“活化石”，额济纳胡杨林区是世
界上仅有的三处胡杨林区之一，这里有的胡杨已
有数百年的树龄，依然枝繁叶茂。他们又驱车赶
到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20公里处的荒漠中，拍摄

“怪树林”。这里曾是一片茂密的胡杨林，由于河
水改道，水源断绝造成树木大面积枯死，形成形
态怪异的悲凉景观，这片枯树林仿佛诉说着对生
命之水的强烈渴望。潘付堂拍了很多“怪树林”照
片，希望能唤起更多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在内心深处，潘付堂更喜欢北国风光的壮
美。2018年元月，他来到内蒙古坝上。冬日的坝
上，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他冒着零下30摄氏度
的低温拍下了壮丽巍峨的雪山，苍劲挺拔的白桦
林，在雪浪里奔跑的马群，缓缓行进的骆驼以及
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变幻出的色彩和光影。在
这里拍出的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纯净、美好。

巍巍太行山是摄影人向往的地方，秋季时，
层林尽染，枫叶流丹。2008年秋天，潘付堂来到
了位于太行山上的郭亮村，他被这样的画面吸引
住了，红红的山楂在山顶上晾晒，一位年迈的农
妇弯着腰在劳作。太行山赋予太行山人巨大的精
神能量，他们普通却拥有一颗磨难摧毁不了的
心。潘付堂为这幅照片取名《画中人》，这幅作
品2015年入展河南省百人百幅摄影作品进京展，
与河南省百名摄影家的作品一起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出。

潘付堂对中华传统艺术很感兴趣，宝丰马街
书会让他领略到了曲艺艺术的巨大生命力。马街
书会源于北宋，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在宝丰县城
南应水之畔空旷的田野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上
千名曲艺艺人负鼓携琴，汇集现场，以天为幕，
以地为台，说书亮艺。数十万民众身着盛装，扶
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人头攒动，摩肩
接踵，热闹非凡。2018年正月十三，潘付堂也来
到了马街书会现场，拍下了老艺人说书时专注投
入的神态、听书人兴奋激动的表情，为弘扬传统
文化添薪加力。

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摄影评论家陈晓琦
说：“潘付堂的作品，或大气磅礴，充满张力；或
委婉细腻，如诗如画；或景人合一，精美动人。”

四

近十年来，潘付堂主持市摄影家协会的工
作。为了培育摄影人才，2016年，他开始举办三
映堂公益讲堂，每周六下午举办，主要由他主
讲，讲授摄影知识，评析摄影作品。与市文化馆
共同举办初级摄影培训班，每周周日授课。潘付
堂先后邀请中国摄影家协会、大众摄影、《中国
摄影报》等国家级专业级报刊的编委来漯河举办
讲座，每年都邀请 3 至 5 名摄影大家到漯河讲
座。他还带领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到外地开展采风
活动，并举办采风作品展。他带领市摄影家协会
会员、市艺术摄影学会会员，走出去看北京国影
摄影周、平遥国际摄影展、广州国际摄影展等。
现在，市摄影家协会、市艺术摄影学会每周都举办
讲座，每月都举办采风活动，大大提升了创作水
平，并涌现出了大批摄影骨干和新秀。今年，截至
目前，就有21人加入省摄影家协会。近三年来，市
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
举办的展览和大赛中就有100多人次获奖。

潘付堂说：“摄影的力量是强大的，摄影作
品更直观地展现时代特色，讲的故事更加耐人寻
味。结缘摄影40多年来，摄影给我带来了无穷乐
趣，我也拍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照片，用摄影艺术
回馈家乡、回馈祖国。光影世界魅力无限，今
后，我要继续在这个世界里执著探寻，拍出更优
秀的作品，构筑流光溢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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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付堂，又名潘根，源汇区空冢郭镇空
冢郭村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
摄影学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学会理事，河
南省艺术摄影学会理事，漯河市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秘书长，漯河艺术摄影学会主席。
在国家、省、市级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有
关摄影的文章数千幅（篇）；千余幅摄影作
品在省级以上大赛及影展中入展并获奖；他
的摄影作品多次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
2007 年被评为河南省“网络摄影十杰”；
2008年获河南省“风光摄影十杰”提名奖；
2013年，他的摄影作品在“河南省摄影家看
昌建”摄影大赛中获特等奖，并将30000元
奖金全部捐出，注入市困难职工救助基金。
他的摄影作品《渡口》在《中国摄影报》举
办的中南六省联谊赛中获一等奖；摄影作品
《冬泳人》组照在“菊香水韵·大宋皇城”
中国开封全国摄影大赛中获优秀奖；摄影作
品 《村娃们的速降场》 在 《中国摄影报》

“走进河南潢川”影友擂台赛中获优秀奖；
摄影作品《画中人》2015年入展河南省百人
百幅摄影作品进京展，与河南省百名摄影家
的作品一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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