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思盈
记得一位作家写道：“瓷，有一种古意，是穿在时光

颈间的一种东西，慢慢就旧了，有着时光的暖意。老瓷片
上的暗黄，有落魄的荒意——是不是当年他挂在她颈间
的？在晚秋的时候，坐在美人靠上，他握着她的手，有些
微凉。他就要走了，出远门去。此去经年，陌上花开，再
也没有回来。老瓷片终于老了，老在她的颈上。”

我喜欢充满古意的器物，喜欢瞬间变幻的颜色，喜欢
以土为灵、以火为魂交合而出的瓷器，它们闪烁着色彩与
光泽，与人共老，总让我想到地老天荒之类的字眼。

一

在我的包里，我经常会掏出一些不知名的小东西：干
掉水分的绿叶子，褪掉颜色的小花，有时还会有白色的石
头、紫色的糖纸、孔雀绿的幼儿园奖励小朋友的小贴
画……这些，都是儿子的宝贝——宝贝嘛，自然得送给他
亲爱的、最爱的妈妈！这些小东西，常常让我为难——扔
掉还是保存？自然，拒绝不了这柔软之爱的我，大都会将
它们找个盒子装起来，伫存这零零碎碎的爱，化零为整。

自从学习画画后，儿子会经常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的回答自然是紫色，其次是白色、天蓝、草绿。于是，
儿子的各种爱的心意也大多充满了这些颜色。

我从小就喜欢紫色，各种紫色衣服、饰品、器物充盈
着我的生活。最好是紫罗兰的那种紫，薰衣草的紫也是很
好的，即使是在最叛逆的青春期里，自己的衣橱里也是拒
绝大红大绿等鲜艳色彩的，但在灰黑白之间，闪耀最多的
便只有紫色了。

那件紫色一字领的小洋装上衣，是在深圳沙头角的一
家服装店里买的，那是到南方打工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所
买，多少年过去，我依然留着它，这是漂泊的见证、青春
的底色、生命的律动；那串淡紫色的手链，是曾经的白衣
少年所赠，那时，他喜白，我爱紫，总以为这两种色彩配
在一起便是绝美，即使是后来各自天涯，那风中的一缕白
和从岁月深处透出来的紫，依然浸透了岁月的余香，那是
初恋的涩与青、苦与甜，是年华的漂白剂，无论到何时，
它都是那么生动；抽屉里那本紫色封皮的带锁日记本，记
载着多年来我所写下的诗行，那些为赋新辞强说愁、花自
飘零水自流、为伊消得人憔悴，是那么灵动，是自己曾经
摇摇晃晃的生活脚步，是曾经付出了心血的华年，是曾经
为了那个幼稚少年而错的一遍又一遍；衣帽间里那一件件
我常常想穿哪件就穿哪件的紫色长裙、长衫，是人到中年
后的淡然和满满的安全感，不用再为了一件心心念念的衣
衫而盘算好些天，多年来的奔波与坎坷，为自己铺就了一
条厚重而坚实的人生之路，它让我穿着尖尖的高跟鞋走在
上面也不会摔倒，更不会像初入社会时那样常常头破血
流。这一件件紫衣，是岁月的馈赠，是付出努力后的收获
之果，是心灵充实的梦想之花。

有人说，喜欢紫色的人总在努力做得比现在更好，无
论是在信仰或是情感方面，他们渴望知识，热爱读书，为
了能够成就理想的自我，人们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别人的
生活中寻求答案。由于追求完美而对自己极为苛刻，他们
总在极力与自己做着艰苦的斗争。

说得多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底色，无论是赤橙
黄，还是蓝绿紫，总有最适合自己的色彩，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让这色彩，绽放它最美的光芒。

二

“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何者？书画、织绣、竹
木、雕刻之属，全由人造，精巧者可以极意匠之能事。独
至于瓷，虽亦由人工，而火候之浅深，釉胎之粗细，则兼
借天时与地力，而人巧乃可施焉。故凡百工艺，欧美目吾
华皆若土苴等视，独瓷则甘拜下风，尊为瑰宝，诚以瓷货
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
也。”许之衡所著的《饮流斋说瓷》开篇，点明了我华夏
众多的工艺美术品种之中，瓷器制造名列第一、备受尊崇
的原因。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
的创造，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
献。2019年4月底，我第二次走进大禹之州——禹州，与
众多的省内杂文名家一起感受大美禹州，陶醉于钧瓷的流
光溢彩……

走进禹州，走近钧瓷的神秘王国，一个五彩斑斓的瓷
的王国，我陶醉于宝石红、豇豆红、胭脂水、茄皮紫、天
青、豆绿、积蓝、月白、墨彩之中，这是一个五颜六色的
瓷的世界。

瓷，是火与土相恋后的结晶，是在火与土的完美融合
中，出现的神奇的颜色世界。

翻看史书，我知道了化土为玉，即为瓷。中国最早的
瓷器，就是青色和白色，玉的颜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又烧制出了青花瓷和彩瓷。到了宋朝，中国瓷器技术
大放异彩，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并出现了五大名窑。

五大名窑有官有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汝窑，主要烧
制宫廷用瓷，胎质细洁，釉色多呈天青，青中带蓝，晶莹
发亮，堪称宋瓷之精品，汝窑只生产了二十多年便不再生
产了，所以存世瓷器非常少，故而极其珍贵。汝窑和官窑
的瓷器常区分不开，官窑顾名思义，专为宫廷烧制瓷器，
釉色以粉青为主，淡白次之。哥窑以冰裂纹瓷器最为有
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胎质薄而坚硬，瓷釉洁白莹
润。

而钧窑产品有的青中带红，华而不俗，俗称“钧
红”；有的以天青或月白与紫红色交相掩映，别致美观，
俗称“钧紫”。民间流传“家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
片”的说法，“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艺术魅力，使得
钧窑素有“黄金有价而钧无价”的美称。钧瓷烧制技艺特
殊，每一件钧瓷烧制前都是着一种颜色，但妙就妙在钧瓷
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窑变现象，烧制成功的每一件钧瓷颜
色各不相同。“钧瓷无双，窑变无对”，每一件钧瓷都是世
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经过变幻莫测的窑变现象，钧瓷的
釉色也是意想不到。红中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
中泛红，青者若蓝天碧水、白者似美玉无瑕，五彩变化，
相映生辉，在光下折出令人炫目的光彩。

那一抹“钧红”的诞生，结束了当时青花瓷独占鳌头
的局面，这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

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
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

曾经，很不喜欢红，各种各样的红，但因这一抹“钧
红”，我明白了，人开始一直拒绝和讨厌的，或是觉得不
适合自己的东西，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这是
经历过人世沧桑后的另一种窑变。

当岁月沉沉，凝出人世之香，褪去那薄薄的青和涩，
红也是我顶喜欢的一种颜色，但紫色一直是心头好。

那天，在神垕古镇，为了寻觅那一抹我甚为喜爱的
“钧紫”，我脱离了采风团的队伍，独自一人，在微雨中，
不撑伞，像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女子，在迷恋的器物中流
连。我一家家淘着，搜寻古意。

这古意，像一条五彩的丝线，将我串在瓷的历史演变
中，让我穿行在色彩的长廊中，一点点走进钧瓷的神秘王
国。

三

穿行在瓷的王国里，眼前的五彩斑斓让我想起了2017
年，我曾到一家生产饮料的企业参观的情景。

我在绿意盎然的阔大厂区里穿梭、在现代化的生产线
上旅行，或流连，或品味，目睹一个个或蓝，或绿，或
红，或黄，或白，或紫的水果，经过一道道工序、一场场
梦幻般的催眠，最终成为一瓶瓶或细腰纤纤，或憨态可
掬，或敦实可爱的可口果汁。

这也是一场场的窑变吧？
将果实从原产地被直接采摘后，经过源头企业加工处

理后变成果汁，再被放入特殊装置，将水分完全蒸发后留
下原汁，这样就能保持果汁不易腐败，也不用添加防腐剂。

原产于美洲的蓝莓，是越桔酸类植物这个大家族中的
一种，能增强视力、消除眼疲劳；促进毛细血管微循环，
滋润皮肤，美容养颜；消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这深蓝色的小果实，在生产线上经过
一番旅行之后，从一颗颗圆圆的小果子，变成为我们喜欢
喝的、蓝紫色的汁液。

一颗智利樱桃的中国之旅是从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以南100公里的兰卡瓜开始的。樱桃就是英文cherry的音
译，谐音于cherish，意指珍爱，是一种特别可爱的水果。
智利樱桃外表呈暗红色，果实硕大、坚实而多汁，清香可
口，甜美细嫩，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水果公主”。成
为果汁后，这红色的、血一样颜色的汁液，带着丰富的铁
质，让更多的人因为珍爱而深爱，因为可爱而钟情。

芒果、苹果、梨子、葡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在生产基地里参加一场场水果的盛宴，融合、交流、狂欢
之后，褪去旧貌，换上新颜，三五成群，手挽手、肩并
肩，乘坐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奔向东西南北，或寻找
自己心仪的睡美人，或追求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这一场场窑变，虽比不得“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却也是一场场的生命轮回与色彩的再现。

四

人生有四季，春的红，夏的绿，秋的黄，冬的白，如
人生来是一张白纸一般，属自然色；而在人间走上一遭
后，每个人都由自然色变成了复色，不再单纯——你看，
就像那入窑时的瓷胚，一样的质地，一样的手艺，一样的
匠心，出窑时却是颜色各异，那在高温中煅烧的过程，不
正是在滚滚红尘中活着的我们吗？

颜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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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李季

锅屋

厨房在上海江浙一带被称为灶披间，在安徽那边叫灶
马头，在军中叫伙房，在皇宫叫御膳房，在我们老家被称
为锅屋。

乡下的灶过去都是用土夯实再挖出孔做成的，后来是
用土坯垒的，再后来改用砖垒，表面贴上白瓷片，便于清
理收拾。不管所用材料如何改变，灶的形式没有变，都有
三口锅。外锅一般用来炒菜，里锅稍大是用来蒸米饭、蒸
馒头的，最里面的是一口小锅，不设灶门，外面两口大锅
生火了，热量自然会通过打通的孔传过去，是专门用来温
水洗脸洗脚用的。三个灶呈直角形状，最里面的灶通向烟
囱。两口灶门之间，无一例外地被挖出一个很小的洞，专
门放火柴的。

灶前放柴草的地方被我们称为锅门口，豫中也是这个
叫法。临颍繁城回族镇有个村子叫郭雍口，在民间就被戏
称为“锅门口”。锅门口冬天可是吸引我们的地方。做饭
烤火两不误，晚饭一般就在锅屋吃，主妇们吃过晚饭串门
聊天，都是往锅门口一坐，一聊能聊到半夜，直到灶间余
烬散完，没了温暖。煨灶猫夜里会躲进灶间睡大觉，到第
二天做早饭才会跑出来。

锅门口柴草下有各种各样的虫子。梅雨季节过后，艳
阳高照，把锅门口的柴草抱出来晒时，最下面被惊扰的虫
子们纷纷夺路而逃，最常见的有土鳖子、蟋蟀、湿虫，甚
至还有蜈蚣，这是鸡们的盛宴，一只只鸡都被撑得走不动
路了。土鳖子可以治跌打损伤，哪个孩子爬树摔着腿和胳
膊了，大人在锅门口翻找出几只土鳖子，煨汤喝，很快就
能让孩子好起来。

锅烧久了，锅底会积累一层灰，影响受热，十天半
月会揭下锅，把锅底灰刮掉。灶里的土经过各种柴草的烧
烤是可以入药的，专治胃病，叫“龙骨”。我在临颍生活
的时候，曾有个老中医给我开过，那时候土灶已经很少
了，单位门卫老魏叔跑回老家才给找来。

锅屋里发生过很多笑话。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就是
说话大舌头，我们称之为“秃噜舌子”。因为有这个缺
陷，亲事成了问题，越拖年岁越大。这次媒人又来提亲，
去男方家相亲时，媒人一再交代，去了之后千万别说话，
姑娘果然很听话，去后，男方的人问什么都是笑笑不说。
男方的家人觉得很奇怪，怀疑姑娘是不是哑巴。后来，做
饭的时候，姑娘到厨房帮着烧火。男方的母亲为了试探姑
娘，拿起笊篱去水缸里舀水，笊篱被我们称为“捞笊
子”，是在锅里捞丸子、饺子用的，根本不可能舀出来
水。姑娘一看急了说：“捞笊子不能舀水喝。”因了这一句
话，亲事又黄了。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傻姑娘走亲
戚，觉得亲戚家的米稀饭很香很好吃，问是怎么做的。亲
戚说是用牛粪烧的。牛吃草，牛粪自然被人们做成饼状贴
在墙上晒，晒干后可以当柴草用，而且因为耐烧，煮出来
的米稀饭格外筋道。这个傻姑娘回去后煮米稀饭时，把牛
粪直接扔进了饭锅里，结果自然可知。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新盖了房子，厨房也是新的，
在主房的东边，一个单间，三面是土墙，一面是篱笆墙。
南墙的屋山上留了一个巴掌大的圆洞，一束阳光透进来
后，照在墙上。中午放学回来，在厨房等饭好的时候，我
经常观看北墙上那个巴掌大的光斑，并用小铲子在墙上划
下它。光斑移到哪里就划到哪里，那面墙被我圈出了好几
排圆圈。这几排圆圈一直保留到1993年拆旧房盖新房的时
候。新盖的厨房是两间，一间放杂物，一间当锅屋。锅屋
里面锅门口的那面挡柴草的矮墙垛，还是我用砖头垒的，
有些歪斜，不知道这歪斜的墙垛，如今还在不在了。

缸

多年以前，缸在我们的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如水缸、面缸、米缸、粪缸，吃喝拉撒，样样离不开缸。

水缸放在厨房的灶台后面，方便做饭、洗刷取水。上
面盖着面板，和面、切菜、剁肉，就在面板上进行，水缸
经常被敲击得“梆梆”响。夏天，水缸的表面会沁出一层
细小的水珠。因为缸内的温度低，水缸成了天然的冰箱，
每天的剩菜、剩饭就放在小瓷盆里，漂在缸里的水面上。
河里涨水后，在河边捉回来的活鱼，三两天吃不完的，也
放在缸里养着，这样一来，一缸水都成了鲜鱼汤。冬天，
水缸里会结冰，舀水时，要用水瓢轻轻把冰砸开。随着水
位的升降，缸壁上的残冰会积累好几层，鲜明地显示着每
天水位的变化。保持水缸里每天都有水，是孩子们的任
务。村里有限的几个压水井旁，餐前饭后总聚满了孩子和
水桶。把水桶里的水往缸里倒的时候，是需要两个孩子一
边一个提着桶梁合力抬起来的。水倒进缸里，激起微小的
漩涡，孩子趴在缸沿上，在这渐渐平息的漩涡里寻找自己
慢慢清晰起来的影子。

作为家里的小粮仓，装粮食的缸一般来说比水缸要大
一些，它们被放在堂屋正对大门的条几两边，还有卧室的
墙角里。粮缸的大小和多少，直接反映着这家人生活的殷
实程度。这些缸上无一例外地盖着木拍子，其实就是盖锅
的锅拍子，拍子上还放着酱盆、竹篮、麻绳、水管等杂
物。在我们乡下，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那就是，麦
缸和稻缸还有着保险柜的功能，家里的存折、现金甚至老
辈留下来的袁大头等贵重物品，大都会被包在塑料袋或红
布里，埋在里面。小孩子捉迷藏也会往里藏。

粪缸大多埋在屋后的地下，用一圈竹篱笆围着，蹲厕
所时，可以透过篱笆，欣赏周遭的竹林、树木，真是“花
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西东”，可谓“蹲在竹篱下，
悠然闻鸟鸣”。

儿时的记忆中，路上经常走着卖缸的架子车。通常是
好几辆，每辆车上都装了七八个缸，缸口朝上，用麻绳紧
紧攀在车架上。拉车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穿着或
灰或蓝的粗布衣衫，走累了，把车靠在路边，往地上随意
一坐，从车把上的布褡裢里取出厚厚的干馍，慢慢啃了起
来。这些人是从南山那边过来的，南山有个专门烧制缸和
瓮的村子，村名就叫“老缸窑”。小时候，我们去南山舅
舅家，坐在客车上，经过老缸窑时，可以看到路边一排又
一排的缸，层层叠叠，交错着摞在一起。慢慢地，这路边
的缸越来越少，终于一个也没有了。

缸是老照片中的景色，随着老照片的褪色已经淡出了
我们的视野。司马光如果再投胎转世，他能砸什么呢？

柴草垛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过去烧
地锅，柴草是必不可少的燃料，家家院里都有柴草垛。

柴草垛的底部是四个大树根，树根上篷着粗壮结实的

树棍，然后是细小的树枝，上面是稻草、麦秸草或甘蔗
叶。顶部像帐篷，下雨了，雨水会滑落下来，不会淋湿下
面的干柴。这种帐篷挡急雨还是可以的，遇上连阴天就不
行了，雨水还是会渗湿干柴。雨过天晴之后，要拿着叉扒
开柴垛，翻晒柴草。太阳升到中天后，摊开的柴草上氤氲
着一层白雾，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潮乎乎的朽木气息。吃过
午饭，雾气消失后，再翻晒一遍。傍晚时分，把柴草垛重
新搭建好。平时烧柴，就是从中间抽取。有经验的主妇
们，从四面挨次抽取，柴垛始终保持不偏不斜。毛糙的孩
子抽柴是胡乱抽，只图抽得快，常常把柴垛抽斜。

以前，我们种稻子、小麦，有稻草、麦草可以烧，后
来改种蔬菜瓜果后，燃料稀缺起来。暑假，我们几乎每天
都顶着草帽、挎着篮、拿着镰去河滩上割草。河滩上最多
的是巴根草，一扯能扯出几米长，烧着也好烧。割下的草
就放在沙滩上晒，累了、热了，我们就跑到河里洗澡、玩
耍，玩够了，草也晒干了，轻轻松松挎着草就回去了。后
来，家里种杨树苗，到了秋天，每晚放学后，我都要先去
树地扫落下的树叶，再抬回去，可以烧一个秋天。

冬初，为了利于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那些乔木的生
长，大人们砍下树上旁斜的树枝，劈成柴，晒干，码好，
留着取暖和做饭。我喜欢下雪的日子，男人们在炭盆边打
牌、喝酒、吹牛，女人们在炭盆边纳鞋底、做针线活、闲
聊，孩子们在炭盆边烤花生和瓜子、炸玉米花，那真是乡
村最温馨的场景。

柴草垛像面缸、米瓮一样，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物
事。白天，大花猫就睡在草垛上，母鸡们在垛下的草窝里
下蛋；晚上，柴草垛默默地立在星空下，守候着静悄悄的
小院，守候着一段又一段静悄悄的时光。

乡村物语

油画 乡村物语 韩彗珺 作

公元817年秋天，唐朝宰相裴度来到漯河郾城一带，平定淮
西吴元济叛乱。裴度面临着重重阻力，来之前差点被叛军刺死，
他不仅无所畏惧，还主动请战，敢于担当；他调查研究，出以亲
身。毛泽东同志在读《裴度传》时对此给予肯定；他知人善任，
身先士卒，大胆革新，指挥了“李愬雪夜入蔡州”这个在中国历
史上以少胜多的知名战役，终于平定淮西叛乱，进而又平定其他
地方叛乱，使唐王朝重新走上了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
治局面，郾城也与唐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和裴度一起来平叛
的还有唐朝文学家韩愈，唐末宰相、“牛李党争”中的“牛”党
领袖人物李宗闵，拥立唐穆宗、唐文宗的著名宦官梁守谦，唐朝
大将李光颜等。

想了解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吗？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
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吧！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2019 年 6 月 29 日 （周六） 上午九
点，市委办公室张翠华女士将以《从裴度平定淮西叛乱谈党员干
部的责任与担当》为题，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为你讲
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张翠华认为，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更深地体会到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重要性，更加体会到“天下事莫不成于才”，面对“干事
创业敢担当”这项具体的目标，
我们更应该从裴度身上学到那种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勇
于担当的优秀品格。作为漯河
人，我们在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前
进力量的同时，也可以骄傲地说
一声：裴度来了！

全公益，全免费。前 50 名
到场人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送
（以签到顺序），活动结束有抽
奖。敬请期待！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公益讲座预告

■张虎伟
舅伯去世，我回老家送丧。入村之后，我看到许多家闭户封

窗，人去院空，油漆剥落的大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烈日暴晒的
屋顶上面飘摇着疯长的杂草。除了老弱妇孺，已鲜见年轻人，表
哥跑了几个大队，才招呼到六个抬棺材的劳力。

老家显然已经“空巢”了！我心中涌起了阵阵酸楚，“外面
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园荒杂草生”，我的家乡也
成了这样！小时候，总觉得村里到处是人，一堆儿一堆儿挤在一
起，或闲唠嗑、话家常，或吹牛皮、瞎抬杠。皱纹满脸的老人，
裹着厚厚的棉衣，袖着手、缩着头，倚在土墙上晒太阳；妇女们
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叽叽喳喳你长我短，不时爆发出一串串银
铃似的欢笑；儿童你追我赶，嘻嘻哈哈，童音盈耳。当然，还有
饭点时，各家女人拉长了嗓门呼唤小孩吃饭的声音，悠长悠长地
在村里飘荡；或是偶尔谁家媳妇与婆婆吵架，哭天抢地的说理
声、撕心裂肺的抱屈声、声调翻倍的训斥声，引得半村人都夺门
而出看笑话。那时候，谁家有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是很稀奇的事
情，如今，大家却稀奇谁家有年轻人窝在家里不出门。那时候，
几亩贫瘠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如今，即便土地肥沃
了，几亩土地的收入却不够一个人的花销。那时候，很少有离别
的乡愁；如今，处处是别离的苦痛。那时候，父母在，不远游；
如今，父母在，游千里。

不知谁说过，有故乡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已经找不到自己
的故乡了。我还是幸运的，至少故乡还在，只是记忆中的故乡，
只能作为故事向子女讲述了。

回乡偶感

■马文

幻想
幻想是心的天空，五彩斑斓
现实是心的翅膀，负荷有限
能飞多远，就把目标定多远
不要让翅膀，载着沉重的负担
一味枯守幻想的天空
即使勉强飞到，也是绝望

抉择
是善是恶，是真是假
是美是丑，是错是对
一念之间，覆水难收
心动是你的权力
但不是你的专利

水和火是美的
但水多成患，火多成灾

失误
人在旅途，偶有马失前蹄
不必为此痛断肝肠
输掉什么，都不可以输掉纯洁
舍弃什么，都不可以舍弃理想
向前走吧，总会找到廉洁之处

贪婪
它是何物？让人堕落
让人因它颠三倒四
让人因它生不如死
贪婪，是伤害灵魂的门户
就看你是否，能收得住

人心（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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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宗奎
四支渠是幸福渠的一条分支
自南而北贯穿家乡
春天里熙攘的茅芽追赶的蝴蝶
夏天里潺潺的流水不眠的蛙群
像父辈们夜晚纳凉时
散落的星子般的故事
那时候，小伙伴们坚信
蛇死了一定要身首异处
癞蛤蟆即使被砸扁在地
只要放进四支渠里
一样能死而复生
我曾亲眼看到
一个小伙伴在四支渠里
将一只癞蛤蟆开膛破肚

触目惊心
如今的四支渠
小伙伴们已很少回去
青砖和水泥拱桥依然矗立
雕刻着的农业学大寨的字迹
是它曾经的丰功伟绩
很多个日夜，我常想起四支渠
想到被小伙伴捉住的癞蛤蟆
如果童年的认知是真实的多好
如果我是一只癞蛤蟆多好
我便可以无惧这世间的苦难
只是偶尔回乡的日子
行走在四支渠
年少时的那只癞蛤蟆
我再也没有见过它的足迹

四支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