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伟锋

一
一路熙熙攘攘，只为一睹你红颜
你却像翩跹的蝴蝶，在秋风里起舞
你只想让人记住你的美
而忘记经历风霜的苦痛
一路欢歌笑语，只因仰慕你的华姿

你敞开怀抱静静矗立，让时光定格
人们只想让你的美永存
不想此时的你，却只能成为背景

二
深秋，走在林荫道上
我看见，秋把日光揉碎了
均匀地洒在枝叶间
斑驳了岁月，穿透了时光
传出骨笛的声响，唱出了华夏民族的悠长
傍晚，躲在阳台藤椅上
我仰望，秋把云朵撕裂了
零星地铺在蓝色帷幕上
演绎了爱情，氤氲着茶香
浸染着银河两岸的织女牛郎
织出了生活的美好遐想

红 枫

■张英超
去年深秋，我曾见过红枫广场旁边那一片银杏

林的辉煌。深秋的风和雨总是那么凄寒，是不是它
们把所有的温情，都给那一片银杏林织上前程似锦
的梦了呢？当时，我被编织到这个令人心醉的梦里
了，那是怎样一个静谧的童话世界呀！夕阳斜照，
疏影横斜，每棵银杏树都摇晃着无数把小小的金黄
的“玉扇”，让温馨的暖流穿梭于林间，不料，摇
着晃着，它们自己醉了睡了，让很多金黄的“玉
扇”袅袅落下，铺满了地面，成了纳客迎喜的地
毯。就这样林上林下，相互映衬，织成了金色的玄
幻境界，而我在那里好像变成了与环境浑然一体的
蝴蝶，翩翩而去，不带走世间的丁点冷漠和失望。

这样的一个梦，萦绕至今。今年秋天，一个晴
朗的下午，我又驱车来到红枫广场看那片银杏林。
银杏林就在红枫广场北的大堤入口处西边一点，去
年秋天我来这里时，正是叶黄醉人之时，可惜今年
来早了，银杏林只是泛起黄晕而已。

但从银杏林一上大堤，我就被大堤两旁的两行
红枫给震撼了。“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斜阳
映照，成行的红枫飒爽英姿，一扫秋天的暮气，让
人惊喜和振奋。

红枫当红之时，也是让人多情之时。“流水何
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当宫女的火红青春被深宫大院锁住时，随水出墙的
一片红叶就成了她们渴望自由的精神寄托。当然，
红枫本身是不是多情的女子所变，也未可知。试
想，一个痴情的女子在凄风寒雨中望夫，等待，等
待，脸冻红了，心更坚了，没有变成望夫石，而是
变成了红枫，多么让人心疼。

我正胡思乱想着，对面过来一群黑衣红裙的舞
者，她们舞着唱着，红绸翻飞，与两行红枫相互映
衬，那高亢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跑调了，
她们自己都忍俊不禁。我忽然想到，历经磨难的中
国人，坚韧前行，日子红火了，心情舒畅了，这红
枫不正是一个时代、一种生活状态的象征吗？地上
已飘落不少红叶，但树上的绿叶会依然决然地次第
变红，这种前赴后继，不正是我们战胜无数次艰难
险阻，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具有的精神
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捡起了几片红叶仔细观看，
一股浩然正气流遍全身。

在大堤上欣赏了红枫之后，我又到红枫广场溜
达，一直到华灯初上。入夜的红枫广场，流光四
射，东西两侧的几棵红枫还闪烁着不息的红晕。我
伫立在广场南端的河岸边，面向澧河汇入沙河的入
口处，欣赏对岸的流光溢彩。

澧河与沙河在此相吻，彩虹桥笑得合不拢嘴。
红枫广场的夜，有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梦幻和繁
华，若真的有嫦娥，自当有河水一样不尽的慨叹和
悔恨吧？她是否想过要摆脱天上寒宫的孤寂，过一

个沙澧人平凡而快乐的生活呢？
在这深秋里，我本为银杏而来，却意外邂逅似

火的红枫，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红枫广场，下次见！

邂逅红枫

■余红丽
游灯台架，最让人开心的是一路潺潺

的水声。踏进山门，听到水声，我心里一
喜。人往山里去，水往山外流，溪流逆着
我们进山的路，似乎在说：我从山中来，
里面景色更美，快快往里面走吧！

溪水从山上下来，边走边唱歌。遇到
低洼处，汇成一汪，清澈见底，却感觉不
到它在流动；有落差，它就来了精神，勇
敢地往前冲、往下跳，溅起一阵阵水花，
哗啦啦地好开心。

我想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抬头向山
的深远处望去，一道瀑布隐隐约约挂在山
崖上，那瀑布的上边，一定有山泉、有溪
水的源头。我们朝着瀑布的方向，沿着弯
弯曲曲的山路，向快乐的源泉进发。

顺着溪流往上走，山路时而缓、时而
陡。坡缓处可以悠闲地走着，像平常散步
一般；陡峭处需扶着台阶旁边的栏杆往上
爬。小孩子不顾父母的呼喊，手脚并用往
上爬得很快；年长些的走一走、歇一歇，
在子女的陪护下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往上
挪。溪流有时远、有时近，轻快地歌调一
直陪着我们，它的源头就在前面招手。

终于到了瀑布近旁，一道白色的飞练
从天而降，轰然作响，飞珠溅玉般泻入下
面的水潭。潭水清澈幽深，透着寒意，三
面悬崖高耸，状若巨瓮。此潭形成于距今
200万年的冰川时期，是典型的冰斗，温
度在 15 度左右，冬暖夏凉。相传玉皇大
帝的四公主和众姐妹因贪恋凡间，偷偷下
界游玩不愿离开，随手拔下金簪划出一道
瀑布，在这里玩水嬉戏。1995年夏，杨成
武将军亲笔题字“天池”。一路上的溪水
就从“天池”流出。

挥别欣赏不够的“天池”，我们继续
向山上进发。震耳的水声送我们拐过一道
弯，就爬到了谦门。为什么以“谦门”命
名呢？走了过去我才明白，“谦门”之路
有些窄，头顶的山石低低地压下来，刚好
碰到头，经过这里的人要相互谦让，头要
稍微低一些才能顺利通过。过了谦门，是

“俯门”。那一节山路，是人工把山石硬生
生凿开的一条路，游人通过时，需得弯着
腰、低着头，俯首前进，可不就是“俯
门”么。这两个名字不仅有趣，还富含哲
理，颇有味道。通过了谦门和俯门，山路
渐次曲折向上，已经听不到水声了。我想
去看水的源头，不知道能不能到达。路旁
边有细小的水流从山石细缝往外冒。

山上的树很多，最吸引人的是悬崖边
上的树。它们站在崖畔上，根扎在石缝
间，枝叶向着天空舒展开。我克服自己的
恐高心理，小心翼翼地走到一棵树旁，摸
了摸它的身子，树皮粗糙，上面裂开一道
道口子，像一块块不均匀的鳞片。它长大
一定非常不容易，可是它不畏环境的艰难
坚持生长，努力向上。它不说话，静静地
站着，尽情感受着我的抚摸、细听我的慨
叹。它一直在等我吗？

崖畔上时不时还会有一株或者一丛丛
的野菊花从石缝里钻出来，耀眼的黄色，
在深秋的山中格外明亮，看着眼前一亮，
让人心中一喜，爬山的累，被它们一点点
冲淡。我想采一些，但被朋友制止了。是
的，如果每个来爬山的人都采，野菊花早
就被采完了，后来的人看什么呢？还有一
些野菊长得太高，即使想采摘也够不着，
它们在山腰的石缝间骄傲地对着我笑。

又转过一道山头，山路开始向下。我
怀疑走错了路。明明是上山，怎么会往下
走？一位有经验的游客说：这是上山的下
山路。这句话有些绕，仔细一品，感觉还
有些道理。向下走一段，水声又出现了。
我顺着水声去探寻，只见一个小石潭出现
在眼前，潭水里游鱼三两条，隐约可见，
悠闲自在。绕过小石潭，踏着突出水面的
石头，我向潭水流出的山涧石缝深处走
去，里面传出潺潺的水声，我想我已经找
到了泉水的源头。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大石
洞，四面的峭壁高数十米，仿佛一个天然
的“井”，人站在里面，真像是井底之
蛙。抬起头向上看，只能看到山峰尽头的
一小块天空，我们像是坐井观天的青蛙。
走进去，光线有些幽暗，凉风扑面而来，
如果是夏日，这里将是一处绝好的避暑之
地。那溪水的源头，就在高高的峭壁上
面，从石缝间奔泻而下，挂成一道瀑布，
汇入外面的石潭。我不知道那些水是如何
爬上山又跳下来的，像是调皮的孩子，永
远会带给人惊喜。走出天井，回望来时的
路，都隐没在树丛之中，无处可寻。站在
山脚下仰望的瀑布，此刻就在我们脚下，
不停息地往下泻，似乎永远流不尽。原
来，它还不是我想象中的溪水的源头。

距离山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太阳跑
在我们前面下山，我们不得不返回。山上
红叶向我们招手，是欢迎还是挽留？我远
远地看着它们在黛绿、深绿、浅黄交错的
山色中，火红地摇曳，对它们挥了挥手，
一步三回头地下山。

灯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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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静静地

凝视着眼前的这双手，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来好多美丽的词句：“腕白肤红玉笋芽，
调琴抽线露尖斜”“一双十指玉纤纤，不
是风流物不拈”……这些词句美得让人窒
息，可惜它与我的手毫不沾边儿。我的这
双手，既不白皙水嫩，也不精致修长，终
日陪伴着它的，除了经年累月的劳动导致
的暗黄和粗糙，还有几道长短不一的伤
疤。这些，让我的内心时时充满歉意，我
真的该郑重地对我的手说一声：对不起，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从小，我就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刮大
风的日子里，我会挎个小篮子，去村街里
捡拾被风刮掉的小树枝，攒够一篮子，喜
滋滋地跑回家倒在灶火间，再跑出来继续
拾；不上课的时候，我会端上一盆子脏衣
服，跑到村东头的池塘边，一件件摊在光
滑的石板上认真地搓洗；农忙的时候，爸
爸妈妈经常天黑透才从地里回来，为了让
他们能够及时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下午放
学后，我总是放下书包就一头钻进厨房，
一阵忙碌之后，总能在爸妈回家之前，把
饭菜摆上餐桌。每到放暑假，葡萄沟里的
杂草就成了我不会说话的敌人，葡萄园里
的活计非常繁杂，光是打杈、施肥、浇
水、打药就够爸妈忙活了，所以薅草这没
有技含量的活儿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
手上。虽然一道道杂草丛生的葡萄沟在我
的手里依次变得光秃秃的，但是往往最后
一道沟清理干净的时候，第一道沟的草就
又长得肆无忌惮了。如此往复，一个暑假
下来，我的手就变得又黑又粗糙。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大概手已经习惯了自己的
样子，一直又黑又粗糙，再也不愿改变。

成年以后，忙碌惯了的双手还是闲不
住。厨房里、衣盆里、教室里、键盘上，
都是它钟爱的舞台，它像只勤劳的小蜜蜂
一样，在这些舞台之间来回奔忙：一家六
口人的每日三餐是它负责，大人孩子换下
来的脏衣服由它清洗，教师的本职工作它
得尽心尽责，写文章的爱好让它割舍不
下！

这双手跟着我真的是受苦了，因为从
小到大，它确实出了不少力，我却没有照
顾好它，曾经让它几次受伤流血。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个星期天，爸
爸妈妈在胡同口抻铁丝，就是把两辆三轮
车车厢朝下分别放置在相聚十来米远的地
方，把一盘铁丝系在两端的车轮上，利用
车轮转动的力量使卷成盘的铁丝拉直。我

那天从家里出来，大概是要看看工作进展
情况，走到跟前，发现两根铁丝缠在了一
起，我想也没想，就把右手食指伸了进
去，要把它们分开。手指刚一触到铁丝，
瞬间感到指尖被箍了一下，深入骨髓的疼
痛猝不及防地袭来，随着“啊”的一声尖
叫，我的手指已经变得血肉模糊！眼疾手
快的爸爸赶紧冲过来，把已经歪了的指尖
扶正，紧紧地握在他手里，然后在邻居的
帮助下迅速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指头保
住了，但伤口处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疤痕，
那节指头明显地歪着，本就不美丽的手显
得更丑了。这二十多年间，无论是举手还
是端酒杯，我一律都用左手。

最严重的一次是 2011 年春天，我们
单位组织员工去拓展训练，结束后准备拍
集体照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脚
下一滑，身子结结实实平扑在了地上，左
手提着的玻璃水杯“哗”地碎裂一地，烂
玻璃割破掌心，顿时血流如注，满手的鲜
血吓得我六神无主。我被同事送到附近的
卫生院缝合了伤口，回到家里，总觉得左
手中指的位置空空的，觉察不到中指的存
在，就去了骨科医院看医生。经检查，才
知道原来肌腱断裂了。于是，待伤口消肿
以后又重新割开，进行了肌腱连接手术。
经过几个月的调养，左手渐渐恢复了大部
分功能，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是，一
道三厘米长的伤疤，却像只难看的小虫一
样，永远地横在了我的掌心。

还有一次是 2017 年的冬天，我在教
室里用一把小刀为孩子们裁割试卷，为了
快点裁完，我把试卷叠得比较厚，结果有
一刀用力过猛，在割开试卷的同时，连同
我的左手食指肚一起割破了！我以为把伤
口清理干净，上点药包扎一下就好了。谁
知到了医院，医生说伤口太深，至少要缝三
针，左手手指因此又多了一道伤疤。除此之
外，还有小时候吃玉米秆时割破的伤口、学
做饭切菜时不慎留下的“纪念”……

手，本是一样的手，只是因为跟了不
同的主人，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倘若它有
思想、会表达，我想它一定会觉得自己很
委屈。《孝经•开宗明义章》里说：“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由此来说，我不单是对不住双手，
对父母也是惭愧万分啊！

再一次，真诚地跟我的手道个歉！同
时，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爱护我们的双
手及身体发肤，不让它们受到一丝一毫的
伤害，使它们能够快快乐乐地为我们服
务。

给我的手道个歉

■张 晗
上，《说文解字》：“ ，高也。此古文上。

指事也。凡 之属皆从 。 ，篆文 。”
上的本义指高处，严格说是指相对高处。由

高处引申为次序在先，如上下级、上一辈；又引
申为位尊者，如上帝、上官、上谕。中国的待客
礼仪以右为尊，因此称座席右边的位子为“上
座”。《说文解字》 中“上”的字头选用了“古
文”字形，没有使用通常的小篆，这在《说文解
字》中是很个别的现象，概因“古文”字形更符
合指事字的特点。

“上”是一个典型的指事字。许慎曰：“指
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即看到字形大概
认得，经过仔细观察方知此字的内涵和本意。结
合指事字的定义来分析“上”的字形。上的甲骨
文作“ ”、金文作“ ”，皆由基础符号

“一”加指事符号“-”组合。指事符号标识在基
础符上方，表示上方、高处。再来看与其相对的

“下”，《说文解字》：“下，底也。指事。”金文下
作“ ”，“古文”作“ ”，指事符号“-”
标识在基础符下方，表示下面、低处。“上下”
二字在战国时期出现了“ ”字形，小篆
演变为“ ”，后世规范作“上下”。

通过对指事字“上下”的分析，我们得出
两个结论，一是采用指事方法所造的字，一般
是抽象字，如上、下、寸、引、本、末等；二
是许慎为指事字所下的定义关键是“见意”。其
中“见意”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符号
见意”，如一、二、三和上、下早期字形，皆是
由一个符号或多个符号累积而成的指事字；第
二种情况是“加标见意”，如本、末、寸、引、
刃、血等。“加标见意”，是在一个基础字上加
指事符号，所标识之处便是此字的意义所在。
指事符号一般用横 （一）、竖 （丨）、点 （丶）
标识。

再举例说明。《说文解字》：“本，木下曰
本。从木，一在其下。”本由木、一组合。“一”
是指事符号，标识在树木的根部，表示基础、根
源等义。

《说 文 解 字》：“ 引 ， 开 弓 也 。 从 弓 、
丨。”引由弓、丨组合。“丨”为指事符号标识
在“弓”背后的弓弦处，表示拉开弓弦，开弓
射箭。

《说文解字》：“刃，刀坚也。像刀有刃之
形。”刃由刀、丶组合。指事符号“丶”标识在
刀锋处，即表示刀刃。

字解“六书”之指事

自《展示许慎文化深厚底蕴 建设中华汉字
文化名城——探本溯源解字理》专栏开设后，我
市的许慎文化研究学者纷纷行动起来，选取常用
汉字、成语和文化典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
俗化讲解汉字演变脉络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价
值理念和人文精神，彰显《说文解字》的时代价
值和文化魅力，助力“四城同建”，进一步营造
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的浓厚氛围。

“六书”是古人所总结的汉字造字方法和造
字规律，分别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
和假借。《说文解字》之所以称为中国第一部字
典，其开创性便是以“六书”为依据分析汉字字
形，进而说解字义。清·段玉裁曰：“《说文》，
形书也。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义，
实始于许。”大意是讲《说文解字》是一部根据
汉字字形编纂的文字学著作，其主要特点是从字
形出发讲解汉字，使后世学者通过字形结构的分
析，来进一步考证古汉字的形、音、义及其之间
的关系。这种以字形研究文字的方法始于许慎。

有人问“六书”除了汉字研究者需要外，对
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处呢？河南省文字学会理
事、许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晗认为，最大的
作用就是“正字”，即正确的认识汉字和书写汉
字，让我们知道汉字中的一点一画有何意。本期
起，将由她从《说文解字》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
的常用字，以字作媒介逐一对“六书”条例进行
解析。敬请关注。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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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周福玲
母亲生日那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给母亲打电

话，说：“娘，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听着母亲那喜出望外

的激动语气，我感到很羞愧。
是的，我是应该羞愧的。曾经很长时间，我竟

不知道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母亲好像从来没
有庆祝过生日。而我们姐弟三个的生日，母亲是每
年都给我们过的。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生活还不富裕，鸡蛋和肉
是奢侈品，平时很少吃得到，只有在生日那天，我
们才可以一饱口福。无论我们姐弟谁过生日，那天
早上，母亲都会煮鸡蛋给我们吃。过生日的人可以
吃两个鸡蛋，不过生日的人能沾光吃到一个鸡蛋。
中午是炒肉菜下捞面条，我们常常不舍得先吃肉，
看见一块肉，就翻到面条下面，等到最后，就能看
到一碗底的肉，那时候才开始兴奋地大快朵颐。

我是在离家 25 里外的县城上的高中，平时住
校。周末回家时，如果离我的生日近，母亲会做些
好吃的，算是提前给我庆祝生日了。如果错过了生
日，母亲会在我回家后给我补过。

高三那年，学习紧张，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有一天上午放学，我拿着饭碗准备去学校食堂吃
饭，刚走出教室门，就看见妹妹推着自行车站在那
里。

我跑过去，问妹妹怎么来了。妹妹说：“姐，
今天是你的生日，咱娘煮了鸡蛋，做了捞面条，让
我给你送来。”我看见自行车篓里有两个包裹，就
把妹妹领到寝室。打开包裹，一个是大铁茶缸，里
面是捞面条，茶缸还热乎着；另一个包裹里是几个
煮鸡蛋，鸡蛋也还是温的。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
清楚。

2003 年，我已经在离家 200 里外的地方成家，
并在一所农村学校教书。学校离我的新家有 15 里
路，所以我就在学校食堂吃饭。有一天中午，我刚
吃过午饭，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说：“今天
是你的生日，你吃的什么饭呀？”

“我都忘记了我今天生日，我在学校食堂吃的
汤面条。”我说。

“过生日应该吃捞面条，我们今天中午就吃的
捞面条，算是给你庆祝生日。”母亲说。

从那以后，每到我生日的前一天，母亲总要打

电话提醒我：“明天是你的生日，别忘了，记得吃
煮鸡蛋和捞面条。”

而我，从来没想过、没问过母亲的生日是哪一
天。我总认为，即使是知道了母亲的生日，也没时
间去给她过。2007年，我和爱人带双方老人去青岛
玩，办手续时我看了母亲的身份证，才知道母亲的
生日日期，便抄写了下来并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在
母亲生日那天打电话给母亲，以显示我还记得她的
生日。就这，我还是常常忘记。母亲把子女时刻放
在心里，而在子女心里，父母却不是第一位的。

今年我生日那天一大早，先生的手机响了。先
生接了电话，递给我，说是母亲打来的。我接过手
机，只听母亲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别忘了。昨
天想给你打电话，结果忙起来忘了，又怕你自己也
忘了，谁知刚才打电话，你却关机。”说完，母亲
便挂了电话。

母亲生日前那天晚饭后，我本想给母亲打电话
的，但一忙又忘了，等想起来打电话时，时间已经
很晚了，怕打扰母亲休息，我就没打电话，所以才
一大早给她打电话祝福。没想到，母亲竟是这样知
足、这样激动，让我这做女儿的羞愧至极。

今天是你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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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