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脚芽

■郎纪山
刺脚芽，生长在沟边、路旁、渠畔，

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其幼苗能食用，
春末夏初，开粉红带紫的花蕾，有凉血、
止血、散瘀、化痈的功效。

每年开春，刺脚芽的根茎像憋足了劲
儿，急匆匆地拱出了地面，两片打着卷儿
的嫩嫩叶芽，极力向上挺着。一场春雨过
后，叶芽舒展开来，放眼望去，已是葳葳
蕤蕤一大片了。

这当口，正是人们采食刺脚芽的时
节。因为，再过些时日，刺脚芽齿状的叶
片会变得肥厚，叶片的针芒会变得粗硬，
不但不能食用，反而碰一下就会被“扎”
到手。

听老一辈人讲，刺脚芽是困难时期人
们“度春荒”时难得的野菜。一来，它不
像别的野菜，有微毒，吃过后肠胃不适，
甚至出现浮肿；二来，它遍地都是，易采
得，到野地里随便转一圈儿就能剜上一大
篮子。

刺脚芽最好的吃法儿当然是“馇漤
（读懒音） 豆”。抓一把黄豆在水里泡上
一天一夜，再用小磨那么一磨，和淘洗
干净的刺脚芽一掺和，在锅里“馇”上
半个时辰，一锅四溢着野菜清香气的

“漤豆”就算成了，一大家人的一顿饭食
就有了着落。

那年月，能填饱肚子，是人们最大的
愿望。我曾经吃过一回刺脚芽漤豆，那时
我四五岁光景时，吃的漤豆豆沫少、刺脚
芽多，还有点儿老，吃起来“扎”嘴，加
上少油没盐，实在难以下咽。可以说，这
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一次漤豆。

现在，有人也吃刺脚芽漤豆，但多
是为了清洁肠子，去去油腻，变变口
味，说是为了养生。

面条棵

■曼 诗
人生的童年，欢乐总是无限的，即使

是在那贫穷而饥饿的岁月。
初春的田野，是草的天地，孩子们的

乐园。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回到家里，放
下书包，提着篮子，拿着铲子，呼朋引
伴，急急地向田野里奔去。

到了地里，孩子们四散开来，各自寻
着麦垄中的野草、野菜，眼到手到，鸡叨
米一般，剜到篮里都是菜，不能吃的为
草，用来喂猪喂羊，能吃的下锅为菜。不
一会儿工夫，篮子就满了。

此时，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映红了孩
子们的脸。当太阳没入地平线，暮霭四起的
时候，孩子们也该回家了，草篮子或提或
背，一路说笑，忘掉了劳累，忘掉了饥饿。

到了家里，急忙把篮子里的草倒在地
上，一家人忙着挑拣野菜，锅里的水翻滚
着，正等着这些菜下锅哩。

一半面条一半野菜，锅里漂浮着芝麻
香油腌渍过的葱花儿，夹杂着野菜的清
香，便四下里漫溢开来。一家人你一碗，
我一碗，满院都是“呼噜、呼噜”喝面条
的声音。整个春天，家家户户的饭碗里，
面条棵几乎唱了主角。

好些年了，麦田里再也寻觅不到面条
棵的踪影，我不免生出些许的惆怅和遗
憾。麦田里，灭草剂打了一年又一年，咋
还会有面条棵和其他杂草的生存空间呢！
如此这般，农民是省去了不少劳作之苦，
但也失去了很多口中的至味。想来，世上
的事，大多如此，没有两全。

榴花似火

■余红丽
石榴树的叶子刚刚发芽时是嫩红的，

慢慢展开呈碧绿，到了秋季再变成黄色。
叶翠如新剪，花红似故栽。石榴树，因为
有着梅一样的枝干，柳一般的叶子，花开
时又红红火火的，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
爱。最主要的是，它的果实圆溜溜的，象
征着团圆、美满；它的籽粒结得特别多，
亲昵地挨挨挤挤，有子孙满堂的寓意。果
实成熟时，果皮裂开，像是在对着人开口
笑，叫人怎能不喜欢它呢。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
涂林，安石榴也。”石榴原产西域，是张骞
出使西域时带回。元代马祖常在《赵中丞
折枝石榴》中写道：乘槎使者海西来，移
得珊瑚汉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
火一时开。这首诗不仅道出了石榴的来
源，也描写了石榴花的优美。从那时起，
石榴便在汉宫中安了家，后来又走进了寻
常百姓家。“山崦谁家绿树中，短墙半露石
榴红”——它没有因为地域的改变而水土
不服，而是健康生长、不断繁衍，留给后
人花和果实之外，还受到文人墨客的喜
爱，涌现出大量吟咏石榴的诗词文章。

“五月榴花照眼明”“微雨过，小荷
翻，榴花开欲燃”，点明石榴花开的时间，
花开时鲜艳、欲燃、夺目；“花中此物是西
施，芙蓉芍药皆嫫母”，表达了诗人对石榴
花的喜爱，在诗人眼里它像西施一样美
丽；“流霞包染紫鹦粟，黄蜡纸裹红瓠房。
玉刻冰壶含露湿，斓斑似带湘娥泣。萧娘
初嫁嗜甘酸，嚼破水精千万粒”，则描述了
石榴果实的外形、颜色，形象地把石榴籽
比作千万粒水晶；“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
轻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
一千年”，李商隐吟出的石榴象征着爱情；

“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为来时晚，
花开不及春”，孔绍安笔下的石榴则是自身
的写照，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

我曾经种过一棵黄花石榴树，与众多
红色石榴花比起来，它是那样与众不同，
不炫耀、不热闹，很安静、很素雅的样

子，默默开着。我也曾在公园里见过重
瓣、花朵粉红色的石榴树，让我有了想把
它移栽到家里去的冲动。

石榴树，捧出了花，捧出了果实，任
人夸赞、评说，却一直默默不语，只做自
己该做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当秋色深了又深，石榴树挥别最后一片叶
子，深褐色的枝干舒舒服服地沐浴着阳
光，静候冬日寒风雪花的到来，为明年的
花开、挂果悄悄做准备。

银杏潇潇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1998 年，我和同事亲手在校园一角种

下了一株银杏树，弹指一挥二十年，如今这
株银杏树已有三四层楼高了。菁菁校园，这
株银杏玉树临风，大家捡拾过它结出的白果
玩耍，珍藏过它摇落的黄叶作书签。

银杏潇潇带诗来。阳光在身，银杏叶
一点点变金黄，变成我诗文里的力量和光
芒。当年，我刚步入校园工作，何其青涩
又何其幸运，老校长殷切教导我好好教书
育人，哺育花朵。当我有了烦恼和困惑
时，银杏树曾给我前行的力量，给我爱与
呵护，给我诗和远方。书声琅琅里，奋发
有为的师生，把追求理想的步伐迈得铿锵。

也是在这银杏树下，我遇到了心爱的
女孩，和她结为伉俪。一个暖暖的午后，
我偕妻带子，走进公园的如画长卷。曲径
通幽处，我蓦然发现了一处银杏林。那一
刻，静如油画的银杏树，俯仰生姿，湛蓝
抱着湛蓝，阳光覆满阳光，金黄漫过每一
道筋脉。这染上季节色彩的银杏树，光彩
照人，童话般迷人，酒浆般醉人。银杏树
那几经沉淀的岁月，泼洒成镜头里的光
晕，写满安详。

季节深处，银杏树依然裹紧银装里的
热火，谢了繁花，谢了果，卸下身外每一
片多余的金箔，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人间草木（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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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2019年12月1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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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郾城区教师进修学
校，由漯河许慎文化研究小组成员、漯河
四高高级语文教师李运生以《溵水问道》
为题，讲述孔子在溵水之畔使子路问津的
故事。

“溵水”名称的由来

沙河古代叫汝水，漯河境内的这一
段，又被称作溵水。漯河历史上曾被称作
隐阳镇，说明这里曾经隐士出没，隐逸成
风。

有人说，“溵水”的名称，与上古时
期发生在沙颍河边著名的“许由洗耳让
贤”故事有关。

相传，上古时代的尧帝，想把帝位
禅让给许由。许由是个不图名利不问政
治的清高之人，不但拒绝了尧帝的请
求，还连夜逃走，隐居不出。尧帝以为
许由谦虚更加敬重，便又派人去请他，
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
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由听后，
更加厌恶，立刻跑到沙颍河边，掬水洗
耳。

许由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正
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它饮水，见许由洗
耳，便问其缘由，许由就把原因告诉
他 ， 并 且 说 ：“ 我 听 了 这 样 不 干 净 的
话 ， 怎 能 不 赶 快 洗 洗 我 清 白 的 耳 朵
呢！”巢父境界却比许由更高一层，他
冷哼一声说道：“你许由不接受王位，
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缘
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
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的牛口？”
说罢，便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
游去了。

巢父、许由这两位隐逸高士，以六根
清净的仙风道骨被历代高人隐士、贤达俊
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是，洗耳的地
点，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郾”字的文化内涵

“郾”字，只用于“郾城”这一地
名。它右边的阝旁，说明这是一个城邑；
左边的匽，《说文解字》解释为匿也，是
隐匿的意思。细剖匽字，它又由匚、日、
女三字构成，匚是“受物之器也”，对里
面的东西起一个收容保护作用。里面保护
的是什么呢？它上面是一个日，代表太阳
一样光辉伟大的男人，下面是温柔恭顺的
女人，说明，“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
一个退隐的太阳一样伟大的帝王级人物，
带着自己的嫔妃，在“郾”这个地方，过
着安然闲适的隐逸生活。

皋陶，亦作皋繇，上古舜时的大法官
（理官），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
圣”。作为法官的他，铁面无私，断案如
神，被尊为法官鼻祖。因铁面无私，他全家
获罪，身怀六甲的妻子饿昏于逃难路上，一
棵结满果子的李树救活了她，于是，皋陶的
孩子姓氏便改为李树之李，作为李氏先祖
的皋陶，被唐玄宗钦封为德明皇帝。断案
治国有功的皋陶，被舜定为王位接班人，
但后来大禹继位，作为补偿，舜封皋陶为
偃姓。禹继位后，皋陶继续无怨无悔为国
效力，又治苗立功。因此，禹也要把王位
让给皋陶。遗憾的是，皋陶先禹而逝，本
应执在皋陶手中的王杖，落在了禹的儿子
启手中，夏朝建立。承继偃姓的皋陶部
落，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夏启的分封，皋陶
的儿子们被分封到各地，大儿子伯益的封
地在地肥水美、自然条件无比优越的沙颍
河流域，郾在其中。而郾漯一带的沙颍河
流域，自此也就成了隐士的乐园。

明《郾城县志》记载，古郾子国，故
城在县东 35 里。郾子国，顾名思义，就
是皋陶儿子在郾地的封国，一个地位极
高、甚至享受帝王级待遇的封国。今召陵
区（古属郾）的西皋村，传说就是皋陶儿
子的封国所在。

子路问津

“问津”一词，源于儒家经典 《论
语》。在中原腹地，河南漯河，有一个叫
问十的地方，据说源于子路问津。

在《论语》和《史记》里，隐士出现
三次。这三次隐士现身，都与周游列国无
果、踽踽游荡此地的孔子有关。

第一次，是长沮桀溺的出现。此时的
孔子，虽已产生过思归之心，可是，毕竟
故乡遥远，理想功业未就，失落无奈依
旧，因此，他仍心有不甘，仍在召陵思归
之后，又在蔡地附近盘桓了两三年。看着
在蔡国仍实现理想无望，于是他西行到
叶。孔子拜访当时叶国君主叶公，道不同
不相为谋，孔子比肩周公的理想再次被现
实残酷地浇灭，失落地踽踽东归。

此时的孔子一行，迷了路！滔滔的汝
水就距此不远，于是，他让子路问路，问
津在何方，渡口在何处。

刚好就遇到了长沮、桀溺。长沮听到
是鲁国的孔丘，撂一句“是知津矣”，就
不管不问、不搭不理了。桀溺知道子路是
孔子的学生后，再补一刀，“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
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同样也不
管不问、不理不睬了。两位隐士的意思很
明白，你们选错了路，什么改革社会，修
复礼乐！别再一条道走到黑，回头是岸，
像我们一样过着快乐的归隐生活吧！

第二次出现的隐士，是一个荷蓧丈
人，当子路尊称孔子为夫子时，同样被抢
白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
子？”

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与隐士相遇，
孔子师生是撞在了隐士们的枪口上的话，
那么第三次，则是隐士接舆主动上门，靠
近孔子的车舆，用装疯卖傻的状态和语
气，对孔子师生进行劝谕：“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第一次隐士们是如此的冷漠，爱理不
理；第二次僈而有礼，见子路拱而立之
后，变得极客气，礼尚往来，以礼厚待；
第三次则是主动深切，关爱有加，其言也
真，其情也殷，其情可鉴。

由此可见，这些生活在郾漯及周边附
近、地处邦国边境的沙颍河流域一带、过
着自给自足自由快乐的隐逸生活的隐士
们，是一群清楚了解孔子行踪事迹的高
人。以他们的智慧，他们一定有过对理想
的追求，然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他们
心变冰冷了，头脑清醒了，他们不想再与

滔滔的世界做无谓的抗争，做无谓的牺
牲，打不起，他们躲得起，他们躲进这地
肥水美的沙颍河一带，独善其身，欣赏着
世界的另一面精彩，点缀着生命的另一种
底色。

的确，北方《诗经》里的现实，与南
方《离骚》中的浪漫，在这里激烈碰撞：
一种理念是积极入世，想千方百计经营仕
途，矢志不移奔走呼告，以天下为己任，
欲解民之倒悬；另一种理念是消极出世，
冷眼旁观，用细腻和真诚，在山林清流
中，雕琢生命的别样花朵，用无言的抗
争，用真诚的呼唤，擦拭生命尘垢，昭示
出生命的另一种真义，还世界一抹清亮。

仕与隐、出世与入世，两种不同的思
想理念，在这里一交锋，就碰撞出始终影
响中国后世的儒道交融文化。

隐士们三次与孔子师徒过招，一定不
全在漯河问十发生，却一定都在漯河附近
一带、中原与楚地相接地出现。《论语》
中的子路问津处，到底是不是在漯河问
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与隐士们
代表的两种文化，已成为丰厚的精神滋
养，让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永远枝繁叶
茂，屹立东方不倒。

郾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学生杨苗苗
说，听了讲座，知道了“溵水”名称的由
来、“郾”字的文化内涵、子路问津的故
事，深入了解了漯河厚重的历史文化，深
深地为这个城市感到骄傲，并从讲座中找
到了漯河的文化之根，也找到了自己的根。

（因 是生僻字，为方便阅读，故
以“溵”字代替。）

溵水问道

氵隐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本报讯 （记者 左素莉）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上午，由漯
河市社科联和漯河市社会发展
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漯河哲学
社会科学论坛”2019 年第七期
（总第 23 期） 活动举行，由哲
学研究者宋剑平主讲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哲学思
考》。

宋剑平从什么是人民、我
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中华民
族复兴的标准等方面进行阐
述，并从西方的哲学、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哲
学，谈到民族学、人类学、宗
教学，从哲学角度谈了他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
解、认识，并进行了剖析。

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
第七期活动举行

■刘 晔
“60后”乡下孩子的童年印

记，大多是放羊、割草，而我
比较幸运，能与书结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
一本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 《大
刀记》。书页泛黄且翻卷成筒
状，使本来就很厚的书显得更
加厚实。由刚开始读得磕磕绊
绊，到后来能通读下来，它伴
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闲暇时
光。这本书，屏蔽了我儿时记
忆里缺吃少穿的疾苦，只有蓝
蓝的天、青青的草，悠闲吃草
的羊儿和安静读书的少年，它
把一个懵懂孩子的心智唤醒，
引我走向村子之外那个很大很
大的世界。

求学时代，功课总是第一
要务，但每个课余时间，我都
用来读那些与考学无关的“禁
书”。不管古今，无论中外，小
说、散文、诗词等，我都视若
珍宝，如饥似渴地读。印象最
深是琼瑶的书，我一本不落地
借来读，常常被书里唯美的爱
情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也直
接培植了我纯粹的、为爱而爱

的爱情观。阅读，使我的课外
生活变得充实，让精神变得丰
盈。

工作和生活让人不堪重
负，但我会偷得浮生半日闲
——读书。有朋友笑曰：“都家
庭‘煮妇’了，还读什么书
啊，还想怎么着哇！”那意思好
像只有“想怎么着”的人才读
书似的。我不敢苟同，且很固
执地相信：读书会让我用一颗
豁达的心面对生活，把生活中
的甜酸苦辣，把生命中的春夏
秋冬，都看成是上天的馈赠和
心灵的体验。让心灵游走在书
的世界里，与里面的人物同喜
共悲，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
怎样的妙不可言啊！生活的迷
雾、心灵的困顿、人生的悲
欢，一切解决方法都能在文字
中找到答案。合上书页，只觉
得神清气爽，浑身充满力量。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
生活，对此，我深信不疑。

夏日清凉的早晨，抑或冬
日温暖的午后，簌簌落雪的静
夜……多么惬意的静谧闲暇时
光，若不读书，真真是辜负了！

书香盈怀

■王士刚
爹病倒了，这次更严重。

医生说，如果病情扩散到脖
子，将会有生命危险。看着 72
岁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肿胀的
脸庞一个劲儿地疼痛抽搐，我
的心在滴血。

爹是一名铁道兵，当兵第
二年便入了党。小时候，我常
常趴在爹的腿上，听他讲“打
山洞、填炮眼”的故事。

2000 年冬，有着军人情结
的我，也参军入伍到了大西
北，成了一名火箭兵。记得临
行前一天的晚上，就着昏暗的
煤油灯，爹耷拉着头，一个劲
儿抽着刺鼻的烟卷儿。许久，
爹捏灭烟头，挑了挑灯芯说：

“到部队后要好好干，别老想着
回来，争取入党，转志愿兵，
能干多久干多久。”

不负爹的嘱托，我在新兵
连就荣获嘉奖。当把这些荣誉
和成绩写信告诉千里之外的爹
后，不久便收到他的回信：“不
要怕苦怕累，和战友们搞好关
系，咱是农村娃儿，脏活儿累
活儿多干点，不蒸馒头争口
气，给老王家争脸……”虽寥
寥数语，却字字饱含着爹的爱
意与鼓励。

当新兵两年后，我如愿成
为士官，在将这消息告诉爹的
同时，并把积攒下来的 1050 元
津贴费，连同对家人的牵挂汇
向远方。

入党、立功……随着一个
个好消息的与爹分享，我十六
年的军旅生涯也随之画上句
号。得知我要退伍回来，电话
那头，爹的声音有些低沉：“回
就回吧！十来年时间也不短
了。”明显地听出，爹很失落。

为了离家近点，平时便于
照顾年迈的爹娘，我回到了家
乡工作，并又穿上了那身橄榄
绿。那几天，爹高兴得手舞足
蹈，还时不时地哼上几句戏词
儿。

后来娘偷偷地对我说，那

次我寄回去的钱，过年时爹都
没舍得花一分，说是等开春了
买化肥用，好好地把几亩地种
好，增加收成多攒点钱，好给
我娶媳妇儿用。

“就你娘一个人在家，不
知道她会喂牲口不，还得照看
两个院子，地里的麦苗也不知
长得咋样……”我正趴在爹的
脚头小憩，睡意朦胧中突然听
到爹的声音。

我揉揉眼睛，借着病房外
微弱的灯光，只见爹穿着病号
服坐在床边，孤零零地望着窗
外。

爹本身就有糖尿病，这次
又患间歇性感染，口腔内开了
两处刀口。每天清洗换药，虽
说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爹
都要经历一次“生死考验”。这
时，我都在一旁为他鼓劲儿，
转移他的注意力，尽量减轻他
身体上的痛苦，并及时擦去他
吐出来的脓水。每次听到主治
医生喊，他说他浑身的汗毛都
会支棱起来。我知道，爹是在
和无情的病魔做斗争，他也想
早一日好转，早一日离开这
里，回到日夜牵挂的家中。

炎症与糖尿病并存，令人
发愁的就是吃饭问题，每逢
一日三餐，我和爹都会低头
思索一阵子；每次我都会和
爹因吃饭问题而“争执”上
几分钟。看到爹孩子般的表
情，我像哄小孩子那样，轻
声细语地陈述利害，拗不过
我的软磨硬泡，爹不得不听从
我的“指挥”。

父亲就像是老家门前的老
槐树，外表皱纹斑驳、沟壑纵
横，正如他脸上的皱纹，经历
着岁月的沉淀，为孙男弟女一
如既往地发挥着余热，不求回
报。

都说父爱如山，爹已不再
年轻，小时候是他陪护着我；
爹老了，现在是我陪护着爹，
剩余的日子里，我会一直陪护
着他！

陪护

■■文化动态文化动态

李运生老师倾情讲解。

师生们认真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