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张海燕
我一直都想买一把紫砂壶来泡茶

喝，家里也有大的、小的好几个茶壶，
但我不是嫌它们不合适了，就是嫌它们
旧了，然后我去街上的茶楼、超市转，
也没有看着合意的。我就一直念念不
忘，想着若遇到喜欢的，一定要入手。
茶，喝的是什么？不就是一种心境？所
以对茶具就有特别的要求。有一次，我
掀开床柜整理衣服的时候，发现里面放
着一个红色的四方盒子，我已经记不清
里面放的是什么了，就顺手拿出来打开
一看，原来是一把枣红色的紫砂壶和四
个小茶杯，壶的大小款式刚好是我想要
的。那一刻，手握茶壶，我的感觉真像
中了大奖。闲暇之余，静静地泡上一壶
茶，自斟自饮，我心满意足。

上个月，我在储藏间找棉鞋时，又
扒出了一个不锈钢的蒸锅，是可以放三
层蒸笼的不锈钢蒸锅。找到这个蒸锅
后，我开始成袋地买蜜薯、成捆地买山
药。早上，把洗净的蜜薯和山药放一

笼，馒头和鸡蛋放一笼一起蒸，特别方
便。因为是专门的蒸锅，所以蒸的食物
熟得快并耗水少，仔细想想，它应该是
我很久之前在超市用购物积分兑换回来
的，但拿回来后就被束之高阁了，没想
到它用着竟这么方便。这个冬天，因为
它，我的内心充满了欢喜。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
需要和一个姐姐聊一下。姐姐特别忙，
平时只有晚上才去河堤散散步，有一个
小时的空。当我到达见面地点时，她已
经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了，我们两人上了
河堤，边散步边聊天。和姐姐平时联系
不太多，都是忙工作忙孩子，一年也见
不了几次面。有事的时候就联系，没事
就不联系，各忙各的，但有事情了一联
系，却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常常让我感
慨“君子之交淡如水”。

人生海海，有些物，有些人，在不
经意间，突然就给了你一个惊喜。有这
些小欢喜陪伴，我们的人生便充满了温
暖和美好。

小欢喜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从我记事开始，陪伴我走过那一

个个寒冬的，就是草鞋，这可是件宝
贝，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很
流行。这种草鞋有一个厚厚的木底
儿，是用苇毛樱子 （芦苇樱子） 编成
的，之所以用苇毛樱子，是因为它柔
软暖和。作底儿的木头也是很讲究
的，一般是桐木。据老辈人讲，它有
三个好处：一是轻，二是耐沤，三是
桐木木质较为疏松，便于打眼订楔子。

那时候老家的男人们大都会做草
鞋，主要方法就是，首先根据脚的大
小，把木头通过锯和凿等工序加工出
中间凹、两头高的类似哑铃的形状，
然后从中间锯成两半，就做成了草鞋
底子，接着在草鞋底子的周围用手钻
斜着打出半寸深的眼儿，把手搓得长
长韧韧的绳子 （麻绳拧紧成股后的
绳） 双过来，从中间用略大于钻孔的
楔子钉在鞋底上，之后再把苇毛樱子
用清水喷湿，捋成一缕一缕形状，就
可以与细麻绳经纬交叉着一圈又一圈

地编成鞋帮子。由于苇毛樱子绒绒软
软的，用手一摸，鞋帮总给人一种毛
茸茸的感觉。编织鞋帮子时需要较大
的手劲，这样编出的鞋帮瓷实而不松
散。老家人把做草鞋的过程称为拧草
鞋。拧到恰当的鞋腰处后，就可用麻
绳编织成牢固的花边收口了。收口不
是一个简单的事儿，正如其他编织活
一样：“编筐编篓，难在收口。”所以
一到收口时，必须耐心细致。也许是
为了美观，拧成后的草鞋，前面一般
都呈尖尖状，且向上微微翘着，很像
一艘水中的小船儿，非常耐看。

不过，那时候的老家人并不怎么
在乎草鞋是不是耐看，主要是讲究它
的实用。每到冬日来临，各家各户都
会把往年穿的草鞋找出来晒一晒，若
是坏了就修一修，实在不能修了就会
重新拧出一双新的草鞋来。一到冬
日，尤其是下过第一场雪之后，草鞋
便有了用武之地。雪后的大地上，第
一行脚印一准是草鞋留下的。依仗着
高高的木底，草鞋一路迤逦而行，那

缓慢而有节奏的“卡塔卡塔”声，此
起彼伏，为漫长而寂寥的冬日作着温
暖的伴奏。老家曾流行着这么一首民
谣：“队长见队长，比比新大氅；老少
穿草鞋，走路嘎嘎响。”由此不难看
出，那时候的草鞋就是乡村冬日的必
备，不论身份高低，穿草鞋过冬似乎
成了农村各种人物的必然选择。尤其
是对那些平时不很自信的人来说，穿
着高高的木底草鞋走在冻透的地面
上，尽管不能走得很快，可那种慢条
斯理的稳健步子，就跟戏剧舞台上帝
王将相穿的朝靴差不多，立马会生出
不少的自信来。

对小孩子来说，冬日穿草鞋不仅
解决了冻脚的问题，还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乐趣。尽管生活单调，但一想到
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能穿着草鞋踢毽
子、跳绳，到结厚冰的坑塘滑冰，总
觉得新奇和刺激。记忆最深的一次，
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穿着草鞋在村西
头的坑塘里滑冰。我们把草鞋底子当
滑板，蹲在厚厚的冰上，两脚并拢，

一个伙伴在身后推，另外两个伙伴在
前面拽着两条胳膊在冰上飞跑，是那
么好玩。尽管屡屡摔倒，可我们没有
任何惧怕，直玩到大汗淋漓，脚底冒
热气，才向家走去。当然，更多的时
候，是我们穿着草鞋、踏着雪上学
去。随着一声声清脆之响，立马就会
出现一溜溜草鞋印，见证了我们那令
人难忘的求学之路。更有意思的，是
那些穿着草鞋在街口路边纳鞋底、缝
衣服、唠闲嗑的婶子大嫂们，偶尔会
被顽皮的男人们趁其不备突然推搡一
下，弄得一个趔趄，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而被推搡的大婶或大嫂也一定会
迈着笨重的步子去追打那些男人，她
们笨拙的姿态和动作，又会惹来旁人
的大笑。尽管有的会佯装生气，可心
里却有着许多的喜悦，因为大家都知
道推搡和追打都是善意，那里面充满
了乡里乡亲的和谐之意。多年来，由
草鞋的“卡塔”声和人们逗乐声所汇
成的那一支独特乡村冬日交响曲，一
直响在我的心灵深处。

冬日里的草鞋

■陈思盈
“殷勤莫笑儒生梦，岂为虚名后

世钦。”这是沙澧书院义工朱云松所
作的沙澧书院律诗中的一联。在接受
笔者采访时，他说：“不要笑我的梦
想太过天真与渺小，如此执著地来建
设一所传统文化公益书院，不是为了
留下一个虚名令后世钦佩，而是集合
一些热爱生活、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
朋友一起读书、一起交流，共同进
步、共同升华。‘有梦移山何惧谤，
双河竞秀育芙蕖。’沙澧河水千载悠
悠，自能静静地孕育出美丽的花朵
来。”

沙澧书院，位于会展中心繁华一
隅，闹中取静，默默地为漯河的文化
建设发挥着光和热。

2009 年 9 月 15 日，为纪念马一
浮先生于抗战期间创立复性书院
（1939 年 9 月 15 日开讲日） 70 周年，
而发起创立了沙澧书院。2019 年，
是沙澧书院创院十周年。朱云松说，
一路走来，有辛酸也有快乐，回首过
去十年，虽有一些遗憾，但更多的是
成长、收获与快乐。令他欣慰的是，
书院得到了众多师友无私的支持与帮
助，成为一所能够伴随大家多读书、
读好书的公益文化场所。

沙澧书院创办初衷

说起创办沙澧书院的初衷，沙澧
书院发起人兼义工朱云松说，这还得
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

2009 年，朱云松毕业于西藏民
族大学 （原西藏公学） 哲学研究生
班，师从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界三大
导师谢丰泰、乔根锁、索南才让教

授，学习中国古典哲学，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希望为优秀传统
文化的弘扬与传播略尽绵薄之力。出
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机构书院及其
理念的倾慕，在校期间，他便进行了
大量资料收集和课题研究，未毕业时
就想着回到家乡工作生活后，能创办
一所传统文化书院，为热爱读书的朋
友们创造一个公益的读书交流平台，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毕业回到漯河以后，利用业余时
间，朱云松便聚集起了一部分热爱读
书的朋友，组织了一系列的周末公益
读书沙龙，并在此期间创办了沙澧书
院。创办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为了完成导师谢丰泰先生临终时的叮
嘱：“希望你今后努力在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上大有作为，以不负老师
之期望。”老师的叮嘱更加坚定了他
把沙澧书院建设好的决心和勇气。

“沙澧书院最终会是一个文化公
器，自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她就不
再只属于我一个人，她属于每一个热
爱读书的人。”朱云松说。

一路上的酸甜苦辣

创办一家公益性的文化机构是不
易的，沙澧书院在创办过程中，经历
了很多困难。好在，有一批志同道合
的朋友陆续加入进来，组成了沙澧书
院义工团队，在一起读书学习的同
时，也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文化活动。
为漯河市的文化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是沙澧书院的办院信念——就是在这
种信念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克服很多
困难，一路前行。

最大的困难，便是场地问题。书
院刚创立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没有场
地，大多时候是以网络化的虚拟形式
存在的，一些热爱读书、热爱优秀传
统文化的朋友自发借助网络日志空
间、聊天群等平台，进行读书交流，
在沙澧书院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符号的感召下，大家乐此不疲，共同
学习、相互激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但是虚拟的空间毕竟不能进行
面对面、更深入的交流，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读书交流的效果。这时，
就有义工团队的成员提出，能否寻找
一个公益性的场地，为大家提供一个
可以更加方便交流，长久的、稳定的
学习平台？为此，他们开始试着寻找
免费的场地，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有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甚至质
疑，说何必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
一件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甚至会
拖累人的事情。但沙澧书院的义工团
队成员初心不改，为着热爱读书、热
爱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单纯的想法，一
直坚持不懈，最终迎来了曙光。困难
时，民国时期漯河市中医内科四大名
医王德瑞先生 （《漯河市志》有载）
之孙王晓宇先生和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爱好者陈澜溪女士，主动将他们各自
的场地免费提供给书院使用。义工团
队被深深感动的同时，一致同意推举
陈澜溪女士作为沙澧书院公益运作的
负责人，同时兼任书院国学读书会、
国学参访团负责人，为书院的公益运
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困难是资金问题。没有多
余的钱买图书，朱云松就将自己多年
积累的图书搬到书院去，供大家免费
阅读，虽然很多图书都是从本地淘宝
街、外地书市淘来的旧书，但很多版
本都是现在已经难寻的稀有版本；没
有茶叶了，义工成员就从各自家里拿
来与大家分享，所以书院的茶叶是五
花八门，各种品种、各个产地的都
有，并源源不断；没有水喝了，只要
有人在，就会自掏腰包让送水的师傅
送上水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朱云松说，其实在困难中前行，他们
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很多感动，感谢
所有帮助过书院的朋友们。

书院发挥的作用

沙澧书院义工团队成员克服许多
困难后，共同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的
公益读书活动和文化活动。书院先后
与多部门合作，举办了许多较有影响
力的活动。如与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
读书会合作举办了品读《浮生六记》

《诗经》《瓦尔登湖》等高品质的阅读
分享会；与漯河市古琴协会合作，进
行读书交流、音乐交流、文化交流；
与漯河市沙澧诗词学会合作，做好漯
河市古典诗词学习与推广工作；与漯
河市清河相声社合作，举办了多场旨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读书交流活
动……增进了文化交流，营造了浓厚
的读书氛围。

除此之外，沙澧书院还利用有限
的资源，规划设计出了年度读书会学
习交流计划，先后组织开展了“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心得分享交流会”“优
秀传统文化影视剧观影交流会”“中
医知识学习交流会”“家谱文化学习
交流会”等。在此基础上，还尝试开
展了书院公益国学大讲堂活动，很多
专家学者义务免费到书院为读书爱好
者讲授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个人受益与成长

说到书院，不得不说一说朱云松
藏书的故事。朱云松说：“书院藏书
的构成，除了我个人的一大部分藏书
之外，还有不少义工团队成员或读书
爱好者赠送的。除了我市的一些单位
和个人捐赠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
东友人道林先生，专门从工作地西藏
林芝为书院寄赠《寒山诗注》《五十
义奥书》《楚辞补注》《明儒学案》

《古尊宿语录》等珍贵图书两箱，让
到院的读书爱好者有好书可读。”

沙澧书院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完
善。朱云松说：“沙澧书院的义工团
队成员都希望能够心无旁骛、安安静
静地去建设一所富有文化质感的传统
文化公益书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
愿，就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在沙澧两河
交汇处建设一所供全市人民享用的公
益文化书院——沙澧书院，沙澧书院
现有义工团队集体决议，可以把沙澧
书院名称所有权及我个人购买收藏的
明、清及民国时期出版的珍贵善本线
装文化古籍全部无偿捐献，让这些经
过艰难历程挑选购买来的文化古籍遗
产，收藏于新的、作为漯河市文化公
器的沙澧书院，以便能够泽被后世，
永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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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党 辉
我阅读过刘庆邦的诸多小说作品，

特别欣赏他对女性的深刻理解和细致刻
画。他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满、性格
各异、处境不同且数量众多。为什么刘
庆邦偏爱写女性的作品呢？

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世界
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写到女性，才容易动情，容易出彩，作
品才好看。”

刘庆邦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对乡村诗
意的追求，使人物的活动、心理与自然
景物高度和谐，具有天人合一的美感。
比如 《梅妞放羊》 中的梅妞、《毛信》
中的毛信、《响器》 中的高妮、《女儿
家》的红裙和作者倾力诉说的“娘”和

“母亲”，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女性，她
们勤劳、质朴、贤良、聪慧，以鲜明的
个性群像，拓展当代女性文学画卷。这
恰恰印证了刘庆邦所说的：“是的，我
笔下的一些乡村是我记忆中的乡村，是
理想的美化后的乡村。它是我对农耕文
明的回望，寄托着我的思乡和怀旧之
情。”

当然，刘庆邦也写了不少矿区女
性，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人几乎都是
根在农村的迁徙者。在长篇小说《黑白
男女》中，作者精心刻画了卫君梅、郑
宝兰、杨书琴、蒋妈妈等一系列女性形
象。她们都是普通矿工的家属，在灾难
突然降临时，人性中固有的友爱与善良
便彰显出强大的内在力量。这种无形的
力量能够穿针引线，缝补心理和精神上
的裂痕，为重新修复生活产生无穷无尽
的活力。

在作者的笔端，有大量篇幅是描写
幼女、少女的天真无邪和母亲大爱无疆
的。以他的早期作品 《梅妞放羊》 为

例，十岁的梅妞一天的生活是从放羊开
始的。放羊，在村南的河坡里，这儿没
有人，蓝蓝的天，暖洋洋的太阳，轻柔
柔的风，满坡青草满地花，草儿长得旺
长得嫩，黄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小野花围
绕在梅妞和羊身边。她让羊吃花朵，羊
只是闻闻，转头又去吃草，她就觉得这
羊前世是一个爱花的人。有时梅妞会毫
无禁忌地放声歌唱，她唱的是：羊啊，
你的亲娘在哪里呀？你的亲娘不要你
了，你是个没娘的孩子啊！她看见羊的
眼圈比刚才还要湿，接着唱：羊呀，没
有亲娘不要紧呀，没人要你我要你，我
来当你的亲娘吧……

在刘庆邦的创作里程中，是把更炽
热的情愫融汇于大写母亲的形象里。

《平原上的歌谣》 是“中国第一部深度
描写三年大饥荒”的作品。在后记里，
刘庆邦告诉读者：“这部小说是献给我
母亲的。父亲死时，我们姐弟六个还
小，大姐最大十三岁，最小的弟弟还不
满周岁，上头还有一个年近七旬的爷
爷，一家八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为
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从妇女队伍
中走了出来，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
儿……”凡是亲身经历过“三年困难时
期”的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读者，无
不为作者真实的写照而叫绝。“母亲”
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代表，更集中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刘庆邦被誉为“短篇小说王”，也
有人把他称之为“新乡土作家”。而刘
庆邦则说：“无论什么样的称谓，都是
别人的事，对作家来说是无所谓的。”
笔者十分赞赏他的谦卑，也对他笔下千
姿百态的女性逐个研读后赞叹不已！相
信，无论是谁，读完以后，都会在无形
中接受一次“真善美”的教育。

刘庆邦笔下的女性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老人

深夜，除了犬吠
每一盏微黄的灯，都在点燃一双眼睛
村口的大树是推开村庄的门
从早到晚的等候。站成了，一缕炊烟
敞开的门，空着
被风吹开的心，也一点点，空了

儿童

那是一枚干瘪的果实
长在枝头上的盼望

被秋风吹落了一次又一次
床头旧墙的角落，小片小片的土屑
是思念结成的痂
一层层脱落，又一层层长出
大门内外的路到底有多远
为何，走了那么久，还没有到头

乡村

炊烟、绿树、流水、人家
高高摇晃的芦苇也跌进了黄昏
南归的雁儿飞过，不敢停留
北上的霜吹过，不敢停留
月光下的暗流，冲开一把生锈的锁
等春风一到，满村姹紫嫣红

乡村（组诗）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已近古稀之年的父亲又一次跟他的

外甥们猜拳喝酒至酩酊大醉，然后蒙头
大睡。我在沉默中思索着醉酒者除却娱
乐外的其他意味，或许是经年累积的复
杂心情经时光沉淀后发酵？抑或是那

“欲辩已忘言”的各种情愫所必需的一
个宣泄出口？“都在酒里了”——也许
并不只是一句玩笑，它的五味杂陈中写
满人生滋味。味觉之于心境，必然是有
着微妙的联系。

幼儿们大都喜欢甜食。看到一个孩
子牙黑时，人们总会问一句“糖吃多了
吧”。大多时候，以糖来作为奖励给幼
儿们，多半会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他
们那么喜欢甜味？也许是内心觉得生活
美好，充满甜蜜和希望吧？

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生活都是抱有甜
美希望的吧？犹记得自己二十多岁时，
夜市盛行。在那些微风吹过的夏夜，年
轻的男女们在街边夜市昏暗的灯光下，
高谈阔论着各自的生活，斟满一杯又一
杯的啤酒，纵声大笑，酣畅淋漓！拼搏
的青年时代，满身激荡着的热情，必须
有一种味道去承载和疏导，而那一杯杯
满溢而出的冰镇啤酒，是多么契合年轻
人火热的心境啊！

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上了咖啡的
味道。工作之余冲上一杯，在悠闲的时
光中慢饮细品，几分苦涩，几分醇香，
这种少年时代难以接受的滋味，竟有些
让我留恋和沉迷。有些滋味，必须有了
一定的阅历后方可品尝，必须有了相当
的心境后才可享用。

“中年心事浓如酒。”中年人的饭
局，多半是白酒，它像极了中年人的生
活，看似透明纯净，实则五味杂陈，入
口时的辛辣，细品时的甘洌和醇香，是
喝着啤酒唱着歌的年纪体会不到的。酒
可助兴，亦可助哀。曾有一则新闻讲了
一个中年男人在酒后蹲在街头痛哭的
事，他一边哭一边诉说生活的压力和艰
难。那时，恐怕只有酒才能让他的情绪
有一个出口吧？记得曾经流行一时的一
句话：“哥喝的不是酒，是寂寞。”我想
大可以照着这个句式说下去，有时是忧
愁，有时是快乐。

酒于我们的生活很奇妙，高兴时
喝，忧愁时喝，办红白事要喝，平时三
五小友闲暇时要喝。醉酒的人让人厌
恶，也让人心疼。望着熟睡中的父亲，
纵横交错的皱纹布满脸庞，那里面一定
藏着生活的忧伤和心酸，那么，就让他
再醉一次吧！

人生滋味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记忆中，故乡如一团迷蒙的雾
在心灵深处挥之不去
灰褐色土坯房古旧的木窗
野草生长在老宅旁
随着炊烟升腾起伏的蛙鸣
还有屋梁上悬缀着的蜘蛛网
那是我日思夜想的故乡
抓把腥甜泥土在手上
无论漂泊在何方，都忘不了那味道

坑坑洼洼的小泥塘
有鱼虾在水底悠游
卷起裤管喝着大碗茶
悠闲坐在柳树下的老乡
影子在黄昏里渐细、渐长
谁在哼唱不知名的家乡小调
记录着久远的时光，在风中悠扬
日子在流淌，如一首宁静温婉的诗
这诗，没有音律和韵脚
却经故乡人口耳相传
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无法释怀的绝唱

故 乡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沙澧书院一角。 朱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