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韵沙澧》 文艺副
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
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
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
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
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
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
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
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
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
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
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
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
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
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
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我的家国情怀，深受奶奶的影

响。奶奶文化水平不高，却是个极
明事理、德高望重的大女人，主持
着一个十几口人和几十个徒弟的木
工之家。村子里在外面工作的人，
休假回家都喜欢找奶奶聊天，奶奶
从他们嘴里了解外面的世界及国家
的形势，他们从奶奶嘴里了解村子
里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

奶奶是 1975 年春天去世的。
那一年我六岁，记忆还有些模糊，
但奶奶临终前的晚上，嘱咐后辈们
的话让懵懵懂懂的我终生难忘。

那天晚上，快不行了的奶奶，
把她的子孙都叫到 床 前 交 代 后
事。我是她唯一的孙女，从小就
对我疼爱有加，我也喜欢听奶奶
说话。生性胆小的我，虽恐惧死
亡，但依然壮着胆子，坐在奄奄
一息的奶奶身旁。奶奶思维清晰
地交代了她的儿孙们几件事。首
要的一件，就是叮嘱我们无论何
时都要听国家的话，不给国家找
麻烦，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坦荡
做人，多帮助乡里乡亲。当时，
我还不知道啥是国家。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渐渐地了解了国家、领
袖、英雄、人民这些概念，家国情
怀就此在心中扎下了根。

奶奶走后那年八月，洪水来
了。我们一家人听从指挥，及时撤
离村庄，顺着沙河河堤奔往马湾管
理所。一夜的恐慌后，终于熬到
了黎明。早上雨停了，但吃饭又
成了问题，特别是孩子们，早已
饥肠辘辘，坐卧不安。我跑出屋
门，映入眼帘的，是管理所庞大
的院子里来了许多解放军，绿色
的军装，像春天移动的绿植，顿
时给院子增添了生机。院子中间
有一口很大的地锅，锅里煮熟的
白米饭的香气飘散整个院子，小
孩子们吞咽着口水，眼巴巴地望
着。一位解放军叔叔笑呵呵地高
声喊道：“孩子们，都拿碗盛米
饭……”当时，哪里有碗？大家就
拿着挖掉瓤的西瓜皮一哄而上，一
大锅米饭瞬间被一分而空。当我把
米饭端到父亲面前炫耀时，满嘴火
泡的父亲愤怒地把我骂了一顿：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来救咱们命的，你们把饭分
吃了，他们吃什么？”我不懂父亲
的话，委屈得跑到角落里难过去
了。此时，我看到几个解放军蹲在
不远处的墙边，正啃着瓤还发白的
西瓜，我委屈的泪水瞬间化作感动
的热泪奔涌而出。

半个月后，村民搬回村庄，水

源却被污染，粮食也发了霉，很多
人都生了病。国家派来的解放军医
疗队驻扎在护庄堤的东头，我总带
着弟弟们不由自主地跑到医疗队的
帐篷边玩，还趴在门口鼓足劲叫一
声叔叔后，马上藏起来。没几天，
我也生病了，母亲带我去打针，我
哭着死活不肯进去。一位解放军叔
叔笑眯眯地说：“这个小姑娘我认
得。”然后从里间拿出一个又大又
红的苹果放到我手里。我病好后，
父亲说：“解放军是国家的英雄，
爱国家就要爱英雄，爱英雄就是爱
国家。”

那一年，我经历了生离死别和
大灾大难，但也收获了更多的温暖
与感动。

长大后，我最喜欢听革命故
事，看军旅题材的书和影视作品，
故事里出生入死的英雄人物，时刻
鞭策着我的灵魂。记得印象最深刻
的一部电影是《红岩》，剧中的江
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让我震
撼。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渣滓
洞里受尽折磨却不屈不挠，一直坚
守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信念，在刑场上不忘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他们也是人，也是
父母生养，但他们忘我的爱国精
神，深深地刺激着我的心灵。记得

看过《红岩》后的那天夜里，我做
了梦，梦到自己成了江姐，在和敌
人周旋……醒后，我心里既高兴又
失落，虽然自己很平凡，没有为国
做过什么大的贡献，但爱国情怀一
直滋养着我的灵魂。

我们住着舒适的房屋，吃着美
味的食品，出行有飞机、高铁、游
轮，这岁月静好的日子，让我们深
感幸福，有什么理由不爱国？

我知道，这岁月静好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群人在用血肉之躯时刻
保护着我们，为我们撑起一片蓝
天。边疆战士在冰天雪地里站成永

恒，守护着我们的安全；玉树临风
的交警，从冬到秋站成铁骨铮铮的
雕像；科学家的刻苦钻研，英雄们
的用心守护，老师们的谆谆教导，
医护人员的无疆大爱，志愿者的默
默无闻……记得一位朋友在微信朋
友圈发过一则感言，说的是：爱国
不一定非得轰轰烈烈，做到遵纪守
法，孝敬父母，教育好孩子，在生
活中扶老帮幼，也是爱国。

是的，我心里有说不尽的家国
情怀，我会把这些情怀化成行动、
化成语言，传递给子孙后代，让爱
国精神源远流长。

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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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
我曾看过根据麦家作品

改编的电视剧 《风声》《风
雨》《解密》 等，就是没有
读过他的纸质书作品。开始
读 《人生海海》 这部小说
时，我感觉不像麦家的风
格，没有那种神秘、紧张的
氛围，伴着回忆的、探秘
的、无助的思绪，一步步带
领我们走向生活的秘境，走
向灵魂的彼岸。

这部书，沿着上校一生
的起起伏伏，由“我”来讲
述。在凯旋的时候，他被人
算计，回归故里，他无怨无
悔；在“文革”中被人批
斗，他无声无息，如果不是
那些人定要看他的隐私，
他是不会疯掉的。他是见
过大风大浪的人，上海滩
的五颜六色，战场上血雨
腥 风 ， 生 活 中 的 男 男 女
女，他什么没有见过？什么
没有经历过？

生活是个万花筒，你永
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变出什
么。人在巅峰时候，一呼百
应，人山人海；人在低谷时
候，就是一颗石子，一粒尘
埃。面对风雨飘摇的尘世，
好多好多的事情你无法选
择，只能是顺势而为；有时
候，人又像是一片落叶，被
风儿卷起又重重地甩下，风
儿不停，叶无归处。

书中有好多经典的句

子，有一句最让我难忘：世
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
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后还依然热爱生活。它让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懂
得的知识越多，会感觉自己
知道得越少。

其实，每个人都有精彩
的故事，只是我们无法讲
述，或者不敢讲述，不能讲
述。无法讲，就是表述能力
不足，无从下手；不敢讲，
就是对于生活的真相我们还
没有勇气表述；不能讲，好
多是他人的，或者亲人的隐
私，不能讲述。人们想知道
的东西，只有风知道；人们
不想知道的东西，你贴在他
脸上都没有用。

人生海海，一切都会过
去，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我
们依然热爱生活。

认清生活真相
依然热爱生活
——读麦家《人生海海》

■王明玉
《人生》 凝结着路遥对

生活的深刻思考，启迪了无
数读者。在痛苦与快乐夹杂
的人生里，有巨大的漩涡在
掣肘。但在这漩涡里，个人
的才华与机遇，足以与人生
的苦难抗衡，显示出了与命
运搏一把的可能。这就是农
民子弟高加林面对的人生。

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是个
心怀梦想的农村知识青年，
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他的
家乡高家村闭塞落后，村民
们大都是文盲，愚昧无知，
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改革开
放后，城市改革的步伐矫健
有力，越来越文明，对比之
下，高家村显得落后而孤
寂。一腔热血的高加林骨子
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
儿，想让村里人都过上好日
子，却遭遇重重阻挠与坎
坷，起起伏伏的经历让他努
力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

高加林是地道的农家子
弟，但他骨子里始终想跳出
农门，成为城里人。确实，
他相貌堂堂，谈吐文雅，文
质彬彬，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都不像农村人，更像是
城市青年。当民办教师的岗
位被关系户顶替后，高加林
如梦初醒，他突然发现自己
寒窗苦读十几年却无法像别
人那样洒脱，他不甘心更不
服输。

脱掉民办教师的外衣，
做回农民后，高加林每天只
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但他
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能重返
县城，能在图书馆里贪婪
地读书、能打篮球、能听
音乐，过城里人的生活。
生活是现实的，纵使内心
有百般不甘，为了生计，
他也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劝
告，挎着篮子去集市卖馒
头，甚至去县城公厕里去
淘大粪。即便如此，他仍
然不忘去县图书馆看书学
习，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充
电加油。去城里的公厕里
淘粪时，高加林被人看不
起，屡次被人羞辱，内心
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他：

“我非要到城里来不可。我

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
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

梦想就像星空一样，无
论他怎么拼命地跳跃，也永
远无法抵达。高加林的人生
大起大落，富有戏剧性，历
经艰辛后，他又回到高家
村。结局尽管不完美，可他
做了大胆的尝试，走出了属
于自己的那一步，他曾经为
梦想苦苦奋斗过、努力过。
高加林的坎坷人生，就是对
自身命运的抗争，是对梦想
的执着与奋斗。如果他没有
经历过失去巧珍最真挚的爱
情，没有经历过好高骛远选
择与黄亚萍相恋，没有经历
过卖馒头、淘大粪的不甘
心，没有经历过“走后门”
的春风得意到被揭发后的跌
入谷底……又怎能打磨掉身
上的棱角，减少狂热，增强
自我反省的能力呢？

奥 斯 特 洛 夫 斯 基 说 ：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
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
起美丽的浪花。”苦难就是
人生中的“岛屿”和“暗
礁”。对懦弱的人来说，苦
难能摧毁生活；对坚强的人
而言，苦难却能化为动力，
孕育希望。

心怀梦想的人，从不惧
怕命运的打击。世上没有绝
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
的人。路遥和他笔下的《人
生》，是我们前行路上的

“加油站”，薄薄的书中充满
了厚厚的人生智慧和哲理，
鼓励和指导着我们在人生的
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长。

化苦难为动力
——读路遥《人生》

■孔会侠
与包广杰老师相识，缘于文

学。2018年11月24日，应水韵沙
澧读书会相邀，我回到老家漯
河，在漯河日报社做了一次文学
讲座。当时，有位老师提了个相
当专业的问题：作家创作的重复
性。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互加
微信后，得知他叫包广杰，在市
二院检验科做副主任，是个热情
的文学爱好者。他笔耕不辍，常
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也蒙他高
抬，常将文章发来给我看，慢慢
地，交流就多了些，我对他和他
作品的了解，也就多了些。

我一直对边工作边写作的人

心怀敬意，尤其是一些县市工作
者，真是凭着强烈的文学感情和
严格的自律精神，才在时间的缝
隙里写出来一篇篇作品的。这种
持之以恒的精神委实不易。包广
杰就是这样的写作者，对文学有
发自肺腑的喜好，虽历多年的世
事繁忙也难以消减，反随年龄而
与日俱增起来。

有个喜好可以充实、丰盈和
愉悦生命，让中年以后的光阴平
静而生动，这大概算是岁月对生
命的恩赐吧！

包广杰人生经历可谓丰富，
创作过程可谓曲折。他出生在农
村，家里父母却是读书人 （学校
老师），这给了他最初的良好启
蒙。上学后，他的作文写得棒，
屡屡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全班朗
读，中考时语文成绩还是全县第
一，这些，为他种下了一颗文学
感情的种子。后来，考到信阳卫
校后，他积极参加文学社团，一
度很活跃。1989年，他的处女作
散文《窗外》在《漯河报》上发
表，这让他信心倍增。不久，另
一篇散文《童趣》在河北少儿出
版社主办的《儿童大世界》杂志
上发表。可惜，因工作忙碌和其
他种种原因，创作一度搁浅。近
几年，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生
活压力的逐步减轻，工作、事业
的相对稳定，颇感身心轻松的
他，重燃了文学的心火。种子，

原来还始终保存在那里，还执着
地等待着破土成长的时刻。

近几年来，包广杰的阅读和
创作，数量大、涉及题材广泛，
散文、评论、诗歌、小说、儿童
文学等均有作品。尽管，他称自
己“想两条腿走路，写身边的专
业故事和家庭，又不丢弃儿童文
学的储备和创作”；尽管，我也曾
认为“只有广博的阅读，才能格
物致知，写作者在没有形成自己
的风格之前，要敢于尝试不同题
材的创作”，但是，我还是从他的
作品里发现一个不由自主的倾向
性：与儿童有关的创作。这在他
的作品中，占据的分量较大。他
写有科普类童话《超级细菌的超
级杀手》《和谐相处才是自然界的
王道》《不再骄傲的白细胞》《新
冠肺炎病毒国王的一封信》 等。
还写有与孩子成长有关的诗歌

《放羊娃的开心事》《雪事》《五一
节的麦田》，散文《暑期读经记》

《千万别和孩子动粗》等，还有关
注中、小学生的中、短篇小说

《晚来天已雪》《三颗彩色小石
蛋》等。就他作品整体上的思想
深度还不够来说，这方面的创
作，应属他作品中的优秀部分
了，其中《猪家造房》《猪娃娃捡
球》在浙江少儿期刊总社主办的

《少年作家》杂志发表，显示了他
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才气和潜
力。

我个人很喜欢他将自己的专
业融进来的那几篇科普类童话，
对我这样的医学门外汉来讲，读
来既扫了医学知识的盲，又活泼
有趣。比如那篇《不再骄傲自大
的白细胞》，就是他为孩子们精心
打造的猪年礼物。这篇童话，以
小猪旺旺生病为线索，将红细胞
白细胞的生理常识普及其中，轻
松快乐的故事看完了，与身体有关
的必要知识也记到脑子里了，可谓
是两全其美了。这篇童话，语言
形象生动，有画面感，比如开始
那部分：白细胞生活在一片汪洋
大海里，不过这片汪洋大海是红
色的，和血液一样的颜色，其实
这片汪洋大海就是血液，平常就流
淌在我们身上大大小小的血管里。
他们生活在这里，就像鱼儿生活在
河水中、海洋里一样快活。

还有更有趣的，包广杰以检
验科医生的独特经验进行童话创
作，比如他兴致盎然地将我们相
对陌生的细胞、细菌等在显微镜
下的可爱样子呈现在了文本中，
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显
微镜下的细胞被医生们打扮得可
漂亮了——红细胞是粉红色的，
一张张圆盘状的笑脸很可爱；白
细胞则披着紫色的外衣，还装饰
着或黑色或金黄色的颗粒，显得
更加威风凛凛。然而小猪旺旺的
血液里，红细胞们个头瘦小，脸
色苍白，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白细胞们似乎也不再那么凶巴巴的
了，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最后，猪医生告诉小猪旺旺
和他的猪爸妈，小猪旺旺得的是
缺铁性贫血，生病的原因是偏食
引起的血液中的铁离子减少，铁
离子减少可以引起红细胞营养不
良，发育迟缓、个头瘦小。红细
胞可是给血液世界输送氧气和营
养物质的，他的作用可大了。

这样的作品，是有社会意义
的，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是有
益的引导和教育。

对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写作
的意义可能指向他人，但事实
上，并非如此，尤其是文学边缘
化的今天，社会的热点、人们的
聚焦早已不是这块领域了。写作
的意义，更大程度地回馈给了自
己，越是放在漫长的时间里看，
越会如此。写作一旦完成，就会
产生一种真切的、难以替代的精
神愉悦。写作过程的跋山涉水、
柳暗花明，能让灵魂得到无以替
代的丰足、安慰、寄托和洗礼，
能让平淡的生活多些意趣出来，
能让皱纹爬满的脸放出熠熠生辉
的神采。

跨过初写阶段的四处出击
后，下一个阶段就是找准一个
井，往深处开掘了。相比而言，
包广杰的写作算是较晚，但是，
他兴头正旺，我祝愿他早日找准
方向，越写越好！

挖一口文学的深井——读包广杰作品

■包广杰
外面北风怒号，天寒地冻。
老鼠一家整天躲在屋中不出

来。
他们一家共七口人，不，是

七口老鼠——鼠爸、鼠妈和他们
的五个鼠孩子。

这天，鼠爸在看书，鼠妈给
最小的鼠弟弟缝衣服。几个孩子
中，只有这个最小的鼠小弟最淘
气，最喜欢打打闹闹，爬高上
梯，经常不是裤裆弄叉了，就是
上衣挂破了。这不，几个鼠哥、
鼠姐在安安静静地做寒假作业，
鼠小弟却溜了出来，到厨房里找
东西吃。

他的脚步声，早就被鼠爸听
到了——鼠爸的听力是最好的。
他应该是刚刚咬开一根火腿肠，
火腿肠的香味一飘出，鼠妈就嗅
到了——鼠妈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鼠爸抖了抖胡须，悄声对鼠
妈说：亲爱的，我听到是谁跑到
厨房了？

鼠妈也柔声对鼠爸说：是
啊，亲爱的，我也闻到火腿肠的
香味了。

那一定是鼠小弟干的！他们
骨碌着小眼睛，异口同声地说。

唉！这个小家伙也太让人费
心了，吃过早饭才多大一会啊，
又找零食吃了！鼠妈叹了一口气。

是啊，该管管这个小家伙
了，上次零食吃太多，拉肚子，
还去了医院，他是好了伤疤忘了

疼！鼠爸放下手中的书，气哼哼
地说。

亲爱的，你管他，但不要打
他啊。鼠妈拉了拉鼠爸尖尖的爪
子央求道。

放心吧，亲爱的，我不打
他。鼠爸爽快地说，爱打孩子的
爸爸不是好爸爸。再说，谁家鼠
孩子不爱偷吃个零食呢，咱们只
要引导好就行了。

那就好，不过，外面天寒地
冻，又下起了大雪，我真担心孩
子们生病啊，特别是这个最小
的，上次化验扎针，他哭闹得像
杀他一样，几乎把医院的房顶掀
翻，几个医生护士都拉不住他。

未雨绸缪，让我想个好办
法，省得下次他看病时，还那样
闹腾。鼠爸骨碌碌转动着圆圆的
眼球说。

客厅的钟声刚响到第十下，
在各自房间学习的鼠孩子们便放
下书本，伸伸懒腰，陆陆续续地
来到客厅。鼠妈妈早已准备好他
们爱吃的零食，有香喷喷的小饼
干，有嘎嘣脆的炒花生，有甜蜜
蜜的大苹果，当然，还有诱人的
火腿肠。

鼠爸一边陪着孩子们吃东
西，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

话说天有不测风云，鼠有旦
夕祸福。鼠吃五谷杂粮，生个病
也算不上什么。到了医院首先要
化验，化验要扎针抽血，是有些
痛，但也不至于鬼哭狼嚎。

讲到这儿，鼠爸故意停顿了
一下，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孩子
们。谁说鼠目寸光？他的目光像
两支利箭从眼眶里飞射而出，在
他的扫视下，有两个小老鼠已经
不好意思得低下了头。原来，除
了鼠小弟之外，还有一个鼠小
妹，她扎针时，也怕得要命。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
事，你们就不会害怕了。讲之
前，我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
什么先要化验吗？

不知道！鼠小弟声音响亮，
抢先答道。鼠老二、鼠老三和鼠
小妹也都摇了摇头，也说不知道。

鼠老大边嚼口中的花生，边
站起来说：我知道，看病先化
验，是为了看看血液中的白细胞
是否升高，白细胞升高了，说明
病菌多了，要用杀死病菌的药，
否则，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就行了。

鼠爸满意地点了点头，心
说，毕竟是高年级的学生，也爱
看课外书，不错！鼠爸又说，谁
还知道？需要补充吗？

鼠老二想了想，说，好像以
前您给我讲过，化验血，可以知
道血液中的红细胞是否增加了或
是减少了，减少了就是贫血了。

鼠爸又满意地点了点头，鼠
老二记忆力不错，这是好几年
前，在给鼠老二看病的路上，自
己讲给他的。

爸爸，您给我们讲讲血液里
的故事吧！性急的鼠小弟催了，

鼠老三和鼠小妹也随声附和。
好吧，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血

细胞穿花衣的故事。
什么？血细胞穿衣服？还是

穿花衣？几个鼠孩子好奇地瞪大
了圆溜溜的小眼睛，认真地听鼠
爸讲故事。

不要小看化验时从你们指头
或者胳膊上抽的那些血，里面东
西可多了。如果把血液比喻成一
片海洋，那血细胞就是生活在里
面的海洋生物。血细胞主要有红
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三大家
族。红细胞家族人口众多。白细
胞人口最少，但个体最大，且种
类最多，又有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和嗜碱性粒细胞五个小部落。血
小板呢，人口不算少，但个头太
小，不起眼，平常显得如一盘散
沙……

血小板是干啥的？爱动脑筋
的鼠老二插了一嘴。

血小板嘛！鼠爸停顿了一
下，用鼠爪挠挠头，毕竟他只是
个教师，非医学专业。一会儿，
他想了想说：血小板就像会跑动
的沙土，平时在血液里如一盘散
沙，可是，当你身上有伤口时，
他们很快就跑过去，聚集在一
块，黏附在伤口血管处，像一道
道坚固的堤坝，挡住伤口继续出
血……

爸爸，我不想听什么血小板
了，我想听血细胞穿衣服。最小

的鼠小弟说，鼠小妹也晃了晃鼠
爸的腿，同样央求着。

血细胞三大家族种类繁多，
医生在显微镜下，不容易辨认，
于是，一个叫瑞特的科学家想了
个办法。他找来了伊红和美蓝两
种美女帅哥染料，他们婚后 （也
就是混合） 不久，又生了一个漂
亮女儿——天青。他们一家三
口，开了一间染衣坊。

检验科医生把病人的血液送
到了染衣坊，天生爱美的红细胞
把自己的衣裙染成了粉红色，可
漂亮了。至于血小板嘛……

鼠爸咳了一声，口有些干，
机灵的鼠小三赶忙把一杯果汁递
了过去。鼠爸喝了几口，接着讲
道：血小板们性格一向低调，他
们选择紫褐色的衣服，一如褐色
的沙尘，悄无声息地散落在美丽
的 红 细 胞 和 威 武 的 白 细 胞 脚
下……

鼠小弟不怕扎针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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