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滨洋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这是父亲生前最常教导我们的话。
1984年，父亲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到原郾

城县计划委员会矿产资源办参加工作。印象
中，从小在农村生活的他，平易近人，善交朋
友，黑黝黝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总爱穿军绿
色制服，戴着一顶大帽子。他的很多朋友是在
砖窑厂工作的农民，父亲总是亲切地和他们交
流，讲解《矿产资源法》，叮嘱他们一定要注
意安全。有一年除夕夜，母亲准备了年夜饭，
左等右等，父亲却一夜都没回家，直到第二天
早上，满脸疲惫的他才回来。原来，窑厂的一
个工人受伤了，父亲把他送到卫生所后，不放
心，一直守了他一夜。“大丈夫行事，当磊磊
落落，如日月皎然。”父亲用他的一生，身体
力行地诠释着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五年前，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姐姐，主动请
缨到农村一线任驻村第一书记。去村里的前一
天，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些话：“清清白白，
勤勤恳恳，不求光环，不求缤纷，只愿做棵禾
苗深深扎根。”刚入村的时候，村民们对姐姐
充满了质疑：一个刚毕业的小丫头，能安心在
农村工作吗？但姐姐下定决心，扎根基层，帮
助村民共奔小康。她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

间，做了许多好事。任期结束后，村民们不仅
改变了对姐姐的看法，还经常打电话问候她。
我想，这就是真诚的力量，姐姐坚守初心，换
来了民心。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我
们的平静生活，一夜之间，我们开始了居家隔
离的生活。许多人似乎还没来得及思考，千千
万万的医生、护士等就已经奔赴一线，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凝聚出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力量。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积极响应单位党支部号
召，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到，按照社区统一安排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对出入小区人员进行
登记、测量体温等，并建立了小区疫情防控微
信群，将小区居住人员纳入其中，及时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我与社区党员干部并肩作战，把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
任担当的试金石，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

这就是我的家和我的家人，每个人都扛起
了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品尝着属于自己的
磨难和成就。

父亲是因病突然离世的，他没来得及留
下任何嘱托。但回顾往昔，我就会感慨，他
的这些人生哲理，就是他留给子女最宝贵的
财富！

最宝贵的财富

■韩月琴
多年以前，我的愿望就是再要一个孩子，

总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要是有个做伴的，
遇事也好有个人商量商量。2015年底，国家放
开了二胎政策，我的这个愿望竟然在四十岁以
前实现了。自此，我们的三口之家名正言顺地
变成了四口之家。

二儿子的到来，给我们家平添了许多欢
乐，虽然他才三岁多，但是又机灵又乖巧，一
张小嘴总是说出各种各样充满童真的话语，常
常逗得我们一家人哈哈大笑。他记性很好，给
他读过的故事，他听过几遍之后，很快就能讲
出来；教他读过的古诗，也总能正确流利地背
出来。在家里，我做家务的时候，他不哭不闹
也不缠着我，自己玩玩具玩得不亦乐乎，嘴里
还念念有词，仿佛在自导自演着一出有趣的戏
剧。幼儿园老师发给我的一段话，让我每看一
遍都忍不住眉眼含笑：孩子在学校很乖，几乎
不需要老师操心，尤其是吃饭，每次都能吃两
大碗……

大儿子已经快16岁了，正读高二。他不但
性格随和，而且勤奋踏实，认真刻苦。在家
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带弟弟玩耍，陪我们
聊天。业余时间，他喜欢读书，不沉迷游戏。
在他的学习桌上，工工整整写着几行醒目的励
志语录：“仰望星空，贴地而行，全力以赴，
金榜题名”“不遗余力，不念过去，不畏将
来，不负当下”。他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有不
畏艰辛的毅力，有脚踏实地的行动，作为母
亲，我心里倍感安慰。所以，我和爱人全力以

赴地为他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想起自己的求学时光，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这个美好的时代。放下大的方面不说，单说蔬
菜、肉类、豆制品等各种食材，可以说应有尽
有，就连炊具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家
就有好几种不同功能的锅具，靠着它们，我每
天做的饭菜都可以不重样。每次，看到孩子们
吃饱喝足后，背上书包走向学校，我的嘴角总
会不由自主地漾起满足的微笑。

身为教师的我，走进校门，正式拉开一
天的工作帷幕。如今，教师授课比起以前省
了不少心力，学校给每位老师都配备有小型
扩音器，往胸前一戴，洪亮的声音立刻响彻
教室，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声嘶力竭地讲课
了。这还不算，教室里还安装有多媒体设
备，老师工作起来不仅得心应手，那图文并
茂的幻灯片还能紧紧吸引住孩子们求知若渴
的目光。

到了节假日，我们一家人会一边享受着美
食带来的乐趣，一边享受着悠闲的亲子时光。
记得去年，一位朋友看了我写的一篇有关家庭
生活的文章后，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孩子聪
明可爱，老公温和顾家，日子，还能怎样幸福
呢？

是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生活
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年代，我明白，幸福就藏在
每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里。早起吃一顿营养
丰盛的早餐，怀着责任心做好每一份工作，带
着微笑回到家人身边，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
腾，这，就是幸福的滋味。

幸福的滋味

■张建民
故乡的小桥
一次次出现在我梦里
静卧于村庄河流上，每日每夜
无论世间上演多少悲欢离合
它始终坚守初心，与世无争
无数人从村里走出
无数人从外面回来
在桥上留下一串串
轻重急缓的脚步
数不清的流年故事
发生于四季轮回中
生动是牵着老牛过桥去田野
美丽是恋人在桥上缠绵悱恻
浪漫是奶奶在桥上痴痴守候
伤感是走过小桥去远方谋生
岁月，终让它铭刻成难忘的记忆

故乡的小桥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陈向锋
初冬的早晨，大地笼罩在一层淡淡的

雾色中，鸟儿梳理着羽毛，光秃的苦楝树
上，有喜鹊在寻找食物，白头翁也来凑热
闹，寻找了一阵，可能不符合口味，又飞
向远处的女贞树丛……

东方，朝阳冲开了云层，血红色的云
霞映射在河水里，波光荡漾。铁路桥上一
列火车一晃驶过，车窗的灯光在速度的作
用下拉出一条光线，河面上，一艘小船浮
在水面，有渔民正在收网，经过一夜的张
网等待，即将收获。河水静静流淌，水面
氤氲着雾气，这景象缥缈朦胧，仿如仙境。

岸边的风景树上，色彩斑斓的霜叶被
风吹起，像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簌簌飘
落一地，我踩在落叶铺垫的路上，倾听着
叶子落地的沙沙声，随手拾起一片枫叶，
仔细端详，心中泛起了遐想：古代的诗人
们，看到这样的美景，不知要写出多少唯
美的诗句。大诗人杜牧看到了红枫林，忘
记了赶路，徘徊林间，灵光闪现，才写出
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不朽名句！王维看到红豆，采摘下来，
爱不释手，诗情翻滚，吟出了流传千古的
诗篇！

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大地，马路上车来
车往，行人熙熙攘攘，忙着去上班，开始
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沿着人行道向前
方走去……

初冬的早晨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午后，我喜欢敞着窗帘
倚在床头读几页书
窗台上的那株紫玄月，密密匝匝
月牙般的叶丛里
升起不少金黄灿烂的小小花朵
映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
那两扇玻璃窗，明显老了
每一阵风起
它们都碰到一起哐哐当当作响
细听来，倒有些像奔跑中的火车
我躺在这列温暖的初冬卧铺上
哐当哐当哐当……
昏昏沉沉的旅途里，岁月呼啸而过

小小的生活

楼下有家银行
叮叮当当装修好多天了
从楼上望下去
有工人开来载满建材的车
哐哐哐地卸下来
有工人把材料铺在地上
切割，一明一灭地电焊
有工人往房子里
抬着材料进进出出
开着几个小洞的方盒子里
一定更忙碌
各种劳作的声音
充斥着小院，飘上了高楼
有时，我会静静倚在窗台
俯视那一群熙熙攘攘来往的蚂蚁
楼下的银杏叶，时不时地飘落
突然觉得生活好小、好轻

初冬（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初冬的冷风中，枫树的顶端大都变得光

秃秃的，偶尔能看到枝杈上的残叶，像在坚
守生命的阵地。每多看一眼，我的内心都会
多一份思绪和感动。

自然是那样的奇妙。秋天这位妙手画
家，把那么多的绿叶涂成黄色，成为秋的主
色调。枫叶却会经风霜的浸染成为夺目的红
色，在秋的主色调中绚烂着、沉淀着。如果
说绿色是蓬勃的生长，黄色是自然规律下的
衰落，红色则是岁月的积淀。红色的枫叶像
一个历经沧桑而愈加强壮的生命，它已看惯
春风秋月，已浸润足够多的风雨，已经历无
数次孤独的生长，却没有准备在秋的萧瑟中
沉沦老去。它虽不能开出繁花，却能于秋霜
的侵袭中红于二月花，昭示出热烈的生命色
彩。

世界上没有形状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际遇和命运。同一棵
树上的枫叶，接受光照最多的叶子总是最先
变化，那是因为，它吸收了最多的太阳光芒
和能量。当积聚到一定量时，它就会被浸润
为红色。而长在最顶端的枫叶最先凋落。雨

来，它在最上面，依无可依；风来，它在最
高处，躲无可躲，像冲锋陷阵的士卒，它最
先阵亡。下面的红叶因为得到了些许的荫
庇，所以能更安全更长久的生长。但它也因
此要见证更冷的风霜，体味更艰辛的成长，
生命就是有这样的平衡法则，它不会让谁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

没有生命可以泅过岁月的河流，亘古不
老，它可以热情似火，也可以遍体寒色。现
在，树干和枝条泛着冷冷的银白色，预示着
将要到来的冬的单调和冰凉，所剩无几的残
叶已经没有了前些日子的火红，似被雨水浸
泡过，又被太阳漂白了一般，在这个昏暗的
阴雨天里，颜色淡了不少。不再有充溢饱满
的生命张力，只安静地等待着最后一阵风雨
的到来，让它在某个瞬间断开与枝干的最后
一丝联系，然后飘然而逝，拥抱大地。等它
脉络枯断后，和大地融为一体，在寒冬中做
一个漫长的梦，它会化为泥土，成为营养，
重新输送给给过它生命的树。春风醒来时，
它又可以重新跃上枝头，获得新生。

枫叶在风中，似在诉说着成长的故事，
等待着生命的轮回，期待着新生的明媚。

枫叶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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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邢俊霞
“鉴湖女侠”秋瑾，是我的童年记忆之

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事文字工作的父
亲，有不少藏书，秋瑾和她的故事，就是通过
小小的连环画，走进了我的心中。

印象中，那是个芬芳和煦的春日，我随手
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黑白连环画，薄薄的，透着
墨香。就这样，秋瑾靓丽的身姿潇洒地走进我
的心。随着纸页的翻动，我渐渐了解到，她是
民主革命家，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遭外强欺凌，国
权沦丧，女子地位更是低下。在此现状下，秋
瑾拒做贵妇，宁愿轰轰烈烈地为革命而死，也
不远碌碌无为的苟且偷生，她把生命慷慨地投
向自己的信仰。

秋瑾远渡去了日本，身在异乡，也不忘宣
讲女权主义和爱国道理，以手中的笔做武器，
主编《白话》月刊，提出“女学不兴，种族不
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还提倡男女平
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必事事仰
给男子”。

回国后，她以女红之身，乔装打扮，潜往
长沙，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凌云之志和满腔豪
情，联络光复会、洪江会，策划平礼起义事
宜，到长沙后住在朋友家里，行事不输须眉男
子，人称“秋伯伯”。由此，她的果敢、勇猛
可窥一斑。武装起义最终失败，她遭人告密而

被捕，临行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
笔、绝唱。

抚摸连环画，我的脑海里已无其他，四周
似已万籁俱寂。我不住地想：一个女子，一个
豪门贵妇，一个别家离子、跋涉在泥泞中的灵
魂，是什么让她如此？

年岁渐长之后，我顺着她的足迹去了上
海，到了绍兴，一路追至西湖的西泠湖畔，以
实物、手迹、照片、讲解员讲解等形式，了解
她壮美的一生。

我四处搜集她的文字，拜读她的诗文，细
细品味，从“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
烈”中，领略她巾帼英雄的风采，“金瓯已缺
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关山万里、层云
几重，也没有使她放慢革命的脚步。最让我震
撼的，是她在《警告姊妹们》中说：二万万的
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
胞，还依然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
出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
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
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擦
抹着……

和秋瑾忧民救国相比，我很是汗颜。但我
愿以秋瑾为楷模，爱党爱国，拿起笔去讴歌伟
大的祖国，在巍峨高耸、险峻挺拔、峰峦叠嶂
中发现山之美；在如瀑悬空、砰然万里中发现
水之妙；在晨曦的那一缕微光中、暮色的那一
抹晚霞中发现净之美。

不曾忘却的记忆

■本报记者 杨 光
11 月 26 日下午，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文

化广场上，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联合舞阳县人民
政府、舞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的“文化
传承 乡村振兴”特色帮扶活动在这里举行。
来自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授、教学名师、优
秀专业教师等文艺志愿者，与舞阳县的文艺工
作者一起，带来了十多个精彩纷呈的节目，吸
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其中，舞阳县文化馆

非遗传承中心、舞阳县乡村曲艺艺术团表演的
河南坠子《喜宴》赢得广泛赞誉。

《喜宴》是舞阳县退休干部闫献秋创作的
一个坠子剧。故事设定在豫中农村一个小镇的
一家酒店，农民梁富山为了面子，不惜借钱大
操大办儿子的婚宴，引来亲朋的不满。整部戏
曲虽然只有15分钟，但故事曲折，冲突不断，
高潮迭起，通过四位演员的精彩演出，将农村
婚丧嫁娶中的互相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等不良风气展现出来，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
唤起社会的反思和重视，从而倡导文明、健
康、科学的婚丧新风。

演出结束后，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
教授与演职人员一起，对《喜宴》进行深入研
讨，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
议，希望演职人员再加修改，力争把《喜宴》
打造成一部文艺精品。

河南坠子属于曲艺的一种，是全国四大曲
种之一，也是黄河岸边的百姓用自己的智慧创

造出的本土文化。作为河南代表性曲种的河南
坠子，流行于全国大多数省市，由“莺歌柳”
和“道情”结合形成，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分为东路、西路和北路等不同地域流派，在声
腔上各有特点。2006年，河南坠子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舞阳具有深厚的河南坠子基础，几乎人人
都会哼上几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舞阳县
创办了曲艺班，培养出了陈梅生（中国曲艺牡
丹表演奖获得者，省歌舞演艺集团国家一级演
员，河南坠子演员）、谷海涛 （知名小品演
员，省文化馆干部）、陈文玲 （省曲艺家协会
会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是集作曲、
导演、曲艺演员于一身的人才）、介雪芹
（省、市曲艺家协会会员，舞阳乡村曲艺艺术
团团长，是集编剧、作曲、表演于一身的人
才） 等一大批曲艺人才。2017年5月，河南坠
子代表性传承人陈梅生，在舞阳县建立了陈梅
生河南坠子传承基地。

把《喜宴》打造成文艺精品

《喜宴》剧本创作者闫献秋：这部戏的创
作灵感，源自于我在赴宴中看到的真实场景。
当时，办喜事的这家人并不富裕，但女方家里
有钱，婆家感觉不能在场面上示弱，为了面
子，就将婚礼大操大办，最终发生矛盾，导致
两家人不欢而散。现在农村虽然富裕了，但一
部分人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让喜宴成了人们的
负担。有感于此，我就想写一部戏，扭转一下
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揭露陋习，倡导文明新
风。整部戏从创作到排练，只有短短一个月时
间，演职人员都是舞阳乡村曲艺艺术团的演员
和戏曲爱好者。通过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
院专家和教授们的指点，大家学到了很多专业
知识。希望这次研讨后，演职人员抓紧时间改
进，力争让这部戏更加完美。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雷红薇：
舞阳是音乐之乡，有九千年的音乐文明，也有
深厚的戏曲文化基础。《喜宴》这部作品的剧
本写出来后，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的专
家教授一直都有参与。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部作品选题很好，创作者能够

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小见大，这
点做得很好。但一些内容还需要打磨，我们作
为帮扶单位，有责任让这部戏变得更好。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将《喜宴》打造成一部有艺术
性、接地气的好剧目，让这部作品走出去，成
为反映时代特色的文艺精品。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团
结：我是第一次看这部戏，刚才认真地看了一
遍，感觉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作为坠子剧，
时间上不能超过15分钟。整部剧的主题思想是
反对铺张浪费，勤俭节约，勤俭持家。在表演
中，演员一定要与现实进行碰撞，做到有根有
魂，这就需要进一步提炼主题，表达更加精
准，在结尾部分，要让观众有所思考。作为一
部短剧来说，演员们的表演和语言的运用要跳
出传统戏曲的套路，更加生活化，从而制造更
多的强弱对比，强化矛盾点，这是坠子剧最具
有特色的地方。在细节方面，每一个字、每一
个词、每一个音节，都需要仔细打磨，让调子
趋于合理。整部剧的配乐还不够娴熟，但这不
能着急，艺术作品的生产是有规律性的，每个

人各司其职，使最终的表演流畅、协调，从而
打造出一出好戏。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艺术实践部主
任吴建华：这部戏从创作开始，剧本作者就和
我进行过沟通，剧本至今已经修改了十几遍。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目前基本就是按照我们
预先设定的思路进行排练，已经在舞阳进行
过演出，且反响不错。一部戏受制于方方面
面，能够打磨成现在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
了。但要参赛的话还需要升华，立意、思想
性、艺术性，都需要进行提高。首先，演员
在台上的个性需要表达出来，从上场到下
场，人物的状态要准确，感情需要由内到外
的流露，每一个动作的尺度和分寸还需要进
一步把握，这决定着演出的效果。表演中，
尽量贴近生活，台词要精炼，没有用的话一定
要去掉，道白要清楚，表现出真实的生活。比
如二婶登台时说：“我不喝多还张不开嘴。”演
员要借助酒劲儿表达真实的想法，这就需要语
言和动作的配合，如何把握这种尺度和分寸，
需要仔细揣摩。

三年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和舞阳县
实行“校地对接”，开展文化扶贫。三年
来，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多次举办戏曲、曲
艺、音乐、舞蹈方面的培训班，还帮助舞
阳县创办了传统曲艺传习所，培养出一批
批优秀的艺术人才，深受好评。

河南坠子《喜宴》研讨会发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