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艺君
如果从空中俯瞰全长100多公里的

幸福渠，从渠首舞阳县太尉镇五虎庙村
向东迤逦而去，像一道银亮的飘带，萦
绕在沙澧母亲的衣襟上。这条在历史上
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人工长渠，穿越
60多年的沧桑岁月，一路浅吟低唱，灌
田地、润苍生，一缕缕动人的柔波带来
丰饶物产。灌区水系纵横、沃野万顷、
土地膏腴、林木繁茂，两岸小麦金黄、
菜蔬青青、鱼跃虾跳、稻米流香。清澈
的渠水淙淙流淌，蜿蜒进入漯河市区，
润绿了都市人亲水、乐水的梦想，流淌
着属于新时代的幸福和吉祥。

素有“水旱码头”之称的漯河因水
而兴，沙澧河贯穿全境，孕育了璀璨的
文化、淳厚的民风。两河在市区交汇，
穿城而过。依河而建的沙澧河风景区铺
展出一轴现代水乡的风情长卷。从2019
年起，漯河开始对幸福渠市区段进行修
复改造。2020年“五一”节，幸福渠市
区段生态水系正式通水，在沙北区域形
成了又一条碧水拥翠、鸥鹭齐飞的生态
水廊。

幸福渠在单位门前流过，而我家在
沙澧河畔。下班后，我习惯沿幸福渠一
路向西，踏着城市温润的叶脉步行回
家。我的足迹串起幸福渠和沙澧河，每
一步都溅起无尽绿意。

落日熔金，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
渠水碧波荡漾，像绿色玉带闪耀着温润
的光泽。逐水而行，石阶清凉，波光潋
滟，水鸟翩跹。别致的凉亭、木质的栈
道、奇特的景观石镀着一层金色阳光。
睡莲摊开粉红的手掌，石榴吐着迷人的
艳红，美人蕉扬起漂亮的裙裾。鱼群自
在游弋，渠底的水草都有丰美的方向。
菖蒲、芦苇、水柳等繁茂的水生植物各
具风姿，它们的倒影加深了渠水的浓绿。

不知不觉来到太行山路东侧的文字
园里，孩子们在镌刻着字圣许慎所著
《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的巨大简牍石雕
下认读，稚气的笑声被风传扬得很远。
渠水悠长，像一条晶莹珠链串起文字
园、福园、商桥印象、桃李园、幸福
湖、淞江湖、五里庙水街等极富特色的
景观。渠水穿过的每个路口都有雕刻着

精美纹饰的仿古景观桥。这些桥仿小商
桥、高桥等历史悠久的漯河古桥而建，
隋风汉韵里，历史遗存与现代气息交
织，展现着漯河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
蕴，散发着滨水文化多姿多彩的浪漫气
质。

幸福渠南边就是车水马龙的淞江
路，路边的柳树、木樨树、枇杷树、桂
花树、红枫等绿化树阻隔了尘世的喧
嚣，满足了沙北群众依水而居的诗意生
活梦想。“幸福渠如今成了我家的后花
园。出门三五十米，即可漫步花园。流
连于亭台水榭间，我和幸福渠相看两不
厌。闭目呼吸，浅浅淡淡的花香入鼻，
那是幸福的味道吧？”市民杨晓曦在《幸
福渠边的幸福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渠水之上，白云悠悠，天空蓝得如
此高远。如今这一方水域已成为荫庇人
们的精神家园。幸福乐道上牵手散步的
夫妻，脸上写满爱和温情；草坪上打太
极的老人剑梢闪亮，划过悠闲的晚年时
光；嬉水的少男少女笑容甜美，手臂扬
起晶莹的水花；一名红衣飘飘的女子正
在渠畔直播：“各位朋友，我的坐标在漯
河 。 我 身 后 就 是 风 光 旖 旎 的 幸 福
渠……”这美丽动人的场景，缤纷了远
近的大厦、霓虹、广场；平凡的生活，
沐水气、融水色，被浸染得七彩斑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幸福渠市区段嵩山路口一块巨大

的景观石上，书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拨开历史的烟
尘，依稀可见60多年前人民群众开沟挖
渠、引流灌溉，为幸福生活的梦想而努
力奋斗的身影。

幸福渠始建于1958年。据有关资料
记载，郾城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汛期
则“洪水泛滥、内涝若湖”，干旱则“沟
河断流、焦禾遍野”。治世之道，其枢在
水。水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经济发
展的命脉。当时的郾城县委、县政府带
领全县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群众性治水热
潮。1958年5月17日，五虎庙灌区农田
水利工程正式开工，先后出动民工9万
余人，历时数月。1959年3月灌区主体
工程基本完成。1959年3月28日的《郾
城报》报道了幸福渠开闸放水的盛况：

“我县引沙河水灌溉的幸福渠已经竣工，
并开闸放水，渠首闸进水量为每秒2885
立方米。放水当天，灌区男女老幼欢天
喜地，燃放鞭炮庆贺。”透过发黄的纸
页，我仿佛看到，渠水奔涌向前并溅起
雪白的浪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
快的秧歌队伍挥舞着红绸，手捧清澈渠
水的人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渠水
最初流淌的那一瞬间，一定是人们最幸
福的时刻。

那是一段崇尚理想、激情迸发的岁
月。在物资极端匮乏、施工工具极其简
陋的情况下，父子夫妻齐上阵，锹挖肩
抬，风餐露宿，不计报酬，加班加点，
克服重重困难，才建成这条通向幸福的
自流灌溉水渠。据1959年4月1日《郾
城报》报道：“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民
工、干部战胜了零下10℃的寒冷，完成
了干、支、斗渠 20 余条，长达 95 公
里，开挖土方260万余立方米，为沙北
人民20万亩土地栽下了幸福根。”

当年曾经参与幸福渠修建的姑娘、
小伙儿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那时候大
家吃不饱穿不暖，但每天精神抖擞，仿
佛有使不完的力气，靠着肩挑背驮手
提，建成幸福渠，引来幸福水。”今年
82岁的郾城区城关街道居民孟令霞回忆
起当年火热的建设场景，依然难掩激动
的心情。

幸福渠是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丰
碑。幸福渠通水后，灌区不少乡村都种
起了水稻。后来幸福渠又经过两次改
建、扩建，在农田灌溉、蓄水、泄洪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86年后，相关
部门又进行了系统的高标准、示范片工
程配套，幸福渠水系日臻完善，灌、
排、补相结合，保灌面积达13.5万亩。

“我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幸福渠的水很多很清澈。下地
帮助大人干活时，渴了就喝幸福渠里的
水。当时幸福渠里鱼很多，我们经常到
渠里摸鱼。”舞阳县太尉镇五虎庙村村民
朱振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岁月嬗递，时光荏苒。随着城市的
发展，幸福渠部分区段失去了原有功
能，逐渐废弃。近年来，漯河市委、市

政府科学决策，加快打造河畅、水清、
地绿、景美的中原生态水城。在幸福渠
生态水系连通工程建设中，成千上万的
建设者战严寒、斗酷暑，挥洒汗水智
慧，延续了为美好生活而艰苦奋斗、团
结奋进的精神基因，使幸福渠重新焕发
了生机和活力。生态漯河，在水声中葱
茏、崛起。

“春到沙澧，幸福渠，花红天蓝水
碧。玉带缓流，随景移，惹得燕鸣莺
啼。柳暗花明，蝶恋蜂迷，处处显生
机……”这首名为《幸福渠》的词是一个
名叫李泉浩的工程建设者创作的。他说，
一年多的建设工作很辛苦也很忙碌，但看
到蓝图一天天变成现实，听到市民你一言
我一语的赞美，就感到分外幸福。

一渠幸福水，流到新时代。
我曾沿着幸福渠骑行。一路上，农

民正从幸福渠里抽水浇地，渠水源源不
断地滋润着农田。沿途乡镇立足水源优
势布局特色种植和现代农业。幸福渠龙
城镇段遍植桃花，每到阳春三月，这里
就呈现万亩桃花红、十里笑春风的美
景，吸引了众多游客。郾城区新店镇尧
河庙村的稻虾混养生态循环农业除了旅
游观光，更是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沿幸福渠两岸，紫藤长廊、民宿客栈、
农家乐、水上漂流、水上乐园、农耕文
化体验园等一批乡村旅游项目正在打造
中，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在这片土地上
徐徐展开。

夜幕降临之时，深邃的渠水漫融万
家灯火，疑是银河落人间。水声灯影，
万千流萤，灿若幽浮，幻若愿景。那一
团团灯火，在渠水里沉落为朦胧的花
朵，渲染出童话般的意境；那闪闪的波
光，勾勒出层层叠叠树木的姿态、道道
桥涵的轮廓、片片楼群的剪影。城市夜
色被水的魔术之手变幻着，让你恍若置
身人间天堂。

幸福像渠水那样奔涌，产生磅礴的
力量。横贯沙澧大地的这条人工长渠承
载着历史、见证着梦想、昭示着未来。
幸福渠畔的壮丽诗篇，正被一代代勤劳
勇敢的漯河人民续写。愿所有逆风奔
跑、追寻幸福的人们都得偿所愿、梦想
成真！

一渠幸福水 流到新时代 诗风 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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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漫笔

挚爱 亲情

别样 情怀

■李姗姗
“冬至到，饺

子俏。”又到了一
年一度冬至，我看着发黄的
旧照片，记忆的闸门瞬间打

开。
小时候就经常听奶奶说冬至大如

年。因为那时家里很穷，一年到头难
得吃上一顿饺子，所以我特别期盼冬
至这一天。“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
耳朵没人管。”奶奶对我说。我就摸
着自己的耳朵大声说：“奶奶，我可
不想掉耳朵啊。”奶奶笑呵呵地对我
说：“等你吃了奶奶包的饺子就不会
掉耳朵啦！”听了奶奶的话，我就立
即蹦跳起来，高兴得不得了。

冬至前镇上都会有大集，奶奶会
起个大早，带着我到集市上买肉、
菜、作料等。待所需的一切物品买回
家后，奶奶就开始和面、拌馅儿、包
饺子了。奶奶在厨房里要忙活好一阵
子，把肉剁碎，又把姜、葱切碎，和
上一些调料拌好馅儿。饺子馅儿香香
的，诱人得很，令人垂涎欲滴。奶奶
擀饺子皮擀得又圆又快，包的饺子小

巧好看，还有花边儿，简直就是艺术
品。我也会试着擀饺子皮和包饺子，
可包的饺子不是躺在那儿立不起来，
就是饺子皮张着像开口笑。奶奶笑着
说，这样的饺子下到锅里会烂成糊糊
的。奶奶教我擀时用力要均匀，放馅
儿时要放得适当，捏边儿要捏紧捏
好。我和奶奶在堂屋里有说有笑，开
心极了。

我只包了几个饺子就没有了耐
心，奶奶就让我去烧锅。水烧开了，
我就喊奶奶下饺子。而此时，奶奶就
会让我多加些柴火，用力拉风箱。奶
奶把饺子倒进锅里，我就使劲地拉风
箱。锅里的饺子不停地翻滚，奶奶拿
着汤勺不停地轻轻推搅着。水滚开几
次后，饺子就熟了。

每年冬至吃了奶奶包的饺子，我
的心里就分外暖，因为感受到了温
暖、快乐和幸福。许多年过去了，奶
奶早已故去，现在的生活条件比我小
的时候好了许多，吃饺子也不是什么
稀罕的事情，可是奶奶包的冬至饺子
至今令我记忆深刻，那种美味令我回
味无穷，那种温情令我怀念至今。

奶奶包的饺子■马 俊
冬至的夜晚，寒冷的冬夜如果不做

点什么事，感觉实在难熬。小时候，我
们家的人每年冬至都要凑在一起，围炉
夜话。大家围着一只偌大的炉火，一边
聊天一边在炉火上烤食各种美味，就跟
除夕夜守岁一样，特别温馨。

一大家子人凑齐了，我们把祖父和
祖母围在中间，众星捧月一般。他们离
炉火最近，小孩子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
去。在祖父看来，一种好品格才算得上
是家风。祖父总是教育我们，遇事保持
乐观，心愿总有一天会达成。“乐观”
这个词祖父不常说，但他的话分明就是
在教我们乐观。

冬至夜话主要是总结一年来的经验
教训，除夕守岁主要是展望美好的未
来。不知是祖父刻意让我们围绕不同的
话题来说，还是不经意这样做的，总之
冬至寒夜总结教训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父亲首先开口了：“今年我跑了一
趟东北，最后灰溜溜地回来了，一分钱
也没挣着。”父亲说完，叹了口气。祖
父朗声说道：“怎么能说灰溜溜呢？咱
出门、回家都是堂堂正正的，没做成事
也不能丧气，更不能丢了志气。没挣着
钱不要紧，挣到了经验、挣到了教

训！”父亲听了这
话 来 了 精 神 ， 说 ：

“ 爸 ， 你 这 话 说 对
了！现在我心里有底了，
明天我还打算再出去，不
信挣不到钱！”祖父是这场冬至
夜话的主导者，把控着大家谈
论的话题，也把控着谈话的基调，几句
话就把父亲说得斗志昂扬。

大家的交流欲望高涨，气氛热闹起
来，聊天兴致也被激发出来，纷纷开始

“往事大回顾”，讲起那些年经历的种种不
易。祖父看大家说得起劲，微微笑了。最
后，祖父总结发言：“人这辈子就这么回
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遇上事了，就
使劲儿扛着。就像今天的冬至夜一样，虽
然是最长最黑的一天，但慢慢熬，熬着熬
着就熬到了天亮。天亮了，白天就一天比
一天长，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咱也一
样，遇到啥事都不要灰心，日子总会越来
越好的。”

祖父的话，总结起来就两个字：乐
观。他借冬至夜的特点给我们讲“寒夜尽
头是光明”的道理。年年冬至，岁岁夜
话，让我们家的人牢牢记住了遇事乐观的
道理。遇到难事，我们会怀着对光明的憧
憬迎接新的黎明。这一家风代代传承。

围炉夜话

■马亚伟
那年我上初三，功课很紧张。我

想放松一下，晚自习时就逃课去看电
影。结果被老师发现通知了家长。父
亲冲我吼，还使劲拍桌子。看着他满
脸通红的样子，我扭头就走。从此，
我叫不出“爸”了。每次和他说话，
就直接说事。有时他背着身没听见，
我就绕到他前面，低着头对他说要买
书了、要交钱了等。

那年冬至，刚下过雪，天冷得出
奇。下课时我们都捂着耳朵跺起了
脚。有个同学说：“今天冬至，我妈
说冬至吃了饺子就不冻耳朵了。”大
家想起家里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
不觉咽起了口水。回到宿舍，我正准
备去食堂打饭，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
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
父亲。只见他推着自行车，一步步朝
我走来。父亲的眉毛、头发上都是冷
气凝成的白霜，显得很沧桑，自行车

的后座上竟然带着一只小
木箱。那只小木箱是

母亲夏天时卖冰
棍用的，里面有
好几层棉垫。

我 惊
奇地看着
父亲，不

知道他要干什么。父亲把车子放好，
打开木箱，竟然变戏法一样端出一盆
饺子。他把饺子端进宿舍，招呼我和
同学来吃。满满一盆饺子，还冒着热
气。父亲眉开眼笑地说：“饺子还热
着呢，盖了好几层棉垫！这还是我想
出的办法呢。”同学们都夸父亲有办
法。

饺子是母亲包的，大家吃着饺
子，都说尝到了家的味道。父亲一直
在旁边看着我们吃。一个同学说：

“叔叔，你也吃。”父亲说：“你们吃
吧！我回家再吃。冬至的饺子是一定
要吃的。”

这一路上，父亲是怎样带着饺子
小心翼翼地来到学校的？学校离我家
有八九里路，路上的雪还没有化，这
一路上一定很艰难。想到这里，我开
口说：“爸……路上，不好走吧？”这
是 我 这 么 久 以 来 第 一 次 叫 出 了

“爸”。父亲高兴地说：“没事，好
走，好走！”父亲为女儿做了点事，
让女儿开心了，他自己也开心得像个
孩子。这就是父亲，不管孩子如何对
他，他都一如既往地爱着孩子。

父亲带着那只木箱离开了学校。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眼泪瞬间涌出。
父亲的木箱里放的何止是饺子，那都
是满满的父爱啊！

饺子里的父爱
■王 卉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听着孩子们用稚嫩的童音一遍
遍地诵读着《数九歌》，我知道，一年
里最寒冷的日子就要来了。我家冬至的

“暖心课”也将再次精彩上演。
“冬至吃饺子不冻耳。”这是母亲每

年冬至都要念叨给我们听的一句话。所
以，我家每年的冬至饺子是必不可少
的。饺子年年吃，但馅儿可是年年换花
样——萝卜馅儿、白菜馅儿、韭菜鸡蛋
馅儿、香菇木耳馅儿和各种肉馅儿……
尤其是去年，我还包了蒜苗木耳鸡蛋馅
儿的饺子。吃着自家水培的绿油油的蒜
苗，那种一家人品尝劳动果实的欢乐与
暖心是无可比拟的。

冬至这天，我家除了吃美食还有一
件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画《梅花九九
消寒图》。那年冬至，我邀女儿一起画
梅花图。擅长画画的女儿很快就勾勒好
梅花树的枝干，一树梅花从纸的左下方
旁逸斜出。枝干上寥寥几笔，九朵梅花
的轮廓就绽放在了树枝上。这时，我拦
住正要给花瓣润色的女儿，告诉她：

“不要着急。从冬至这天开始，坚持打
卡，每天根据天气的好坏你可以决定用
什么颜色来润色一瓣花。一朵花九个花

瓣涂完就过了一九，等什么时候九朵
梅花全部润色完成，就到了九九艳阳
天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
你‘种’的梅花了。”女儿开心地答应
了。就这样，那幅梅花图在数九寒天里
陪伴着女儿，不仅让女儿度过了一个温
暖而充满希冀的冬季，还让她养成了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好习惯。此后，每
年冬至这天，我们一家人都会郑重

“种”下梅花树，待到春暖花开时比比
谁的梅花更漂亮。

除此之外，我家冬至“暖心课”每
年都会推陈出新。有时，我会送些保暖
的小礼物给老人、爱人和孩子，告诉他
们：“冬至了，别冻着。”有时，我们一
家人会来个冬至一日自驾游，在这个一
年里最短的白天开心地周边游，然后在
一年里最长的夜晚香甜地入眠。有时，
我们一家人会宅家“冬藏”，各自拿出
喜爱的书籍汲取精神养料，让心灵开始
一段美妙的旅行，让书香温暖
冬天……

冬至“暖心课”让我家平
淡的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让亲情在
暖心互动中变得更
加温馨和谐。

冬至“暖心课”
■李群涛
三年前调入纪检监察机关时，

我在内心许下一个愿望：挖掘、整
理临颍的廉政文化遗产，传承、赓
续临颍的廉政文化基因，讲述、传
播临颍的廉政文化故事。其间，明
朝都察院左都御史杜柟(通“楠”)
走进了我的视线，但翻遍手头仅存
的文字资料，记载他的文字寥若晨
星。于是，寻找杜柟就成为我这三
年来乐此不疲的事情。

第一次寻找杜柟是在2019年
夏日的一个周末。我骑车直奔县城
东南方向，在距离县城 15 公里
处，也是临颍、郾城、西华交界处
的陈庄乡研岗村，突兀出一处丈余
高低的土岗。土岗西北隅，一座六
棱柱形砖塔拔地而起，塔身基座有
一行金色楷体，上书“文峰塔”。
据说，这是杜柟少年读书和告老还
乡所居住的地方。土岗东边被1米
多高的蓝砖围挡，一米宽的青石台
阶直通大门。拾阶而上，一溜带有
廊檐的五间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
上方一块黑色匾额，“古塔寺”三
个大字镶嵌其中。环视院落周边，
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只有地面上
大小不一、残缺不全的石碑还在无
声诉说着千年沧桑。久久凝视院落
中间矗立的“文峰寺碑文”，绞尽
脑汁也无法把眼前落败情景与杜柟
笔下的“临颍八景之一研岗胜概”
联系在一起。抬眼望，几棵苍松翠
柏在烈日炙烤下显得无精打采，拼
命叫着的知了给这个千年之前的胜
景增添了几分生机。研岗村子不
大，两条街道一眼能够看到头，除
了偶尔几个行人匆匆而过外，再难
找到可以攀谈闲聊的人。寻找杜柟
的念头由此打消，我只得怅然离去。

第二次寻找杜柟是在2020年
秋天。丰收的季节让研岗街上热闹
了许多。依然是这座仿古塔、依然
是这座仿古寺、依然是这座千年
岗，偶遇一位陈姓老者，攀谈之
中，我对杜柟的印象逐渐清晰起
来。杜柟，字子才 （生卒年不
详），临颍县陈庄乡研岗村人。明
正德十五年 （1520年） 参加科举
考试，与其弟弟杜桐系同榜进士。
杜柟文学成就很高，他著写的《研
岗集》共计十二卷，现存三卷。带
着对古代同行的崇拜和仰慕，我提
出能否看看杜柟家族陵墓。陈大爷
摇摇头：“不要说陵墓，这个村连
杜姓都没有了。听老一辈人说，过
去村内有个大坑，曾经是杜家的墓
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迁走了，只
剩下一座荒废的大坑。”根据陈大
爷的指引，来到他说的那处大坑，
这里已被周边农户侍弄得连断砖残
瓦都找寻不到。我呆呆地看着这处
荒坑，目光似乎要穿透500多年的

时空，从一草一木找寻杜柟的点点
信息。但荒坑周边黄叶飘飞、秋风
瑟瑟，没有杜柟留下的任何踪迹。
沮丧之余仍坚信自己的直觉，留下
那么多文集、留下那么多故事、留
下那么多传说的杜柟，绝不会毫无
痕迹地消失。

第三次寻找杜柟是2020年冬
天。距离县城西北15公里的繁城
回族镇，与陈庄研岗对角30公里
外同样有一处突兀而起的土岗，这
个土岗就是见证汉魏政权交替的重
要遗址——受禅台。站在土岗上，
同样的杂草丛生、同样的满目荒
凉，却分明感受到杜柟就在附近。
500多年前，杜柟就是站在这个地
方写出了千古流传的 《受禅台
赋》。“陟崇台以伫立兮，忽忳悒而
徘徊；值秋气之萧森兮，动宋玉之
悲怀……听啼鸟于丹树兮，亦若痛
汉而呜喑。”当地陪同的朋友问我
所吟出自何处。我简要介绍后，他
告诉我，附近有个村庄叫大杜，民
风淳厚、家风严谨，不知与这位杜
柟是否有关系。那一刻，寻找杜柟
两年而无果的我紧紧抱住朋友的肩
膀，有些哽咽地追问：“真的？真
的吗？在哪儿？”朋友笑我有些过
于执着，但承诺一定抽时间带我专
题考察验证。因为天色已晚，不宜
再到大杜村探访，但我对这位曾经
的监察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杜
柟没有凭空消失，他一定还在某个
角落滋养着这片沃土。

第四次寻找杜柟是在2021年
秋天。走进距离县城16公里的繁
城镇大杜村，村庄看起来很现代化
——笔直的街道、整洁的村貌，没
有任何古建筑、古陵墓、古遗址，
让我的心情很是低落。恍惚间，耳
畔传来抑扬顿挫之声。循声而觅，
只见路边小广场内，三个七八岁左
右的孩童边跳皮筋边背诵：“颍河
潺潺，有我杜氏；敬怀先祖，孝顺
父母；耕读传家，培植心田；做事
有道，为人有德……”我紧追几
步，问其中一个孩子刚才背诵的文
章出自何处，一个孩子告诉我，这
是《杜氏家训》。据说是老祖宗杜
柟传诵下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
如获至宝，找寻了三年多的杜柟，
终于触摸到了他的一丝气息。赶紧
托人找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请教，
终于找到杜柟叶落归根的地方。据
老人家讲，杜柟写完《受禅台赋》
后，对颍河风景情有独钟，就搬迁
至此居住，其弟杜桐也随兄迁移至
附近。从此，这个村就叫大杜村，
其弟居住的村叫小杜庄。

老人的述说是对先祖们的思
念，是对先祖遗风传承的方式；我
却在寻找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
和家风的力量。

寻找杜柟

■宋离波
说起故乡，我总会想起矮矮的屋檐
想起摇摇晃晃的炊烟
想起父亲低垂下的脊梁
半生的蹉跎，在一声乡音中坍塌
一声叮咛，让我梦回沙澧河
迷茫中的心跳
在一地踌躇中唏嘘
月光落在田埂上
洒落一地的白
白得纯粹，白得驼背

白色蝴蝶

那夜，风吹落发梢的虔诚
雪花如白色的蝴蝶飞落
母亲跺着脚
摇曳在昏黄的灯影里
那一刹那，我依然记得皲裂的唇
还有捂在怀里的茶叶蛋
多年以后，母亲化作了白色蝴蝶
飞舞在一场场有雪的梦里

说起（外一首）

■苦 丁
读吧！你就耐心地读吧
读出自己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读出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
痛也罢、乐也罢
你就应该坐下来
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读出眼泪，读出心花怒放
坚持读下去
读下去，要疏漏
只会疏漏生活的某一页
若放弃不读，你就会错过
自己生活的全部

老井

村头的那口老井
很深
用乳汁般的清泉
养活一代又一代我的乡亲

喝过清泉的人
不管走出村的，还是留下的
都把自己的根扎进了井底
从此，这口老井
再也没有干涸过

楝树

花开粉紫色的小朵
看起来也显得几分寒酸
结下皮包骨头的果
若是把苦与你联在一起
要隐忍的苦，到底有多苦
苦起来让人心颤
让人冲苍天大喊一声
也叫不出声
是苦让你们连在一起的
由苦生出一身傲骨
聚成簇、抱成团
顽强地对抗着西北风

阅读生活（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