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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不仅仅是条分界线
提起鸿沟，估计大家都会知

道位于今河南省荥阳市广武山，
楚汉相争时是两军对峙的临时分
界线，比喻界线分明,如不可逾越
的鸿沟，恐怕再无别的解释可
言。其实不然，鸿沟不仅做过楚
汉两军的对峙分界线，而且是早
在战国时期就修建完成的一条古
运河，起到沟通黄河和淮河水运
的重要作用。而且，鸿沟还是郑
州第二大河贾鲁河的前身，是一
条历史悠久殊荣满册的运河！

有没有吓一跳？反正我是被
吓到了。

10年前的一个艳阳天，当我
站在广武山上，眯着眼看着横亘
在汉霸两城之间的那条干涸的深
沟，除了对当年发生在此令人震
撼的楚汉之争，发出些感叹感慨
之外，根本没有想到这条野草丛
生野兔出没的深沟野壑，还拥有
这么深厚的历史渊源，具有那么
多丰富的历史承载。如果鸿沟是
贾鲁河前身的记载成立，那么我
们身边那条其貌不扬，将要淡出
我们视线的贾鲁河，竟然拥有
2360多年的高龄。

拨开岁月的沧桑，吹散时光
的迷雾，让我们一步步走进那条
曾经无比辉煌的长河之中，顺便
将这条以天堑著称、以不可逾越
为标尺的鸿沟，理出个头绪来。

公元前 361 年，魏国魏惠王
为了摆脱秦赵韩三国的包围，决
定从原都城安邑（山西夏县西北）
迁到大梁（河南开封），自此，魏国
也称“梁”。同时代的秦国和齐国
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一天天强
大起来，且一东一西对魏国形成
夹击之势，钳制魏国的发展。魏
惠王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形势，进
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
他首先做的就是兴修水利，开凿
运河，修筑黄河堤坝，进行水利灌
溉，发展农业生产。开凿的运河
就是鸿沟！当时该叫作狼汤渠，
始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
中也省作“渠水”。

鸿沟即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
河的运河。该运河在今荥阳北引
黄河水，向东经过开封折向南部，
经过尉氏、太康、淮阳后汇入淮
河。对此，《史记》记载曰：“荥阳
（今荥阳故城）下引河东南为鸿
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如

此广阔的流域面积，不仅给民众
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也灌溉
了大片的土地，农业生产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尽管魏国最后还是
被秦国给消灭了，但是魏惠王主
持修建的鸿沟水系，一直在发挥
着极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魏惠
王功不可没，在中国水利史上该
给这位有着远见卓识的帝王记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西汉时，狼汤渠依旧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船只由黄河东
航，至荥阳县北，可由荥口进入浪
荡渠领衔的鸿沟水系。由于过去
粮食运输多走水运，西汉治水能
臣贾让称浪荡渠为荥阳漕渠，漕
即运粮的河道。可连通黄河、淮
水（淮河）。狼汤渠至开封以东分
为向东向南两支：一支南折为狼
汤正渠，东连淮水各支流睢水、涡
水等，经淮阳国（今淮阳县）通颍
水；向东的一支叫汳水或汴渠，下
游又叫甾获渠，至彭城（今江苏徐
州）入泗水通淮。西汉狼汤渠在
引黄入口处建有水门控制，是草
木堤坝，木质闸门。这样运河水
量的大小就能得到有效控制，不
会发洪水也不会水量不足。当时

它是由黄河中游到江淮地区漕运
和货物运输的重要水道，对经济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遥想当年，狼汤渠是水势浩
荡，惊涛拍岸，蔚为壮观，否则楚汉
两军也不可能隔河对峙。那时的
鸿沟该是一条难以逾越或是不易
逾越的天险，横亘在双方人马的面
前，让他们冷静下来，停住征战的

脚步，商讨江山社稷之走向，议论
国计民生之兴亡。两军的长期交
战，血腥的杀戮，远离父母亲人，饥
寒交迫的生存环境，造成双方士兵
厌战，而后勤补给困难也是一个大
难题。刘邦背后是自己的国土，补
给该比项羽军队充裕的多，但刘邦
的父母妻子被拘于楚军，以此威胁
刘邦，刘邦也不敢轻举妄动。据
《史记·项羽本纪》，刘邦曾派陆贾
请求放人，项羽不准；刘邦又派巧
言善变的侯公去劝说，项羽想到楚
军兵疲粮绝，长期相持难以为继，
定不易取胜。于是双方定下鸿沟
之约：以鸿沟为界，西归汉，东归
楚，平分天下，各不相扰。

一个是楚国贵族，一个是乡
间无赖，两个毫无共通之处的人，
想必他们之间也横亘着无法逾越
的鸿沟！那么他们之间的约定能
有什么结果呢？

贵族项羽依约放回刘邦的亲
属，楚军向东撤退。刘邦先是做
样准备撤回关中，但是张良、陈平
等谋士稍加劝说，说汉已得大半
天下，诸侯归附，兵强马壮粮草充
足，而楚兵疲粮绝，不趁此歼灭，
会养虎为遗患等等。本就没想守

信用的刘邦一听正中下怀，立即
下令追击，可怜西楚霸王项羽兵
败如山倒，落得个自刎于乌江下
场，楚灭亡，汉建立。

鸿沟之约，转眼之间就撕毁
得干净彻底。而这一切，都将被
波涛汹涌的渠水尽收眼中，那巨
大的涛声就好似一声声喟叹！

自此开始，鸿沟成为一个炙
手可热的历史名词，不但依托楚汉
相争永留史册，还将作为不可逾越
的代名词历久弥新，而且在中国象
棋的棋盘上占据着永恒的位置！

楚汉相争 400多年后深秋的
一天，一位名士驾着木牛车，喝着
酒，信马由缰来到了荥阳广武山，
他知道这里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
地方。当他坐在车上放眼望去，
屯过项羽的东城住过刘邦的西城
遗迹还在，相隔 200 多步的距离
中间，还流淌着一条滔滔水流，这
时的鸿沟不叫鸿沟，也不叫浪荡
渠，而被称作广武涧。只是城基
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一派
物是人非的萧瑟景象。名士忍不
住大放悲声，手提酒壶下得车来，
在这荒芜萧索的古战场徘徊良
久，收泪驻足，仰天长叹：“时无英

雄，使竖子成名！”他就是魏晋名
士竹林七贤之一阮籍。

阮籍这声叹息，到底指的是
谁？或许是刘邦或许是项羽，或
许是他们两个，但是他觉得成名
不见得是英雄。也可能他觉得项
刘都是英雄，但是已经远去，留下
眼前的小人徒享虚名。斯人已
逝 ，这 声叹息成为后人永远的
谜。但是那天当他在黄昏时分驾
车离开时，不再哭泣的阮籍用一声
婉转高亢的长啸结束了他的这次
凭吊古迹之行。我相信那声音调
浑厚悠扬的长啸不仅惊起无数飞
鸟，恐怕也掠起广武涧中的水波，
那波浪便越发的高涨起来……

10年后的盛夏，我孤身一人站
在广武山巅那匹昂首向天的巨型乌
骓马下，将视线投向那沟深口阔的鸿
沟，投向滔滔东流的黄河水，只见那
日渐瘦弱单薄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
下依旧闪着晶莹的光芒，且怀着亘
古不变的信念向东流淌。一声长长
的叹息在我的耳畔响起，我想知道
这沟这河是否还记得遥远的过去，
那曾经辉煌的历史印记。

四周静悄悄的，唯
有阳光照耀，还有风…… 3

连连 载载

母爱深沉

♣ 曹化君

妈妈真傻

她这是第三次下楼来了。走到大院门
口，站住，向北望望，再往前走几步，再停下
来望望，再走几步。

她多想就这么一路走下去，望下去，直
到看见女儿的身影。可是她不敢，她怕女
儿说她傻。

估摸着走得差不多够远了，她就返身往
回走，走几步，停住，回头望望，再走几步，再
停下来回头望望。走进大院后，转身，然后
便重复起先前的动作。要是看见女儿的话，
她就说是出来走走的。

其实她一点儿不介意女儿说她傻，但她
看不得女儿生气，她害怕女儿把她送到敬老
院。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确实好犯傻，但她管
不住自己。就像这次，她一直对自己说，在
楼里等她们回来是一样的。可这么说着时，
腿已经走出门来了。

自打有了女儿，她就开始并不断犯傻。
女儿五岁那年，暑假，被送到姥姥家。

开学的前一天，她去接女儿，才走上小桥，
看见女儿坐在舅舅的后车座上从桥头那边
驶过来。女儿嘟起小嘴说，不是说好了让
舅舅送我回家的么，您在家等着就不用跑
路了，妈妈真傻。她一愣，这才发觉自己做
了傻事。

女儿上初中那年，放学时突然下起雨
来，她拿起雨伞就往女儿的学校跑。当她
落汤鸡样地站在女儿面前，女儿惊讶着说，
您傻呀，拿着雨伞不用。这时她才发觉，雨
伞还紧紧攥在手心里。

女儿上大学那年，明明知道宿舍里有暖
气，冬天来的时候，她却缝了一床十多斤重的
棉被给女儿邮寄过去。几天后，女儿又给她邮
寄回来，包裹里夹个纸条，上面写着，您傻呀。

女儿工作后，她每天像钟点工一样准时
等在门口给女儿开门，明明知道女儿带着钥
匙。遇上女儿加班，她就加班等女儿。有年
年末，女儿加班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她就等
到凌晨四点。女儿生气地说，您傻呀。又
说，以后再犯傻，就把您送到敬老院。

从此，她不敢轻易在女儿面前犯傻了。
她心里突然一阵慌乱，害怕女儿发现

她又在做傻事。她猛丁停下脚步，转身往
大院的方向走。突然听见有人喊姥姥，回
头，看见女儿和女儿的女儿。

她抚摩着外孙女的头发说，怎么才来？
饿了吧乖。外孙女说，我吃了个比萨，妈妈
没吃，我问妈妈饿不饿，妈妈说，我不饿她就
不饿，妈妈真傻。

她一愣，跟着长出一口气，释然地想，
女儿和她一样，也开始犯傻了。

在出版了《天浴》《金陵十三钗》
《芳华》等多部作品之后，严歌苓已然
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导演追捧的小说作
家。小说《芳华》的电影改编，让这位
有着丰富写作经验、文体自成一格的
作家又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随
即引起一阵“军队文工团”热潮，让广
大影迷集体感受了一把“青春舞动”。
时隔不久，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
司又推出了严歌苓的另一部佳作《一
个女兵的悄悄话》，再忆文工团的青葱
岁月。

在生命垂危之际，文艺女兵陶小
童回忆起过往。为救她而牺牲的团支
书王掖生、为宣传队的存在而放弃前
途的刘队长、油嘴滑舌而又令她心动
的徐北方、对她又爱又恨的女班长孙

煤……
躺在病床上，陶小童好像一下子

明白，自己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
人。她对自己身上那些可望而不可即
的优秀品质和壮烈行为目瞪口呆。为
了实现那次不值得的献身，一个正直
的军人牺牲了。陶小童躺在病床上，
内心无比后悔。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通过女主人
公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
朴而聪慧少女的人生遭际：怎么锻炼
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
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
格的改造。作者在自述中自省，敏锐
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苦涩
的纪实与幽默的自审相互映衬，作品
在轻松之中别具深刻启人的内力。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再续文工团的青春记忆

♣ 章艳芬

新书架

♣ 包利民

粉笔旧事

作为一名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
我已经很久没能拿出最佳的策划方案
了。为此，台领导像赶集一样接二连
三地找我谈话。我知道，再没有出类
拔萃的选题的话，我就得灰溜溜地拍
屁股走人。

正郁闷着，朋友杜鑫打来电话，约
我晚上一起去吃火锅。杜鑫说：“大冷
天吃火锅是最好的选择。”

在一家新开的火锅店门口，一位清
洁工模样的老人，正端着个空碗向服务
员要热水喝。结果不但没讨到热水，反
被服务员无情地赶出店门。看此情景，
我灵机一动：这不正是一道很好的、关
于爱心素材的策划方案吗？

在我的精心布局下，摄像师李伟蓬
头垢面、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出现在
火锅店门口；记者杨丽则扮作一位霸气
十足的消费者，坐等着找李伟的“茬”。

火锅店自然成为一处临时的爱心
考场。

偷拍正式开始。李伟刚进入火锅
店，就被一位服务员给拦下了。李伟
可怜巴巴地说：“求求你，给我一碗热
汤喝吧？”

服务员斩钉截铁地说：“出去！别
耽误我们做生意。”

李伟依然纠缠不休。这时，饭店
的大堂经理走过来，带李伟走进去，指
着门口内侧的一处位置说：“给你十分
钟时间，快点喝，喝完立即走人。”

轮到杨丽上场了，她对着李伟大呼
小叫道：“你这个臭要饭的！这里岂是
你来的地方？赶快给我滚出去！”

杨丽的声音很大，瞬间引来满屋
关切的目光。

大堂经理跟杨丽解释说：“天太
冷，就让他在这儿待十分钟吧，喝完汤
马上就走。”

杨丽不依不饶：“不行！他浑身臭
烘烘的，让我怎么吃得下？”

这时，附近一位小伙子起身走到
杨丽身边，劝阻说：“就让他喝点热汤
吧。他跟你不在一个桌子，怎会影响
你用餐？”

“他脏不拉几的，影响我食欲。”杨

丽又指着李伟说，“快点滚！这里压根儿
就不是你一个叫花子能来的地方。”

邻近的一位大姐也开始冲杨丽愤愤
不平：“他来这里吃饭，碍你什么事了？”

杨丽固执地说：“就要他滚出去。
否则我从此不来这儿吃饭了。”

大厅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纷纷
冲杨丽嚷嚷说：“不愿吃你现在就走！
这里不差你一个人。”

“对！什么素质！”
“一个缺乏爱心的冷血动物！”
…………
远处的一位小伙子表现更为强

烈，他像一股旋风似地刮到杨丽身边，
一把拽住李伟的胳膊说：“走，到我餐桌
上去吃，今天我请客！谁敢赶你出去的
话，先问它答不答应！”小伙子说着扬起
拳头，在杨丽面前晃了晃。

看全场群情激愤，大家双眼冒火，

似乎要将杨丽一口吞下去。我明白这
场爱心测试已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于
是忙通过耳机指挥杨丽：“撤！”

接着又安排他们再次返回现场进
行回访。

看到卸妆后的李伟扛着摄影机，
和手持话筒的杨丽一同走进来，大家
愕然。

等我把真相说明后，爱心考场突
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方才请李伟吃
饭的那位小伙子，一把揪起李伟的衣
服，怒声说：“你们是在考证大家的爱
心吗？分明是在骗人！”

邻近的那位大姐更是铁青着脸，
干脆一把抓起手包愤愤离去。

…………
因为最后连一个人也没回访到，

所以在节目播出时候，我们只能把“爱
心”的一面公示于众，把后面采访失败
的部分给剪辑掉。

尽管如此，节目收视率仍得到大
幅度提升，甚至被大家转换为小视频，
在微信圈内广泛流传。

而作为火锅店的老板，杜鑫的生
意却日渐惨淡。——由他亲自出谋划
策、想趁机“火”上一把的爱心考场，最
终以“低价转让”的结局而草草收场。

爱心考场
♣ 邵远庆

微型小说

在乡下，老中医被称作先生。无
论男女老少，说不准啥时候就有了
病，偏僻乡野，指望的就是老中医。
老中医是千家百户离不开的人，他能
为人祛病疗伤，送去健康平安，很是
受人尊重。

家里有了病人，一家人就像闹了
灾荒，急忙去找老中医，乡下人管叫请
先生。病人在老中医心里是平等的，
无论贫富，有请即到。老中医把医德
看得很重，他明白患者的痛苦，无论酷
暑严寒、白昼更夜，治病救人是至高理
念。老中医请到家，似乎就请来了福
音，一家人恭敬有礼，屏住呼吸，凝视
老中医慈祥平静的神态，试图从脸上
读出某种吉凶。老中医也是神奇，手
在脉搏上把过，仿佛摸到了五脏六腑，
脾虚胃寒、肝脏火旺，一准说得准，而
后问些症状，话语带些委婉：无甚大
碍，两服药即可康愈。这话说出来，极
似一剂吉祥告慰，家人便长松一口气，
患者的病情似乎也就轻了一半。老中
医掏出药笺和粗壮钢笔，行云流水般
开出药方。那字迹极是潦草，很多人

是看不懂的。临走老中医嘱咐，生姜、
大枣做引子，家人便记得牢。

我和村里的老中医极熟，算是忘
年之交。他的药铺与村里的学校一路
之隔，那时我在学校做民办教师，常到
药铺里去。药铺三间门面，后面是大
院子，天气好的时候，院里晾晒许多不
同颜色的中药，混杂的气味沁人心脾。

最初吸引我的是药铺里的对联，
门口贴着“运回川广云贵正宗药材，遵
奉汉唐宋明炮制法术”，药架的两旁则
写着“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
尘”。时间久了，常听老中医讲中医药
理，或是药理哲学。我不仅佩服老中
医的医术，更叹服他的博学，甚至对中
医有些痴迷，以致后来对中医及中药
产生浓厚的兴趣。

闲暇的时候，我喜欢听老中医讲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常之人，病
变之时，人的阴阳失衡而出现阴阳盛
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阳盛则
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
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正常有序，升清
降浊，气血条畅，五脏六腑通泰，四肢

百骸得养，内外整体和谐，使得“阴平
阳秘”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变
之时，气机的升降出入紊乱甚而逆乱，
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毒”邪内积；五
脏六腑不调，四肢百骸失养，内外整体
不和，则病变由生。

人生疾病大凡有几种表现。气滞
塞不流，而血脉不通，则生麻；气血皆不
通畅，则生木；人已麻木，即见病象。病
生疼痛，疼痛皆有原因，疼因寒而生，痛
因径不通而生。中医以“热者寒之，寒
者热之”疗疼，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疗痛，乃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老中医讲的是药理，中药是讲究
阴阳互补的，我从中却听出了玄妙的
味道。人体犹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气脉不通则生病态，需调理、医治，不
治则乱，贻害无穷。

我时常惊叹中医和中药的深奥和
神秘。不同的草药，经过煨炒烘焙炮
制出来，依靠老中医的感觉器官望闻
问切，获知人体内脏的信息，而后将中
药混合一起，煎煮服用，让一个病态危
重的患者康复起来，这便是奥妙了。

村街那几间药铺，曾经是村人的
精神依托，治愈了多少人的病痛。后
来逐渐走向衰退，见证了老中医的失
落，那时我已经离开村子多年了。

药铺至今犹在，替代老中医的是
他的儿媳妇，改作西医了。

老中医已年过八旬，依然康健，却
不再行医。我曾问过其中缘由，老中
医无奈地说，现在的人都喜欢西医。
西医虽然治标不治本，但省事、见效
快，几片药粒仰脖咽下，病就好了。中
医太烦琐，中药需要煎服，谁还愿喝那
些苦水子啊。反正积下大病有医院
呢，也都能住得起。偶尔村里有患顽
疾的人，还去找老中医，他也不会推
辞，他丢不下那份乡情。

近几年，中医逐渐受到青睐，有人
慕名前来求治，老中医婉言拒诊。理
由是，现在的中药材皆为人工种植，大
都未经炮制，用药很难把握。药料少
了，不治病。多了，唯恐误人。

中医乃为我中华瑰宝，在医学上
的退隐，尤其在民间的黯然消失，无论
如何都让人怅然叹息。

♣ 叶剑秀

百姓记事 乡村老中医
正是初夏，外面的天空分外

地蓝，南来的风吹得柳絮如雪飘
飞，几只鸟儿站在树梢，唱着欢
快的小曲。阳光透窗而入，照在
我微笑的脸上。忽然“啪”的一
声，脸上一痛，忙转头，就见老师
站在黑板前怒目而视。

那是 20 多年前，我在乡下
小学中的一幕。至今仍记得老
师扔粉笔头的功夫，几乎是百发
百中。那时的粉笔极为古老，虽
极坚硬，可是写字的时候却是尘
灰飞扬，打在脸上，火辣辣地
疼。我们班的男生，都被老师的
粉笔头打过。现在回想起来，那
些粉笔已经深印心中，还有老师
那被粉笔灰染白了的黑发。

再之前，刚读小学一年级的
时候，我们却连真正的粉笔都没
有。那时的黑板也非木制，而是
刷在墙上的一块水泥板，淡灰的
底色。我们上学的路上，常捡拾
一些砖头，砸成小块儿，送给老
师。老师就是用那些小小的砖
块儿，在水泥板写着板书，我们
就在淡黄的字迹中，学会了最初
的字最初的计算。

后来搬进城里，已读初中，
比之乡下，教学设备已是天壤。
粉笔极为充足，下课时我们会轰
然而上，抢着在黑板上写字。记
得有一年开运动会，要求穿白
鞋，而我们那时穿的多是黑色布
鞋。于是那一日，讲台上的粉笔
急剧减少，大家都拿着粉笔，努
力去把自己的鞋子涂成白色。
运动会检阅之前，我们互相看了
看，效果极好，白花花一片。只
是忽然下雨，便一切惨不忍睹，
排着队走过主席台，留下一路混
着白色的泥迹。后来发现别的
班也大多如此，老师们也只好一
笑作罢。

少年时邻家有一个八九岁
小女孩，极聪慧，有时我坐在窗前
学习，她便在一旁静静地看。我
用粉笔在自制的小黑板上写字
时，她也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
于是给她粉笔，她便工整地写新
学的字。有一次，她向我要粉
笔，我给了她几支，她飞快地跑回
家去。傍晚的时候，她来找我，送
我几样东西，一看，竟是用粉笔雕
成的。一条弯弯的小船，一个可
爱的小孩子，还有一棵树。想不
到，普通的粉笔，在她手里，可以
成为如此可爱之物。特别是那
棵树，许多枝丫，枝丫间也都雕
空，不知费了怎样的心神。她告
诉我，是用妈妈的缝衣针弄的。

有一年，我去一个贫困偏远
的山村当代课老师，粉笔供应极
为有限。于是我不得不小心地
不写错字，免得浪费粉笔。一支
粉笔用到最后，几乎拿捏不住，
却仍要努力在黑板上写最后一
个字。便想起在城里上学时，我
们在课间将粉笔掰成小段，互相
抛扔打闹。哪知在此处，粉笔却
是极为宝贵，一如那些山里学生
充满希望的眼睛。

多年不曾摸过粉笔了，如今
想起，那些粉笔像极了人的生
命。每个生命都是一支粉笔，在
生活中书写着自己的故事。想
起曾经的邻家小女孩，想起她用
粉笔雕成的种种，觉得生活虽然
会平凡平淡，但只要有一颗灵
心，就可以将生活雕刻成精彩的
时光。一如普通的粉笔，在小女
孩手中，绽放出那么多让人惊喜
的美好。

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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