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铺的伙计拦住他说：小哥
小哥，包子油饼胡辣汤，想吃什么
随便点，你来尝尝？

康悔文不饿，又是摇摇头，继
续往前走。

一个摆地摊卖狗皮膏药的，
看见他，就喊道：小哥，一看就知
道你是个孝顺孩子。来一贴？你
瞧，你爹的腿疼往这儿贴，你娘的
腰疼往这儿贴，来呀。

康悔文是让人绑过票的。他
看那人腰里束着板带，一脸的横
肉，不由警觉起来。他离得开些，
仍是往前走。一路上看见卖酒
的、卖肉的、卖水果的、卖京广杂
货、针头线脑的、卖酱牛肉、花生
粒的……就是没有卖字的。他先
后走完了一条南北街，再走东西
街，仍然不知道哪里有卖字墨
的。就这样，他左顾右盼一直走
到了码头上。

码头上更热闹，远处帆樯林
立，锣声不绝。近处有押宝的、玩
皮影的，捏糖人的、挑担子的、扛
包的、上船下船的、要饭的、吵闹
声不绝。可康悔文自小孤独惯
了，是个不好热闹的主儿。人们
见他脖里挂着钱，打招呼的人特

别多，他们一个个叫道：小哥，小
哥，你来你来，赌一赔十……可康
悔文就是不往前凑。

他一直牢记着要找一个卖字
的。可不逢年不过节，哪里有卖
字的呢？康悔文走得有些累了，
心里还愁着。爷爷说，要他买仁
义礼智信，任何一字都行。这些
字母亲教过他，他认是认得，可又
该如何买呢？于是，他缓步上了
一座木桥，靠在桥头上发愣。

眼看到中午了，他的肚子也
有些饿了。怎么办？无奈。看来，
他只好回去挨戒尺了。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康悔文一直觉得耳边有
人在小声跟他说话。虽然跟马师
傅练功后，耳根子清净多了。可每
当感到紧张时，还会有声音出现。
这时候，他就听见耳边有声音悄悄
地说：往下看，你往下看。

于是，他低下头去。只见桥
下站着一群插着草标的孩子。这
些孩子是从发水的地方逃难来
的，一个个破衣烂衫，脸上苦苦
的、寡寡的，眼神很绝望。尤其是
那个女孩，嘴里慢慢嚼着一节草
秆，眼里含着泪，不停地说：娘，
饿，我饿。这时，康悔文的心一下

子动了。
此时，不由自主地，就像是谁

拽着他的手似的，他机械地从脖
里取下那两串钱，解开串绳，把铜
钱从桥头上一把一把地撒了下
去。一边撒一边还大声说：哎，一
人两文，买个烧饼吃吧。

桥下就是人市了。人市不远
处是牲口市。

那些插着草标的孩子们突然
看见桥上有铜钱扔下来，哄一下全
都跑上前来。一个个又是抢又是
抓的，倏忽间扑倒一大片。有人高
声喊道：撒钱了！桥上撒钱了！

那二百铜钱一会儿工夫就撒
完了。可是，人市、牲口市上的人
全都围上来了。人越围越多，康
悔文手里已经没有钱了。于是就
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不会
是个傻蛋吧？

还有的人吆喝说：傻蛋，撒完
了，回去拿。你家有钱！

于是，顷刻之间，一个镇上的
人都知道了，康家的小孙子，是个
傻儿。他从家里偷了二百钱，竟
然跑到桥头上去撒钱玩。看来，
这康家又要败了。当有人把这个
消息告诉周亭兰的时候，她差点

气晕过去。
周亭兰即刻让人把康悔文找

回来，气冲冲地牵着儿子找爷爷
去了。她把儿子牵到康秀才的面
前，大声喝道：你给我跪下。

康悔文一句话也不说，默默
地跪下了。

周亭兰拿过戒尺，说：把手伸

出来。
康悔文怯怯地伸出了手。
周亭兰“啪、啪”地照他的手

上打起来。
康秀才问：这是怎么了？
周亭兰仍然气不打一处来，

说：毁了，毁了。这孩子毁了。
康秀才说：怎么就毁了？你

说说。
周亭兰气得哭着说：我怎么

养了一傻儿？他，他跑到人市上
撒钱去了。你说说？

康秀才听了，先是一愣，继而
仰天大笑，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周亭兰埋怨说：爷爷，你，你
还笑？

康秀才却说：苍天有眼哪。成
了，成了。可喜可贺，这孙儿成了。

周亭兰气呼呼地说：成什么
了？这不是一傻子么？

康秀才说：你错了。你猜我
让他干什么去了？我给了他两串
钱，让他去给我买一个字。你要
知道，这世上的人，凡成大器者，
都必须具备这五个字：仁义礼智
信。这五个字当中，仁字当先，他
居然给我买回来了。

周亭兰怔怔地望着康秀才，

说：你，这……
康秀才说：我之所以回来，就

是听了你的一句话。你说：书是
可以倒着念的。我觉得有道理。
人生无常，字背有字。至于怎么
教，那是我的事。我不过是试试
他，可我没想到，他的悟性这么
好。你去吧，我要给孩子详解这
五个字。

周亭兰还是有些不放心：爷
爷？

康秀才说：放心，放心去吧。
这孩子有慧根，有善念，又毫发无
损地回来。这孩子能成。我会用
三年的时间，给他细细地批讲这
五个字。

二
三个月后，康秀才又差悔文

上街去了。
这一次，他吩咐康悔文上街

去借钱。他说：孩子，你上街去给
我借钱。十两不多。一文不少。
记住，不准找亲戚借。不准偷人
家的。去吧。

康悔文又被难住了。他从街
东到街西，从街南走到街北，一直
从早上走到中午，却没有借来一
文钱。

路上，他曾碰上他的老外公
周广田。老毒药在一个卖胡辣汤
的铺子里喝胡辣汤呢。周广田看
见了他的重外孙，就招呼说：悔
文，来，你来。外公问他：你吃饭
了么？他说：吃过了。外公看他
的眼一直瞄着餐桌上的几文铜
钱，那是饭铺刚找给他的。就说：
去，拿去吧。买糖吃。可康悔文
却暗暗地咽了口唾沫，很认真地
说，我不要。太爷爷是让我出来
借钱的。周广田说：借钱？让你
出来借钱？他老糊涂了吧？借多
少？我给你。康悔文很诚实地
说：他不让借亲戚的。也不让借
熟人的。周广田说：这老东西，净
出幺蛾子。

可是，康家店里的熟人不能借，
亲戚也不能借，他该向谁去借钱
呢？于是，每走一个铺子，他都会停
下来，想大着胆子向铺子的掌柜借
钱。可每每当他要张口的时候，脸
就先红了。人家问他：小哥，你买什
吗？他摇摇头，扭身退出去了。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撒钱
是容易的，可哪怕跟人
借一文钱，也是很难很
难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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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期，一个炎热的午后。在
通向楚国的官道上，一位面色黧黑的
中年人在急速奔走。他扎着青布头
巾，身着短褐之衣，背后的行囊落满尘
土，脚上的草鞋渗着血迹。他看上去
疲惫极了，但并没有停下匆匆的脚
步。他腰中的短剑与坚毅的眼神，使
我们明白：这是一个侠客，一个肩负伟
大使命的侠客！

这个中年人，就是墨子，河南鲁山
人。那天，他听到一个坏消息，楚国要
攻打宋国，请了鲁班制造攻城的云
梯。他立即出发了，日夜不停地走，走
了整整十天，终于到了楚国。

他先找到工匠鲁班。鲁班问他，
步行这么远，究竟有什么急事？墨子
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
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不高兴了，沉下脸说：“我
讲仁义，决不杀人！”墨子立即站起身
来，深深作了一个揖，说：“你帮楚国造
云梯攻打宋国，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
可知道，多少人会为此丢掉性命？”

墨子又去见楚王。当着楚王的
面，墨子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
演练。结果，每一次都是鲁班输了。

楚王无可奈何地说道：“哎！算了
算了，寡人不打宋国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止楚攻宋”的故事。墨子千里迢迢地
赶到楚国，只为一个目的：阻止战争，
捍卫和平。最终，墨子以一己之力，敌
一国，救一国，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墨子凭借
什么完成了别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莫急，墨子正在为我们打开锦囊，
亮出他的绝招儿。

墨 子 亮 出 的 第 一 个 绝 招 是“ 兼
爱”。在墨子看来，“兼爱”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密钥，最终定能实现“饥者得
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强不执弱，
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大
同理想。而今，楚国攻打宋国，无疑破
坏了“兼爱”，墨子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上进行挞伐，言语之中自然有一种震
慑的力量。

墨 子 亮 出 的 第 二 个 绝 招 是“ 行
义”。义，利也，就是多做对国家对百姓
有利的事情。有力量的人，去帮助别
人；有资财的人，去资助别人；有知识有
技术的人，去教化别人。这都是“行
义”。楚宋战争本来与墨子没有任何关
系，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出面管一管。他
对天下道义的担当，坚决而果敢，乃至
可以赴汤蹈火，与城俱陨。在墨子看
来，为义而来、为义而死，理所当然。

墨子亮出的第三个绝招是“科技”。
墨家行义，绝不逞匹夫之勇，而是讲科
学、讲技术。墨家弟子都是工匠出身，平
时从事生产劳动，吃的是“藜藿之羹”，穿
的是“短褐之衣”。一旦发生了战争，立
马转型为军工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他
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
其躯”的任侠精神。墨家子弟中，由最能
干、最忠诚的数百勇士，组成了一支敢死
队和特别行动队。这些人一听到墨子的
指令，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因
此，墨子有足够的底气与大国对峙，从而
让楚王在道义和技术上都无所依靠，最
终自动放弃侵略行为。

墨 子 亮 出 的 第 四 个 绝 招 是“ 信
仰”。墨子希望通过“尚贤”，建立一个

“寒热节、四时调、五谷孰、六畜遂，疾
灾、戾疫、凶饥不至”的理想社会，并甘
愿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看到墨子这
么辛劳，他的朋友叹息一声，说：“普天
下的人只有你还在忙碌，何苦呢？适
可而止吧！”墨子悲壮地说：“这种事，
我不做，谁来做呢？好比一个家庭有
十个儿子，其中九个都不肯劳动，剩下
的那一个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
则这个家庭怎么撑得下去？”

正是凭借这四记绝招儿，墨子和
他的团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手，挽

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然后，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不图名
利，不求回报。

“止楚攻宋”最令人感慨的一幕
是，墨子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
是步行。途经宋国时，天下起了滂沱
大雨。他想进城避一避，没想到宋国
守城的士兵说什么也不让他进。

墨子只好在历史的风雨中，继续
独行。他的背影，像一道闪电，给后世
留下了经久的回响。王安石夸赞墨子

“兴利除弊，以天下为己任”；孙中山称
墨子为中国“平等博爱”的宗师；梁启
超把墨子比作中国的培根；毛泽东直
言墨子是“比孔子还高明的圣人”。

晚年，墨子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尧山
镇。他太累了，躺到山石上就睡着了，
行囊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尚贤者，政之
本也”“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
果”“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
可不慎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食必常饱，然后
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俭节则昌，淫佚
则亡”……这些滚落的箴言，像淙淙的
流水，回荡着睿智的声音。像黑色的珍
宝，散发着熠熠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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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正红旗下》《龙须沟》《茶馆》等为“京
味文学”贡献了里程碑作品。延续着
这一道路，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韩
少华、陈建功、王朔、刘恒、叶广芩等以
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京味文学的书写。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
需要从不同的维度重新理解京味文
学，认识到京味文学应该是开放的概
念，发展京味文学对北京文学极为重
要。近二十年来，新的京味作家不断
出现，邱华栋、徐则臣等外省青年进入
北京，他们的书写题材多是外省青年
在北京的迷惘、奋斗故事，丰富了京味

文学和北京文学的概念和范围，宁肯、
冯唐、石一枫等北京作家也不断调整
对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的认识，其作
品丰富了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的内涵
与范围。

京味文学是事关“声音优先”的文
学，近二十年来，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
创作都出现了“新声”与“新变”。张莉
在编选工作中不再局限于对“京味文
学”研究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致力于
打开北京文学研究的视野与空间，虽
然着重七十年来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
的发展，但也兼顾了百年文学视野下
的北京书写及海外研究的重要成果。

新书架

♣ 赵萍

《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

震旦鸦雀无意中飞进了我的长焦
镜头。

在整理贾鲁河高新区段拍摄的黑
水鸡照片时，我发现了远处的芦苇丛
中，有一只美丽的鸟儿露出了大半个头
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怀疑它是一
只麻雀，甚至还想到是虎纹的伯劳，或
是黑翅黄装的锡嘴雀。没想到，这只鸟
儿有着厚厚的如黄宝石般的喙角，显然
麻雀和她不能同日而语。尽管不能明
确判断出鸟儿的名称，心中却有着说不
尽的缘分，总感觉在什么地方有过一面
之缘，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就这样，我
决定重返贾鲁河高新区段，等待着她的
再次出现。

这是个宁静的秋天。贾鲁河在流经
郑州高新区时，水草丰美，河道以及河岸
两侧有很多生长着芦苇的水甸子，生活
在这里的物种繁多。拍摄黑水鸡时，芦
苇刚刚吐缨，还是绿色中的一道风景。
再到贾鲁河时，芦苇已经“白了头”，开始
苇絮飘扬了；岸边的高茅草长得比人还
高，长长茅草缨如将士头上佩戴的云冠
盔缨，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着身
躯；浅滩处一些不知道名称的茄科类植
物结出了红红的浆果，引来了很多的鸟
儿啄食，总是一阵阵飞起，又一阵阵地落

下。一道高高的桥架在贾鲁河上，在桥
北边，欣赏天鹅的人们络绎不绝，桥南则
渐趋平静，不仅没有如织的游人，也听不
到长枪短炮般的摄影器材“咔嗒、咔嗒”
的快门声。在这种情景下，显得另类的
我把长焦镜头架在原来拍摄黑水鸡的位
置，如垂钓的渔翁抛出长长的渔线等待
着鱼儿上钩般，越过茂密的高羊茅草把
那片奇妙的芦苇收入长焦镜头，等待着
那只神奇的鸟儿再次入镜。

幸运非是无意客，功夫不负有心
人。当我经过漫长地等待，已经感到疲
倦眼皮儿发涩的时候，一只神奇的鸟儿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头中，不由得拉近了
焦距，对准焦点做进一步观察：这是一

只美丽的鸟儿，两只爪子紧紧地抓住芦
苇秆，转动着眼睛警惕地观察了一会儿
周围的动静，就开始梳理起羽毛来。这
只鸟儿有着黄宝石般的鸟喙，与鸟喙相
连的是一团灰色的羽毛，还有一缕黑色
的羽毛延伸出去围拢了眼睛，构成了一
个黑色的眼圈儿，白色的眉边，亮亮的
黑眼珠儿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头上部的
一团黑色的羽毛被背部的金色隔断，向
后则变幻成了黑白分明长长的尾羽，随
着鸟喙对羽毛的梳理，长长的尾羽摆动
起来，潇洒自如轻盈优美，飘然若仙。

我认出来了，这只鸟就是被称之
为“鸟中大熊猫”的稀世之鸟震旦鸦
雀。中国古称“震旦”，以国命名，充分

说明了震旦鸦雀的古老与神秘。震旦
鸦雀栖息在河流、江边、湖泊沼泽芦丛
和河口沙洲及沿海滩涂芦苇丛中，只
吃芦苇表面或芦苇秆里的虫子，被人
们称之为芦苇的“啄木鸟”。震旦鸦雀
和麻雀的体形差不多，却和麻雀有着
不同的神态和风度。在我看来，无论
是垒窝在房与人为邻的麻雀，还是衔
草筑巢栖息树上的麻雀，给人的感觉
总是一副猥琐的样子；出没在芦苇丛
中的震旦鸦雀举手投足之间则是那样
的仪态大方，婉转啼唱之时充满着钟
灵毓秀清新自然。只见她两只爪子紧
紧地抓住一根枯萎的芦苇，如啄木鸟
般用如黄宝石般的喙啄击着苇秆，发
出“嗒嗒、嗒嗒”清脆的敲击声。

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震旦鸦雀
生存栖息地面积锐减，统计数量也日
益减少，已被列入国际鸟类红皮书，为
全球性濒危鸟类。近几年来，随着郑
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我曾
经在郑州的雁鸣湖、黄河岸边的湿地
公园里多次看到过震旦鸦雀的踪迹，
这也是我和她似曾相识的来历。没想
到，震旦鸦雀出现在贾鲁河欢河段，并
且能这么近距离地观察震旦鸦雀，怎
么不让人感到欢欣鼓舞。

史海钩沉

♣ 王剑

墨子的锦囊

相遇震旦鸦雀
♣ 贾国勇

诗路放歌

浣洗尘世的月光

转身的瞬间，泠泠的月光
从超越俗世的缝隙
洗练而出
一片澄明的秋色
正以濡染之势，落在
我的桌上

秋风吹过荥阳。玩月的高手
舞弄八月十五的清影
满天繁星
被醉人的皓洁遮蔽
浣洗尘世的月光，让人
心旌摇荡

倾听生命的绝响

秋水无尘。倾听生命的绝响
在秋虫的窃窃私语里
清颜素心
自然的梵音浅吟低唱
铺满红叶的小径上
屐履沉重

秋词如许。一山一水皆画意
一草一木传诗情
雨落黄昏
谁在岁月深处独自徘徊
沉静而隽永的秋天
菊开陌上

秋风吹过荥阳

茫茫大地，无边秋色绵延伸展
手捂一抹落叶的暖香
默然凝想
先期抵达中原的秋风
在落日的余晖里
翻阅荥阳

时光静美。季节只是一种心境
许多的话语欲说还休
岁月悠悠
所有的过往尘埃落定
秋风吹过荥阳，只留下
云水禅心

寿星院寒碧轩寿星院寒碧轩（（书法书法）） 高克勤高克勤

秋风吹过荥阳
♣ 刘贵高

人与自然

风过稻花香
♣ 王永清

八月的一个傍晚，我回到
了久别的故乡。故乡的稻子正
是扬花时节，夕阳斜照，金风送
爽，整个乡村的上空弥漫着稻
花淡淡的清香味儿，我的心情
也变得格外轻松、愉悦。

母亲正准备着晚饭，诱人
的饭菜香从厨房飘出，她说父
亲又去看他的稻子了。我来到
田边，看见父亲正蹲在那儿抽
着烟，仔细地端详着他的稻田，
那目光里满是虔诚，好像他的
期待会转化成养分，让田里庄
稼飞快地拔节长高。

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今年的稻子又长势喜人。一株
株稻苗精神抖擞, 叶尖直指苍
天，很有一种气势。那密密匝
匝的稻穗，像蛇头一样从稻叶
鞘中钻出。“蛇头”上伶伶俐俐
挂满了稻花，稻花小得像婴儿
的指甲，泛着微微的鹅黄，没有
一丝杂色，纯粹得让人怜爱。

有风吹过来，稻田里荡起
“波纹”，一圈一圈的，能清晰地
看到风的足迹，从这头跑到那
头，或从那头跑到这头。我一
直认为稻花无香，或真有，也许
被秋风吹得无踪。父亲说：“稻
花香着呢，你得静下心来，仔细
去闻。”我仔细地闻了闻，那是
一种细微的草木香，或者什么
都不是，一种淡淡的、让人亲近
的自然之香。

可能我没像父亲那样种过
田流过汗，没像他那样把心贴
近自己的庄稼，所以感受不出
稻花的特别香来，但这并不影
响我对稻花的喜爱。稻花花期
短，但它却是累累硕果的起源，
等花儿谢后稻子就开始灌浆
了，那金色的谷粒，是希望，温
暖了多少农人殷切的目光。

看着这清新淡雅的稻花，
我不禁想起了儿时贫瘠的岁
月。稻花开的时节，也正赶上
青黄不接，乡亲们盼望着稻花
早点花落打苞，以解饥饿之虞，
稻子终于成熟了，母亲等不及
将稻谷晒干去碾，而是将还带
有水气的谷子放到锅里焙干，
然后用一种叫“碓”的工具舂成
新米，接着烧火、淘米、煮饭，整
个屋里弥漫着稻米的清香。那
时，乡民们大都是这样，一到吃
饭的时候，真有“塘南塘北九千
顷，八月村村稻饭香”的气氛。

我一直认为，在世间诸花
之中，稻花是最美的，最清新脱
俗的，它朴实、不张扬，不植在
逼仄的花盆里，只有无边的绿
野才配得上它的摆放。历代文
人墨客也对稻花喜爱有加。舒
岳祥赞曰：“稻花花中王，桑花
花中后”；辛弃疾在《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写道：“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曾
几也有“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
桐叶最佳音”的妙语……

每年在稻花飘香的季节，
我都要回乡下母亲家小住几
天，母亲做的几个简单农家小
菜，就让我吃出了满满地家乡
味道。饭后，搬个小板凳，品一
盏老井里的水冲泡的清茶，看
稻田美丽如画，心情格外舒爽。
风过稻花香，那淡淡的稻香拂去
了我身上的尘垢，这份喜悦，实
实在在荡漾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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