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来自唐朝——那个令后人
引以为豪的朝代。

很多人以为我是个陶俑，没
有生命。

其实，我本身就是生命，我的
生命是唐代工匠赋予的，是大唐
朝滋养的。

当我还是一团泥的时候，从
匠人要塑造我那一刻起，我就活
起来了。

我头上梳着整整齐齐的发
髻，我的脸方方正正，我的眼睛
大而有神，我的嘴有些阔。搭配
起来，我对我的脸很满意，这样
首先活起来的是我的神情，我的
气概，正义凛然。

我身上披甲，腰间束带，臂上
有覆膊，下身有护膝，双足有战
靴。最要紧的是我的甲上有护
胸、护心。这样的装束使我帅、令
我酷。现在我已经威风凛凛了，
已经威武剽悍了。我堂堂正正的

站立着，我欣赏我的姿态。我的
个子不算大，可是50多厘米的身
高已经让我伟岸了。

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大唐培育
的，我知道我是大唐国力强盛的
缩影，我要忠于我的职守，目光如
炬，永远目视前方，我最满意我站
立的姿态，左手前伸，右手紧握。
如在战场我有拒敌千里的气势，
若在厅堂是拒绝闲人入内，若在
墓室，我的职责是守候主人的灵
魂，我对妖魔鬼怪呵斥道：不许靠
近，快快离开。

我是依大唐武士形象做成
的陶俑，被埋入地下一千多年
了，我始终忠于我的职守，直到
有一天我和我的墓主人大白天
下，分别来到地上人间。很不
幸，我的战靴被碰坏了一块，我
不高兴再补上一块新的，就保持
我原来的样子吧，我明白我现在
的职守是让看见我的每一个人，
都像看到大唐的武士一样，我要
表现出强盛大唐无弱兵，强兵来
自大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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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甘肃人看了被转载的这篇
文章，气不打一处来。有人甚至发帖
子公开为甘肃辩论：“我们虽然穷，但
我们不会伤人，更不会骗人。我们虽
然落后，没有灼人的 GDP，但几十年
来我们为国家也没少做贡献！”

哇，热闹啊！有人在网上不停地
贴出伸大拇指的图案，表示出异常兴
奋的情绪。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的落后和
贫困是明摆着的，我们的工作包括武
威的‘公选’，也只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我们欢迎广大公众对我们工作的
帮助和监督。”网上迅速也出现了甘
肃官员和网民更多的另一种声音。

没错，火荣贵是准备自己被“拿”
下的。他清楚“有些事”只要闹到一定
程度，其结果是：主要责任者必定被

“开刀”。武威一旦出事、出大事、出政
治事件，他是市委书记，想避开都难。

火荣贵是个激情澎湃的人，他说
实践让他明白一个
道理：作为一个有志
向、有责任、有使命
的人到哪个地方当
领导都不可怕，“自
然条件差，社会基础
差，经济再落后，这
些都可以改变，最可
怕的是没有人，没有
人才，没有与你同心
同德大干事业的人
和人才！武威或者整
个西部地区缺的就
是这个！”

火荣贵给我扳
着手指说：“市委提出‘工业强市’的
战略，结果我把全市 800 多名县级干
部理了一遍，才找到 42 人曾经与工
业沾过边，其余的全都没有干过工
业，最后像我这样一直在省机关坐
板凳的人竟然也被算成‘懂工业’
的人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可笑的事不仅是干部状况。普
通人才更加匮乏。武威整个干部队
伍，本科生以上的占干部总人数的
16%，这个比例低于全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到 2009 年底，武威全
市只有3个博士生。武威真的没有人
才？真的出不了人才？否也，而是
一个“穷”字，让无数人才“孔雀
东南飞”了！

“这些年，连麻雀都飞了！”火
荣贵介绍说，自 2000 年以来，武威
共有 56000 多人考上大学本科，但仅
有5500多人来到武威工作。武威古时
就有重教之风，2000 年至今十余年
间，这里考上清华、北大的有69人，这
比例在全国地区级市里，也算相当不
错的，然而这些进了名牌大学的优秀
人才，竟没有一个回到武威工作。

人各有志，即使再亲的亲人也是

拉不回的，更何况，身在武威的父母
们，也没有谁愿意让已经飞出穷窝窝
的孩子重新回到武威。

这就是武威的尴尬和武威之痛。
现在武威要发展，要改变面貌，

突出的难题摆在了火荣贵和市委、市
政府面前。照老办法做事？矮子里拔
高个，等于换汤不换药。想突破一下？
条条框框如蛛丝网横在面前……怎
么办？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火荣贵在
市委班子会议和全市干部会议上，一
次又一次地敲着桌子、拉着嗓门说：
要想改变武威的落后面貌，唯有实现
转型跨越！要实现跨越发展，唯有解
放思想！解放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开创性地开展工作！

“人才是武威发展的瓶颈。”问题
清楚地摆着。人才问题不像招商引资
那么简单，有人来谈，条件一合适，便
可签约开工。人才问题首先要解决现
有人的思想观念。

“既然我们自己
没有人，该不该从外
面引进？”

“该。”
“那么我们就学

学 人 家 ，向 全 国 招
聘。”

“试试看，兴许
成事。”

于是在火荣贵
主持下，武威在 2010
年底拿出 11 个工业
领导岗位，第一次面
向全国招聘。按照省
里相关人才选拔要

求，以招一选十的办法进行。花几十
万元在中央大报上刊登广告后一个
月，来报名的竟然只有20人。

甘肃武威？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呀！有 20 人报名算是阿弥陀佛了！组
织部对报名的 20 人一核查，有 8 人不
符合基本条件。12 人报名，竞争 11 个
岗位，怎么弄法？不符合招聘办法呀！
只好流产。

武威面子大失。火荣贵和市委班
子深感“武威之尴尬”。

火荣贵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和市
委班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武威面
貌，也就不太在意“面子”了！

“武威如此缺高端人才，有没有
啥捷径可走？”一天，火荣贵问组织部
长李明生。

“有啊！省里前年与清华大学签
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每年从清华
选调一批毕业生来咱们甘肃……”李
明生说。

“这么好的事我们干啥不去把人
抢过来？你马上派人去！”火荣贵重重
地推了一下自己的组织部
长，又一把将他揪过来：“不
行，还是我去！” 8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
……
吟完《春》，又吟《夏》、《秋》。
不想今日庭院内柳枝刚刚梳妆

完毕，挽着发髻，正和丫鬟细春游走
在一片牡丹花海中。孤傲的少女听得
几句，便自呆了。一个激灵便失去了
矜持，一手掂了罗裙，急跑到后角门，
喘着气打开。

让山吟完正要离去，忽听开门声
响，一个美貌女子天仙下凡般出现在
眼前，一阵晕眩。

——你就是吟诗之人？
——我就是吟诗之人。
柳枝抬头，双眼剔透，其灿若星，

其净若晶。面前这青年长得也算齐
整，难得的是他能写出这种涌动少女
情怀的好诗。好诗！柳枝脱口而出。

——这是我弟义山写的。
说完让山心头便掠过一丝后悔。

他明白了，这女子是他千百回梦中远
远眺望的仙子啊！她分明是冲着这诗
来的，如果不说义山，自己是否能成
就一段浪漫？

马上便释然了。
让山心说，当兄长的，
不能做这昧心之事。

—— 风 光 冉 冉
东西陌，几日娇魂寻
不得。柳枝轻吟着，一
边解下腰间长长的丝
带，由中间挽起，结成
同心：请将此结转义
山，说我柳枝以此结
求诗。

说罢，春色洇延
到面颊，转身款行，掩
上角门。

关于柳枝，商隐
也有耳闻，虽然也在心头掠过一丝好
奇，但有何花痴情在先，又有锦瑟衷
情伴随，更兼仕途悲喜，也就没有过
多关注。今日让山受托，带柳枝丝结
求诗，自然心中荡起一番涟漪，柳枝
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市井传说的个
性狷奇，让山又夸貌美如花，与牡丹
花王不逊丝毫。失恋失意的商隐，希
望有一汪暖流。

自结带托信后，柳枝整日在庭院
花园中徘徊，几番到角门启了缝隙张
望。李义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子？
关于《圣论》、《才论》等等，柳枝所知
不多，但才子之名还是曾有耳闻。那
好的诗，是不是真的出自他手？是真
才实学还是附庸风雅？若是浪荡子
弟，徒有虚名当该如何？即使真是饱
学才子，若相貌丑陋又该怎样？一时
希望冲上来，捺不住期待，一时又担
忧发愁，下不了决心。

期待交织着担忧，盼望伴随着踌
躇，柳枝感到时间太慢了。昨晚的夜
是那么的漫长，义山收到我的心结了
吗？他会领悟少女的春心吗？到底是
不是个可以托付的郎君呢？一时辗
转，一时担心，春夜本不长，却也不

短，一个怀春少女，无眠。
破例早起。细春这丫头还做鬼脸

嗔她：小姐急个啥呢！柳枝也不还口，
只管催着梳洗了，快快去花园。太阳
正慢慢升起来，把光芒洒满了庭院。
这春日的清晨，空气里散发着牡丹花
叶的芬芳。柳枝径直走去，顾自打开
了角门。

门外，赫然站着一个白衣青年。
静静地站立着。从身形神态看，

看不出他是刚到，或者是到了多长时
间，总之感到他好像就一直站在这里。

一身白衣。身材修长。面容清疲。
是柳枝梦里千回百转的英俊青年。

少女被笼罩在明媚的春光里，透
过她身后的角门，里面是一片怒放的
牡丹，花大色艳，富丽端庄，雍容华
贵，绿叶辉映。

一浅会心的笑纹，漫漾在少女脸
上。她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和期
待。是的，就是他，就是这个青年！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
寻不得。

是他，是他写的。大凡自己写的
东西，读出来时自会
有一种独特的气韵。
就如母亲牵着自己的
儿子一样，是自己生
出来的。

但她还是说了
一句废话。

—— 是 你 写 的
么？

不用回答。他也
问。

——同心结，是
你结的？

亦不用回答。
太突然了，没有

准备，柳枝需要思考。
后天，柳枝双眼直视商隐，说道，

家人都要下河洗衣，我会在家里洗涤
石阶，洒扫庭堂，燃好檀香以待郎君，
还望到时赏光。

——好。商隐应允。
柳枝不舍，又看商隐，见他神清

目秀，举手投足多合自己之意，也
是情人眼中，对方都是好的。便不自
觉一笑，樱口微启，红唇小抿，增添
许多妩媚。双目流盼，两汪秋水，更
显无限风情。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流
露，击得商隐触电一般，感觉天无限
远，地无限大，天地之间这个时刻只
有两个人了。

柳枝欲告辞，商隐骤然领悟，
忙从袖中取出一份诗稿，双手擎了
递过去。柳枝慌忙来接，因长袖曳
地，拢了几下才伸出手来。春光里
突现白皙纤手，商隐情不自禁，一
把握住了如白玉葱段般的玉指。柔
若无物，又传递着温暖和心跳，男子
这里，不知身在何处。那柳枝立刻一
朵红云飞上了脸颊，即时就在
两腮布满了朝霞，商隐更是心
旌摇荡。 7

连连 载载

郑兢业

有爱人生多诗意
——读张文先《闲斋诗话》

与张文先先生同在郑州市文联供职十年有余，
自感相知甚深。悉知他对书法用功深久，笔力甚健，
却从未听他说过与诗有什么瓜葛。当他拿出《闲斋
诗话》的诗稿让我“斧正”时，我不胜惊讶：老兄会写
诗？还是格律的！

他自谦地说：算不上什么诗，更谈不上格律，不
过是些“顺口溜”，或者叫“诗体日记”。这些文字，记
录了我几十年的人生感情历程，凝结了一个游子对
父母、对故乡揪心扯肺的思念。过去从没想过发表，
明年三月，我母亲就90岁了，我想用这些心血合铸的
文字，作为一份特别礼物，献给老母亲的生日。我生
怕有太多的瑕疵和遗憾，才让你看看，挑挑毛病。我
相信你是个说实话的人。

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用心拜读后，直言不讳地
指出几处我认为与全书不很合群儿的篇什和句子。
他也在重新审视后做了取舍。

文先给我的惊异，远不止一个书法家突然在我
眼里诗意起来。他诗行里荡漾的清爽文风，奔涌而
来的真情波涛，天马踏云般的舒放诗魂，比热血烈酒
更浓的思乡念母之情带给我的阅读冲击，品诗美感，
更让我大感意外……

真实、真情，是诗人与作品的魂与骨。写诗最怕
“假唱”，一首诗里只要有一句“假唱”，就要诗的小
命。文先先生的《忆童年》能让我在吟读时鼻子发
酸，两眼起雾，诗力来自逼人的真实——

闲来常忆旧时光，祖孙三代土坯房。
雨来房漏盆接水，雪降室寒霜染墙。
田园两分菜几垄，家徒四壁米半缸。
一日三餐伴野菜，五村六舍断炊粮。
母补儿衣油灯下，父编草席土坑旁。
夏披麻袋为遮雨，冬絮鞋草防脚凉……
我与文先有着相同的生命经历，同为农村孩子，

穿不起袜子的脚丫，都曾趟过“人民公社天堂”里滴
水成冰的日子。长白山下的冬天更为难熬，他在零
下二三十度的严冬没有袜子可穿，得靠“絮鞋
草”——将玉米叶絮在鞋子里“防脚凉”。这样的诗
句，即使在炎夏读来，也让人心尖结霜。

这本诗集，从1974年萌出第一棵幼芽，至今在他
生命中成长了38年。占篇幅最多、感染力最强的篇
章，是对父母亲朋、故乡热土无尽的怀恋。读着这些
灼目烫心的文字，我想起了另一位诗人。很巧合，这
个朋友与文先先生一样，也来自长白山下，定居郑
州。我至今记得他20年前的苦吟：只有远离故乡的
人，才能走进故乡。对故乡绵绵不绝的魂牵梦绕，是

“独在异乡为异客”者终生割不断的感情脐带。
远乡异客的心，往往比常人离故乡更近。2010

年10月，当文先在电视里看到家乡残秋降雪，打电话
提醒母亲添衣御寒，母亲第一句话就问：你什么时候

回来看我啊？挂断电话后，他含泪赋诗——
雁阵声声又南回，关东十月雪纷飞。
一声话语两行泪，故乡慈母盼儿归。

“黄河滚滚日夜东，千古不变赤子情。”“岁月无
情催白发，一生俭朴持贫家。”文先对母亲这份愈来
愈烈的赤子情，既是人性的自然涌流，也源于对母亲
的深深理解和无限感恩。

游子还乡，是给萍潭波寄的心灵的特别报偿。
他在《故乡情》中诗化的母土，恣意挥洒的快意，心花
烂漫的人生佳境，让我感动又令我羡妒——

商城思母情切切，金秋时节又还乡……
新宅老路寻旧梦，薄酒素菜约同窗。
青梅竹马同品茗，老友新朋共举觞。
清茶两盏情致好，小烧三杯醉语狂。
笔落尽洒游子意，诗成醉卧慈母旁。

“醉后慈母怀中卧，梦回童年摇篮中。”文先多次
写到“醉卧母怀”，然而，这最珍贵的幸福时刻，依然
是有缺憾的。因为他父亲的早逝，不仅让他心创难
愈，也给身为长子的他，留下沉重的愧疚。从《雨夜
思父》里，不难品出他郁结于心的伤痛——

苍天垂泪洒窗格，挥毫向纸缭乱多。
几番诉爱黄泉阻，数载寄情邮路绝。
夜幕藏愁吟长恨，晚风含悲逐逝波。
寂静更深听雨落，声声尽是慈父歌。
文先的父亲沉病卧榻，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

正在驻防开封的空降师服役。他没能给恩重如山的
父亲端过一碗饭，喂过一片药。1980年老人病故时，
他的母亲不忍心大儿子往返八千里奔丧，没有告诉
他这个噩耗。自然，初上黄泉路的父亲依依回望阳
世时，没能看到遥远的黄河岸边，长子为他洒两行悲
泪，燃一炷心香。直到有吉林老乡探亲归队，才带回
他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当他日夜兼程扑倒在父亲
坟前时，坟头已蔓生出萋萋野草……他给父亲的报
答，是他积攒下的军人津贴费，还上了埋葬父亲时家
里欠下的300元丧葬费。

文先先生抒情诗感人肺腑，写景也不落俗套，他
笔下的榆树，也长得形神辉映——

名不惊人貌不扬，寂静生长村舍旁。
老来枝干坚如铁，乐为农家做栋梁。

“有爱人生多诗意”。因为心中有爱，文先才会
写出亲情浓烈、乡思绵绵的诗篇；因为心中有爱，祖
国的雄山丽水、断柱残碑，皆能激发他的歌吟激情；
因为心中有爱，双鬓染霜的文先，依然在他号称闲斋
的书房里，用逸然洒脱的精神姿态，续写着“琴棋书
画诗酒花”的人生诗篇。

“两架财富书千卷，一池墨香字百幅。”“回首无
憾事，无慰心自平。”我特别期待，自己的人生境界，
有朝一日也能升拔到文先先生的诗境里。

中原收藏

影青釉花口碗
江西景德镇烧制瓷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到宋代生产出影青釉瓷器。
影青瓷又称青白瓷，釉色介于青与白之间。

这种青偏向于蓝天的青色，看上去如冰似玉，洁净
高雅。

北宋早期的产品釉色偏黄带纹片，到中、后期
已是纯正的青白色，釉层薄而透亮。南宋时，釉层
稍厚，由于改用覆烧工艺，使釉层偏黄。

印花和划花是宋影青瓷的主要装饰方法，一
般是在器物的里壁，都精美生动。

这件影青釉花口碗，口沿外敞，呈花瓣状，收
腰束足。胎体轻薄，釉面光致，釉色白中泛青，温
润如玉。碗心暗刻花瓣，线条流畅而圆柔。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郑邑旧事

八路军后方医院
马清贤

这里介绍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位于荥阳市
环翠峪景区内，卧龙台寨正下方三坟村里的八
路军后方医院遗址。它隐藏在一株万年古橿覆
盖之下的三孔大窑洞里，若没有路标指引，第一
次去的游客根本寻找不到。

据史料记载：1944 年 4 月，日本侵略者打过
黄河，进入豫西大肆烧杀掠抢。由皮定均司令
员、徐子荣政委组成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队
（简称皮旅）进入嵩岳山区，坚持抗日斗争。根
据战事需要，八路军嵩山军分区的后方第二医院
（所）于当年的 10 月，在环翠峪三坟村的慎家窑
洞成立，所长战旭东、指导员和福冉、医生严明
玉、李海虞等，还有司药、护士约 20 余人。此医
院（所）历时 1年，共救治 2000多名为抗战浴血的
八路军战士。皮定均司令员、老三团团长钟发生
曾到此看望、慰问医务人员及伤病员。

遗址现存一排暗圈石窑（先挖成土窑洞，再
用石头砌墙圈顶）三孔，坐西向东，在环翠峪内
进山的公路下边约 30 米处；石窑上方有一株枝
叶茂盛、铺天盖地的古橿树，茎围约 5 米，据考
证树龄接近万年，虬枝繁叶把遗址院落覆盖得
严严实实，藏而不露，又被当地人称作“英雄
树”；三孔窑洞的宽度均为 3.70 米，深度不一，最
深的北边窑洞约 12 米，据说是伤病员住的“病
房”，其余两孔一为手术室、一为药房。

此处遗址，历来都是当地文管部门的保护
对象.自从开发环翠峪风景名胜游览区后，就把
此地列为一处红色旅游景点，拆移不必要的农
用微型建筑，清理并硬化院子场地，修通道路，
竖起国旗，挂出医院简介及八路军在嵩岳山区
活动示意图。1996 年，这里被共青团郑州市委
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笔

打火机
李绍光

一只小小的打火机，梦牵魂绕二十余年，至
今令我难以忘却。

弯曲的土路，残破的土墙，狭窄的土院，这就
是我脑海中儿时的家乡。1990年的初冬，天特别
冷，枯黑的落叶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村旁圆圆
的井台旁，一群大人在喳喳说个不停，吱吜，吱吜，
老轱辘的响声传得特别遥远。井口上面只见穿着
皮衣的红星和他二叔忙得不停，快！再捞捞，快！
再捞捞。红星喊着，他二叔脸憋得通红，手脚更紧
张了。大约个把小时，一群人都散去了。第二天
听说，红星的一只打火机不慎掉进了井里，火机值
500元呢！500元？我吓了一跳，我一年的学费才
10元呢？从那时起，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念头，为什
么要花那么多的钱买一个打火机呢？

红星的父母都是正式职工，平时再干点生意，
家里十分殷实。三个姊妹很节俭，一家人随着他，
所以红星大手大脚。红星他爸常常埋怨他不好好
学习，不求上进，可就是舍不得弹他一指头，因丢了
500元钱的打火机，红星一下成了村里和学校的大
明星。不久，我参加了工作，那时大学毕业一月才
不足100元，除个人生活外，还要想法为家里做点
贡献，贡献少得可怜，每次拿出手时，我都觉得很惭
愧，可奶奶和父母从没有埋怨过我，我越发感到难
受。那时我想，假如我有剩余的500元，我一定要
领着父母去大城市看看，不管咋样，我也绝不会去
买打火机！二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个念头
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平淡。今天我早已为人
父，暑期里，儿子常和社区里的孩子一起玩耍，他们
一起打球，骑车，我怪孩子们贪玩，不知道好好利用
假期补习一下功课，把假日当做学习的加油站。
可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八月中旬一周时间内，儿
子和他的伙伴们都购买了一辆高级变速赛车，少
则两三千元，多则达上万元，车上有各种型号的配
灯，还有设计精美的火机，火机价格达 600 元呢？
这令我实在无话可说！

一只打火机，我们这代人的情结。现在的娃
娃们很难想象那段历史，也不会理解父辈的情
感，更听不进去爷爷奶奶讲的故事！但我想这不
一定是坏事，因为社会总是滚滚向前，国家越来
越富强，一代更比一代强,孩子们是早晨八九点钟
的太阳，美丽生活属于他们，他们不该有过去的
负担！可是，我仍然想说，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
留恋，而是为了珍惜今天，明天更发奋前进!

阅汉堂记

武士自述
张健莹

新书架

《西藏情歌》
金颖

作者长期在藏区工作生活，藏地文化中婚俗以及情
歌更是带给他前所未有的震撼。深沉博大的藏地情感文
化引发他的思考，也促成了《西藏情歌》的收集与写作。

这本书的内容几乎覆盖整个藏地，包括最盛名的情
歌分布区域，山南地区，墨脱一带，甘孜地区，迪庆地区，
青海地区等，作者历时7年，通过走访、观察、收集、整理、
修改和编校等方式，形成这本比较完整的情歌集。

全书采用情歌+情歌文化、情感故事及历史背景
注释的模式，以诗歌贯穿，文字部分则取材于作者多年
在藏地走访得来的第一手素材，真实而震撼地反映了

藏地情感文化，原汁原味，荡气回肠，浸满浓郁的藏式
美感以及难以言说的忧伤，是了解西藏地区情感方式、
婚恋习俗的最佳读本。

书林漫步

光明在望（国画） 庞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