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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问斋老板大怒，抄起笤帚
追着儿子揍。儿子不敢还手，只
能躲。俩人在屋里你追我赶，一
不留神，“咣当”一声把这个瓷绣墩
给撞倒在地，边上磕破了一块。谟
问斋老板心疼得不行，当时捂着胸
口就倒在地上。儿子不敢怠慢，赶
紧送去医院抢救。老爷子给抢救
过来了，但身子也垮了，店里的事
情，只能让儿子做主。

谟问斋公私合营那天，老板
非要从医院出来，一屁股坐在铺
子前，屁股下就是这个掉了碴儿
的孔雀双狮绣墩。他大声说：“这
绣墩打来我家起，一直是当爷爷
供着，从来舍不得坐。今天我就
要坐个痛快，过一把皇帝的瘾。”

他坐在这个绣墩上，一动不
动，盯着人把铺子里的东西一件
一件搬走。最后大家把公私合营
的牌匾挂上，鞭炮响完，儿子过来
招呼老爷子起身，凑近一看，已经
没了呼吸，老爷子就这么坐在绣
墩上去了。他的右手垂下来，紧
紧抠在绣墩的缺口处，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劲，要两个小伙子才把
手指头掰开。

这个孔雀双狮绣墩不在谟问

斋的合营名录里，算是他们家的私
有财产。可老板儿子却不敢要，他
爹老吹嘘这绣墩沾染皇气，他要求
上进，不愿保留这些封建残余，索
性卖给了药来。办完丧事之后，老
板儿子匆匆返回南方，没过多久，
家属也被接过去，房子转卖，从此
这一家人再无任何消息。

对于谟问斋老板，药来一直
有些歉疚。若他不把老板儿子叫
回来，是不是能保住他一条性
命。当然，也可能会碰到一个更
残酷的结局。

听药不是讲完这四个故事，
都已经快半夜了。旁边高兴听得
发呆，我动了动酸疼的脖颈，长长
地吐出一口气，心中百感交集。

药不是道：“这四个故事，我
爷爷只说给我听。其他人或有耳
闻，但唯独我听得最全。小时候
的我听不懂，如今回过头，却处处
有着深意。”

这些故事里，或是贪婪，或
是痴缠，或是无情，或是无奈，明
里讲的是四件器物，其实已跟掌
眼鉴定关系不大，甚至和真假也
都无关，说的全是人心。正所谓
鉴古易，鉴人难。比起那些器物，

这人心才是最耐琢磨的。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药来这

一辈子经历过无数风雨，为何单
单对这四件事耿耿于怀呢？

药不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
思：“我爷爷常说，这四事的主角
都不是他，但偏偏是他掌握了那
些人的命运。倘若其时他改换做
法，那些人和这些器物，未必不是
另外一个结局。所以这四件事
里，他都有一悔：悔事，悔人，悔
过，悔心。”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这
不正是我那个小店的名字吗？

我的小店叫作四悔斋，用的
乃是我父亲自杀前留下来的四个
词。如今居然在药家子弟口中听
到，看来这“四悔”的来历，恐怕比
我想象中还要复杂。不知药来和
我父亲许和平之间，还有什么特
别的瓜葛。

我本想好好琢磨一下，可脑
子里快成一锅粥了。您想啊，我
们一天从卫辉赶回来，两次闯入
药家别院，还跑去圆明园一趟，中
间没停没歇，疲惫不堪，这眼皮比
司母戊方鼎还重。

这种状况，实在不适合继续

思考。我比了个手势，说今天差
不多到这，咱们明天再说吧。

药不是已经在旁边给我开
好了房间，我告别之后，昏昏沉沉
回去屋里，一头栽在床上，脸埋在
柔软的枕头里一下子就睡了过
去。

这一觉睡得可真香，溜溜儿
到了八点多我才醒。简单地洗漱

了一下，我去敲对门的门。门开
了，高兴穿着件浅蓝条纹的灯芯
绒睡衣探出头来。我一愣，尴尬
得赶紧打了个哈哈。反倒是高兴
大大方方说：“他还睡呢，咱俩先
吃早饭去？”

没过一会儿，高兴换回昨天
那套衣服，和我一起去了楼顶的
旋转餐厅。我们俩一人捧着一
份早餐，对面而坐。我忽然很好
奇：“你们俩性格差这么多，怎么
认识的？”

高兴拿叉子戳了一块水果，
边吃边说：“我跟他呀？特简单，
我高二那年暑假，骑自行车去香
山写生，正好遇见一个拦路抢劫
的，药不是正好路过——你是不
是觉得接下来是英雄救美？哈哈
哈，真不是。药不是根本没动手，
他跟劫匪理论上了，说这里距离
最近的派出所就七百米，你抢完
跑掉的速度多少多少，我跑去派
出所报警的速度多少多少，民警
骑摩托追过来的速度是多少多
少，你根本没机会逃掉，为了几支
画笔付出劳改代价，成本太高，哇
啦哇啦开了堂课。那劫匪估计听
烦了，骂了句神经病就走了。”

我忍不住笑了，这还真是药
不是的作风。

“我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药不是挺不高兴，说我帮你解围
你还笑。我说那我请你吃冰棍
吧，他说必须回请，一来二去，我
俩就好上了。学校抓早恋，可从
来没逮着过我俩。药不是天生一
张好学生的面孔，每次来我们学
校，都特能唬人，从家长到老师都
以为他是来辅导功课的。”

高兴咯咯笑了一阵，一脸怀
念，随即又摇摇头：“哼，这家伙别
的都好，就是太刚愎自用，啥都自
作主张。他要出国，我没拦着，他
说把我也带出去，那我可不干
了。凭什么非得靠你带呀？我不
成了傍家儿了吗？好像离了男
人，就什么都干不了似的——你
要追姑娘，可别学他。”

我讪讪一笑，烟烟和我之
间，可不存在这种问题。我忽然
想起一个事：“药不是为什么不愿
意接药家的衣钵？”

高兴道：“他嫌古董这行暮
气沉沉，一半靠人脉，一半靠资
历。这家伙心高气傲，说要做那
种靠努力和智慧就能有所成就的

事。就因为这个，他跟家里吵了
好几架，药老爷子亲自出马都没
用，最后只能任他出去，转而培养
他弟弟药不然。”

“药不然你也认识？”
“很熟啊，小家伙跟他哥不

一样，性格活络，挺有文艺天赋
的。他玩摇滚就是我带入门的，
可惜啊，最后还是被家里拽回去
了，没逃掉。”高兴吮了吮叉子尖，
随即正色道，“不过你别小看那家
伙。药不是外冷内热；而他弟弟
正好相反，平时嘻嘻哈哈哈，对谁
都挺热情，可骨子里却保持着距
离，旁人轻易看不透，连药老爷子
都不好把握……”

“背地里不要说人坏话。”
一个声音从我们旁边飘过

来，药不是沉着脸站在那里。原
来他也起床来了餐厅。高兴吐吐
舌头，低头继续吃她的煎蛋。我
横了他一眼：“昨晚睡得还挺好？”

药不是眼皮一抖，知道我是
在拿高兴留宿的事涮他。他“哼”
了一声，说：“很好，一觉睡到天
亮。”然后独自坐去另外一
张餐桌，拿起一片燕麦吐
司，默默地往上抹黄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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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黄河

河，是一座城市的年轮。
郑州，因一条大河流过而自豪，而悲伤，而欢笑。
当然，黄河并不属于郑州，她只是从郑州身边流

过。但是，黄河流经郑州，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这些
用泪与笑写成的故事，全都流进了民族的史册。

史前的大河村遗址，存留了远祖的身影。邙
山炎黄广场，展示着先贤的鼎盛。

邙山有大禹岭。大禹站在山岭之巅。大禹乃
治理黄河的始祖。禹受舜命，修理河道。经过数
十载不懈的努力，不羁的黄河第一次被驯服。

邙山有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纪念地。摄影师拍
下了这一瞬间，成为黄河历史闪光的一瞬。“一定
要把黃河的事情办好。”他沉思许久，留下一句话，
掷地有声，响过黄河的波涛声。

国家治理黄河的机关，设在郑州。经过数十
载不懈的努力，不羁的黄河再一次被驯服。

黄河南岸，花园口决堤堵口纪念碑表情忧
郁。抗日战争初期，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炸
开黄河大堤，致使豫、皖、苏三省 44县蒙受水患，
89万人惨死，390万人流离失所。黄河血泪滔滔，
被迫改道8年之久。

曾经的悲伤，已经流入大海。
如今的黄河，总是露着笑脸。黄河游览区到

处是渔村、湿地、休闲农庄，时刻向游人招手。

金水河，含金

金水河，一条流过2500年历史的河。
春秋时代的祖先有福分。郑国诞生了一位不

毁乡校的贤相，大名子产。
他执政 26 年，以百姓为衣食父母，极尽谦

恭。这个依靠言论自由和法典治国的贤者死后，
天下同悲。思想家孔子泪流满面，称子产是先人
留给晚辈的恩惠。百姓倾其所有为其送葬。他们
怎知，子产已给家人叮嘱，礼金一概不受。百姓便
将这些金银投到河中。河水因为珠宝的绚丽而金
色闪闪。金水河由此得名。

郑州，曾被遗忘得太久，太久。
百年前，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郑州作为重要

的车站，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60年前，郑州成
为河南的省会。3000年前的商代故都遗址被意
外发现。金水河，恰从遗址中间穿过。

金水河的北岸，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相传，
宰相子产春游护城河，看到山下盛开的紫荆花，赐
名此山为紫荆山。今天，它成为超人气的公园。

河水断流过，也受到过污染。如今，河畔建起
连绵十多公里的滨河公园，绿树成荫，成为休闲
者、健身者的天堂。

无数次在金水河畔漫步，聆听鸟鸣，在天然氧
吧里吸氧，凝望灵性的细流怀古。

也一直心生感慨：游乐设施已经够多，唯独，
少了一尊先贤子产的雕像。

熊儿桥下的河流

熊儿河，源于明代的一座桥梁。
某年深秋，郑州连下暴雨，南关外的小河泛

滥，两岸百姓叫苦不迭。住户熊儿侠肠义胆，把自
己多年积蓄慷慨捐出，带领群众挖河筑堤，排洪导
水，最终把害河变成了益河。为方便人们行路，熊
儿又在南城门外的河上修起一座石桥。

人们铭记熊儿的功德，将石桥以他的名字命
名。无名河因桥得名。

郑州虽有多条河流，但真正从老城区流过的，
只有金水河与熊儿河。

两条河流，共同见证了一座古城的沧桑巨变。

贾鲁河，被时光掩盖

赫赫有名的鸿沟，早已干涸。楚汉相争的故
事，却流传至今。

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在此对峙，约定：以鸿
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者为汉，以东者为楚。

鸿沟相传 2300年前为魏国所凿。其故道北
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东流开封，最后流入淮河。曾
几何时，河流淤废。元朝至正年间，一位名叫贾鲁
的山西籍官员受命治理黄河。他采用疏浚和堵塞
并举的方法治水，开凿了新的河道。古运河重新
焕发生机。豫人感谢贾鲁的恩德，便把重新疏通
的运河改称贾鲁河。

鸿沟干涸了，一段历史也被时光尘封。考古
学家终于给出了谜底：今日贾鲁河，其前身就是远
古的鸿沟。

贾鲁河静静流淌，默不作声。它心里明白，被
时光掩盖的历史，终会复原。

周公旦约出生于公元前1089年，卒于公元前
1031年，享年约 58岁。唐《括地志》记载，周公庙
一带为周公旦封地。李渊在隋代曾做过岐州刺
史，他当皇帝后便命长孙无忌督建周公祠，随着后
来的不断扩建，周公祠更名为周公庙。

周公庙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方向6公里
处的凤凰山南麓，总面积60多万平方米，属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停车场远眺凤凰山，雄壮威
武，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周公庙坐北面南，三面环
山，地形犹如“太师椅”，沉稳厚重，意境深远。

周朝建立不到 3 年，周武王积劳成疾去世。
武王遗有五子一女，当时成王诵只有 13岁，难以
控制复杂的局面。在此危难之际，周公毅然决然
代成王摄行朝政。但召公、太公及其他一些大臣
对周公摄政有意见，很可能出现内讧。在这种情
况下，周公处变不惊，机智应对，做了大量的疏导
工作，争得了朝臣支持。

武王伐商只打击了商朝的核心部分，其残余
势力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为从根本上解除对
新生政权的威胁，周公经过三年破斧奋战，平定了
兄弟管叔、蔡叔联合纣王儿子武庚发动的“三监叛
乱”，又东征了7个叛国，取得了伐商的彻底胜利。

《诗经·豳风·破斧》载“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
东征，四国是皇。”接着，周公开始实施周初大分封，
把全国分封为71个诸侯国，其中53国为同一姬姓，
体现了强烈的血缘宗法制基础。分封制在周初地
广人稀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形似联邦，在政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西周建立之后，如何对待殷商顽民出现了两
种主张，以太公姜子牙为首的朝臣要求对殷商顽
民斩尽以绝后患，而周公则认为这样下去冤冤相
报何时了，倒不如对他们采取宽容政策，分化瓦
解，教育感化，恩威并重，因而实行了“殷人治殷”，
并派成周八师监视之。历史证明，周公采取的策
略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

周公鉴于殷商滥用刑罚最终导致灭亡，认识到
用法制禁令强迫民众不越轨，民众虽惧怕惩处，但对
犯罪没有羞耻感，若法制禁令一旦有所松弛或存在
漏洞，民众仍会犯上。因此他认为法治只能治社会
表象，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约束民众，使民众具有羞耻
心，当然也就不会恣意犯罪，故提倡德治。

周公经过潜心研究创立了《周礼》，将典章制
度、机构设置、职能部门划分以及民间婚丧嫁娶等
风俗习惯均加以规范。可以说，《周礼》对中国社会
影响极为深远。难怪孔子穷其一生追求“克己复
礼”，并“述而不作”。这个“礼”，就是《周礼》。

周初掌握实际大权的周公旦，朝读书百卷，夕
待贤士七十人，为操持政务呕心沥血。《韩诗外传》

中有“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
士”的记载，说他吃饭时若有人前来拜访，他即起
身待士，吃一顿饭可能要中断多次，洗澡也是一
样。充分说明了周公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宽广胸
怀，故曹操在《短歌行》中赞叹“山不厌高,海不厌
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殚精竭虑令四方谒服，国泰民安。等到周
成王能够处理朝政的时候，周公决然放弃商代多“兄
终弟及”的成例，把权力还给周成王，正式确立了周
朝嫡长子继承制，可谓高风天鉴。周公代行朝政7
年，为西周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愧为百代楷模。

西周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科学技术、文
化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当我看到国宝级的
文物大盂鼎、毛公鼎时，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精湛的
技艺竟出自三千多年前的周人之手。诚想古代先
祖在没有煤炭的条件下用干柴烈火加鼓风从矿石
里提取金属元素，并且要把铜、锡、铅按照多种比
例调配，熔铸而成的圣器能保存几千年不曾氧化，
真是不可思议。

西周时人们对天文历法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建于登封的周公测景（通“影”）台至今保存完
好，人们用它来观测日影，验证节令、计算出一年
的长度。西周在文化艺术方面是一个集大成的时
代。《周易》成为六经之首，至今仍有许多中外专
家、学者在认真研究。西周在文字的使用和规范、
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都有划时代的进步。可以
说，西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

初夏最有盼头!“晴日暖风生麦
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小麦、青稞、
燕麦、大麦、荞麦初长成，正是尝新
的好时候。勾人馋虫的青麦团，的
确让人上瘾！

进入夏天，麦儿定浆壮籽后，割
穗削芒，大火大轰，或蒸或烤，于是，
麦香飘溢。晾凉，放到柳条簸箕或笸
箩里揉搓，麦粒与麦衣分家，“呼哧呼
哧”簸去麦衣，只留一堆翡翠珠般的
青麦粒！于是，忍不住，抓起一把塞
进嘴巴，筋拽拽，嚼不够。趁着余热，
把青麦倒入磨眼儿，随着石磨的转
动，一根根诱人的油绿条条，便从石
磨中挤压出来。或者，把青麦平摊在
碾板上，推动碾辊，压成绿油油的麦
饼，细切成条。再凉拌，或爆炒，香似
脂，甘若饴，润入喉嗓，沁人心脾！

小麦的娘家在两河流域。五千
多年前，嫁到新疆，迁入甘肃，所以
巧食青麦，应该从西北而起。在那
里扎下根后，又到黄河流域、江南地
区生儿育女。“莫嫌贫舍无兼味，尚
有青青麦索餐”，麦索是西北人的叫
法，因其粗细和火柴差不多，长短不
一，像绳索，故名。“拭盘堆连展，洗
酺煮黎祁”，陆游自注，“连展，淮人
以名麦饵”——淮河流域河南南部、
湖北、安徽段的叫法；这麦饵，是古
时全麦磨浆后，或蒸或烤的饼食。
连展是用青麦在碾盘轧出的片状
饼，也叫麦饵。“麦青做撵转，麦仁做
肉粥”，清人潘荣陛写的是北方人的
称呼，也有叫“善连”“碾转”“捻转”
的，北京人矫情地称之为“碾碾转
儿”。“麦蚕吃罢吃摊粞，一味金花菜
割畦”，麦蚕，江南人因其形似春蚕
而名。我翻阅了许多读物，这种食
物的叫法，各地不一，但实属一物，
是一脉相连的！

甲骨文记载，“夏至之日，新麦
成，种新黍，故以之为食新麦之节
日”，早在先秦，就有食麦尝新的习
俗。《礼记·内则》讲，“黍、稷、稻、粱、
白黍、黄粱、稰、穛，当为八簋所盛之
食”，天子是“加以麦、苽”食用。郑
玄解释说，“熟获曰稰，生获曰穛”，
稰是成熟收获后，舂成粒状食用；穛
是未成熟而收割，蒸后再舂成粒状
食用。看来，这是食用青麦的最早
记录吧，而且，世代传播，经久不
息。许多王公贵族邀请民间庖丁现
场制作，赏青尝鲜。是呀，高手在民
间，“六月日日好尝新”，炎炎烈日
下，百姓围坐大树荫下，端着大碗青
麦饭，大快朵颐，丰收的喜悦与希
望，满满地塞进肠胃，也算告别青黄
不接的一种安慰吧！

斯坦福大学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评定的世界第二名校，
被誉为成就了硅谷及领导全球经济与科技产品发展的“梦想
学府”。而YC则是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孵化了 800余家创
业公司，总融资额达到 30亿美元，所创市值超过 300亿美元。
该课程邀请一流创业者和投资人，讲授互联网趋势下团队、销
售、市场、融资等方面的创业关键。

这本书主要针对中国年轻的创业者，这群年轻人，他们野
心勃勃，思维敏锐，已经嗅出了市场的动向，只是苦于没有机
会拿到风投，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一些人，虽然已经创
办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却发现公司的运营模式不够成熟，不能
实现盈利，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对于这两种人来说，本书无疑
是有益的思想启发和实践指导。

我老家的泥巴被称为黄胶泥，是很厉害的。
雨水一浸霪，泥巴里所包含的胶黏性就散发出来，
变成一种死缠烂打的纠缠性和构陷性力量。脚一
踩下去，你刚觉得很松软，好嘛还没说出口，稀泥
很快就自下而上漫上来，并包上来，先漫过鞋底，
再漫过脚面，继而把整个脚都包住了。这时候，你
的脚想自拔颇有些难度，可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
和泥巴搏斗。或者说你每拔一次腿，都如同在费
力地与泥巴拔一次河，拔呀，拔呀，直到把你折腾
得筋疲力尽，被无尽的泥涂吸住腿为止。以致当
地有一个说法，谁做事不凭良心，就罚他到某某某
地蹅泥巴去。很不幸，某某某地指的就是我的老
家。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踏泥巴，也不是踩泥
巴，而是按我们老家的说法，写成了蹅泥巴。如果
用踏，或用踩，都不尽意，也不够味儿，泥巴都处在
被动的地位。只有写成蹅字，让人联想到插或者
馇，才有那么点儿意思。

对老家泥巴的厉害，我有着太多的体会。在老
家上学时，每逢阴天下雨，我就不穿鞋了，把一双布
鞋提溜在手里，光脚蹅着泥巴去，再光脚蹅着泥巴
回。为什么不穿鞋呢？因为浅口的布鞋在泥巴窝
里根本穿不住，你一蹅泥巴，泥巴只放走你的脚，却
把你的鞋留下了。再说了，母亲千针万线好不容易
才能做出一双鞋，谁舍得把鞋在烂泥里糟蹋呢！光
脚蹅泥巴，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容易滑倒，一不
小心，就会滑得劈一个叉，或趴在泥水里，把自己弄
成一头泥巴猪。另外，脚上和小腿上巴的泥巴糊子，
到达目的地后须及时清洗掉，万不可让太阳晒干，或
自己暖干。因为我们那里的泥巴很肥，肥得含有一
些毒素，如果等它干在皮肤上的话，毒素渗进皮肤
里，皮肤就会起泡，流黄水儿，那就糟糕了。

有一年秋天，我请探亲假从北京回老家看望母
亲，赶上了连阴天。秋雨一阵紧似一阵，连扯在院子
里树上晾衣服的铁条似乎都被连绵的雨水湿透了，在
一串一串往下滴水。泥土经过浸泡，大面积深度泛
起，使院子和村街都变得像刚犁过的水稻田一样。我
穿上母亲给我借来的深筒胶靴，到大门口往街上看了
看，村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只麻鸭在水洼子伸
着扁嘴秃噜。它们大概把村街当成了河。我打伞走
到村后，隔着护村坑向村外望了望，只见白水漫漫，早
已是泥淤路断。就这样，眼看假期就要到了，我却被
生生困在家里。无奈之际，我只能躺在床上睡觉。空
气湿漉漉的，房顶的灰尘和泥土也在下落。我睡一觉
醒来，觉得脸皮怎么变得有些厚呢，怎么有些糨得慌
呢，伸手一摸，原来脸上粘了一层泥。

那么，把路修一修不好吗？我们修不了天，总
可以修一下地吧！修路当然可以，可地里除了土，就
是泥，把地里的泥土挖出来铺在路上，除了下雨后使
路上的泥巴更深些，还能有什么好呢！您说可以用
砖头铺路？这样说就是不了解情况了。拿我们村
来说，若干年前，差不多每家的房子都是土坯垒墙，
麦草苫顶，家里穷得连支鏊子的砖头都没有，哪有砖
头往泥巴路上铺呢！虽说砖头是用黏土烧成的，但
它毕竟经过了火烧火炼，其性质已经改变，变成短时
间内沤不烂的东西。人们看到一块砖头头儿，都像
捡元宝一样赶快捡起来，悄悄带回家。 让他把“元
宝”拿出来，垫在路上，他哪里舍得呢！

这样说来，我们那里的人活该蹅泥巴吗？祖
祖辈辈活该在泥巴窝里讨生活吗？机会来了，机
会终于来了！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回老家为母亲
上坟烧纸时，听说我们那里要修路，不但村外要修
路，水泥路还要修到村子里头。这里顺便说一

句。我的当过县劳动模范的母亲去世已经 11年
了，11年间我每年至少回老家两次，清明节前回
去扫墓，农历十月初一之后回去为母亲“送寒
衣”。每次回老家之前，我都要先给大姐或二姐打
个电话，询问一下天气情况。老家若是阴天下雨，
我就不敢回去，要等到天放晴，路面硬一些了，我
才确定回去的日期。要是修了路就好了，我再回
老家就可以做到风雨无阻。

2014 年 12 月 4 日，也就是农历马年十月十
三，我再次回到老家时，见我们那里的路已经修好
了。抚今追昔，我难免有些感慨，对村支书说，日
后刘楼村要写村史的话，修路的事一定要写上一
笔。据族谱记载，我们的村庄在明代中后期就有
了，村庄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的历史。几百年间，村
庄被大水淹没过，被大火烧毁过，被土匪践踏过，
虽历经磨难，总算还是存在着，没有消失。与此同
时，风雨一来 ，泥泞遍地，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
泥泞中苦苦挣扎。可以肯定地说，哪一代人都有
修路的愿望，做梦都希望能把泥涂变成坦途。然
而，只有到了这个时代，只有到了今天，这个梦想
才终于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老家修路
是五百年一遇，也是五百年一修。

村支书特地领着我在修好的路上走了一圈儿。
路修得相当不错，路基厚墩墩的，平展的水泥路面在
冬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水泥路不仅修到了我们家
的家门口，村后的护村坑里侧，也修了一条可以行车
的路。如果家人驾车回家的话，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家
门口，还可以开到村后，通过别的村街，再绕回来。

我的乡亲们再也不用担心在阴雨天蹅泥巴
了。不难想象，雨下得越大，我们的路就越洁净，
越宽广，越漂亮！

告别泥涂
刘庆邦

郑州地理

水流郑州
王幅明

《斯坦福大学创业成长课》
曹树欢

知味

青麦瘾
张富国

史海钩沉

周公与西周文明
刘安杰

新书架

荷花（国画） 许麟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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