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强端着红色的塑料盆子过
来，放在奶奶脚下，笑着说：“奶
奶，字在上边印着呢，不会丢！”

“印着就不会丢了？”奶奶不服。
“是啊，就像你在衣服上绣

朵花，花会丢吗？”
“啊！”奶奶明白了，“花不

会丢，衣服要是丢了呢！”
“听见没有妹妹？奶奶的意

思是，书千万不要丢了！”
奶奶笑了：“啥时候都是俺

大强明白奶奶的心！”
心明说：“我不丢，我天天

背着它！”
大 强 用 手 试 了 试 水 温 ，

说：“奶奶，洗脚吧！”“奶奶，
我给你洗！”心明抢着喊。

“不让你洗，我自己会洗！”
奶奶的脚伸进了盆子里。

“奶奶，让我给你洗吧！我
洗得好！”心明走过来，摸着奶
奶的腿蹲下去。

“不让你洗了，我会洗！”奶
奶的声音不觉地高起来。自己好
好的，为啥老让女孩儿洗呢！她
真的不想麻烦人。

心明小嘴儿一撇：“奶奶，
是、是我洗得不好吗？”

奶奶一愣，连忙说：“洗得
好，奶奶没嫌心明洗得不好！只
是，奶奶怕奶奶的臭脚熏着你了！”

心明又笑了：“奶奶的脚不
臭。”想了想又说：“臭我也不怕！”

大强说：“奶奶，你就让妹
妹洗吧！她说是报答你！”

“好我的乖乖！”奶奶叹一
声，忽然就有些歉疚。

心明很会洗脚，虽然才六
岁，可她的动作非常娴熟。十个
脚指头，八个脚趾缝，她一个一
个地细细探索，揉了脚板，挠了
脚跟，搓了脚心，把奶奶舒服得
直想呻吟。

月光很好，牛奶似的灌满了
院子。月夜的羊羔非常精灵，它
们不睡，你追追我，我追追你，
把院子当成了训练场。大强批评
过它们，又抓了青草安抚着。羊
羔得了草，便不再调皮，咩咩几
声，跑回到妈妈身边。

心明抱着书坐在床上，装模作
样地复习白天的课：“蓝天是白云
的家，土地是禾苗的家，树林是小
鸟的家。滩涂是心明的家……”

坐在床头缝衣裳的奶奶问：
“滩涂也上书了？”

“嘻嘻，我自己加的。不对
吗奶奶？”心明很得意。

“书是书，话是话，你一个
小人人儿的话咋能跟圣贤的书混
在一起！”奶奶说。

“哥？”心明想要哥的帮助。
大强说：“只要考试时别把

这一句写上就行了。”
奶奶不再争辩：“那快睡吧！”
心明高应一声，便钻进被窝。
大强说：“奶奶你也睡吧，

时候不早了！”
“嗯。”奶奶应着，放下手里

的衣裳，“你知道奶奶最喜欢听
啥吗？奶奶最喜欢听你睡着的声
音。呼——哧，呼——哧！有时
候你还打个轻轻的呼噜，每到这
样的时候，奶奶的心里就特别
甜，像是灌满了蜜糖！”

大强感到幸福，轻轻地闭了
眼睛。

“把灯关了！”奶奶提醒他。
奶奶的感觉永远精准。虽然

从小跟奶奶长大，但大强总想让
奶奶感受灯光。只要奶奶不睡，
他就老是亮着灯。灯光壮胆。黑
夜里他会莫名地感到害怕。奶奶
看不见，是不是终年生活在黑夜

中呢？是不是也会莫名地感到害
怕呢？奶奶说，有时候也怕。习
惯了，也就不怕了。

睡 着 的 心 明 忽 然 说 起 梦
话，她急迫地喊着：“妈，妈
呀！我会给你洗脚，我不嫌你的
脚臭！妈，妈妈，你不要扔我
呀，你不要扔心明，我是你的女
儿……我会给你洗脚，你不扔

我，我天天给你洗……啊啊妈妈
——”心明爬起来，抖动着双手
想抓住什么。

奶奶和大强都坐了起来。大
强拉亮了电灯。

“你别起！”奶奶说过，顺床
爬到那头，轻轻地拍着：“心
明，心明！奶奶在这儿呢！奶奶
在这儿呢！”

心明紧紧地抱住奶奶：“我天天
给你洗脚，我不嫌臭。我、我我……”

心明啜泣了一会儿，才又沉
沉睡去。

奶奶把心明轻轻放下，禁不
住喃喃着：“苦人儿！苦命的小
人儿啊！”奶奶的眼泪汹涌而
下：“这小妮儿受苦了，六岁个
孩子啊！”

“奶奶！妹妹可怜！”大强说。
奶奶说：“其实，这几天，

我一直想着，把她送到县里的福
利院去……”

“奶奶，千万不要送！”大强急了。
“我已经给她做好了两身衣

裳。奶奶想，咱不能对不起孩
子，毕竟，她来过咱家，叫过我
奶奶，做过俺孙子的妹妹……”

“奶奶别送，求你了奶奶，

千万不要送！”
奶奶不接孙子的茬。奶奶

说：“现在，就是刚刚，奶奶下
了决心，咱不送了！”

“奶奶，你再说一遍！”大强
跳到奶奶床上，拉住了奶奶的手。

“咱不送她走了！大强啊，
孩子啊，咱就是再苦，一天吃两
顿饭，喝两顿稀汤，咱也要把心
明留下，带她长大！”

“奶奶，奶奶你真好！”大强
泪水更多了。

“奶奶不好。奶奶一开始就
想把她送走。奶奶是心疼孙子才
把她留了这几天的！”

“奶奶！”大强感激地喊一
声，泪水汹涌。

“这么个小人人儿，她让我
想起了奶奶的小时候。”瞎奶奶
现出回忆的样子，“听我娘说，
我 小 时 候 ， 家 里 也 想 把 我 扔
了 ， 说 了 多 少 回 ， 要 扔 ， 要
扔，累赘嘛！有一个要饭老婆
儿知道了，说她想要我这个瞎
妮儿。人来了，我娘哭了。我
娘说，孩子眼瞎就够她命苦的
了，再送给别人那不就是要她
的小命儿吗？亲骨头亲肉的还

嫌弃呢，二家旁人会对个瞎妮儿
好？所以我娘去世的时候，我特
别地伤心。”奶奶擦擦泪水：“奶
奶想不透，这么个懂事的孩子，
她妈咋就下得了手呢？”

“奶奶，我和妹妹一定会对
你好！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
我找两个人伺候你。一点儿罪也
不让你受……”大强流着泪。

“ 好 乖 乖 ， 奶 奶 不 要 人 伺
候，奶奶只要能天天听见俺大强
说话、夜夜听见俺大强打呼噜，
奶奶就是享福了！”

“ 奶 奶 ——” 大 强 哭 出 声
来，双手抱住奶奶。奶奶也抱住
他，四行泪齐往下落。

2
高老师说到做到，当大强和

妹妹薅过草，走进学校的时候，
班里的同学已经测试完毕，只等
大强来试唱嗓音了。

大强五音不全，1——2——
3——4——5——6——7—— 不
着腔不挨调的，累得高老师直出
汗。以前没唱过歌，同学们并不
知道大强的能耐，今天
一听，一个个笑得前仰
后合。 17

连连 载载

ZHENGZHOU DAILY 11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孔媚媚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6月 24日，周六，下午有一场约会，一场
关于一本书的约会，当然也是人的约会——何
弘、吴元成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 《命脉》 的新
书分享会。

何弘是省文学院院长，也是著名的评论
家，任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多
年来，何弘老师对我的创作有过很大帮助，不
仅点评过我的作品，为我的长篇小说 《中原
狐》 写过长达数千字的序言，还经常指导我创
作。尤其是我去年承担省委宣传部“中原文艺
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反映郑州航空港建设
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任务以来，创作中
遇到不少问题，每次找他请教，他都会不惜时
间，悉心指导，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命脉》 从策划、立项、采访、创作到付
梓，历经三年之久。与何弘见面，每次都会聊到
这本书的创作，他也向我讲到他与吴元成创作中
的一些体会与经验。因此，对《命脉》这部著作
期待已久。能有与何弘、吴元成等文友共同讨
论 《命脉》 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

于我而言，周末与工作日并无区别。自从
专事写作，每一天都在文字中沉陷，而离开书
桌走出去，无论是朋友相聚，还是文学活动，
都是极为奢侈的放松。于是，提前几日，便与
好友尹聿约好同往。

整日在家，难免放浪形骸。几日不剃须、
不洗澡，几近馊掉。出门，须以良好形象示人，
何况参加如此神圣的约会。故沐浴更衣，理发剃

须。感觉对得住那些并不常见的师友了，对得住那本
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书了，也对得住那个叫“大树
空间”的书屋了，心情怡然，下楼出发。

对“大树”并不陌生，除了与其“庄主”张娇
有过一面之缘，还互为微信好友，经常看到她发的
一些读书活动，之前也曾参加过一次“大树”举办
的一个朋友的读书会。但那次活动不在“大树”总
部，故这次来“大树”，还算第一次。

一向守时的我，却因为走了弯路迟到了。等走
进空间不大、充满文化气息的“大树空间”，中间的
长方形桌子周围及书屋的角角落落都坐满了人，未
及寒暄，匆忙落座，便进入分享会的实质性内容。

分享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大家做了简短的自
我介绍，然后张娇隆重介绍这次分享会的主角——
何弘与吴元成，还有编者之一、河南文艺出版社副
主编郑雄；接下来，何弘、吴元成谈创作的初衷、
艰辛历程，郑雄谈编辑本书的一些情况与体会，朗
诵家朗诵作品片段，读者互动等。对于这些程序，
我是熟悉的，虽然在讨论作品时会有兴奋、激动，
但这一切，还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命脉》 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得
到了很多专家与读者的高度评价与肯定，认为 《命
脉》 是一部贯穿历史与现实，融政治、经济、社
会、历史、文学和文化为一体，兼科学性、艺术性
和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作者站在全人类与水的关
系和水文明的高度，把南水北调工程上升到文学层
次、自然辩证法的层次，具有独特的思辨精神。

令我想不到的是，南阳籍著名作家周大新在

《命脉》 研讨会上发言的时候，会哽咽不止，多
次流泪。我虽然没在现场，但我可以想象到，
周大新讲这段话的时候，一定充满了真情：“我
觉得 《命脉》 这本书值得全国人尤其是北京人
好好学学，我甚至觉得，应该在北京专门开一
个会议，把 《命脉》 这本书发到北京的所有区
县、街道办事处，发给所有的北京市民，要让
他们知道这水来得多么不容易，要让他们知
道，多少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让一渠清水
流到了京城。这些水，是水，但这些水又不全
是水，还有血，还有汗。”

由此可以看出，《命脉》 是饱含真情的，是打
动人心的。那些故事，让居住在北京的周大新，
对家中水龙头中的清水有了特殊的认识。

再回到“大树空间”的分享会上。互动环节
临近尾声，大家依然意犹未尽、争相发言，主持
人张娇拿起话筒，爆出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大
河文摘报编辑张茹女士为两位作家献上两束鲜花。

这真有点戏剧化了。读者为作者献花的情
景，我是第一次见到。

张茹动情地说，她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能喝
上丹江水，是如此的不易。她趁此机会，除了表
示对何弘、吴元成两位作家的敬意外，还期望通
过他们转达自己对那些为南水北调工程做出牺牲
的人们的崇敬之情。

我再次被打动。之前，被周大新的发言打
动，现在，被张茹的真情打动。说到底，我们都
是被 《命脉》 打动。

意外的鲜花

余 味
♣ 王宝伦

微型小说

♣ 八月天

自从单位里有了七八只大猫小猫之后，我
剩余的鱼呀肉呀，就有了归宿，喂猫了。天长
日久，猫也对我有了感情，我们相处和谐，经常
搂抱一下它们，也不反感。这样的日子有七八
年了。

一天，我到院子里晒太阳，旁边的几只小
猫不但没靠近我，反而全跑光了。我也没得罪
它们呀？怎么回事呢？

晚上，我特意少吃了几个鱼肉丸子，这样
碗里的丸子就多了不少。我想让猫多吃点它
喜欢吃的鱼丸子。可是，我在旁边等了挺长时
间那些猫也不来。我回到门卫室里等。几分
钟后，几只大猫领着几只小猫来到碗边吃起鱼
肉丸子。我出门走到吃鱼肉丸子的猫旁想热
情地打声招呼，我刚接近它们，那几只小猫忽
地逃跑了。剩下的两只大猫对我竖起尾巴发
出老虎般的咆哮声，并对我支起了锋利的牙齿
……我吓得退回了屋内，我更加纳闷，今天这
猫是怎么了，为什么对我仇视万分？

这时，单位看门的老王头端着盘子去喂昨
天他从宠物市场买回来的几只大苍鼠，我忽然
明白了，昨天晚上门卫老王头让我挨着几只大
苍鼠睡了一晚上，一定是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浓
郁的老鼠身上的味道，并且猫们一定是怀疑我
和老鼠成了好朋友才对我产生了反感和仇
恨。哎呀妈呀，我真是糊涂了，我怎么忘了猫
和老鼠是一对有旧仇的敌人呢。按逻辑推理，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我身
上有苍鼠的余味，猫们根据我身上苍鼠的余味
推理判定我成了苍鼠的朋友，所以猫们也把我
视为敌人了，哎呀，这可不太好，说心里话，我
和猫相处这么久，也有了一定的依赖之情，互
相闹一闹也很快乐，怎么办呢，我只好冲着单
位看门的门卫老王头喊：“王大爷，给我换个地
方睡觉，我不想和苍鼠为邻了……”

门卫老王头凶狠地冲我冷笑一声后骂道：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与谁做邻居，能由得
你吗？你以为你比苍鼠天生命贵？老实待着，
不然，我能从粪坑里把你捡回来，也能把你扔
回去……真是的，吃了几年饱饭就忘了自己是
谁了？”

经门卫看门老头一骂，我想起来了，我曾
是只流浪的泰迪狗，是门卫老王头从外面捡回
来的……

“一带一路”的发展大计，其
中的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基于
时代要求我们发展海权的大背景，
曾翻译过海权之父马汉名作《海权
论》的著名作者熊显华，以其自身
的学识和理解，通过对卷帙浩繁的
资料的查找和整理，创作出了此书。

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达
尔文主义何以成为殖民扩张的狂热理
由，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闭关锁国下的中国真的锁国了吗，西
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错
过了多少次成为海权强国的机会？明
朝何以在一月时间就造出上千艘高质

量的舰船，晚清为后世的海权发展留
下了哪些可贵的财富与经验？西班
牙、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美
国等国在海权的道路上是如何博弈
的？日本、德国是否真的理解了马汉
理论，它们在二战中的失败与海权
有多大关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海
军，中国海权的出路在哪里……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作者
清晰地向读者展示了各个海权强国
所走过的海权发展道路，以简略却
不简单的笔调，将本该晦涩的知识
以一幅幅画卷的形式展现出来，堪
称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好书。

新书架

《海权简史：海权与大国兴衰》
♣ 严 春

绿
了
芭
蕉
（
国
画
）

丁
中
一

时光里，转身看见她，一朵花儿一样的女人。小
小的圆圆的脸庞，短短的发，亮亮的眼睛，铃铛一样
的声音，身形小巧玲珑，宛如一朵花，一朵圆润饱满
的蔷薇花。

和她结缘也是因为花儿，跟着她一起逛花市，她
叫得出每一样花儿的名字，也识得出每样绿色小宠
的雅号，甚至她还和花市的多家老板店员都相熟，有
的还成了朋友。

一路走来，边走边看，且赏且评，她对花儿们的熟
稔，就像她是它们的女儿，抑或是它们的母亲，她爱它
们，脚步里踏着欢乐，她喜欢着，声音和神情都是欢欢喜
喜的。我跟着，甚至有点跟不上她的风一样的小身板。

盆花她知道依米花、绣线菊、叶下珠、龙面花，石
蒜、石竹、常夏石竹，百喜草、孔雀草、含羞草、紫芳
草、补血草、金鱼草，旱金莲、福禄考、金盏菊、大丽
花、小丽花，夜来香、长寿花、蝴蝶兰、石斛兰……各
样花儿的好，各样花儿的妙，她如数家珍，我惊讶着
夸赞她，她越发像是一朵花儿，欢喜得颤颤的，穿行
在芬芳的花房之间，如同花儿开在春风里，闪着露珠
般的笑容。

鲜切花她也识得各样的月季、各样的玫瑰、各样
的铃兰、各样的郁金香、各样的百合……我似乎跟着
她重新认识了这些花儿们，才知道，原来同一个名
字，却有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类别，如同人们，有
着不一样的容貌，不一样的禀性气质；那玫瑰，那百
合，那么多纷繁的名类，如同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
恋人有着不一样的恋情；如同是不一样的屋檐下本

有着也许平凡，又绝对剧情相异的情节与故事；勿忘
我、情人草、满天星、太阳花、鹤望兰、桔梗花、马蹄
莲、八角金盘……原来，这些花儿们揣着那么多的逸
闻、传说、传奇。

室内观叶植物在她讲来也是异彩纷呈：文竹、酒
瓶椰子、袖珍椰子、国王椰子、孔雀竹芋、滴水观音、
鹅掌柴、鹿角蕨、鸭脚木、人参榕……我跟着她购买，
选妃一般，挑来捡去的，抱两小株带回车上载家来，
有一棵是桂花，细小的金色米粒使得屋里厅堂立时
芬芳悠悠——

我在清清的香里做厨娘、敲打键盘、捧读古今月
光和白云舒卷里蓝鲸粉鳄青鲤们的歌唱，安详静谧
里，晶晶然想起，多少红尘女子行走如花，在红尘的风
里，春天因她们美丽，美丽源自小女子们的热爱——
爱花儿，爱绿叶，花儿是生活，绿叶是生命的美好。

在微信里，向我发来一朵花，她看到，拍下来；一
棵小草，她遇见的，摄下来；一汪小鸟的歌声，一丛蔷

薇晃动在太阳下的俏皮，她眼里的，录下来……发给
我看，传来我听，好多美好与曼妙，洇染着相处的时
光与春意。

姐姐，我喜欢蔷薇，那么美，那么可爱，风里起舞，
院墙上探出头来，真顽皮！她由衷地感叹。为什么我
这么喜欢它们？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花儿呢？她总是不
由自主地问，问自己，也是问周围的朋友。突然想，她
其实就是一朵花，她圆圆又小小的脸庞，正像一朵蔷
薇，娇小的身姿玲珑也恰如那蔷薇的清秀与灵动。无
疑，这是一个向善向美的女子，人到中年，童心不泯，纯
真还在，她的胭脂未曾蒙尘，这应该是一个女子行走人
间路很美好的模样，经历风走过雨，初心依然葱茏。

可爱的她，是一朵怀着一缕芬芳的蔷薇，无论天
涯海角，都香着，是那一棵开花的小树，在岁月里，舞
动春夏和秋冬。不要以为她没有伤，不要以为她没
有痛，也莫要想当然地以为她一路走来是坦途。不
是的，心上的一团乱麻，日子里的鸡飞狗跳，她都有，
眼泪悲伤，痛与酸涩，她一样不少……她说了，一路
坎坷一路歌唱，像春天里的蔷薇一样，在风日里快快
乐乐地开花。

姐姐，一起去看花吧！她又在微信里发出邀
请。好的，好的！

尼采说：“与恶龙缠斗，久之，将成为恶龙；与深
渊凝视，久之，深渊将回以凝视。”那么，时时跟花朵
胶着，自身也将成为花朵，与花瓣相对凝视，花瓣将
回以凝视。

风日里，怀着一朵芬芳，前行——

人与自然

♣ 秦湄毳

书人书话

鹤寿图（国画） 孟 超

知味

桃，总是与仙气儿相连，跟福寿
有关。桃树长在神仙出没的地方，神
仙们食仙桃而得长生。齐天大圣孙
悟空，只因王母娘娘未将他的大名列
入“蟠桃嘉会”名单便大闹天宫，孙猴
子鬼灵精怪、天地不惧的架势，让凡
界的人们很是过瘾，好似自己闹了一
场。中堂画上的老寿星，一手扶如
意，一手托寿桃，笑眼眯眯，早晚都慈
祥。我不想成仙，也没有孙大圣的胆
量，可我爱吃桃。

中原的水果特别实在，心性如中
原人。苹果、桃、梨是最家常的果子，
要么汁水多，要么果肉脆，内质甘厚
致密，咬一口是一口。此一点，跟南
方水果大有不同。桃子好，眼下果正
香，十块钱三斤，饱胀，圆满，沉甸甸
压手，一边桃红，一边黄青，中间还小
心合了一道缝。离核桃，沿缝合线掐
下去，一掰两半。粘核桃得一口一口
慢慢啃。啃苹果，啃梨，啃桃子，都需
门牙出力，有原始的野气。吃桃子不
讲文气，好比吃西瓜，切成丁或榨成
汁不是不可，只是失了“啃”的乐趣。

爱啃桃子，脱不开儿时的生活。
味觉恋旧，到了七老八十，人最怀念的
还是儿时常吃或没吃够的那一口。山
里孩子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熟识得很，
哪个沟里长了棵桃树，哪个坡顶有株老
柿树，谁家院里石榴大，谁家门前枣子
甜，我们这些“祸害精”心里都有数。长
在东坡草庵旁的那棵桃树不错，桃个
大，酥脆。毛没褪净都被我们“糟蹋”得
差不多了。茅草庵是东邻一个大爷的，
我们给他起了个大号叫“老厉害”。老
厉害，瘦长身子瘦长脸，整天绷着，好像
谁常年欠他二斤黑豆不还。谁也不爱
的老厉害，独爱这棵桃树，从花骨朵一
露头，他就一捆一捆砍酸枣树往桃树跟
儿堆放，朝树杈上捣弄，直弄得桃树盔
甲齐整。酸枣树上的圪针挡了牛驴的
嘴，也挡了祸害精们的爪儿。悲或喜的
是，桃树它靠墙长，夏日午后，趁老厉害
歇晌，我们偷袭桃树。顺墙爬，人顶人，
站岗放哨的都有。稍有不慎，老厉害如
猛虎出山，咆哮着朝我们扑来，霎时撕
破了我们的贼胆。赶紧撤！

越禁越想偷，偷吃禁果扰动了魂
魄，此后夜半惊梦几十年不休。也种
桃核，移栽细线般的小桃树到后院，始
终未见结桃子。倒是叫桃子的嫂子，
长得越来越像桃子了，她缝被子必掖
几个桃叶进去，说辟邪，我抢着去给她
够，桃叶好看，她也“很好吃”的样子。

入了城市的我，见桃就买，买了
就吃，一吃就想起那些老旧的境况
来。天意怜人，不远的郊县有万亩桃
园，可搂着桃树随便吃，吃饱了兜着
走，临走留下钞票便是。鲜桃脆硬，
放软后密韧，丰富的营养，老少皆
宜。西王母的“中夏地薄，种之不生”
的嘱语，只能糊弄怕死而又保守的君
王，没能糊弄住馋嘴的我们。

桃可爱，朴拙，憨实，丰润，如成
熟女子。人们常被其灼灼的花气引
动，而忽视桃花结籽后的模样，似乎
粉红一褪便仙气尽灭。其实，桃不应
只点缀在传统的画幅和神话故事里，
它真的很味美，谁尝谁知道。

爱啃桃子
♣ 郭艳先

贺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 杨德本

勿忘归庆雨倾盆，
疑似感天系祖根。
华夏百年终雪耻，
港区廿载俱欢欣。
五星招展紫荆靓，
百业兴隆凤音亲。
七子有知堪快慰，
明珠灿灿焕然新。

怀着一朵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