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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穗扯旗的小麦，挺起高傲

的头颅，一排排走向无际的远方，
把偌大的世界染成一片醉人的深
绿。新鲜的露珠晶莹着，殷勤地
挂满所有的叶尖儿。富有的薄雾
一缕一缕飘着，生怕漏掉一寸的
土地。

河 水 断 流 ，河 床 宽 阔 了 许
多。大大小小的水坑像不规则的
补丁，凌乱地贴在河里。当孩子
们的身影铺上水面的时候，水里
的鱼儿吓坏了，像惊恐的柳叶儿
似的四下奔逃。他们以前也都见
过这种情景，并没有感到过小鱼
的可怜，也没有产生过些微的同
情。他们只感到兴奋，只想显示
本领似的把它们抓住。可是今
天，在大强讲了妹妹的童话，讲了
他的感受和想法的时候，他们忽
然发现了小鱼的珍贵，产生了强
烈的爱意。似乎不救它们，他们
的心里就过不去。

“一、二、三、四……”刘健飞
数不过来了，“我的意思，咱们把
鱼逮住，放到家里养！等河水再
来的时候，我们再把鱼放回来。
你们看看，这里的水快干了，再等

几天，就是我们想保护也保护不
了了。为啥呢？水鸟会叼吃它
们！”

“我同意！”何用功举手，“我
们五年级二十一个同学，一人养
几条就行了！”

“我不同意！”范梅大声说，
“水浅了，鸟会来叼，对鱼是有威
胁。但是，把鱼养到家里也不
好。首先，大家得把它们逮出来，
鱼又不听话，我们硬抓，会给鱼带
来很大伤害。想保护的，说不定
就把鱼保护死了。再说，即使逮
到家里，也难保不把它们养死。
因为这是大自然的鱼。我的意见
是，让鱼还待在这里，我们把它们
保护起来，比如移过来一些水草，
鱼就有了躲藏的地方。太阳毒的
时候，水鸟来的时候，它们就不用
害怕了。”

“水要耗干了咋办？”刘健飞
提问。

“我们可以端水！”刘二秀说，
“我们二十多个人呢，每人一桶，
就能让水深很多！”

两种意见，一时谁也说不服谁。
“高老师，你说吧！”范梅看着老

师，希望老师的高明能解决问题。

“好好，让老师说！”何用功大
声喊。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咋
说。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同
学们知道得多。我听着，两边的
意见都很有道理。”高老师面现难
色，“我提议，让范大强同学决定，
他说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为啥呢？因为他是保护小鱼的发
起人。他最有发言和决策的权
利！范大强，你来决定！”

范大强对老师的信任感到激
动：“谢谢高老师！谢谢同学们！
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事情会引起这
么大的关注和支持，更没有想到
我们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来讨论如
何营救小鱼的方案。我也不知道
哪一条意见更对、更好。我只感
觉、只感觉，还是让小鱼自在一
些，最好不要让它们离开它们这
个小小的家园。我奶奶常说，穷
家难舍。我想，它们肯定也不想
离开它们这个穷家！”

“我们听范大强的！”同学们喊。
“好！就这么办！”高老师一

锤定音。
“要是有人不听劝告，悄悄来

抓鱼，我们又不知道，那该咋办？”

何用功又提了问题。
范梅说：“我们在学校的板报

上写上保护小鱼的倡议，让大家
都知道保护小鱼、爱护小鱼是我
们的责任！”

“要是大人们来逮咋办？”刘
健飞也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也要给家长讲，不要让
他们逮这些可爱的小鱼！”二秀说。

“他们要不听呢？我们又管
不住他们！”何用功说。

高老师说：“不要紧同学们，
要相信我们的行动会得到他们的
理解和支持的！”

同学们很快行动起来，有的
往水坑里移水草，有的从远处往
这里引水，还有的同学要扎制草
人吓唬天上的水鸟……

五年级的墙报很快办起来，
粉红的字迹，艺术的字体：关爱生
命，保护生命。

落款是：五年级全体师生
接下来就是同学们各具形色

的签名：范大强 何用功 刘健飞
范梅 刘二秀 郑兰兰 李亚龙……
二十一个同学，签了半个黑板。

范 校 长 看 了 板 报 连 声 说 ：
“好！”捡起个粉笔头儿，把自己的
名字属在了最后：

范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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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跟您商量个事！”高
虹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牛树林
老师走了过来，故作神秘，特意用
了个“您”。

高老师停住手：“好啊，坐吧
牛老师！”

“您答应了我再坐。”牛树林
半开玩笑。

“啥事啊这么严重？”高老师
站了起来。

牛树林连忙示意：“嗳嗳嗳？
您坐您坐。是这样的，河滩上的
水坑不是还有吗？也给我们班分
一个吧，听说五年级保护小鱼，四
年级的学生兴奋得不行，嚷嚷着
也要保护，让我们班也跟着五年
级的小哥哥小姐姐提高提高呗！”

“啊——”高虹笑起来，“牛老
师你真会演戏，神神道道的样子
快吓住我了！好啊，还恐怕你不
支持呢！”

“‘关爱生命，保护生命’！你
看看都到啥样的高度了，生命啊，
谁不支持啊！支持！”

“好吧，你让你们班长直接找
范大强，让他分一个给你们。”

“不会舍不得吧？”
“舍得！他巴不得全世界的

人都保护呢！我给大强交代一
下！”

“我代表学生谢你了啊！”牛
树林真会夸张，他这样一弄，好像
保护小鱼的事成了不申请就不能
做的事情了。

看着牛树林离去的身影，高
虹做了一个芭蕾动作：“这里的人
真好！”

“高兴啥呢？”刘芳菲老师走
进来。

高虹仍然兴奋着：“四年级
也要保护鱼！”

“你别太高兴了，有你难受
的时候！”刘芳菲吓她。

高虹说：“难受的时候？为
啥？”

“刚才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商
量过，每个班级都要保护一个水
坑，不能光让五年级的老师学生
献爱心，其他班也有爱心！”

“太好了！”高虹抱一下刘芳
菲，“我正愁学生们端水难呢，你
想想，那么大的坑，这么远的路，
五年级才几个人，我真怕孩子三
分钟热度很快消退！这样大家都
参与，困难就解决了！”

老师带着学生，来到河滩，
听范大强给他们分配水坑。一
年 级 、二 年 级 、三 年 级 …… 栽
草，绑草人儿，嘁嘁喳喳的孩子
学着五年级的样子忙碌
着，像突然君临了一群
天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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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

左 场
♣ 史留昌

史海钩沉

♣ 柯云路

长葛东三十里处，有一个村庄叫左场。说
起这个村名，里面还有一个连历史学家都不知
道的历史故事。

明末崇祯十五年春，李自成亲率农民起义
军攻打开封。崇祯皇帝下诏左良玉由襄阳挥师
北上救护。左良玉军行至开封南长葛地界时，
扎下营盘，摆下阵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

左良玉，行伍出身，明军悍将，在镇压农民起
义军的战争中，曾多次击败张献忠，立下赫赫战
功。此次与李自成对阵，他见李自成兵多将广，声
势浩大，不由心生恐惧，没有率军直至开封城
下，却在远离开封的长葛地界摆下阵势，实有对
崇祯诏书的搪塞之意。李自成也不是好惹的，
他急忙调部分攻城兵力，亲自率军前来应战。

左家军驻扎的地方叫李家屯，村子不大，只
有百十户人家，左家军一入村，全村的人都跑了
个精光。左良玉的军令大旗就树在村里一座瓦
房四合院里，这户人家的大门外长着一棵古槐，
树身格外雄壮，三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树形蓬蓬
勃勃，非常壮观，很有气势。左良玉就是喜欢上
了这棵古槐，才住到这户人家的。

月色朗朗，春风微微。左良玉巡营回来，看着
这棵古槐，心情格外高兴，随声问道：“此村何名？”

“李家屯。”随从答道。“什么？又是李家？”左良玉
立马变了脸色。因敌军的统帅姓李，他对“李”字
非常反感。“这分明是我左家军的驻兵场，怎么会
是李家屯？马上在这棵树下立一石碑，刻上左场
二字，这村就叫左场，让后人知道我左良玉曾在
这里剿过闯贼。”左良玉不由分说地吩咐道。

于是，第三天一块刻着“左场”二字的石碑
就立在了这棵古槐下。

再说李自成到达这里后，他经过调查，得知
李家屯村西三里处有一条河流，虽说河面不宽，
河水只有齐腰深，但河岸陡峭，从河里很难爬上
去。由此，一个战术在他脑海中油然而生，他急
下军令，暂停攻打开封，所有兵力全部调到此
处。这样，两军对阵，在兵力上他就占了绝对优
势，甚至超过了左家军的三倍之多。在开封的
兵力到达长葛之后，他立马下了军令，全军出
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面对左家军进行
攻击。十数万起义军高举战旗，直挺长矛，大声
喊杀，吼声震天，如排山倒海之势直冲左家军。
这样的势头谁能阻拦？左家军被冲击得落花流
水，溃不成军，惊慌向西逃去，谁知河流拦道，人
马扑河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左良玉如惊
弓之鸟，带领残兵败将南逃，直至襄阳。从此，
他再也不敢窥视中原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至今，那个村仍叫左
场，那棵古槐，那块石碑，那条河流仍在。它们向
后人述说着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军的故事。

相伴40载的老伴米莉安突然
离世，这让亚瑟十分难过，甚至
一度对生活失去乐趣。直到有一
天，他收拾米莉安的遗物，意外发
现了一条镶有8颗吊坠的黄金手
链：嵌着绿宝石的象轿，栩栩如生
的银质老虎，可以翻开的书页，还
有顶针和调色盘……一串神秘的
电话号码，让亚瑟开启了一段奇妙
的寻找妻子前半生的探秘之旅。

亚瑟从未想过，自己竟然对
婚前的米莉安一无所知，不知道
她曾去过多国旅行，曾有着丰富
的冒险经历，甚至还曾计划要嫁
给别人！难道过去幸福的婚姻只
是谎言堆叠的假象？难道妻子从

未深爱过自己？亚瑟困惑了，惶
恐了，失望了，他不知道他找寻
的到底是米莉安的过往，还是对
自己婚姻的全盘否定！

在认识他之前，在说“我愿意”
之后，是什么让她甘愿放下自由与
不羁，从容安于生活的琐碎和平庸？
她，温柔的是她，火辣的是她，
熟悉的是她，陌生的也是她……如
果说婚姻是一座安静的心城，是谁用
深情一诺，封缄你不羁半生？那些
被忽略和被隐藏的，究竟是心灵深
处的秘密还是命运暗涌的真谛？

女人是这个世界上了不起的
生物，男人到死也理解不了她的简
单与丰富。

新书架

《两个她的奇幻之旅》

松花江上游（国画） 戴成有

迷迭香，好有诗意的名字。最早知道她是在曹
植的《迷迭香赋》里的粗浅记忆。“迷迭香出西蜀，佩
之香浸入肌体，闻者迷恋不能去，故曰迷迭香”。意
蕴优雅，香气诱人，因对她不甚熟知，读得也敷衍，终
归是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记。

曾经听过周杰伦的一首歌叫迷迭香，歌词很有古
香风韵，却因不太喜欢那种演唱风格，很快便淡忘了。

了解并喜欢上迷迭香是最近的事。
我居住在鲁山辛集乡老家，今年进入四月以

后，每天乡野晨走，便能闻到浓郁的清香，那沁人肺
腑的花香仿佛弥漫在空气里，让人陶醉而心驰神
往。经多方探询，方知有一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投入巨资在老家不远处的荒山野岭上，种植了
近万亩的迷迭香。兴趣使然，约几文友，欣然前往，
赶赴一场花事。

置身花丛中，遍野葱绿，一串串淡蓝色的花，正
开得丰盈热烈。折一朵放在鼻尖，那香气缠绵多情，
直往身心里钻，顷刻便把人熏醉了。

迷迭香不是普通的野草，她是一种名贵的天然
香料植物，也算出身名门。生长季节犹如邻家姑
娘，青春四射，活泼溢香，颈、叶、花如同人体丰腴成
熟的部位，散发着诱人心魂的清香。只看一眼，或
一个短暂的回眸，脑海便储存了，心神却是荡漾出
奇妙的涟漪。

我总感觉迷迭香应唤作“迷蝶香”，把蝴蝶都迷
倒了，或蝶儿都对她痴迷，那必是有神奇功效的。

我对她也痴迷，甚至是莫名的暗恋。于是就癫
狂似地迷恋她的全部，执着地去窥究她的魅力奥秘。

迷迭香的应用历史悠久，公元前 1500年，埃及
艳后克莉奥佩特拉用迷迭香萃取的精华液用来泡
澡，保持一生的美丽。14世纪的奥地利，人们通过
恒温蒸馏，将迷迭香蒸馏出无色至淡黄精华液，是世
界上第一滴精油。

迷迭香的英文为“海之露”之意，被欧洲人视为
圣洁爱情的象征，婚礼中常用其作为配饰，昭示对爱
情的忠贞不渝，有“情人草”之美誉。

传说迷迭香的花色本来是白色的，圣母玛丽亚
曾将她的罩袍挂在迷迭香树上，迷迭香的花就转为
蓝色，被赋予了芳香高贵的气息，具有神的力量，因
此迷迭香被称为“圣母玛丽亚玫瑰”。

更为神奇的是，因迷迭香香气浓烈，当船只出海
时水手们都会在身上喷洒迷迭香水，如遇迷失方向
时，可以凭借浓烈的香气给自己定位，所以又有“海
上灯塔”之用途。

迷迭香的花语寓意为“纪念”或“怀念”，是表达
思念的最好礼物。古老的民谣里说：“当你思念一个

人的时候，对着那随风摇曳的迷迭香轻轻诉说你的
心事，心爱的人儿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不由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迷迭香是
为了帮助回忆，亲爱的，请您牢记在心。”

迷迭香三国时期传入中国，极似有文化涵养的
农家姑娘，性格温良，气质俱佳，适宜生存，浑身有
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魏文帝对迷迭香情有独钟，
昭告天下驯化种植，在北纬32°~35°中原沙颍河
源头得到广泛种植。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收采幽杀，摘去枝叶，
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排香同气。

迷迭香把自身富有灵性的汗水释放出来，稍作
加工，便是生活中人们喜欢的香水。1370年，匈牙
利女王命调香师调配出了世上第一款香精与酒精的
混合香水——迷迭香香水，令女性娇颜常驻。

迷迭香极似一桌品质高贵的佳肴，又似色香味
俱全的农家便饭。不但能改善口感，还安全无毒，
可在高级油脂、肉制品、海产品、烘焙食品、富油产
品、冻干食品、深海鱼油、高级香精、口服液、蜂王浆
产品、透明包装食品、宠物食品、饮料和糖果等行业
中广泛使用。

迷迭香是矫情的。她以独有娇媚的柔情，轻轻
抚慰，便抑制了人体弹性蛋白的降解，确保你的肌肤
弹性和光泽，愉悦享受中，便促进了你头皮的血液循
环，有效降低头皮屑的发生及刺激毛发生长，不知不
觉中增强皮肤对外界阳光的抵抗力，善意而体贴地
保护了你敏感皮肤免受紫外线、电脑辐射等伤害。

迷迭香迷人。

人与自然

♣ 叶剑秀

迷迭香

名家新篇散文诗页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比任何动物都需要学
习。人生初始，从含混的发音到清晰的言语，从
跌跌撞撞到健步如飞，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不
断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累积成为人的
晋身阶梯，有多少知识就能获得多大发展空间。
学习是一个人独立世间并获取人生利益的保证。
这显然是学习的“功利目的”。

然而，一些人还始终保持着功利之外的学习
兴趣。

一位在科研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酷爱书法，条
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墙上挂满书法习作。他的夫
人不止一次略带玩笑地发牢骚，说花了那么多
钱，费了那么多精力，也不可能练成书法家。朋
友一笑，说就是喜欢写字，只要拿起毛笔就心态
平和。我认识一位建筑学家，专业之外的最大兴
趣是搜集各式武器资料和国内国际的战争史，聊
起大小军事战例头头是道。这类爱好不可能“挣
钱养家”，与世俗功利似乎完全扯不上边。但这无
疑也是学习，而且是很不错的学习。

还有更决绝的情况。近日读作家张朗朗的一
篇文章，写他在“文革”中与遇罗克的一段交
往。那时他们皆因“思想罪”被判死刑。遇罗克
在 1970年 3月 5日被执行枪决，张朗朗则劫后余
生，先后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驻
校作家、教师，现专职写作。张朗朗在文章中写

到遇罗克在狱中如何坚贞不屈，这是我早已知道
的，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遇罗克一些细节的特别
描述。

他们在狱中最初相遇时是1968年 11月，离遇
罗克遇难还有一年多时间，张朗朗发现遇罗克：

“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
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种事物肯定‘门
儿清’。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
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于是，他
和遇罗克、两个志趣相投的犯人订立了一个“合
同”：每次休息时间，各自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
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两个年轻人就在这样的
环境中，以这种方式将对方的知识“化为己有”。

张朗朗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给遇罗克讲的是
“西方近现代美术简史”，而遇罗克给他讲的是
“世界电影现状”。遇罗克讲得那么内行，术语与
统计数字运用自如，让张朗朗以为他曾是一个电
影资料工作者。随后才知道，是遇罗克刚从另一
个狱友那里学来的，遇罗克通过讲解来复习这部
分知识。这让张朗朗一下学到了复习功课的一
招。张朗朗还写到，因遇罗克是重要的“思想
犯”，需要经常写“思想汇报”，于是，他们又利
用这个机会将收集到的纸片编写了一本 《中国古
典诗词集》。从屈原的 《渔父》 到谭嗣同的 《绝命
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

中，几个月下来，竟有三四百首了。张朗朗这样
回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
的。”当然，只要有机会阅读到政治书籍，遇罗克
会更集中精力地钻研、思想与批判。

这段回忆令我感叹。我对遇罗克一直心存敬
意。“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光明
日报发表长文 《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
的先驱遇罗克》，记述了他在极端年代的不屈抗
争。本世纪初我创作长篇小说 《牺牲》 时，将男
主人公取名为“顾克”，就有向两位思想先驱 （顾
准和遇罗克） 致敬之意。遇罗克至死都保持着强
烈的求知欲，至死都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在学习
与思想，他是带着他头脑中那些宝贵的思想和知
识走向刑场的，这种学习态度特别引人瞩目。

据我所知，遇罗克一进监狱就做好了赴死的
准备。

将要赴死之人，学习为着什么？或许，他还
存着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那么，他的这一切学
习与思想在那有一线希望的将来可以成为“学以
致用”的注释？或许，更可能的是，学习与思想
已成为遇罗克生命的必需。这是兴趣的，但无疑
比一般的学习兴趣更绝对。对于一些人，学习与
思想是伴随终生的事情，学习与思想本身就是生
命的意义。面对死亡，每日不断的学习与思想，
带给遇罗克坦然和勇气。

说说亚麻吧。
这穿越一万年时光的植物，

挺着身茎，站在湿润的诗经里。
与稻粟麦菽为伍。与暖暖

的阳光为邻。披针状的叶子，涂
着白霜。蓝色或白色的花朵，举
着灯，也举着它全部的坦诚。

说说亚麻吧。
这人类最早的朋友，它用

一生的时间，在做一个慈母。
献出蒴果，献出油质的血

液。然后，躺在水塘里，再沤出
最后的筋脉和皮肉。这柔细强
韧的衣料呵，包裹着烈日下的
胴体，包裹着远走他乡的游子，
也包裹着，土层之下的木乃伊。

可是，有谁知道，这耐寒、
防腐的衣缝里，织进了多少母
爱的温度？

亚麻画布

阳光明媚。让我们摊开一
张画布，作画吧！

生动的凹凸纹理，淡淡的
亚麻清香，多么适合一个美女
的构图。

阳光扑棱棱地落下来，落
在蒙娜丽莎的脸上。蒙娜丽莎
笑了。微翘的嘴角，舒展的笑
肌，笑容神秘、安详，而又意味
深长。这个皮货商的女人，内
心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我们的画笔，就让她的微笑，
含有百分之八十三的高兴，百
分之九的厌恶，百分之六的恐
惧，外加百分之二的愤怒吧？

再来一张向日葵。高度要
盖过凡·高种在篱笆边的那一
株。圆圆的花盘，金黄的花穗，
细碎的花瓣和葵叶，像火苗一
样，在画布上跳动。花盘里阳光
饱满。朵朵葵花高昂着笑脸，与
太阳絮语。你说，向日葵是不是
太阳留在大地上的孩子？

最后，让我们去捡拾几颗
麦穗吧。湛蓝的天空中，飘浮
着灰白色的云。田野一望无
际。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拾
取遗落的麦穗。她们的眼睛，
迷茫而浑浊。干瘪的乳房，无
精打采地垂着。她们的身后，
是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但这
些麦垛都与她们无关。

此刻，亚麻画布就是我们
的史官。它收揽大地上的风
物，也记下大地上的艰辛。

穿亚麻裙的少女

松树林醒了。
阳光为松林涂上一层金

辉，又染红了露珠闪闪的花草、
树木和果实。

一个穿亚麻裙的少女，坐
在林边的长椅上。仰着脸，在
谛听林中的鸟鸣。

她的脚下，是成片的木槿
和菖蒲。不远处，一条小河潺
潺流淌。

真美啊——
她就这样细细地听。如同

一朵花，在听另一朵花开放的
声音。如同河流的下游，在倾
听自己的源头。

阳光照着少女光洁的脸庞，
就像莲花溶进了无底的渴望。

穿亚麻裙的少女，我喜欢
你如此的静坐。 但愿，我能成
为你的夏季。

当时光老了，我会为你读
一首温情的诗歌。我们共同回
想，那松树林昔日的黄昏。

亚麻的天空
♣ 王 剑

♣ 王俊艳

（外二章）

荷塘双禽窃私语（国画） 王学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