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原。荥阳。江山静美
鸟鸣啄开天空的蓝，辽阔一种觉醒

三月，温度正好
雪藏数月的田野，草根，青枝，从原始
处萌动
一卷失真的底色，被春风译出鹅黄嫩绿

三千缕清风
吹醒九百零八平方公里沃土
吹醒河阴石榴树身体里的信仰与火热

二

千年的风，从诗经起身
古老与现代犹如一段春光
被时间切成两截，一半泛黄在册页，一半从
厚重的土地长出新绿

三

铁路，国道，航空
一座立体交通网络覆盖的城
紧随来自省城的带动，正融合在一起腾飞

豫龙镇，槐西村
这个名不见经传村子成为中原大地
一个越来越靓丽的标注

绕城高速，南水北调
西气东输，这些与现代密不可分的名词
在荥阳交会贯通

“三横三纵”的公路骨架
足以支撑一个金牌县的未来

四

村落之间。闯入，或者说有缘
宝盖草，紫堇，这里是碎花的江湖
白蝴蝶指给我看
酸模草纷纷举起肥美的叶片答谢三月

几只鹅
我听不懂鹅语，一直在我身后摇摆着
像村民悠闲的慢生活

五

檀山。墓冢，或李商隐
磨白的土路
时间被风吹来一缕缕青草初恋的味道
像极了诗人“无题”里的爱情诗
情挚缠绵，千古绝唱

诗意田野
仰慕与刘禹锡遥遥相望
借一段风的翅膀，穿越那个璀璨的王朝

此刻，折叠在时光里的人间唏嘘
饱满抒情，我借一盏温好的美酒抱拳作揖
当醉意已经与我相熟，一代诗宗
还望你们点化我
愚钝的额头

六

在荥阳，我需要重新界定观念
古老厚重的山水
泥土里的陈年往事
破土新绿，这些柴米油盐以外的人间烟火
让我这个慕名而来的过客心生敬畏

我模仿风，骑上单车
弯曲不一的线路，仿若平仄舒缓的小令
而每一次给心情续上茶水
都会品出荥阳愉快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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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广田

蒸菜的味道
微型小说

春天又到了，杨义山非常想吃蒸菜。他到
菜市场买来了面条棵，可妻子杨萍死活不让
吃，说现在这些野菜根本不是野菜，都是农村
人自己种的，农药、化肥没少施。

一个清晨，五点多钟杨义山被一场梦惊
醒。他伸手推醒妻子杨萍：萍萍，昨天下午接
到老家大哥的电话，今天又有老人过周年，要
我去……

杨义山还没说完，就被杨萍不耐烦地打
断了：要去你自己去，我是不去！你老家那些
破规矩，磕头，穿孝，哭丧，难受得很。再说，
我俩一起去，谁照顾我爸妈？

说完，杨萍腾地用被子蒙住头，继续睡
觉。杨萍总是这样看不起杨义山老家的规矩，
还有老家的人，春节也不跟着他回去拜年。杨
义山默默地起床穿衣服，去卫生间洗漱。

车子出城开上高速公路，杨义山轻松了
许多。望着路两旁向后飞驰的返青的麦田，他
的思绪又被拽回到童年：每天下午放学，他就
和小伙伴儿去麦田里挖野菜，回家让妈妈做
蒸菜吃，都是吃到肚子发撑才罢休。

车开进村时还不到九点，杨义山径直开
到三婶家门口：三婶，我是义山啊!义山啊，你
咋来了？三婶笑着从屋里迎出来，还没吃饭
吧？正好蒸的蒸菜，你最好吃了。

杨义山进屋在桌子旁坐下，也不客气，把
一大盆蒸菜端到面前，举起筷子就往嘴里扒
拉：真好吃，跟俺妈做的味儿一模一样！

那可不是，咱一大家子在一块儿过了十多
年，分家那会儿你都七八岁了。俺做饭的手艺，
都是跟你妈学的，味儿肯定一个样儿。三婶亲
昵地盯着杨义山：慢慢吃，别噎着，先喝口汤。

杨义山也不答话，一个劲儿吃蒸菜。
说起你妈，二嫂她命不好，你爸早早就没

了。供你上学，她可没少作难，可你妈还是觉
得对不住你，她跟我说过好多回，要是有你
爸，咋说也得在城里给你买套房。三婶顿了
顿，你慢点儿吃！嗯，要是你在城里有房，你
妈才不会一直住老家呢，是不是？

杨义山还是一个劲儿吃蒸菜。
唉，你妈也觉得你可怜，娶了个城里媳妇

儿，像倒插门，不当家。三婶向屋外看了看，
你妈说，你让她去城里住，她不去。两家老人
住一块儿，不方便。

一大盆蒸菜吃完了，杨义山盯着光光的
盆底儿，舍不得放下。

对了，义山，不年不节的，你今儿来老家干
啥呢？三婶问，今儿阴历二月初六，该不是……

杨义山仍端着盆子：是！三婶，是！昨黑儿
俺妈给俺托梦了，她说她十年没见俺，想俺了。

三婶惊奇得合不拢嘴，她看见杨义山的眼
泪从脸上一滴挨一滴滑下来，砸在盆底上噼里
啪啦乱响，像二嫂出殡时鞭炮的爆炸声……

曾经为玉伤神。
一度仰慕南梁沈约“珩佩流响，

缨绂有容；衮衣前迈，列辟云从”那样
声相俱雅的阵仗：形状像磬一样的玉
佩在腰间叮咚作响，冠带和印绶更是
让那些显贵们雍容肃穆。据说沈约
左眼重瞳孔，腰间紫色痣，术书上说
此乃聪明过顶之相，亦乃谦谦君子之
相，所以他的文章独霸南梁风头无
两。自从沈约领创了珩佩流响的时
尚之后，玉佩便定格成为潮人达人的
标配。《西京杂记》写昭阳殿：织珠为
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旧唐书》
写玄宗贞顺皇后：法度在己，靡资珩
佩。明代钱谦益写夫人陆氏：赠安人
陆氏，乃尚宝司少卿袁可立之前母，
行应箴图，动循珩佩。那形象，那气
质，那场面，实在了得。

文人们比不得权贵，只能在精神
上找慰藉。《长物志》说，玉佩“于身为
长物，于世为闲事，君子如珩，羽衣昱
耀。”挂不挂玉佩无所谓，品行只要像
玉佩一样端庄，把平常日子过得静好
仁和温文尔雅就很君子。

君子，是文人孜孜追求的终极形
象，也是文人为人处事的标尺。何以

为君子？且看君子相。圣人：“君子
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
不惧。”这是君子的内核。《礼记》：“古
代君子，必佩玉。”这是君子的外挂。
《诗经》：“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
要内外兼修。老夫子规制：“君子无
故，玉不去身。”外挂必须一直挂着，
这是做君子的底线，若无故，决不可
关机。直到晚清，即便贩夫走卒引车
卖浆者，也要在帽子上缀一块玉做的
帽正或是在烟荷包上提溜一块玉做
的挂件，那意思无非说，咱家嘛，呵
呵，也不是浅薄人。

诚如斯玉，国之器也。
《礼记》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
士佩瓀玫。事若农夫佩其耒耜，工匠
佩其斧斤，妇人佩其针缕。农夫和匠
人，腋下要夹着自己作业的工具，妇
人，只能佩针线。佩，像极了紧箍咒。

佩以外，玉还可以吃。神农氏遍
尝百草写《本草经》，顺路蹭尝了不少
玉：“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
味道甜甜的，性情平平的，还没有
毒。好极！到了李时珍，玉已经是长
生不老药了：“玄真者，玉之别名也。

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其
命不极。”李老可不是让你拿一整块
玉往肚里塞的，有讲究：“玉屑是以玉
石为屑，屑如麻豆，服之。”是要弄碎
的，麻豆那么大，功效多了去了：除脾
胃湿热，定喘息烦满，止渴，去燥，润
心肺，助声喉，荣毛发，养五脏。光吃
玉石是不精进的，要配伍：宜共金银、
麦门冬等同煎服，有益。每天坚持吃
几勺玉石末末拌金银末末加麦门冬
之属，可以颐养天年。

然而玉石何来耶？有唐代诗人
韦应物《采玉行》为证：“官府征白丁，
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
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兰
溪，蓝田县的一条河，河里有青玉白
玉缠丝玉，黄玉墨玉芙蓉玉，甚至还
可能藏着另外一块和氏璧。那就跳
河里去挖吧，不停地挖，深深地挖，满
河挖，三伏酷暑，数九隆冬，除了挖，
玉们璧们不会自己来。蓝田县，在帝
都长安东南 60里秦岭北麓，自商周
以来，一直是国有顶级玉矿。天子脚
下的兰溪都这样了，那么，遥远如昆
冈、和田、东海、岫岩，又有多少玉工
倒在玉石上？

玉是拿命换来的，每块玉都流着
采玉人的血！苏东坡大学士在《定风
波》中写道：“堪羡人间琢玉郎，天教赐
与点酥娘……此心安处是吾乡。”俚
语：“嫁人不嫁琢玉郎。”采玉苦，琢玉
也一样是苦逼的事情。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琢玉的日常，并不像《淇奧》那
样有诗意。一张水凳，一捧解玉砂，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个弓腰曲背的
身影，一双皴裂的赤脚驱动铁砣，数
月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琢磨出一件
龙颜喜悦的器物来。苏老先生如果
真明白，还会堪羡吗？还能心安吗？

文人们很多时候都活在意识的
高处，常常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得
到的影像自然是缥缈在苍穹的空灵；
权贵们大多时候都活在意识的洼地，
却也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看见的肯
定是游走于红尘的江山美人斗鸡走
马弄权装鬼和吃穿用度。看见采玉
人的血泪，需要睁开第三只眼睛。圣
人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玉不知；采玉
采玉须水碧，圣人也不知。世上的事
物，用第三只眼睛看，左边是天堂，右
边是地狱。

玉佩，不佩也罢。

殇玉佩
♣ 吴文玺

快乐的大学生活快乐的大学生活（（国画国画）） 袁汝波袁汝波

在农村，若是哪家姑娘到了出
嫁的年龄还没有对象，不管是媒婆
还是其他热心人，都会说上一句类
似的话“给妞找个婆子吧”；瞅着长
大的女儿，姑娘的爹妈也会央求第
三者：“您给留点心，给俺闺女找个
婆子。”“婆子”即“婆婆”的俗称。找
女婿不叫找女婿，为啥叫“找婆子”
呢？

我 曾 问 过 农 村 一 位 长 辈 。他
说，若是婆婆的人好，她的孩子也
不会差到哪儿。我恍然明白。“人
好”指的是人品、素养等。若是婆婆

“人好”，她教出来的儿子自然也是
棒棒的。所以在农村给女孩子找对
象，先看婆婆的人品，当然也包括
公公的人品。若是父母的人品好，
女方家会说，不用看儿子，这事能
成。话是这样说，最后还得让女儿
相相的。总之，“婆子”的“人好”，算
是过了第一关。大家都知道，特别
是过来人，婚姻的第一关若过了，
接下来就好办多了。过去，农村好
多娃娃亲，甚至指腹为婚，其中有
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相中了孩子
的父母，看中孩子的“婆子”。

据说上海有家小学招收小学
生，第一条就是看父母，若是肥胖
者，拒收他们的孩子。校方是这样

解释的，父母肥胖，证明他们的自
律性差；他们的自律性差，教出的
孩子也不咋样。虽然有点偏激，仔
细想一想，不无道理。孟母三迁，潜
台词是说邻居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何况父母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特别是母亲，她的言传身教
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俗语“一
代好媳妇，三代好儿孙”说的就是
这个意思。

自古至今，那些成功人士，都
有一位好母亲，都是受母亲的影
响。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
家、教育家，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
大家，被誉为“亚圣”。他的母亲除
了刚才提到的“孟母三迁”，还有

“断机杼”的故事。她教育孟子，学
业若半途而废，就如织到一半的布
匹，是不能用的。从此孟子发奋读
书，终成为一代旷世学儒。

北宋抗金名将岳飞，“智勇才
艺，古良将不能过”。他十五六岁
时，金人南侵，国家处在生死存亡
的关头。很多当娘的都希望能在战
乱年代保全子嗣血脉，但是岳飞的
老娘主动励子从戎，用绣花针把

“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刺在了儿子
的背上。

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
文学家、史学家，他的成就也离不
开他母亲的教育。欧阳修四岁那
年，父亲病逝，家境一落千丈，甚至
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地
步。他的母亲人穷志不穷，用最原
始的方式教欧阳修识字——家里
没钱买笔墨纸砚，母亲只好用芦苇
秆代替，在地上铺一些沙，把地当
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写字。欧
阳修在当官期间，因支持范仲淹维
持新法被贬职。他的母亲并没有抱

怨，而是安慰儿子说：“你为正义被
贬职，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
了贫寒的生活，你只要思想上没有
负担，精神不衰，我就高兴。”

陶侃是东晋一代名将，在稳定
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很有
建树。他也是早年丧父，母亲靠纺
纱织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陶侃
在浙江海阳做县吏时，一位下属送
了一坛腌鱼给他，他马上念及一生
贫居乡间的慈母，便嘱托乡人带给
母亲。谁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退
回，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
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
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腌鱼
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下
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
白做人，廉洁为官。后人赞誉：“世
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
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
不理哉？”

有母如此，儿子焉能不伟大？！
此话不谬也。做父母的就是孩子的
镜子，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是孩
子终身的老师。父母的所作所为，
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
以影响儿女的一生。因此，当父母
的不要总是要求儿女如何如何，首
先要看看你自己做到了没有。

♣ 侯发山

人生讲义

诗路放歌

♣ 赵洪亮

荥阳的诗意山水

大地是无私的，慷慨的，
不管人第一声啼哭的音质、
音色是怎样的，都坦然接受。
哭出第一声的人，第一眼面
对的仍然是大地，他或她还
不 可 能 理 解 大 地 蕴 含 的 深
沉，却会下意识又不经意地
发出微笑，从而达到人和大
地的对接与融合。

日月星辰，云雾雷电，春
天 的 风 ，夏 天 的 雨 ，秋 天 的
月，冬天的雪，各具形态，多
姿多彩，不逝昼夜，随日月轮
回，一年四季，都把大地装点
得美妙绝伦，使人的群落，动
物的世界，乃至林木花草，都
在大地上经风沐雨，分享荣

光 ，显 露 峥 嵘 。大 地 既 具 形
体，又有灵魂，是个硕大无朋
的摇篮。大地有物语，物语把
人的思绪引向高邈。

大地和人都具灵性，不管
遭逢怎样的劫难，大地风采依
旧，人的爱恨情仇依然，大伤
大悲后，隐去深藏内心的块
垒，重新站上生活舞台，以新
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展示自己
的风流。《大地物语》是作家卞
卡的第九本作品集，数年前文
心出版社曾出版卞卡的散文
随笔集《大地风流》，该书和
《大地风流》一样，所收作品
记录的都是大地上发生的事
情和人的活动。

《大地物语》：人和大地的对接与融合
♣ 文 心

新书架

灯下漫笔

题湖边庄（书法） 刘百泉

宋书恩看着大爷递过来的
酒碗，犹豫地看看爹，说：“我还是
个学生，就不喝了吧大爷？”

宋恒四豪爽地把手一挥，
说：“书恩，喝，今儿个是特例。”

宋书恩矜持地接过酒碗，小
心地喝了一口，辛辣与刺激同时
充满了他的口腔，他摇摇头，说：

“这酒真辣。”
宋结实说：“吃香的喝辣的，

这辣的说的就是酒，会喝了这酒
就是香的，那个美，得会品。”

二大爷说：“书恩，以后发达
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大爷去找你
可得叫喝酒啊，可不能不认老家
人。”

宋书恩不好意思地低头笑
笑，说：“才上高中，今后不知道啥
样呢，要是有那一天，保准酒管
饱。”

酒席到最后，几乎成了一个
募捐会：宋结实带头拿出十块钱
（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字），说：
“书恩上高中学费得好几十，恒四
也不宽裕，咱都帮一把，多少出一
点。”

宋恒元没吭声去家里拿回
来五块钱放在桌上，说：“人家想

上还上不成哩，咱书恩考上了，就
是砸锅卖铁也得叫他交上学费。”

其他的叔叔大爷也都悄悄
地回家拿了钱，嫡亲的拿五块，本
家的有拿五块的，有拿三块两块
的。

宋恒四含着泪说：“本来我
准备粜点粮食给书恩凑学费，这
下不用愁了。”

他又对宋书恩说：“书恩，你
爷爷，你大爷叔叔，都给你出了
钱，以后这恩你得报啊。”

宋书恩眼里一热，泪水夺眶
而出，他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
好。

喝得有点激动的宋书魁抱
着宋书恩的肩膀说：“三弟，你争
气，你大哥学习不办鸟事，这辈子
是没啥出息了，咱家就靠你了，无
论如何你都得考上大学，将来混
个一官半职，也让咱弟兄几个沾
沾光。学费的事你不用操心，我
跟咱爹做再大的难都要把你供到
上大学。”

那一晚，成为他心头的一块
石头，有时候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成为他在高中阶段大脑中经常闪
现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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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同学中，宋书恩的

穿着打扮总是很破旧，明显不入
流，但还算干净整洁。家里还很
穷——这个只有五个男人组成的
家庭，在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
第一年，仍然没有解决全年吃馒
头的问题（在学校的食堂，他吃得
最多的还是玉米面窝头），更不用
说摆脱贫困。当然，他也没有表
现出明显的寒酸与贫穷。只是，
他绝不敢像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同
学一样，隔三差五地到学校外边
的营业食堂吃一顿肉丝面或者肉
壮馍。

1980年秋后，大哥宋书魁经
一个本家姑姑介绍，去煤矿做了
一个下煤窑的临时工（那时候农
村户口只能当临时工）。

宋书恩知道了大哥去下煤
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除了拼
命学习，没有更好的报答方法。
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是
为了整个家族学习。

宋书恩回家的次数很少，三
十多公里的路坐公共汽车来回要
花一块多钱，这是他两星期甚至
更长时间的菜钱，他是万万舍不

得的。骑自行车也很不方便，那
时候一个村里就没几辆自行车。

这期间，宋书恩在本班还没
有一个能相互沟通的同学，烦恼
的时候，他就给在三高的焦楚扬
和在长青乡高中的马平川与邢梁
写信。写信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
通信方式，打电话和发电报不光

不方便，而且都需要更高的成本。
宋书恩与焦楚扬的交往，是

因为书。焦楚扬是马前村的，他
爷爷是个老学究，教过私塾，他爹
也知书识礼，家里存了很多书。
焦楚扬不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还能背诵很多古诗词与文言文。
宋书恩从焦楚扬这里，读到了很
多古今中外名著，并与文学结了
缘。

马平川跟宋书恩是同村同
级不同班的同学。他们的关系是
从一对小兔子开始的，马平川想
要一对兔仔，却只有三毛钱。宋
书恩小时候养了很多兔子，二话
没说就给他送去一对，还不要
钱。马平川感激得眼泪差点出
来，从此两人的关系迅速升级。
在初中两年的冬天里，宋书恩几
乎全住在马平川家。他家的条件
好一些，被褥还算宽裕，宋书恩不
想睡地铺的麦秸窝，就一直跟马
平川打通腿。

邢梁是宋书恩的同村同班
同学，话不多，却心里做事。他与
宋书恩的友谊，应该算是脾味相
投。邢梁家的经济条件在全村能
排在前十，当然不存在吃不饱的

问题。而宋书恩家里，几乎每个
人都吃不饱。在童年与中学时
代，宋书恩最突出的记忆就是饥
饿，那时候，他特别渴望粮食，玉
米面与红薯干面两掺的窝头能敞
开吃，对他一家来说就是奢望。往
往，在宋书恩非常渴望一块窝头的
时候，邢梁就会给他递到手里一
块。有时候还会出其不意地给他
一小块馒头或是白面玉米面两掺
馍，甚至是一个炸面坨。这对于食
物极度匮乏的宋书恩来说，每次的
食物都会让他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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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恩睁开眼，发现已经是

下午。他猛然想起自己在火车
上。走到哪里了？他有些茫然。
四下一看，对面、邻座都换了人。
他一问，才知道省城已过去 100
多公里。上车前，他喝了一瓶啤
酒，吃了一个面包，上车不大会儿
就昏睡过去。焦虑加上夜里没睡
稳，在热闹的火车上他睡得死一
样安稳。

列车停在一个小站，宋书恩
匆忙下车，准备再乘车返回。他
有点懊恼，恨自己操心不够，又惹
出这样的麻烦。

这是中北省沙源县一个名
叫灵安的小镇，铁路顺着小镇的
东侧向南北延伸，一条小河从站
台的南边流过，河边有郁郁葱葱
的垂柳。宋书恩坐在小河边的一
个石礅上，等着从南返回的列
车。可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等
到能坐的车。临近傍晚，他有些
饿了，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所剩
的八块钱，准备买点什么东西充
充肚子。这一摸，他惊呆了——
他的那八块钱，没了！他惊慌地
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还是没
有。他的眼泪再一次涌出。在这
远离家乡的陌生之地，身无分文，
这可咋办啊？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汗水浸
湿了他的衬衫。刚刚经历了一场
对他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又面临如此的困境，一个不
曾涉足社会的中学生，真有点不
知所措。

他出了车站，漫无目的地走
在大街上，饥肠辘辘，脚步沉重得
灌了铅一样。此时，他才真正体味
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
难”的古训，惆怅似浪潮一
样冲击着他的心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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