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悔文再次拱拱手，说：崔二
哥，在下河南康悔文，初到此地，带
了一点家乡的土产，不成敬意，还
望二哥笑纳。说着，他招了招手，
跟在后边的伙计把两包封好的霜
糖、两篓柿饼放在了一张圆桌上。

崔福听人尊他为“二哥”，还带
了礼物，心里有几分高兴。可架子
还端着，说：客气了。坐。

康悔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来，说：二哥，一到兰水地界，就觉
得这是个义字为先的地方。所以，
我是拜码头来了，还望崔二哥多多
关照些。

崔福说：好说，好说。看茶。
康悔文说：二哥，我的粮船在

码头上靠着，听说你还特意派人看
护。兄弟我十分感谢。这样吧，已
入秋了，算我给兄弟们打壶酒，驱
驱寒气。说着，他从怀里拿出二两
银子放在了桌上。

崔福笑了笑，说：爽快。不过，
你把银子收起来吧。有话就说。

康悔文两手一抱拳，说：二哥，
我也是刚刚听说，船上有位兄弟在
赌场里犯了规矩。我代他向二哥
赔罪，求二哥原谅他这一次。说
着，他又拿出了五两银子。

这时候，崔福哈哈大笑。笑
过了，说：兄弟，果然是河南老客，
够仗义的。可你知道这是什么地
方吗？

康悔文说：知道。
崔福说：知道就好。我也不

要你的赎银。既然进了我的赌场，
赌一把如何？

康悔文再次拱拱手，说：还请
二哥原谅，我祖上有规矩，是不沾
赌具的。

崔福什么人？他见是一“肥
羊”，岂能轻易放过。就说：那就不
用赌具，我们俩赌一个意念如何？

康悔文一怔，说：意念？
崔福说：其实很简单。待一

会儿，听见锣响，那是又有船进港
了。咱就赌那船的桅杆，看是双桅
还是单桅？这公平吧？

康悔文迟疑着，说：二哥，非要
赌吗？

崔福说：你说呢？只要进了
我这个门，没有不赌的。

康悔文说：这……？
崔福说：若是你赢了，人你带

走，银子也带走，咱们交个朋友。
以后在兰水的地面上，你就是我兄
弟了。若是输了，不客气，留下这

船粮食。也叫你花钱买个教训。
你觉得公平吗？

康悔文沉吟片刻，说：不公平。
崔福说：嗨，那你说怎样才公平？
康悔文也豁出来了，说：既然

非赌不可，一船粮食，一千多里水
路，要押，就押你这个赌场吧。

崔福说：口气不小啊？也好。
既然是大押，我还有个条件，猜过
了单、双，再比一比功夫，如何？

康悔文说：怎么比？
崔福说：你出一人，我出一人，

从这赌场里打出去，只要能走出大
门，就算赢。

康悔文说：倒也公平。不过，
我也有个条件。

崔福说：说。
康悔文说：不管输赢，我都要

带走泡爷。
崔福说：一言为定。
接下去，就是等待锣声了。
康悔文坐在那里，可他心里

确实没有底。虽说论武功，他已跟
马师傅学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机
会试试。他心想，对方虽然是泼
皮，倒也讲些道理。若是输了这船
粮食，他也只有打道回府了。回去
虽然无法交代，但不管怎么说，他

救了一个人。用一船粮食，换一个
人，这就不是值不值的问题了。

崔福是必赢的。所以，他很
兴奋。宰一头“肥羊”，会给他带来
多少快乐呀！他觉得这个赌局设
得很有意思，很刺激，他已很久没
这么玩过了。他高兴地搓着两手，
高声喊道：换茶换茶，把我的大红

袍沏上！
大约有半炷香的工夫，码头

上的锣声响了，而且是响了两遍。
那就是说，一前一后，有两艘船进
来了……这时，崔福和康悔文同时
站了起来。崔福说：你是客人，你
先押，单还是双？

康悔文说：客随主便，况且，我
实在是没这个兴趣。

崔福说：怎么，反悔了？
就在这时，康悔文抬起头来，

他突然发现二楼的走廊上立着个
女子。巧的是，这女子正是在洗砚
池街口相撞的姑娘。只见那女子
的两个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
给他示意。

他顾不得多想，就说：既然到
了这份儿上，就押个“双”吧。

崔福说：那我押“单”。说着，
他伸出手来，两人打手结掌，啪一
声，这局就赌定了。

尔后，崔福一伸手说：请吧。
于是，二人一块走上了二楼，

站在了二楼临河的窗前。太阳已
经出来了，阳光照在水面上，映出
了一道道霞光。就在这时，远处冒
出了帆影，那船慢慢近了。尔后越
来越近，两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

单桅船。
崔福嘿嘿一笑：老弟，你输了。
康悔文什么也没说。突然

间，他有些懊悔：这事太荒唐，也太
莽撞。他出来是做生意的，跟人赌
个什么呢？一船粮食，千辛万苦运
到这里，就这么说没就没了？回去
怎么交代呢！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眼往西
边瞭了一下，只见一艘双桅的大船
从西边开来，那船像吃了风，仿佛
一眨眼的工夫，这艘双桅船竟抢在
前边进了港。

康悔文指了指，说：二哥，你看
西边。

崔福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
沉默了一会儿，说：嗨，嗨嗨。奇
了怪了，看来，今儿我真是遇上对
手了。

康悔文说：算了。我说不赌，
你非要赌。到此为止吧？

崔福说：慢，这才一局嘛，还有
第二局呢。请，这边走。

下了楼，两人刚一坐定，那崔
福就高声说：来呀。

只一声，只见十个一身精短
打扮的保镖分两排站在了两边，一
个个看上去恶煞煞的。崔福伸手

一指：我说过了，你只要一对一打
出去，你就赢定了。

康悔文说：你不是说一个吗？
到了这会儿，崔福的泼皮相

露出来了。他说：我说的是，你出
一人，我出一人，这叫一对一。大
街上有的是人，你也可以叫人吗。

这时，康悔文才明白，他上当
了。看来，他是输定了。康悔文愣
了片刻，慢慢地站起身来。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一个
头戴草帽、肩上搭着破褡裢的人走
了进来。进门后，他取下草帽，在
脸前扇了两下，说：少东家，还是我
来吧。

康悔文一时惊得说不出话
来，呆呆地望着来人。他的师傅马
从龙，竟然出现在面前。

康悔文刚要说什么，只听马
从龙沉声说：少东家，你坐着。

后边这三个字，马从龙是一
字一字说出的，分量很重。

那崔福一愣，虎着脸说：你又
是那块地里的葱？

马从龙两手一抱，说：我是跟
少东家一块来的。在下
马从龙。初到兰水地界，
还望多关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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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与胡兰成恋爱时，深感
与胡在学识、阅历、地位等方面的差
距，在赠胡的照片背后写道：“遇见你
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
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
开出一朵花来。”词语卑微谦恭却掩
不住满心欢喜。可是，好景不长，没
有珍惜这段感情的胡兰成，拈花惹
草，到处留情，张爱玲忍无可忍，决绝
地舍去这段情缘。后来胡兰成东奔
西逃，如同丧家之犬。而张爱玲这朵
在卑微尘埃里开出的花，却大放异
彩，成为著名作家。

居里夫人出身贫寒，却阴差阳错
地爱上了一个富家子弟。由于身份差
距，她爱得卑微、痛苦，敏感而又自尊
的心灵被揉搓得几近粉碎，最后，还是
被那个青年的父母断然拒绝。倔强的
她，发誓要凭自己的努力，挣得与他们
平等的地位。后来，她成了世界级的
大科学家，两获诺贝尔奖，并嫁给同为
著名科学家的居里，夫唱妇和，琴瑟和

谐。而她昔日曾爱过的那个富家子
弟，早就被湮没无闻了。

赖斯还是个黑人女孩时，美国的
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地位低贱，处处
受白人欺压。赖斯 10岁时全家到首
都游览，却因身份是黑人，不能进入白
宫参观。小赖斯倍感羞辱，凝神远望
白宫良久，然后告诉父亲：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那房子的主人！经过二十多
年的奋斗拼搏，卧薪尝胆，赖斯终于获
得成功，堂堂正正地坐在白宫办公室，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女国务
卿，在卑微中开出了灿若云霞的鲜花。

卑微是一种十分屈辱的人生状
态。出身卑微不怕，地位卑微也不怕，
只要你能努力走出卑微，战胜卑微，在
卑微中开出花来，昔日的卑微就会成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有的
人自甘低贱，缺乏改变自己命运和地
位的决心与能力，结果是一生卑微，碌
碌无为。有的人则不甘卑微，不屈从
命运安排，勇于抗争，自强不息，经过

不懈努力，奇迹般地在卑微中开出艳
丽花朵，结出丰硕果实，成为人生赢
家，令人钦佩，就像居里夫人、赖斯等。

有人是事事处处卑微，见谁都低
声下气，习惯性地俯首弯腰，自惭形
秽，妄自菲薄，他这一生肯定很窝囊
悲摧，乏善可陈。有人行的是能屈能
伸韬晦之术，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事
情上卑微，比如在有求于人时、寄人
篱下时、追求异性时、为实现特定目
标时，而在另外的时间地点、另外的
事情上却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面貌与
状态。勾践伺候吴王时卑微到连个
仆人都不如，韩信忍受胯下之辱时那
卑微之态也够可怜的，暂时依附曹操
的刘备整天都在装孙子。不管是哪
种情况，他们最终都从卑微里开花结
果，改变命运，打出了天下，把卑微扔
进了垃圾箱。

卑微中开出的花有多种多样，
“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李后主就是另
一品种。他被俘后，活得很卑微，虽

不愁生计，但精神极端压抑，处处受
制于人，看人眼色过活，从一国之君
到阶下囚，天差地别。他每天以泪掩
面，痛苦不堪，且没有任何咸鱼翻身
的可能，但他也开花了，卑微的环境
与心情，却激励他的词作在这一期间
达到了高峰，同时也是宋词的高峰、
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峰。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瑰丽无比的宋词花园里如果
没有李后主这一朵奇葩，将会减色不
少。就这一意义来说，李后主或会衷
心地说一句“感谢卑微”。

卑微是一种人为扭曲的畸形情
感，但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存
在，少数人就是要在多数人的卑微基
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高贵和骄傲。一
个觉悟和有自尊的人，应坚守人格与
尊严，不为任何人的高高在上当基
座，不为任何人的耀武扬威抬轿子，
不对任何人屈膝逢迎，并勇于挣脱卑
微，走出卑微，战胜卑微，在卑微的泥
淖中开出花来。

人与自然

家常话家常话（（油画油画）） 钟国友钟国友

每个家庭的老相册里都能找到
这样的照片。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
机时，却意外地表现出一致的特征：
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互图性、实
用性……《佚名照》中完全不同的芸芸
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近似
的感情，近似的表情，近似的姿态，近似
的环境，近似的尺幅——往日的昂扬和
梦想都写在脸上、记录在案。

20世纪下半叶日常生活照片的影
像类型丰富、多元，甚至出格，呈现出这
一时期中国人生活的表与里、现象与本
质。《大众摄影》杂志主编晋永权通过二
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甄选出从

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1500
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试图寻找出
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
逻辑。照片拍摄者、被拍摄者及拥有者
信息皆无，使日常生活图像消弭了个案
差异，由个体、家庭、特定人群的记忆载
体，转变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

《佚名照》既关乎过往，又预示未
来，是一部平民生活的影像史，也是一
部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成长史。在客观、
温和中打开了视觉艺术解读历史文化
的新视角，为一个日渐模糊的昨日世
界，呈现出人性的温度，使我们更直观、
感性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

新书架

♣ 高晓倩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

有一种风景来自眼睛，还有一种
风景来自心灵。

熊耳活泉的风景源于美丽的水。
与西子湖紧邻的水，滋养着这片土地，
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折射着一
幅幅美丽的风景。

熊耳活泉位于洛宁县深山区的对
九峪村，紧邻西子湖畔，周围群山环
抱，绿树滴翠，风景如画。据考证，村
子的原名叫碓臼峪。因村子四面环
山，峪底小河潺潺，从山上瞭望，犹如
碓臼之形。从名字上，我们也可读出
它古朴美好的意蕴。

“逐水草而居”的碓臼先人早就
发现大山里的灵泉可祛除百病、延年
益寿，给他们带来健康和幸福。当地
群众告诉我们一则美丽的传说：范蠡
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担心“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重
演，便携西施逃离江南水乡，在中原
山区隐居。忽一日，发现熊耳山下对
九峪村旁溪水如纱，琴韵叮咚，便在
此间结庐居住。现在这里还有西施
村，后来由于建故县水库，村民才迁
往别处居住，但人们习惯把故县水库
称为西子湖。

对九峪村党支部书记杨光才说：“我
们村是当地有名的‘长寿乡’，村里常住
的300多口人中，80岁以上老人23位，

90岁以上16位，100岁以上两位。现在
9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人
一样，眼不花耳不聋手脚灵便。”

对九峪村长寿老人多的情况，引起
了相关方面的关注。2014年，返乡创
业的对九峪村村民杨孝本邀请好友到
家乡看看，给他的创业支招。杨孝本
说：“当时说到村里老人多，朋友突然提
到世界长寿之乡巴马，想到了那儿盛产
矿泉水，就建议我们也做下水检测。”

自 2014 年开始，由中科院地理
所王五一教授、国家矿泉水中心烟献
军主任领衔专家团队，多次实地考
察，进行水质水量跟踪检测。该矿泉
水系地下水与岩层错流，溶滤火山岩
和片麻岩的矿物质成分在裂缝构造
压力下自然涌出形成，富含锶、硒、
锂、锌、钾、钙、镁、钼、偏硅酸等多种

矿物质及营养元素，经国土资源部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检测报告确认，熊耳活泉“高锶富硒，
远超国内外行业大牌的产品品质”。
硒有抑制肿瘤，抗氧化防衰老，预防
高血压、糖尿病，保护肝脏的作用，被
誉为“天然的解毒剂”；锶能够促进骨
骼发育，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软化血
管；另外水中所含的钙、锌、镁、钾、
钼、硅等都是人类身体健康所需的多
种微量元素。

因水源地位置在黄河的重要支
流——洛河的南岸、熊耳山脉象君山
北坡，这一天然矿泉水也被称为“熊
耳活泉”。

“熊耳活泉”的发现，则拉开了当
地以天然矿泉水为媒，振兴乡村的序
幕。“熊耳活泉”的开发也为当地脱贫

攻坚作出了贡献。通过实施带贫模
式，该项目除了吸纳贫困户就业外，还
辐射了周边 6个村子，已带动 175 户
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初冬的对九峪清晨，鸟鸣花香，水
声悦耳，镂空造型的红砖院墙、豫西风
格的木制门楼、卵石铺就的入户道路，
透露着现代乡村的气息。明月水坊大
门边有一树龄 200年的核桃树，枝干
挺拔，虬曲多姿。门内两排房子，布置
精巧雅致，古香古色。院内花墙中的
月亮门，颇具匠心。花坛水池绿荷摇
曳，流水可鉴人影。

谈起下一步打算，杨孝本说，将借
助“熊耳活泉”打造十里芦苇长廊和垂
钓园，以“熊耳活泉”为载体，依托“豫
西写生胜地”——下峪镇的自然风光、
厚重历史、民风乡情，打造对九峪桃源
硒水的富硒小镇，走特色康养之路，实
现乡村振兴目标。

在熊耳活泉水源地有一个亭子，
亭内树碑，上书“道脉仁源”四个大
字。据说，这是颂扬五柳村一个深得
民望的医者的古碑，意思是好的品德
就好像治病救人的明月泉水一样。如
今熊耳活泉人用这四个字把天道仁义
与泉脉水源融会贯通在一起，成为当
地企业发展的灵魂，这不就是“上善若
水”的最好注脚吗？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在卑微中开出花来

♣ 曲焕平

诗路放歌

眼看一壶水
被带离到他乡
我能设想
当它想家了
就会化为白云
一路飘到故乡上空
以雨的方式回乡

如果一个人
迁徙到异乡
当他想家了
我无法确定
他的灵魂
会以怎样的方式回乡

白鹭
好几次回乡
我都在村口溪流中
在裸露的岩石上
见到一只白色的大鸟
见的次数多了
后来我知道了
它叫白鹭

其实 我在
离开老家很远的地方
见过大群大群的白鹭
它们鸣叫 它们飞翔
喧闹的场景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以至于
我不敢把村口溪边见到的
那只孤单的白色大鸟
确认为白鹭

这只白鹭
想必是从喧闹都市而来
它一定是循着故乡的气息
飞过千山万水回到这条溪流的
我看到它对着水面映照自己的身姿
我确信 它的那种孤独
只有故乡
才能真正理解它

望海潮望海潮（（书法书法）） 马俊明马俊明

回乡（外一首）
♣ 项建新

知味

芝麻大点儿事
♣ 张仁义

玉米地里故事多，芝麻地里事不少。
明明收芝麻，非要带仇气似地说成“杀”芝
麻，凶巴巴的。事实恰恰相反，在所有要收
获的农作物中，数芝麻最被农人温柔以待。

人们用“芝麻大点儿事”形容事儿小，
用“芝麻官”形容官儿小。干工作让你抓
大不放小，你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
小失大。说话要分场合，不能“陈谷子烂
芝麻”啥都往外倒，得看听者是谁。“芝麻
开花节节高”倒是真的，芝麻秆从生到老，
始终虚心、正直、上进，花从下面往上开，
一层叶子一层花，一节一节向上拔，待到
芝麻成熟时，层层结荚像宝塔。所以，人
们常拿“芝麻开花”比喻学业进步、步步高
升、生意蒸蒸日上、生活越过越好。

老家一带家家种芝麻，不仅因为芝麻
是重要的油料作物，还因为它在食用及药
用方面用途广泛，小芝麻，成大事。

好地种芝麻当然好，但为了口粮，好
地农人早有安排。芝麻不挑剔，只要接住
地气，在哪儿都出彩，那些堰滩儿地、岗子
地、沙包地，种啥不长啥，偏偏成芝麻。

种芝麻要匀撒浅埋，不然就“深藏不
露”了。芝麻喜热，农历五月到八月是成
长期，刚长出来的芝麻苗像极了“玉米
菜”，对管不住嘴的牲口来说极具诱惑。
牛羊大老远被那“青草”引来，凑近一闻，
味道又怪又苦又冲，根本无法下嘴，只得
怏怏离去，所以芝麻地少有被牲口糟蹋
的。正应了那句歇后语：芝麻秆儿喂驴
——吃不吃礼到。不合胃口，秆又硬，还
扎嘴，拿它喂驴，还是别假惺惺了。

芝麻花开时，一个个小喇叭，浅紫浅
白，层层叠叠，散发着淡雅幽香，引来蜂舞
蝶忙。花开花落，春华秋实，花落处结出
了秋葵样的蒴果，密匝匝地裹在秆儿上，
蓬蓬勃勃。“灌了油”的芝麻长到饱满圆润
后，不等秆儿完全枯，就得杀。父亲扯来
床单给芝麻“接生”，杀一把手里一攥，头
朝下一拍，一粒粒芝麻便欢快地从蒴果里
流出来，“沙沙沙”“沙沙”，似细雨敲窗，若
指缝流沙，拨动着人的心弦。

这哪里是杀，手里攥的芝麻秆分明是
易碎品嘛，轻拿轻放，小心翼翼，原来父亲
的手不光是巴掌，也可以是温柔。运回家
的一个个芝麻个儿，向阳的墙根靠着。晒
一晌下一回，一粒芝麻都不忍糟蹋。

食用油中，花生、大豆、菜籽榨的油不
香吗？唯独芝麻榨的油被冠以“香油”“小
磨油”。这有身份的油，谁舍得真吃，都是
遇到好饭好菜了才舍得稳住瓶儿淋几滴，
出个味儿。过去吃捞面条，母亲总会找来
芝麻和盐，焙些“芝麻盐”做调料，拨两筷
头儿面条里一搅，香气扑鼻，沁人肺腑，配
上“芝麻盐”的捞面条自然成了农家厨房
的经典美食。

当兵那会儿，孝感的战友探家回来，
捎回当地特产“芝麻糖”，香甜酥脆，回味
无穷。不光咱凡人爱吃，连传说中掌管各
家厨事的灶王爷也爱吃，家家小年祭灶
时，虔诚敬上芝麻糖，灶王爷品尝后，“上
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每次吃火锅，调
料必点芝麻酱。普普通通的“烧饼”“油
条”“麻团”等，芝麻一点缀，卖相、档次、品
位，全有了。

庚子年春节前，去过一趟豫西，回来
后竟无休止咳嗽起来，那时疫情形势悄然
吃紧，连小区也出不去了。谈咳色变，越
害怕越咳嗽。相对于我的紧张，爱人则不
住地给我宽心，就地取材找来芝麻、蜂蜜，
精心炒制。说来也怪，这不合时宜的咳嗽
竟被老祖宗留下的土方子“蜂蜜炒芝麻”
给治住了，让人心生感念。

芝麻虽小，但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
呈现出的向上的意象和力量值得人们尊
敬。我一直以为“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个

“点”说的就是芝麻，先有小进步，才有大
作为。芝麻大点儿事也是事，小事办好，
才能成大事。

ZHENGZHOU DAILY 3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曾艳芳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水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