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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读书的女儿毕业在即，身为父亲的我到学校帮

她搬运书籍与行李。“知女莫若父”，女儿属内秀于心、敏

感细腻的沉稳人。早在寒假里，父女俩几次不多的交流

中，谈到与老师、同学即将离别，女儿言语里就流露出浓

浓的不舍，有一次还心事重重地说：“今年秋天，再也不

可能到郑大北门水果市场买那位阿姨的水果了……”谁说

少年不识愁滋味？任何人的情感蚱蜢舟都盛装不下离愁。

郑大宿管制度严格，作为男性的我是不可以进宿舍帮

女儿归置东西的。我心急火燎地站在楼下被烈日炙烤近4
个小时，才看到女儿的行李、书籍在室友的帮助下被搬出

来。

浑身汗透的女儿，手里拿着个迎风旋转的纸风车，风

车柄经长久摩挲已变得光洁圆润。她对我说：“与风车相

伴四年，实在舍不得丢，拿下来也不知道该送给谁。”“要

不送给你念念不忘的水果阿姨吧，给她留个念想？”女儿

听后，连忙颔首，和我一起肩扛手拖沉重的行李，从学校

西门绕道二里多地走到北门，找到了那位阿姨。

女儿上前，紧拉着水果阿姨的手：“阿姨，我今年毕

业了，这风车陪伴我四年，我也在您这里买了四年水果。

您要是以后想我就看看这风车吧，看到风车就如同见到了

我。”水果阿姨紧紧握着女儿的手不放，满脸欣慰地对我

说：“你教育了个好娃哦，我在郑州大学摆了二十多年水

果摊，这是第二次收到你孩子给我的礼物。第一次遇到毕

业离校还来告别、送我礼物作留念的孩子，这比赚几千块

钱还高兴，我会一直记着你娃的！”

紧接着，水果阿姨麻利地从冷藏柜拿出一瓶蜂蜜强塞

给我。我和女儿觉得回赠太过贵重，一致推托。淳朴、爽

直的她急得脸红耳赤，直到我们收下才露出舒心的笑容。

酷夏骄阳里，憨笑的她如同内敛嫣红的石榴花迎风摇曳。

她用塑料袋仔仔细细包装好风车，端端正正摆在存放贵重

物品的柜子里，对我说：“你娃送的风车我是舍不得用

的，我得小心保管一辈子，这是我一生的念想！”

归途中，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橙黄如琥珀的蜂蜜。从

来话语不多的女儿絮叨起与水果阿姨相交的往事：“一开

始，我只是觉得阿姨的水果种类丰富、新鲜，比别人的

便宜，渐渐成了习惯，就一直在那儿买了。大二去台中

教育大学做交换生，回来时给她带了点台湾小吃，也就

值20多元。结果她不仅免了我当天的水果钱，还慷慨地
把我送她的小吃分送给其他人。今天也只是把一件旧物

送给她，她却热情地拿蜂蜜作为回报，真不知该如何表

达此刻的心情了。”

是啊，若干年后，也许女儿连所学的专业知识都可能

遗忘，但相信她永远不会忘记水果阿姨送的这瓶蜂蜜。累累累2

似水流年
罗先礼甘甜的

蜂蜜

如果说南召的乔端镇是躺在绿色

屏障里的睡美人，那么黄金庄就是这位

美人项下一颗熠熠闪光的金色吊坠。

初夏时节，从南召县城出发去乔端镇的

黄金庄，一路上，穿过蜿蜒40公里的绿
色长廊，阵阵欣喜涌上心头。

车过野牛岭，群山围就的“绿色海

洋”里，一座清新靓丽的小城出现在眼

前，这就是乔端镇了。乔端镇小巧、精

致，充满生机和活力，在热闹的街道上

穿行不过一刻钟，眼前复又呈现重重叠

叠的绿色，感觉已走出了小城，这时，一

座古朴而雄壮的大桥出现在眼前，桥的

西端，道路分成两条，各自延至大山深

处。就在这道路的分叉处，一块花岗岩

巨石上刻着“黄金庄”三个大字——哦，

黄金庄到了。

黄金庄是白水河村的黄家庄组，因

黄家庄与黄金庄读音相似，久而久之，

就被人们叫成了黄金庄。这里最让人

流连忘返的部分，一曰农家乐宾馆，二

曰汉白玉石画馆。

走进农家乐，宽阔洁净的场地中，花

木扶疏，绿树成荫，奇石、古碑、根雕等，

专供人们欣赏和品玩。哗哗的流水声不

绝于耳，循声望去，左边，白河奔流而下，

浩浩汤汤，卷起千堆雪浪；右边，白水河

清澈透亮，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蓝天、

山峰、树木、山花倒映水中，可谓镜花互

照，一时竟分不出哪是真山哪是真水了。

农家乐的餐厅，摆放着千姿百态的

根雕作品，或似鸟兽，或似人物，皆栩

栩如生；墙上，镶嵌着数幅精美石画，

或山水，或人物，或自然之再现，惟妙

惟肖。在这样的氛围中，一桌原生态

农家大餐让人垂涎三尺：清香鲜美的

清炖柴鸡、新鲜细嫩的白煮笋片、松脆

可口的凉拌蕨菜、滋润醇厚的南召凉

茶，让人赏心悦目，食欲顿增。品味农

家美食，畅饮山乡美酒，耳听竹声鸟

语，眼观碧水青山，顿时，返璞归真之

感油然而生。

满足了口腹之欲，另一场精神大餐

不约而至，黄金庄的石画馆在静候着每

一位“知音”的到来。石画馆的主人，也

即农家乐的老板，酷爱石画和根雕艺

术，他的大理石天然画，既有水墨山水

画的意象之美，亦不乏奇景幻影之类的

抽象艺术。这些“景自天成”的石画，每

一幅都呈现出独特的思想表达，或隐喻

着一个浮想联翩的故事，或再现一个栩

栩如生的场景，或描摹一个妙趣横生的

生活细节，在似与不似、亦实亦虚之间，

给人以无声的震撼。尤其是那幅汉白

玉镶嵌工艺画《清明上河图》，采用28公
斤铜线，在11块汉白玉上镶嵌成图，用
一种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演绎出历史

经典的不朽与神奇，因此而获“大世界

吉尼斯之最”，让人叹为观止。

“石浅水潺■，日落山照曜”，黄金

庄，以自然山水之灵动，以原生景观之特

色，以根艺石画之精妙，于绿屏翠嶂间熠

熠生辉。收获了满心满肺的山野清气，

饱览了满眼的山乡美景，当挥手作别这

片青山绿水时，心中流连不已…… 累累累2

记得很久以前，特别喜欢坐在桌前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写信，喜欢享受这种简单古老的交流方式所带来的乐趣。

心中所有的思念都流露在笔端，信笺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

暖意，诉说着只有彼此才知晓的牵挂。

如今，已很少有人写信。在这个电子通信工具盛行的

年代，我们听到的永远是敲打键盘和聊天软件提示的声音，

时代和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带走了

许多珍贵的情感。这样的交流方式，不仅少了笔墨的香气，

更少了些人情味。刻骨铭心的情感，似乎只有书写的几页

文字，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

源于过往，总想做点什么，重温书写带来的快乐，所以

闲暇之余，重新拾起笔来，或练字，或写日记。从此，一书台

一盏灯，灯下的我提笔书写，与自己对话。似乎快乐有了

分享，烦恼有了倾诉，孤独有了陪伴，不平有了宣泄。看着

自己的字体日渐进步，那种快乐，真是“越管宣毫始称情，

红笺纸上撒花琼”。

日复一日的书写，是练字，也是磨炼心性；是学习，更是

坚韧性格的养成。自己碌碌无为，究其原因，正是缺乏韧

性。怎样练就坚韧的性格，我尝试过登山、跑步等，都是半途

而废，没有效果。书写平复了我的浮躁，使我的心态越来越

平和，一切的纷繁复杂在一笔一画当中都得到了巧妙的梳

理，随之心安宁下来，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喜欢看孩子手握钢笔在米字格里书写自己的童年，描

绘自己的轨迹；喜欢看他豪情泼墨，书写“生日快乐”，表达

一份孝心。那一个个中国字给我们家庭带来快乐和美好！

正是这些跳跃在指尖与纸上的黑色精灵，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让他深刻感受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韵味，让孩子在

成长之路上多了一份从容与自信。“横平竖直书汉字，一撇

一捺写人生”。书写，写的不仅仅是字，更是人生的一幅壮

美山河。

“横平竖直本是宝，莫使国粹毁今朝”。字，是记录语言

的符号，是一种文化。认真写字，便是对文化最好的传承与

敬意。累累累2

心灵感悟
张标书写人生

我不喜欢去超市买菜，那儿有个毛

病：一切凭秤说话。要么称多少算多

少，不少给一两，也不多给一钱；要么

服务员提前称好，大多一斤一捆，你看

中哪捆掂哪捆，上贴标签，写着该菜的

价位、重量，呆板极了。

农贸市场便不同了，处处透着人情

味。尤其是来自城郊农村的摊主，游击

队似的，地里茄子丰收了，卖几筐茄子，

白菜多得吃不及了，卖两堆白菜，十天

半月甚至两三个月才进城一次，很不专

业。他们绝大多数连秤都不备，计量方

法只两个字，约莫——在家用手抓把

菜，觉得够一斤了，就用根稻草绑住，一

捆一捆的，以便拿到城里卖。乡下人穷

厚道，脸皮薄，生怕“约莫”得不足让城

里人笑话，所以“觉得够”的菜，“一斤”

都在一斤二两到一斤半之间。

这天早饭后，又去买菜，自然仍选

择农贸街，一街两行地摊，家菜野菜、生

瓜梨枣，应有尽有。前面的老太太脚边

放着一筐小白菜，我正想买，便凑过

去。老太太头发雪白，驼着脊梁，手也

枯皱，脸也枯皱，肤色黑黄，问：“娃儿，

想买？大清早薅的，可嫩啦！”

我说：“咋喊‘娃儿’？你多大年

纪？”

“我六十九啦，看上去你顶多有五

十岁，不喊‘娃儿’喊啥？”

我笑了，一字一板，带点炫耀地说：

“我今年六十四啦，你该称我老弟才

对。”

“六十四？”老太太睁大混浊的眼

睛，眨巴几下，便连连摇头：“不会不会，

娃儿们，不兴说瞎话。”

“真的，你头发白我头发也照样，不

过我染黑了。你脸色黑点、皱纹多点，

那是成年在野地干活，风刮雨淋日头晒

的，不像俺们整天钻在备有空调的办公

室里……”

“倒也是，农村人就是这号命啊。”

老太太神色口气里既无羡慕嫉妒，也无

丝毫自怨自艾，反而依然乐呵呵的，甚

至有点满足，似乎认为她所面对的、承

受的就该这样，整个世界就该这样。

我问她小白菜的价钱，她说今儿农

贸街都卖一块，她也卖一块。

“一块一捆呀，还是一斤？”我又顶

真问，因为看她筐里的菜每捆至少有一

斤半。

“一捆一斤，在家里约莫着绑的，每

捆只会多不会少。我总想着菜是个水

气东西，划不着分恁清。”

我挑出一捆拿在手里。给钱时，她

伸出满是皱纹的老手，微微抖动着接

住，说：“薄气，薄气。”这个词属俺伏牛

山区的土话，意思是尖薄、不厚道。

我反驳道：“大姐，你劳动所得，理

所当然，怎么能说自己‘薄气’呢？种菜

得浇水施肥、买种子，也很不容易

的……”

老太太好像就没这么想过，说：“没

啥不容易！地是国家的。说到浇水，老

天爷下的雨都帮了一大半忙哩。种菜

能费多大点气力？所以收你点钱薄气，

真的薄气。”

我想说什么，又围来几位买菜的，

只好住口。走了几步，忍不住又驻足扭

头，望着老太太的身影，隐约听见她又

在对买菜的说“薄气，薄气”……

其实，哪里是薄气，正因为有老

太太这样身在底层、看似普通的人，

不断用谦和、宽厚、感恩为生活注入

点点温情，咱家乡才显得如此可亲可

爱呀！累累累2

诗 歌

遥望 周聪 摄

山水行吟
陈学现

乡土情结
李栓成

生命 的相约

美在绿屏翠嶂间

薄 气

最近，“匠心制造”、“匠心设计”之类的宣传越来越多，

各种讨论“匠心”的文章也是五花八门，标准不一而足，一旦

深究起细节，往往在产品服务上或制造品质上存在瑕疵，

“匠心”二字不免流于形式。

深思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缺了一颗敬畏之心，

不能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所谓高贵的灵魂，即对自己怀有

敬畏之心。”为人处世要先知敬畏，把事情按照标准原原本

本地做好、做实，基础牢固了，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和技能，才

可能发现不足、掌握技巧，专其一门钻深钻细成为“匠才”。

做事有了敬畏心，才能够认清自己，同时认清自身与环

境、组织，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拥有一颗匠心的人往往极

其审慎律己，做事严肃谨慎，从不懈怠，也不会在口头标榜

自己。通过长年累月的埋头苦干，将一件事做到了极致，自

然就匠心独运了。累累累2

三言二拍
庄晓不妨多些

敬畏心

作为一株葵花
是幸福的

□朱付新

当饱满的籽粒

投进大地的怀抱

无论这土地是贫瘠或者肥沃

一天天发芽 抽叶

迎迓风雨 绿满田畴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当金黄的花瓣

信旗一样轻轻摇曳

招引人们喜悦的眼睛

嘤嘤飞动的蜜蜂

从早到晚绕在身边歌唱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当圆圆的葵盘

聚拢在一起挤眉弄眼

仿佛小家碧玉即将出阁

低眉垂首之间

却是满怀的羞怯与渴望

作为一株葵花是幸福的

思念
□柳喜长

从河大到图书馆

一盘CD的距离
从图书馆到书店街

一块烧饼的距离

从书店街到珠玑巷

一片薄云的距离

从珠玑巷到大洋彼岸

一个眼神的距离 累累累2

一

戊戌年端午节前一天上午，我与几

位诗人一起，到位于城东的医圣祠，观

赏正在盛开的凌霄花。

在医圣张仲景墓前虔诚拜谒之后，

我们就直奔最后边院内正开得恣肆的

凌霄花。今天，不为别的，我们是为此

花而来，这不仅仅因了两天前这儿刚刚

成功举办一场仲景文化端阳诗词朗诵

会，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重的诗意，这诗

意长有翅膀，在周围密密地飞来飞去；

还因为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几十年的我，

虽数次到这儿来，却不曾有一回与凌霄

花的花期相遇，我看到的只不过是附依

在一棵枯死的古柏上的几根粗壮虬曲的

藤蔓，而现在不同了，此时正在盛放的花

儿，让尚未见到花开的我，心里突然就布

满了绚丽的色彩，我无法停止对它的想

象和构思，期待中的美好使我幸福战栗、

无比快乐，于是，恍惚中，我已将自己置

于想望里的浓浓花香的湮没中……

二

我没有想到，由于柏树的全力托

举，使得原本藤本植物的凌霄花，竟凌

空站成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棵花朵密

布的树！橘红色的由5片圆形花瓣组成
的茶碗口大的花儿，微风中翩然起舞，

就连那花间的绿叶，也是极有灵性的，

要不，它们怎能与花一同起伏飞动？

太多的花儿，太多的丰饶，我仰望

空中这树流光溢彩的凌霄花，一种神秘

感忽然闪现，又瞬间藏匿在空■中，如

此繁盛丰茂的万千花朵，让和它们站在

一起的我和我们以及周围的一切事物，

统统都矮了下去。

花开是一种点亮世界的巨大的力

量，许多时候，它以自身的美，直逼人们

的灵魂和暗淡的事物，一年又一年，一

代接一代，日子在花里着色，在花里绵

延，倘若没有了花，心便暗了，天便黑

了，原野也便苍白灰黄了，整个世界荒

凉而沉郁。面前这树凌霄花，让我的心

灵莫名荡动不安起来，似乎在每朵花的

深处，都隐藏着天道物理，以及太多不

为人知的秘密。

三

我坚信，就在这儿，三百多年前的

某一天，一老一少两个生命一定有一次

旷世的相约，从此发生了巨大的生命特

质的改变！古柏用自己那已经挺拔了

几百年、郁郁葱葱蓬勃旺盛坚毅峥嵘的

生命，全力将正值豆蔻年华的凌霄花的

藤蔓举起，就这样，凌霄花硬生生地站

了起来，成了神奇的花树，此后它满身

细密的根须深深扎进了古柏的体内，以

古柏一点点被吸走养分被缠绕的枯死

的生命，换来凌霄花的荣生，开在时间

中的凌霄花，也从此，永无宁日地领受

着人们褒贬不一、诅咒谩骂的声音……

轻轻拨开那花，那叶，那藤蔓，我看

到了苍青色的古柏，它虽死却未朽，依

然坚硬，依然稳健地挺立着，在它的周

身有一些裂纹，那开裂的样子我怎么看

都像是它心满意足的笑，这笑声从树心

涌出直漫向天际……没有苦态，没有怨

怼，没有悔意，它分明是在昭告世人：我

愿意这样做，这是我们植物之间的事情，

请不要再责骂、屈侮凌霄花的缠绕、攀

缘、用另一个生命的死亡来换取自己的

新生与荣耀，只有我最清楚，当初凌霄花

是死活不肯这么做的，经苦劝许久它才

答应，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如果牺牲自

我，能成就出新的独好的风景，那干吗不

呢？想想吧，世间所有的科学家、艺术

家、社会学家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站

在前人的肩头？人类如此，鸟亦如是，白

居易诗里那翩翩飞堂前的燕子，更是辛

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啊！离开根基何

谈创造与高度？就连时间本身不也只能

是由昨天而今日再明天吗？……

四

对不起凌霄花！真的是太对不起

了！一直以来，我因从众心理，从未认

真思考过它的感受，根本不着眼于凌霄

花给予世人的爱和美，它所忍受的谩

骂、责斥和屈辱，却一味偏狭蔑视，把它

与那些为了自己攀高爬上而不择手段

的势利小人相提并论，跟随别人一起对

其指指点点、痛骂鄙夷，甚至还在诗文

中大加鞭挞，全不把它那么美丽的花当

一回事儿，而它却饮疼忍痛从不开口为

自己辩解，不仇恨恶意攻击它的人们，

不曾有一点点的报复之举，而是吞咽泪

血、忍辱负重，岁岁年年依然开着这么

惊艳美丽的花儿，使一座祠、一座城，因

之而温暖、芬芳、宁静、明亮起来……

如今，我是真的理解了凌霄花，更

理解了古柏深深的用心，凌霄花的花朵

不仅属于它自己，也属于古柏，属于每

一个走近它的人！它一直谨记很久很

久以前树与藤的那个生命相约，从没有

辜负古柏，也没有辜负自己，古柏和它

都以树和花的形象在岁月里站立。

五

我们纷纷与凌霄花一起合影，据说

此花最为吉祥，但凡有奇人和智者来

访，它必在一夜间花开献瑞。这可否与

医圣张仲景有某种隐秘的关联？但此

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俗世的冷酷与寒

凉，世故的人们一边安享着某种植物所

给予的美，一边却又对此植物说东道

西，指责恶骂并无限放大其缺点与不

足，终使得自内而外，我们把自己一些

些囚禁……

静静凝视着眼前被花、叶覆盖得几

乎看不见身躯的这棵古柏，坦白说，它

很寂寞，也很虚渺，灵肉少不了疼痛，但

它并不孤独，也从未放弃，它是温慰欣

悦的，它以自己的生命，发挥并成就出

比自己更加美好亮丽的自己，这种牺牲

不仅是值得的，更具生命最本质的底

色，由此让世人再一次懂得，有些生命

即便是倒下了，也不会真正死去，它们以

另一种方式，虽死犹生，生得灿烂静

美……

六

这几日一直高温天气，唯今天我们

来医圣祠拜谒赏花，天轻阴且有微风，

我们大家都想到了医圣之功，目光互

视，灵犀在心，却又都未出口。

在医圣墓前跪拜上香的一位老太

太告诉我们，她是来还愿的，前时她腿

疼得不敢走路，医生让她做手术，她没

钱，也不想做，就来拜仲景。说也奇怪，

一连拜过三次后，她的腿竟不再疼了。

她说灵验得很呢，劝我们也拜一拜，摸

摸墓四角的石羊头，摸过之后要记住拍

打自己的全身，再向医圣报上自己的姓

名、住址、门牌号，即可疾患皆除，保佑

自己无病无灾。

这令我的心很疼很疼，其实，我何

曾有一日忘却？两年前的夏日，我起了

一个大早，特来这里拜请医圣保佑病重

中的我的父亲，那天阳光很好，可我手

中的香表却怎么也点燃不着，后来，我

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么，这树古柏举起的凌霄花，可

否是因了生长在医圣祠内，生命与生命

之间才有如此惊世的相约？倘若是换

个地方，这样的奇景还会出现吗？会

吗？

风吹过，把世界挡在世界之外，时

光舒缓，芬芳遍地…… 累累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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