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我觉得，鄢丽有点紧张，这也是我为

什么会答应和她一起再坐一坐的另一个
原因。多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使我对这
一类紧张是非常熟悉的。这让我心软，
我内心几乎真的生出一种老师的情感。
虽然苏邶燕一口一个朱朱老师叫我。她
似乎很乐意和我保持师生关系，很乐意
自己的学生身份。但我没有办法把苏邶
燕当作我的学生，她太自以为是了，太放
肆了，她的谦虚是做出来的谦虚，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那种谦虚甚至有降贵纡尊
和玩弄我的意味，我知道的。但鄢丽不
同，鄢丽表现出的紧张，是一种真正的谦
虚品质。这是一个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感
到不安的女人。是属于蚌一样的女人，
虽然外面看着坚硬得很，但其实是软
体。我等着她张开。用一种几乎循循善
诱的微笑。多年的老师当下来，我是知
道如何和学生相处的。果然，也没用我
那样微笑多久，鄢丽就开口了。

你知道苏邶燕为什么要取名费尔明
娜吗？

这个话题一开始，我感觉鄢丽突然
松弛下来了，之前的紧张不翼而飞。

鄢丽的情绪里甚至有某种风雷暗蓄
般的兴奋，那兴奋，怎么说呢，无聊且粗
鄙，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按说，这时我应
该约束一下鄢丽，换个话题，或者收一收
我脸上怂恿的微笑，但我没有。不知为
什么，鄢丽对苏邶燕的恶意，在某种程度
上迎合了我内心，谁叫苏邶燕是孟教授
的外甥女呢？谁叫孟教授是我们学校的
权要呢？这真是曲折幽微且无聊的抗
争。那又怎样？终归聊胜于无。我自己
这样安慰自己。况且鄢丽也已经按捺不
住了，女人说话，到了一定关口，都有箭
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势头。

你知道苏邶燕为什么要取名费尔明
娜吗？是因为苏邶燕的老公，她老公就
是弗洛伦蒂诺。鄢丽说。

什么意思？苏邶燕的老公，风流，在
外面女人没断过，那些女人的数目，虽然
和弗洛伦蒂诺的 622个比起来是小巫见
大巫，但明里暗里加起来也应该不少。
当年苏邶燕为此轰轰烈烈地闹过几次离
婚，后来就不闹了。不但不闹了，两人还
唱起恩恩爱爱的戏，动不动就一起绕大
院那条林荫路散个步，有时还挽了胳膊
逛超市。谁都知道，是因为她老公做副
部长了——可能还要做部长。苏邶燕权
衡利害之后，成战略同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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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请看：读书会也是好
看的风景。⑦5 08

2800多年的历史，为南阳留
下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
而饱经沧桑的古宛城，就在城市一
角默默守护着过往的气息。

自 8月 22日起，本报《阅读古
宛城》系列报道正式开栏，从《三千
年历史风华说南阳》到《古宛城的
墙》，从《古宛城的门》到《古宛城的

河》，再到《古宛城碎想》，我们用文
字和影像一步步寻找着这座城市
的记忆，从而引发了众多读者的好
评和热议。

“古宛城是南阳的根脉所在，
是南阳人记忆中抹不掉的乡愁”

“讲述古宛城故事，聚焦古宛城现
状，这个栏目体现了媒体的历史

和社会责任担当”“走街串巷，钩
沉历史，唤起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留住我们的根与魂，为这个系列
报道点一万个赞”……点赞的，留
言的，有老年人，有年轻人，有城
区的，有县里的，甚至有北京、湖
北、广东、云南等众多在外地工作
的南阳人。

曾经，像你一样追寻护城河的遗迹；曾经，像你一样遥望古城门的背影……

这些天，“我们都在听晚报说”
□本报记者 李 萍

古宛城系列，书写着留存于城
市时空中的岁月痕迹和文化积淀，
激起了一众南阳人回望过往的热情
以及对城市美好未来的期待。

读者吴道成以诗意的语言讲述
着对南阳古建的情感，他说，“依稀
记得那年练车，就在天妃庙旁边。
练车间隙，常一个人偷偷绕过去，院
内院外、庙前庙后跑……尽管它们
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落寞于城
市一隅，但它不会离去也不想离去，
它们带着恒久的温度永远观看着南
阳这座城市。我们不愿它离开，也
愿我们的主政者们不让它离开！”

网友“年年有余”是一名文物爱
好者，“我喜欢晚报的人文版，也曾
游走于南阳老街巷去看那些小文
物，希望多挖掘小文物的文化内涵，
在合理保护前提下让它们‘活’起
来，也呼吁更多的人保护关注小文
物，留住历史名城南阳的根脉。”

还有众多读者来电，希望能够
和记者一起踏访古宛城，展开一场
与古宛城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感
受那依然留存于老城区中的生命热
度，并渴盼着城市更美好的未来。

清风明月：喜欢这样富有文化
韵味的文章。时代前进的潮流，必

定会带走昔日的痕迹。但若能在现
实的滚滚红尘中保存着鲜活的历
史，必将因其难得而成为无价之宝。

烟花巷陌：阅读古宛城系列时，
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面，
细雨蒙蒙，老街深巷，灰砖青石。谢
谢作者带我领阅宛城的深厚历史，
希望今后推出更多的历史美文、文
化大餐。

寒马雨辰：保护古建是对南阳
历史文化名城名片的最好保护。强
烈建议市政府做好保护小文物工
作，让下一代知道南阳历史文化的
内涵。⑦1

那些感慨，寄托着对城市未来的期盼

什么是对古宛城的爱？网友
“山高为峰”留言说，“牵挂于心，流
淌笔端，这才是对古宛城的热爱。”
本报古宛城系列不仅引起市区及各
县读者的好评，还深受诸多南阳籍
在外地工作人士的热捧，他们有的
热情留言，有的动笔抒写心中的古
宛记忆。

网友“宛京湘鄂”今年 79岁，
尽管 17岁便离开南阳去北京上大
学，此后在武汉工作至退休，但他
一直关注家乡。他说，非常感谢

晚报的报道，“护城河是南阳人记
忆中抹不掉的乡愁，我在菜市街
闸口附近长大，对护城河很有感
情，小时候护城河水很清，我还在
里面游泳、钓鱼。”他还回忆起闸
口的石雕龙头、石狮，回忆起解放
路的“老凤祥”“河北诊疗所”等，
并愿意把记忆中的老南阳写下来
与大家分享。

在平顶山工作的网友“古宛浪
人”说：“南阳乡愁的稿子写得好有
味儿，旧时一些零星记忆一下缀成

篇章了。”在云南工作的网友“风过
白河”说：“读一两篇古宛城系列真
的不解渴，希望能多多写下去，最
好出一本书”……

王震宇：萧萧梧叶送寒声，宛
城古韵动客情。游子千山万水外，
犹念故乡月胧明。

张继志：这个栏目太好了。读
起来十分亲切，我十岁离开南阳，
已近七十年了，怀念家乡的情思始
终未曾中断。读了你的一系列文
章，仿佛又回到家乡。

那些往事，流淌着游子们的乡愁记忆

踱过漫长的岁月流光，古宛城
记录的不只是城市的肌理，还维系
着城市的文化血脉。本报《阅读古
宛城》系列透过一系列城市记忆，
展开古宛城画卷，受到众多读者的
欢迎和盛赞。

“虽是南阳人，却不了解她的
过往，古宛城系列为我们展开了一
幅历史的画卷。”网友“风儿来”说，

“讲述古宛城故事，聚焦古宛城现
状，感谢晚报让我们知道城市根脉
在哪里，这个栏目体现了媒体的历
史和社会责任担当。”

“古宛城系列不落俗套，钩沉

了许多历史，且记者穿街走巷，甚
至找到里白果园这样的地名门牌，
值得点赞！”网友“写秋斋主人”说，

“古城及大南阳，积淀着无穷的历
史与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保护
和宣传。”

不仅为报道叫好，一众读者还
积极提供相关线索：读者赵星辉提
供旧照片，还动笔写下古宛城的叫
卖声；网友“如风”向记者报料关于
宛南书院的旧石碑；网友“阿龙”多
年关注内河，除了给记者做向导，还
热情提供诸多历史资料和图片，并
就古宛城保护提出意见和建议。

清新 de山林：儿时，解放路、
民主街、联合街是我经常走的路，
最爱看电影、吃冰棍，喝一碗油茶，
香喷喷。买1毛钱花生吃半天。真
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时光。

cyb：小时候跟爷爷进城卖鸡
蛋，早晨不到六点就起床走了，天
还黑黑的，还怕睡过头进不了城！
记得走到姚庄得坐路边歇会儿才
有劲前行。到大寨门时天才麻麻
亮，我会好奇地踮起脚尖伸手摸城
门里的石孔。爷爷说那是插门闩
的，这时候就想起看画本曹操战南
阳打张绣时攻城的画面！

那些画面，让我们触摸到城市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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