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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诗语

印象印象名家名家

这如诗如画的文字，经
由或高亢干云，或婉转似泉
的美音诵出，便成了云蒸霞
蔚的诗歌盛宴了。

盛夏伏天，星期日，在
郑州。诗人简单带我去瓦
库喝茶，郑东新区的 17号
店。偶遇省诗歌学会张鲜
明会长，他是南阳邓州人，
蜚声文坛的诗歌名家。老
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复约
南阳乡党、著名诗人吴元成
兄，四人慢品安吉白茶，畅
聊诗与远方。张会长说，下
午三点有个诗文朗诵会，就
在隔壁，你不妨缓归程，一
起听听吧。遂听其言，鱼贯
而入。

客厅偌大，茶案星布，
而客已半满。男女间坐，皆
有雅致神色，我几乎全不认
识。有秀色女子引导我签
名板上签名，握笔细看，方
知为“冯杰诗文作品专场朗
诵会”，有诗人、作家、朗诵
家、书画家等一众大家的签
名赫然在目。自感名微形
秽，择墙边一藤椅上坐定。
孰料鲜明会长安排主持人介
绍来宾时，特意提了我，说是
南阳来的客人，稀客；即被请
到一茶案前就坐。既来之，
则坐之，遂静心欣赏这场品
味优雅的诗文朗诵。

朗诵者是大河朗诵艺
术团的朗诵家们，次第出场
的有贾卓、高力、高慧芳、刘
常如、刘瑞、周慧玲等，声情

并茂的朗诵如歌如咏，浅唱
低吟。举办方精选了冯杰
作品中的几个名篇，多是经
典佳作，有《乡村的瓦》《草
木精神》《一个写诗的理由》
《给予》《太行山上的椴树》
《一块蓝印花布》《暖阳下的
田鼠》《也想避雨的瓦》……
计十二篇之多。我这个来
自豫西山地的乡村汉子，竟
渐渐地从如诗如画如诉的
意境里，感受到了乡村故园
的茵茵绿色与款款温情。
诗是无声的画，画是有声的
诗，这如诗如画的文字，经
由或高亢干云，或婉转似泉
的美音诵出，便成了云蒸霞
蔚的诗歌盛宴了。

朗诵毕，进入下一个与
作家互动的环节。而至此，
我尚不知道今天活动的主
角作家冯杰是谁，是男是
女，落座在哪里。及至主持
人躬身请一位身着便装、气
质儒雅的中年男子上台，定
睛看去，我才恍然:这位带着
一副黑框眼镜的男士，就是
冯杰先生啊！可见我乡野
村夫的孤陋寡闻。冯先生
极谦逊，拿着话筒一直在感
谢着大家。张鲜明、吴元
成、马海盈及媒体记者等分
别登台与冯杰先生对话。
我受了鼓舞，也勇敢了一
回，上台与冯杰老师做了一
次面对面的对话交流。

我说，这个活动，我是
撞见，实在有幸。尤其是

“遇见”冯杰老师，更是我一

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山里人，
一 生 很 有 纪 念 意 义 的 事
了。冯杰老师热情地跟我
握手，说着客气感谢的话。
我说，虽然没有读过您的
书，但仅从刚才老师们的朗
诵中，我感觉到您作品中三
个深刻而独特的印象元素:
瓦、植物、北中原。我想从
这三个元素中来切入，向您
请教，您在文学创作时，如
何将源自少年乡村记忆的
文化积淀、触发灵感的写作
冲动，与潜移默化的文学效
果有机结合起来的？冯杰
老师就瓦带给我们的乡村
记忆，瓦的精神、植物的灵
魂、他所推崇的南阳诗人周
梦蝶的诗歌成就与魅力等，
展开了对话与阐释。我说，
您生长在豫北，我生长豫
西，我研究过河南中原民
居，瓦屋是最普遍最基本的
建筑形式，我们都是在瓦屋
檐下长大的，小时候曾爬上
百年陈旧的瓦屋顶上采碧
绿的瓦松，曾踩碎了人家屋
顶的瓦被父母责骂，也曾不
小 心 差 点 从 瓦 房 顶 滚 下
来。瓦是留住童年记忆、留
住乡愁的最朴实的东西，犹
如乡村父兄质朴的脸，刻在
我们的记忆里。同时我也
是搞植物的，我种了几千亩
的树木花草，其中就有您写
的高大的椴树。椴树除了
挺拔的身姿和硕大的叶子，
还有漂亮的椴树花。椴树
花是清肝明目的上好茶饮，

椴树蜜是世界上最好最甜
的蜂蜜，欢迎冯老师与在座
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到南阳
做客，到我们永润花木基地
参观，看看我们的椴树，尝
尝我们的椴树蜜……冯杰
一连说了几个一定，我感
觉 到 的 是 他 的 淳 朴 与 真
诚。又谈北中原，谈豫西
山地。与莫言的高密东北
乡、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
凹的秦岭商州一样，每一
个文学家的故乡，都是一
个挥之不去的文学意像，
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冯
杰说，豫西出了个乔典运，
乔典运是全中国的，是国
际的，他让全世界知道了
豫西，知道了西峡……不觉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已占用
了大家太多的时间，虽冒昧
酣畅，尚觉意犹未尽。

一个人从小怀揣文学
的梦想，只要不迷失，总会
有文字的温暖慰藉寂寞苦
难的人生；只要不放弃这梦
想，总会与另一个怀揣梦想
的文学人，在不经意的地
方，不期而遇。

瓦库虽好，怎奈无福久
留啊！明天星期一，还要如
常地上班工作。辞别归程
时，已是夕阳西下了。“遇
见”冯杰实为因缘际会。即
于颠簸中，记下这篇歪仄的
文字。⑦3

（作者单位：南阳永润
公司）

在瓦库，遇见冯杰
□笑尘九子

伏天说“伏”
□于 杭

“伏”天之“伏”，与其说是天气状
态，倒不如说是人们的活动状态。

“大热曝万物，万物不可逃。燥
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宋代梅尧臣
这首诗大约最可描述“三伏”天的炎
热之势了。在传统的二十四节气里，
最热和最冷的时候并不用“热”和

“冷”去名之，而是称之为“三伏”或
“三九”，而所谓的“三伏”天，就指介
于小暑大暑之间的三四十天。

最热的天为什么以“伏”命名呢？
我们先从“伏”字的字形上看，它

从人，从犬，最初的本意是，人如犬一
样地趴伏着，引申为潜伏、埋伏。伏
天的“伏”在这里大约就是伏低、潜藏
的意思。因为盛夏的阳气过旺，阴气
较弱，阴气就容易受到阳气逼迫，只
有藏伏在地下，待盛夏过去，阳气减
衰，阴气再得以上升，天气也就转凉
了。所谓“三伏里面加一秋”，就是说
立秋在末伏中伏之交，天气正热的时
候，却是秋天悄然起步之时，其中也
蕴含了“热后转凉”的意思。

如此仅从字面字义上来看，这一
个“伏”字其实就是阴阳冷热的辩证
转换过程。“伏”不仅仅只是一个天气
状态，更是中国式智慧在认识自然方
面的一种体现。

与此关联的是人们在伏天的活
动，也有顺应自然的潜藏之义。如佛
家在伏天的“结夏”，停止外出云游，
一则避免中暑，二则防止蚊虫叮咬而
杀生。老百姓也提倡在伏天“歇伏”，
避免不必要的剧烈活动以颐养其
生。所以，这个“伏”天之“伏”，与其
说是天气状态，倒不如说是人们的活
动状态。很形象贴切地把人们在盛
夏炎热的状态表达了出来，兼有人文
自然的双重之义，实在很是奇妙。

由此联想到《道德经》中著名的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福祸相倚，岂不是另一种“三伏里
边加一秋”？我们今天很多耳熟能详
的成语，比如“乐极生悲”“盛极而衰”

“物极必反”等等，莫不含有类似“伏”
天阴阳转换的某些规律。

所以民间的“夏练三伏，冬练三
九”，其实是很讲究的说法，想不废武
功养生健体就是要在极端天气中求
得自身的一种平衡。而人生何尝又
不是如这天气炎凉转换般地从这个
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呢？天气有
寒暑易节之变，行路有高低坎坷起
伏，人生有顺遂忤逆反差，经得起种
种反复曲折的折腾，练就一颗“八风
吹不动”的平常心，才能应付得了二
十四节气的风霜雨雪。

也许，命运的转机就是在“伏”与
“显”、“动”与“静”“冷”与“热”之间跳
荡，我们所需要的是放平一颗心，以
不变应万变，“伏”在规律之中伺机而
动而已。

这样说来，这几十天的炎热又算
得了什么呢？⑦3

（作者单位：南阳房地产商会）

七娘不是吝啬，当年
生活艰难，七娘她老人家
大方不起来呀。

前几天开车载着妻
和女儿去到映青山上的
采摘园。半山腰上一片
蓝莹莹的果子煞是可爱，
食之酸甜可口满嘴生津，
是那久违了的既熟悉又
陌生的味道，果农说这叫
蓝美人，是新培育的品
种，又名梅子、李子、灰
子，灰色的、红色的、黑色
的、青黄色的、蓝色的果
子，五彩缤纷，既养眼又
解馋。看着这满山遍野
的灰子林，由不得勾起童
年酸甜的回忆……

那是一个夏天的上
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又渴
又饿，路过邻居七娘家的
门前。七娘是个小脚老
太太，走起路来一扭一拐
的。那时她家生活艰难，

七娘就显得很瘦，平时见
她都害怕。这天，七娘刚
从街上赶集回来，手里拎
着个小塑料袋子，看上去
像童话故事里的老妖婆。

七娘看见我，手忙一
缩，把袋子向身后一藏，
我一眼看到里面装有五
个 青 黄 色 亮 晶 晶 的 灰
子。从小娘就教育我别
贪嘴，别人的东西给也不
轻易要，可在那个又热又
渴的上午，想起灰子又酸
又甜的滋味，我口里直流
酸水，两条腿不由自主向
七娘家门前走去。

不好意思张口，就扶
着门框静静地盯着她，不
言不语。

过了一会儿，七娘扭
过身看见我，显得很不自
在，说：“还不回去吃饭！”

我没理她，依旧静静
地看着她，眼睛的余光却
洒在她条几上的五个灰

子上。就这样站着、站
着，七娘终于坐不住了，
她扭过身，去条几上袋子
里摸了半天，拿出了一个
灰子，快步走到我跟前，
恶狠狠地说：“给！”

看着她恶狠狠的样
子，好像要吃了我似的，
我吓得心里一抖，半天也
没敢接住这个灰子。

小时候哪有果园，果
子稀缺得很，可灰子是得
到了，心里却一点也高兴
不起来，竟一点吃它的心
思也没了，七娘的恶狠狠
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
阴影……

今天，看着这漫山熟
透了的水果，想想现在的
幸福生活，忽然觉得七娘
不是吝啬，当年生活艰
难，七娘她老人家大方不
起来呀！⑦3

（作者地址：南阳市）

七 娘
□非 文

记忆记忆深处深处

在喀纳斯
□杜思高

我始终无法放弃对自己无能的责备
纵使任性恣肆地滥用词汇
却无法描绘这了无边际的美
吞咽 呼吸 拥抱 呼啸
只能用所有的动作来接近幸运

阿尔泰山柔情
像忠诚的汉子伏身背起美丽的新娘
喀纳斯湖敞开心扉
轻柔地把蓝天拥在怀里
双手托起比灵魂还要纯净的翠

一浪一浪的欢愉相互追逐
一波一波的幸福彼此叠加
一棵一棵树木亲密偎依揽着云朵

无须饮酒
我始终醉意朦胧
罢了
索性扔掉笔墨
从此做一个渔夫
研磨山水 闲钓人生 ⑦3

（作者单位：南阳市林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