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迹使人感，
琴台空寂寥。
静然顾遗尘，
千载如昨朝。
临眺自兹始，
群贤久相邀。
德与形神高，
孰知天地遥。
……
这首名为《同群公

秋登琴台》 的五言诗，
是高适于天宝三载（公
元 744年）秋初与李白、杜甫等人同登单父（今单县）
琴台后所作。时年高适 40岁，李白 44岁，杜甫 32岁。
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开扬教授在《高适诗集编年笺
注》一书里认为，与高、李、杜同行者还有李翥、李
景参等人，他们都是高适的好友。据本人查阅资料，
李翥后来曾与高适同在淮南做官，是一起搭班子的同
事。李景参当时也常在宋州一带做事，与高适相识多
年。高适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曾经给李景参
写过《平台夜遇李景参有别》一诗，可见他们之间的
关系不一般。高适既然是“同群公”登台，说明登台
者不仅仅是李白、杜甫他们三人。

唐朝时期，宋州下辖宋城县、柘城县、襄邑县、宁陵
县、虞城县、谷熟县、下邑县、楚丘县、单父县、砀山县 10
县。当李白、杜甫相约梁宋游时，高适陪伴他们到过单
父，后来又一起在位于宋州东北部的孟渚泽一带打猎游
玩，尔后，又来到单县城里登琴台赋诗，凭吊古人，并在
此居住了一段时间。李白的“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
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梁园吟》）也是写于这一年。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
也记述了此次活动——“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
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在单父，高适写下了 《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并
序》等诗作。其中第一首写道：“宓子昔为政，鸣琴登
此台。琴和人亦闲，千载称其才……”在当时，关于

“宓子贱与琴台”的故事已经流传很久。春秋时期,孔子
的弟子宓子贱曾做“单父宰”（单县县长） ,任期三年
间,任人唯贤,万事民为先,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奸邪
不作,盗贼不起,人们夜不闭户，安居乐业。闲暇之余,宓
子贱时常登上城边一座高台弹琴,抒发情怀。他卸任后,
巫马施成为继任者。他更加勤勉,很有政绩。为纪念两
位县宰治单的不凡业绩，后人便在宓子贱弹琴处筑起
一座高台,称为“琴台”。公元 744年秋天，李白的好
友、单县县尉陶沔重新搞旅游开发，在原台址周围盖
起了“二贤祠”,纪念宓子贱和巫马施二人的功绩。李
白、杜甫、高适受单县县尉陶沔和李白的族弟——主
簿李凝的邀请,来到宋州单父游玩，与李翥、李景参、
陶沔等人共登琴台,吟咏唱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2017年 4月 29日，记者来到位于单县县城东南部
护城堤内侧的湖西公园，登上了宓子贱琴台的遗址。
只见这里水面清幽，绿树环绕。在高大的“湖西革命
烈士纪念塔”映衬下，静静的琴台坐落在一片水泥地
上。琴台的东面，是重建的天台、晒仙台等袖珍景
点，琴台的正南面有一座“湖西革命烈士纪念亭”，亭
子上的一副行书对联将穿越两千多年历史的琴声与单
县的现代革命史连在了一起：“望琴台思先贤清风拂
面，仰宝塔祭烈士浩气扑怀。”如今这片古老而又充满
活力的大地，和我华夏神州的其他地方一样正蓬勃发
展，人们或许还记得宓子贱和巫马施的故事，但记起
唐代诗人高适的人不知能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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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无处觅琴声
——高适在商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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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8 年 秋 天 ， 郝 金 环 到 了 花 甲 之

年，从商丘古城实验小学教师岗位上退
休。

谁知，郝金环还没喘口气，就到县教
育局帮助清理档案。她忙中偷闲，仍然坚
持读书。一次，她从古书中偶然发现“月
老”出自商丘古城，《订婚店》这样记载：
少年韦固到宋城游览，住店见一位老人在
月光下看一本厚书，身旁袋内放着许多红
绳。他问知，厚书写的是天下婚谱，尽管
男女两人有仇，或住异地，只要用红绳一
系，必定和好结为夫妻。一天，老人约韦
固逛米市，指着一位盲妇怀中女孩为他之
妻。韦固一怒之下，用小刀刺伤了女孩眉
间。14年后，女孩长成美丽的姑娘，眉间
留有伤疤，果真嫁给韦固为妻，夫妇十分
恩爱。于是，城内耆老改旅店为订婚店，
称老人为月老。这篇典故使她浮想联翩：
历经改朝换代，走到二十世纪改革开放的
今天，商丘古城涌现出许多婚姻介绍所，
竟然有些不像订婚店那样文明行事，红娘
竟然不效仿月老，借“介绍”之名，从中
骗取钱财，把青年男女的爱情变成商品等
价交换，真是伤风败俗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实验小学大龄青年
教师不敢委托婚介所介绍对象了。校长梁
艳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突然想到郝金
环在外校给人说过媒，决定让她给“穿针
引线”。

梁艳荣在教育局见到郝金环，张口就
问：“郝老师，你乐不乐意当红娘？”

郝金环爽快地回答：“我乐意做分文不
取的月老，而不当图财骗人的红娘！”

梁艳荣郑重其事地说：“咱校有12个大
龄男女教师还没有找到对象。既然你乐意
做月老，就把他们交给你。”

郝金环沉思片刻，朝她微微一笑：“放
心吧，我会帮他们找到幸福的。”

晚上，郝金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
着:什么样的婚姻能够让自己的青年同事过
得美满呢？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感
情。她联想到自己和已故的丈夫汪俊源也
是经月老介绍，是“天作之合”的婚姻，
相亲相爱几十年。如果离开了这个爱情之

“本”，夫妻俩就不会生活得愉快和幸福。
想到这些，她才进入梦乡。

在清理档案之余，郝金环分别与 12个
青年教师交谈，记下各自的姓名、年龄、
身高、个人爱好、求偶条件、家庭状况。
然后，她利用节假日、星期天，托熟人，
找朋友，串联老姐妹，协助寻找“门当户
对”的男女青年。半年之后，她终于使 12
名青年教师喜结良缘。在这期间，她没有
吃过请，也没有收过礼，结婚时还给他们
添礼金。所以，县电视台以义务月老为题
对郝金环加以宣扬，在社会上受到好评。
于是，她在商丘古城有了名声。

二
转眼过去一年，郝金环在县教育局清

理档案结束。消息不翼而飞，她简陋的家
突然来往的人多了。

时值民办教育兴起，师资缺乏。几位
小学校长闻风而动，好话说尽，郝金环却
不同意受聘任教。谁知，一位行动晚的小
学校长不信，满怀希望叩开她家的门。

这位校长自我介绍后，庄重地说：“郝
老师，请接受我向全国优秀班主任的致
敬！”边说边向她深深地鞠一躬，“我们学

校就缺您这样的名牌教师，诚心诚意聘您
到校任教。”

“校长，我真没考虑重返教育之事。”
郝金环一脸真诚。

这位校长以为她在“拿劲”，就许下承
诺：“郝老师，聘您为学校名誉大师，岗位
在教导处，指导培训年轻教师，接待来访
的家长，工资比您退休前翻番。您看这待
遇行吗？”

郝金环坦率地说：“您给我这个待遇极
为优惠，深表感谢。不过，我决心要做月
老为男女青年搭鹊桥啊！”

万万没想到，郝金环做月老的话很快
传到古城婚姻介绍圈里，大家都想要她撑
门面。

一位婚介所的负责人捷足先登。她一
见郝金环就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然后
称赞地说：“您说媒说出了名，不愧为金牌
红娘……”

郝金环打断她的话，认认真真地说：
“你知道，这几年当红娘骗人钱财的事时常
发生，在社会上名声不好。所以，我喜欢
传统称呼月老。”

这位婚介所负责人点头表示歉意：“我
聘请您到所里当金牌月老。您多数时间可
以在家坐班，找上门的征婚者登记收费，
然后按比例分成，用不几年，您就有钱买
房了！”说完看了郝金环一眼。

郝金环直言不讳：“我要当单干的月
老，尽义务，不收费。”

这位婚介所负责人激动地说：“阿姨，
别当苦行僧了！”

郝金环一字一板地说：“古人月老为韦
固说媒分文不取，难道今人就不能当不图
名利的月老吗？我能！”

这位婚介所负责人对郝金环十分敬
佩，并忠告业内人士不要再去打扰这位可
敬的老人。

于是，郝金环义务为男女青年搭鹊桥
的好消息，被她的同事、朋友、亲戚以及
老姐妹们积极广而告之，很快传遍市区。
征婚者欢欣鼓舞，怀着追求美满婚姻的希
望，陆续来到古城实验小学家属院一间小
屋，拜见德高望众的月老郝金环，请她为
自己寻找终生伴侣。

别看郝金环年纪大，她整天却乐此不
疲地忙碌：热情接待征婚者登门，让座倒
茶，然后把他们的基本状况和要求分别记
在男女征婚本上，再贴上一张近照；利用
空档时间，摊开征婚本，看长相，比条
件，挑选“门当户对”的男女拟为配偶，
然后电话通知相亲日期。两人相识后，这
位热心月老没有撒手不管，继续进行“场
外辅导”。有一位高中男老师，个头不高，
却长得帅气。谁知，他与一位公司女职员
一对面，竟然比女的矮两厘米，情绪有些
低落。在这位热心月老的“导演”下，他
主动“进攻”，无微不至地关心女方，并说
明自己“个低不是遗传基因”。一来二去，
双方增进彼此了解，尽管没有花间喁喁私
语，没有月影下的交臂漫步，在诚挚的情
感中，在相互信任中，很快坠入了爱河。
举行婚礼时，丈夫竟然比妻子高两厘米，
因为穿上她买的“内增高”，让人们觉得他
俩是天生一对。每当看到如此一对对恋人
走进婚姻殿堂的情景时，郝金环总是感
慨：“只要月老肯尽力，定会使有情人成为
眷属！”

在征婚人群中，有些人家庭并不富

裕，甚至还很困难，谈婚论嫁难免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只要郝金环知道就一
管到底。有一位在医院干后勤的男士，与
一位学校女老师一见如故。他俩果真是一
对恋人，接触频繁，卿卿我我，很快就擦
出了爱情的火花。确定关系后，他想方设
法买下房子，就使本不富足的家境变得捉
襟见肘，再也拿不出礼金来，怎么能不让
他发愁呢！于是，郝金环找她促膝交谈，
礼金由“万里挑一”（10001元）一下减到
6000元。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啊！无奈之下，他跑了几天仅借到一半，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位爱心月
老二话没说，立刻从退休金中借给他 3000
元，解决了结婚大事。为了还账，他的父
母经营流动烟摊没有车子，这位爱心月老
仍然二话没说，马上送去一辆三轮车。世
上这种爱，是不用任何华丽言辞表达的。
难怪两位老人心悦诚服地说：“我们一辈子
忘不了有爱心的好（郝）月老！”

在恋爱中，不少男女双方见上一二次
面就被爱神射中，也有个别见了好多次面
都谈不拢，惹人心烦。郝金环却说：“婚
姻是终生大事，不能凑合，也不能迁就，
相不中再找，这有啥麻烦的。”一位在大
型企业就职的姑娘，长得端庄秀丽，身材
丰满，一双水灵的眼睛充满着青春魅力。
这位美女抱定主意：非人品出众、才干超
群的男性，绝不开“金口”。几年来，不
知使多少提亲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所
以，父母亲烦了，不再过问她的婚事。正
当美女苦恼之时，郝金环鼓起了她继续追
求意中人的精气神。于是，这位不怕麻烦
的月老，从男性求婚者中挑选众多帅哥与
美女见面，看不中第一个，再介绍第二
个……直到第十三个——一位英俊魁梧的
小伙子，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浓眉
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尤其是脸庞上的腼
腆更添了几分讨人喜欢的模样，这就是美
女要找的白马王子。终于，父亲乐了，母
亲笑了，姑娘心中那朵含苞已久的花蕾也
怒放了。

这些征婚者终生不会忘记郝金环的
家——一间十平方米的住室。室内朴实
无华，墙上贴有旧报纸，硬板床上放着普
通被褥，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可惜
没有能够享受的沙发、暖气、空调、轻音
乐、花露水的舒适与芬芳，却是800多对男
女青年初次相亲的爱情圣地，其中有500多
对有情人牵手从这里走出去，成了家，立
了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郝金环
的功劳，也是她的骄傲！

屈指一数，郝金环当义务月老有 29
年，只作奉献，没有索取。一位数学老师
给她算了一笔账：儿女们花几千元给她安
装一部婚恋热线电话，节假日比平常更繁
忙。每月拨出的平均话费按150元计算，29
年有 348个月，共支出话费 52200元。表面
看来，这组数字是枯燥无味的。其实，支

出的话费都是郝金环的退休金，没有任何
人的赞助。应该说，这组数字是丰富的、
饱满的、光彩照人的！

三
跨进鸡年，郝金环已经 88岁，却鹤发

童颜，精神焕发。
这天，郝金环骑着三轮车走在古城街

上，只见不少年长者，也有许多青年人，
纷纷与她打招呼说话：

“郝姨，俺儿子啥时与女的见面？”
“放心吧，过几天就让两个孩子面谈。”
“郝奶奶，我与女友谈了数月，不知何

时给好结婚。”
“大孙子，别急呀，女孩也在催双亲快

点选择吉日呢。”
“……”
到了一个街口，郝金环被一位退休老

妹子拉住，因为好长时间没见面，就闲聊
一阵子。

“郝姐，你上街买什么？”
“老妹妹，我啥都不买，刚调解好一家

小俩口闹离婚的事路过这里。”
“是呀，如今有些浮躁的年轻人不坚守

婚姻底线，闹离婚的越来越多，作为父母
亲伤透了心！”

“这是一个不好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作
为月老要尽力而为：经我介绍的夫妻，打
算经常与他们的父母取得联系，也主动关
注他们的情况，发现苗头，及时消灭在萌
芽状态之中，使夫妻俩重新相亲相爱起
来。”

“我担心你年纪大，再东奔西跑太累
呀！”

“人生原本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件十
分沉重的工作，当然是累！不过与青年人
打交道，越活越年轻，时间一长就慢慢地
变成了习惯，渗入我的身体，变成我的本
能，这样原本需要操心去办的事情，就变
得理所当然，就觉得不累了。不过用掉的
时间和做过的努力没有骗我，使我感到活
着越来越有价值！”

老妹妹觉得这番话很有滋味，却一反
常态地说：“老姐姐，这是积德行善的事，
我支持你继续干！”

郝金环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这话我愿意听。只要我还能够走动，就把
义务月老作为事业干下去！”她说得那么坚
定，那么执着，那么完全彻底。

了解郝金环的人说，这位乐于助人的
月老能够做得到，因为她有一种宗教般的
虔诚和一种主义般的执着支撑着，那就是
信仰。用她的话来说：“信仰不是那么神
圣，其实就是一种理念、一种向往、一种
追求的升华。生活中的一切美好，都可以
把它们升华到信仰的层面，从而使你干什
么有益的事情，都能坚定不移，甘心情
愿，虔诚地执守到底！”

有信仰的郝金环甘当义务月老，赢得
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鹤发月老
——写给退休教师郝金环

□ 李清海

他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3500块，虽然不多，但
意义重大——他在金钱上只出不进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如此意义重大的钱，当然要用在重而又重的事上——
那就是及时还债，除了金钱，还有人情。这是他一贯的原
则：钱再少，不能少了信义；人再穷，不能穷了情意。

第一笔，他要转给他曾经的女友。相恋那几年，她不
嫌他家境贫寒，给了他最真的情意，他们牵手在花前月下
流连、大街小巷闲逛，多是精神上的爱恋，少有物质上的
赠予，他觉得他欠了她，决定给她 1000元，并满含热泪发
了一段微信：

“感谢那段最甜的光阴，在最好的年华遇到最美的你。
虽已分飞天涯，真爱永藏心间。”

第二笔，他要转给他同乡的师哥。是师哥带着他告别
故土，融入学校，结交朋友，见识城市的繁华。最难忘的
是，每每同乡聚会，轮到他买单时，总是善解人意的师哥
抢先替他开支，为他化去囊中羞涩的尴尬。他决定也给师
哥1000元：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像兄长一般关照着我，不仅
仅是物资上的支援，还有精神上的支撑。兄弟之情，铭记
于心。”

第三笔，他要转给他同窗的朋友。他觉得，相处四
年，他们都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有的帮他买过几次饭，有
的帮他充过电话费，有的请他看过几次校园里的露天电
影，有的在结伴出游时帮他买过门票、出过公交费，虽然
都是些小钱，最多也就 10块、20块，但他认为，钱再少，
也是一番情，也是一笔债，宁可亏待自己，也不能亏欠朋
友。于是他给每个朋友都发了一个100元的微信红包：

“同窗之谊，当值千金；小小心意，难表此情。”
很快，不停有微信传回，或嗔、或赞，或叙同窗之

谊，或约再聚之期，一时间热闹得很。他的心也跟着激动
起来，甚至有些为自己而感动，虽然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已
经用完了，但他觉得，他人生的债也还清了，一笔小小的
钱，划出了他大写的人生。值，太值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怎么生活呢？热闹过后，难题再
次摆上心头。就在此时，手机响了，熟悉得几乎已经忽略
的声音传来——

“娃，刚上班挺多花钱的地方吧，地里刚收了些棉花，
给你汇来 1000块钱，记得去邮局取啊。不要惦记家里，我
们都挺好的。”

债
□ 周波令

黄河故道是一道横跨商
丘全境的长廊，是一堵防风
固沙的天然屏障，而今也是
一条绿色的河流在岁月流淌

——题记
一抹绿色，穿越在风中
波涛翻翻滚滚，有千军

万马的影子
又似一条巨龙，奔腾在

时空的传说里
奔腾在炎黄传承的血脉

中
从庄周故里而来，从江

郎六岁的灵感而来
秋水湖，龙泽湖，天沐

湖……
多像滑落的鳞片
闪烁在长长的、干枯的

龙蜕上
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里
有野鸭子、白天鹅、震

旦鸦雀飘忽的身影
拦河堤坝上，古河道

里，树木与禾苗葱葱郁郁
堤坝与古河道，多像一

对老人守护着彼此
三百里梁园，七台八景

还在
系满红丝结的千年银杏

树还在
古城湖里有黄河的水，

有《桃花扇》的传奇
也有李白酒后的醉吟
花木兰的故乡，在念

“暮至黄河边”
虽然厮杀声已经消失，

记忆不会消失
伊尹祠数不清的千年古

柏上
龙的踪迹不会消失
黄皮肤的人，无论走到

哪里
都遗传有黄河母亲博大

热烈的豪情
若您到黄河故道边，贴

紧那里的每一棵树
都会听到黄河汹涌的涛

声

一抹绿色，穿越在风中
□ 品 墨

桃花及其他
目光烁烁
可以随意删减
譬如坡上羊群
可以为一季草原兑换

一场爱情
勾勒出白云朵朵
譬如一地散落的桃花
一片可以揉为绯红的

相思
两片三片洇红一段传

奇
身影烁烁

留白的一缕唇香
开始偎依春天的海

樱桃往事
来的刚好
容颜只拨弄了三两声

芭蕉和弦
应季
几滴乱红溅起往事
一只饶舌的雀儿
将暮春一分为二
一则为流年的叫卖
二为一树繁华等你来

想起美好的春天（二首）

□ 张兴亚

人海浮生那一次美丽
的邂逅，

你惊艳我眼里，
从此无法忘记。
擦肩而过那一世萍水

的相逢，
你闯入我心里，
从此时时想起。
众里寻芳那一朵迷人

的笑靥，
你绽放我怀里，
从此花香四溢。

婉转玲珑那一声殷殷
的叮咛，

你缠绕我情里，
从此不弃不离。
如幻如化那一袭曼妙

的青影，
你魂牵我梦里，
从此诗情画意。
寂寞红尘那一份浪漫

的回忆，
你缘定我命里，
从此天涯相惜。

美丽的邂逅
□ 冯 杰

一夜春风吹来
申甘林带的千万树槐

花
竞相绽放
远远望去
满树洁白的小花
似一件春天的霓裳
在枝头轻轻摇曳
在春风里缓缓飘荡
氤氲的气息
穿过枝头翠绿的叶子
穿过清晨一缕缕霞光
穿过燕子淡淡的呢喃
穿过远处杜鹃的声响

穿过桥头静坐的石狮
穿过河面的那张大网
穿过现代农村的院落
穿过小楼微掩的轩窗
槐花的味道
正悄悄沁入悸动的心

房
在这个槐花飘香的日

子
饮一杯槐花酿
弹一曲《槐花香》
舞一段《槐花醉》
与槐花酩酊一场

槐花香
□ 孙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