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十月，漫步在新县大别山干部学
院，依然能闻到桂花的馨香。那天晚上，
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几位参加“河南作家
新县行”的文友在院里散步，看到一棵又
一棵桂花树在路灯的映照下发出清亮的
光，洁白的桂花在绿叶间闪动，似点缀在
夜幕上的星星。淡淡的香气不时袭来，细
细的雨滴轻轻陪伴，我们在路灯下的影子
忽长忽短。此情此景，禁不住让人感恩这
片红色的土地，感叹这难得的桂花雨。而
在第二天的采风活动中，我们一直幸福地
沐浴在桂花雨中。

八月桂花遍地开，十月花香飘满城。大
别山的桂花花期今年似乎特别长，可能是由
于雨水稀少的缘故，让桂花有了更多的绽放
空间。县委书记夏明夫说，新县已经好久没
有下雨了，作家们为这里带来了一场及时
雨，因此，这也是一场迎宾雨……一席话
赢得阵阵掌声。

桂花树喜欢湿润、温和的生长环境，
而桂花喜欢阳光。充足的阳光有利于花芽
的生长，开出的花才会更加鲜艳、香气扑
鼻。在新县，就像处处都能感受到先烈们
的英灵一样，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四季常
青、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时时闻到花香。
在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省委旧址，院中的
桂花树亭亭而立，与青砖黛瓦的建筑构成
了一幅水墨画。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人们
冒雨穿行在古朴典雅的院落，仿佛是烟雨
中的江南景致。桂花树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上茂盛地生长着，昭示着一种从容不迫、

勇于向上的精神。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妇
女工作部办公室遗址门前，几棵碗口粗
的 桂 花 树 散 发 着 浓 浓 的 香 气 。 雨 滴 密
集，人们撑伞而行，而桂花一朵也没有
落下来，桂花树的叶子更加青亮。离开
这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群，在
细雨中前行，我忽然发现小广场右侧的
墙 壁 上 ， 有 一 块 镶 嵌 式 的 、 四 四 方 方
的、黑底白字的宣传栏，上面清晰地刻
印 着 《八 月 桂 花 遍 地 开》 的 歌 曲 简 谱 。
我走上前去，不禁“哆来咪发”的哼唱
起来。后面跟来的人们越来越多，我拍
照下来，匆匆离开。

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我们
向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深深地三鞠躬。
仰望着朱德总司令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
不朽”的苍劲字迹，每个人的心中陡然沉
重起来。我知道，这不是在上一堂简单的
革命历史课，必须用心去体会，认真来记
录。革命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换来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怎么纪念他们都不为
过。这一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一定地
位的烈士陵园，能够触动人们心灵的历史
人物和动人事迹很多很多，载入史册的将

帅们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们，他们
的故事感天动地。在革命烈士纪念堂的左
侧，有一处桂园。这里有 5棵桂花树，每一
棵都巨盖如伞，浓荫匝地。我顺着台阶下
去，走到一棵巨大的桂花树前，抚摸着粗
糙的枝干，一枝一枝地数着，树干的地面
部分竟然发有十二棵分枝。它们紧紧地簇
拥在一起，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向上生
长，那树姿、那劲头、那青绿的枝枝叶叶
震撼着人心。我不能自已，以雨为墨，在
手机上写下：

四季常青的桂花树
为我挡风遮雨
你葱茏挺拔的身姿
似不屈的灵魂
屹立在山顶
天空垂泪
江河呜咽
多少烈士的鲜血浇灌你
多少故事，惊天地
泣鬼神
看，钢铁铸就的塑像
把大别山的高天厚土
举过头顶

如今的每一片树叶
都承载起朝霞的色彩
百年沧桑，我知道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人
才配称大别山的子孙……
伸手抹了一把脸，不知道是雨水，还

是泪水，急忙转身走进鄂豫皖苏区烈士事
迹第二陈列室，去追赶前行的人们。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庭院
里又栽种着几棵桂花树。它们不是一棵
棵地独立地生长，而是成簇成团地长在
一起，枝叶紧紧地靠拢着，细小的桂花
点缀其间。大门右侧的一处红色的宣传
栏上，工工整整地印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
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把红色
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
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
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

我站在那里，想把这段话抄记下来。
忽然一股桂花的香气飘来，仔细一看，这
块大红宣传牌的后面，也生长着一棵茂盛
的桂花树，旁边还有一棵小的桂花树。细
细的秋雨，无处不在的桂花，已经陪伴着
我们走过了几处必看的景点。与桂花雨同
行，我故意把雨伞收起，甘愿沐浴这满怀
深情的幸福雨滴。

桂 花 雨
□ 郑 剑

一年一度的“双 11”节就要来临了，
记得很清楚，我是十年前的“双 11”节走
进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天，在我国叫
作“光棍节”，是单身青年族举行聚会娱乐
和疯狂购物的节日；在英伦三岛则是法定
的 “ 烈 士 纪 念 日 ”， 每 年 这 一 天 的 11 点
钟，各级政府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人人胸前佩戴塑制红色罂粟花。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时日，参观一座世界特别的博物
馆，怎能不铭记于心。

当日下午 2 时许，我随旅英团队到达
位于牛津大街罗素广场旁的大英博物馆。
因早年曾留学巴黎，对西方建筑艺术略知
一二。刚走近宏大的乳白色博物馆，一眼
就看出它的主体建筑基调属于希腊复兴式
风格。整个馆体由中央部分的廊柱和对称
的四翼组成，面向南方的大门有 8 根浑圆
爱奥尼亚柱托起的狭长三角形山墙，墙上
有众多造型优美的浮雕。走进大门，呈现
在眼前的是伊丽莎白二世大厅，亦称大展
苑，被称为欧洲最大的有顶广场，其壮丽
的圆形网状穹顶是用 3312 块三角形玻璃片
和钢材组成的。大展苑将中心的图书馆与
周围的展厅连成一体，使博物馆更加蔚为
壮观，彰显现代化气息。

在大展苑里，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博物
馆的基本情况。该馆创建于 1753 年，占地
5.4 公顷，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米。目前
拥有藏品 1300 多万件，藏品从英国本土到
世界各地，从人种起源到科学技术，门类
繁多、包罗万象，堪称世界历史文物圣
殿。所藏珍品按国别、年代、种类设立 10
个分馆，约 90 个展厅，大部分馆厅在一、
二层，另有一些在地下层。其中展品最引
人注目的有中国馆、埃及馆、希腊馆、罗
马馆、英国馆、印度馆等。

大英博物馆文物之丰之贵名列世界前
茅。据说，要将全部展品浏览一遍，至少
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展品多而时间
紧，在导游限定的 90 分钟内，也只能有选
择地观览外国馆和中国馆的一些稀世珍品。

埃及馆是大英博物馆颇负盛名的陈列
馆，藏有 7 万多件古埃及文物。据考，这
些文物大都是 19 世纪初，英军在埃及击溃
拿破仑的军队后，从法军手中掠夺来的。
在埃及馆入口处陈列着一件最吸引观众的
珍品——罗塞塔石碑，它是这批文物中最

珍贵的一件，碑的题签上写着“不列颠军
队战利品”字样。这块大理石碑制作于公
元前 196年，高 1.14米，宽 0.73米，碑上用
希腊、古埃及和当时的通俗体三种文字，
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碑刻上
的三种文字为解读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
文字提供了钥匙。

在希腊馆的一个工字形大厅，我观赏
了被称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一组展
品——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此文物是建于
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帕提侬神殿里的雕像。
19 世纪初，希腊为土耳其占领，帕提侬神
殿因受到轰炸而残破。当时热爱文物的英
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爱尔金，请一些艺术
家和建筑师把遗址幸存的部分收集起来予
以记录，在得到官方的允许后将遗存的大
理石雕刻全部运抵英国据为己有。十几年
后，英国政府花重金将其购买，藏于大英
博物馆，并命名为“埃尔金大理石雕群”，
而今，希腊政府要求英国归还这些珍贵文

物，英方却一再拒绝，成为近年追讨文物
最典型的案例。

我无暇浏览别国馆厅的更多文物，蜻
蜓点水似地看了埃及、希腊闻名世界的两
件精品后，便匆匆走进中国馆厅。大英博
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占了好几个大厅，展
品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包括各种绘
画、刻本古书、敦煌藏经、雕刻品、青铜
器、玉器、瓷器等共计 2.3万多件，这些珍
贵文物，几乎再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据考，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化艺术
藏品，主要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来自侵华
英军。1860 年冬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强盗
们在焚烧皇家园林圆明园时，掠走大批稀
世 珍 品 。 1900 年 秋 ， 英 、 法 、 美 、 俄 、
德、意、日、奥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各国
强盗在京城疯狂抢劫三天，从宫廷、府库、翰
林院和民间盗走无数珍贵文物。二是来自
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他曾
于 1900-1931 年间，四次到我国的新疆、甘

肃各地考察，那时处于半殖民地的大清王朝
积贫积弱，在国家危机四伏，地方政府官员
对文物的价值认识不深、不知善藏的情势
下，他乘机用极不光彩的欺骗手段，从敦煌
石窟、和田、吐鲁番等地搞到数量巨大的珍
贵文物。仅 1907年，他像收购废旧物品似的
花点小钱，一次从敦煌骗走经卷、绘画、织
绢、玉器、雕刻等约 30 多箱，运回伦敦后被
大英博物馆购买收藏。

在中国馆美术厅，我观赏了东晋著名
画家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 局部。该画是
顾恺之依据西晋名臣、文学家张华的诗
《女史箴》 绘制的，为我国绘画史上最早的
卷轴绢画。内容主要是劝戒宫中妇女要用
历代先贤圣女的事迹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严守妇道。历经沧桑，现在世界上只有两
幅摹本，一幅是宋代摹本，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一幅为唐代摹本，就是现藏于
大英博物馆的这幅。唐代摹本一直为我国
历代宫廷所珍藏，传到清朝，成为乾隆皇
帝的案头珍品，藏于圆明园中。1860 年 10
月，被一位焚烧圆明园的英军大尉基勇松
盗走，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购买收藏。与该
画同室展出的还有一幅明朝的大型佛教壁
画，两侧还排列着用不同材料雕刻的佛像。

在中国玉器、银器、瓷器展厅里，陈
列有各种造型精美的珍品，琳琅满目，美
不胜收。有玉环、玉壁、景泰蓝大瓷坛、
水草游鱼瓷盘、美人鱼白色陶壶、镶金银
梳、青铜簋等。其中有一件最抢眼的唐三
彩马，是用陶瓷、木、丝合制而成的。此
物原是唐代吐鲁番高昌一位高官之墓的随
葬品。马高 50 厘米，背上有多彩马鞍，昂
首站立，神情悲愤，兴许是在思念祖国而
怨恨斯坦因将其带到异国他乡吧！

在大英博物馆参观，我的心情很复
杂：一方面赞佩它珍藏丰盛，将世界文明
精华保护和荟萃一堂，犹如一幅精美绝伦
的历史文化画卷。另一方面看到那些掠夺
来的外国文物，使我对这座文物殿堂有了
一种亵渎之嫌，深为当年一些弱国文物被
列强所掠夺而感到悲伤。特别是看到我国
那许许多多的文物放射出的智慧之光，更
令我扼腕长叹，它虽然向世界昭示了中国
古文化的灿烂和辉煌，但也记录了旧中国
曾经的耻辱和不幸，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
的刺痛感觉。

浏览大英博物馆
□ 张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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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诗 风

李策政审体检都合格，被吕团长带到
天津去了，分配到部队团政治处担任新闻
报道员，负责全团的新闻宣传工作。两年
间，共办宣传橱窗 15 期，展出自拍新闻照
片 300幅。在 《战友报》 等新闻媒体发表文
章和新闻照片 40余篇 （幅），被评为优秀共
青团员，荣立三等功，被师部评为优秀新
闻报道员。

三
李伟是在老家大杨集应征入伍的。他

家庭成份是贫农，本人又是共青团员，政
审是合格的；他是学校体育长跑运动员，
精力充沛，身强力壮，体检是合格的。不
然是不会让他参军的。

他们兄弟仨，数李伟年龄小，为人处
世经验少，我和王素芝实在不放心。于是
决定利用一九八三年春节放假时间，我乘
火车专门去武威南驻军看李伟。

我 从 商 丘 乘 车 ， 日 夜 兼 程 ， 途 经 开
封、郑州、洛阳、西安、兰州，来到武威
南火车站。下了火车，步行两里路，来到
了一六六团通信连驻地。父子相见拥抱起
来，泪流满面，半天才说出话来。李伟把
我安排到住处。他打算每天从食堂里给我
端饭吃。我说：“不要这样，咱们一块到食
堂就餐，借此机会，我还想体验体验你们
军营的生活呢。”

第二天飘起了零星的雪花来。雪不隔
人。李伟领着我坐了一站路的火车，来到
了武威市。我们决定先看市容市貌。我给

李伟介绍说：“来前，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武
威的历史资料。武威，它是雄才大略的汉
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而得
名。武威古称凉州，曾为著名丝绸之路的
要冲。武威东接兰州，西通新疆，南靠西
宁，北临银川，区位优越，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李伟听到这里，高兴地说：

“您说武威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我在这里
服役，为国效劳，感到荣幸。”李伟领我逛了
武威的大街小巷，看了各种建筑，参观了多
处景点，诸如鸠摩罗什寺、莲花山、白塔寺
等，并且趁着雪景，拍了照片，留作纪念。

第三天，我们去看跟李伟同时参军的
五十六师一六六团、一六八团、炮团部分
小老乡。首先找到了张志玲、李亚光、李
红光、谢献民、谢爱民、孙红华、孙爱
华、张建立、张文英，彼此拥抱，握手言
欢，畅叙别后之情。接着，我们一起在师
部大院逛了起来。大院很大，营房成排，
道路两侧全是杨树，树皮褐色，树干笔
直，挺拔茁壮，气势非凡，犹如利剑，刺
向蓝天。英俊有为的张志玲见我看得入
迷，随手够下一条树枝，继而将树枝折
断，递给我看，我发现每节树枝中间都有
一颗红色五角星，形象鲜明，赏心悦目！
不等我发问，张志玲就给我介绍说：“这叫
红军杨。长征红军某部刚到大西北甘肃
时，遭到军阀马步芳的大屠杀，血流成
河，把红军埋在万人坑里。来年春暖花
开，从万人坑里生出许多杨树嫩苗，逐渐

形成杨林。人们发现每节树枝中间都有一
颗红色五角星。这是由红军先烈的鲜血浇
灌而成，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张志玲动
情地又说：“作为今天的军人，我们要继承
先烈的遗志，实现先烈的遗愿，参与改革
开放，参与国防建设，把祖国边疆建成铜
墙铁壁，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李伟也兴奋地对我说：“五十六师是邱少云
生前部队。他后来赴朝作战，壮烈牺牲，
被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朝鲜民
主主义共和国英雄。我从小就知道邱少云，
把他当成学习楷模。我们现在在邱少云当
兵的地方当兵，倍受鼓舞，感到光荣。”

李伟在部队服役四年，被发展成为中
共党员，先后当过首长警卫员、军械仓库
枪支弹药保管员、司令部打字员、机要
员、收发员。

新 家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胜利
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
有深远意义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适逢其会，
我妻子王素芝和三个男孩，经商丘地区公
安处批准，幸运地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
口，由吃农业粮转吃商品粮，由乡下农民
转为城里市民。我们五口之家，碰上了好
运气，就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幸事。借此好

机会，我们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为
党争光，为人民做贡献。

商丘地委坐落在商丘市道南向阳路南
端，坐西朝东。它的东侧和南侧均为商丘
驻军。它的西侧是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地
委、行署之间有条南北走向的砖墙，砖墙
当中有个木门，东西两院可以互相通行。
地委北侧有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小河上面
有座拱型小桥。后来，在小河北岸，地委
盖了第一栋家属楼，三个门洞，上下四
层，住着地委家属。

地委大院靠北墙有一溜瓦房，坐北朝
南，零星地住着一些地委家属。行政科从
中间拨出两间瓦房，作为我们城里新家，
一间做住室，一间做厨房。我们从老家搬
来的箱柜、被褥、锅碗瓢勺等生活用品，
都被安排停当，各得其所。我领着王素芝
到向阳粮店买回米面。到煤厂买回煤炉和
煤球。到杂货店买回油盐酱醋…… 搬家之
初，一日三餐都到地委食堂凭票就餐。待到
做饭条件俱备了，自家就开始生火做饭了。

房前有块废闲地，没人开发利用。王
素芝从农具市场买来抓钩、铁锨、锄头、
铲子、竹杆、水桶、水管和各种蔬菜种
子。她先把那块废闲地翻晒起来，捡去残
砖碎瓦，清除杂草，平整打畦，撒上菜种。

根据季节特点，该种啥菜种啥菜。她
最喜欢种的菜很多，诸如白菜、菠菜、黄
瓜、番茄、冬瓜、南瓜、白萝卜、胡萝
卜、茄子、丝瓜，等等。除了浇水、施
肥、除草，她还特别注意防治病虫害。自
种自食，一年四季不用买菜。

住 房 后 边 有 个 东 西 胡 同 ， 也 没 人 利
用。王素芝靠墙搭了一个能经得住风刮雨
淋的油布棚，棚下垒了一个鸡窝，养起了
一群鸡。过去在老家养鸡下蛋舍不得吃，
总是拿它换些油盐酱醋。（未完待续）

贤 妻 良 母
□ 李景亮

连 载

自 然

从处暑节气开始，淅淅
沥沥下了几天雨。傍晚，雨
猛然“刹车”，太阳绽出笑
颜，上空散布着长条状的棉
絮一样的白云。脸上、胳臂
上感觉到隐隐的凉意，若有
若无的雨丝在飘洒。

忽 然 有 人 惊 叫 ：“ 彩
虹！”游人纷纷向天空望去，
果见东部飞架起一道彩虹，
起初模模糊糊，霎时清晰起
来，色彩斑斓斑斓的。这里
是古城外东南角的护城河大
堤，观察彩虹无异于近水楼
台。彩虹显得很近很阔，弧
度正好成了半个圆环。瞪眼
细 数 ， 赤 、 橙 、 黄 、 绿 、
青 、 蓝 、 紫 ， 密 密 地 排 列
着，互不相让，彼此交融。
一群白鸽在空中掠了一圈又
一 圈 ， 轨 迹 与 彩 虹 反 复 交
汇，鸽子变成了彩鸽。相比
彩虹桥，护城河上往日威风
凛凛的拱形桥像一只可怜的
丑小鸭。

“爸爸，我这一辈子终于
见到真的彩虹了！”一个五六
岁的女孩蹦着喊着，从车上
拿出画夹开始作画。爸爸专
注于手机拍照，“咔”一张，

“咔”一张。刚会走路的男童
仰着脸问“啥？啥？”爸爸说

“那是桥。”男童就扔掉水红
色的紫薇花，指着彩虹一直
嚷，“桥，桥，去……”我
想，七月初七晚上，牛郎织
女就是在这座仙桥上见面的
吧。

在凉风吹拂下，彩虹是
整体向南缓缓移动的，但图
景没有丝毫变化，方知彩虹
是一条牢不可破的韧带。七
色的彩虹或许就是七个葫芦
娃 的 化 身 ， 岂 不 闻 “ 葫 芦
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
花。”

感觉天色由亮变红，才
扭头向西望去，呵，一大片

红彤彤的火烧云格外耀眼！
这 火 烧 云 像 是 一 幅 巨 型 油
画，底色为蓝，主色为赤、
橙、黄混杂，附以白、青、
紫，仿佛孙悟空打翻了太上
老君炼丹的炉火，从南向北
一股脑地泼洒而来，画面极
不规则——参差不齐，厚薄
不 一 ， 色 彩 变 幻 ， 形 态 多
端。这像平铺的锦缎，那像
弓身的耕牛；这像腾飞的凤
凰，那像散落的乱石。在底
部，横亘着一垄田埂，连绵
起伏，明暗交错；田埂两侧
各有一带浅沟，清水汪汪，
鱼蛙出没……

在西偏北方向，与火烧
云连接处，缺少了火气，却
充满了水汽，赫然耸立着一
带远山，是一幅清新的水彩
画。下边，峰恋叠嶂，云雾
缭绕，弯松倚石。向上看，
山势迂回，溪水漫流；沿着
溪流溯源，只见险峰林立，
瀑布飞溅。耸身远眺，隐约
可见奇峰参天、白雪皑皑。
在广袤的中原腹地一睹山水
景观，是在做梦吗？不是，
是亲眼所见；是天上的仙景
下凡巡展，或是哪座山在这
里 显 现 海 市 蜃 楼 ？ 不 得 而
知，唯有天公知晓。

我恨自己不是画家，也
不是摄影家，枉费了大自然
的盛情。不禁想起无私的低
调 的 太 阳 ， 太 阳 编 织 出 彩
虹，又点燃了云朵，当人们
啧啧赞叹自然美景的时候，
它却悄悄隐藏在幕后。

嗟叹之际，发现彩虹的
南脚的上方正在生长一段新
虹，罕见的双虹奇观即将上
演 ， 可 惜 夜 幕 降 临 了 。 同
时，西边的彩霞也在缓缓南
飞中千变万化、黯然淡出。
由 伏 了 、 蛐 蛐 、 蚰 子 、 青
蛙、蛤蟆等组成的联合乐队
早已疯狂演奏了。

虹霞双飞
□ 娄渊礼

柳 笛
一支柳笛响起，故道漾

出分行的涟漪。
岸柳，牵来贺知章的二

月春风，剪裁鹅黄嫩绿的节
气。下学归来的少年，截取
落满鸟语的柳条，拧成童话
的柳笛。他们在习题外边，
放 飞 结 着 青 涩 的 轻 松 和 惬
意。笛韵在故道两岸生根，
萌发万顷生机。

人家房顶的炊香袅袅升
起 ， 那 是 柳 笛 ， 在 日 子 深
处，插叙的几句简笔。檐下
的一串玉米起了野心，似笛
音，拨弄的言外之意。

我跟着一曲柳笛，在夕
光里返回，隐入河湾的懵懂
花季。

油菜花
故道三月菜花黄。
遍地油菜，越过漫长冬

季，汲取大河的营养，自体
内提炼金子的词章。

古诗词里，蜂蝶顺时令
一路飞来，跟着布谷鸟的乡
野小唱，在花间采摘甜蜜春
光。菜花醒眼的乡音随风酝
酿 ， 漫 过 麦 地 ， 菜 园 ， 村
庄，诗和远方。

红尘里，一些比喻受到
浸润，面朝春风，浪漫绽放。

踏青的城里人，用镜头
收 拢 枝 头 的 秀 色 ， 打 捆 珍
藏。

古渡
岸边，古渡。
像 故 道 遗 下 的 一 则 轶

事，在水湄的习性中留守。
那些隐入水流的搭石，

从岁月的渍痕中生出绿锈。
水边弯腰老柳的倒影，在年
复 一 年 的 默 念 中 ， 日 渐 消
瘦。那只认命的破船，皴裂
的情节早已年久失修，闲横
记忆一角，随波纹作小幅度
的怀旧。

桨声，在芦苇的谛视中
筑巢，孵出一只只青翠的啁
啾。

时光悠悠。古渡初心未
泯，仿佛在接送，人们常说
的那种乡愁。

水 渠
水渠，是溜上岸的故道。
在抽水机和老水车的目

送中，牵着汩汩水流，在田
野深处小跑。湿润的气息，
随农谚潜入平原末梢，返青
淡妆的芹菜，茄子，辣椒，
小麦，玉米，高粱，水稻，
羊鞭的吆喝，以及垄沟间，
走偏的乡野小调。

拔节的庄稼，恰似站起
一垄垄，葱茏的黄河浮雕。

那支瘦笔，上游连着故
乡淡泊的水渠。吐不尽的乡
情，在手中，细细推敲。

桃花扇
栖在明末清初的折扇，打

开博物馆，褪色的似水流年。
扇上的桃花，抿住不凋

的绯红，在平铺的旧年里，
替前人说出一朵朵诺言。

岁岁花开，各表一枝。
那扭头朝南的，照见泊在秦
淮河的当年。袅袅古香，弥
漫秦淮八艳之首李香君与归
德才子侯朝宗的缠绵。性情
刚烈的香君以头撞柱，血染
玉扇。抗争这个硬词，没能
阻住梳着长辫子的大清，铁
蹄南迁。爱情的凄美散落民
间，被一支姓孔的银毫捡入
戏文，传唱三百余年。另一
枝，则穿过沧桑的云烟，隐
隐伸向黄河故道，汲取上善
之水，润色薄凉的人间。

冬去春回。黄河故道，
蜿蜒数十里桃花源。每一页
花瓣，皆以默念的姿势，模
仿那把折扇。

野枸杞
河滩。
秋阳中潜心修炼的野枸

杞，枝叶间闪现秘事，火红
的端倪。

那走动的一蓬蓬剪影，
像老中医，手签的方剂。

大河之水，沿根系上移，
向 枝 头 运 送 源 源 不 断 的 内
力。颗颗晶莹剔透的枸杞子，
衔日月精华，拔故道地气，结
出一簇簇激活人生的传奇。

从秋风中伸出的那枝，
正在为尘世切脉，诊治隐疾。

黄河故道（组章）

□ 傅 强

风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