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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德

我们的童年

小时候， 我们经常跳进城
郊的小河

掏黄鳝、捉泥鳅、逮螃蟹、

摸田螺
搅得整条河流———

翻腾着兴奋和欢乐

我们用弹弓射那飞行的麻雀
十拿九稳射下一片欢呼雀跃
用竹竿捣那耗子洞
捣出来的准是胜利的喜悦

有时候来个倒立行走
把地擎在头顶
将天踏在脚下
敢教天与地互换角色
时常， 我们藏入稻场的草

垛
若是有人走过， 突然间学

狗叫
吓得行人心惊胆颤
逗得小伙伴们前仰后合
碰见左邻右舍的大婶老伯

生怕他们责怪奚落
然而， 他们抚摸一下我们

的头
顿时， 一股暖流融化心中

的忐忑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像湖水一样透明清澈
人与人之间相对的目光
充满着和煦的春波

我们也常常坐在一起唠嗑
事理通达像成熟的长者
谈论一些迷茫， 也议论一

些困惑
但信仰及忠诚已深深地刻

在心窝

儿时的游戏早已沉入历史
长河

但时常仍在脑海里荡起浪
花朵朵

金钱买不来纯洁无瑕的友谊
友谊似金子———永远会发

光闪烁

文 人 与 作 品

文人本身就是一篇好的作品，传
承中华文字，弘扬中华文明，这就是文
人日夜不息的号角。

文人的胸中是绵延无边的大海，

潮起时的呼唤，潮落时的无奈，它们化
作词的咏叹、诗的歌唱、文的缠绵，或
歌或舞，唱着川流不息的曲子，呼唤沉
默的大地山川，似惊涛拍岸的声音，促
进中华民族滚滚向前。

读其文方知其人， 这是文人与他
的作品评论得出的结论， 有些文人的
作品是无法去面对鲁迅那严肃的面孔
的，他的文品是无法成为文人的魂体，

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涂鸦， 呈群魔乱舞
之态，以达升官发财之美梦，此类所谓
的文人，不属于文人之类

,

他的作品也
就如其人

,

遭人谩骂而视为文痞。

在词的咏叹、诗的歌唱、文的隽永
中，文人与作品是浩浩荡荡的大军，笔
是钢枪、纸是战场，是文武齐驱鼎立起
中华的繁荣。 美国人称中国的天下是
鲁迅和毛泽东同时打下来的， 而如今
有些腐败分子却是靠某些文痞鼓吹起
来的，不然，他们早就倒在像鲁迅一样
的文人的笔杆下被墨水淹死。我敢说，

那些支撑蛀虫的文痞， 他们握笔时手
是颤抖的， 他们向中华文明呈上的只
是一篇篇污浊的作品。

据调查，中国的某些文人处于偷生
之状态， 他们昼夜疾书的是虚假文字，

一些捏造的政绩报告、成绩报表。虽然
他们在灯下疾书，但他们心中滴着痛苦
的鲜血，眼中噙着难言的泪水，作品中
的歌唱只是笔下的呜咽，但他们难以摆
脱现实而委曲求全。有报载，有人不忍
作这些虚假文字， 毅然离开办公桌，走
上跋山涉水的征途，写起了无愧于文人
的作品来。我不敢说此类文人的行动是
正确的，我只能赞扬此类文人“出淤泥
而不染”的风格。

说起文人之累， 有时是因为他们
处的某些环境让他们不能引昂高歌，

致使他们从沉默走向沉寂， 一腔热血
化成平静的死海。 面对劳动与思想的
压抑，他们能不累吗？

我不是再为文人叫屈，我是在为一
些不正视笔端的人而悲哀，我希望文人
们能勇敢地正视笔端，向中华民族呈上
一份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来。

茶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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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当 社 会 责 任

———“山水信阳”河南省散文诗学会2011年会散记

近日，以“散文诗的社会责任担当”为主题
的“山水信阳”河南省散文诗学会

2011

年会在
信阳召开。

近年来，我市散文诗创作非常活跃，佳作迭
出，宣传了厚重的魅力信阳，丰富了多彩的中原
文化，激励了全市人民的创业激情。

年会期间，《散文诗》主编冯明德，河南文
艺出版社社长崔向东，河南省散文诗学会会长
王幅明，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冯杰，省散文诗
学会副会长、《中原》 杂志副主编张建国，《大
河》诗歌刊物主编高旭旺及陈有才、陈峻峰、胡
亚才等作家，和来自全省各地的散文诗人一起

谈创作，话体会，气氛热烈。

“散文诗品位高，大有希望！”王幅明认为，

当前，对散文诗的理解，要提升一个新高度。如
鲁迅的《野草》这篇世界名篇不就是有着一种
社会责任和担当吗！

“我是来学习的，跟中原文友很有感情，所
以推开一切活动赶来信阳。”冯明德谦虚地说。

冯明德本是一家企业的工会副主席，凭着对文
学的痴情和赤诚投身《散文诗》，使一个县级文
联编辑的内部刊物《散文诗》如今总发量逾千
万册，成为我国新世纪以来发行量最大的诗歌
刊物之一。 冯明德一度出现在中宣部召开的
“品质·特色·发展” 全国中小型期刊办刊经验
交流会上谈经论道。“高尔基的《海燕》就是散

文诗，体现了社会责任与担当。”冯明德认为，

散文诗创作要更多地表现现实、 关注民生。对
人生和社会的关注， 不限于一种情景的唯美，

小花、小草、小感情只是散文诗的一部分。

“散文诗不仅带来爱情， 还救过我的命。”

我市作家陈有才手中攥着一本旧得发黄的集
子说道。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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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写作是为了谈恋爱，当年
一个粉丝搜罗他在《安徽日报》上发表的散文
诗，并订成一本小集子来追求他，结果被恋人
看到更爱他直至结为连理。陈有才娓娓道来其
散文诗写作情结。“当时的稿费是每篇

5

元，靠
稿费养活自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说，今
天，我就凭这个本旧集子正式申请加入省散文
诗学会。” 陈有才幽默诙谐不乏情真意切的话

语令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

数年前，我市作家胡亚才“承包”了《散文
选刊》两年的封底散文诗配画，共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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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精
美散文诗，其中就有名篇《春天的角度》。胡亚
才说，“当下，人们的缺失太多，首先是缺乏对
生命的敬畏之心， 并对社会经济规律不屑；其
次，文学创作要有宗教情怀，才能让社会充满
人性、关爱和善良，让时代温暖起来；再次散文
诗的写作要再雅正些、灵动些、纯正些，要有节
制。同样，高旭旺也强调了散文诗创作的忧患
意识、哲学意识。

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冯杰、张建国、郝子奇、张孝杰、孙新华、吕东
亮等享誉中原文坛的散文诗人， 就散文诗的
社会责任与担当、语言的锤炼与创新，畅谈了
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年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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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散文诗
人参观了百花园、鸡公山、南湾湖、河新八
景等景点，零距离了解山水信阳之人文历史、

风土人情……游览途中， 河南省诗歌学会副
会长、《河南诗人》主编、《大河诗歌》执行主编
杨炳麟十分感慨地道出了与会散文诗人的心
声：“信阳就是最美的散文诗！”

一个人的眼睛与内心

———《三炷香———历史行色与他乡叙事》后记
一个人只能看到你眼睛看到的

东西。换言之，就是一个人只能相信
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这是后现代主
义介入文学写作的表征意旨和意
趣、计谋和技术，但同时强调，一个
人只知道自己的内心。换言之，这世
界除你自己之外， 你并不会真正了
解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的内心。这就
涉及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后
现代无疑是人类与时俱进的智识创
造， 并让文学于此发现自身过去叙
事的缺陷和不足，包括古典主义、浪
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它们
无数不朽的经典， 从而建构一种新
的艺术可能和企图。因此在这里，一
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是书写者
“不可逾越” 的狭窄和广大的界域，

发生在其间的事件、记忆、认知、想
象力、隐喻和虚构，正是解决和判断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 及至描摹世
界、 诠释世界还是创造世界在写作
意义上的最为尖锐也最为柔情的利
器，我称之为“写作的刀刃”。

刀刃极其锋利， 而我们必须面
对， 就像写作自身。 于是行走和言
说、艰辛和疼痛、肉体和精神、深情
和挚爱，成为两轮，驱动着我三年来

坚持进行所谓对中原人历史南迁以
及陈姓氏族源起、流变的当下追踪、

溯源和考察，用我的眼睛和两脚、愚
笨和执拗、 感悟和体受、 沉思和玄
想，以期探寻中国人氏族、宗族、家
族、民族血脉渊源和文化传承，再现
历史的行色和山水的景象， 并注入
现实深度的生命觉察和文化思考；

诉诸言说， 能有所文本叙事选择上
的独立开掘和创新描述， 完成和展
现“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在场”。

断续三年，就这样走过来了，走
过那些山野、河流、胜迹、遗存、街
衢、小巷、村落、民居，走访那些学
者、专家、同行、友人、知情者和普通
人，而当坐在桌子前，面对一大堆的
论著、史料、卡片、光盘、照片、采访
笔记、谈话录音、随笔感想，还有充
电器、刮胡刀、身份证、银行卡、票
据、毛巾、牙刷、肥皂、牙膏、裤头、袜
子、相机、手提、移动硬盘、笔和纸，

来进入文本的转换， 抑或说文字的

转换时， 发现， 一切都成为了“记
忆”。而后现代强调，人惟有记忆，别
无其他。时间随时淹没我们，生命抑
或场景在时间中流逝和死亡， 那么
一切文学的书写都“惟有”和“记忆”

有关， 都已经发生过了， 都是有关
“记忆”的“追寻叙事”，都有了虚构
性质。那么我知道了，彼一时刻，那
些历史南迁的中原人不在了； 此一
时刻，路上行走的那个“我”离开了
现场，也不在了，都在“转眼”之间，

现在，只剩下“内心”，自己的“内
心”。———希望真实，也有虚假，努力
澄明，也有遮蔽，我委实没有足够的
力量，摆脱历史繁复的搅扰，抵御传
统文化的围困， 走出宏大叙事的激
情，抗拒浮躁时代的喧嚣；我也没有
足够的耐心， 将覆盖厚重意识尘埃
下的母语、汉语、词语，从历史黑暗
深处和当下世俗生活中打捞剥离出
来，擦拭和洗涤，散发出它自身最为
原始朴拙的气息和光泽， 充满生命

本质属性的精神洞见。

刀刃如此锋利，那么，旅行和写
作都是一场博弈， 既需要一个人的
身体禀赋， 也需要有坚韧的精神耐
力，及其一次次开始、一次次结束的
退却和忍让、溃败和胜利、死亡和新
生。而最终发现，这一切的努力在通
过文本的载体呈现里， 并不是行走
初衷里对历史文化寻根的目的实
现， 而是对文学叙事寻找的体验过
程，因此这三年，对我———一个个体
的书写者而言，观念与尝试，认识和
实践，持守和嬗变，哲思和批判，拒
绝和接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
说， 并不是我已经解决了文本创造
和后现代先锋叙事， 以及想象力和
艺术虚构，而是我有了足够的信心；

相信我的信心里有诗意丰美的大
地，有广阔无际的蓝天，恩赐与我的
深情与挚爱的感泣一隅。

暂且，行走结束了，言说也结束
了；行走的过程也是丢失的过程，叙

述的过程也是遗漏的过程， 这让我
至今， 仍无法理解一如我文章中所
提到的那些惯常见到的花朵及其色
彩的妖娆艳丽； 鸟雀在空中飞翔的
姿态和它们对季节的敏锐感受；及
至最卑微的小草， 齿状或弧形的叶
子奇妙地表达了永不为人知的自觉
约束和规则； 还有我最熟悉的屋檐
下的那一张昨夜或者前夜织就的蛛
网，其构思精美、丝缕有致的工艺，

我至今不能知道这位自然大师是如
何结构了这天赋才能与生存本能双
重意义的作品。不是么，作为生活技
能，是谁教会了它；作为完美想象，

它又是从哪里获得灵感。一张蛛网，

令我们措手不及；更大程度上，可能
说明着我们对自然， 永远的茫然和
未知……

那应该是对上帝永远的未知。

那么，回到眼睛，回到自己的眼睛，

回到内心，回到自己的内心，你就是
你自己的大师， 你就是你自己的上
帝。 因此， 我特别喜欢沈洁的这句
话：“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
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它延
展了时间的‘意义’”。每默诵一次，

我的内心便涌来历史行色、 云水激
扬、流年碎影，及其慢慢沉落后的微
苦和颤动。

慈善业急需自救

自认为算是一个素质较
高的公民。为体现自己的高素
质，每次有什么慈善捐助活动
或灾情发生时，我都积极捐款
捐物；不仅自己捐，还动员家
人、朋友尽力多捐，希望通过自
身来影响更多的人从事公益活
动，以对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尽
点绵薄之力。但前段时间单位
组织的一次捐赠活动，却让人
心生不爽。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
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进一
步增强市民的爱心意识， 我县
在党政机关、驻地部队、企事业
单位、学校、社会团体及城乡居
民范围内开展“慈善一日捐”活
动，号召单位干部、职工捐出一
天工资； 企业和私营业者捐出
一天利润； 学生捐出一天零花
钱。这是一个活动倡议，无可厚
非， 我单位也积极响应县里的
号召，组织开展了这项活动。这
样的活动如果要想取得预期效
果， 我设想： 应在每个活动现
场，捐款管理单位（如捐款管理
单位一时抽不出人， 让志愿者
代理都行） 借机给大家宣讲宣
讲捐赠法及捐赠相关事宜，介
绍一下捐赠情况等。 这应当成
为“惯例”或“法定程序”。有了
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既
是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也
是对捐赠者的尊重， 对增强市
民的社会责任感与捐赠自豪
感， 进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进步等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遗憾的是，我单位组织捐
赠那天， 捐款管理单位没人露
面， 只有本单位的同志做了一
个捐款箱放在会场前， 大家依
次上前投钱。为什么捐款？捐款
做什么……没人知道， 只知道
是要完成县里的任务（公示栏
贴了市里要求捐款的通知，大
多没人注意看）。多好的一次宣
传发动与教育的机会， 生生让
这些习惯于注重大节、 忽略细
节的官场做派给错过了。 这件
事让我这个乐善好施的人很郁
闷，久久不能释怀。

近日， 随着郭美美红十字
会事件的曝光， 全球最大的光
伏组件制造商———无锡尚德太
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捐赠门”事
件又浮出水面， 让中国慈善事
业遭到空前的公信力危机。据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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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时政要闻报道，

自郭美美事件发生至
8

月初，深
圳、 佛山红十字会再未收到任
何捐款。 结合此前段单位组织
捐款的事， 使我不由得对慈善

工作本身重新审视、 来一番再
认识。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
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慈善事业等几个方面。近
年来， 伴随着政府投入的不断
加大，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得到
了迅猛发展， 让更多的人得到
了社会的帮助和温暖； 人们进
而对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也寄
予了更高的希望。 但现实的状
况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心急者就开始责怪公众现代公
民意识不强， 缺乏应有的社会
担当。对此，笔者有一定的认同
感。 但看了慈善工作中的郭美
美事件、 尚德事件及身边发生
的事后， 我发现如果说现代社
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扶危济
困、乐善好施社会风尚的话，这
种现状既与公众的现代公民
意识不强有关，更与各级慈善
机构制度不健全、运作不透明、

管理不规范和不到位、甚至是
官僚老爷作风有直接关系，而
且责任更多的是在各级慈善
机构。

社会不缺乏同情心， 无论
是汶川大地震， 还是舟曲泥石
流自然灾害，企业、社团、民众
积极踊跃捐款捐物，

7

月
23

日温
涌动车追尾事故中温州市民还
排队献血。这些都不难看出，公
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正在不断觉
醒， 慈善事业的发展具备了良
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慈善机构
本身也需不断推进自身的改革
和提高，再也不能发生冷遇、甚
至伤害公众善心的行为。

慈善事业是一项光彩事
业，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
应是怀有“菩萨心肠”的人，都
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 这个
行业应有严格的管理运作机制
与道德准入规范， 以便让公众
的善心善举得到悉心呵护，从
而引导、鼓励更多的人向善、行
善；如果慈善机构不从体制、机
制、运作模式、管理规范上下功
夫，时不时爆出“不善之举”，那
样定会有失人心。 一旦离人心
越来越远， 不光是影响慈善事
业的健康发展的问题， 恐连对
它的生存都构成了现实的威
胁。这样的后果很可怕，因而，

慈善业急需自救。

我市艺术家在第六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肖东）日前，

由中国文联、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办，山东省文联、烟台市人民
政府承办， 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协办的第六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
览会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信
阳市民间艺术家捧回一个金
奖、一个银奖。

本届民博会参加范围涵盖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另有尼泊
尔、俄罗斯、巴基斯坦等

9

国的民

间工艺品来烟台参展。参展内容
涵盖了玉雕、木雕、石雕、根雕、

剪纸、版画、年画、瓷器、陶器、文
房四宝、绣品、面塑、泥塑等民间
工艺品的各种类别。河南是文化
大省，这次精选了

30

余位艺术家
参展， 共获本届博览会

10

项金
奖，居全国首位。信阳艺术家取
得良好成绩，剪纸艺术家许煦为
信阳捧回一个金奖、 丝绢烙画，

艺术家詹峰林捧回一个银奖。

江苏知名画家汪平走进大别山采风

本报讯（记者肖东）近日，

应信阳东源矿业公司和税务部
门的邀请， 江苏知名画家汪平
来我市采风并举办笔会。

汪平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
开始从事高校美术教育至今，

教书之余潜心书画的研习和
创作。出版有《汪平画集》、《汪
平水墨》等多部专辑，许多作
品被国家政协礼堂、淮海战役
纪念馆、 湘潭齐白石纪念馆、

美国世界华人联合会等单位
和个人收藏。

在大别山区进行三天的采
风后， 主办方还举办汪平花鸟

山水画笔会， 汪平画了
20

多张
山水、花鸟画。笔会期间，记者
采访了汪平，汪平说，信阳市是
革命老区、苏区，是一个有山有
水美丽的地方。两年前，他曾来
到信阳采风写生， 真切地感受
到信阳山水之美、民风之淳、民
俗之丰、底蕴之厚，自己深深地
爱上了这个地方， 回江苏后创
作了一些大别山写生的作品。

这次能再到信阳来感受大别山
的人文风俗、自然景物，又有了
新的认识和感悟， 希望画出的
画也能面目一新、 希望能让人
们通过画面了解信阳。

信阳观赏石协会（筹）及石友获省观赏石协会表彰

本报讯（记者肖东）日
前，河南省观赏石协会年会在郑
州市绿博园召开， 来自全省的
150

余位石友济济一堂， 听取了
省观赏石协会领导作的报告。

为了进一步繁荣河南省观
赏石文化事业，激励全省石友的
热情和干劲，这次年会对全省各
市县（区）基层协会的先进集体

及个人进行了表彰。信阳市观赏
石协会（筹）获河南省观赏石协
会
2011

年年度优秀组织奖；信阳
市殷苏宁、肖东，罗山县江力、鲁
伟，潢川县张波、熊美江，商城县
陈军、易乃宪、王宏伟、董军

10

人
获河南省观赏石协会

2011

年度
先进个人奖，是全省各市县（区）

中获奖人数最多的。

故 乡 行

固始县陈淋子镇，准确些说，是我妈妈的
故乡。我们兄妹虽出生于故乡，但少时便随父
母“南征北战”，故乡的概念，既亲切又模糊，更
多的只是存在于父母的描述中。

无论如何今年也要回故乡一趟，这是早就
定好的计划。究其缘由，一是因为母亲对故乡
的牵挂；二是因为我的孩子、妹妹的孩子、表妹
的孩子，三个生于信阳的小家伙对信阳市区之
外的“广阔天地”充满好奇和憧憬；第三，也是
最主要的，是我老舅年届花甲，希望在六十大
寿的时候，有远在外地的亲友来热闹热闹。

一天下午，我们三家人乘两辆车，两个小
时便从信阳市区到了陈淋子镇。原打算当晚便
去乡下舅舅家的，但表哥已在镇上的宾馆里订
好了房间，说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认为俺们乡
里人都是老土，有钱了俺们农民也会“烧烧”。

引得我们开怀大笑。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往舅舅家所在的叶东
围子去。因为好久没有回来了，家乡变化非常
大，连妈妈也不记得回家的路怎么走了。一路
走，一路问，又因为刚下过雨，路面都是稀泥，

烂乎乎的。后来，我们到了离路最近的大表哥
家，受到了表哥一家人的热情接待。紧接着，二
舅、老舅、小姥爷等亲戚都闻讯而来，一番叙话
过后，我们来到了老舅家。老舅夸张地说：“昨
天就听说你们来，激动得一宿都没睡好，要不
是喜鹊喳喳叫，早晨还不一定清醒过来呢。”

午饭很是丰盛，有滑肉片、滑鱼片、炒毛
豆、烧鸭血、烧土鸡等等，一大桌子。老家人
喜欢喝鸭汤， 所有的菜都用鸭汤烧制而成，

味道非常鲜美。大家有说有笑，夸现在的好

日子，夸二表嫂的好手艺，更祝福老舅福寿
安康。

老舅从小患有眼疾，因为家中太穷，孩子
又多，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他这辈子
都是靠微弱的视力过来的。说起以往，老舅很
是感慨，也看得很开。说自己眼睛不好，但不
瞎，很多事都看得很清；说自己家境不富，但不
穷，不铺张浪费，也不抠抠巴巴；说自己身在农
村，但不土，世界大事、国家大事，都有人在电
视上向他汇报。我们都说老舅心态好，一定能
长寿。老舅却说，是世道好。赶上好世道了，是
俺们这辈人最大的福气。

第三天上午，我们去向往已久的西九华山
风景区游览。可惜的是，当天细雨蒙蒙，略有寒

意。我们怕孩子们受不了，没敢逗留太久，只匆
匆看了看秋雨中的九华山， 对茂密的植被、笔
直壮硕的毛竹，有深刻印象。之后，我们在一条
小河旁稍作停留， 妈妈说这就是长江河了，是
山乡里唯一一条西水东流的河。 河床不宽，河
两岸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要不是下雨，真
想带孩子们到河床上去玩玩水、 捡捡石头。后
来，我们在著名古刹妙高寺下了车。这是一座
蛮大的寺庙，庙的四周种的都是毛竹，郁郁葱
葱的，寺庙就掩映在其中，给人的感觉很幽静
也很神秘。本想在寺庙里多作停留，啜名茶，品
禅意，但小孩们对庙里氛围不适应，急着出去，

我们也只能把佛心禅意寄托给袅袅升腾的香
火……

故乡之行，时间很短，天公又不太作美，很
有些遗憾。但感觉上，走出了城市，见到了亲
友，亲近了山水，丰富了见闻，很值得。三个孩
子更是觉得意犹未尽，期盼下一个节日，期盼
再去乡下。

水调歌头·赞中原经济区

张小根
建设大潮涌，中原经济区。

雄踞华夏腹地，独特区位重。贯
穿东西南北，连接周边六省，框
架已构成。谋划大手笔，经济共
繁荣。

国策定，中原兴，运亨通。

围绕科学发展，快速大提升。展
现中原优势，迸发创造激情，河
南争先锋。中原崛起时，民富国
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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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华

□

张灵秀

□

陈峻峰

□

本报记者常征

□

程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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