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生力

□

程永康

种 子

（外一首）

生来就是芝麻大点的颗粒
但有顽强的生命力
默默地等待着春风的呼唤
随时准备破土而出

只为生活美好
只为山河秀丽
深情地扎根泥土
甘愿经受任何风雨

种在荒山，山绿
种在水边，水碧
无论种在哪里
就在哪里崭露勃勃生机

柳
啊，绿柳，每次走近你
总是勾起我思绪的漫游
———当看到你明晰的年轮

就使我想到老人脸上的皱纹
当见到你长长纤细的柳丝
就让我想起姑娘飘逸的秀发

植于广袤大地
你阻挡多少狂风怒吼
历经沧桑巨变
你驱散多少过眼尘垢

你苍老，苍老得佝偻着躯干
而又执着地迎来新春绽放枝头
你年轻，年轻得任风摇曳
而又由衷地尽现浪漫春秋
你将风沙拒之于千里塞外哟
你将水土聚之于故乡田畴

我敬你，敬你顽强的生命
雪压不垮，水淹不死
越挫越勇，越勇越抖擞
我爱你，爱你灵活的性格
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风吹，展婆娑
雨打，更灵秀
我景仰你，景仰你———

婀娜多姿，妩媚娇羞
郁郁葱葱，绿染神州

啊，绿柳，只要是美的
一定会赢得更多的呵护与之相守
任何暴风雨的摧残
都只能增添你的风采

陶冶身心的驿站

我为不知何时滋生的心绪浮躁
而忐忑、恐慌，我得找个去处好好滋
润、默化。

曾静坐象山海边，听风吼浪啸；

曾到过蓬莱看海上船帆叶叶点点远
去；曾钻进张家界、井冈山，又从深
山老林里走出来……然而每一处都
是来去匆匆，心愿未了。

这次是在一个贤山下、 河边、绿
荫蓊蔚、 静且净的校园停泊， 为期两个
月。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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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昼夜任我去做成精神旅
途，做成太虚灵境，一门心思去听去嚼去
走去梦，我且把冗杂琐事抛之云外。

校园，坐落在南湾湖景区，除了
教学楼、亭阁溪潭、训练场地，便是
甬道划出的碧茵茵草坪。 道旁杉、

柏、松、柳、桂、玉兰、石楠，棵棵相

连，披青列翠；楼前花园里迎春花刚
刚卸妆，李、桃、杏、紫荆、月季脚跟
脚，粉墨登场；杜鹃、红花草、红继木
铺满院落，缤纷起浪；柔柳婆娑，扇
起暗香浮动丝丝拂面， 庭阶粉尘不
见；鸟雀的叽叽喳喳，啄碎混沌的夜
的外壳，徐徐揭开晨光熹微。早晨的
校园是我们学员的天然氧吧， 我跑
步、伸肢、深呼吸，林子吐出鲜氧，薄
荷样的清清凉凉爽爽……

贤山，屏于校南，总让山脚下的
我仰其高深。山雨一场去一场又来，

织出细细密密云雾，时而山岳潜形，

时而云里山、山里云。云从山上落下

来，在林间、在甬道上弥漫，我和学
员们纷纷走向教室， 都裹着丝丝缕
缕， 飘飘然像羽化升仙。 待雨晴之
日，贤山淋浴一新，峨峨兮突兀，青
郁郁、油绿绿，重重叠叠，连绵如水
墨画。放双目顾盼来回，我不知山以
贤命名的由来，只是聆听讲座时，它
总要从前楼顶上探出头脸旁听……

讲台上，诸家轮流传道，哲思理
趣娓娓道来， 让贪婪的蚕掉进桑叶
篓里纳鲜。校园林茂鸟集，除喜鹊、

麻雀外， 多半叫不上名字， 群鸟齐
鸣，校园分外活泼。这是拓展思维的
又一课堂，宜咀嚼反刍。午后，歌房

在和煦的阳光下敞开，鸟儿、虫儿放
声排练，吐出丝的、扯成条的，抑扬
顿挫。 从丝弦上滑去， 经竹筒里滚
出，即是鸣金碎玉，间或林里一声长
吟，串起阵阵和唱，此起彼伏。泡在
这里，我俨然默坐于竹楼，陪王禹�
执经一卷，消逝俗念。

白昼里，我像在登高，一步一
景，尽享视听之娱；傍晚，便临流而
憩，任我于松间回放、反思。无语独
上一条又一条林荫道，去看此时南
湾湖的湖光山影，归来，河已盛
满两岸灯火涌流，星河荧荧向市中
心蜿蜒而去。夜的校园，像放在僻

远处的村落幽然恬静，静得可以听
见树林饮着夜露枝伸叶开。小潭里
青蛙咯咯欢笑，渐渐稀疏了，草虫
唧唧开始朦胧。汩汩入枕的是河
里的流水声， 源源不断地回响，洗
得脑神透亮，接着就洗出一个又一
个梦来。

我刚刚找到了感觉，同学们又
筹备起聚会了，在我构思以班长身
份小结致辞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
四面八方而来的我们将挥手于今
夜， 各自东西去续起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们只是在途中一个驿站一
个心灵的故乡里完成了一次换马
和歇息，新的长训就要从明天开始
都在路上了。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
里，我们时时在应试，我们比任何
时候都需要陶冶，需要补给，需要
练心励志。

读《我这十几年》有感

董少权
读罢

12

月
15

日《信阳日报》

第七版“茶都艺苑”版彭国强的
文章《我这十几年》，笔者深有
感触受，遂赋诗两首。

一
谁家今夜映孤灯，

高楼兀坐拜钧文。

茫茫夜色深如海，

渺渺往事凭钩沉。

君自六期开国语，

我赴千里入师门。

三伏天内日炎炎，

省教院里汗涔涔。

呕哑方音难为念，

诘屈文字绕舌根。

本是荒涧一顽石，

幸君点化度金针。

二
天然文藻去雕饰，

君文质重感念深。

忆昔推普全盛时，

盈耳千里国语声。

我辈用时凭召唤，

炎炎暑气何足论。

都说商城鲇鱼美，

只道罗山灵山灵。

金刚汤泉梦魂至，

香山秀水几度闻。

年年双线战南北，

岁岁光潢复淮滨。

十载推普风雨路，

相看双鬓已星星。

一入此门不复悔，

吾道不衰唱大风！

寻 乐 子

就那么没来由地喜欢上了
《流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聆听。

那种能穿越时空的前奏仿佛能将
前世今生像画面一样不停地切
换，让人恍若置身在梦境。夫君不
以为然地否定了我的感受， 他说
还是《缘分五月》好听，用“只有相
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 才能
相伴走过风雨旅程” 来泯灭我的
《流转》。

起身嗤之以鼻，懒得争论。

当我在儿子房间正用毛笔
煞有介事地挥毫泼墨的时候，夫
君从背后提过我的笔，在纸上写
了四个字：流转初恋，并一脸坏
笑地望着我，一种窥视成功的姿
态。呵呵，恶心。我既没有新伴侣
也没有旧情伤，无非就是喜欢一
种演奏， 干吗搞得这么多事？低
下头，依然写我的毛笔字，任他
悻悻离去。

我不懂书法， 更不懂其中的
内涵。十一期间，孩子去姨爹家带
回了许多毛笔。 看他兴趣这么高
涨，便买了墨汁，将家中一个小小

的紫砂壶洗净盛水。没有砚台，那
就用烟灰缸代替了。置墨缸内，将
紫砂壶的清水逐渐加入， 调制适
宜为止。让儿子端正坐姿，浸润毛
笔，舔去多余的墨汁，以正确的方
法执笔练习。我心里暗想：什么时
候该去买一本毛笔字帖来让他临
摹。就在我思忖的一瞬间，儿子已
经在雪白的纸上涂起了乱七八糟
的“蜘蛛”体。我耐心地传授着仅
有的知晓， 不料那小子将笔一丢
嚷到：妈啊，我的钢笔字都没写好
哪会写毛笔字啊？太难了！

罢罢罢，一边去，难得这么大
的架势，我自己写，权当一种乐趣
呵。不管写的好坏怎样，我发觉自
己真的喜欢上那种用笔尖行云流
水的感觉了。 或轻或淡， 随情流
溢。每一个有兴致的日子里，就在
儿子的房间，静静地习字，默默地
自娱于其中。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却不见我的字体有长进。 怎么看
都没有毛笔字的风范， 依然和钢
笔字一个行头。

呵呵，无所谓了，一种爱好就
是一种乐趣，能从中找到快乐，就
是收获。

东风梳柳常低首 升日映荷不见泥

———对联新作精选

咏物联
耕夏种春牛事业；

感恩戴德虎精神。

同舟共济丹水碧；

升乌恒同信阳红。

岱松远览东隅曲；

修竹难为升斗弯。

东风梳柳常低首；

升日映荷不见泥。

同天广有多乔木；

升日无处不锦涛。

紫燕携春为豫客；

飞泉持练是川流。

长川不绝清溪水；

云燕轻摇大豫风。

豫巅川谷铺云锦；

瑞气祥光绕福星。

秋实漫天都是景；

菊黄遍地尽生金。

玉地风和春雨润；

慧田月朗日轮明。

广矣善心悬皓月；

信哉血性似骄阳。

同日增晖明七曜；

生成报德念三春。

洪钧有眼云游桂；

生性无心竹自荣。

英明久驻状元府；

旗手高扬霸王鞭。

明齐月桂宽洪量；

茂比枝荣芸众生。

感时联
枝枝败叶唯秋菊；

鱶鱶污泥独夏荷。

节节虚心苍竹绿；

时时醒脑信阳红。

湍急黄河无浊浪；

巍峨嵩岳有清风。

一身正气廉生畏；

两袖清风志凌云。

永守清风是裕禄；

高悬明镜有青天。

少于闹处惹人眼；

宽在善心省自身。

清泉石上秋方半；

友在心中月正圆。

正是春光云五彩；

平观秋色美十分。

万里飞霜春妒忌；

千林落木雪张狂。

乔迁联
一代英华成大作；

满园喜色胜春光。

高楼胜景群英汇；

光宅豪门百事兴。

斟酒谢亲酬胜友；

上梁映日喜光天。

柬红意重迎执友；

酒满人实映彩霞。

廊檐屋角朝霞蔚；

夜静窗明皓月圆。

宫前万岁荡金水；

室内千秋上玉台。

日出霞光盈紫气；

友来喜气溢彤云。

华宅喜迁迎玉兔；

琼楼摩姿耀金乌。

摩挲玉兔辉华宅；

灿烂金乌耀锦程。

新婚联
牵手李男林妹妹，

相思刘女帅哥哥。

百载同船心两曜；

千年共枕爱一生。

孔雀东南飞对对；

爱情国度喜双双。

吉日良辰天有意；

莲池情海爱成河。

徐男大德风流士；

吕女高才窈窕人。

徐吕一家联两姓；

爱情二字喜双方。

妇随夫唱天仙配；

牛犊虎妞情海联。

兔送龙接迎佳丽；

鼓乐笙歌喜吉时。

徐家牛犊偏偎虎；

吕姓虎妞最痛牛。

知音满溢成两口；

喜气广余福二人。

茶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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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望 星 空

———万里长子、著名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印象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要请伯翱先生见
谅。因为，在我和伯翱先生的相处中，他不
止一次地很直白地表明了一种心态：他不
喜欢、不愿意被人介绍时，在自己名字前
面加上那五个字的定语———万里的儿子。

但是， 也许是流俗的名人情节使然，

也许是出于对万里这个曾在我青年时代
的记忆里打下深深烙印的名字的怀念，我
还是忤逆了伯翱的本意，有了本文题目的
这种表述方式。

万伯翱，

1962

年金秋， 刚步出高中校
门的他，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父亲万里
的支持下，毅然离开京城到河南黄泛区农
场上山下乡。他的举动，比毛泽东主席发
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早了

6

年，

因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会表扬。他
的事迹上了第二年的《中国青年报》头
版，成为几乎与邢燕子、董加耕齐名的先
进知青代表。 而作为在我们河南周口地
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十年后考上河
南大学又结婚成家在郑州的半个河南人
（伯翱先生的爱人当时在郑州铁路局工
作）， 作为曾经的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

党委书记， 国家体育局人力资源中心主
任， 乃至今天拥有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

中国传记学会会长等诸多头衔的著名作
家，笔者对他的了解与认识，还是在近十
几年间通过《作家文摘》、《党史博览》、

《名人传记》、《中华儿女》 等众多的当今
中国一流的刊物中读到的他的一篇又一
篇、一部又一部文笔优美、气势磅礴的纪

实大作开始的。他的《元戎百姓共垂竿》

等一系列垂钓作品， 开创了中国体育散
文、钓鱼文学的先河，堪称散文百花园中
的一枝奇葩。他的厚厚三大部、洋洋百万
言的纪实散文《三十春秋》、《四十春秋》、

《五十春秋》， 不仅记录了自己人生道路
曲折与奋斗的历程，而且从更高层次、更
新角度，以更大篇幅生动、翔实地解读了
人民领袖、 开国元戎以及艺苑泰斗们的
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从不为常人所知
的视角，向读者洞开了伟人、将帅、学者、

专家及其家人们工作、学习、家庭、事业
的又一扇窗口。特别是他以《亮剑》主人
公李云龙原型、 一代战将王近山战争年
代的“疯劲”及其建国后“家庭婚变”的悲
剧为题材的《亮剑太行山》、《惟大英雄能
本色》等系列“亮剑”作品，在海内外许多
报刊上转载、连载，让广大读者了解了除
许世友之外，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又
一个最具个性的传奇将军的铁血柔情、

人生风采。 王近山因与自己爱人的妹妹
相恋被爱人韩岫岩状告到北京军区、全
国妇联直至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那里，结
果林彪亲笔批示、刘少奇亲自处理，将其
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
将，连降三级，开除党籍，贬至河南黄泛

区农场任副场长。由是，得以与时为该农
场知青的万伯翱共同生活了

6

年，彼此成
了“患难之交”，而王近山的刚烈人生和
传奇故事也因此得以通过万伯翱的如椽
大笔，广为世人熟悉。

我与伯翱先生文交十数年，对其“届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的道德操守和人生追求的神往之情可
谓与日俱增。

2011

年
11

月
4

日，中央党史研
究室在信阳行政中心

6

号楼
3

楼会议室举
行“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64

周年
研讨会”，笔者作为市委办公室参会代表，

在走进会场的第一瞬间，就惊喜地看到了
主席台上与市长郭瑞民同志比邻而坐的
伯翱先生。其时，他是以八路军研究会副
会长的身份莅临此次会议的。

会议间隙，我走到正与其他来宾聊天
叙话的万先生身边，简单地自报“家门”之
后，和他谈起了他的代表作《三十春秋》、

《四十春秋》、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以
及《亮剑》主人公原型王近山的有关故事。

他听后，动情而又颇有几分得意地对身边
的罗荣桓元帅的长子罗东进中将、原北京
市委书记段君毅的女儿段存华部长（段曾
任轻工部副部长）和我们市委办公室的领
导、市委常委张继敬秘书长连声说道：“我

的知音，这是我的知音”！谈笑间，欣喜与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彼此一番亲切地交谈之后，伯翱先生
热情地对一旁的报社记者提议道：“来，给
我们照张相， 做个纪念。” 于是在记者
“啪———啪”地按击快门声中，伯翱先生，

这位著作等身、且多次把大量书籍与稿酬
捐向灾区和贫困地区的相门虎子，这位人
缘颇佳、在京城朋友圈内极有口碑的“万
老大”，我们的相识与相知、我们的文交与
友情，便永远定格在了羊山这块红色土地
上了。

更让我惊喜的是合影之后，伯翱先生
对他的秘书说：“会后， 把我的新书带两
本，送给我的知音和朋友。”

下午，我乘大会发言之间隙，拿了自
己的拙作———杂文随笔集《昨夜星辰》走
向主席台，令我更没想到的是，当我走近
他身边时， 侧身回首等待着我的伯翱先
生，竟以一个军人特有的方式，（万先生曾
任过团政委）把右手举到了前额，我不知
道这是不是标准的军礼，但一种激动和景
仰之情却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不仅仅是因
为他是名作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前全国
人大委员长的儿子！

我俯身递上《昨夜星辰》，他一边翻看

着我那本小书及扉页上请他“雅正”的签
名，一边频频颔首，露出肯定和赞许的表
情。 然后从身下的文件包里取出两本
书———那正是笔者无数次在网上看到的
陌生而又熟悉的《五十春秋》！万先生先是
给张继敬秘书长题签了姓名之后，又在第
二本书页上写下了“王西亮方家、知音雅
正。万伯翱敬赠”及落款、年月日的几行
遒劲有力的行草递给我。 当我捧着书本
回到座位上翻阅先生题签时， 却在扉页
上怎么也找不到他的笔迹了———原来，

他把签名签到了书的封底上了。 显然，他
刚才拿书时无意中把书放颠倒了，误把名
字签到了书后。

要不要让他重签？我犹豫再三，最后
还是鼓起勇气，再次走向了主席台……伯
翱先生接过书， 当他明白我的意思时，略
带歉意地笑了笑，拿起笔，又在扉页上重
新写下了与刚才内容相同的“题签”。此
刻，我唯有用轻声地“谢谢！谢谢！”两句简
单的词组，表达着一位后生对这位善解人
意的长者的由衷谢意和敬意。

后来，一位圈内友人戏谑道：“若干年
后，你这本双签名书，说不定还会和那些
错版的邮票、钱币一样，有多少倍的增值
空间呢。”

再次与万伯翱先生相会，是在不久前
他和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惠等数十名
开国元勋的后代组成的“红歌合唱团”到
信阳演出之时。当天夜晚，我到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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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去看望伯翱先生， 不想在他房间
里，竟然又意外地结识了著名军旅作家、

《亮剑》的编剧董保存大校和王近山将军
的女儿王瑗瑗！在伯翱先生地介绍下，我
们不仅相拥合影存照，而且瑗瑗大姐还把
她刚出版的大作《司令爸爸与司机爸爸》

签名赠送给我。 这场面， 不仅令我顿生
“人生何处不相逢”的万千感慨来，也使
我对人生的缘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多
的坚信。

之后，我和朋友陪同伯翱、保存和瑗
瑗大姐到百花园散步。轻柔的夜风、闪烁
的路灯、长长的甬道、曲折的花径，园中的
百花百草、百花百草们吐露的清香以及清
香弥漫中的夜色，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
诱人！而伯翱先生与保存、瑗瑗大姐同我
们关于文学、艺术、政治、人生的漫谈，更
为这百花园的冬夜平添了几分厚重与静
美！置身这芬芳四溢的夜色里，我第一次
强烈地感受到，这百花园的夜晚，是如此
的令人挚爱和眷恋。

此刻，当我抬头仰望浩瀚的夜空，满天
星斗，那么璀璨，那么迷人。我想起了一句
古谚：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是的，诚如
是，那么，许多同伯翱先生一样用自己的勤
奋和劳动，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默默为社
会、为他人做着奉献的人们，不正同这万千
颗闪烁的星辰一样，用自己的光，在辉耀着
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么？

冬 雪 雪 冬 小 大 寒

冬天的雪像是匆匆过客， 白羽毛一样覆
在黑瓦的屋顶， 转瞬间又在晴日的阳光下振
羽而飞了，而雪后的寒气是愈来愈浓了。时光
走到腊月，天地间被冰冷的寒气笼罩，所有的
节气， 也接近尾声， 最后出场的是小寒和大
寒，如果说小寒透着的是一种漠漠清寒，那么
大寒则是泠泠凛冽。

月初寒尚小，才称为小寒。但小寒的冷意
常常会胜过大寒，数九歌所唱的“三九四九冰
上走”也恰好是小寒节气。风里似乎藏着无数
把薄而锋利的刀片， 地上的薄冰到午间还硬
邦邦的， 那些在低洼处逗留的水成了孩子们

的小型的滑冰场。晨起即使有阳光，暖意微乎
其微，而月亮迟迟没有离去，像个水印子，将
夜的寒气一直延续到白日。

每年赶在严寒到来之前，把君子兰、白兰
花悉数移到屋里， 把朝向阳台的玻璃门也拉
上，只是为了屋里多一点暖意，端进这些草木
倒不是为了给室内增添绿意，只因它们畏寒，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它们撑不下去， 它们曾许
我们以绿意花香，冬日的寒冷里，让它们置身
居室里，总强过外面的冷，外面，风犹寒彻。

每天穿行的小巷，杂树夹道，落叶的，没落
叶的，都立于寒风中，寒风似乎觉得不过瘾，狠
狠地拉拽着它们的枝丫叶片，可那些留在枝头
的叶子铆足了劲，寒风兜转了几个来回，它们

也仍被树高擎着，没有要落下的意思。那些早
就落光叶子的，露出挺拔的枝干，不需言语，自
有一种风骨在。 几只觅食的麻雀上下蹦。麻
雀是最静不下心的，刚才还在枝头上，转眼又
落在米店前面， 啄食那些无意间洒落的碎米
粒。总是会有几场雪，此时的枯树枝托着蓬松
的雪，换了装，似乎正参加冬的盛典。

在小寒天气里赏梅是雅事，低矮的腊梅，

枝干遒劲，不需叶来相衬，只一朵朵嫩黄的苞
欣然绽开，释放出微甜的幽香。这梅在“二十
四番花信风”中可是打头阵的，南朝的《荆楚
岁时记》就有“始梅花，终楝花”的句子，我是
偏爱梅的， 总是喜欢远远地立着， 将它们凝
望，朵朵拙朴天真，最喜金农画中的梅，似乎

每一幅都得梅的神韵。 去年我在瘦西湖的静
香书屋，赏金农所植之梅，横斜瘦枝，不喜闹，

它们的主人早已不在，只留下它们，经历过数
百年的风霜雨雪。本想和一树树的腊梅合影，

想来也是俗念，梅香梅姿均是自然的造化，附
会不得。 往年还折过梅枝作为清供， 到了室
内，梅亦多日暗香萦绕，淡而有致，直至萎去
也不改玲珑之姿。

这一树树梅一直开到大寒，室内已多了许
多年节的香气，此时室外如傅玄所写的《大寒
赋》中所说的严霜夜结，悲风昼起，可趁冷晴的
日子将家里擦得窗明几净，以一份洁净之心去
迎接最隆重的节日，大寒里漾动的是喜庆的旋
律。做米糖、打年糕、杀年猪、写春联、剪窗花、

办年货，进入大寒后，即使有雪，是兆丰年的瑞
雪，即使有雨，也挡不住游子回乡的路程。一个
舒展的春，在虔诚的期待中拉开序幕，一份浓
郁的情，暖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间。

冬雪雪冬小大寒， 而寒冷之后又是一个
明媚饱满的春， 新的一年已在大寒之后迎候
着我们，用春的温暖等待我们的融入。

□

罗彦

□

张梅

平安夜送平安

圣诞节的前夜， 俗称平安
夜，欧美人通常在这个晚上举行
庆祝活动，堪比中国人过除夕。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融
合，各种“洋节”逐渐登陆中国，

比如情人节、 感恩节、 圣诞节
等，而且搞得风生水起，甚至比
某些传统节日还要红火。 但平
安夜在中国远比不上西方国家
那么隆重、热烈，大约只受到三
类人欢迎。一是基督教徒，因为
虔诚的信仰；二是儿童，因为他

们可以得到礼物；三是企业家、

老总们，各大商场、超市借助圣
诞节的契机，大搞促销，推出各
种活动，希望赚得盆满钵溢。对
其他人来说则意义不大。

不过，不论什么人，不管在
哪里、如何度过平安夜，都可以
做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祝福，

祝家人、亲戚、朋友平安。

其实， 无论过什么节日，都
是一种由头，一种载体，通过节
日表示纪念，寄托情感……我们
就要借助这些机会，祝福我们的
祖国，感恩我们的父母……

□

鞠林强

□

聂鸿孝

□

王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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