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喻国强

□

左海伯
过 年

一眨眼， 龙年春节猝
不及防来到眼前。 此时心
中不免陡生“对酒当歌，人
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
多”的烦恼。

小时候， 总嫌日子太
慢太长， 盼望着早一点过
年， 恨不得一天就把新买
的日历全都撕完。 那时过
年，有糖醋鱼、红烧肉、香
喷喷的奶糖， 还有嗑着
“啪、啪”响的黑瓜子，一觉
睡醒后， 枕头下面就会出
现几张惦记了一年的压岁
钱。而且过年的时候，不会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被受

到不休的责备， 更不会被
打屁股。

长大后， 渐渐失去了
小时候过年的热情， 心里
总是想不通， 为什么一定
要把一顿年夜饭搞的那么
隆重？为了过年，在外的亲
人年年不远千里赶回家
中；家家户户为准备酒菜、

打扫卫生而筋疲力尽，并
花干辛辛苦苦积攒了一年
的积蓄，值得吗？然而每到
要过年了， 想到母亲要翻

新的旧衣柜没有送、 父亲
最爱喝的酒没有买、 家中
厨房的灯泡没有换、 送朋
友的土特产还没有寄……

想着这些零零碎碎的琐
事， 于是顾不上辅导写作
业的儿子， 我匆匆地走上
街头， 加入办年货的大军
中。

过年了， 汽车和火车
将外地回乡的人们， 中巴
和三轮将乡镇办年货的人
们， 统统倾泻到了县城的

中心地带， 街上的人一下
多了起来，街道热闹起来。

人多了路就变窄了， 平时
横冲直撞、 趾高气扬的汽
车， 此时只能在老老实实
地停在路中， 即使你想给
它们让路， 但前前后后的
人潮，挤得你动弹不得，只
能随着人群缓慢的移动。

过年了， 车多了，拜
年的人也多了，见面互相
道个吉祥美好的祝福；家
家户户，张灯结彩，满桌
的佳肴和温情，泻满人们
幸福的笑脸。虽在滴水成
冰的三九严寒，可人间已
经到处暖意融融、春意盎
然了。

□

孙浩月

人生可负重不可空

人生如一个杯子，在杯子中倒
入不同的液体，便有了不一样的人
生，那些杞人忧天、得过且过的人，

在不停地浪费大好年华。一个人如
果虚度一生，这样的人生就如同一
张白纸，无论是对于现实，还是对
于未来，都显得那么渺小而没有意
义。那些空耗时光的人总是觉得今
天做不成明天做，明天做不成后天

做……这样依此类推，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终究什么事也做不成，

反而浪费了大好光阴，这样的人能
成功吗？

人生有时又如一个水桶， 假若
把这个木桶装上水， 你还可以那么
轻易地踢倒它吗？我看不可能，可能
的是你踢它，它稳如泰山，而你却后
退两步。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沉重的
责任感时刻压在心头， 那些经历过
大风大雨的人，才不会轻易被击败，

才不会轻易放弃，才不会轻易认输，

这样的人，那开满“成功”之花的彼
岸正在不远处向他们招手。

空空的也是过完一生， 负重也
是一生， 与其虚度年华不如让自己
的人生多绘上几笔绚丽的色彩，让
我们的人生带着那有几分责任感的
负重，用砥砺人生的坚实脚步，从岁
月和历史的风雨中坚定地走过。负
重的人生，有时是最安全的！

商城县首届“欣沐杯”文学大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肖东）农历
大年初五、初六，商城县首届“欣
沐杯” 文学大赛颁奖盛会在环宇
山庄隆重举办。

这次文学大赛是由河南程名
建材有限公司、 商城县作家协会
主办， 征文活动从

2011

年
6

月开
始，历时半年多的时间，共收到各
类文学作品及外地友情参赛作品
200

余篇。 参赛作者的激情创作、

新颖构思、写作技巧、选题角度，

都具备了相当好的艺术水平。主
办方邀请了商城县内外

8

名知名
作家任评委，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 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认
真、仔细、严格的评选，共评出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

优秀奖若干名。

1

月
28

日上午，商
城广大文友聚集一堂， 主办方先
请评委对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逐
一点评， 然后请特邀嘉宾为获奖
者颁奖。

思 念

一
岁漫漫兮念思沉重
醒美酒兮与谁对饮

站江头兮斟满酒杯
托江水兮端至江尾

二
这是深的夜了
我耕耘在晦涩的字里行间
收仁者之仁获智者之智

是一片无际的海洋
我是那里孤寂的游子
是一方蟾宫清寂的舞台
我是那里没有旋律的舞者

我时时向你的方向倾听
只听秋风莫闻你音
我常常向你的方向凝望
只见秋雨不见伊人

三
天上有个太阳地上有面镜子
天上没有太阳地上有面镜子

天上有个月亮地上有面镜子
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有面镜子

天上有颗星星地上有面镜子
天上没有星星地上有面镜子

四
让我站成一面墙吧
为你站在风的当口
让我撑起一把伞吧
为你挡岁月的风雨
让我作春的和风
拂你短的秀发
让我作秋的静水
涤你美的心灵
干脆让我作消灼的霜片吧
润你美的歌喉
让你永不停息
对人生和爱情歌唱

□

金朝

□

卞声

新县的性格

我总以为一座城市有如
人，也是有性格的。或刚强，或
懦弱，或温和，或粗暴……

辛卯年深秋， 我和一群省
内杂文家来到大别山腹地的新
县开会。 傍晚我在穿城而过的
小潢河岸边信步，就想，新县的
性格是什么呢？

河对岸， 英雄山下是气势
恢弘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 那里锈迹斑斑的大刀长
矛仿佛再现了当年国共两党的
生死较量。 历史风云激荡之后
抖落了两个让人难忘的数字：

一个是革命战争年代这个不满
10

万人口的小县，竟有
5.5

万人
为革命而牺牲； 另一个是这个
偏僻贫困的小县竟然走出了

43

位共和国开国将军。

前者让我震惊： 新县人竟
如此刚强不屈，前仆后继；后者
还是让我震惊： 新县人竟如此
英勇善战，百炼成钢。

43

位共和国将军中最广为
人知的恐怕就是三星上将许世
友了。提起许世友，我倒是想起
一件往事。

1985

年
8

月信阳日报
社意外地收到了许世友寄来的
一首诗，诗的全文如下：

百万子弟唱大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

十周年
八旬回眸忆平生， 鼙鼓旌

旗铺征程。

太行立马啸长夜， 五台金
鸡报晓鸣。

冀南烽火壮士梦， 胶东青
纱父老情。

决策千里谁称雄？ 三军主
帅毛泽东。

四十春秋数捷报， 百万子
弟唱大风。

伏枥老骥戎心在， 匣中宝
剑紫气凝。

导师遗训岂敢忘， 帝国主
义是战争。

握手一笑泯恩仇， 温故永
志前车铭。

当时我是《信阳日报》一版
责任编辑， 在许世友诗作下面
加了一行小注：“适逢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 中央
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世友给本
报惠寄此诗， 现谨刊登如上。”

然后于
8

月
14

日在《信阳日报》

一版右上角刊发。

这首诗让我对许世友刮目
相看， 没想到一位

80

岁的武将
竟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好
诗。 这首诗发表后在报社一时
传为美谈。

然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两个多月后，将星陨落，许世友
竟溘然逝世。

将军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
田铺乡许家洼村的山坡上。如
今这里已成了红色旅游景区，

除了将军墓，还有许世友故居、

许世友事迹陈列室， 以及许世
友父母的合葬墓。

秋阳影里，鞭炮声中，我和
同仁们在将军墓前洒酒凭吊。墓

碑上“许世友同志之墓”七个大
字熠熠生辉。墓后山坡上是一片
松林，风吹过，飒飒作响，仿佛在
诉说将军的传奇故事……

1956

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
议期间， 毛主席带头在倡议书
上签字死后火葬， 随后在场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委员
都一一签字。 而惟独许世友径
直走到毛主席身边说：“主席，

我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死
后也要葬在大别山。 我生为国
家尽忠，死要为父母尽孝。我不
想在倡议书上签字。”

如此“反潮流”，许世友的
胆子可真大。

许世友胆子大是早就出了
名的。 他在近

60

年的戎马生涯
中，竟然

11

次参加过敢死队，而
且每次都是当队长冲在最前
面。 最后一次他当敢死队队长
时，已身居师长要职。

许世友性情率直， 敢爱敢
恨，敢说敢骂。

1975

年“四人帮”

借批林批孔妄图批周公， 很多
人敢怒不敢言。 许世友有一次
却当着广州军区新华社分社社
长的面， 指名道姓地大骂：“张
春桥是狗头军师， 姚文元是托
派的儿子，江青是个臭婊子。要
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老
子早就毙了她！”

如此快人快语， 如此口无
遮拦，恐怕非许世友莫为。

一座城市出了这样一位传
奇将军，让人好羡慕、好嫉妒。

今天的新县更让人羡慕。当
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留下了
不老的青山、长流的绿水。这里
的山多，都很俊气。走在街道上，

不经意间，一抬头就看见楼丛中
一座山峰拔地而起， 林木葱茏，

郁郁青青，惹得你跃跃欲上。

这里的水也很秀气， 碧绿
透亮，汩汩而流。河岸边绿草茵
茵，杨柳依依，仿佛招人驻足。

“是山城呵，是水城？都在青山
绿水中……” 我想起了诗人贺
敬之的这句诗， 这是写给桂林
的，用于新县也很贴切。

新县无疑是美的。 新县县
委宣传部部长余金霞向大家介
绍说， 新县的森林覆盖率达
74%

，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50

多
个百分点， 而空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在

14000

个单位以上，堪称
“天然氧吧”。

她说这话时如数家珍，一
脸的笑意和自豪。她长得俏丽，

气色也好，很多人戏称她“美女
部长”。我想，她的美恐怕与新
县的钟灵毓秀和“天然氧吧”不
无关系吧。

新县的美也为世人公认。她
仿佛一位爱花的少女，头上被人
插满了烂漫的“山花”，朵朵都有
响亮的名字： 全国文明县城、国
家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城、国
家生态示范区、中国最佳旅游名
县、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倘若全国县城“选美”，清
丽脱俗的新县很有希望夺冠。

战争年代新县冲在前面，

和平年代新县也不落后。

莫非这就是新县的性格？

新 年 献 词

新年是世界共同的节日， 各国
元首或是新闻媒体发表新年献词是
必不可少的， 作为共享新年欢乐的
人民大众也有不同的方式。 欢乐的
笑脸、美好的祝福、美丽的礼花、欢
庆的鼓乐等，以示新年献词。

新年献词， 洋溢在人们的笑脸
上。盛世欢歌辞旧岁，红桃满面笑春
风。元旦是公历纪年方式，是世界各
族人民共有的新年，在

12

月
31

日晚，

全球各地都以载歌载舞隆重的方式
守候在塔钟前以迎接零点的钟声。

此刻，无论经济萧条也好，还是地震
水灾也好，或是发生了战乱，人们把
过去一切的不愉快藏在嘴里的皱褶
里、幸福的热泪里，都以露出

8

颗牙
齿的笑脸表达对新年的无比祈盼。

还有各民族的新年，如藏历的新年、

白族的泼水节、汉族的春节等，有甚
于元旦，更是把笑脸挂在双鬓，见人
就是过年好、扎西德勒的问候语，即
使互有隔阂也不惜以一句宽厚的吉
祥语向对方送去橄榄枝。

新年献词，书写在祝福的贺卡上。

在元旦前后是人们互寄贺年卡的时
间，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元宵节，五光
十色、 形状各异的各种贺卡纷纷从朋
友的手里放飞到朋友的心里， 新年快
乐、阖家幸福、龙年大吉、富贵连年，用

尽《辞海》里的吉祥语仍显不够，有人
还自作诗词对联、顺口溜，如“兔刚圆
好除夕亮，龙正头抬二月天”，更显
得亲切、有味道。在此期间，亿万人
都在挖空心思， 别出心裁构思佳句
丽文，以示对亲友来年的美好祝愿。

新年献词， 储存在手机短信里。

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手机短信、

QQ

等都是通过指头的简单弹拨，就能把
自己的美好祝福迅速传到千里之外。

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一到除夕之夜，边
包饺子边看电视边发短信，也是守岁

迎春的老习惯，虽然一夜给移动带来
数十亿的短信收入，但人们毫不吝惜
高昂的费用，几十条、上百条短信在
几个小时的春晚陪伴下， 飞到自己
手机里储存号码的好友手机上。当
然， 手机短信大多是从网上下载或
是转发的，也有不乏好事者，自编短
信，如“春来染绿柳，鹊喜登高枝”，

我手书我心，更能让对方感动。

新年献词，张贴在欢乐的春联上。

春联是华夏民族新年的保留项目，自
古至今，人们花样翻新，把对年的祝福

撰写在一对红彤彤的春联上， 犹如一
家人欢乐的笑脸向前来拜年的亲友表
达主人的欣喜。今年是龙年，春联厂家
或春联爱好者， 老早就替人拟写了
副副好联，供人们选择，如做生意的
多选“户纳百川财滚滚，人逢盛世福
源源”；股票投资者则多选“熊去牛
升新日月，龙吟虎啸好生活”；“舞乐
嫦娥接玉兔，春风尧舜喜金龙”则是
全球华夏民族共同的心愿。

当然， 人们心中的新年献词还
有写在春雷滚滚的礼炮中， 还有的
映现喜气洋洋的灯笼上， 还有的荡
漾在杯杯的美酒中， 姑娘们不仅欢
乐在脸上，还跳跃在裙裾里，女孩满
身簇新、一双小辫子，漂漂亮亮的；

老年人露出豁牙， 一件福太太的花
袄颤颤巍巍， 脚步也比平时轻快了
不少……这就是大家的新年献词。

□

王大明

到 上 海 过 大 年

眼瞅着龙年春节一步步走来， 老伴突然提出
去姑娘谋生活的地方———上海过春节， 一向对父
母“尖酸刻薄”的女儿，竟一反常态地答应了。“女”

恩浩荡， 老伴自然是千恩万谢， 睡梦之中也能笑
醒。腊肉、香肠、卤菜、饺馅、青菜、萝卜……一样都
不能少， 年货装满三个大包外加一个装有活鱼的
水桶。农历腊月廿八夜

9

时许，登上去上海的火车。

这无疑是我们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对我们
老两口而言是

1983

年旅行结婚到上海迄今
29

年重
温“旧梦”之旅；对老伴而言是她第一次离开信阳
过春节。

乘的火车是一趟逢站必停、遇车即让的“老爷
车”，就像一条破船，摇摇晃晃了

16

个小时，终于在
腊月廿九下午

1

时登陆“上海滩”。刚出火车站一眼
便看到姑娘还算热情洋溢的笑脸， 有点被幸福的
感觉，老伴的回应则是近乎谄媚的满脸堆笑。

姑娘租住在长宁区新风小区的一个蜗居里，

虽说只有
20

平方米左右，倒是“麻雀儿虽小，五脏
俱全”，厨房、卫生间、卧室、阳台一个不少，钻进去
近乎窒息。老伴则颇有刘禹锡《陋室铭》的感觉，

“房不在大，有女则宽；家不在美，有情则福”，一进
屋便忙得找不到北。是啊，家不仅仅只是一个能遮
风避雨、休养生息的地方，一个

2+1

父母和女儿不
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家庭，家，更多的意义在于亲
情的聚集，寄托家人情感的心灵港湾。老伴常常教
导我说：“姑娘在哪，哪就是我们的家。”看着老伴
忙着累着并快乐幸福着的背影， 这让我不禁想起
一首歌中的歌词：“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
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到惊吓的时候，我
才不会害怕。”姑娘在哪里，哪里就有温暖，我们就
像一对候鸟，姑娘走到哪里，我们就迁徙哪里！

姑娘在美国大佬开办的一家跨国公司工作，

距离她的居住地不过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公司在
一座

30

多层的楼房里， 在周围高楼鳞次栉比的环
境里，找不到鹤立鸡群的感觉，办公环境尚好，咖
啡、游泳、桑拿、健身等全天候免费，月薪税后

8000

多块，在上海，也算是吃不胖、饿不着，但月月都唱

“月光曲”的境况。看着她办公桌上满目的英文资
料，心里顿生酸楚，姑娘在自家的土地上给美国大
佬打工，虽然没有旧时“十里洋场”故事中“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那样悲哀、凄苦，却有点让人直不起
腰挺不起脊梁的感觉。不知为什么，这座大楼坐落
在娄山关路上，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毛泽东《西江
月·娄山关》诗词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的诗句，他老人家在我出生时就惊天地、泣鬼
神地提出五十年内赶英超美。 谁不想从美国这道
“雄关”上迈过去？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自己的国
土上，到处都是洋人给我们打工、当仆人。那时，龙
的传人才称得上复兴、崛起，才真正是扬眉吐气。

走进了上海，就像是盲人骑着瞎马，根据找不
到东南西北，姑娘就是我们的“导盲犬”，到哪去只
能任她牵引。南京路、外滩是自然而然首选之地。

29

年前的
1983

年
3

月，我和老伴旅游结婚时，就住
在南京路附近， 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南京路和外滩
而已。 眼下一家三口漫步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
流中， 可谓是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外滩、 南京
路———上海永远的地标，我试图找回当年的记忆，

寻觅青春的印迹。当时，在人民广场新世界附近有
一座叫“中国照相馆”的地方，是南京路上算是首
屈一指的“影楼”。

29

年前的春天，当我携新婚妻子
走进去，虽说我每月工资只有

36

元钱，还是咬牙跺
脚，一掷

30

元钱照
6

张五寸结婚彩照，囊中羞涩的
我们，却意外地收获了得意。拍完照了，一位经理
模样的人把我俩请办公室， 问，“你们是干什么工
作的？”我答道：“我杀猪，她卖猪肉。”问：“不会吧？

看你俩像搞艺术的。”哈哈，没想到，一对来自豫南
山乡小城的土包子，竟然南京路上“炫”了一把，被
见多识广的上海大影楼的人误为“搞艺术”的文化
人。照当下拉风的说法，我们差点被“雷”倒了。问：

“想请你俩拍些橱窗照，不知愿不愿意？免费送一
套橱窗照，行吗？”答：“可以。”随后，对方留下一纸
承诺， 当留通信地址是河南省信阳地区食品公司
时， 对方仍瞪着眼睛满腹狐疑地说，“你们真是杀
猪卖猪肉的人呀？！”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
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
貌岂长在。”面对着滚滚东逝入海的黄浦江，无限
感慨的是人生的短瞬、岁月的无情。当年的我是何
等的年少轻狂、不羁。眼下的我，头秃似鹫，满脸都
是岁月之犁留下的沟沟坎坎。激情、活力、狂放早已
被时光湮灭殆尽，犹如风中残烛、水中漏舟，仿佛随
时将会被熄灭沉没。人生如梦，弹指间已是暮年。

记忆中的上海，给我留下的只有“寒酸”二字。

最奢侈的消费是每人一套不足百元的婚服； 最贵
的一顿饭花了

2.64

元； 住的是一家小旅馆的楼梯
间；最浪费的是看一场叫《黄玫瑰》的法国电影；最
贵的“美容”（为拍婚照理发）俩人花了不足

4

元钱；

购买最高档的电器是一个“三角”牌电饭煲。为了
省
10

块钱， 新娘命令新郎在春寒料峭的细雨中站
了一夜队，购买上海至武汉的返程船票，因为四等
舱票每张比三等舱少

5

块钱……这些就像打在我
身上的烙印，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让我不堪回首、

刻骨铭心。也正是这些“痛”，鞭子一样每时每刻抽
打着我，让我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在人生的路上
一个驿站接着一个驿站奔跑不已。 仓储工、 采购
员、保安员、公务员、媒体捉刀小吏。从阴暗潮湿不
透气的地下室，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攀爬到今天。

和当下那些成功人士，大富、大贵之人比起来，抑
或我微不足道。他们如同大象能驮千斤之沉，我恰
似一个蚂蚁，只能负粒米之重。一个人的奋斗目标
能否玉成，须有两个要件。时代，所谓“时势造英

雄”；天分加拼搏，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然而，

我努力了，极尽了自己的智能和体能。当年我站在
返程的船头， 最大的奢望就是我的下一代不要像
我们一样穷困吃苦为斗米折腰； 自己到了垂暮之
年，不会像杜甫诗中说的那样：“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草根小人，人穷志短，马瘦毛
长。一穷二白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美的图
画。我的人生充其量算是一幅“涂鸦”。看来是不能
让姑娘成为时下人们羡慕的“官二代”、“富二代”

了。姑娘看你的，争取让自己成为“官二代”、“富二
代”他（她）妈。

大年初一，坐公交走大街，安步当车穿小巷。

走马观花船游览了绍兴路、泰康路、思南路。姑娘
说：“绍兴路是上海最有文化的路。”三人信马由缰
式地穿过几百米长看似平常不过的绍兴路， 不知
为什么，街面上只看到极少的行人和过往车辆，高
大的法国梧桐树仿佛把它隐藏在喧嚣都市的身
后，静谧而安详之中透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斑驳的
围墙、铁艺小门，爬墙藤蔓，几片落叶，古色古香的
小楼，洋味十足的咖啡屋，美轮美奂的艺术画廊，

古朴典雅的是昆曲社。 幽静而雅致充满了书香情
调。宁静之中令人有追思怀远的遐想。走进久负盛
名的汉源书屋，大概是放假的缘故，门敞开着，没
有店主人，游客只有我们，不太大的房屋里除了几
架书籍和一些桌椅， 便是各式的旧家具和各样的
古董，简约而怀旧。想像中，一个人在此品茗读书，

抑或三、五好友相聚于斯，边聊边喝着浓郁的咖啡
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和耐人寻味。

泰康路大概是因田子坊而闻名， 走进它感觉
比绍兴路热闹了许多，也“潮”了许多。田子坊是
《史记》中记载的年岁最大的艺人，偕意是说这里
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这也许是泰康路被称为上

海的艺术街、视觉“硅谷”的缘故吧。从一个不起眼
的门楼进去，弄堂里面便是阡陌交错的小巷道，各
式各样古典的、 现代的， 中国的、 西洋的可谓是
“潮”店林立、店挨店、铺连铺，其间还夹杂着中西
合璧的各式餐饮小店， 好像进入了一个万花筒令
人目不暇接。陶器、丝绸、摄影、古玩、绘画、工艺
品、手工编织、蜡染……充满了时尚、创意，一件陶
器、一个中国结、一幅图片，都极具生活气息，富于
个性，都是一段情结、一个故事。一个普通的白搪
瓷杯印着“别恋姐，姐让你吐血”，一个简单的布钱
包印一句“情人谈钱就伤情”诸如此类的“雷”人
语。让你回味过去，望未来，解读世态，联想自
我。在这里不仅能“淘”到异域风情十足的“洋货”，

也能“淘”到极有民族特色的时尚器物。但是需要
你口袋的钞票足够多，因为来这里“淘宝”的大多
是外国人。上海里弄居民

+

时尚小店
=

田子坊。不知
我给的定义准不准确。

上海人活得很精致而滋润。 精致的就像海派
清口当家主持人周立波的分发头，清爽、分明、有
条有理，油光水滑。宠物狗不但穿“马夹”还穿靴戴
帽，十分搞笑。最令我费解的是绍兴路中段有个绍
兴公园，极为袖珍，小巧别致，园内有一个假山水
池，不过几平方米大小，水不过二、三十公分深浅，

旁边草地上竟立有一个警示牌：“湖中有水， 请注
意安全”。令人忍俊不禁，颇有小题大做之嫌。

两千多年前因战国四君子———春申君使信阳
和上海都称为“申”而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而今一
条长长的情感纽带把我家两地三人紧紧连在一
起，上海东方卫视成了每天必看，每当天气预报上
海有雨雪时，老伴就会不寒而栗，赶忙打电话向姑
娘“问安”，就像当年姑娘在罗山读高中时的情形。

上海是名副其实的时尚之都、 现代之都、 文化之
都，高楼林立，大道宽阔，人文厚重，节奏快捷，生
活丰富而便利。然而，对于一个过惯了闲云野鹤般
生活的我而言，到了上海，就仿佛步入钢筋水泥的
森林里，如同戴上枷锁一般，浑身不舒服，找不到
生活的归属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梁园虽美， 可我不能久
留。姑娘的伊甸园在上海，我的乐园只能是豫南茶
乡———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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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书法家为群众义务写春联

本报讯（记者肖东）春节
前夕，在市书协副主席、平桥区书
协主席年鹤岭的带领下，平桥区
书法家协会一行八人走进该区
甘岸办事处，开展为当地群众义
务写春联活动，现场书写并赠送
春联五百余副。此次下乡送春联
是平桥区书法家协会积极响应
中国书协倡导的“书法进万家”

的号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一次具体实践活动，

同时也是书法家们向群众展示技
艺、奉献爱心的一次良机、平台和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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