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颂

王明海
青山秀水绕帝景，

紫气东来聚茗阳。

雷山塔顶观日出，

南湖岛上品茶香。

商汤池内享温泉，

鸡公山中度清凉。

等闲识得豫南美，

最是信阳好风光。

瑞 雪

耿纪家
这回是真的吗？

爱撒谎的天气预报哟。

今晚到明天，真的有大到暴雪吗？

我看到了满空的鹅毛白絮，

我看到了真正的纷纷扬扬，

我看到了白雪对大地的热吻、

覆盖和堆积；

我看到了大地万物的笑纳、 温情
和

无声消受、无比幸福……

我竟如雪片般飘呀，飘
在皎洁的晶莹的莽莽雪原上空
轻灵地、着意地飘呀，飘……

大雪使萧条的隆冬无限秀美，

大雪使万物充满期冀，

大雪让人类敬畏规律
,

大雪使沟壑残损重新洁美
,

大雪是上苍赏给地球的使者，

大雪是绿色、 低碳、 可持续的
GDP

□

晏华

理 想 的 “ 家 ”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在着力推进旨
在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市民生活环境的“创建”

活动；行走在大街上，时常触目可及的标语是
“城市是我家，创建靠大家”。是的，对于生活在
这个城市的市民来说，这城市就是我们的家。

作为家庭成员的市民， 对这个城市的柴米油
盐、大事小情都应牵挂于心、悉心经营，从各自
不同的角度、层面、领域献策出力，致力实现创
建目标，把我们的城市真正打理成魅力四射、

温馨怡人的幸福家园，从而，使每一个信阳人
胸中装满着自豪感、“笑意写在脸上”，给外地
来信阳的人平添“未老莫还乡”之感，让在外地
生活的信阳人心头常涌“此情无计可消除”的
浓浓乡愁……如此，我们的信阳即可堪称名副
其实的宜居城市！这便是我这个信阳人对自己
心中理想的家的真诚期待！眼下，我们的城市
已拥有卫生城市、园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生
态示范市、双拥模范市等多项桂冠，城市的面
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民的幸福指数在向

上攀升，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在不经意间
产生了自豪感。

何谓“宜居城市、幸福家园”呢？我想，她应
当是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保城市，这里街道
整洁、绿树成荫，连空气和水都保持着较高的
纯洁度，不只是“文章秋水不染尘”，即使是一
草一木也都清清爽爽、攒足了劲儿向上，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都拥有一份儿“美丽的心情”。这
些都很重要，都值得好好珍惜！但仅有这些还
不能让我完全满意，我更希望她在已经取得的
成果的基础上上升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文明城
市。我这里所讲的文明城市是指这个城市政治
文明、社会进步、市民素质较高，市民在政治事
务、社会事务、城市事务中的参与度较高且在
不断提高的进程之中。虽然各地的城市都在发
展、进步中，但按这个标准细抠一下，真正符合
条件的城市并不多，杭州应该算一个。

几年前，看到一则报道：杭州市政府想在西
湖搞一个大型的水上实景演出， 需要在西湖设
置布景。对能否设置、如何设置等问题，杭州市
政府请求城市的主人

--

市民发表意见。 我看到

这则消息时，心里立马暖意融融。政府把市民当
做城市的主人，把自己看成市民聘用的管理者，

用主人的钱给主人办事， 当然要问问主人意下
如何了。这样的城市，管理者政治开明进步，市
民基本生存权利受到保障， 市民当家做主的权
利受到尊重，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怎能不舒心呢？

反过来说，假如一个城市虽然环境很好，但那里
的管理者也许是出于事业心和注重工作效率的
考量，习惯于替民做主，城市的吃穿用度多由其
一手拍板定案，那里的市民对大大小小的决策只
有听命领受的份儿，那会让人相当没劲的，这种
治理城市的方式自然不会招人待见。 可喜的是，

现实生活中存在这种行为和现象的政府日见其
少， 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正在向民主、文
明、法治的现代化方向迈进，作为城市主人的市
民当家做主的水平也在稳步提升进程中。

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在这里，我想到了
政府应当在政治、 经济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的
问题。关于政府职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
给的定义是：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建立基
本的法律秩序、保护产权、促进技术进步、建设

和维护私人无力做或不愿去做的公共设施和公
共事业。政府就应在这个“职责清单”内尽责任、

求作为。 在公共服务问题上需要厘清的一个观
念是，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政府就应该提供
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公民就必须接受什么样的服务，没有别的选择。

就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现实生
活中却远未成为人们的共识， 尤其是未能成为
政府当家人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 杭州市政府
的可贵之处就是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能身体力
行，这就为杭州这座城市的魅力加了不少分，也
因而让杭州这座“宜居城市”之“宜居”成色更
足。其他的“宜居城市”这样做的还不多，这是实
实在在的差距，也是其追赶的方向之所在。

今天，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积极创造
条件， 不断增强市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意
识，认真培育其参与能力并致力提高其参与水
平， 这既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庄严的政治责
任，也是建设“宜居城市、幸福家园”的必然选
项，它体现着城市管理者的眼界、责任担当和
工作水准。 只有当市民的主人意识不断增强、

主人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之时，管理者的公仆意
识才有了现实的注脚。 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

如果你对你所在的城市之大事要事不操心或
操不上心的话， 那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断
言：你所生活的那个城市还未能真正成为令你
魂牵梦萦的理想家园。

雪

落

有

痕

一
暖冬， 麦苗们是一群训练有素的

战士，以匍匐北方大地的姿态，固守平
原苍茫的绿色，固守素洁成林的白杨。

村边描摹几珠臃肿的冬青， 不经
意间修饰枯冬的素颜：枝条失色，四处
凌乱、颓废或是荒芜。

风哨子慌里慌张地跑前忙后，努
力延伸或拓展冬的脚迹。

盼望落雪，如同盼望花开。

饥渴的大地早已等不及那些暗
示，以刚毅的眼神撩开博大的胸怀，鼓
动麦苗们去厮杀北方脊背滋生的冷
漠、萧条。

只是等不来那场冬雪， 只是翘望
乍暖还寒。

那片杨树林告诉我， 冬并不缺少
温热。

那片笔直延伸的杨树林笔直延伸
出一种思维。我明白，冬眠不了的信仰
并不缺少温情。

白茫茫的冬的身影随处可见，鸟
窝如画家手里的一滴墨汁， 随意涂洒
在空间，是冬天黑黝黝的眼睛！

南归的大雁始终走不进冬的视
线，却走进了冬的牵挂。

有一种絮叨，有一种诉求，有一种
对亲情的怀想， 有一种对春味到来的
兴奋！

鸟窝簇拥成冬天太阳的伙伴，囊
括冬天灰黑色的微笑和风吼。

巡视原野，确信交替的季节到来，

白杨林井然有序， 冬的呼吸干燥得井
然有序。

更重要的是， 冬季善于依托一块
沉静无语的石头去发现，去寻找，去遐
想。

暖冬铺开河滩的生机， 即铺开最
能平等待人的光阴。

二
冬至的雪，沐浴得腊梅花更典雅更亭亭玉立。

一群臃肿的麻雀臃肿着冬季，聚会在石榴树枝上，叽叽喳
喳诉说兴奋的雪事，雪花也被叽喳成雕塑。

鸟儿啊，你抖动翅膀抖了动一个季节，抖动了一方天空，

你知道不？

雪注定落在冬季，注定整整一个冬季温暖如雪！

雪落在麻雀的歌喉里，雪落在孩子们惊喜的嘈杂里。

因为雪落，枝头嫩芽儿鼓劲绿着，小南风正跋山涉水一路
北上，身后挥毫泼绿。

日子久了，雪饥渴了，天空饥渴了，大地饥渴了，世间万物
都饥渴了！

喜鹊晃动枝条的落雪，晃动出节气浮动的喜悦。大平原因
晃动而温柔而楚楚动人！

雪花都长成鸟儿翅膀，长成飞翔的花羽毛。

家就安在一张素白的纸上，家就在一张素白纸上落着雪，

以及与雪一起迭落纸上的鸟鸣。

家就安在纸张立起的树枝上，树枝在摇动在呐喊，绿色的
呐喊。

为了泛绿开花，家在一纸多枝的树上完成火热的心跳，家
被绿雪覆盖成白绒绒的幸福。

雪在家门前恣意堕落为一条河流，那条河叫雪河，河上那
群鸟就叫雪鸟，河边那片雪枝发出的话就叫雪语。

三
雪从高空跌下，菩提树拥抱漫天雪飘，落雪或是雪落都是

菩提，都是心中扎根生长的菩提。

当一行泪水化为一行雪痕，当一行雪痕化为一行诗情，冬
洒脱地逃逸而去。

雪的遗憾是带不走乡情，而雪能使得泪水、雪痕、诗情，汹
涌成一条春河。

面对冬暖春寒，被雪丢在了岸上的我不知所措！

雪是久经旅途胜利凯旋的亲人， 先于我迎接雪的树枝和
鸟声都是我的兄弟，都是我白茫茫胜利凯旋的兄弟！

雪啊，久违的亲情！

雪后， 湖角最美的景色是两只交首相拥不愿南归的白天
鹅，把自己连同冬日漂浮在水面上。

一定是冬日不愿南归吧，以亲昵戏水来庆祝这场雪，来告
慰自己的坚持：

爱没有冬季！雪，包融一切！

□

张绍金

申 城 雪 意

郝光摄

□

王西亮

由《笑 赞 》 想 到 的

近读明朝人赵南星《笑赞》一书，内有一则
短文《屁颂》，原文如下：“一秀才数尽，去见阎
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献屁颂一篇曰：‘高
耸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
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

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虽此文早已广为流
传，但今番读来，仍有诸多深思处。

日前，一个偶然机会，再次翻阅东方出版社
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中共五十年》一
书。 该书系

20

世纪
30

年代一度窃居过中共最高
领导权、几乎亲手葬送中国革命、后来成为中共
头号叛徒的王明所著。详细看过全书之后，有一
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全书充满了造谣、诽谤、谩
骂、污蔑和泼妇骂街似的人身攻击，许多史实，

被作者颠来倒去，随意歪曲，随意篡改。混淆黑
白，颠倒是非，贬低他人，吹嘘自己，构成了该书
的基本笔法和主题。 对这种垃圾书籍以及作者
低能拙劣的编“故事”手段，即使抛开政治和意
识形态的观点、立场，即使是一个对历史、党史
稍有常识或稍有良知的普通人， 也深感不屑与
齿冷。对中共第一叛徒的可笑表演和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以及信口雌黄的政客本质有了更清

醒认识（如，王明在书中多次指责
1969

年中苏珍
宝岛之战是中方企图侵占苏联领土引发的，是
中方首先挑起的争端）。然而，对于这样一本堪
称“造谣总会”、“谎言大全”的臭名昭著之书，对
于作者这样一位寡廉鲜耻、 人格低下的无耻之
徒， 世上却竟然还有一个人为之不遗余力地大
唱赞歌，大加褒扬，并且在王明叛离祖国

18

年之
后于莫斯科呜呼哀哉的

1974

年，公开撰文说“王
明同志的逝世，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
十分重大的损失”。这个人不是别人，乃王明的
老婆姓孟名庆树者也！老婆写文章歌颂老公，而
且自作多情地说出她老公的死亡是一个被她和
她老公早已背叛且极尽攻击污蔑之能的“中国
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这比历史上
广受诟病的南朝女诗人刘令娴的“捧夫” 之作
（吹捧其丈夫徐悱“德爱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
成，辨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

声高洛下。舍潘度陆，超终迈贾”）有过之而无不
及，更与《屁颂》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是人以类
聚，物以群分！让人不得不惊诧多少读过几年孔
孟之道的孟女士，竟然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到如此令人作呕的地步！ 当然， 孟庆树的这种
“多情”与重情，除了让天下人读后抱以窃笑之
外，再就是为她害羞，为世上竟有此类夫妻而可

悲、可叹了！

有似《中共五十年》之“屁颂”一类文章，还
有《读书文摘》

2014

年
12

期选录的一个叫王鼎
钧的原国民党下级军官写的一篇“天津陷落被
浮亲历记”。

这篇“亲历记”写的是作者作为国民党小军
官在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辽沈战役” 中的经
历。在写到“长春围城”时说：“国军鼓励市民出
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
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

在网上查询，可知王鼎钧早年作为国民党
宪兵团官兵之一员，全程参与了国共两党的辽
沈大决战，至于是否因击杀解放军官兵多少人
而立有战功，他本人只字未提。但他

1949

年跑
到台湾后，曾任台湾报社副刊主编，著述颇丰，

并数次获奖，是当时台湾当局信任和依赖的笔
杆子。近年归居大陆后，一改过去指责中共领
袖毛泽东为“阴谋家”的爱憎分明之态而现“说
真话、说心里话”的谦谦君子之风度，在创作上
也有了不小成就，《王鼎钧回忆录》即是其集大
成者，而“天津陷落被浮亲历记”乃此成就中一
大奇葩。“亲历记” 对当年国军的“仁爱”、“手
软”和共军的“人海战术”、“伤阴德”不吝笔墨
做了大量描写，并顺便把斯大林“对波兰

20

万

士兵生命置之不理”归结于二战之后东西方数
十年冷战的主要原因（可见他对历史的无知与
主观臆断）。由于王文题目上用了“亲历”二字，

所以， 许多读者特别是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
者，心中更增添了“真实性”与可信度。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国共两党编纂的历史
文献各有说法， 权威党史专家也早有定论，这
里无须赘述。 而王鼎钧作为追随国民党一生、

受国民党培养教育半个多世纪的一位骨干文
艺战士， 利用手中的笔为自己忠诚的政党、军
队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既是尽职尽责，亦是人
之常情，无可厚非。至于这笔下文字是否有孟
庆树和“屁颂”之类谄媚之嫌，是否有《中共五
十年》之视历史事实如儿童手捏橡皮泥一般的
自娱自乐，那只有作者自己最心知肚明、而读
者也会洞若观火或见仁见智了。

不过，作者唯一不能释然的是：“亲历记”一
类点名道姓辱骂中共领袖和诽谤解放军官兵的
文章怎么能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要求“文艺不能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上发生偏差……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
了铜臭气”之后仍能堂而皇之地被《读书文摘》

这一由共产党出资创办的正规刊物广为传播
呢？而以笔者之孤陋寡闻，不知当今中国，还有
多少“亲历记”这样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中的“屁
颂”之文，被我们的一些报刊编辑如获至宝，为
之粉墨登场而踮起脚尖、伸长脖颈地摇旗呐喊、

大喝其彩呢？

梦里秋千情

一次回老家，看见老屋门
前的院子内有个很破旧的秋
千在晃荡，于是心一下子被牵
动起来。总觉得“秋千”是和那
些执轻罗小扇、 着翠色罗裙、

笑不露齿的闺中女子连在一
起， 里面有幽怨而怀春的气
氛。

经常阅读唐诗宋词，注意
到秋千与女子关系密切，于是
秋千便成为表现女性生活的
一个常见意象。秋千最初是宫
廷中的娱乐工具，唐代开始传
入民间。在唐宋诗词里，都可
以找到秋千的影子。欧阳修在
《浣溪沙》 中写道：“绿杨楼外
出秋千”。苏轼在《蝶恋花》中
有名句：“墙里秋千墙外道，墙
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这样的
意境很美， 就像在安静的下
午，春光百无聊赖，偶尔一侧
首，绿杨楼外出秋千，墙里佳
人笑， 空气都活泛了起来。满
园子的姹紫嫣红， 只有秋千，

只有飞舞的蜂蝶，和她在春风
中一起寂寞着。

秋千和女子，适合在古画
里居住， 是极古典的画面。当
百花盛开

,

春意盎然之际
,

打秋
千便是吸引着她们的注意力。

白居易的《和春深》“秋千细腰
女
,

摇曳逐风斜”。她们腰肢纤

细
,

身着节日的艳装
,

满身飘
香
,

美丽的身影随秋千而来回
摇曳

,

美若天仙。而最典型的
要数李清照的词了：“江梅已
过柳生棉， 黄昏疏雨湿秋千”

（《浣溪沙》），秋千已湿而不能
再荡， 年华的流逝又何处追
寻？少女怜春、惜春的无可奈
何令人回味无穷。 而更多的，

秋千是作为少女青春的象征
而被赋予生命的。“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欧
阳修《蝶恋花》，女主人公有意
问花，而飞花无情，一位幽闭
闺门的贵族女子的形象就展
现出来了。

秋千的风情还是，“蹴罢
秋千，微汗湿轻衣。”早春，花
开得正茂盛，轻而妖艳，少女
在秋千上风情地荡着， 看到
自己喜欢的男子走了过来，

于是，汗也下来了，怎么让他
撞了个正着呢？ 深闺中的女
儿，羡慕那飞翔的鸟，飘移的
云。于是荡上秋千，怯怯地把
自己送向半空。迎着微风，裙
裾飞扬， 她看到了墙外的绿
水桥平， 看到了柳下驻足的
谁家少年，向她频频张望。那
一瞬，她青春的目光里，眼波
流转。 那时的女子与秋千并
立，本身就是一阕婉约的词，

尽管这些词里， 染上了怅惘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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