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泉池

———写在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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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程永康

好似一面平静的镜子
镶在大别山腹地深处
照出蓝天白云水中飘荡
照出月落波心一颗明珠
寒冬腊月
热气氤氲
驱走严寒
倍感春的祝福
春暖花开
成双结对的蝴蝶
围绕馨香四溢的池畔
翩翩起舞
流连忘返的游人
在这赏花观景
景色宜人
胜似画图
泡温泉的人们
在这沐浴月色星光

星光灿烂
点亮银花火树
虽没波涛大海壮观
也没银帘瀑布夺目
但泉水源远流长
凝聚着军民浓浓情愫
流进我的心坎
激荡我的肺腑
我仿佛望见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
在这里站岗、放哨
在这里警卫、守护
抗战胜利的那一刻
山乡民众在这里
拍水花
打水鼓
打得山摇地动
打得眉飞色舞

军队将士在这里
痛痛快快
洗心濯足
洗去腥风血雨
濯去欺负凌辱
当年纷飞的弹壳
化成了新的雨露
于是，万里山河
才生机盎然，，如火如荼
于是，千沟万壑
才温汤涌流，再不干枯
是啊
这里的山水都知道
这里的草木记得住
环抱汤泉池的
是峰峦叠翠的繁茂意志
托举汤泉池的
是大别山的红色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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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园

时光永不生锈

（上）

胡亚才

又到了收官之时。

那天是周日。午后，气势汹汹的
雾霾南下至信阳已成强弩之末，窗
外，天空依然明亮，百花园的上空氤
氲着瑞气与祥和， 本是二十四节气
之小雪，却不见严峻的影子，更未闻
寒冷的气息， 在一身金黄的银杏树
高高的枝头上，三只鸟亭亭玉立。室
内，温青、夏吉玲、李柏林、于吉娟、

詹丽、易荣荣、张弘、吕东亮、李梅及
我围桌而坐，姿态轻松闲适，目光里
散发着民主自由的光芒， 叙述、阐
释、交流、互动。感受往往是起点，理
由才是中心。

十个人娓娓道来， 周日午后的
时光，在文学的气动中，形散而神不
散……

多年以后，人们会淡忘掉《

2014

年度信阳散文》， 或许会连同《

2010

年度信阳散文》， 还有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度的信阳散文一起淡忘
掉。 但是作为编审的十个人是一定
无法忘怀的， 因为不仅众多的参选

作品侵入这十个人的私密空间，以
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与温情剥夺了
大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十个人每
年在对两三百篇散文相看两不厌的
阅读中，或欣赏，或品评，或欣慰，或
纠结，或受益，或启迪，总能在日益
泛起的个人文学中自觉地与信阳散
文融为一体。

我一直以为， 文字对于一个写
作者来说是一种缘分。像一对夫妻，

两个人走到一起，组建家庭，生儿育
女，白头偕老，这岂不是缘分？有的
夫妻中途分道扬镳，就是缘分已尽。

所以，文字青睐于谁，或者说谁钟情
于文字，那一定是缘分。识字的人不
一定都写作， 文学写作者与文字结
缘，无需弄清其前世今生，那是一种
深入骨髓融进血液的缘分。这样，我
们就可以从一个便捷的通道找到为
什么要写作最初始的答案。至于“写
什么”“怎么写”， 那是其后的问题。

新疆有个李娟， 普通又朴实的一个
人， 当一些文学评论家与一些文学
理论研究者探寻其脱颖而出的缘由
时，她坚持认为，她与文字有缘，她
总以为若不热爱这些文字， 冷落了
或怠慢了这些文字， 她感到每个夜
晚都会有狼拍打门窗。

文字是神圣的。对文字的敬畏，

可以使一个人内心安详宁静， 可以
使一个写作者写出抵达心灵和充满
爱善的作品。 我的一位朋友曾讲到
父亲对他创作影响的一件事：“文
革”时，他父亲用一挑子萝卜换来准
备去买急需的盐与煤油的钱， 买了
一本在地摊上与老鼠药放在一起的
书，这本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
史简编》，在与母亲的争辩中，父亲
说：“这上头写的都是祖祖辈辈上的
事，咋能跟老鼠药放在一起？”

只有认识到体会到文字的神
圣，才能敬畏文字，文学写作者才不
会也不愿随意写作， 才能沿着文学
的路径一直走下去，不停地探寻。即
便是有时快有时慢， 有时坦途有时
崎岖，有时阳光有时风雨，但在浓厚
博大的真诚中， 一定能够引往心灵
的家园，引入自己对社会、人生、生
命的思考， 甚或渐渐厘清浮世的表
面，直逼社会和人性的真相。

让人们困惑的是， 当下社会凡
事皆热闹， 太功利太浮躁， 欲望太
多，因缺少敬畏，很多人失去了思考
的耐心， 丧失了思考带给我们追求
过程的享受。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
在享受生命的过程？ 难道生活真的

只剩下结果， 人们都无暇再来顾及
过程？

的确， 单看公路， 就有乡村公
路、县乡公路、省道、国道、高速公路
等。再看铁路，普客、普快、快速列
车、特快、动车等，此时方兴未艾、风
头正旺的是高速铁路，“快” 似乎已
经成为现代化唯一的标识， 成为大
众生活唯一的追求目标。

想想李白那年， 坚拒玄宗的百
般挽留， 决绝淡出贵妃舞姿摇曳的
视线，迎着初起的朝阳，走向长安城
外……不久，便与自东向西、执意要
入长安城的杜甫邂逅， 在李白仰天
大笑中，杜甫收起进城为官的念想，

随李白踏上了徒步慢行的旅程。李
杜结伴而行，游山玩水，不仅传为佳
话，更是一路歌唱，沿途撒播下众多
旷世绝句。

今天， 我们又何尝不想如李杜
之行？人常说，不登山，不知山高；不
涉水，不知水深。不赏奇景，一定不
知其绝妙。所以，慢走游行就是一个
浓缩版的人生，美好、喜悦、刺激、艰
苦、挫折、彷徨、成功、失败，凡是人
生孤途上可能遇到的， 在如此的行
走中应有尽有。 除了能够体验别人
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能在短暂的逃

离中清晰地认识自己， 继而更好地
回归自我。可是，我们又怎能做到？

又怎能有如此惬意？

公路、铁路求快，一晃而过，一
切重在结果；李白、杜甫仰天大笑出
走，缘在其中，乐在过程。现如今，二
者欲兼得，实难遂心如愿。一方面，

我们出门如履平地， 车船劳顿之苦
早已似云如烟销匿得无影无踪，从
信阳去武汉

40

分钟，去郑州
1

小时
10

分钟，去北京也就是
4

小时，去广州
4

小时
40

分钟，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始
发加停靠信阳东站的高铁近

90

趟，

真是方便至极。无疑，物质使我们享
受顺畅，享受结果。另一方面，无论
是北上之路，还是南下之途，山峰、

河流、奇花、异草、树林、村庄、炊烟、

田野、飞禽、走兽、蛙叫、鸟鸣、南腔、

北调、风俗、民情、逸闻、趣事、奇谈、

怪论、遭遇、历险等齐刷刷地向我们
身后倒去，根本来不及借景抒情、睹
物思情、直抒胸臆。也就是说，我们
常常无法经历， 即使我们千万次地
试图去经历， 即使我们事后反复去
求索， 但人物与事物皆零碎而不完
整，思考、意境、想象等亦多呈片断、

不连贯，虽似曾相识，在脑海里却储
存不起来，更谈不上积累。

小河上的往事

曾庆棠

家乡的那条小河， 曾带给我年
少时说不完的快活。虽有苦，但更多
的是乐。

（一）

小河从村子东南面的源头乌龙
洞沟一路欢欢畅畅地流来， 经过我
家前方的梯田， 然后顺着我上学的
小路往西北而去。很多时候，清悠悠
的河水“哗啦啦”地响，总像吟唱着
轻盈盈的歌谣， 让人的心情格外快
乐。

当然，小河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逢到桃花汛特别是入汛的日子，大
雨连降，山洪涌下，小河陡然就发威
了。 沿河两岸被卷走的庄稼菜秧等

物漂满河面，平时过河的“石步子”

早被淹没不见了，离学校最远的
3

个
生产队的同学，上学路上要

3

次经过
弯来绕去的河，眼看过不去，我们只
好绕着河埂或田埂走。 绕行时得格
外小心， 稍不留意就被河埂或田埂
上的毛刺枝子刺伤了脚， 时不时地
会听到有的同学被扎得“哎哟”“哎
哟” 地叫唤， 引来同伴的一阵阵笑
声。 那些干脆脱掉鞋、 裤水过河
的，一般都是泼皮些的男生，除了不
怕冷以外，还得会在河中善于配合、

相互照应。但有时候，也有个别捣蛋
的家伙故意弄出洋相来， 记得有一
天，我和

3

个同学在上学途中过河，临
近河岸时， 李大嘴被挽胳膊的同学
拽猛了劲儿，书包掉到了河里，顿时，

李大嘴没顾上穿裤子就哭开了，我们
几个都在一边哈哈大笑。 事有凑巧，

不远处有个赶河捞鱼的大人，他眼尖

手快，用网把书包捞了上来。

（二）

那时候， 乡民喜欢在河水落差
较大的地方打上坝埂拦水， 用来洗
衣洗澡，或引灌庄稼田地。一个夏日
的中午，我放学回家，途经熊大庄西
边的河段， 看到坝口过水处的石板
上现出青青的绿苔， 一股清凉之意
立刻扑面而来，已热得冒汗的我，先
掬起两捧清水“咕咕”地喝下肚，还
觉得不过瘾， 又光着脚往青石板上
踏去。心里正想着凉快舒坦呢，谁知
那青石板上的绿苔特别滑溜， 压根
儿不能立足， 整个人滑翻到了河坝
下的水潭里，把潭水击起丈把高。好
在河潭不深， 那会儿我反应得还算
快，一转身就爬了上来。嗨，这下子
可让旁边的几个同学幸灾乐祸了，

他们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身。 我见有
人指我的身后， 便不由得往屁股上

一摸， 发现自己的裤子被拦坝的树
桩挂破了一个大口子。 我这个落汤
鸡尴尬极了，屁股上又生疼，时而回
头瞅瞅，自觉好笑，又心里害怕，怕
回到家挨大人的打（因为衣裳破
了）

,

而我越是这样，同学们越是笑
个不止……

（三）

小河，欢欢地流淌。

时光，匆匆地走过。

我的初小阶段跳过一个年级，

只读了
3

年，在往公社驻地的沙河小
学就读高小的时候， 我只能早出晚
归，往返走十六七里路。一个初冬的
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学早，我和另一
位同学跑在最前面， 到了离家不远
的小河边，西山的日头还有半竿高。

突然， 我看见对面河沿的木桩上扒
着一溜儿小碗口大的甲鱼， 仍在太
阳下晒盖，待人走到近前，那些小家

伙儿纷纷往河里钻。恰在这时，几十
米外走来了当地有名的张黑脸，他
特会抓鱼摸虾。 我们立即告诉他：

“刚才看到河里有甲鱼，就在那儿！”

只见他手握渔叉， 穿着长筒胶靴走
入河中，往河滩下一阵鼓捣，也就一
袋烟的工夫，张黑脸果然叉住了

5

只
甲鱼。他朝我们憨厚地笑笑，拔起河
边的荆草， 给我和另一位同学每人
拴了一只甲鱼说：“这是发给你们的
奖！”回到家里，母亲问清情况后，忙
不迭地接过甲鱼，把它破洗一番，加
入油盐香葱， 用两三片肥厚的青菜
叶一裹一扎， 放进锅灶下的柴火灰
里烧着。大约半个钟头后，母亲用火
钳夹出烧物，打开包裹的菜叶，一股
香喷喷的味道便弥散开来， 我和二
弟一同分享了甲鱼的美味。自然，这
也成了我记忆中最香纯的美食之
一。

岁月悠悠

开卷有益

上班的感觉

王西亮

“上班”， 在现代汉语意义
上，是一个名动词组。两个普通
的汉字， 不同的人总能读出不
同寻常的感觉和味道。

班，本意是次序，后引伸为
单位、组织之意，成语“按部就
班”中的“班”即属此例。自古至
今，上班，即是一个人身处内外
体制的明证， 也从另一个角度
释放着社会分工和等级地位的
信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

就开始有了阶级和等次之分，

衣有二五八色，人分三六九等，

封土建国，秩序井然。一个自然
人只有进入国家体制内， 才可
编入相对稳定的组织或单位，

才有“班”可上。如在历朝历代
的封建朝廷之上，文武百官、王
侯将相每日晨起上班为“上
朝”， 普通官吏上班是应卯、画
卯，即受值日长官的点卯，相当
于今天的签到和点名。 至于编
入保甲或其他形式的管理结构
中的普通草民们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那叫干活、劳动。尤
其滥觞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形成
之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
高”，科举一考定终身，“朝为田
舍部，暮登天子堂”，非金榜题
名者， 就无缘也无资格去上朝
廷之“班”，去州府县衙“应卯”

和被“点卯”。

白驹过隙，时光如梭。一回
首，笔者已经上班

30

多年，记得
1980

年参加高考， 因以近于本
科分数线之成绩却被一所中师
录取而生“复读”之念，但师长
们和诸亲朋纷纷以“好不容易
拿了‘红粮本’，跳了‘龙’（农）

门，绝不可丧失良机，否则，一
辈子后悔莫及” 等充分理由极
力劝说， 于是， 我背负亲情托
付，怀揣迷茫不安，走进了信阳
师范学校。自此之后，从校园三
尺讲台到县乡广阔天地， 从中
学教员到乡党委书记， 直至市
委机关的一名公务人员， 转眼
间就是大半生过去了。 漫漫人
生路，风雨写春秋，个中多少次
爬坡过坎，多少酸甜苦辣，实在
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
是一种大智慧、高境界，凡夫俗
子是断然学不好、 亦做不好范
仲淹之先贤模样。平日里，人世
间的磕磕绊绊， 人情中的乍暖
还寒，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仕途
中的沟沟坎坎， 每每总在左右
着一颗肉胎凡心：逢秋悲寂寥，

叹叶落花谢；春来爱百草，心潮
逐浪高。怀人伤事，总免不了感
悲欢、忧浮沉，少有心如止水之

时，这正是心中染尘、灵魂不宁
的写照， 也是圣者与常人的区
别。但不管如何，我还是怀念着
抛洒了无数汗水、 寄托着百千
苦乐、 留下了深深浅浅脚印的
那条谓之“人生苦旅”的路途，

深爱着自己所从事的每一份工
作，尽管这工作中常有不如意、

不顺心处，但每每还是以“不如
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之箴言聊以慰藉。

俄国人高尔基说：“工作愉
快，人生便是天堂；工作痛苦，

人生便是地狱。” 笔者不能脱
俗，自然对此深有同感。工作数
十年间， 所思所想无非两种心
绪———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时，

心绪不宁，感事伤怀，就总会想
起生活中的许多堵心事、 社会
上的许多不平事，百愁千结，情
郁于中， 抬头望空中， 满天乌
云，星月无色，秋声袭人，霜重
雪冷。 而每当完成了一些压在
心头多日的繁重任务， 处理好
一连串的棘手事， 就不由得心
花怒放，和风拂面，春光明媚，

秋月冬云， 皆入画中。 这正如
《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在不同
的环境里登上岳阳楼， 所看景
色、所生情感迥然有异。

行文至此， 忽然记起某个
有心人计算过人一生的上班时
间。 每个人每天都拥有

24

小
时、

1440

分钟的时间， 如果一
个人可以活到

80

岁，除去
20

岁
以前和

60

岁以后的
40

年，一生
真正能上班的时间只有

40

年，

而
40

年在每天的分配是这样
的：床上：

8

小时，

13.3

年；餐桌
上：

2.5

小时，

4.2

年；路上：

1.5

小
时，

2.5

年； 接打电话：

1

小时，

1.7

年；看电视、微信、上网：

3

小
时，

5

年；看书报、休假：

3

小时，

5

年；洗刷、洗浴：

1

小时，

1.7

年；

上班：仅剩下
2

小时。这样算来，

40

年中一个人的精力只有不到
3.5

年时间能全部用于上班之
中。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
一跳，人生上班时间如此短暂。

当然， 这个对工作时间的算法
和上班概念的认定是否科学，

应当见仁见智，但仔细琢磨，除
了吃饭休息， 人生真正用于工
作的时间确实要大打折扣。因
此，无论是什么人，有一份固定
的工作，有一个体制内的岗位，

能够每天早出晚归地去上班，

应该说是一大幸事。要知道，现
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每天
该有多少人在找工作， 尽管当
今人们对“工作”的概念早已经
与传统不同，甚至颠覆了传统，

但有生之年，有工可做，有班可
上，应当是一种福分，应当倍加
珍惜！还是那句老话：工作着是
美丽的！

中山茶座

树中情

史久爱
阳春三月， 一对新婚夫妻

在农家小院里栽下一棵泡桐
树。几年后，小树长高了，葱郁
的枝条相互攀援簇拥， 成了小
院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天， 邻居家送一些自家
树上结的桃子过来，两个儿子
立刻争抢起来。事后，小儿子
抹着口水问父亲：“爸爸，您为
什么不也种一棵果树呢？那样
每年我们都能吃到新鲜的果
子了。” 望着泡桐树那粗壮的
枝干，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
子， 果树仅有几年的挂果期，

而且长得慢。 泡桐树就不同
了，它生长快

,

材质好
,

用途大，

更主要的是看到它愈加枝繁
叶茂，我就像看到幼小的你们
一天天成长、进步，就会很开
心。”听此，两个孩子都不觉笑
了。

又一年夏天，两个儿子为
一件小事而吵了起来， 母亲劝
了半天他们依然“冷眼相向”。

于是， 母亲拉他们走到树下，

笑着问：“你们知道这棵树为
什么长这么茂密吗？因为满树
的枝桠，也就是树妈妈的孩子
们都很懂事， 每天不吵不闹，

互相扶持着，谦让着，一起快
乐地成长！” 哥哥像听出了妈
妈的弦外之音， 调皮地说：

“妈，树妈妈的孩子也争吵，你
看， 风中的它们你打我一拳，

我踹你一脚，和我们一样只是
在嬉闹中成长呢！“说着挽起
了弟弟的手， 冲弟弟笑了。顿

时，明媚的阳光在小院里铺展
开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

哥哥考上了大学， 在一繁华的
都市扎了根， 落榜后的弟弟和
邻村一姑娘结婚后， 在镇上办
了一个服装厂，生意还不错。只
是， 由于后来哥哥娶了一个富
家小姐， 骨子里就看不惯农村
人，所以，常年不回家。而弟弟、

弟媳更讨厌庸俗、 市侩的城里
人，两家几乎断了来往。哪也不
想去的俩老人便独住小院，每
天看着那棵已两人都搂不过来
的参天大树，暗自落泪。因为他
们感觉那枝与枝、 叶与叶的距
离愈来愈远了。

终于，在一个落叶的深秋，

两位老人竟同时病倒了。 当得
知消息的儿子、 儿媳带着孙
子、孙女急匆匆赶来时，父亲
已闭上了眼睛，而母亲只是在
久久地凝望了一圈之后，对他
们说：“孩子，我和你爸爸要走
了， 除了院里的那棵大树，也
没啥留给你们。 希望你们记
着，即使你们长多大，走多远，

根依然在这里， 家依然在这
里，就像那一树的枝桠

,

无论距
离再远也都是树妈妈的孩子，

你们永远是我的孩子，我愿你
们两家能互帮互助、相亲相爱
地生活……”

在父母的墓碑前， 想起儿
时两位老人在树下对自己的
“教诲”， 悔恨不已的兄弟俩长
跪不起。

挂出幸福 肖乃宝摄

舌尖上的端午

李颂颂
端午将至， 漫步于街上，随

处飘来清香粽子的诱人味道沁人
心脾。在端午节，人们除保留吃
粽子的习惯外，还要延续由来已
久的民间食俗。 江西的茶蛋、福
建的煎堆、甘肃的面扇子、陕西
的臊子面……于花样繁多的端午
美食中品尝传统节日的味道，无
疑是一种幸福愉快的体验。

在杭州， 我曾吃过一种口味
独特的干烧黄鱼。 杭州人将农历
五月称为“五黄”月，特别是在端
午节这天， 家家户户都有吃“五
黄”的习俗。“五黄”是黄鳝、黄鱼、

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的总称，其
中，我最喜欢吃干烧黄鱼。将黄鱼
去掉鳞片和内脏，并清洗干净，在
其表面交错切叉形花刀， 热锅下
油， 将黄鱼煎炸至两面金黄时捞
出。再重新下油，放入五花肉小火
慢煎，佐以葱、姜、蒜、笋、香菇、豆
瓣酱，至炒出香味时，加清水和其
他调料大火烧开， 然后放入煎好
的黄鱼，用小火慢焖，直至锅内水
分只剩下少量的汤汁。 做好的干
烧黄鱼不仅色泽诱人，味道绝美，

而且营养价值高，有健脾升胃、益
气填精的功效。

我的朋友在延边读大学时，

曾给我寄过一种朝鲜族的风味小
吃———打糕。 朝鲜族历来把打糕

当作节日里的上等美味。 端午节
前夕，将糯米洗净，冷水中浸泡后
煮熟，然后将糯米饭盛于木槽内，

用蘸水的长柄木锤反复敲打成黏
面，即为打糕。打糕的制作方法虽
然与年糕、糯米果、糍粑相似，口
味却大不相同。食用时，用刀将打
糕切块， 蘸上豆面、 白糖或者蜂
蜜， 口感糯软粘柔， 味道芳香浓
郁。打糕黏性强，耐饥饿，深受朝
鲜族人民的喜爱， 并逐渐成为延
边当地四季皆宜的风味名吃。

在我的家乡潍坊， 有一个著
名的产酒小镇叫景芝镇。 在景芝
镇， 端午节吃绿豆饼的食俗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心思细腻的景芝
人似乎有意将绿豆饼当作一件艺
术品去雕琢。 挑选圆润饱满的绿
豆煮熟晾干，经去皮、磨细、加糖
调匀后，再用铜铲均匀压平，用刀
切成大小适宜的方形， 最后封锅
蒸熟，即成美味的绿豆糕。蒸好
的绿豆糕淡黄松软， 入口即化，

是清新爽口的消暑小食。方方正
正的绿豆糕，是端午节满足孩子
和招待宾客所必不可少之物，并
伴随着节日的欢声笑语，将景芝
人的饮食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

值得一提的是，绿豆糕的“糕”与
“高”谐音，有“步步高升”的美好
寓意。

沁园春
端午有感

杨富斌
春夏交替，粽叶飘香，端午将至。望河两岸，山清水秀，稻田新

绿；柳树依依，莺飞草长，百鸟争啼，好一派豫南风光。亲曾见，是江南
水乡，黄山灵秀。

年少离开故土，忆往昔，打拼真艰辛。叹岁月无情，青春已逝，年
届天命；朱颜变尽，功名未立，壮心不已，恰逢盛世再努力。问明天，柳
树为谁春？更待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