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动态

心灯

伟姑娘

我是尘世中

迷途的孩子

独自在黑夜

寻找归路

您是我

途中的路灯

照亮我

迷惘的心境

我喜欢

您的光华

虽然不像彩虹 那么富有

我喜欢

您的温暖

虽然不像骄阳 那样热情

我喜欢

您的样子

虽然您不会 比所有人都优秀

您的高尚让我感动

您的智慧给我启迪

您的温度驱走冷意

我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不想让您再独自守望

为了让我重启征程

您在霞光中隐去了自己的光芒

黑夜里，我不再恐惧
困境中，我不再彷徨
迷惘处，我不再失落
寂寞时，我不再孤独

因为

您是我心里永不灭的灯

带给我光明

却不会刺痛我的眼睛

第一书记

贾运来

你打起背包行李，
踏上养育你的大地。
肩上不仅是担子，
还有期望和鼓励。
你满腔的爱民之志，
今日有了奉献之地。

你走进村庄，
看到贫富间的差距；
你走进田野，
体会到辛苦的汗滴；
你走进泥路，
感受艰难的苦衷；
你走进农院，
倾听欲言又止的言语。

扶贫的重担，是重是轻？
扶贫的任务，是缓是急？
扶贫的责任，是大是小？
用心去思考，心中有底。

握着老人布满皱纹的双手，
感受父望儿归的爱意。
泪水打转的眼神中，
再现了我就是你的儿女。

摸一下孩子的书包，
擦一下他寒冷的鼻涕，
拍拍他身上的尘土，
像爸爸妈妈回到了家里。

以前我们也贫困过，
缺钱的滋味羞于外人提。
谁不想要与人平等的幸福？

谁不想出手大方年年宽裕？

生活中遇到老弱病残，
他们坠入了贫困的谷底。
把他们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才能用真诚拉近距离。

拉他们一把，
就能让他们的人生出现转机。
扶他们一程，
就能让他们进入幸福的群体。

一次次的慰问，
送去的是新的希望。
一次次的帮扶，
让他们增长了坚强的志气。

扶贫车间的兴建，
让他们致富有望、心有底气。
文化广场的建成，
让他们健身休闲有充沛体力，
标准化卫生室的配备，
让他们不再远途跋涉就医。

困难中你默默无闻，
繁忙时你不觉委屈，
对群众你处处吃亏，
有荣誉你从不争取，
因为你是党指派的引路人，
因为你是群众心中的第一，
因为你是领头雁中的哨兵，
因为你是活跃在党员心中的一

面旗帜。

用心写出像棉花一样的文字
———阿慧文学创作探析（下）

宋志军

亲情、爱情和友情是人类美好情感
永恒的主题， 也是阿慧书写的永恒源
泉。 作家的感情较之常人是比较丰富
的，阿慧尤其如此。 阿慧注重这些情感，
发自内心地付出这些美好情感给自己

的亲人、朋友，也细心感受着来自亲人
和朋友的这些真情实感，然后以饱蘸深
情的文字去讴歌、去赞美。 这些情感占
据了她的大部分创作，其中不乏让人荡
气回肠的精品力作。 《绿梅婶的爱情》写
的是一位平凡妻子对丈夫的爱，虽没有
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曲折浪漫，没有梁山
伯和祝英台的悲惨缠绵，但同样让人感
慨。 长相丑陋的汉族姑娘王绿梅爱上英
俊的回族小伙李和平后，思念促使她勇
敢地踏上去心上人家里的路，“白天和
黑夜不再属于绿梅，他是她的太阳和月
亮。 ”在她如愿与和平结婚后，总是甜甜
地唤丈夫“俺和平”。 后来，李和平因为
厂里出事故被烧伤毁容后，变成了一个
罕见的怪物， 但绿梅却一点也不嫌弃，
用自己的皮为丈夫植皮，还像以前一样
轻声地呼唤“俺和平”。 在忍受了亲戚和
邻居对丈夫丑陋的议论后，在已经有了
儿子超然的情况下，她决意再生一个孩
子，为的就是让人家看看“俺和平”好看
不好看。 “俺和平天生就是个俊种子，你
在俺绿梅眼里永远都是个大天使。 俺要
再给你生个小天使，让全村人都看看。 ”
当绿梅患了癌症临死的时候，她对丈夫
的要求就是“俺要死在你的怀里”。 丈夫
搂着妻子，直到十二天后，绿梅才安静
地死去。 这样普通人的爱情，难道不值
得我们讴歌吗。 除了爱情，阿慧还有大
量描写亲情和友情的作品。 从阿慧的笔
下，我们可以探知她的童年生活在一个
物质虽然贫乏但却充满着浓浓爱意的

大家庭。 《十一个孩子，一个不能少》《黄
花娘》《俺家老奶》等，都是写亲情的。 在
这些作品里，阿慧把自己的奶奶、爷爷、
姥爷、姥娘、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
有七大姑、八大姨等一众亲戚都收入笔
下。 她写他们的浓浓亲情，也把自己的
浓浓亲情奉上，而读者也能从笔端流淌
出的爱里感受到舒心的温暖。 在《我爸
我妈的美丽爱情》中，阿慧深情地向父
母的爱情奉上一曲赞歌。 “突然，我在人
缝里看见两只熟悉的手背在身后，一只

左手，一只右手，十指缠绕，紧紧的，没
有缝隙。 ”阿慧在作品最后给我们定格
下的这幅图景，也是一对相濡以沫一辈
子的老夫妻美丽爱情最真实的印记。 这
不就是人们歌颂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爱情吗。
为人民书写是阿慧创作的初心。 作

家只有深入生活，让自己的生活经历更
加丰富些，足迹更远一些，才能从现实
生活中汲取更多创作的源泉。 文学创作
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
务，但落实到实践中怎么做？ 那就要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

会上要求的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阿慧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高度自觉和责

任的作家。 阿慧所在的周口市，是一个
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这里的
许多群众特别是农家妇女有着到新疆

采摘棉花的习惯。 为了写作这个群体，
阿慧毅然辞去当时担任的小学副校长

职务，不顾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身
一人来到新疆， 和采棉女工同吃同住，
零距离接触她们，写出了《大地的云朵》
《扛上日子走》等纪实性文学作品。 在她
的笔下，这些勤劳的采棉女工尽管经历
着千辛万苦，但她们身上无一不闪耀着
人性的光辉。 “憨女子”柳枝儿生下来没
几天就死了娘，为了生活，在足疗店端
过洗脚水，在服装厂钉过纽扣，来到新
疆采棉花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养

活自己的孩子，“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
一块地挣，俺孩儿就有活命。 ”而那个孩
子， 却是从足疗店捡回来的；“绣花女”
莫鲜灵是为给疼爱自己的婆婆分担一

些家庭的经济负担；“耳环女”莫多多则
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买些礼物，“我挣
钱要给大姐二姐每人买个新手机，她们
的手机都不好。 还要给俺妈买对金耳
环。 俺村里的妇女都带金首饰了，连最
老的祖奶奶的指头上都有金镏子，俺妈
身上啥也没有。 俺妈说过，千打扮，万打
扮，不戴耳环不好看。 我就下决心给她
买对大耳环。 我天天多拾花，天天不缺
工，俺妈的金耳环就加重一点。 ”；“指甲
姐”付二妮为了采摘棉花，掉了八个指
甲， 可她却全然不顾这些，“她想的事
情，都如棉花一般的美和好。 ”……正是
怀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情，阿慧才愿意到

她们身边，写她们、歌颂她们。 《大地的
云朵》《扛上日子走》正是阿慧积极投身
“深扎活动”结出的硕果，也获得了一致
好评。 著名评论家李林荣把阿慧的《大
地的云朵》赞誉为《民族文学》2017 年散
文方面的压卷之作，称赞阿慧通过对俗
世凡人心血汗泪的描写， 真切地折射
着、有力地支撑着大时代的繁荣和全社
会的进步。 著名作家刘庆邦说，阿慧的
作品生长于大地，也生长于心。 她的一
系列作品， 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描绘了勤劳、坚韧、善良、朴实的人民群
像。 她的作品如棉花一样盛开，也像棉
花一样温暖。 而阿慧自己则说，这是作
为一位草根作家本应具有的人民情结，
当她深入那些采棉工中间，与她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时，感觉她们就是自己的乡
邻、兄弟、姐妹。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阿慧的文
学创作始终坚守本民族的特色。 她生活
在汉族集聚的地方，自然会受到汉族文
化的广泛影响。 但她的家乡，那个叫做
李楼的村子，村人却全部是回族，保留
着回族的传统习俗和信仰。阿慧从小在
这里生活，自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她对
本民族的信仰和习俗有着十分虔诚的

膜拜。这为她在文学创作中能够坚守本
民族的特色，突出文学创作的民族性提
供了可能。 而事实上，阿慧的作品里的
确充满了回族文学的特性。阿慧热爱她
的民族， 尤其是回族人民宽容忍让、待
人以诚、重信守善的优良传统和品行深
深地影响着她，促使她不遗余力地歌颂
和传扬。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是阿慧一
部重要的新作，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叶梅专门对此书的

出版表示祝贺。称赞阿慧为当代少数民
族散文创作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对
阿慧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
势，以清洁、向善、纯美的文字展现回族
和兄弟民族人民的优良品质给予高度

肯定。而《月光淋湿回家的路》之所以被
选为阿慧新作品集的书名， 说明阿慧
是很看重这篇作品的。 而事实上，这篇
作品的确可以称得上她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之一。 这篇作品写了一位回族少
年巴乌德接到家里的电话， 被告知父

亲病重的消息，连夜从学校回到家里，
却发现父亲因为舍己救人已经去世 。
这篇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 ，人
物也很单一，只有一条主线，就是巴乌
德从学校一路赶回家的过程， 中间大
部分的篇幅都是巴乌德的回忆和所思

所想。 要讲好这样一个单一的故事应
该很有难度， 但作者正是怀着一腔对
于本民族的深厚感情， 借助巴乌德把
本民族的生活写得极具真实性和感染

力。 可以说这篇作品堪称叙事的典范，
阿慧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在这里充

分地展现出来。 在她的叙述中，人物的
动作、心理活动，环境的真实、细致，不
知不觉中把读者带入全神贯注的阅读

体验中去，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 这篇
作品不仅展现了很有独特视角的民族

氛围，而且通过最后的点睛之笔，树立
起了巴乌德父亲舍己救人的高大形象，
同时写出了村人对英雄的敬仰。 “巴乌
德眼前涌起一团白雾，忽悠忽悠，铺天
盖地。 白雾里，他看见他的妈妈被村人
搀扶着，张着手无力地呼喊，身后是数
不清的人，头上戴着白帽，云一样朝他
涌来。 ”《白雾清净》写“我”参加了一场
小姑夫的葬礼。作者不仅把回族的葬礼
习俗写得十分仔细，为我们开启了一扇
了解回族丧葬文化的窗口，同样也没有
忘记颂扬回族群众忠诚守信的品行。小
姑夫临死前最不安的一件事，是生前欠
了一位老人的牛钱，没有及时还上。 为
此他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向主忏悔，并一
再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我罪不小啊！ 只
顾恋自己的日子， 却把老人家害苦了。
据阿慧自己讲，她的大妹妹在读过她的
几篇文章后， 颤抖着声音对妈妈讲，咱
要保护好俺大姐，让她多写咱家，咱教
门里的好干办（好事）。 多年来，也正是
如此，阿慧行走在触摸民族根脉的小路
上， 脚踏一辆无处不响的破自行车，背
负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为那些拥有金
贵、清洁的心，怀揣高贵、纯洁的灵魂的
人写与歌，并把这作为一个民族写作者
的担当和责任。

棉花，既像云朵一样洁白 ，又能带
给人们温暖。 阿慧，正是怀着一颗纯净
的灵魂，不断用心写作出像棉花一样的
文字。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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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
马建立

���������惜花
姹紫嫣红赴春潮，
二月春风不使闲；
桃李芬芳为春舞，
落花缤纷惹人怜。

春耕

绿草如茵春耕忙，
人车协力播希望；
辛劳洒下汗滴土，
始换秋来粮满仓。

野渡

油菜花开金灿灿，
新旧芦苇参差生；
孤独小舟岸边靠，
待渡缘人水中行。

沙颍河晨遇

油菜花开孤自生，
颍水岸边香浮动；
碧波淼淼景何在？
长竿潜水钓鱼翁。

觅 新华社 发

道学名家董延喜老子故里签送新书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老子文

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瑰宝， 是
迄今为止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

界， 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都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人类未来
的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普世意义……”
为进一步传播弘扬老子文化， 4 月 18
日上午 11 时， 道学名家董延喜在老子
故里明道宫景区签送其撰写出版的新

书 《〈道德经〉 传家版》， 并在现场启
动 “《道德经》 送万家” 活动。

董延喜是 《道行天下》 杂志主编、
世界老子学会执行会长 。 几十年来 ，
他一直潜心于 《道德经》 以及老子文
化践行应用的研究和传播工作。 他所
创办的道网传媒成为全球最大的老子

文化传播交流平台和学术资源库， 拥
有网帖 260 万篇 、 会员粉丝超百万 。
他先后在国内外策划了大量道文化产

业创意， 使得一大批道学景观和道教
宫观得以恢复重建， 是业界享有盛誉
的高级策划师。 他在全国各地讲授老

子文化公益讲座 360 多场， 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 他所研发的
“生活道学” 系列讲座， 被列为国家图
书馆公开课。

“老子是鹿邑的伟大乡贤 ， 老子
文化是鹿邑的乡贤文化。 作为老子故
里， 鹿邑是一个骨子里透着老子文化
性格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圣地……” 据
董延喜介绍， 最近几年， 鹿邑紧紧围
绕 “产业兴城 、 文化兴县 ” 战略和
“老子立文 、 老子立产 、 老子立城 、
老子立事” 工作理念， 倾心擦亮 “老
子故里、 道家之源、 道教祖庭、 李姓
之根” 四大文化品牌。 他希望， 通过
此次签送活动， 进一步传承弘扬老子
文化 ， 尽快让鹿邑全县 30 多万个家
庭在全国率先实现家家拥有一本 《道
德经 》， 让老子文化在全社会大行其
道、 发扬光大。 ②8

������三、关于夏姬的争议

当我准备写夏姬时， 颇为犹豫，这
么一个女子，我该怎么写呢？ 我查阅夏
姬所有的资料，除了史料，还有清朝禁
书《株林野史》和日本人宫城谷昌光的
《黑色春秋·夏姬情史》。 我突然发现，中
国人把夏姬写成一个淫荡不堪、妖艳惑
主的女子，而日本人却把她写成命运悲
惨的受害者，给与了颇多的同情。 我不
禁自问，为什么会这样？ 后想，大概是两
种不同文化的视角造成的，一个是中国
人看中国女人，一个是外国人看中国女
人。 中国文化经过儒、道、释、理，女人的
行为规范被打上各种印记，而外国人却
没有这些印记的窠臼。 也许，外国人不
会把灭国、灭祖、灭祀的罪责，记在一个
女人身上。

刘向在《列女传》中，写到夏姬“三
为王后，七为夫人”，这显然不实。 春秋
时期，除了楚国称王，后期的吴、越亦称
王，其他的还都没有称王，哪来的王后？
即便那些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国君的妻
子仍旧称为夫人。 即便算郑国、陈国都
称王， 她又怎么能称王后呢？ 《黑色春
秋·夏姬情史》 里， 写夏姬跟太子夷相

爱，而不是公子蛮。 即便是太子夷，那时
候太子夷还没有即位。 她到了陈国，陈
灵公并未封她为夫人，而夏徵舒弑君自
立，她亦只能称为太夫人。 在楚国，楚王
熊侣并未把她纳入后宫。 后屈巫携她再
到晋国，并未进入晋宫室。 可见“三为王
后”之荒谬。 “七为夫人”更是荒诞不经，
春秋时国君的妻子才称夫人，卿、大夫
之妻称小主或者孺人。 很显然，汉时刘
向，已经把夏姬打入另册，而后的各种
传说故事，大概皆来自于此。

夏姬的时代，是一个由原始向封建
转轨时期，没有儒家对女人三从四德的
要求，没有贞节烈妇的婚姻观，没有汉
对先秦的收敛与规范 ，没有朱 、程 “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捆绑。 她的成
长背景，完全是自由开放的。 所以，我按
照当时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各诸侯国
盛衰状况以及地域风物，还原当时的历
史文化场景和当时场景下的人物命运。
夏姬在郑国与她的堂兄有私情。 我去新
郑采访时，问当地的文化研究者，郑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给我
讲了郑国的 “上巳节”。 我查了相关资
料，当时只有郑国还延续着“上巳节”。
我豁然开朗， 找到了夏姬的性格根源。

《郑风》二十五首，十九首是写男欢女爱
的。 如此看来，夏姬与她堂兄的私情便
不奇怪了。 一个人和一个事物，长成什
么样子，除了 DNA 之外，一定与它所处
的地域环境相关。

我还在想，一个在君权、夫权下的
女子，真的能够灭掉一个国家吗？ 真的
可以活得如此妖淫无度、任意妄为吗？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夏姬嫁给夏御叔期间，并未有关于

她的传说或者绯闻。 她和陈国一君、两
卿之间的私情，是在夏御叔死后。 而那
时候，人的思想比较简单，翁媳成婚、
母乱伦、兄妹私通屡见不鲜。 宋国的宋
襄公夫人，意在私通其孙子，只因他长
得漂亮。 中国的男人不会像古希腊人一
样，为了一个女人打十年的战争。 女人，
在那时候不过是附属品而已。 况春秋时
期，还有媵妾制，女子嫁与国君，要有两
个同姓国送上陪嫁女子。 女子出嫁，要
有陪嫁的姊妹或者侄甥女。 诸侯一娶九
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实际上远不止这
些。 处在如此混乱的婚姻情爱时代，用
贞节的理念去规范夏姬， 似乎有些可
笑。 夏姬被赐给襄老，期间亦未有绯闻
故事。 黑要母亦是襄老死后。 屈巫携

夏姬归晋之后，夏姬再无消息。 直到夏
姬的女儿出嫁时，她的婆婆也就是叔向
的母亲才提到夏姬以往的故事。

我是说，夏姬在婚姻之内 ，并未有
绯闻，而出绯闻都是她单身的时候。 那
么如果在现在，亦是无可厚非，更何况
春秋时期。 而她的那些遭遇，以及她的
命运，都是她自己无法左右的。 她愿意
“克夫”吗？她愿意飘零吗？如果，我是说
如果，不是夏御叔早亡，她也许作为司
马孺人，会悄无声息地被时光埋没。 如
果，我是说如果，陈灵公秉承陈国先君
侯的治国理念，任用忠良，修德治国，陈
国至于被灭掉吗？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夏姬注定为
争议所涂抹。 我没有想为她平反之意，
我也无力为她平反。 我只想以史料为骨
骼，以文学为血肉，丰满复活这个人物
而已。

《公子少 ·春秋夏姬传》会给你不
一样的读感， 这里面不但有跌宕的故
事、至臻的情爱、多彩的文化、真实的历
史、 唯美的画面， 还有远古的巫术、医
药、祭祀、养生等文化符号，总有一处是
你喜欢的。 《公子少 ·春秋夏姬传》，在
春秋时光里等你……②8

历史回眸
———《公子少 ·春秋夏姬传》成书始末（下）

柳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