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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满着劳动者的中国梦

花儿开在老龙头
董雪丹 文/图

有山， 有海， 有关， 有城， 有石，
有土……这是我对山海关老龙头景区
的整体印象。

归来之后，我才明白，还有一朵开在
老龙头上的小花儿， 一直绽放在我的心
里。

老龙头景区坐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

城南五公里的临海高地上， 是明长城的
东部起点。 万里长城从这里入海， 也是
从这里开始， 逶迤西去。 如果把走过大
漠、跨过群山的长城称为巨龙，那么，由
明代戚继光所建的地势高峻的“入海石
城”就如探入大海、弄涛舞浪的龙首，称
它为“老龙头”也就合情合理了。

老龙头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 海、
关、 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 石
城里修有河北长城第一道关口南海口

关、第一座侦察敌情的靖卤台，还有历代
长城上唯一一座临海楼阁， 也是老龙头
的最高点———澄海楼。

澄海楼至清代，已演变为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的观海处。 1900 年，八国联军
入侵山海关， 老龙头城池被毁。 上世纪
80 年代重修，老龙头再现当年雄姿。

沿着城墙下行，就是“夯土炮台”，一
排木框夹玻璃制成的橱窗里，看到的都
是黄土。 据说，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
海防吃紧，为加强沿海防卫，就用三合土
夯筑炮台。 1987 年修复老龙头长城时，
保留此遗址。

走过夯土炮台，有一座红色木桥，桥
下也是玻璃橱窗，里面也是土，却多了葱
翠的枝叶， 因为伸展不开而挤着嚷着。
我不由得慢下脚步，对着那片绿色多看
了几眼。

抵达入海石城 ，极目远眺 ，只见云
水苍茫、海天一色。 我的脑海却被那段
夯土炮台占据，那段仅存的历史遗迹一

直默默地诉说着： 这里曾经硝烟弥漫，
保卫着祖国的海疆，又毁于八国联军的
枪炮……

趁着团队自由活动的空当， 我回到
玻璃橱窗前，徘徊又徘徊。在木框和地面
之间大约有十厘米的间隔里， 我突然看
到一朵小花正怯怯地探头探脑。 我俯下
身去面对它，才确定是地黄花，就是中药
里大名鼎鼎的地黄。 这毛茸茸的花朵如
果没有绿叶的映衬，真如土地般暗淡。

从花儿上方看，橱窗里的夯土炮台
就是一段沧桑斑驳、 凹凸不平的残破土
墙，像是被这朵小花背负着。我的心被揪
扯着，想离它更近些。于是我让自己低下
来，低到比一株小草还要低，清楚地看到
地黄就生长在土墙与石头地面之间的缝

隙里，这朵小花已完全打开了自己，我看
到了它盛放时的灿烂， 在海风中摇曳生
姿。

它让人感叹生命之奇妙：只要有土，
不论多么贫瘠、艰难，种子都可以落地生
根。 它以微弱之力， 擎起一道美丽的风
景，不止是风景，还以己之力疗人之病。
《本草纲目》称其“填骨髓，长肌肉，生精
血……”感觉这功效，不仅仅是对人的身
体。

这朵地黄花前世应该看到过炮台旁

的那些将士吧？或者说，将士们看到过这
些给他们带来慰藉和疗愈的花朵吧？ 当
他们相互凝望时，是否波平浪静？

炮台前方的靖卤台应是寄寓着 “海
域平静”“平定敌虏”的梦想。 此时，站在
一扇曾经用来观察敌情的窗前向外望

去，海浪、沙滩、遮阳棚、海神庙……都让
人感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那些曾经在此驻守的将士们， 梦里
多么向往这样静好的岁月啊， 那段炮台
和那朵小花都知道。 ②8

回乡
刘永新

又至夏末秋初， 慈母思乡欲返家，
理应驾车相送，难舍两岁萌娃，口中咿
咿呀，只向车上爬。 一路欢笑不赘叙，闪
却身后繁华，悄然已抵家。

民风淳朴依旧， 村口笑靥如霞，二
叔看似精壮，却也年过花甲。 老奶年逾
九旬，笑脸依旧不见牙，招手小女欲抱。
闪退身后又探察，惹来哄堂大笑，紧抱
父腿隐去小脸艳如霞。

乡亲逐渐围聚， 三叔四舅二大妈，
没有虚假客套， 多是一声乳名呼唤，一
句“回来了”。 心头热流奔涌，眼角闪过

泪花，谁言情感无纯真，农民无文化。 此
时间，再无虚假，不需劝人饮酒，不用敬
人喝茶，没有言语的谨慎，没有接不完
的电话。 迎进门，青石阶，有点滑，自己
摔，自己爬。 闪过迎宾墙，又见葡萄架，

竹凳坐，一小丫，金莲赤，手腰叉，柳眉
细挑美如画。 只怨少回不相识，不知千
金小主是哪家 ，上前问 ，无应答 ，嘴一
撇，脸一搭，不知心中恼的哪个小冤家。
膝下女，不认生，叫了声姐姐把手拉，天

真童言只片刻，如一对雀儿叫喳喳。
中午一桌饭，盘盘是农家 ，前院嫩

黄瓜，后院韭菜花，藤上葫芦随风荡，架
上的豆角垂如麻。 鸡窝里摸了柴鸡蛋，
磕到碗里撒葱花，手擀面，大碗茶，想吃
荆芥自己掐。

餐后漫步，风景美如画，池塘柳，映
荷花，炊烟袅袅扑脸颊。 蝴蝶花中忙，蝉
儿树上爬，此起彼伏一曲罢，老狗怕热
懒卧树荫下。 风儿起，景儿佳，片片白云
迷雁影，秋风拂过现芦花，只愿长守不
愿归，不羡繁华羡农家。 ②8

让芬芳浸润心灵

王绍祯

终日里忙碌

从没真正欣赏过景致

和这一路走来的风景

生命的词典里

总缺少柳绿花红

过往的闲暇之余

那些寻觅得来的诗句

散发的都是鼓与呼

最新的章节中

也没有过呻吟声

万千世事里

总会有地方好难过

茫茫人海中

最珍贵是心心相通

和那黑暗里的萤火之明

缘来了

就让炽热和真情驻留

缘去了

唯不可忘记的是曾经

曾经慰籍过生命的真诚

让笑容灿烂着

投入你的生活

让鲜花芬芳着

浸润你的心灵

根
张杰民

千年古镇———沈丘县老城镇。 城北
关有一座古老的人祖庙和一棵古柏，它
们共同默默诉说着沈丘县数百年来的

岁月沧桑和时光无垠。
去年深秋，几位友人要到老城实地

了解一下沈丘的文化古迹，我陪同他们
第一站便来到人祖庙。 那巍峨壮观的庙
宇、古老沧桑的柏树，令人叹为观止，不
仅触动了我的心扉，也由此引发了“树
高千尺 ，不能忘根 ；人活一世 ，不能忘
本”的感悟。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 ，沈丘县
县城（今老城镇）北关兴建了一座人祖
庙，内植柏树数十棵。 由于多种历史原
因，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人祖庙被毁，古
柏仅剩两棵。 因这两棵古柏长得像龙爪
一样，故称为龙凤柏，1976 年被定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2 年，有一棵古柏
不幸被雷电击死， 另一棵又于 1986 年
被香火烤着了，古柏的东侧受到严重损
伤。

1999 年， 一些善心人士慷慨解囊，
在原址上重建了人祖庙。 如今，两座坐
北朝南的大殿，飞檐挑角，滚龙立柱。 前
大殿门前， 有两根粗大的红色明柱，上
方高悬“人祖宝殿”匾额。 殿内高大的人
祖像身披树叶， 双手掌托阴阳八卦，赤
足而坐。 黄帝、炎帝塑像头戴皇冠，身穿
龙袍，十分威严。 西大殿内塑有玉皇大
帝、观音菩萨、女娲像，两旁分列文武八

尊神像。
伏羲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开创了

华夏民族的文明。 在古代传说中，伏羲、
女娲既是兄妹关系 ， 又是夫妻关系 。
《风俗通义》云：“女娲，伏希(羲)之妹。 ”
卢仝《玉川子集·与马异结交诗》云：“女
娲本是伏羲妇。 ”在汉唐墓葬的壁画和
帛画中，伏羲、女娲常常成对出现，人首
蛇身，手上分别拿着曲尺圆规，或擎日
月，尾巴还经常交缠在一起。 从这些图
像来看，伏羲、女娲无疑是一对夫妇，而
我们人类，就是由这对半人半蛇的天神
孳生繁衍的。 因此，华夏民族把伏羲和
女娲尊为始祖，世世代代顶礼祭拜。

院内的那棵古柏，粗达数围 ，虽然
没有了昔日的枝繁叶茂，却用自己苍老
的躯干续写着顽强。 也许因为它的高大
与苍老， 一些善男善女将其尊为神灵，
在大树前上香、磕头，在树枝上面系些
红布条，祈求大树的保佑。 它的根，蜿蜒
交错，没有树干的挺拔与笔直；表皮沟
沟壑壑，没有树皮的光滑亮泽；颜色呈
褐色，没有绿叶的明丽，可谓之默默无
闻。 但是为了大树能够长出片片树荫，

供人乘凉和观赏，它将自己深深扎入泥
土，把水分和养料输送到树的全身。 正
是有了这种稳固的基础和充足的养料，
大树才会昂然挺立。

朝拜了人祖，我们懂得了华夏民族
来自何方；欣赏了苍老的古柏，我们懂
得了根深才能叶茂的哲理。 蓦然，一首
脍炙人口的 《父老乡亲》， 特别是那句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的经典唱词在
我耳边久久回荡。 形形色色的事物都离
不开它的根本，一棵大树如此，而一个
民族、一个社会更是如此。

中华民族的根究竟在哪里呢？ 我站
在这棵参天大树下，仔细抚摸着，苦苦
思索着……

孔老夫子满面红光， 着一袭青衫，
从远古走来，略作一揖，便步入历史。 他
们在两千年的时空里把中国变成了一

棵沉稳牢固的大树，讲人伦，讲道德，仁
义、忠孝、中庸的观念已融入炎黄民族
之魂。

被誉为东方三大圣人之首的老子，
也手捧《道德经》，从发黄的线装书里走
来。 讲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过淡泊

生活，超脱于世间，对中华哲学、文学、
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领域影
响深远。

源自印度的佛教，披着袈裟从汉朝
走来。 他们相信因果轮回，提倡众生平
等，讲究修身养性和慈悲为怀，也成为
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儒释道三家文化，各有特点 ，共同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少林寺和
少室山各有一副对联把儒释道文化的

关系概括得很到位。 少林寺有一个供奉
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有对联：
“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
同源。 ”少室山的对联是：“才分天地人
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 ”也就
是说，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
殊途同归，最终达到共同的目标。

几千年来，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共
同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
是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是中
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
的根脉和灵魂。 正是以儒释道为主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使得中华文明在不
断的成长进步中积累着实现超越和突

破的巨大能量。
时光在流逝，时代在变迁。 我们作

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中华传统文化的
“根”深深扎在心底！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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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背影渐行渐远

溽热慢慢隐退

越界的风 跃跃欲试

枝头脆弱的树叶

终因体力透支 站立不稳

而纷纷凋落

蝉鸣即将谢幕

秋虫粉墨登场

细细的雨丝浸润些许凉意

斜斜飘落

打湿了燕子的羽毛

在檐头缠绵悱恻

池塘里的青蛙

有点撑不稳

手中的那把绿油纸伞

村外的果园

树叶再也捂不住

季节趋于成熟的消息

缀满枝头的果实

挂了一层粉嫩的釉彩

光鲜照人

母亲撒下的一片片高粱

已力不从心

在老家的田边地头

沉重地低下了头

白露

秋天渐入佳境

饱蘸笔墨的秋雨

绷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大地上抒情写意

河滩上茂密的芦苇

手捧一本线装《诗经》
低头吟诵优美的诗篇

风惆怅 夜微凉

夜露凝重

似霜非霜 似泪非泪

力透纸背 揉碎月色

滚动玉润的细腻

隐匿在夜色里的蛐蛐

用雄性足够的荷尔蒙

弹奏行云流水的散板

释放求偶的信息

南归的大雁 思乡心切

萤灯盏盏 照亮归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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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步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马志宇

红旗飘飘 歌声悠扬

大步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全民健身健步走

在欢乐中徜徉

豪迈又豪爽

中原儿女多齐整

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

清晨笑迎阳光

夜晚灯火闪亮

矫健的步伐铿锵

哪怕疾风骤雨

也要用脚步去丈量

喜迎省运会

当好东道主

全市健步运动掀高潮

日月星辰交替

中青年相互照应

从春夏走到秋冬

无需豪情万丈

只要步调一致

同心向上 阳光正好

健步健身健康

一路欢歌畅享

走在幸福的大道

快乐度过好时光

曹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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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乃庆新书《秦楚情仇》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文/图 ）

从黄歇到李斯 ， 从秦始皇到项羽 ，
不一样的天下一统， 不一样的王朝
覆灭， 不一样的历史小说……日前，
周口作家李乃庆新书———长篇历史

小说 《秦楚情仇》 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发行。

往事越千年， 秦楚有遗篇。 秦
国， 一个边陲小国， 为何能跻身战
国七雄并统一天下？ 楚国， 战国七
雄中的强国 ， 为何一步步走向衰
亡， 并被秦国所灭？ 秦、 楚为何缔
结成姻亲之国？ 秦、 楚是战国七雄
中的两个强国， 又是姻亲之国 （楚
国的公主是秦国的太后， 秦国的公
主是楚国贵族的媳妇 ）， 但是 ， 为
了各自的利益， 却又长期交战。 战

后结亲结盟 ， 结盟后又反目为仇 。
《秦楚情仇 》 讲述的就是谋臣李斯
与黄歇的谋略较量 ， 秦始皇与刘
邦 、 项 羽 的 纵 横 捭 阖 。 该 书 分
“秦灭楚 ” 和 “楚灭秦 ” 上下两
卷 。 作者李乃庆以大量的考古资
料和史料 ， 生动还原两千多年前
的爱恨情仇 ， 再现残酷的王者之
战 ， 解开两千多年来诸多的不解
之谜 。 研究历史者可为史 ， 喜欢
文学者可为文。

李乃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文博副研究员、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
会理事 、 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 。
该书是李乃庆继长篇小说 《无路之
路》 《博物馆馆长》 《史官》 和长
篇历史小说 《符氏三皇后》 之后的

又一力作。
《解放军报》 曾发表评论文章，

赞誉该书 ： “《秦楚情仇 》 可以说
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上新出现的一

部扛鼎之作 ， 自然引起了广泛重
视 。 这部小说里流淌出的家国情
怀， 更是让人读来激情满怀， 不忍
释卷。” 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