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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弹

一部有温度、有张力的爱情长篇
———读于华作品《青春岁月》

陈廷一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部有
温度、有张力的长篇力作。 这是我
读于华先生《青春岁月 》的第一直
感。

《青春岁月》 是于华先生的新
作 ，全书近 60 万字 ，由 《小杨庄之
恋 》《大别山之恋 》《柳河湾之恋 》

青春“三恋”曲组成，由九州出版社
出版。

此书写了作者青春岁月中的
“初恋 ”与 “闪恋 ”， “热恋 ”与 “冷
恋”，“明恋”与“暗恋”，山里山外的
“童言之恋” 与碧野月下女知青的
“朦胧诗恋”……

在这一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的岁月长河里， 群莺与孤雁共舞，
热泪与冷雨齐飞。 时而山重水复，
时而花明柳翠，章回意味甚浓……

在当今时代，写作成了不少作
家凸显自我价值的舞台，而于华先
生的 《青春岁月 》长篇 ，逆潮流而
动 ，在他青春生命的长河中 ，始终
以 “国兴我兴 、国衰我悲 ”为主线 ，
歌颂时代、歌颂国运、歌颂改革、歌
颂爱情。

应该说这是 《青春岁月 》最值
得称赞叫绝的。 应该说这是一部主
旋律的作品，充满着正能量。 我喜
爱年轻 ，我喜爱这样有温度 、有张
力的作品。

一如于华先生在开篇序言中
所言：“青春由磨砺而精彩，人生因
奋斗而升华。 ”于华先生是一个文
艺青年，1962 年春南乡逃荒， 开始
流浪卖艺的生涯，他没多写卖艺生
活的艰辛，抑或别人笑声中自己眼
中的泪花。 在他的眼中，异乡善良
的乡亲热情地接待收纳了他和父
亲。 白天，被称作“小画匠”的他，为
人们作画，画山水花鸟、人物速写。
夜幕降临 ，油灯点点 ，他吹竹笛父
拉弦 ，村中的小姐妹们唱起了 《十
送红军》……

后来，他又成了大队文艺宣传
队的“小导演”，导演出一幕幕样板
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几个小姐
妹也真实演绎出人生的爱情悲喜
剧。 十年过后，异乡不光收留了作
者，还让他成了第二故乡“淮河湾”
的金龟女婿。

1978 年，随着教师父亲的平反
昭雪 ， 于华与爱妻洒泪惜别淮河
湾 ，返回古城淮阳 ，经高考民师转

正，毕业分配到沈丘师范。 进入新
世纪，沈丘师范整合升格为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 他也成为市劳模，晋
级教授。 应该说人生如戏，先苦后
甜，人生圆满。

一曲羔羊跪乳的感恩之歌 ，
一部芳草天涯的婚恋传奇 。

书 中 不 少 虚 实 相 间 的 爱 恨
描 写 ， 是 让 人泪 目 的 ， 因 为 真
实 。 尤 其 像 是 一台 青 春 剧 的 艺
术 ，有舞台美 、音乐美 、舞蹈美 、
青春美 、视听美 、爱情故事美的
特征 。

我曾想 ， 这样的舞台式的爱
情故事 ， 更适合做影视剧之材 。
相信国内影 视 公 司 的 慧 眼 识 玉
吧 。

我与于华先生素未谋面 ，看
了他的 《青春岁月 》，生发出一些
感想 ，仅写这些 ，献给大家阅读 。

“周口作家群”再添力作，祝贺
于华 ， 也祝贺厉害的 “周口作家
群”！ ②8

苇窝子
晨之风

苇窝子是豫东一带用苇毛缨子
做的草鞋的俗称。 上个世纪，到了冬
天，天寒地冻，那个时候冬天似乎特
别寒冷， 鹅毛大雪经常会飘上几天。
御寒就成了一件令人头疼的大事，稍
有不慎，就会冻伤皮肤，而脚部受伤
最为严重。 不过也有办法，贫困考验
智慧，扎根乡土的农民会想出好多办
法渡过难关。做苇窝子就是很有效的
御寒措施。

记忆里，故乡村落的东面是一个
苇塘，大概有十来亩地。芦苇都是野生
的，自生自灭。到了冬天，芦苇枯黄，最
终干枯而死。困难的日子里，村里人用
芦苇编席子、苇叶做柴火，而苇毛缨子
也在冬天派上了用场， 村人用它垫棉
鞋，更多的是用它来做苇窝子。

做苇窝子绝对是个技术活，不是
谁想做就能做的，只有村里的能工巧
匠才能做出来。 那时候，小孩子似乎
都以在冬天拥有苇窝子为最大的骄
傲。我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些穿苇窝子
的同龄人，他们走起路来，高人一等，
趾高气扬，很有气势，又似乎很有风
度。 在冬天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
上，发出“咔、咔、咔”的声音，颇有节
奏感。于是，我内心就有一个愿望，一
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苇窝子。

1988 年，我上初中。 冬天来了，
教室里都是用塑料布代替玻璃，还有
调皮的学生在上面挖洞。我坐在座位
上 ，冻得不行 ，尤其是脚 ，几乎麻木
了，大多数同学的脚都被冻伤了。 父
母更是着急， 他们想给我买棉靴，却
没有足够的钱。碰巧大舅到我家走亲
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大舅是木
匠， 是外祖父所在村里的能工巧匠。
可大舅的村里没有苇塘，缺乏做苇窝
子的原材料， 他让父亲找些苇毛缨
子，要为我做双苇窝子。

苇窝子的原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实际上就三样：木板底子、苇毛缨子、
麻绳子。 大舅长年做木匠活，做苇窝
子当然不在话下。他用做木匠活剩下
的木头很快做好了木板底子。木板底
子要做得厚些，显得结实耐磨。 特别

是下雪天可以在雪地里或者泥地里
行走，不至于弄湿鞋面。 木板底子做
好后， 要在上面用钻头打一周孔眼。
孔眼要控制好深度，不能穿透木板底
子，然后把搓好的细麻绳连同木楔子
用锤子打进孔眼，固定结实。 下面就
是编苇窝子的过程了，整个过程以麻
绳为经线，以苇毛缨子为纬线。 编织
的时候考量人的眼力，什么时候该收
拢，什么时候该放开，还有鞋的封口，
这些完全靠编织者揣摩。大舅大概是
职业习惯，他还量了我的脚码，力求
做出的苇窝子适合我的脚。大舅的速
度还是蛮快的，一上午时间就给我做
好了苇窝子。他还专程赶到我家把苇
窝子送给我，正赶上三九天气，我心
里甭提多高兴了，不亚于穿上了现在
的高档皮靴。

大舅把苇窝子拿到家的当日我
就穿上了，走在校园里我似乎很有炫
耀的味儿。 以前个头在同学里我很
矮， 穿上苇窝子一下子增高了许多，
没有了以前低人一头的感觉，我好像
活出了自信。苇窝子里垫有厚厚的苇
毛缨子，后来母亲还为我缝了厚厚的
棉垫子。 上课时，坐在教室里再也不
用担心冻脚了。 走路的时候，大概是
摩擦生热，苇窝子暖烘烘的。 不过穿
上苇窝子，不能走路太快，更不能奔
跑，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走。

穿着苇窝子， 尽管模样笨重，但
就是暖和。 当然，穿着苇窝子也有诸
多不便，到食堂买饭不能穿，因为人
多，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早上跑操时
不能穿，穿上苇窝子是绝对不能奔跑
的。 后来，母亲给我准备了手工做的
棉靴， 到食堂买饭或者跑操时穿，其
他时间穿苇窝子。 就这样，有了苇窝
子的“保驾护航”，这个寒冬，我的脚
没有被冻伤。

岁月渐行渐远，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苇窝子早已退出了人们的
视线。 今天的我回首困难的年代，还
是要感谢苇窝子在寒冬带给我的温
暖，而大舅做的苇窝子也无疑成了一
个亲情符号。 ②8

周口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介绍之
王氏烧酒酿造技艺

李剑文

王氏烧酒酿造技艺是 2011 年 12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扶沟白潭王
氏烧酒酿造技艺起源于明朝洪武元
年，是王氏祖庭手工私密佳酿，距今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据王氏家谱记载：始
祖正，字大公，明朝红旗督总，乃陈桥
石梁王氏之后裔，洪武元年，因战功显
赫，封地白潭。 始祖好酒，迁白潭有酒

师随行。王府中有古井一口，活水昼夜
翻涌， 传为白潭龙派精华， 乃酿造好
水。 大公煮酒初成，酒清爽甘洌，香飘
十里，饮之壮人魂魄亦不头晕。 一时，
方园千百，遂知白潭美名。

大公之后代， 秉承其酿酒要素，
潜心摸索 、反复试验 ，逐步把酿酒的
酵曲、粮食、水、温度及其他工序配合
到最佳程度。 每年端午采曲，并精选

四十多种名贵的中草药按春夏秋冬
四季的不同与曲配制在一起，然后拌
入清蒸二次的粮食中， 再用缸发酵，
人工控温，特制木桶 （杉木 、柏木 ）蒸
馏，一滴滴珍馐问世 ，随即进行地窖
储藏，这也是王氏烧酒酿造技艺独特
的工艺“清蒸二次清”。

酿酒的主要原料为纯粮食 ，采
用中原沃土种植的小麦﹑ 高粱﹑玉
米﹑豌豆 、水稻等 ，在手工酿制过程
中感知物态的灵性 ， 用经验和悟性
口传心领 ，代代延续传承 ，酿出的酒
液莹澈透明 ，清香馥郁，入口香绵醇
正 ，口味甘爽 ，韵味绵软 。 其主要组
成是乙酸乙酯和乳酸乙酯 ， 两者结
合散发出独特的清香———清 、 爽 、
醇、净，饮后不上头 、不伤胃 ，使人心
旷神怡。

王氏烧酒酿造技艺自创始人王
正（1344 年~1391 年）至今，已传承到
第十九代。 2017 年 9 月，第十八代传
承人王书占（1949 年出生）被河南省
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 2022 年 5 月，第十
九代传承人王庆华 （1977 年出生）被
命名为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
王书占、王庆华及传承人郝永霞

在继承传统酿酒工艺的基础上潜心
研究、大胆创新，根据全年 24 节气的
变化精确配方比例，使王氏烧酒质量
不断提升 、产量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
扩大。 目前，王氏烧酒拥有王氏烧酒
老酒坊、 王氏烧酒博物馆和 1000 多
平方米的王氏烧酒窖藏，产品销往安
徽、湖北、陕西、山西等地。 2021 年 5
至 6 月， 被企业信息公示管理系统、
全国招投标公示平台、全国中信查企
业信用管理中心评为“全国消费者放
心满意酒”“全国优质酒水金奖单位”
“中华名优老字号 ”；2021 年 7 月 ，在
中国国旅深圳旅游协会、中国民营企
业质量诚信协会、华视传媒举办的河
南省首届寻找 “最具品质 ”酒业公司
网络评选大赛中获亚军。

当下，传承人在扩大生产和销售
的同时 ， 正在对王氏烧酒酿造技艺
进行文字编写 ， 对酿造流程进行录
像和绘图 ，筹建 “王氏烧酒陈列馆 ”，
希望可以培养更多传承人 ， 带动乡
村振兴 ，为本土的经济 、文化建设作
出贡献。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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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作家李乃庆
“廉吏三部曲”出版发行

本报讯 日前，我市作家、文博
研究员李乃庆创作的 《黄霸传 》
《张咏传 》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
行 ，和之前出版的 《汲黯传 》组成
“廉吏三部曲”，让为国赤诚、为民
赤心、为政清廉、敢讲真话的汉代
著名廉吏汲黯、 黄霸和北宋著名
廉吏张咏，走出历史深宫，成为当
代人争相效仿的榜样。

李乃庆曾任淮阳博物馆馆
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有着得
天独厚的文物考古资料和史料优

势，已出版《秦楚情仇》《符氏三皇
后》等多部历史小说。 《汲黯传》于
2020 年 5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
行，近期，《黄霸传》《张咏传》由作
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 即有独
立发行的单行本， 又有三部套装
本。 汲黯、黄霸、张咏出身不同，所
处时代不同，出仕渠道不同，但清
廉爱民如一人。 “廉吏三部曲”史
料翔实，语言生动，为我们展现了
不同出身、不同时代、不同时代背
景下的廉吏形象。 （本报记者）

翰墨抒怀

王学岭诗词书法作品欣赏
如梦令·新年
声沸残寒云厦。 共计斑斓

流泻。 忽又一年来，问可与春
风雅。 风雅。 风雅。 仙子笑吾
何也？

新 年
袅袅声回如鼎沸，
今宵共语岁华多。
屠苏在案香流醉，
陌上行思路佩珂。
可盼元初催碧草，
全无老态问笼鹅。
东风吹得人风雅，
不为青春却为何？

小 寒
小雪雕来玉里仙，
寒时暖意促花缘。
凌波绰约轻盈步，
借水工奇皎洁篇。
自是无穷芳草第，
如今可待莽林宣。
余香朴素消沉郁，
雁字冰心梦锦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