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6 责任编辑：程文琰 美术编辑：周彦 电话：6199503副 刊２０23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段文真文气
何建华

说段文，必提瘦丁，说瘦丁，也一
定要把段文带上。 前者是学名，俗人
圈里都知道的，段老兄、段乡长、段部
长、段主席、段局长等等一连串称谓，
人们都用熟用透了。 文人圈内一说到
瘦丁，那也是再熟悉不过的。 但是，不
知道先生使了什么魔法，竟然在段文
和瘦丁四字中间垒了一堵墙，相识相
处多年的同僚同事不知瘦丁为谁。 甚
至你到他的家乡，西华县聂堆镇段那
村村头问一老者： 到瘦丁家怎么走？
他会先露出一张茫然的脸，再回你一
句“胖丁也没有”！

段文的名气， 其圆心在川汇区，
周长差不多是沿着周口版图遛一圈。
若说到书法，特别是诗词，这个周长
不知要扩展多少倍， 书法家瘦丁、诗
人词人瘦丁，真可谓“响当当一粒铜
豌豆”！

数十年间， 繁忙的政务之余，沉
下心来做自己喜好的文事艺事，“潜
伏”之深、成果之丰，常给人以惊，叫
人称奇。

好多年前的一天， 西华老领导、
老文士吴绍先先生电话称 ： 来一贵
人，过来陪客。 冒冒失失去了，寒暄，
落座，吴老介绍“段局长”，段局长从
包里掏出一本书赠我，连说“请斧正，
请斧正”。

手捧此书，感激，吃惊。 感激的是
初次见面就慷慨相赠，吃惊的是段局

长与作者瘦丁竟是一人。 这是一本十
分精致的《沙颍诗词曲选集》，蓝皮 ，
硬壳，标名瘦丁著、商莹冰书。 187 页
的诗词曲作品， 出自瘦丁一人之手，
周口著名书法家商莹冰女士小楷竖

行繁体字书写， 那是怎样的精美啊！
恕笔者孤陋而寡藏，这确为本人书架
上当代诗人与书家完美合作之第一，
脑子里突然有了不认真赏之读之就

对不起人的感觉。
书家段文闻听早了，与同为一人

的瘦丁、段文谋面尚属首次。 记得当
天酒酣耳热之后，在吴老简陋的书房
兼卧室里，死缠硬磨，求得段兄一行
书条幅，至今宝之，也是至今所藏段
兄墨宝之独份。 盖了鉴藏印的，决不
会轻易送人。

时光匆匆又十多年，第二次与段
兄见面，是在西华县政协唐金华副主
席办公室，缘于县诗词学会会长袁昶
同邀先生，商谈其新著《西华古代诗
词选释》再版事宜。

近十年来， 特别是退休以后，这
位善做学问的老乡“潜伏”得更深，拿
出超常的毅力甚至拖着病体，专心挖
掘整理濒临失传或已经失传的西华

文化古籍，轻松称“为家乡做点有益
的事”“为家乡留下点文化种子”。 这
次一晤，先生亮出了“小收获”：近 40
万字的《西华古代诗词选释》，封底注
“共印 50 册”；11 万多字的《华邑寻梦

校注》，封底注“印数，30 册”；《王鼎镇
诗文集校注 》，19.5 万字 ，封底注 “印
数 ，30 册 ”； 《聂堆镇历史与文化稽
考》，13.5 万字，封底注“印数，20册”。

业内人清楚 ，这种搜求 、诠释与
校注类著作， 远远不同于写小说、编
故事，要坐冷板凳，耐得住熬与磨。 先
生讲， 明明知道西华有哪首诗传世，
苦于几年找不着，一旦查出，“高兴得
想蹦”。 如此浩大甚至一个团队耗时
多年才能完成的工程，能耐住性子且
功底厚实的段文先生竟做得如此出

色，不能不说这是西华乃至周口文坛
一大奇迹，甚至，这是没任何报酬、自
愿自费做成的。 虽印数少微，但总算
真正为家乡“留下了文化的种子”。 想
想先生病中斜倚在床上三个多月校

对书稿的情景，真令人唏嘘！
让人欣喜的是，西华县政协方面

已明确表态，《西华古代诗词选释》一
书，将于 2023年下半年加量再版。 其
他各书，也已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关
注，决不能让段文先生仅印二三十册
的辛劳之作再度濒临失传，加量重印
只是时间问题。

2023 年 4 月 14 日， 有幸陪同段
兄到西华奉母镇奉母城村进行文化

考察，另一位同行者兼司机，则是西
华皮营籍文化学者理勤曾先生。在奉
母南岗王鼎镇、 王遵训父子墓园，段
先生话语不多，但说出来即让人觉得

确是有备而来，一语中的，富有学术
含量。 他指出，“王氏父子双翰林”一
说不确， 应为“王氏父子双进士”，明
末清初的王鼎镇、 王遵训父子俩，儿
子中进士授翰林，父因子贵而为中宪
大夫。 又说，王鼎镇死后葬在了奉母
西南的岗张村， 到清朝中期后才迁
回奉母王氏祖茔。 问其依据，答曰：
清乾隆《西华县志》王鼎镇墓志有明
确记载。 后经一查，墓志上说王鼎镇
“历任江南驿传道、按察司副使，以侍
御覃恩进阶中完大夫”“卜以己酉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于岗张村之新阡”。
如此说来，长期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
“父子双翰林碑”就难以解释了 。 说
到眼前的王遵训墓，先生明确讲：真
实的王遵训墓在奉母东 12 里的固
厢村，至今犹存。 这么一说，奉母南
岗的王遵训墓无疑是今人搞的封土

堆了。
在王氏后人王银生家，实地察看

王鼎镇三堂弟王鼎泰墓志铭后，段先
生又发表许多真知灼见，于是更加佩
服他的治学精神，以及优良文德。

先生凡诗词面世， 皆署名瘦丁，
而以学者著述时，多以段文名之。 学
者与诗人中间这堵墙设得真切而巧

妙。 先生长我一岁，已是奔七之人了，
创作势头不减，确为文坛一宝。 期待
常见大作，同时注意身体，多转转多
玩玩为好。 ③22

老枣树
曾威

那棵老枣树在老家的院子里至

少已经存在五十年了，我不知道它确
切的年纪。 我爸也不知道，因为在他
很小的时候，对那棵树就有印象。

原本，院子里有两棵枣树 ，后来
砍了一棵， 现在就剩它孤零零地长
着，如一个长寿老人，熬败一茬又一
茬人，别人都死了，它还活着。

在它经过的这几十年里，或者说
在时间经过它的这几十年里，房子重
盖了两次， 房子的主人换了两次，它
的根只是往下再深扎一些，枝干往上
再扩展一些，直到院子的领空和领土
都被它掌控，直到时间带走了一代代
的人和事，它依然坚挺如初。

春来的时候， 相对于其他树木，
它发芽是最晚的，黑黢黢的，一直站

在那儿，仿佛身体里还藏着巨大的冬
天，仿佛还在做一个长久的梦。 当杨
树叶已经长到幼童巴掌大时，它依然
黑黢黢地站着。 我一度以为它死了，
在梦中再也醒不过来了，但是几乎一
夜之间，嫩绿的新芽布满枝头，像孩
子钻出被窝，令人猝不及防。

然后一发不可收，它的叶和花迅
速到来，蓬蓬勃勃，郁郁葱葱，招蜂引
蝶，占尽春光。

这让我想起了村里的一些人，在
商海里抢了先机，腰缠万贯，趾高气
扬，说话声振屋瓦，做事咋咋呼呼，后
来竟一日日衰败下去。 但是呢，也有
那么几个人，每天粗茶淡饭，看起来
病恹恹的， 平时喘气都不敢大声，却
越活越旺、越过越好，日子波澜不惊，

儿女事业有成，愣是把一条小溪汇成
了海洋。

老枣树一定知道这些事，它站得
那么高，根扎得那么深，什么秘密能
瞒过它的法眼？

这是命中注定还是时来运转，谁
也说不清楚。

老枣树应该清楚， 但它不说，像
一个沉稳的智者，只是默默地吸取着
水分和阳光，等到体内的能量变成了
煤，煤又变成了核，这才缓缓睁开眼
睛，发芽吐绿，抽枝散叶，刹那间照亮
了时空、惊艳了世界。

过了春是夏，夏之后是秋。
秋天的时候 ， 它的枝头硕果累

累，让虫子和小鸟第一个先尝，让世
俗的人大量采摘，让无心的风雨吹打

落地，让地上的泥土收容腐烂，一切
都顺从着自然和天意。

对一棵庄稼来说，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也是失去的季节，结满果实就
意味着要面对镰刀，这是幸运还是悲
哀？

而一棵树呢，会不会跟庄稼的感
受不太一样？

舍去多少， 不一定得到多少；得
到多少，却一定要舍去多少———晚舍

不如早舍，因为最后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空的吗？
当晚秋的风吹来，当寒冬的雪覆

盖，树上的黄叶沙沙作响，我似乎听
见隐秘的回答。

那回答，来自老枣树 ，来自心中
的老枣树。 ③22

那年麦天
晨曦

“芒种麦登场， 龙口夺粮忙”，是
中原地区的一句农谚，意思是芒种节
气前后，要开镰收割麦子了。 又是一
年芒种到，听着远处传来的布谷鸟叫
声，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二十多年前
的那个麦天 （豫南方言 ， 即麦收时
节）。

那年麦天的阳光格外灼热，空气
似乎都扭曲了起来， 田野上空弥漫
着醉人的草木香气。 豆大的汗珠湿
透农人的衣襟， 但大家脸上的笑容
比阳光还灿烂。“晴天好啊，得抓紧抢
收！ ” 他们一边忙碌着准备镰刀、麦
杈、木锹等收麦农具，一边暗自庆幸
天公作美。 备齐收麦农具后，要忙着
平整麦场，把土层锄松，洒上水，撒上
一层上一年积存的麦秸麦糠，然后开
着手扶拖拉机拉着石磙开始碾场。这
些做好后，过不了三五天，就该割麦
了。

张罗农具 、平整麦场 ，都是 “前
菜”，接下来的收麦打麦，才是麦天的
重头戏。 收麦是个大活儿，需要全家
人上阵。 那些年为了助力夏收，麦天
时， 中小学校都会放十几天的麦假。
收麦子时，大人小孩都会戴上草帽以
躲避滚烫的阳光，金黄的草帽就像一
个个小飞碟， 随着人们割麦的动作，
在浅金色的田间起起伏伏。

割麦时，父亲总是打头阵 ，他左
手将麦子一拢， 右手持镰刀随之而
上，左右手极为默契地工作着，以半

蹲的姿势又快又稳地前行，他几乎不
起身。 母亲紧随其后，她习惯弯着腰
割麦，偶尔直起身子，缓解一下腰肢
的酸痛。 姐姐最精，还没割几把麦子，
就问大家渴不渴， 然后跑到地头拿
水，或者直奔不远处的西瓜田，挑一
个西瓜，破开分给大家。 割麦时，我喜
欢半蹲着，累极了的时候，就一屁股
坐到地上。 这时，母亲就对我说：“不
怕慢，就怕站，咱抓紧割完就能休息
了！ ”弟弟还小，也闲不下来，他提着
编织袋，捡拾遗落的麦穗，一天下来，
能捡上小二斤呢。

等一片麦子割得差不多时，就该
捆麦个子了。 捆麦个子时，需要先用
脚将麦子拢一拢， 然后将麦子抱起，
放于草绳之上，并且需要头尾交错放
置以保持麦个子两头均衡，最后拽住
草绳两头收紧系牢，一个麦个子才算
完成。 接着就是下一根草绳，下一个
麦个子。 直到这一片麦子打捆完毕，
再开始下一轮收割。

收麦时，为了抢时间 ，我们几乎
每天天不亮就下地， 天黑了才回家。
中午母亲回家做上一锅甜面叶，再调
一盆凉菜，解渴、管饱又方便的午餐
就搞定了。 母亲把饭菜拿到地头阴凉
处，几口人席地而坐，飞速进食。 天黑
回到家，熬上一锅绿豆水，摊几张煎
饼，就是一顿简单的晚餐。 有时，大家
没胃口，简单洗漱后，就进入酣眠了。
农人对这样的麦收节奏已经习以为

常，多变的天气使抢收时间变得异常
紧迫，人们不得不拿出最大的勇气和
决心投入麦收之中。

麦子收得差不多时 ， 就要将麦
个子拉到麦场上了。 那时，农用三轮
车还没有普及， 大多数人家用的是
排子车。 装麦个子的时候，父亲和母
亲用麦杈将麦个子扔上排子车 ，我
们姐弟仨在车上码放， 直到把麦个
子装成小山才罢休。 装满车后，父亲
把排子车套在拖拉机上， 飞快地摇
动摇杆，启动拖拉机。 摇动摇杆的时
候 ，父亲额头上 、脖子上 、胳膊上暴
着青筋，我和弟弟攥紧拳头，似乎这
样就能把力气传递给父亲 。 拉到麦
场上后，就要把麦个子卸下车，等待
打麦。

打麦也不是轻省活儿，同样需要
全家上阵。 我家和三伯家合买了一台
脱粒机， 那时的脱粒机还比较简陋，
需要有人往脱粒机里输送麦子、有人
用麦杈挑麦秸、有人接麦粒……我家
打麦时，母亲输送麦子，父亲挑麦秸，
我和姐姐撑着袋子接麦粒，弟弟在麦
秸垛上跳来跳去，把麦秸压实。 整个
打麦过程紧张忙碌， 容不得一丝分
神。 一场麦打下来，我和姐姐满头满
脸都是麦芒粉尘，大颗汗珠从额头滚
落，在脸上脖子上冲出一条条白色的
沟壑，我俩成了花脸猫，指着彼此哈
哈大笑。

刻在脑海深处的麦天回忆，不仅

有紧张的农忙，还有无尽的快乐。 上
个世纪 90 年代末， 人们的物质生活
远不如现在丰富，孩子们的零嘴儿大
都来自田野。 而麦天，几乎漫山遍野
都是可口的野味。 麦穗儿在手心里揉
搓几下， 饱满的麦粒就脱皮而出，放
在嘴里嚼一嚼， 满口的香甜让人沉
醉，等把甘甜的淀粉咽下，剩下的面
筋就变成泡泡糖了，美滋滋地吹个泡
泡，能收获翻倍的快乐。 烧麦穗儿也
是一道美味，烧熟的麦粒散发着浓浓
的麦香，让人垂涎欲滴。 除了麦穗儿，
还有野草莓、桑葚、酸酸草、小螃蟹、
小鱼虾等等，这些或酸甜或鲜香的野
味，抚慰了麦天的焦灼，也装点了无
数人的童年，让人在往后余生回味无
穷。

今年麦天，满怀丰收期待的农人
遭逢“烂场雨”，病重卧床的母亲对此
忧心不已。 前几天回老家看望母亲，
夜里我在她病床边陪护。 模模糊糊
间，听见母亲急促地轻呼：“山，下雨
了，咱们快去收麦啊！ ”定睛一看，原
来是母亲做梦了。 山，是父亲的名字。
或许，在母亲的梦中，父亲还健在，她
和父亲依然年轻力壮，依然能够守护
属于他们的那片麦田。

看着满头白发、被病魔折磨的母
亲，听着她急促的呓语，泪水不受控
制地滑落。 如果可以梦回童年多好，
多想在那个灼热的麦天，将一切定格
成最美好的模样……③22

散文

随笔

随笔

苏亭赋
沈达顺

宋熙宁三年 （公元 1070 年），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
家苏辙，被贬任陈州教谕，于柳湖
筑读书台， 邀兄苏轼及张安道、李
简夫等雅聚吟唱。 明成化六年（公
元 1470 年），知州戴昕葺之。 亭基
船形，寓“宦海扁舟”。周植莲花，故
又冠名 “苏亭莲舫”， 遂为陈州名
胜。 明清时，苏亭莲舫争为诗家题
吟，佳句频仍。清之后此台渐圮。丙
子（1996年）春，城湖开发潮涌。 架
飞虹以凌波，建亭台以玲珑，遂有
读书台循址柳湖以重生。 泛舟登
临，拨浪思涌，访先贤慨难追，度跬
步寂无声。 遂成拙句以遣怀，缅古
悠悠之衷情。 其曰：

豪放天纵①，汪洋澹泊②。 坳中
浮芥，凌寒松筠③。 教谕州民，播文
大成。 步苏园以仰卿雕，顾莲亭似
闻书声。 宛丘学舍泛舟莲海，兄唱
弟和旷世深情。苏轼赋：“桂棹兮兰
桨，击空明兮溯月光。 ”“驾一叶之
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挟飞仙以
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④此非当年
子瞻子由月下柳湖放歌之情乎 ？
是时也，银辉皎皎，星汉耿耿。 聚
文友之流觞，丝竹呜呜。 遣雅韵之
兰亭⑤，玉露泠泠。 共题咏以莲字，
冰清玉洁；伸正直以修身，汲淡濯

清⑥；馨馥无逾，稀世荃蕙；光照丹
青，千古高风。船踯躅水潺盢兮，芙
蕖⑦缠绵；君窈窕子缱绻兮，洛水惊
鸿⑧。

余叹曰：赤壁惊涛，千堆雪浪
淘风流⑨，成就一代文豪名。苏亭莲
舫，几度夕阳铺锦绣，流芳万世共
吟咏。 ③22

注：①豪放天纵：苏轼文风豪
迈奔放。

②汪洋澹泊：苏轼称苏辙散文
“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
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

③坳中浮芥，凌寒松筠：苏辙
在其诗《宛丘二咏》中的自喻。

④“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
月光”“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
属”“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
终”，皆为苏轼《前赤壁赋》中名句。

⑤兰亭：王羲之《兰亭序》。
⑥汲淡濯清：指荷花汲淡水而

养身，濯清涟而不妖。
⑦芙蕖：莲花。
⑧洛水惊鸿：曹植《洛神赋》中

洛神宓妃。
⑨千堆雪浪淘风流：苏轼《念

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有“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浪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句。

赋

印象淮阳（组诗）

田军

��������印象淮阳

拷问五千年的历史

履历表里找到你曾用的名字

宛丘 陈 淮阳

拈出哪一个

都感到厚重 厚重

不知道那

一湖净水

从哪里飘来

千年的白龟

也说不清

未见过干涸 亦未见过溢出

一万多亩

就是在天堂

也是颗璀璨的明星

淮阳

在淮河之北

被阳光润泽而名

春天再次唤醒大地

温暖的二月

在拥挤的人群里

流动

流动时的拥挤

穿越厚厚的墓碑

寻找洪荒时代的牵挂

抑或爱情

用尘埃洗去尘埃

用豆萁燃着豆萁

七步之遥

方寸之间

就能见证三国

见证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的历史

用一生的思考

感受淮阳之行

于京华烟云处

满湖苍翠正值萌动

站在平粮台上

聆听那一曲弦歌

仿佛拥有了那远古时代的

壮志豪情

淮阳真的古老

淮阳真的神圣

阅读太昊陵

在晨曦初露的光芒里

读你的金碧辉煌

门前那一树槐花

引来万里之外的香客

在午门前拜谒祈祷

站在滥觞的门檐下

想那无边的旷野

谁在飞奔

带着嘹亮

带着憧憬

游走在

那神圣的殿堂里

揣摩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肃然起敬

把那后花园的蓍草

也掐给我一枝

回身再拜

历史的河流

特别芳菲

特别幽静

淮阳西湖

谁的丹青妙手

把杭州西湖

写得那么美

在宛丘 在陈州 在淮阳

虽说没有断桥 没有苏堤

可站在平信桥上 呐喊一声

也是风云滚滚 战马嘶鸣

站在苏亭莲舫里 写一首诗

也是大江东去 拍岸有声

借一叶小舟

游荡在淮阳西湖里

几杯小酌

也能把几千年的历史

醉了

又醒③22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