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是周口的（组诗）

———献礼中国“文学之乡”周口
霍莹

鹿邑：老子《道德经》

我翻遍资料，唯有一个目标。 只想把老子写
最好

纵然心里知道，老子本来就是最好
我不知道我是谁，你却知道你为了谁
你在豫东南屹立千年，我在豫东南将你追随
踏着你的足迹，在太清宫里照过相、升仙台前

上过香

那十三发哑弹，那升仙台旁的忏悔碑，在时光
里来来回回

我虔诚顶礼，膜拜华夏祖先
老子广场上瞻仰老子雕像， 好似沐浴老子深

邃的目光

向内看，经典篇章穿透尘世闪耀万丈光芒
用时间丈量，你与今天相距很遥远
用日常计算，你依然活在今天
《道德经》，五千字的绝世经典
五千字，五千座星子，让黑夜熠熠生辉，明亮

如昼

八十一章，八十一亿回惊艳，让每个小宇宙都
接地连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生生不息是我华
夏民族

沈丘：惊艳岁月《千字文》

一千四百多年的薪火传至今天， 我们从木简
上感念祖先

每一个汉字都是华夏祖先对后人的深切呼

唤，字正腔圆
你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云腾致雨，露结为

霜……
《千字文》穿越风雨沧桑，矗立沈丘槐园广场
端庄典雅的古老气息，滋生花团锦簇的遐想
一条时间河，搁浅船舸无数。 而文字总是微笑

着驶向我们

仰望他，拥抱他。 一股旷古暖流与血脉相连，
遍布全身

他隐于红尘深处，贵而不媚，雅而不俗
一字千钧，一片繁花似锦。 行走在字里行间，

越千年

远古流淌着今天的故事， 洪荒中生长澄清的
心灵

太康：山水谢灵运

走进你的文字，找寻真正的你
站在池塘边打量从你眼里生出的春草

走近一段高墙，仰望柳叶之间的鸣禽
江山易主， 你带着苦难折磨行走在奇山异水

之间

你钟情山水，享乐山水，归隐山水
用身心感受一花一草一寸土

或高雅，或清丽，或厚重。 一并揉进你的呼吸
你就是山水，山水就是你
你在山水里浣洗尘世， 打捞出的文字犹如芙

蓉出水

晴则明丽不俗，阴则深幽不污
那些文字由新鲜至陌生， 是你另辟一片文学

蹊径

沿着墨香曲径通幽， 你的山水牵着初唐诗人
步入一派田园

直至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全然盛开

扶沟：程门立雪

此处当年栖凤鸾，凤鸾栖处少严寒。
至今雪雾荒台上，犹带春风气一团。

———吕阳桐（清）
这首诗，说的就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理学奠基人程颢创建的扶沟大程书院。

大程书院里，大儒端坐窗前
杨时、游酢踏着青石台阶，推开朱漆大门。 雪

花纷飞

二人走进书院，一心求学。 重檐叠脊，布瓦跑
兽，落雪跌入清幽

雪在试探诚心，下了一尺多深。 门前站立者已
是两个雪人

飘雪继续。 而人，只愿等待，不肯离去
程颢开启学问之门，雪人膜拜顶礼
大程书院银装素裹。 此刻，文学的春天生机

盎然

立雪讲堂肃立。 讲堂内外，春风徐徐，文风大
盛，声名鹊起

繁华已是过往，佳话皆成文章。
大程书院 ，一座神圣的精神殿堂 ，屹立扶沟

大地

商水：辞赋宋玉

对楚王问：你有话要说
一说通俗歌谣：下里，巴人。 听者众多，人人会唱
二说高雅之作：阳春，白雪。 跟唱的人不过几个
你倾国倾城的容貌，九辩的才华。 越横溢越是

曲高和寡

君王眼里你只是一个辞臣而已

清高遭嫉妒。 你浸润在楚国山水里
楚风微醺，你开垦一片处女地。 赋在孕育
伤春悲秋之意，抒情写景之际，楚辞汉赋之间
你是赋圣，你成就经典
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着粉太白，施朱太

赤。 太经典

郸城：王禅故里

王子独立王子桥上，眺望时间河静静流淌
他入山采药修道，嵩山东南学仙
他精于兵法，奇门遁甲，五行八卦
他求得一睹“天书”芳容
用兵之精华全部陈列脑海之中

一部《鬼谷子》，通天彻地，世人不能及
兵法家尊之圣人，纵横家尊之始祖
谋略家尊之谋圣，道教尊之王禅老祖
他隐于世外鬼谷，将天下置于棋局
他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吕不韦、白

起、王翦、乐毅、毛遂等 500 多门生
他们出将入相，左右列国存亡，操纵战国大时

代的走向

一部《孙子兵法》，依据王禅教法撰成。 三十六
计，当今兵家仍在沿用

此功垂千古。 功成者，郸城王子庄王禅老祖

西华：箕子读书台

纣王骄奢，你心痛如割。 一隅读书台是你的心
灵栖息地

装疯卖傻，你是情非得已。 纣王果然亡了国，

亡了自己

武王问殷商亡之何故 ，你望着读书台 ，闭口
不语

再询治国之道，你箕子陈述《洪范九畴》
然后，率众人躲避，远走他乡，不再为官
麦子扬花秀穗时，你思国怀乡，途经故土
分开旺盛的庄稼，锳着荒草芜棵，踏进遗留岁

月里的残破老屋

你想哭 ，忍了再忍 ，忍住不哭 ，却没忍住文
字哭

以秀麦的名义，高歌一支家国恋曲：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 ，不与我

好兮

顷刻之间，秋风呜咽，鸟雀悲鸣，四野流涕

项城：建安七子应玚

建安七子有你，生逢乱世，踌躇满志
你怀抱国家统一的愿望，行走官场
满腹经纶赢得曹氏父子封官褒奖

诗多忧伤。 和而不壮，悲和喜都不激昂
你温和地活着，平和地交出自己，毫不张扬
大疫泛滥，你未能脱身避让。 病入膏肓
你壮志未酬，生命即将潦草收场
你抱病身，写《别诗》，怀念故乡
浅浅数语道不尽临终欲归不能的深深惆怅

你的平和沉稳，你的真，深得人心，也最迷人
你有建安风骨，我寻得十六个字：
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送给你，恰如其分

淮阳：羲皇故都

上古时代，一个叫华胥的姑娘，在雷泽偶踩大
脚印。只一下，便有了身孕。十二年后，生下一个蛇
身人首的儿子，他叫伏羲

他散发披肩，身系鹿裙。 或头戴蓑笠，身着棉
麻裤衫

他神圣有德，统一华夏，定都在陈，封禅泰山
他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

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
须鲸的须，创立中华民族的图腾———龙。 华夏民族
都是龙的传人

他是人文始祖。 他仰观天象，下雨下雪、打雷
打闪；他俯视地上，刮风起雾，飞鸟走兽。 依天地阴
阳之变化，创造八卦，开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

他模仿蜘蛛结网制成网，渔猎
他创造文字替代结绳，记事
他制嫁娶，男女对偶，用鹿皮为聘礼
他正姓氏，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

官职为姓

开启中华民族的姓氏之源

他教民驯养野兽，自此，人类有了家畜
他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结束只知其

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

他发明乐器，创作乐曲歌谣，陶埙、琴瑟氤氲
他的灵气。 他让音乐走进心灵，让生活载歌载舞

他一画开天，仍身处一片荒芜。 他娶妻生子，
命名万物

自他之后，世界生机无限，华夏薪火相传①8

随笔

散文

定风波·军功永记
翟明

今日晴明昨夜风， 忽闻将
士立新功。 碧海绿原擎剑戟，霹
雳！ 舍生取义卫和平。

地震洪峰强忍泣， 屹立，解
忧纾困继黎明。 众志成城开世
纪，砥砺，萦心社稷筑长城。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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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颂
刘忠全

红得像霞

在黑暗中升起

把光明投给大地

红得像火

烧毁腐朽和愚昧

也在烈火中锤炼着自己

红得像血

滚动着先辈的热流

充溢着青春的活力

没有她

中国不会屹立东方

人民不会扬眉吐气

没有她

大地仍将踏着

反动派的铁蹄

没有她

侵略者又会

瓜分我们的土地

她飞扬在祖国的领空

天空是那样晴朗

小鸟是那样悠闲地

舒展双翼

她驰骋在祖国的领海

海水是那样透明

鱼儿是那样自由地

嬉戏海底

她耸立在祖国的边界

小草是那样自在

界碑是那样骄傲地

把头昂起

啊！ 军旗
火红的旗，胜利的旗

一碗乡愁面
张燕峰

最近， 我热衷于观看美食节目，
发现无论是繁华富庶的江南，还是广
袤辽阔的北国， 人们大都喜欢吃面
条，只是各地做法不尽相同而已。 无
论晨间还是午夜，吃上一碗热腾腾的
面条，不仅温暖身体，还能抚慰心灵。
一碗面唤醒的是故乡记忆，是母亲的
味道，是乡愁的味道。

面条， 一直是我最钟情的食物，
尤其是出门归来，吃的第一餐饭必定
是面条。 奔波跋涉的疲惫、红尘辗转
的委屈、对家和亲人的思念，都在一
碗面里得到消解。 吃完一碗面，便笑
意盈盈，神采奕奕，满血复活。

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初中的时候，
学校离家 20 多里，回家心切，周六中
午放学连午饭都不吃， 直接骑车回
家。那时年幼，力气小，回到家往往是
午后一两点钟了，灰头土脸，疲惫不
堪。母亲已把一只擦得发亮的黑砂锅
放在火炉上，锅里的热汤翻滚，翡翠
般的白菜叶子，悠悠然，浮浮沉沉。母
亲把一把切得又细又长的面条放入

沸腾的汤中， 又把一枚鸡蛋打进去。
几分钟后撒入香菜末， 再淋几滴香
油。 盛入碗里，嗅一下，香气扑鼻，心
一下子就醉了。

面条软而筋道， 荷包蛋洁白滑
嫩，面汤香喷喷的。连面带汤吃下去，
鼻梁上很快沁出了亮晶晶圆滚滚的

汗珠，肚子熨帖，浑身舒坦，真是惬意
极了。 一抬头，母亲正笑吟吟地望着
我，目光中的慈爱和心疼，汩汩流动，
像清澈的山泉水一样。 顿时，幸福像
山间晨雾，在心间弥漫开来，充溢在
身体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胞，每个毛

孔……
后来渐渐成为习惯，每当我从外

面回家， 母亲都会给我煮一碗面条
吃。 仔细一想，面条里藏着故乡泥土
的芬芳，藏着乡人的精神密码，也蕴
含着浓浓的母爱。 母亲的希冀和祝
福、疼爱和呵护，都融入这一碗热腾
腾的手擀面里。 有了这些佐料，面的
味道也丰富了，难怪那样香。

再后来， 我像长出了翅膀的小
鸟，飞离了家的枝头，又飞越山千重
水万条，飞到千里之外的异乡。 多少
次梦回故乡， 都是那红通通的炉火，
那只黑中透亮的老砂锅，那一碗母亲
精心烹煮的混合着葱花、香菜、香油
的面条。醒来，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惆
怅、孤独、迷茫、酸涩……

在异乡的街头踟蹰、徘徊，目光
像探照灯一样，仔细搜寻一个可心的
面馆， 或者早早起床混入采买大军，
千挑万选买来上好的食材，自己亲自
下厨，用母亲的步骤按图索骥，结果
总是形似神远。 恍然明白，那碗面之
所以一直在记忆中香气扑鼻，是因为
有了岁月的加持和母爱的守护。这是
世界上最珍贵最无价的美食，其他食
物无法代替，也无法与之媲美。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 漂泊了三
十年后，满身风尘，倦鸟归巢，最暖心
暖胃的还是那一碗家常面。 只是，母
亲垂垂老矣，岁月的风霜压弯了她的
腰身，也无情地漂白了她曾经如瀑的
黑发，她再也无力捧出当年那碗母爱
牌手擀面。就让我煮一碗喷香软烂的
面条，来反哺我那在时光的雕琢中慢
慢老去的白发慈母吧。 ③22

大 娘
张冬梅

认识大娘已经三十多年了。
那时，我和爱人刚结婚 ，和大娘

在一个院里住着。 我们住在西头，大
娘住在东头。 大娘家的孩子都成家立
业了， 家里只余大娘和老伴老两口。
大娘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前的梧桐树

下，衣着得体，齐耳短发一丝不乱，笑
眯眯地看着出入的人们。 自然而然，
我和大娘就认识了。

那时候，爱人常常出差 ，我也常
常白天黑夜倒班。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
年代， 人们之间的交往较现在紧密。
大娘见我一个人来去，有时候会拉着
我到她家说话。 大娘家里有位慈眉善
目的老人，大娘说：“这是你大爷。 ”大
爷冲我点点头， 和蔼地对我说：“来
坐，坐。 ”亲切地和我闲话家常，使略
显拘谨的我对二老更有好感。

大娘家的院子坐北朝南，一排四
五间正屋，院子西南种有几竿青青翠
竹， 东边有一口农村常见的压水井，
沿着井口弯弯曲曲修有一个小水池，
优哉游哉游着几尾美丽的金鱼。 大娘
还喂了几只母鸡，摇摇摆摆地到处觅
食，处处彰显着主人家的勤劳，透露
着温馨的家的味道。

我和大娘日渐熟悉，大娘的温声
细语、眼里眉梢的笑意，让人如沐春
风，油然而生宁静美好的感觉。 大娘
一生顺遂，从小生活优渥，婚姻幸福，

家庭和睦，儿女争气，尤其是儿子，毕
业于某高等院校，名副其实的天之骄
子，参加工作后仕途顺畅，年纪轻轻
已是一县主官。 大爷、大娘从不张扬，
平易近人，行事低调。

后来，随着我女儿的出生 ，生活
的节奏骤然紊乱。 有一天我急着去上
班，年幼的女儿却无处安置，我第一
个想起的就是大娘。 连个招呼都没
打，大清早我抱着女儿敲开了大娘家
的门。 见到我，就像是母亲见到无措
的孩子，我还没有开口，大娘就笑眯
眯地对我说：“小妞妞没地方送了吗？
放在我这，就放在我这。 你只管放心
上班。 ”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天，担心女儿
换个环境不适应，闹人，让清闲惯了
的大娘劳心费力，不得安闲。 当我终
于挨到下班去接女儿时，映入眼帘的
却是女儿颠颠地跟着大娘喂鸡的一

幕。 身上的衣服还是早晨我给她穿的
那件，没有一丝污渍；小辫是新扎过
的，整整齐齐；小脸儿红扑扑的，干干
净净。 看到我进门，女儿高高兴兴地
拉着我去看水池中的金鱼，撵着一只
鸡对我说， 那个母鸡下的蛋可好吃
了。 小院里洒满了女儿欢快的笑声。

厄运来得猝不及防，命运在毫无
预警的情况下露出了它的獠牙。 大娘
事业上如日中天的独子不幸遭遇车

祸。 戛然而止的是儿子的性命，而生
生撕裂的是母亲的心，那碾过儿子身
体的车轮， 也残酷地碾过母亲的心
房。 作为外人，不知道当年大娘的女
儿们经过怎样的选择和权衡，才把真
相艰难地告诉了大娘，却对大爷作了
隐瞒。 我不知道大娘在最初得知厄运
降临时， 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夜
晚，并且让大爷无所觉察的。

再次见到大娘，她的脸上依然云
淡风轻，挺直的脊背默默地为老伴挡
住风、挡住雨、挡住悲伤。 从来没有从
大娘口中听到过祥林嫂般的自怨自

艾，要多少次无眠的修行，才能这般
收拾好破碎的心，不抱怨、不宣泄，坦
然面对无情的人生！

悲剧再次上演 ，三年之后 ，儿媳
遭遇了与儿子相同的命运，在车祸中
追随着丈夫的脚步， 留下孩子和亲
人，翩然而去。

大娘再一次独自承担痛苦，不知
道她家墙角的翠竹上，有没有大娘在
暗夜里悄悄洒下的泪滴，大娘在风雨
凄凄的时候，是不是痴痴地听竹叶沙
沙哭泣。

大爷得了脑梗，行动不如从前稳
健，说话口齿不清，大娘寸步不离地
服侍左右。 大娘、大爷的衣服永远那
么干净得体，家里永远收拾得温馨整
洁。 逢年过节，大爷常常站在桥头向

远方眺望，很久很久……
再后来， 我们离开了那个院子。

每次和大娘相遇，大娘都要拉着我的
手说上许多话。

大爷在得了脑梗二十多年以后，
安详地走了。 大娘的女儿们事业有
成，有生活在南方的，有生活在北方
的。 这些年，大娘跟着女儿过着到南
方越冬、回北方度夏的日子。

夏日炎炎 ，一天傍晚 ，我和爱人
到河边乘凉，贪看人们在河水中游泳
嬉戏，不知不觉沿着河堤西去，在河
堤上竟然与大娘偶遇。 她还是那样温
和，身板挺直，话语亲切，连发型都没
有变化，一根根亮晶晶的白发里夹杂
着黑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衣着还是
一如既往的得体，干净整洁。 大娘拉
着我和爱人舍不得松手，笑容里似乎
带着光。 我笑着问大娘今年高寿，大
娘呵呵一笑，“九十五，闰年闰月算有
一百岁了”。

大娘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从

容不迫的女性，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
所有美德：一生相夫教子，勤劳谦虚、
温柔善良、本分内敛，对他人体贴关
爱，对家庭尽心尽力。 人生得意时谦
恭低调，遭逢不幸时隐忍坚强，无论
生活剥夺了大娘多少幸福，她始终以
菊的坚韧和兰的优雅坚强地生活着。

有一种爱，是好好地生活。 ①8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