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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我在河边坐

于祥生

这天，我闲来无事，坐在了河边。
要说明的是，我坐在一条很普通的河
边。这条河，当然不是黄河。古代只有
黄河才能称得上“河”，别的河只能称
“水”或者“川”。 这样说，我就不是坐
在“河”边，而是坐在“水”边或者“川”
边。 这样一想，我就觉得一下子有意
思起来了———我想起了一句话 ：“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当年的孔老
夫子也许和现在的我一样，坐在离他
家不太远的一条川边。

我已年老， 退出了工作岗位，无
所事事，坐着就坐着呗，不怕光阴的
流逝，管它逝者“如斯不如斯”呢！ 看
着缓缓流动的河水， 我还一直在想，
想罢了孔子，我又想庄子。 庄子更有
意思，更好玩儿。 我想，可能他也喜欢
坐在河边。 他旁边的那条“河”可能更
小 ，连 “水 ” “川 ”都称不上 ，而称为
“沟”。

庄老先生闲不住，他在河边不是
“想”，而是跟人争论、抬杠。 老先生是
“杠精”，铁嘴，还擅长撩话头。 他先感
叹：“你看这水里的鱼多快活啊！ ”一
下子就把旁边的那位撩起来了。 那位
不服气，说道：“你又不是鱼，你怎么
知道鱼快活不快活呢？ ”庄子说：“你
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
活不快活呢？ ”不承想，庄子这一下子
就把人家问蒙了、弄哑了，也把后人
问蒙了、弄哑了，也把这一问话弄成
了“千古名问”，不仅流传到现在，看
样子还会继续流传。

庄子的这一问在我脑子里盘桓

了几十年，我也蒙了几十年。 但我不
想钻这个牛角尖儿。 今天我坐在河
边，又想这个问题，顿悟，我给大家两
个解释：一，我怀疑老先生是故弄玄
虚，他不是鱼，也不知道鱼儿到底是
快活还是不快活 ；二 ，庄子很老实 ，
他说出了一个极为朴素的真理啊 ！
请注意这个语境，他说“你看这水里
的鱼多快活啊”，不错，鱼离不开水，
鱼在水里啊，鱼能不快活吗？ 鱼在水
里还不快活难道它要在没有水的地

方快活？ 在硬邦邦的地上快活吗？ 鱼
离开水在干地上别说 “快活” 了，连
“活”都成大问题！这不是世人皆知的
大道理吗？本来简单，却要复杂化，而
且越复杂越混乱，越混乱越使人“蒙
圈”———人世间好多事都是这样。

我既然坐在河边，看着缓缓的流
水，我就在想河水的事，如果还有余
力 ，那就再加上 “看 ”，边想边看 ，边
看边想。 想也自由，比如想孔子，想
庄子，想钓鱼的姜太公，想不会钓鱼
的谁谁谁，想我自己、家人、朋友、学
生、微信群友等等，想谁都可以；看也
不受限制， 河边浅绿的草深绿的树、
各色各样的花、头顶的蓝天、或浓或
淡的白云、盘旋的水鸟、水面上的粼
粼波光、水藻、浮萍、飘来又飘去的小
船……

当然， 这些都跟自己关系不大，
我可以想、可以看，我也可以不想、不
看，全由着自己。 我想这就叫“无为”

吧， 这样说似乎哲学气儿太重了，还
是用“无所事事”来形容更恰当更贴
切一些吧。

老人容易感到孤单寂寞，但我感
觉既不孤单也不寂寞， 倒是很轻松、
清闲、恬淡、自在。 老年如我者不再踌
躇满志，不再胆大妄为，不再起早贪
黑，不再争强好胜，收心宁身，把自己
归于平静安详、淡泊寡欲，这不是很
好吗？

我有位同学，他感到孤寂 ，于是
他认为我也和他一样。 他是我的大学
同桌，他住的城市和我住的城市相距
遥远，天各一方，以前都是各自为“稻
粱谋”，很少联系。 他年龄稍大，当然
比我退休稍早。 退休后我们的联系倒
渐渐多了，但也仅仅限于电话联系。

最近他告诉我，他有了驱除孤寂
的一个秘诀，想和我“分享”。 我问是
什么秘诀，他说多加微信聊天群。 他
说他有几个“大群”，朋友遍布天南海
北， 每天几乎每刻都有人找他聊，忙
得不亦乐乎，他想寂寞都不行。 他打
算也拉我进群。我说：“老哥，谢谢。可
是，我求您别拉我。 眼下我有几个小
群，这就够了。 ”他可能有点生气，借
故挂断了电话。

我感觉很抱歉，几次打电话他都
没接。 我知道，一不小心，我就把老同
学得罪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又过很长一段
时间，才渐渐恢复平静。 我曾反复想
过，若遂了他的意，我现在又会是怎

样的一种状况呢？
我喜欢宁静，他喜欢热闹。 他喜

欢“每天几乎每刻都有人找他聊天”，
那样的老年生活，说实话，我过不来。
唉 ，人各有志 ，志不同者 ，则不足与
谋。

我就喜欢静。 比如我现在静静地
坐在河边 ，静静地想 ，想古人 ，想今
人；静静地看，看水流，看草树，看花
鸟，看蓝天，看白云飘飘……看着想
着，想着看着，不影响我心情的平静，
反倒使我的心情更平静。

我知道我的老年生活需要平静，
我知道，我终归要走向寂静。 从现在
的平静，到后来的宁静，再到寂静，这
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是老年生

活，老年生活过后，是晚年生活。 好像
有位名人有句名言：任何人的晚年都
将是一场凄风苦雨。 这句话，我深信
不疑。 所以我需要平静，从现在开始，
要做好迎接“凄风苦雨”的准备。

高尔基说过：让暴风雨来得猛烈
些，更猛烈些吧！ 我学不来高尔基，我
没有他的那种大度与狂放，我希望我
的人生将来的那场“风雨”来得平缓
些，再平缓些……

既然，人生晚年的那场 “凄风苦
雨”谁都免不了，那么我就应该做好
充分的思想准备，平静一些，平和淡
泊，到“那时候”不慌，坦然面对。

我在河边坐 ，关于生死 ，我想了
很多。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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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鹰
刘彦章

废鹰是一只鱼鹰， 叫黑子，13 岁
了，处于从壮年到晚年的过渡阶段。

鱼鹰最大可以活到 20 多岁 ，捕
鱼年限一般是 15 年。

26 岁的青年渔民苑其祥爱怜地
看着这个老伙计，就像看自己蹒跚学
步的小儿子。 每次打鱼回来，他都不
忘留下最好的沙颍河野生鱼喂它，比
如船钉（一种四棱锥型、独刺、非常好
吃的小鱼）、红眼蚂螂（红眼、红尾尖、
体如鳡鱼的中小型鱼类，肉质鲜美）、
小黑鱼（“火头”的幼体），这些是沙颍
河里肉质最美、口味最佳的本地鱼种
（前两种已不见踪迹二十多年， 现在
偶尔可以见到）。

当然，苑其祥最常喂它的是鲤鱼
拐子、巴掌大的鲫鱼，也有鲶鱼，这都
是黑子喜欢吃的。 鱼鹰一天一顿饭，
一顿吃一二斤鱼。 一斤左右的鱼，囫
囵吞下，连眼都不眨。

从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放鹰，苑其
祥一出生看到的就是鱼鹰和鱼，后来
当兵 8 年，转业后立即干起了家传老
本行。

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农
村那个穷啊 、难啊 ，过来人都知道 。
鱼鹰捕鱼收入比一般人家的 “母鸡
银行”强得多。 当时，谁家有几只“黑
毛弯钩 ”（指鱼鹰 ）， 说媒的准找上
门！

过了九月九，鱼都闭了口。
天冷水清。 每年农历九月后，沙

颍河水越来越清，清得能看到底。
靠水吃水。 沙颍河，是淡水鱼的

天堂，鱼，是孩子的学费、家里的麸子
面、看病的救命钱，是渔民一家的指
望啊！

沙颍河鱼鹰捕鱼主要集中在冬

春季节，这时候天冷水寒，鱼类游动
不灵活。 时节一到，“鱼把头”传话，定
于某月某日集中开捕。 之后几日，漯
河、 平顶山的渔民会先后来到周口，
一时间，以紧邻沙颍河的许湾乡小苑
庄为中心，鹰船和鱼鹰能在河里排一
二十里地，就像打仗前千军万马的集
结，壮观极了！

为啥以小苑庄为中心呢？
许湾乡小苑庄东距新站镇码头

18 里地，是全淮阳唯一一个主要以鱼
鹰捕鱼为业的自然村 。 全村 100 来
户，几乎家家养鹰、户户驶船，男女老
少，没有不会驾船、使网、凫水的。 家
里的男人上船捕鱼，女人孩子跟船收
鱼卖鱼，沙颍河、贾鲁河、流沙河、七
里河，附近的大小河流，常年都有小
苑庄渔民的鹰船；在周口镇、商水小
集、沈丘槐店、项城老城，小苑庄人放
鹰卖鱼的名气很大。

那年月，沙颍河也就五六十米宽
（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半），小伙子从河
北岸扔砖头，劲儿大的可以扔到河南
沿儿。

“那时没有车，挑船全靠两肩，就
是从平顶山过来，也是提前两三天起
五更打黄昏步行而来。 一只鹰船加上

鱼鹰和渔网，六七十斤重。 这还是干
网（当时都是麻线网，没有绞丝网），
湿网就更重了。 ”苑其祥说。

这样的集中冬捕，年年不断。
鱼鹰群捕鱼 ， 是沿河逐段进行

的，或向上游，或向下走，干一歇儿，
歇一阵儿，渔民叫“撒帐子”（拟音）。

比如， 从周口老桥到新站镇，40
里的河段分成段， 一段一段往下走。
每一段集中捕鱼，几里地的水面布满
鹰船和鱼鹰。 河面黑压压的，上百条
鹰船梭子般漂飞，数百只鱼鹰在水中
出没，船帮相碰，竹篙碰击 ，“嗨———
嗨———（上声）”“啾啾———啾啾———”
缓急不定的唤鹰号子此起彼伏，满河
筒子都是船和鹰， 岸上人山人海，观
者如墙，随船进退，叫好不迭……

不到一个时辰，成筐成箩乱蹦乱
跳的鲜鱼挑上岸，围观的群众和鱼贩
子，立即争先恐后挑选购买。

捕鱼大约持续两个月，从周口镇
到项城、沈丘沙颍河段，浩浩荡荡的
冬捕就像过年，热闹了沙颍河两岸无
数群众，带动繁荣了两岸市场，开干
店的、卖吃食的，一时间热闹非凡。

苑其祥家的黑子，作为小苑庄鱼
鹰中的头鹰，每年都能单独或与鱼鹰
团队一起，叼出每条十多斤甚至二十
多斤的鲤鱼、草鱼、青鱼……

黑子一只鹰能顶一群！
人以鹰贵，老苑家因为黑子成为

“头船”，在渔民班子中地位颇高！
黑子是苑家的命根子啊！
黑子特别聪明 ，再大的鱼 ，碰到

了它，没有不倒霉的。
每每碰见凶猛体大的鱼类，黑子

时缓时急， 与鱼保持可控的距离，之
后突然发力，猛冲到大鱼前头，趁大
鱼张口呼吸的刹那，猛地将自己钢铁
一样弯曲锋利的鹰钩嘴，刺穿大鱼口
吻的薄弱处，之后牵着大鱼走。 这时
候，鱼再大，因为怕痛，也只有乖乖地
跟着。

紧跟在黑子后的主人，会箭一样
驾船冲过去，用超大的网兜，连鹰带
鱼一起捞上船， 把大鱼塞进船舱，赏
给黑子一条小鱼，再抓住脖子丢到水
里。

黑子洋洋自得，昂着脖子笑傲鹰
群！

苑其祥说：“黑子还有一绝，碰到
三五斤甚至七八斤重的鲤鱼、 草鱼
等，用它那张开后几乎可达 180 度的
大嘴，猛地卡住鱼的两只眼睛，凶猛
且冷酷， 让到嘴的猎物丝毫不能动
弹。 ”

黑子这些招数，比那些以叼鱼鳃
为能事的鱼鹰高明多了，更把那些对
着鱼身子胡乱下口朝尾巴胸鳍乱啄

的嫩鹰甩出一条街，理所应当成为头
鹰！

就因为“武艺”高强、技高一筹 ，
黑子曾被沙颍河沿岸数百公里众多

鹰户高价求买 ，现金 500 元 （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500 元钱可不是小数

目啊）！
苑其祥却断然拒绝：“说破天，也

不卖！ ”
黑子还有更亮眼的绝技———在

沙颍河中捉鳖。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鱼鹰捉鳖吗？
处于青壮年的黑子 ， 眼睛特别

亮，在水下明察秋毫。
冬季的老鳖把整个身子藏在坚

硬的泥沙地中，偶尔会伸出豆大的鼻
吻呼吸，因此极难发现。 黑子有第六
感， 凭感觉在老鳖藏身的水域兜转。
同伴心有灵犀，会自觉加入围捕。 经
过反复水下扫描，黑子确定了老鳖的
藏身处，将鹰嘴插入泥土，从鳖盖裙
边下口，把老鳖揪出掀翻，与同伴一
起把老鳖抬到水面。 有时候用力过
猛，老鳖的裙边会被鹰钩嘴穿透。

在鱼鹰中， 会叼老鳖的并不多，
因为老鳖也会进攻， 咬住了死不松
口，鱼鹰在水底会被闷死。

任谁也没想到，本领高强的黑子
却在一次战斗中被废了“武功”。

苑其祥回忆说，那次惨剧发生在
一次与大黑鱼的决斗中。

黑鱼俗名“火头”，全身苍黑并有
点状白色斑点，是淡水鱼中著名的掠
食性鱼种，性情凶猛，以食鱼、青蛙等
活体水生动物为主，大的黑鱼会攻击
鸭子与洗澡的小孩儿。

对鱼鹰来说，黑鱼是非常难以捕
捉的鱼类，一是黑鱼为底层鱼，常在
深水区活动觅食， 二是黑鱼身体浑
圆，力量巨大，鱼鹰很难下口，三是黑
鱼本身具有攻击性，特别是有类似鳄
鱼“死亡翻滚”的本领，与对手在水下
拼命翻滚缠斗，连续扭转，置对手于
死地。

因此，一般情况下 ，三五斤以上
的黑鱼就不易对付，更何况十斤上下
的黑鱼，在水中简直就是横冲直撞的
霸王。

但黑子就不信这个邪！
黑子有过多次捕获三五斤重黑

鱼的经历，战术就是用锋利的鹰钩嘴
死死卡住黑鱼的眼睛。 眼睛是鱼类的
死穴，黑鱼也不例外。 但黑鱼的眼睛
小，加上动作快，身体浑圆、孔武，三
五斤重的就很难对付了。

那次黑子是在新站镇西侧王潭

窝子里遇到那条十多斤重的黑鱼的。
窝子有 15 米深， 黑子与对手大战数
十回合，向黑鱼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黑鱼体大力猛。 黑子已过盛年，
它想创造新的奇迹。 在经过无数轮缠
斗，消耗对方体力的同时，黑子的体
力也消耗大半。 黑子几次试图用鹰钩
嘴钳住黑鱼的双眼， 但黑鱼太大了，
且头部坚硬如铁，非常滑溜，黑子始
终没有成功。 它不敢进攻黑鱼的嘴
巴，因为黑鱼长了像鲨鱼一样上下两
排尖锐的锯齿牙，进食时也是张开血
盆大口，将食物囫囵吞下。

这与鱼鹰进食的方式如出一辙。
无奈 ， 水下的黑子只有冒险进

攻，它突然一口叼住了黑鱼的鳃。 鱼
鳃是鱼的呼吸器官， 有丰富的血管，
相对脆弱、敏感。 一般草食性鱼类只
要被叼住鱼鳃，就得乖乖就范，但这
是一只凶猛的巨型黑鱼，水下力大无
比，它不甘心就范，就使出自己的绝
招———死亡翻滚，利用自己比鱼鹰还
重的身体， 不顾一切地打滚翻转，拼
命挣扎……

咔嚓———
鱼鹰的铁钩嘴被孤注一掷的黑

鱼扭折了！
鱼鹰黑子耷拉着鹰钩嘴，痛苦地

浮出了水面。
关注整个过程的苑其祥惊得目

瞪口呆！
他箭一样驾船冲过去！
见黑子无力地浮出水面，耷拉着

断钩嘴，主人难过得捶胸顿足。
身旁的鹰户一个个目瞪口呆。
黑子废了！
此后的冬春季节，每次大小规模

的捕猎， 黑子只有呆呆地留在家里，
孤独成为它唯一的伴侣！

他最后发挥的作用，是被鹰户请
去为母鹰“压蛋”，传递自己高贵的血
统。

“既然残废了，还不把它扔了，或
者一锅炖了！鱼鹰肉肯定好吃！ ”有外
人这样劝。

“那不行！玩鹰的没有吃鹰的！鱼
鹰就像家人，废了也不能丢弃！ ”

断嘴的鱼鹰不影响进食，鹰户都
把鱼鹰当亲人。 小苑庄有个传统，废
鹰都会养起来，每天填喂，直到它自
然死亡。

这样过了平静如水毫无生色的

三载， 黑子走完了自己暗淡的晚年，
终年 15 岁。

苑其祥把黑子埋在了村前沙颍

河边一处林子里， 时常去看看老伙
计。

沙颍河水日夜东流，逝者如斯……
苑其祥今年 75 岁， 已经成了老

苑。 他的孩子很孝顺，可他得了重症，
很难根治。 他说：“这些年沙颍河水变
清了、变宽了、变深了，很多年不见的
鱼又回来了，连长江的刀鱼，随着通
航都到沙颍河安家了。 我每天到河边
转转，看看河，看看水，看看野鸭子，
比吃啥药都强！ ”

……
沙颍河上下 620 多公里，周口处

于中游，境内全长 162 公里。
流传数百年的鱼鹰捕鱼，是沙颍

河的魂啊！ 也是多少老船民、鹰户，以
及两岸群众的青春记忆与美好的少

年之梦啊！
烟波浩渺，鹰船疾飞 ，鱼鹰子弹

一样在水中出没， 河面上的嗷号声、
吆喝声、喝彩声，此起彼伏；鲜红的鲤
鱼尾巴甩动着，在日光的照射下闪闪
发亮，渔民们的笑声欢快爽朗……

一次次 ， 病中的老苑在梦中笑
醒！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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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喧嚣的潮水呵，已然退去
悄然的静谧中

属于我们的世界已开始

入梦

最好，不要去叫醒它们
光阴与思念

都已经是一万分的疲惫

况且大雁还要南归

一程一程的风雨伴一程一程的

思绪

或许，这样最好

是倾听还是意念着别人的山水

梦里梦外

毕竟，我们都要归去

常怀感恩之心
杜林波

韩信出身贫寒， 自幼无父无
母，以乞讨为生，常遭他人冷眼。迫
于生计， 韩信有时会去河边钓鱼。
有一次，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妇
人看见韩信挨饿，就把自己的饭菜
分给他吃，还经常帮助、鼓励他。韩
信后来奋发图强，终成西汉开国大
将。获得封赏的他对当年老妇人的
分食之恩念念不忘，于是特意找到
老妇人，送她黄金千两。 这就是成
语“一饭千金”的故事，出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比喻不忘他人恩惠。

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到
“衔环结草，以谢恩泽”，再到“乌鸦
反哺，羔羊跪乳”，感恩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深深地滋养着一代代
人。

“感恩” 一词最早出现在晋朝
陈寿 《三国志·吴志·骆统传》：“飨
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
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
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 ”《增广贤
文·朱子家训》云：“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说文解字》记载：“感，动
人心也。 ”“恩，惠也。 ”《弟子规》传
诵着“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
恩长”的经典警句。 在中国传统文
学之中， 有许多关于感恩的文化。
如唐代诗人陈润的 《阙题》：“丈夫
不感恩，感恩宁有泪。心头感恩血，
一滴染天地。”三句不离“感恩”，可
见古人对感恩的重视程度，已到了
渗透于骨的地步。 翻阅历史，知恩
感恩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

历程，是口口相传的训言，也是为
人处世的道德基准。 知恩图报作
为一种优良人格品质为社会所称

颂，也是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
内容。 人有了感恩之心，人与人之
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亲密。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父母
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阳

光、 第一滴雨露， 给我们宝贵生
命，予我们无私的爱。 他们一口一
口喂养我们长大， 教我们咿咿呀
呀张口说话， 扶我们跌跌撞撞迈
步走路……从小到大， 父母对我
们倾注了无私的爱， 在生活上给
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学习
工作中给予我们不厌其烦的谆谆

教诲，在思想上向我们灌输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是父母无私的爱给
了我们成长的营养，为我们成长成
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父母感
恩， 并非一定要给老人以锦衣玉
食，工作上积极奋进，频传喜报，他
们就能倍感荣耀；家庭里多一些和
睦、少一点吵闹，他们就能安然舒
心；生活中多一点关心体贴、嘘寒
问暖，父母就能幸福安康、颐养天
年。

感谢同志的支持之恩。 “一个
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每
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同志的帮助

和支持。一份爱心、一句问候、一个
眼神，都饱含着真挚的爱、浓浓的
情， 犹如甘霖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伴我们前行。同志的关心、启迪，丰
富了我们的阅历， 提升了我们的
智慧；同志的批评，磨炼了我们的
意志，拓宽了我们的心胸。 人无完
人，金无足赤。 对待同志，要多一
点欣赏， 少一点责备； 多一点鼓
励， 少一点打击。 虚心向他们学
习 ，把他们给予的支持 、帮助 ，铭
记于心、践于行。

感谢组织的培育之恩。党组织
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立身的阶梯、
事业的靠山。陈毅元帅在《手莫伸》
一诗中发出这样的诘问：“第一想
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
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
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
怍。 ”我从部队到地方，深深感受
到，离开了组织，再好的种子也发
不了芽；离开了平台，再能干的人
也难以成才。我们的一切成绩归功
于党组织的培养。 对组织感恩，就
要以依靠组织为荣，以身在组织为
幸， 积极为单位的发展添砖加瓦，
做到默默耕耘、扎实工作、不问收
获，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党组织
的关心和厚爱。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 ，所
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生于伟
大时代，从事伟大事业，当不负时
代、不负事业。 始终以感恩之心对
待党 、对待民 、对待己 ，人生之花
会开得更加绚烂， 人生之路会更
加宽广。 只要每个人都真诚地感
恩春天，就如见春天，世界也就永
远阳光灿烂、温暖如春。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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