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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川汇区诗词楹联学会
春季采风作品选登

鹧鸪天·登临磨盘山
曾广彬

普济门边拍石栏， 云天极望
立无言。 自生浅恨成波起，谁共深
情以目传。

于此处，想从前。 曾经醉倒枕
河眠。 飞来白鹭如嘲我：又把闲愁
载一船。

游春
路学文

诗朋相聚颍河滨，
遍地花开草似茵。
万紫千红描不尽，
手机摄取眼中春。

老街即景
薛顺名

客邀南寨觅诗踪，
追古谈今感慨生。
绿柳红桃萦碧水，
灰砖黛瓦绕青藤。
出游尤念周家渡，
行贾常怀关帝情。
当铺尚存堪巨富，
中原名镇不虚名。

周口植物园赏牡丹
游富华

阅罢人生事万千，
中年心绪渐无澜。
清明过了无桃李，
却趁东风看牡丹。

磨盘山古渡口感怀
雷强

水流东逝残桩在，

苦难辛酸无处鸣。
达海通江今胜昔，
巨轮往复启新程。

尘缘
王少华

春雷震震暖还寒，
细雨疏疏向小园。
桃瓣如酥红满地，
不为己美为尘缘。

鹧鸪天·大渡口
刘永德

古镇阳春柳色青，颍河堤岸踏
莎行。 磨盘山上探轮渡，普济门边
寻乐声。

排桩立，寨墙横。 三川昔日有
威名。 又望船舶中流过，竞渡千帆
兴港城。

过沙颍河即事二首
何祥峰

沙水氤氲映月残，
新晴不辟弄轻寒。
莫知早起将何处，
只个蛛儿作网竿。

城外城郛流异彩，
红红白白竞先开。
若言奇绝于何地，
四面八方香暗来。

春赏牡丹
樊葩菡

魏紫香浓醉几番，
迎风翠雾懒轻弹。
清孤玉鬓白衣客，
伫立东篱看牡丹。

邻居的快乐生活
顾振威

邻居肖光 60 多岁 ， 面红精瘦 ，
褶子脸上整日笑意盈盈 ， 在家常唱
豫剧，偶尔吼几嗓子流行歌曲。 我有
幸与他做邻居十多年了，从没见他脸
上蒙过一层忧愁的神色。

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从
效益不佳的工厂退休后 ， 在家里不
休，成了老伴的专职男保姆。 两个儿
子都在外地工作，一两年也不回来一
趟。 老伴倒是常年守在家里，却是瘫
痪在床，足不出户，口能吃饭，却吐字
不清，世上大概只有他这个忠实听众
能琢磨出大概意思。 在外人看来，他
的哼唱是苦中作乐，只有我这个资深
邻居知道 ， 他的快乐的确是发自肺
腑、源于内心深处的 ，是没有一丝水
分的。

肖光每天都能找到快乐的理由，
每天都有，理由就显得五花八门：

“今天在广场捡了 5 个矿泉水瓶
子、3 个纸箱子，卖了 1 块钱。 我用这 1
块钱买了两个馍，午饭问题解决了。 ”

“要是在国外听到 ‘咚 ’的一声 ，
没准是恐怖袭击。 要是在咱们国家，
你就抬头看吧 ， 可能是绚烂的烟
花。 ”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
有雪。 大自然精心设计好了，你就等
着享清福吧。 ”

“世上最金贵的东西都是免费
的：空气免费吧？ 阳光免费吧？ 月光
免费吧？ 咱们有啥理由不快乐？ ”

实在找不到快乐的理由，他会这
样告诉我：“今天呀 ，天没有塌下来 ，
你说咱们该不该快乐？ ”

天什么时候也塌不下来，他也就
天天快乐了。

何以表达快乐的心情 ？ 唯有歌
唱。 唱给院落里的花花草草，于是花
儿笑了，叶儿精神了。 唱给瘫痪在床
的老伴 ， 于是灿烂的阳光赶走了老
伴脸上的阴翳。

春色满园关不住，他快乐的歌声
也像春色一样飞进了寻常邻居家。

这个星期天有点不同寻常，直到
快吃午饭了也没听到他的歌声 。 我
挺纳闷，就满腹狐疑地去了他家 ，一
探究竟。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今天咋没
听到你唱歌？ ”

肖光嘿嘿一笑：“我唱了。 ”
“我洗耳恭听，咋没听到？ ”
他又是一笑：“怕你听见，我是小

声唱的。 ”
“我明白了， 这么多年我没掏过

一分钱，你就吝啬了，不让我听了。 ”
“咱是小气的人？早饭后见你，你

耷拉着脸 ， 我担心你碰到了不开心
的事。 我要是大声歌唱，你该说我幸
灾乐祸了。 怕惹你不高兴，我就只好
小声哼唱了。 ”

我话锋一转：“你不是演员，啥时
候养成了唱歌唱戏的习惯？ ”

“啥时候？ 你问她。 ”肖光指了指
床上的老伴。

他老伴兴奋得脸放红光 ， 嘴里

嗯嗯啊啊地说着 ， 我半句也没听
懂 。

他笑着接道 ：“40 多年前 ， 我在
公社剧团演出 ， 她先是迷上了我的
声音 ，后来嫁给了我 。 我答应过她 ，
要给她唱一辈子 。 咱总得言而有信
吧！ ”

肖光的快乐感染了我，早饭后因
和妻子唇枪舌剑而引发的不快像是
轻烟一样被风吹走了。 我颤声说道：
“我早晨不快乐 ，就是因为没有听到
你的声音。 ”

肖光咧嘴一乐：“那就唱起来吧：
‘咱们那个老百姓呀吼嘿 ，今儿要高
兴……’”

动听的歌声引来了三五只颜色
鲜艳的小鸟 ， 它们也跟着叽叽喳喳
歌唱着。

我用心聆听这些阳光一样明亮
的声音 ， 蓦地觉得自己过的也是像
肖光一样的快乐生活 ， 我每天也应
该跟肖光一样大声歌唱……

一春无事为花忙
秦鸿伟

我和他是忘年交， 在单位是无
话不说的朋友。 后来他退休后，住在
我家前楼一楼带院的房子， 我们便
开始了一段新的交往。

一处带院的房子，家就有了除房
子以外的领地。 经营院落，更显主人
的匠心和生活情趣。历史上有许多以
院落为题的诗文，便有了篱笆，有了
墙，有了秋千，有了门楼，有了对联，
有了门楣。 我向来慵懒为文，除才情
不济外，更不喜欢码字，但他的生活
情趣让我惊艳，也让我惊羡。 忘年交
在围墙边植上一株繁花复瓣的蔷薇，
小院便多了几分生机和静谧。他于院
的东侧开二垄菜畦，于院的西侧植一
株丹桂，小院便有了春的繁花、夏的
丰硕、 秋的花香。 于冬则少了些情
趣 ，冬深迎春时 ，我以蔷薇为题 ，撰
以长联，洒金红宣写下，不计对仗工
整， 只为增加些许喜庆和对未来的
期许。 忘年交将其认真地张贴于门
的两侧和门楣上。 因为贴得瓷实，对

联一年经风历雨依然如新， 门楼就
多了些端庄和喜庆。

每至春天， 繁花簇簇 ， 满眼花
瀑，蔷薇的藤蔓把门楼掩盖，已看不
到花的来路和去处，让人赞叹。 家便
在花丛中，花丛中便是家，出门买菜
你拨开花帘、 带着花香， 那有多惬
意； 回家时带着孙子嗅着花香到屋
里，那有多舒心。 很多对家有美好期
盼和向往的人便前来拍照打卡 ，小
院成了网红地。 忘年交常反馈说，有
人来打卡时品评我为小院量身定制
的对联。 我便有点得意了，每每走到
小院门前， 驻足品读对联， 看看字
迹，惬意舒畅。

小院的自然景观被赋予人文情
怀时 ，小院便有了生命 。 小院走过
春夏秋冬 ，历经风晴雨雪依然在春
天绽放生命的美丽 。 于是 ，便有了
网红小院 ，有了花 ，有了对联 ，有了
热爱生活的主人 ，也多了追求美好
生活的人们。

磨盘山遐思
顾永磊

很多地方是可以 “望名生义 ”
的，只要读其地名便知其一二 ，比如
带 “山 ”的地名 ，自然就会联想此地
与山或多或少有关联 。 即使历经沧
海桑田时过境迁 ， 也能溯本逐源一
探究竟，牵连出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
周口的磨盘山却不一样。

“话说陈州府周家口有座 ‘磨盘
大山 ’，山上有座 ‘普济寺 ’……山
下有两条大河经过……”

这是评书 《三侠五义》中流传的
一个段子 ，听起来栩栩如生 ，流传
至今 ，很多人相信若干年以前真的
有这么一座磨盘山 。

事实上 ， 周口地处华北平原腹
地 ，并无山的存在 ， “普济寺 ”倒是
香火旺盛了数百年 ，两条大河即是
贾鲁河与沙颍河 。 但是 ， 磨盘山确
有此地 ，是位于贾鲁河与沙颍河交
汇处南岸的一个渡口 ，一处货运码
头。

春暖花开之时 ， 我慕名来到修
葺一新的磨盘山，穿过威武的 “普济
门 ”，踏上由 400 多块磨盘铺设而成
的台阶 ， 眼前整齐的老排桩和坚固
的石墙浑然一体，古朴壮观 、韵味十
足。北望贾鲁河、沙颍河交汇的壮丽
画面，金光波漾的一河春水 ，生动而
形象地诠释了风流 、洒脱 、奔放 、豪
迈的气韵 ， 我的思绪也飘到了当年
繁华的漕运重镇周家口。

明清时期的周家口伴随着漕运
的兴起达到了鼎盛 ， “水陆交汇之
乡 ，财货堆积之薮 ”，时称 “五方杂
处 ，万商云集 ”之地 。 鼎盛时的周家
口沿河有码头渡口 22 处 ，各省商界
会馆 10 座 ，各类大小庙宇 50 余座 ，
脚下的磨盘山就是众多码头中的
一处 ，普济寺就是众多寺庙中的一
座 。

我在磨盘山上仔细搜寻渡口的

历史 ， 摸着那斑驳的石磨盘 ， 看着
悠悠流逝的河水 ， 想象周家口曾经
的繁华与凄凉 、 曾经的兴盛与衰
落 。

遥想当年 ， 磨盘山渡口可是粮
食转运码头 ，在漫长的漕运时代 ，东
来江淮之船 ，都要在此换船 ，北入贾
鲁河，过黄河北上运至帝都。 当年江
淮粮船的形状像个元宝 ， 两头翘船
头尖 ，吃水较深 ，利于分水破浪 。 到
周家口后 ， 沙颍河的水量比之江淮
大减，而贾鲁河水道又相对较窄 ，所
以要将货物改卸到一种吃水较浅的
名为 “对联划子 ”的船上 ，才能继续
行进北上 ， 而磨盘山渡口的特殊位
置 ， 理所当然地成了天然的货物转
运集散地。

南来北往的除了漕运船只外 ，
还有诸多盐船 、粮船 、货船等 。 遥想
当年 ，运粮的船工 、粮商 ，从富庶的
江南出发 ，一路上晓行夜宿 、渴饮饥
餐，小心保护粮食不受雨淋 、不被河
水侵蚀 ， 小心应付着沿途各地的官
吏 、豪强 ，提防着神出鬼没的盗贼 ，
不让粮食有大的损失 。 一路上不知
落了多少客愁 ，来到周家口后 ，在换
乘货船的间隙 ， 才能暂时卸下一路
的紧张与疲惫 ，在磨盘山码头上岸 ，
寻一小茶馆小酌一杯 ，积攒精神 ，继
续北上。

穿越旧日时光 ， 不知有多少货
物在此转运 ， 又有多少人在这里迎
来送往 。 当年繁盛的磨盘山渡口 ，
船桅林立 、车马辐辏 、商旅杂沓 ，船
夫 、挑夫 、卖家云集于此 ，繁华了周
家口数百年的时光。

当年的周家口水系是个 “十 ”字
形河道 ， 磨盘山码头所处的新街前
身是一条与贾鲁河相通的河道 ，年
久淤塞 ，干旱时无水 ，汛期到来时 ，
又会淹没大片良田 ， 同时使周边各

县受灾严重 ， 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
据说 ， 为了治理水患 ， 地方绅士王
进士主持施工 ， 将南向的河道填
平 ， 并建了一处码头 ， 就在磨盘山
所在的位置 。 由于该码头系土堤土
质码头 ， 汛期到来时仍然会决口 ，
依然淹没下游周边各县 ，未能从根
本上治理水患 。

真正从根本上治理水患的应该
是商水的一位名人赵龙章 。

据 《商水县志 》记载 ，赵龙章为
商水城关镇人 ，与其兄赵锦章同为
清朝嘉庆年间举人 。 兄弟二人于公
元 1800 年同时考上举人 。 赵锦章为
文举人 ， 先后任福建将乐县知县 、
山东东昌府知府 ， 他为官清廉 ，被
誉为 “赵青天 ”。 赵龙章为武举人 ，
中举后被选授为四川绿营游击 ，因
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参将 ，屡立奇功
后又被提升为副将 。 后任漳州 、汀
州等镇总兵时 ，因捉获海盗及盐枭
之功调任台湾提督 ， 坐镇台南五
年 ，保境安民 ，威名大振 。 嘉庆皇帝
念其军功 ， 赐封他为赵大帅 ， 降旨
在其家乡商水县城为赵龙章营建
帅府一座 ，并亲笔题写 “帅府第 ”金
字红匾悬挂于门楼之上 。

时任台湾提督的赵龙章 ， 回乡
时并未在其帅府享乐 ，而是惦念沙
颍河的水患 。 在经过长时间的调研
考察后 ，1821 年 ， 他自费修葺家乡
的这段河堤 。 他了解了决堤的原因
与土码头的弊端 ， 经过多方论证
后 ， 决定建设坚固的石头码头 。 周
家口距离山区较远 ，采购运输石头
成本较高 ， 他便就地取材 ， 在周边
收购了大量的旧石磙 、 石磨 ， 然后
用石磙作地基 ， 用青砖砌河堤 ，用
石磨砌成坚固台阶 ，这样既防滑又
坚固 。 同时 ， 在码头之上修建了房
屋 、门楼等建筑 ，修建了一座寨门 ，

上书 “普济门 ”三字 。 远远望去 ，本
来就已高出地面的码头 ， 加上这些
建筑物 ，更显威严壮观 ，仿若一座小
山矗立岸边 。 因为台阶是用石磨所
砌 ，群众便形象地称之为磨盘山 。

自 从 磨 盘 山 码 头 和 堤 岸 加 固
后 ，200 年来这里再无决口 ， 彻底
解决了水患 。而磨盘山毕竟是个码
头 ，伴随着漕运的衰退 、跨河大桥
的修建 ， 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码头 ，
荒凉是其必然的结局 ， 也是其宿
命 。磨盘山码头虽然淹没在历史的
尘埃中 ，但磨盘山因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成了景色迷人的游览胜地 。

磨 盘 山 旁 边 的 普 济 寺 不 仅 香
火旺盛 ，更是一处景点 。 普济寺规
模不大 ，正殿楹柱上 ，有清初举人
杜耀德题写的对联 ：“灵毓颍川潮 ，
历五十三参奥义 ，众生普度 ；唤醒
尘世梦 ，听一百八杵钟声 ，大地同
闻 。 ”寺内僧人每日敲钟 3 次 ，每次
108 响 ，钟 声 清 越 ，周 家 口 三 镇 可
闻 。 “普济钟声 ”遂为周家口八景
之首 。

繁华属于昨天 ， 磨盘山码头早
已没有了高高耸立的桅杆 、 没有了
响彻云霄的船工号子 、 没有了来往
卸货换乘的船只 ， 远去了商贾的笑
闹喧哗和声闻三镇的普济钟声 ，暗
淡了渔舟唱晚的水墨画卷 ， 经过数
百年的风云更迭 、岁月洗礼 ，这里的
景色依然如诗如画 ， 沙颍河水依然
奔流不息。

远眺蓝天白云下 ， 波光粼粼 ，
繁忙的货船汽笛争鸣 、 扬帆远航 ，
两岸树木葱茏 、桃红柳绿 、游人如
织 ，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自然画
卷 。 今日的磨盘山散发着一种诗
意 ，成为网红打卡地 。 游客们在这
里感受着码头文化 ，畅想着这座新
港城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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