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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人类永恒的阳光

照耀远古的祖先

照耀伐檀的汉子

照耀采薇的姑娘

照耀亚细亚的土地

照耀欧罗巴的田园

照耀伏尔加河的纤夫

照耀泰山之巅的担者

照耀田间弯腰劳作的父辈

照耀工地挥汗如雨的兄长

那些艰辛而生动的背影

用心血和理想

铸就辉煌

每年的今天

不同肤色的欢呼

都会潮涌而来

濡湿劳动者的双眸

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节日

这是一个带着汗味的节日

生存离不开劳动

劳动使日子更加精彩

工人 农民 职员

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们

都有权利享受节日的荣光

让劳动者能够看到

春天的花朵

怎样缓缓地凝作

秋天的甜香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 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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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大槐树
张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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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刚满
4

岁的我

已届入学的年龄" 开学那天!父亲

领着我去村西的小学校报名"

学校东南部还残留着原来的

寨墙!好宽" 外面是寨海子!有好

深的水" 大门朝南!路两旁枝繁叶

茂的洋槐树散发出阵阵幽香 !再

往前走就是学校大院" 院子中央

是一座古老的大殿! 那是老师们

集体办公的地方" 大殿前后各有

一方高台!前面的高台方方正正!

四周砌砖! 东西两侧有砖砌的台

阶" 高台西南角长着一棵大槐树!

树干有两三搂粗! 分杈的地方有

树洞" 树皮开裂! 一片一片地翘

起" 顶端的树枝干枯!中下层的树

枝仍然发满绿叶" 学校本来就建

在村子的最高处! 历尽沧桑的大

槐树又高高地屹立在大殿前的高

台子上" 一副君临天下#雄视一切

的模样! 整个校园甚至整个村庄

都在它的俯瞰之中"

登上台阶! 从大槐树斑驳的

树阴下走过去报名! 扭头用新奇

的目光回望大槐树! 大槐树又像

一位慈祥的老人"

大殿前是学生集会的地方 !

讲话的领导当然是站在高台子

上" 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召

开期中考试总结暨颁奖大会 !班

级成绩第一名的我怯怯地到高台

子上去领奖状和奖品! 看到大槐

树好像正朝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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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正当我
/

年级的时

候!$史无前例% 的文化大革命来

了"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停课$闹革命%" 身为最高年级因

成绩优秀颇有些小名气的我成了

红卫兵头头 ! 当然是头脑发热 !

$革命%劲头十足" 号召写大字报!

印发传单!甚至搞打#砸#抢!把校

长#教导主任当作$走资派%来批"

有一次! 小小年纪的我作为红卫

兵头头在大殿前组织批判 $走资

派%&校长#主任'的大会!把平时

他们作报告时鼓励学习的话无限

上纲!说是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

义道路! 要他们检讨并向毛主席

请罪" 随着台下的鼓噪声!$要一

连三!三连九 %!他们就忙不迭地

向毛主席画像鞠躬#鞠躬#再鞠躬

((在一片骚动中! 我看到大槐

树好像在流泪"

高中毕业后我当了民师 !能

够堂而皇之坐在大殿里的办公桌

前备课#改作业" 有时累了!透过

窗户看看高台子上的大槐树 !顿

时又有了精神) 为了孩子们不像

当年的我一样被耽搁! 我要加倍

努力!忘我工作" 既是为了孩子!

也是为了赎清自己的罪过"

现在我已到城里工作! 任教

于更高一级的学校" 但我时时还

想着陪伴我成长# 居于我心的大

槐树" 想起她!我不敢懈怠!不敢

消沉"

我是秀海哥的!粉丝"

侯钦民

我是秀海哥的铁杆 $粉丝%!

默默地追随他
5#

多个年头了"这

些年来! 我零敲碎打地发表了一

些小稿! 也是在秀海哥的影响下

写出来的"秀海哥是$大家%!我不

敢妄加评论秀海哥的作品! 要说

写他没有成名以前的点滴小事!

我还是有一点资格的" 因为我们

是一个公社的!再压缩一点范围!

那就是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更

是前后邻居"

父辈们的感情可想而知" 他

比我长两岁! 我从小就喊他秀海

哥"学生时代!我就知道秀海哥怀

里整天天揣着 $大部书%&那时农

村把小说统称为大部书'"上课时

老师在上边讲课!他在下边看$大

部书%!看似不经心!可是到交作

业时! 谁都没有他写的快# 交的

早! 而且每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

都是优秀" 秀海哥从小就会编故

事"一次在红薯地里拾红薯!我们

小一点的非缠着秀海哥讲故事!

他讲)有一次我休息了!感到脸上

痒痒的!睁眼一看!你们说咋了*

我们问咋了*他说!一群调皮猴在

我的周围((秀海哥卖关子不说

了"我们好奇!要他讲这一群调皮

猴围着他干吗*他说!缠着我非要

我给他们讲故事+ 我们知道他讲

的是我们几个!$嗷% 的一下子爬

到秀海哥的背上嬉闹起来((后

来!秀海哥当兵去了!我和我的伙

伴再也没机会听他继续给我们讲

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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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我也应征入伍"

在部队里! 我陆续读到秀海哥刊

发在,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说,指

导员和猜不透-#,詄上了-#,第一

次战斗-等!秀海哥这是在给全国

人民讲故事哩"我非常羡慕!也模

仿着秀海哥的文章写起了小说!

先后写出了 ,第一次架线-#,飞

侠-#,翠英-等!虽然没能发表!却

使我养成了热爱学习# 热爱观察

生活的好习惯" 我退伍回到地方

后!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经

常把习作寄给部队里的秀海哥!

让他多提建议! 秀海哥总是不厌

其烦地给予回信! 指出作品的不

足!还时常把我的作品推荐给,解

放军文艺-#,妇女生活-等杂志发

表" 后来!我的文章先后上了,热

风-#,当代小说-#,小小说选刊-#

,东京文学-#,河南日报-#,河南

法制报 -#,海南日报 -#,检察日

报-等报刊杂志!也因写文章成绩

突出转成了国家干部"

前些年在县委宣传部工作

时!听说秀海哥从北京回来探亲!

我便和县文联的同志一起去秀海

哥家讨教写作经验!他谦虚地说)

谈写作!我没有什么经验!打一个

很简单的比方! 就是你编一个故

事别人看后相信是真的! 那你就

成功了. 如果别人说这个故事是

胡连八扯! 那你就失败了" 写悲

剧!读者读后能感动得哭.喜剧!

读者能高兴得笑出眼泪! 那你的

作品就成功了+

这些年!我看到秀海哥出版

了,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

家大院- 等响彻文坛的作品!从

心里替秀海哥高兴" 如果有人在

一起聊电视剧 ,乔家大院 -的剧

情!我总是忍不住炫耀说!嗨!那

是秀海哥写的!俺们是前后邻居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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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秀海哥从北京

回到家乡与县委#县政府领导举

行,老子-电视剧签约仪式" 仪式

结束后 !通过交谈 !我得知秀海

哥这些年所发表的作品先后获

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一#

五 #九 #十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艺奖.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

小说奖. 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

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军长

篇电视剧一等奖. 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 .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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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誉"

我想! 这些荣誉不光是秀海

哥一个人的!也是河南人民的!更

是鹿邑县人民的" 秀海哥为河南

争了光!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我永远是秀海哥的铁杆 $粉

丝%+

泉州的丰泽
董素芝

!!!!!!

一个人终有自己的局限和无知 !

.##5

年!声势浩大的$从洛阳到/洛阳0!追寻客

家迁移的方向% 成为中原最引人注目的一

件事!但中原人追寻的这个/洛阳0终与我

擦肩而过了" 四年后!我应邀参加$中外华

文作家泉州笔会%!虽然此前已拜读过泉州

文友蔡飞跃先生对泉州古桥#古船#古寺等

文化细致入微的解读! 但对泉州仍是知之

甚少"

记得出发前!曾向飞跃先生问过很幼

稚的问题)$泉州有山吗* %朋友说)$有山

有水" %我想!海水还是湖水* 若是湖水!

有我们龙湖大吗 * 这个问题还真让我耻

于下问了 !但我想 !有山有水的泉州一定

好玩"

一心只想好玩! 只想感受南国情调的

我!兴冲冲奔赴闽南!可当我一脚踏进泉州

的中心区域丰泽!踏进清源山!面对出神入

化的老子和南少林寺! 以及灵山圣墓和中

国闽台缘博物馆时!自感有点文化的我!却

有受惊般的感觉" 四年前关于$客家文化%

的那堂课在丰泽被结结实实补上了" 让我

欣慰的是!因为我对客家文化的无知!泉州

之旅成了我的寻亲之旅! 给我带来了意外

的惊喜和震撼"

丰泽!就以这种方式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中原亲人

去泉州前! 一直觉得这个由海水和石

头组成的世界和我是无交集的" 从厦门机

场出来!一切都是新奇的!高大的椰子树#

芭蕉树让我迷离! 长满$大胡子%的榕树让

我震撼!叽哩嘎拉的南音让我隔膜!在南国

秀美风物的映衬下!走进泉州的我!却也摆

不脱异乡的落寞"

笔会安排的第一站是丰泽的清源山老

君岩!出发时!并不清楚要去哪里" 随采风

团到景区入口时! 大片大片的龙眼树让我

兴奋!黄澄澄的龙眼让我有摘几串的欲望"

沿着葱茏的林中小路上行时! 沿途看到阴

阳八卦的变型图案!刻着$青牛西去!紫气

东来%字样的石头!栩栩如生的老君骑牛#

童子相引石雕! 如此的文化气息也让我稍

生诧异! 却也没太在意! 想景区大都如此

吧"

或许因为此次采风团菲华人和南方人

居多!语言交流上总有心理障碍!在这样一

个异常清幽的早上!走在榕树#龙眼树及许

多叫不上名字的树交错的山林! 眼观着身

边陌生的笔友!竟生出异乡的孤独来"

在这种隐隐的不安中没走多远! 山林

亮了空旷了! 一位神采奕奕的巨大老人出

现了!那一刻!惊得我心都咚咚直跳" 我的

中原亲人111老子! 那么潇洒地端坐在这

里!他左手扶膝!右手凭几!慈爱地笑着!像

明白了我的心思" 像千里寻亲者找到要见

的亲人!我的心里一下踏实了"

在这个遥远的异乡 !因为端坐在这里

的老子!我和丰泽的距离拉近了" 我还知

道了 ! 刻于宋代的老子造像已沐千年风

雨!是我国现存最大!雕技最绝#年代最久

的道教石雕造像" 正是这位和大地紧紧融

为一体的老者 ! 拉近了丰泽与世界的距

离!让所有造访老君岩的人都有一种心的

震撼 ! 更何况我一个初次入闽的中原人

呢*

闽台缘和闽南缘

常言说无知者无畏!当年入闽的我即

如此吧" 出发前觉得遥远的闽国和中原是

没干系的 !到泉州后 !却被浓郁的中原文

化困惑" 先是为笔会上陈#林#蔡姓文友比

例之高不解!觉得即便是姓氏大省的中原

也无法达到" 在其后的欢迎晚宴上!发着

卷舌音的文友听说我来自河南!热情地称

我为老乡!当我笑他们叽哩嘎啦的话像外

国语!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他们才是正宗的

中原话" 当时的我一脸的不买账)普通话

都被他们$普通%成这样了!如果他们是正

宗中原话!我还不得回河南寻根* 只是碍

于面子 ! 自以为大人大量地不与他们计

较"

因为我对客家文化的无知有了关于语

言的论争! 飞跃先生耐心地给我讲中原移

民史和泉州南音! 说泉州南音才保留了中

原古汉语音韵! 被称为音乐文化的 $活化

石%" 那天!我被上了第一堂客家文化课!但

却不服气) 偌大的中原保存不了自己的语

言!却在这里保存下来了!泉州人的自我感

觉也太好了吧*

行走在丰泽的老君岩和南少林寺 !我

再次被浓郁的中原文化骇住了 ! 这里简

直是中原的浓缩版 ) 老子神闲气定地端

坐在清源山老君岩 !气魄超人 .离此不远

的东岳山下 ! 中原的少林寺也搬到了这

里 !在题着 $少林禅寺 %的大雄宝殿前 !只

有两株近千年的古榕树还在证明着我身

在南方"

行走丰泽! 我在困惑中进行对中原文

化的复读! 直到站在天圆地方的中国闽台

缘博物馆!细细追寻闽台之缘!了解了大量

中原士人入闽的史实时! 我才醍醐灌顶般

地醒悟! 这个地缘甚远的闽国原来和中原

那么密不可分" 真是惭愧又惊喜啊!惭愧我

对客家文化的无知! 惊喜的是我意外地找

到了中原的另一处家园"

我因此知道了!在闽南!在福建 !很多

人家都藏着大量的族谱和祠堂!大部分一

世祖的足迹赫然注着$先世居河南%" 远离

故土的中原人! 时刻提醒自己身在何处!

根在何方" 而让我犯困的陈#林姓氏!在泉

州也确是数一数二 !他们和陈 #林半天下

的台湾一样!与中原一脉相承" 更为巧合

的是 ! 陈姓老家正是淮阳111春秋时陈

国! 陈姓始祖胡公就长眠在淮阳的城南!

来自陈国的我!不自觉中已把自己融入这

片家园"

对根的追溯让我明白了! 自秦末中原

人就开始进入泉州!而批量迁入泉州平原!

大致始于晋室南渡" 西晋末年!北方中原爆

发了大动乱!建武年间!晋元帝司马睿率民

$衣冠南渡%!以避战乱" 河南江淮间的士族

集团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族南迁

入闽!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衣冠南渡!八姓

之闽%! 拉开了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序

幕" 此后!唐代河南固始人陈政父子在福建

开屯建堡!建立漳州!有$开漳圣王%之誉"

唐朝末年河南固始人王潮# 王审知兄弟率

众入闽!统一福建!王审知被封为$闽王%"

南宋时!随着中央政权的南迁!中原人再次

掀起移民高潮((

而依山傍水的泉州! 北有戴云山为屏

障!南有浩瀚的大海!东为晋江平原!西则

丘陵起伏!宜耕宜牧!自然成为中原人入闽

的首选" 而且!这里不像闽东#闽北那样有

一定数量的闽越族人!居住更为安然!吸引

越来越多的中原人成为闽南的新主人" 于

是!这里有了和中原息息相关的晋江#洛阳

江#洛阳桥!有了气定神闲的老子和少林南

拳! 有了尘封在东南海隅的中原古乐111

泉州南音((

原本以为好玩的海滨之地生生把我拉

进了历史! 牵出了历史的血泪和姓氏的荣

耀!作为一个中原人!自感无法回避" 坐在

闽台缘博物馆高高的台阶上! 我想! 闽台

缘!闽台缘!更是闽中缘!作为祖根地的中

原人!我也许永远说不透地理上的泉州!但

闽南之行的$客亲%大课!把我的人生空间

无限拉长!我同这里的客亲一样!走在了寻

根的路上!并因此知道了!我的中原先民曾

从哪里来!又曾向哪里去!对我来说!真是

幸耶幸耶+

像小猫一样睡#像村姑一样笑
王淑梅

!!!!!!

每次我到家属院存车棚放车

子时!总喜欢找着逗那只有点脏#

肥肥的#懒懒的白猫"

看车棚的是从农村来的一对

老夫妻!可能养猫是为了捉老鼠!

也可能是乡下人的习惯! 养小动

物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往车棚放

车时! 总是见它横躺在车棚中间

推车子的甬道上! 像是个躺在地

上跟大人撒泼的小孩!按车铃#跺

脚它也不理会! 很无赖而又可爱

的样子+ 这时看车棚的大娘就会

大声呵斥几声! 像训斥不懂事的

孩子!它才慢慢起身走开"

有一天下午! 我进车棚推车

时! 发现它躺在一辆摩托车的踏

板上!蜷缩着身子!毛茸茸的肚子

一起一伏的! 别在怀里的小脑袋

发出呼噜噜的鼾声!睡得真香+ 我

想梦中的它是不是捉到了小鱼 !

正欢呼雀跃呢* 我尽量放轻脚步

走路!生怕惊醒了它" 从那以后!

每看到它!心头就有种怜爱之情!

没事时忍不住躬下身去逗逗它 "

有时它会对着我细声细气地喵喵

叫几声! 有时故意调皮地从裤脚

边上蹭过去! 又粗又长的大尾巴

像鸡毛掸子一样扫人的脚面" 那

天我嘴里含块糖! 它对我喵喵叫

得很凶!我赶快把糖吐在地上了!

它猛扑上去!低头闻了一下!却又

失望地走开了" 一旁的大娘说!这

个馋嘴的东西就不能见人嘴动 !

一见人嘴动就偎上去" 还有一天

中午!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酣卧

在车棚门口停着的一辆轿车的挡

风玻璃上面美美地沐浴阳光+ 真

是惊险的杂技动作! 我既好笑又

为它担心" 真后悔当时没用手机

拍下那精彩的场面"

人这一生难免会有许多不开

心!有时被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

力#情感的困惑#经济的窘迫等等

折磨着!经常承受着失眠的痛苦!

总也走不出抑郁的阴影" 想到每

次回乡下老家时看到村姑会为一

点点小事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什

么时候也能像小猫一样放松的美

睡!像村姑一样开怀大笑!那么阳

光灿烂的日子离我们还远吗*

小妇人"外一首#

再见康桥

!!!!!!

素衣! 长发

左手搀着老母亲

右手牵一个女娃

从小街的这边

走到那边去了

走过一堵墙"不见了

这是这个小城

司空见惯的一幕

即使算作风景也无引人之

处

只是今天"我多注视了一小会

多联想了一小会

突然间"泪眼模糊

针

纫好线

就可以缝补衣衫"生活

抑或被撕裂的翅膀了

这个母亲重复了一辈子的

动作

现在"落在我的手上

我也是眯着眼睛"一针一针

细细地密密地缝的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而被缝补的这粉扑扑的小

人儿

将来"即使忘记了回家的路

也可以沿着这密密麻麻的

针脚

一步一步"安安生生地回来

春暮游陈抟公园"外一首$

尚纯江

!!!!!!

依稀春色有还无"

夕阳斜塔映碧湖!

论道华山留残梦"

笑谈龙亭一王孤!

伤春

雨打残红带雨痕"

风吹新柳荡水魂!

谁人不忍春归去#

夕阳一曲断肠人!

夏天来了%组诗$

徐桂荣

!!!!!!

突然间"就是夏天了

阳光火辣辣的

流风火辣辣的

满地的小喇叭花鼓起的嘴

唇儿

火辣辣的

河水热了"泥土滚烫

麦子一边拔节"一边灌浆

一天一个模样

一会儿一个模样

泥蛙躲在暗处"唱和声此起

彼伏

樱桃"草莓"梨"桃桃杏杏

将火焰搬出内心

涂在额头$脸颊和身上

涂成一粒粒甜蜜的火球儿

于枝头"轻轻摇曳

大地打开百宝箱!满山遍野

的

黄金$白银$玛瑙与珠翠

琳琳琅琅地披挂在

夏天的胸前"身后

忙得农人们直不起腰身

绿

这是夏天的本色

在田野上一望无际地

平铺着"起伏着

河道里哗哗地流淌着

每一棵树上

都是一叶一叶的小漩涡

并不停地滴下来

积成厚厚的树荫

只有天空逃离于高处

被深深泽埋的知了

徒劳"且拼命地挣扎着

喊疼

楝树花开

这么细碎的小花

一层一层地开了

这么繁密的小花

一树一树地开了

我认识这树"叫楝树

我知道这花"是楝花

楝树有着繁密的心事

楝花有着细碎的念想

年年的五月

我家的老屋"也是这样

被楝树一层一层地抱着

门前屋后

落满淡紫色的花朵

布谷鸟回来了

%布谷&"%布谷&

这清脆的啼鸣"像一支桅杆

高立于众鸟鸣之上

划破黎明最后的暗影

这是五月

布谷鸟必飞越的季节

如果它不来"我怎会

如此清晰明确地知道

繁华锦绣处"一直有一小片

无可弥补的空白#

无需知道

它来自何处"又将去于何方

只要它来了

这个五月才是真正的五月

才不会"因一种声音的缺失

而有失完整

布谷鸟回来了"就在窗外

它的嗓音依旧清澈" 嘹亮"

婉转

且意旨鲜明

所有听见的人"听着的人

此时都可以像羽毛"跟着飞

涉 张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