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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菩提树

□

许扣锁

有位国王独自站在他的菩提树下，惊叹地仰望着

树梢，感慨地说：“如果我的臣民都能像你的叶子那样

紧紧地依附着我，那该多好啊！ ”

菩提树笑了， 说：“我为我的叶子输送营养汁液

时，总是要花费好大的气力，那可远远超过我吸回它

时所做的努力。 ”

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一个丰富的天性， 如果不

拿自己来喂养饥肠辘辘的别人，自己也就要枯萎了。”

其实，只有首先无怨无悔地甘于奉献，才一定会得到

有价值的回报。这，绝不是简单的因果轮回效应，而是

一种做人的根本。

盛夏至味 “马齿菜 ”

□

乔现锋

“马齿菜”者，中医上称它为“马齿苋”，认为它有

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等功效，食之可防治肠炎、痢疾、

痔疮、扁平疣等疾病。

马齿菜的吃法不拘一格，或凉拌，或热炒，或掺和

在面粉里烙成马齿菜饼，都能让我们用不同方式领略

到它有别于其它蔬菜的特有风味：微酸的味道、爽脆

的口感，以及独具的食疗效果。

有过一段不短的事厨经历。 那些日子里，饭店里

每年的五月到九月份便是马齿菜粉墨登场和大显身

手的最佳季节。 在宾馆里眼花缭乱的风味小吃中，马

齿菜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经我们专业厨师所做的马

齿菜饼，总是几乎所有进店消费的食客们的最爱。 马

齿菜饼的做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将马齿菜择洗干净后

切成一两公分长的小段，再置入用鸡蛋、五香粉、盐、

油等佐料调制成的面糊里，搅拌均匀了，摊到冒着青

烟的电饼铛上，两面烙至焦黄后就可食用。 按照这种

方法烙出来的马齿菜饼外焦里嫩，其“秘密武器”就在

于里面加了鸡蛋和少量的油，鸡蛋能保证马齿菜饼松

软滑嫩，而在面糊中间加入油则能使马齿菜饼吃起来

焦脆爽口，掌握了这两点诀窍，就难怪客人对我们的

马齿菜饼百吃不厌了。

记得那时节我自己还发明创新了一种马齿菜的

新吃法： 就是将马齿菜加入到佐料调好的稠面糊里，

摊在稀布或抹了油的不锈钢托盘上，放进沸水翻腾的

笼锅里蒸熟。 取出放凉后切成长方形的条条，或醮着

蒜汁吃，或拍上一层淀粉下到热油锅里炸了吃。 凉吃

的马齿菜条蒜香浓郁， 炸了吃的马齿菜糕芳香扑鼻，

均属马齿菜的升级版吃法，也颇受食客们的青睐。

盛夏来临，愿普普通通的马齿菜能为我们的炎炎

夏日送来一份清凉，更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一抹不寻常

的风景。

萤火虫

的夏天

□

谢祺相

是谁把星星揉碎

悄悄放逐人间

是谁把祝福撒播

夏夜里发出新芽

几只闪光的词语

点亮儿时梦境

幽蓝深远的天幕上

有妈妈慈祥的眼睛

一群会飞的梦想

温暖了山野乡村

耳边响起声声摇篮曲

萤火虫同我一起长大

萤火虫纷飞的夏天

明灭之间发生多少故事

姐姐坐着牛车出嫁

我哭喊着骑瘦了那匹竹马

萤火虫落在荷花额头

日子充满芬芳味道

萤火虫飞临秋天的门口

那一丝光亮

还紧紧牵着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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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会意字。

金文：“静”，吴大澂氏以为“不争也，从争、从清

省，古争从，上以爪按其力，下以手承之，象三人相争

形。 ”

小篆：“静”，从青，静声，本意作“审”解，（见《说

文解字》许慎著）乃详明得宜之意；青，草木初生色，

为明审可见者，故从青。 又以争本作“引”解，为引以

入己意；审在引己意以为衡断，故静从争声。

静的本意是不争，不争则能“知足常乐”。不争意

味着不贪求名利，顺守自然。“有求皆苦，无欲则刚”，

如果能不争，心就能静，静是一种安详平和，是一份

怡然自得。我们常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当我们心平气和，静心感受身

边所拥有的一切时，就会不断地发现生活的美，而不

会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遗憾，懂得珍惜，幸

福也就会来到您的身边，所以古人说：“静居则

安。 ”

身要动，心要静，这是延年益寿的妙诀。健

康强壮的体魄，离不开运动，经常锻炼身体才

能促进血液循环， 才能改善组织器官的功能， 所以

“知者动，仁者静”。 安逸不是静，而只能使人走向堕

落。所以说：“身之修养主乎动，心之修养主乎静。”在

人生来说，心静身动才能使身心健康，身心舒畅。

家庭的和乐，也需要“静”字来成就。如果平心静

气对待一切人事，就不会偏执，不会走向极端，不会

无缘无故闹得脸红脖子粗。 将心气静下来，“行有不

得，反求诸己”，便会多为他人着想，互相之间多一点

关爱，家庭自自然然便会和乐安详了。

刘毛孩活捉孙殿英

□

都屏君

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和“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刘毛孩的遗孀

77

岁的陈爱花老人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动人的

历史。

刘毛孩，又名刘崇福，生于

1920

年

2

月

26

日，男，汉族，沁阳市西向镇一街人。

1946

年

6

月参军入伍，

1950

年

3

月复员，中共党员。 曾经

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等。

1947

年，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县时， 他亲自活捉了东

陵大盗、国民党新编第三纵队司令员孙殿英，荣

立一等功， 被上级部门授予军功章和 “人民功

臣”金匾。

2001

年

1

月

15

日因病辞世。

1947

年

4

月初，刘毛孩所在的刘邓大军晋

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三团三营七

连接到命令：合围汤阴，一举歼灭盘踞在那里的

国民党新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 当时刘毛孩任

七连一排排长，他们的任务是总攻开始后，在汤

阴县城外围设伏，堵截、消灭企图逃跑的敌人，

也可根据情况主动出击。

我军已经将汤阴县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水泄不通。为了减少伤亡，我军谍报人员通过渠

道，跟孙殿英进行多次接触、谈判，令其投诚。可

是孙凭借蒋介石给他的美式装备， 自认为工事

固若金汤，有意拖延时间，等待救援，拒不投降。

5

月

1

日晚

6

时，总攻开始了。 一阵炮火过

后，先头部队炸开城墙，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

破了县城，敌军仓皇逃窜。 不一会儿，一批批俘

虏被押了下来，唯独不见孙殿英。

经过仔细搜索， 发现一个洞口被炸塌的地

道。 据判断， 孙殿英很可能率残部从地道逃跑

了。 他们顺着地道追了出去。

钻出地道， 他们发现前面不远处是一个修

有围墙的村庄，听不见动静。这时已是凌晨

4

点

钟，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

连长告诉刘毛孩：“这里是石庄村（一说石

家庄村———作者注）， 可能是敌军的指挥部，我

们先摸过去看看。 ”命令部队隐蔽。

他们几个爬上围墙向村里望去。 天已接近

黎明，隐隐约约看见敌人在慌乱地走动。由于敌

情不明， 他们不敢轻易靠近。 刘毛孩突然喊：

“看，那是什么

?

”大家看去，见是个大地堡，从里

面引出了很多电线， 有几个当官模样的家伙出

出进进正在忙碌。刘毛孩兴奋地说：“奶奶，终于

找到你了，一条大鱼！ ”

营长还没有带人上来，刘毛孩等不及了，撺

掇连长：“别等了，再等就又跑了，咱们去端掉它

吧。”连长也早有此心，问刘毛孩具体打法，刘毛

孩说：“我们只有一个排，硬拼会吃亏的，只能智

取。迂回过去，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二人一拍

即合。

他们跳过墙头， 向地堡靠近。 突然枪声大

作，他们被发现了，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 刘毛

孩急了，智取不行只好改为强攻！他们集中火力

向地堡射击， 从地堡喷出的两股火舌压住了他

们前进不得。

“我去敲掉敌人的机枪！”不等连长批准，刘

毛孩一跃而出，猫着腰向地堡右侧靠近。几个美

式“小甜瓜”在周围爆炸，他打了几个滚，趁着烟

雾跳进了一个弹坑。 连长命令集中全部火力掩

护刘毛孩。 近了，他一连拉着了两颗手榴弹，费

尽全力扔进了地堡，机枪顿时哑了。他一个虎扑

从敌人手中夺过机枪，掉转枪口一阵猛扫，敌人

倒下一片。 连长一拍大腿：“刘毛孩，好样的！ 冲

啊！ ”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势，控制了地堡

口。

战斗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龟缩在里面的敌

人不敢露头。战士们喊：“缴枪不杀！”“你们被包

围了！ ”“放下武器！ 解放军优待俘虏！ ”喊了几

声不见回音。刘毛孩急了，又喊：“再不出来就扔

手榴弹了！ ”还不见动静，刘毛孩真的拉了一颗

手榴弹扔进洞去。 “轰”的一声，火光四射，战士

们跟着向里打了几枪。 刘毛孩要过连长的手电

筒，正要进去，连长一把抓住他，又将自己的驳

壳枪压满子弹，换下刘毛孩手中的步枪，示意他

可以下去了。

刘毛孩带着

6

名战士顺着刨开的台阶摸索

着下去了。 地道里黑洞洞的，火药味很浓。 他和

战士们紧贴洞壁，弓着腰一步一步向里行进。为

了安全起见， 他左手握着手电筒向左伸开平举

出去，然后再突然摁亮。 一道亮光照明了地道，

他们发现这个地道很长，里面有上坡、下坡、拐

弯、岔道。他们走走停停，手电也忽明忽灭。刘毛

孩告诉身边的战士：“见到对方开枪， 就集中火

力还击。 ”刚爬上一个高台，对方一梭子子弹打

了过来，手电被击落在地，幸亏离身体较远没有

受伤。 与此同时，战士们的枪也响了，随着惨叫

声，一个敌人从上面滚落下来。紧接着里面一个

声音喊道：“贵军别开枪，我们投降！”刘毛孩喊：

“把枪扔过来！”几支美式冲锋枪扔了出来。他们

又喊：“慢慢下来，不许耍花招！ ”

“叫孙殿英出来！”刘毛孩命令。一个缴了枪

的敌人又折回去地堡， 一会儿几个当官的举着

双手陆续走了出来。他们把俘虏带出地堡，连长

示意刘毛孩上前搜身。

刘毛孩会意，挨个搜查俘虏，摸摸身上是否

还藏有枪支。后边一个个子高大、满脸麻子的家

伙慢腾腾地走出来。 他头戴凉帽， 一身便衣打

扮，步履沉着，面无惧色。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一个战士问。

“敝人是个商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

刘毛孩突然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孙麻子！”

那人浑身一激灵，下意识答应了一声。刘毛孩立

即明白了：就是他了，东陵大盗，恶贯满盈的孙

殿英！

孙一走出地堡就发现上当了， 他见站在面

前的是解放军的小股部队， 右手慢慢向口袋伸

去。 刘毛孩手疾眼快，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枪捅

了他一下：“别动，动就打死你！ ”随手从他的口

袋里掏出一把小手枪，美制的“勃朗宁”。紧跟孙

殿英后边的有他的副司令刘月亭、 参谋长邓暄

甫等。前面投降的敌人一看我军人数不多，蠢蠢

欲动。正在这时，三营长带着两个连迅速围了上

来，刘毛孩他们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幸亏敌人被诈唬住了，再晚一步就麻烦了。

紧跟孙殿英后面的护兵，举着双手，背上斜

背着一把刀，没有缴械的意思。刘毛孩用驳壳枪

顶了他一下命令：“你，背的什么，放下！”他迟疑

了一下，看看他的长官，孙殿英转过头来沮丧地

说了一句：“交了吧。”这是他军旅生涯中下的最

后一次命令。 护兵这才极不情愿地将背上的刀

取下来，交到刘毛孩手中。 刘毛孩一看，原来是

一口宝剑，也没多想，顺手扔在了枪堆上。

天亮了，战斗圆满结束。 在清理战场时，刘

毛孩听好几个战士在议论那把宝剑， 说是三国

时期赵云从曹操手中夺过的青釭剑， 此剑削铁

如泥，是孙殿英从慈禧的墓中盗得的。刘毛孩这

时才明白孙殿英为啥寸步不离不愿缴出的原因

了。又把那口宝剑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捡出来，交

了上去。

战报一级一级汇报上去， 毛主席得知刘邓

大军活捉了孙殿英， 欣慰地说：“这下我该睡着

觉了。 ”主席早盼着这一天哩。

刘毛孩因活捉了孙殿英荣立一等功， 喜报

立即传到了他的老家河南沁阳县西向村。 县政

府派专人敲着锣打着鼓在他家的门头上挂一面

“人民功臣”的匾额。当时刘毛孩还在部队，直到

他

1950

年退伍回家才看到了这个匾。

2011

年

6

月

6

日，刘毛孩的遗孀陈爱花取

出这块已渐残缺的匾额，经过拼接，我们看到上

面镌刻着“庆贺刘毛孩同志……人民功臣 民国

三十六年”。

（根据刘毛孩的遗孀陈爱花、长子刘安稳、

次子刘小电口述以及查阅有关资料整理。 ）

靳丽萍谈檀雕、漆雕工艺

嘉 宾：靳丽萍（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

主持人：赵 岩 贺弘扬 张天然

檀雕，即以檀木为原料的木雕工艺。檀木分紫檀、

绿檀、黑檀、红檀等，其质地紧密坚硬、色彩绚丽多变、

香气芬芳持久，且百毒不侵，又能避邪治病，所以人们

常常把它作为吉祥物。

漆雕，也称“剔犀”，是雕漆工艺的一种，因其图案

多以回旋生动、流转自如的云纹回钩组成，也称“云

雕”，日本称为“屈轮”。

今天，我们请来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靳丽萍女士， 请她为大家介绍檀雕、漆

雕的有关知识。

今日沁阳：您是何时走上工艺美术之路，与檀雕、

漆雕结缘的？

靳丽萍：

1998

年

6

月， 沁阳市家具厂改制时，我

接过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 企业今后如何发展，成

了我思索的首要问题。 最终，我决定一方面提升现有

传统家具的品质，进军行政办公、酒店家具领域；另一

方面独辟蹊径，踏入工艺美术领域。 我虽然是美术院

系出身，但一直从事行政工作，对工艺美术可以说是

“门外汉”。 要想实现企业的转型，必须完成自身的转

型。 我坚信，一个外行的企业家不能带领一个成功的

企业。于是我买来很多关于木雕、漆雕的理论书，放在

案头、床头、车内、包里，走到哪儿都看，一有时间就

看，两年时间里我读完了二十多部专业书，写了五万

多字的读书笔记，加之上学时的美术基础，终于实现

了理论和观念上的突破和提升。

今日沁阳：这么说来，您有一股创新、不服输的劲

头。在理论上充电的同时，你又做了哪些现实储备呢？

靳丽萍：光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999

年

8

月，我前往浙江东阳学习传统木雕。 在前后六年的学

艺过程中， 我先后几十次往返于沁阳和浙江东阳之

间，终于掌握了木雕技能。

在确定了檀雕为公司主打产品后，我决定开发漆

雕作品。

2006

年，我拜山西的张宏超大师为师，开始

系统学习漆雕漆器制作工艺，接着又拜成国顺大师为

师，终于把漆雕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移植到了怀川大

地上。

今日沁阳：学艺之路一定充满了坎坷。

靳丽萍：是的。学习漆雕的五年里，我几十次穿行

于太行山和黄土高原之间。 有一次从山西返回的途

中，天很黑，在群山间的盘山公路拐弯处出了车祸，我

和同伴们都受伤了。 当时我被卡在驾驶室里，腰、肩、

颈多处骨折。 那次事故让我的事业出现了很大的停

顿，但伤好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学艺的路程。

今日沁阳：功夫不负有心人。谈谈你的檀雕、漆雕

作品好吗？

靳丽萍： 我希望檀雕作品能体现怀庆府的特点，

所以创作时我首先想到了朱载堉、韩愈、李商隐、竹林

七贤等文化名人。 目前，我的作品浮雕绿檀笔筒朱载

堉《劝世诗》、韩愈《早春》、李商隐《无题》、竹林七贤等

作品获国家外观专利，并被中华世纪坛收藏。 云纹果

盘、百福图、百寿图和鼓形桌凳等作品数次参加全国

工艺美术作品展。 最近我们又成功雕刻出了神农像。

今日沁阳： 许多人对漆雕工艺既陌生又好奇，能

详细谈谈吗？

靳丽萍：我对漆雕工艺情有独钟。刚学漆雕时，脑

海里老回想着它回旋生动、流转自如的云纹图案。 漆

雕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

也叫剔红

,

其技艺始于唐

代。过程繁复

,

工艺流程极其复杂，用时很长

,

因此大型

漆雕也极其昂贵

,

在古代也一直是皇室贵胄的陈设

品。 此种工艺是用两种以上天然漆在制好的木胎、金

属胎等材料上髹漆之后，经过

59

天

59

遍刷漆，有规

律、逐层累积到一定厚度后，在漆上雕刻图案或文字。

雕漆颜色主要有剔红、剔黑、剔彩等，再由人工用刀加

以剔刻，其刀口断面清晰可辨，黑红相间层层分明，故

称“云雕”，也有人称“剔红”。剔好后，要用上百年的老

砖灰细细打磨，

59

道漆的层次感才能分明。 然后放在

阴干房里自然晾干。

今日沁阳：把檀雕、漆雕之花移到沁阳，你付出了

很多心力。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靳丽萍：

2009

年，河南省提出打造“文化强省”，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向上级争取，将“省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项目争取到沁阳，我打算在玉溪街上建造“河

南省工艺美术特色产业基地”， 让沁阳以及豫西北地

区的文化之花冉冉绽放！

场地提供：诚福茗茶社

靳丽萍近照 张天然 摄

七月九渡 李飞健 摄

白松岭生态保护区抒怀

□

黄恩升

我站在

1100

米高的沁阳云台山之巅，

用双眼拍摄秀美的山川，

鱼肚岭的青松

涌动着起伏的海浪，

白松岭的白松

正化作鹤阵飞天，

杂花生树的天池岭像逶迤的绿色长城，

黄花岭恰似一只金色的凤凰振翅盘旋。

美啊，这北国南太行的自然生态！

经过无数次山雨前飞播的历险，

山山岭岭郁郁葱葱

已绘出如诗如画的美景，

沟沟壑壑泉水叮咚

正奏响如梦如幻的琴弦。

为了打造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啊，

为了不让这大自然之肺受到人类的感染，

山村的居民忍痛告别了世代生存的热土，

含泪留下了祖宗的坟茔和一层层梯田，

待从头去开辟新的生活之路，

宁肯让浸透血汗的梯田

回复到刀耕火种前的年代。

是的，在共和国震撼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

“移民”这个沉甸甸的词

涵盖的是牺牲和奉献！

但愿善待自然能成为人类的自觉意识，

但愿一切刻意的行为

都能升华为生命的召唤。

此时此刻，

当山下千村万郭都呈现着繁忙安详的神态，

当山山岭岭的绿浪向我们双眼扑来，

当昨日清晨恭迎太阳升起的壮观气势在眼前浮现，

当昨天夜里鸟瞰城镇灯火的天庭美景在胸中腾翻，

我的周身似乎已和山山岭岭融合到了一起，

我的激情禁不住化作了诗人的呐喊，

南太行自然生态保护区啊，

已成为守卫中原大地的盾牌，

它净化了来自大漠的滚滚沙尘，

它阻挡了朔风呼啸挟来的阵阵阴寒，

作为大自然的绿色氧吧呀，

它每天都在把清新的空气送往人间。

而黄花岭漫山遍野的黄花啊，

清香无比，金光灿灿，

是那样的富丽堂皇，

是那样的自自然然，

那淡淡的清香啊

———才是真正的天香，

那金黄的色泽啊

———才是真正的国色，

就连名动天下的洛阳牡丹花啊，

也比不上它如此的生机和气派。

放眼烟花三月的辽阔中原啊，

我看到了盛世气象在流金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