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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思

□

柳下雪

闲窗何故入秋风，

空惹相思顾盼情。

水抱兰馨飘细雨，

山擎玉碧润苍穹。

箫楼彩凤双飞韵，

灞柳寒蝉独噤声。

不忍肝肠惜寸断，

朱心近墨画诗屏。

花 谈

□

邱明媚

一直都对小学语文考试时的一道阅

读题有着模糊而深刻的记忆。文章好像是

在海岛上生活或者是被流放海岛的的父

亲写给自己那不在身边的孩子的，隐约记

得作者是高尔基，琐碎而平常，其中有一

句是 “你走了， 你的那些花儿却留下了”

（大意如此），字句无奇，可是之后却因之

产生了一道问题，好像让分析这句话中的

含义。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难体会其中表

达的所谓“绝境中热爱、追求美好生活”的

隐意，也正是因为它的艰涩难懂，这么多

年来，我竟没有忘记。

直到如今养了花之后， 才深深理解

“花朵”与“美好”的等价关系。

花不是今年才开始喜欢的。 小时候，

跟一帮小丫头在油菜花地里疯跑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那时候见的最多的是路边和

沟渠里的小野花。 春天的道旁，有一种米

粒大小、蓝紫色的小花很可爱，小时候，一

直对它的形体小耿耿于怀，念叨着：如果

这些花长得大一些该是多美啊。学校围墙

外还长着一种小花，也叫不上名字，花形

看起来像是某种菊类，只是更小些，我们

常常连枝折下来， 编成花环戴在脑袋上。

而蒲公英的黄色花朵算是其中的大家闺

秀了，避开这一众小花，在深闺中热烈绽

放，自我欣赏。

对花儿喜欢得紧，行动却慢。

大概是

2000

年的时候， 遇到一个卖

花的，说是有郁金香的花球卖，虽然对他

的话有点怀疑，可是抵挡不住对那种端庄

内敛的荷兰国花的喜欢，红、黄、蓝、紫色

各买了一些，回家后，高高兴兴种了下去。

结果是受了骗，那根本没长出想象中

的阔叶植物来。

倒是长出了一种民间用来治疗跌打

损伤的俗名“金不换”的东西，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还串生出许多来，占了不少地

方，锄之不尽，让家人不胜烦恼。

随后，还移栽过吊兰和芭蕉，它们来

后，我成家走了。 但是每次回来都看它们

旺旺生长着，也以为它们会一直这么长下

去。终于，在某个寒冷的冬天里，乏人照料

的它们再也没能等到春天的到来。

我喜欢它们，却没有用心经营它们。

到了新环境，也没有萌生过养花的念

头。 只是某次下班回家，看到掉在马路中

央的一颗小剑兰，根部已经开裂，路过之

后心有不安， 便折回来拣起它带了回家。

当时随手一种，没想到这几年过去，它已

经开枝散叶，显得虎虎有生气。

也去花卉市场转悠过，各色各样的植

物让我眼花缭乱， 听着摊主的介绍和推

荐，想那些花的习性和养护，只觉得记之

不住，深恐待之不周，甚至很多花名我都

是前听后忘，奈何力不从心，所以，转来转

去一无所获。

如果爱，请深爱，一个人应该有所好

并对其所好倾注心思和精力，可是，这么

多年来，我喜欢的是什么？ 我又是如何对

待自己的喜好的？

是因为爱的不够深吗？

有一个喜欢养狗的朋友，说起各类狗

的品相、习性来总是不假思索、信手拈来。

佩服之余，私下里也想过，要一点一点记

住不同类的狗的特征多难啊，是不是得写

个条子装在口袋里不断拿出来背背。

事实证明，完全不需要。 倘若爱到一

定程度，一切都自然而然。

今年

3

月

11

日，接妞妞放学，看到门

口卖花的人，她央求我买一些去。 我看了

看，答应了。那天刚好是父亲的生日，我就

买了几盆长寿花、一颗月桂和一种叫发财

树的常绿植物。 一是图个吉祥，二是那里

种类确实不怎么多。

之后一发不可收， 接连买了虎刺海

棠、橡皮树、文竹……自此，我毫无防备地

陷入到对花和养花的深深的迷恋之中。

也就是在这么个时间里，我好像一下

子通悟了养花之道。

我可以毫不费力的记住花名，并从学

习中，懂得了泥土中要掺些珍珠岩增加透

水性，懂得了花肥的沤制，会水培植物，还

大胆开始了茑萝的育苗实验。

搜罗花苗成了我的日常工作，我跟一

个厂子的门卫太太打招呼，从她那里移栽

了紫荆、木香，还有一种雏菊；在单位的朋

友那里我分享了金枝玉叶、吊兰、一叶兰

还有绣球花。 （下一个目标是绿萝。 呵呵，

去年冬天预约的。

)

每天早起，先看看这些花儿，晨光下，

它们一个个娇嫩欲滴： 叶片正返青的，枯

叶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那棵冒出的新芽，

看起来更结实了； 这花苞次第多起来，花

色润泽多了……

松松土、浇浇水，眼光抚摸过这些美

好的生命，心里涌上欢喜。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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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水·血河·清清流

□

董尚祥

四

古堡百丈觅旧踪，旌旗翻卷舞长空。

七狼八虎今安在？ 竹排载歌丹水清。

这是游人游览丹河峡谷留下的一首诗。 诗

中说的古堡，即宋寨，相传是北宋杨家将构筑的

城堡，如今仍雄踞在高高的山头上，扼守着峡谷

的交通要道。 今人仿效古制， 在寨堡正中插一

“帅”字大旗，四围是黄色旌旆。 山风吹拂，迎风

猎猎，俨然杨家将在此！ 然而，这里早已没有刀

光剑影，战鼓咚咚，没有铁和血的碰击和人马的

嘶杀声，杨业及其“七狼八虎”的子弟，英姿勃

勃，浩气冲天，早已成为纸上云烟，成为百姓的

口碑，成为传说中的战神和偶像，成为史家笔端

的话题。 游人所能看到的， 是清澈透亮的丹河

水，抒情般流着，倒映着两岸的山峦和林木，山

坡上沉甸甸的玉米穗和火红硕大的柿子， 倒映

着红男绿女接肩摩踵的游客， 竹排与游艇满载

欢声笑语，在山谷中回应，而在东岸峡谷时隐时

现的火车呼啸而过……

然而，你听到过丹水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吗？

你看到过这里的杨六郎墓、杨家将藏兵洞吗？你

到过山上的孟良寨、焦赞城、穆桂英堡、杨宗保

寨吗？

在丹水河畔的九峰山上， 有一个石头堆砌

的墓冢，墓园早已荒草萋迷，荆棘遍地，近旁竖

立着沁阳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的标牌： 杨延景

墓。

杨延昭，本名延朗，又名延景，是宋初名将

杨业的第六子。 《宋史》说，因他“在边防二十余

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他是杨家第二代中

功勋卓著的第一人，是北宋抗辽名将，官至高阳

关副都督兼英州刺史。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一

赞他“智勇善战，所得俸赐，悉犒军，未尝问家

事。性质素，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

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

用。 ”杨延昭病逝于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都载：“及卒。讣闻，

帝嗟悼，遣中使护榇而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

泣。”杨延昭祖籍代州（今山西代县），所谓“归”，

即归葬，理应葬于代州原籍，何以埋葬于怀州丹

水之滨？

历史告诉我们，杨延昭病殁的年代，宋辽战

火正炽 ，代州恰是两国交战的最前沿。 把一个

抗辽名将的尸骨埋葬在敌国的眼皮底下， 显然

是不明智的。关于杨业尸骨的争盗，杨家人仍记

忆犹新。 他们不会再把自己的亲人送到敌人的

触角范围之内。《宋史》没有说明“归于何地”，却

讲了“河朔之人，望柩而泣”的场景，这似乎应在

内地。河朔，黄河北也，怀川正在河北，河内素有

“河朔名邦”之美称，埋葬在太行山的丹河峡谷

间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正史所载。

另有小说家言。据历史演义小说《杨家府演

义》 第五十八回即最末一回， 是写杨家将的归

宿。 此回的标题是：“怀玉举家上太行”。 宋元丰

二年（公元

1079

年）端午之夜，杨延昭之孙杨文

广之四子杨怀玉等，被奸臣张茂谋杀未逞后，以

杨怀玉为首的杨家小将为报仇雪恨，全身远害，

不恋爵禄，血洗张茂府，瞒着杨文广举家连夜逃

往太行山，小说中写道：“是夜，怀玉命家人众护

卫军士，收拾宝物辎重，车载马驼，整备停当，竟

望太行山进发。 ”

杨家后裔是连夜逃往太行山的。 这里所说

的太行山， 一定是距汴京开封最近， 且山势险

要，又远离北方之敌契丹，并且应该有一定的历

史渊源———杨延昭的墓地就在这里， 这里又是

杨家将长期驻防之地，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

民众的关系都有较好的基础。据小说家言，杨家

小将逃往太行山后， 又曾拒绝了周王的两次劝

归，然后，“伐木作室，耕田种地，自食其力。又出

告示，晓喻家兵，不许下山掳掠民财，为一清白

百姓， 遗留芳声于后代， 使人皆称我家是个忠

臣，退隐岩穴，而非叛乱贼臣，不归王化者也。 ”

从此 ，杨家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关于杨家

将的故事也便霎然而止。

但是， 他们在丹水却并未销声匿迹。 据传

说，杨家的后裔在丹水一带除了耕种田地，自食

其力外， 还与百姓一起对金人的入侵开展过殊

死的战斗，民间的口碑和文物还在。 据《沁阳市

地名志》：在今丹河峡谷九渡村“北宋名将杨延

昭墓” 地在村西九峰山上， 系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山下有“狐仙洞”（又叫杨家藏兵洞，今称神

仙洞。）《沁阳市地名志·名胜古迹·古羊肠坂道》

载：“在市境北部， 现存常平至窑头村北坂道一

段，长约二公里。 碗子城，孟良寨，焦赞城，穆桂

英寨，杨宗保寨，皆其遗迹……唐设驿站，宋代

筑城，并以守将命名城寨。”宋代杨家将的焦赞、

孟良、穆桂英、杨宗保是否真在这里筑寨抗辽，

史无详载，小说家言自然未必可信，但综合《宋

史》、《沁阳地名志》、《沁阳市文物志》、百姓的口

碑和地面现存实物相印证， 杨家将及其后人在

丹水一带的活动当是极其可能的。 至于有些传

说，比如孟良寨门楼上那两个巨大的脚印石坑，

是杨家烧火丫头杨排风的脚印， 已属英雄崇拜

的神话了。 然而，你若真站在孟良寨上，踩着杨

排风巨大的石脚印向四周张望，悬崖陡壁，羊肠

坂道，雄关锁谷，你真的会觉得是“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 的英雄了！ 就在这孟良寨不远的山坡

上，正是古羊肠坂，“古羊肠坂”四个石刻大字赫

然在目。使人心灵顿生强烈的震撼。金人元好问

《羊肠坂》诗云：

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赢马不胜鞍。

老来行路先愁远，会里辞家更觉难。

衣上风沙又憔悴，梦中灯火忆团欒。

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八百盘。

作为曾与宋朝对抗的金朝诗人， 在八百盘

羊肠坂道仍然心悸神撼，马不胜鞍，而生思乡之

叹啊！ （待续）

落叶静美

□

冯小兰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秋天的来临是从落叶

开始的。 但是，沙沙飘落的秋叶总是透着那么点

儿悲凉和酸楚的气息。可我依然还是很喜欢秋天

的落叶。 喜欢看漫山遍野的枫树红彤彤的一片，

她们慢慢地由红变成憔悴褐黑，让人有一种悲壮

的感觉；喜欢看银杏树，秋风一吹，洒洒脱脱黄了

一片，纷纷扬扬飘落一地，让天地间多了一层金

黄，顿时让人感受阴柔、温顺之美。

秋天的心情总是随着落叶在无尽地飘落，只

有在此时也许会体会到秋的真正含义，也许会更

加深刻地感悟到落叶那种叫人敬佩的精神。

漫步秋林中，看着周围古朴的建筑，想着心

思，秋风吹来，心中微微一颤。秋真的来了吗？在

阵阵秋风的吹拂下， 树上的叶子渐渐失去了往

日的光彩， 渐渐变得枯黄， 在飒飒秋风中摇曳

着，飘落着，青黄斑驳，那色泽不正是秋里成熟

果实的颜色，浸透着风霜的痕迹，却也包含着成

熟的韵味吗？仔细观察，飘摇而下形状各异的叶

子有的像轻舟荡漾，有的似蒲扇摇摆，还有的简

直就是鲜透的绿色由枝上换生到了地上， 让人

不忍心落下脚步，不忍心去随便踩踏。

叶子，无声地飘落着，曾经鲜活的生命还没

有枯竭。 生命的秋天对于一个世界，一个人，一

片叶子是多么的美好

!

生命是延续的， 是进步

的， 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明天的希望。 新的生

命，不能拦阻，也不能代替老的生命的死亡。

落叶悄悄地落着， 似乎在我们的大脑中不

留下任何的痕迹，但他落在地上后，仍默默地为

人们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它们不需要人类

的赞美， 它们不需要人类的怀念。 它们会这样

说

:

生长在大树上，生长在世界中，我无怨无悔。

曾经为成长而忧愁的日子， 连成了一片美丽的

回忆，我不在乎人类的赞美，独将岁月深刻在心

底，然后用生命的绿色的光，去把世界点缀得色

彩斑斓，给人类留下一笔永恒的财富。

落叶静美，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无私奉献

精神的象征。 踏着生活的行板， 迎着落叶的季

节，我们高歌，我们畅想，我们开始谋划人生，筹

划未来， 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里孕育着新的

希望。

形声、会意字。

从见学省声，本意作“寤”解，（见《说文解字》许慎

著），乃寐而有觉，盖指醒而张目得识解事物而言，故

从见。 又以学本作“觉悟”解，人醒觉则官能尽肆其用

而得了悟，故觉从学声。

“觉”者，是有德行的、品格高尚的人。

“觉”，有多种意思，人生到底要觉什么？古代圣哲

人早就告诉我们：要觉天理、地理、人理、物理。

觉悟身体，就要做好保健，养身、养生、养心、养

志、养德。真正的养生还在于修身养德，因为一个有德

行的人会处处受人尊重，心情一定愉悦，身体怎么会

不好呢？

一念不觉 ，自己烦恼，还会带累他人：人家的先

生赚钱多，邻家的太太很漂亮，他人的孩子很好教，同

事又升职了，朋友接受了一笔遗赠……吃饭，百般挑

拣；睡觉，千般计较；生活，万般无奈。 何苦来哉？

世事无常，凡事很难永远拥有，我们就会患得患

失，产生痛苦。 人会伤心是因太执著，放不下。 我们虽

然不能做到与世无争的恬淡和看破红尘的清高，但总

可以在生命之河的洗炼中， 慢慢磨去我们的不知足、

攀比、嫉妒等习性，从而觉悟自己。

觉悟的人，碰到任何问题，能「面对它、接受它、处

理它、放下它」。 时过境迁，勿需留恋，未来无定，思之

何益？ 人生应当把握当下！

觉悟的人明白，快乐不在声色物欲，而在内心。真

正的快乐，是一种自然恬淡的心境，是真善美的流露。

觉悟的人懂得，以诚待人，以微笑待人，真诚的微

笑是阳光，能够驱走人们脸上的冬日，心中的阴霾。

大道至简，觉悟的人，明白了宇宙真相，懂得地球

只是一个村落，人类族群本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就能

够包容，宽恕一切，让自己的每一个言行都和国家、社

会联系起来，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幸福圆满。

以自省的心，孝亲尊师，诚敬待人，恪尽职分，在

家、国、天下中不失本位，服务他人，圆满生命的意义。

朋友，相信我们都能做快乐的觉悟人。

丹河之晨静悄悄 李飞翔 摄

花语

□

无情客

不慕名花种，

斑斓四季诗。

柔茎承雨露，

锐刺待天时。

霞散鸟姝影，

暮临云曳姿。

深怀明主顾，

义气永相依！

怀川故事

□

和洪范

二 历史文化典籍里的怀川故事

祖父终于没有把他心里的怀川故事，继续给我讲

下去。 一九五三年跌进秋天，他就去世了。 但是，关于

他故事里我们这一方经年不退的滔天洪水，是我成人

后由盲目逐步清晰地开始阅读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才

得以有所了解与认识。其实，读书求知的目的，不仅仅

是让自己知道得尽可能多一些，而是潜移默化里滋养

人完成心灵的健康成长。 千古文章说的都是千古的

事，每一个民族的传世之作，叙说中令人景仰地记载

着属于自身成长的轨迹，神秘地传递着代代人血管里

奔流的殷红的血液，恒持着一方水土让代代人缱绻不

舍的体温。

祖父去世十七年之后，是一九七零年。 岳父宋元

麟先生在他二女儿嫁妆的箱底，压了一套山西文会堂

藏版的铜版《四书》。 那时，这套苕溪范紫登先生于嘉

庆十七年参订的古籍， 无疑是文革中查抄的对象，收

藏或阅读，应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 岳父悄悄地交代

我就要新婚的妻子，说：“送给他，或许他以后会有些

用处。 ”

在那个很难找到书读的岁月里，这套书不仅给了

我许多慰藉，同时也使我很幸运地阅读到，我们怀川

远古时，那场祖父曾经给我叙说过的洪水。 我毕恭毕

敬地在这里照录下《孟子·滕文公下》里，这一段与我

们怀川有着密切关联的文字， 以便它的后续子孙们，

用赤诚的心去重温这一段， 已经冷却了两千七百多

年，有幸让文字构筑成的历史。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 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

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兽蹄鸟迹

之道，交于中国。 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

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禹疏九河，瀹济洛而

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

食也。

这段文字让我倍感亲切的，是孟子说到了“禹疏

九河”，治理“当尧之时”“汜滥于天下”的洪水。这就是

祖父给我没有讲完的洪水的故事！铁定无疑里让我更

为兴奋的，是治水的大禹，首先从我们怀川开始治水。

孟老夫子言之凿凿，说大禹治水，首先是对“济、洛”两

河的疏浚。 济河源头就在我们怀川济源市的北原村，

水向东流后， 从河朔名邦的豫北重镇沁阳古城穿过。

请让我再一次摘引古籍，引申怀川与济水之间的密切

关系。

乾隆五年重修的《河内县志·山川志·济河》记载：

（济河）入城东流过利津桥、举仙桥，北流过揽胜

桥，为天鹅池，东北流过覃怀书院，穿禹王台闸出城。

至今沁阳人还能指认“济水穿怀”的故迹，百讲不

厌中讲述“利津桥”、“举仙桥”、“揽胜桥”、“天鹅池”等

处，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

这就是说，“当尧之时”“汜滥于天下” 的洪水，不

仅在我们怀川肆虐横流，同时也把大禹以“瀹”的疏浚

方式疏导济河，使之归于黄河这条洪河，继而导入东

海的根底之绩，也记载得非常翔实而又生动。 这是我

们炎黄子孙在远古时期创造的光荣与文明，光荣与文

明的步伐，可以说是从我们怀川大地迈开了彪炳着人

类意义的第一步。

其实，在古老的怀川大地，迈开我们华夏民族光

荣与文明第一步的，还有禹之前的舜，还有益，还有千

千万万在舜与益领导下的我们怀川的先人。 当时，尧

帝面对洪水中的子民，忧心忡忡，思虑再四，把安顿灾

民、治理洪水、重建家园的巨大责任，落实在舜的肩

上。经年不退的洪水摧枯拉朽着怀川几乎所有的城市

与村庄， 一片汪洋里飘荡着残损的建筑物的木质、人

与牲畜以及鸟类、兽类的尸体。 幸免于难的我们的先

人逃向了北部的太行山、 南部的邙山和西部的王屋

山，可是比人先到的是那些飞禽走兽。 为了自身类别

的生存，它们以公开的撕咬，背后的袭击，拒绝着人类

的到来。孟子“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

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的描述，应该是言不为过的。 人与飞禽走兽艰苦卓绝

地争夺着仅有的生存空间，他们与它们都以性命作为

求生的代价，死亡成为生命在各自种类价值与审美意

义上的高贵与尊严。舜忧心如焚，思忖续断，最后决计

让主管火的益带领人放火烧山。这是古老的东方人与

火最为精彩而又悲壮的故事，远比西方阿尔卑斯山上

的普罗米修斯与火的故事更接近于人在现实生活中

的学习和理解。后来，飞禽走兽纷纷逃匿，为人腾出了

那个洪荒时代仅仅能够让人生存下去的空间。 再后

来，禹也治理了天下的洪水，用孟子的话说：“然后中

国可得而食也。”再再后来，在舜组织的禹与益的工作

汇报会上，禹谦虚地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

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意思是

说，面对滔天的洪水，饥寒交迫的人民，我只顾四处随

山砍木，疏导洪水，哪比得上益能够让大家有饭吃的

功劳。 这是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功臣让贤的故事。

在我后来的延伸阅读中，我艰难地阅读了最古老

的典籍《尚书》、《书经》与《史记》，这才在自己逐渐梳

理出的这个怀川故事中，追究出我们怀川这个“怀”字

的来历与人文含义。 《书经·虞书》在所有历史典籍中

首先记录了如上我们所说的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

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随后在历史典籍中出现的是

《尚书·尧典》、《尚书·益稷》。 《尧典》中一字不落：“汤

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益稷》简明

扼要：“洪水滔天，荡荡怀山襄陵。 ”到了《史记·夏本

纪》， 司马迁说：“当尧之时， 鸿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

陵。”这位彪炳千古的史笔，以极大地尊重，采用了《孟

子·滕文公下》中“当尧之时”的说法，为后人比较准确

地提供了远古那一场洪水的具体时间。留心一下如上

几段文字里“怀山襄陵”中的这个“怀”字，咀嚼一下

“怀山襄陵” 的洪水， 在先民们心灵上留下的深刻印

象，或许我们的怀川之“怀”的历史选择与定格，源于

我们的祖先对大自然的巨大恐惧，以及终于走出来之

后，由衷地生发出的一种敬畏之情。 这不能不说是人

类悲剧的审美意识，升华为美学元典的一种范例。

洪水汜滥中弃乡背井的怀川人， 对于故乡的眷

恋， 或许有两方面让他们没齿难忘： 一是汤汤洪水

“怀山襄陵”， 让人视觉上强烈地感到永远的冲击与

晕眩；二是远离故土，与亲人死别生离，不能不让人

对曾经生活过的这一方土地的深深眷恋与怀望。 自

然意义上的洪水“怀山”与人文意义上的“怀土”，使

这里的先人只能对这一个“怀”字悲欣交集，情笃绵

长。 加之这一方地形地貌类似于山河怀抱、母亲怀抱

的川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自然而然中冠以

“怀”的称谓。

《尚书·禹贡》中说：“覃怀底绩，至于衡彰。 ”这是

历史典籍，对我们这一片远古叫作“怀”的川地，最恰

如其分的评价与褒奖。 著述《尚书》的那些史笔们，当

时就说我们的怀川，是一片古老的土地，覃怀被冠以

“覃”的久远与古老，极言其他们也仅仅只能透过历史

留下的大致轮廓，以感激与景仰的目光，屏息聆听的

耳鼓，去采撷历史曾经在这里涂抹出的永不退色的显

赫，专注于历史情节在这里的突兀曲折中弄出的巨大

声响。 至于什么时候我们这里开始叫作“怀”，连他们

也不能十分具体地说出一些子丑寅卯。 然而，在我们

这片古老川地上薪火相传的人们，在与天、与地、与人

的不断斗争、不断谐和中创造出的文明业绩，不仅仅

影响到陈横在燕赵平原、 齐鲁平原上的漳河流域，同

时也渐渐地交融着南方的吴楚文化，西边与北边的秦

晋文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