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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长秀

/ 记者走笔

为焦作这座城市广告

———记李良才长篇小说《我的外公是特务》

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由国家一级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选题出版后， 迅速成为全国各大售书网站热销书目， 入选网络百度百

科词条， 成为在网络上面向世界推介的一部长篇小说。

读完这部长篇小说， 深深打动我的， 既不是作品简约流畅、 幽

默风趣的文笔， 也不是作品独具匠心、 大道至简的构思， 更不是作品

曲折生动、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令我迫不及待采访作者的原因是：

一个人为一座城市做广告， 这件事本身就是新闻

采访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的作者李良才， 相对而言，

容易得多了。 李良才身为焦作日报社党委工作部主任， 几乎一天

２４

个小时坚守在岗位上。 此话怎讲？ 报社总编室主任吕正军电告记者：

一个单位的党办主任， 领导在单位， 他必须在单位； 领导不在单位，

他也必须在单位， 因为党办是一个单位的中枢。 党办主任的手机，

２４

小时开机， 即使晚上在家， 他也不能闲着。 他负责电话值班， 安排、

协调、 通知市内重大活动的采访。

忙人就是忙人。 我断断续续、 前前后后采访了李良才

5

次， 才算

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

李良才说的随便： “一不小心， 我为焦作这座城市做了一个大广

告。” 大智若愚， 一部长达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 一个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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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艰

苦创作过程， 叫他说起来轻松自然、 幽默风趣。

《我的外公是特务》 这部小说， 以焦作这座城市特定的地域为背

景， 撷取了抗日战争期间焦作发生的史事， 通过对历史事件、 历史人

物的描写和刻画， 描绘了焦作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风云、 社会变革、

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 生活民俗、 人情世故。 重点写了抗日战争期间

焦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如 “华人排英、 许河事件、 李屯阻击战、

常平战役、 道清战役、 解放焦作” 等。 主要写了曾经在焦作战斗、 生

活过的历史人物、 革命人物和英雄人物， 如刘伯承、 左权、 陈赓、 狼

牙山五壮士、 道清游击队、 “抗日花木兰”、 “日本八路” 等。 突出

写了焦作的地方风情和民俗特色， 例如， 历史文化遗产太极拳、 怀

梆、 怀庆府水席、 武陟烙馍等。 特别写了焦作特产三家村酒、 五里源

松花蛋、 当阳峪绞胎瓷、 怀山药等。 专题写了焦作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云台山、 神农山、 青龙峡、 净影寺、 圆融寺等， 包括一些焦作地区产

生的歇后语、 习俗和文化传说等。 一句话： 《我的外公是特务》 这部

小说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学习、 了解和掌握焦作政治历史、 经济文

化、 社会变革的窗口， 作品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艺术的感染力和政治

的影响力。

一个人为一座城市做广告，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

李良才说的可爱： 我是个笨人， 干啥事都比人家 “费气”。 谦虚、

本分、 大度、 实在， 这就是大家伙儿给李良才的评价。

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写作难度系数大， 可读性强。 这部

小说由三条线叙述故事、 表现主题。 第一条线， 可以说是明线。 英国

人布朗在焦作这座城市，被日本人阴谋绑架。国民党、英国人、土匪等几

方力量生死角逐，营救布朗，打击日本侵略者。 特别是以我外公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生死相搏。 第二条线，可以说是暗线。 小说

的主人翁从一个厨师成长为抗日英雄，民族英雄，其经历曲折，故事生

动。 第三条线，可以说是实线。 小说艺术地全景式反映了焦作抗日战争

的史实，从日本人入侵焦作起笔， 到焦作解放截稿。

事非经过不知难。 李良才创作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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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情有独钟， 几易其稿，笔耕不辍。 作者先后查阅了

200

多

万字的文史资料，采访了

300

多名当事人和知情者，勘察了

100

多处抗

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和历史遗址。 李良才长得胖，体重

105

公斤。 焦作市

长助理姚天恩在净影寺见他时说：“一看见这人，就看见了一尊弥勒佛，

满身喜气。 ”李良才虽说体胖心宽，行动却多有不便。 寒冬腊月，他勘察

常平战役遗址，考察时入神忘形，连人带相机跌进了深水潭，浑身湿透，

冻得如落水鸡般上下直抖，感冒发烧，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 李良才痴

迷创作，期间闹出不少笑话。 一次，他母亲患病，请名医会诊，他颠三倒

四，竟把装着小说草稿的信封当做红包送给了医生。焦作三家村酿酒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柴保顺给公司每个中层干部发了这本书。 他深情地

在大会上讲： 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这本书的作者， 我到现在

也不曾谋面。 但我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其原因是叫大家把作者这种

热爱家乡、 无私为家乡作奉献的精神， 接受到焦作三家村酒业中来。

学习这种精神， 弘扬这种精神， 教育、 影响我们公司全体职工， 立足

岗位， 立志打造三家村品牌。

一个人为一座城市做广告， 这件事本身就感动着这座城市

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专题宣传了焦作这座城市， 这件

事感动着焦作这座城市， 而这座城市也在感动着作者。

长篇小说 《我的外公是特务》 出版后， 焦作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

会会长张明亮专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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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送市文化部门和专业人士， 嘱咐他们

细读作品， 以作品为脚本， 拍摄一部反映焦作抗日战争史的电视剧。

修武县五里源乡长金茹认为这部小说提升了五里源和五里源特色产品

松花蛋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要求乡机关人员， 人人都要读一读这部小

说， 重新审视五里源乡传统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五里源丑鸭蛋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国顺先生为了作品登门拜见作者。 焦作市佛教协会会

长、 圆融寺释果建住持读了这部小说特意致电作者， 评价作者大发菩

提心， 弘法利生， 专题宣传了圆融寺爱教爱国的故事， 激励着圆融寺

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采访结束之际， 李良才不忘谦虚： 我不是一个作家， 只是一个记

者。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和题材， 是因为记者的职责和义务所在。

用心做事， 事在人为。 听一听， 人家说的话； 看一看， 人家做的

事； 想一想， 人家走的路。 现在， 我们知道人家的名字叫啥了吧？ 良

才！

（作者简介 郭长秀，小说作家，焦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河报》

记者）

●

书 讯

韩达长篇小说《菩提树》近日出版

本报讯 （记者马万里） 近日，我市作家韩达长篇小说《菩提树》由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家韩达用

１０

年时间创作的一部精心力

作。

该书讲述坐落我国南北方交界处的青山市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期间， 为一棵千年菩提树的去留展开的一场较量观点。 在这场较量

中，官场、商界、学苑、市井等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精明的地产商冯鑫要

出巨资购得市中心广场的地产开发权，红枫寺的主持宽良愿出

1000

万

元得到千年菩提树的“监护权”，而市长林秋晨在省委考核该市领导班

子的关键时刻晕倒住院……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也在这场较量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本书作者韩达是我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创作出版长篇小说 《红尘

传道 》， 社科专著 《人类的情绪 》 及散文集 《守望理想 》 等作品 。

《菩提树》 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作品展现了作者关于社会人性、

宗教、 哲学以及生态文明与城市发展的深度思考。 该书作为河南文艺

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重点作品已登上

2012

年全国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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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柏榕

/ 经典之美

敦煌之感悟

敦煌之地，洪荒无垠，飞沙走

石，水贵如金，人烟稀罕，动物难

生，无度可量，美在何方？ 然非造

化之功，无月牙泉瑰丽之奇迹；非

神人千年偶合之际遇， 焉得莫高

窟举世之盛名。 众人游敦煌，留真

言：破烂一堆。呜呼！秀骨清像，仙

风舞袖，去尽人间烟火，世间绝无

仅有之精品也。 识美者终生难睹，

故能识之者鲜而又鲜。

余观敦煌图片，深感震撼。 由

此感悟凡美之境界， 以识之者众

寡可三类之：俗美、雅美、绝美。

其一，通俗之美。 杏花满树、

姹紫嫣红、 尽态极妍、 金碧辉煌

者，不论天然人为，悉为众人所钟

爱，故流于凡俗观念之中。 此乃繁

华富丽之美也。 为此美者众，识此

美者众。 可谓“繁美”、“俗美”。 穷

人初富，小资弄文，手勤眼低，凡

事必求俗态俗貌之极致， 以繁为

主，当简则繁，当繁则简，重表轻

里，美失其度。 此乃美之初境。 眼

下动辄搞大制作、 大场面、 大部

头，造声势耍情调者，为赋新诗强

说愁者， 皆为此美潮流之写照实

录。

其二，为简练返朴之美。 绿柳

才黄，草色遥无，孤松立雪，独竹

迎风，夏塘数荷，其美以简驭繁，

繁简得当，不求外观之大、之丽、

之壮，呈淡然之态、平常之貌，但

炫富示美深敛于内， 细节处见真

实，关键处显功力。 众人遇之，非

细心洞察者，必误之。 所谓三代为

宦始知穿衣吃饭， 即洗尽铅华虚

表留下纯真实在。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识此美者几人乎？

此美 “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繁

简、抑扬、形神皆合雅度，唯方家

学者留恋于此，可谓“简美”、“雅

美”。 中国传统美学多可归此类。

雅出之于俗而高于俗， 能为能识

之者， 百人无几， 趋之者多为附

雅。 众人附雅，不解真意，取其皮

毛，固守成规，复使雅坠而归俗。

故求雅之道，贵在求简求深求新，

简在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深在不

拘窠臼， 立意高远； 新在变换不

断，与时共进，如此方可使雅不失

新奇之魅力。

其三，为造化偶得之绝美。 此

美脱繁简之定式，繁可达极，至满

无溢，简可近无，无踪无迹。 其智

似妖变， 愚似无窍； 其形显而意

隐，意现而形消。 似有似无，飘忽

不定；难琢难摸，无边无痕，即所

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白若

辱 ，大方无隅 ”之境界 ，可谓 “绝

美”、“大美”。 此美为造化之功，百

年不遇，千年偶得，难求难遇。 然

大美与无美， 一字之差， 天壤之

别，非雅中之雅者不能识之。

夫意在为美，不论雅俗，皆刻

意之美； 无意为美， 遂成天然之

美；天然之美，能超世脱俗，破规

越矩，以非美而成美者，乃绝世之

大美。 大美之境，识之者寡；旷世

之才，识之者更寡。 白香山曰：试

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故旷世奇才，譬如孔丘、老聃、释

迦、耶稣、马恩，虽千年一现，耀如

日月， 但世人能真识之奇伟者有

几何！

以上所言， 不知同识者何人

也？

●

张国柱

/ 杂 谈

所谓“纳谏”

“纳谏”这个词儿，让中国传统文人心醉了几千年。 中国传统读书

人的人生理想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适销对路的产品，卖给帝王家，混一个饭碗，弄好了落得个封妻荫子，

子子孙孙享用不尽。一旦成功售出，当然要作好售后服务，最高的理想

便是“文死谏”———把给帝王进谏当做自己的义务，即使赔进去身家性

命也在所不惜。一旦自己的建议被帝王所采纳，对国家、为百姓有所建

树，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啊！（当然，把自己成功售出之后

一心升官发财、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甚至谋朝篡位的也不少，就不在本

话题的范围了。 ） 最让中国传统读书人羡慕的要数唐太宗与魏徵的故

事了，一个从谏如流，一个敢于犯颜进谏，君臣相得，留下了千古佳话。

遇到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是一代又一代传统文人的梦想。只可惜，唐

太宗不常有，桀、纣常有；魏徵不常有，关龙逢、比干常有。 夏朝最后一

个君主、有记载的中国第一个暴君桀宠爱美女妹喜，不理民生和朝政，

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每天就是抱着美眉喝酒，他建造的酒池中可以

行船，池中之酒可供三千人放开肚皮喝，堆起的酒糟如山丘一般。百姓

咒骂他说：“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 ”这是老百姓宁愿与他同归于尽

了。 桀的大臣关龙逢对此忍无可忍，冒死进谏，这老头也特倔，你不接

受我的意见，我就站在你面前不走，结果桀成全了他，果然没让他走，

把他关了起来，结果了性命。 比干剖心的故事经过小说《封神演义》及

由此改编的电视剧的广为传播，早已家喻户晓。殷纣王暴虐荒淫，横征

暴敛，导致民怨沸腾。 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

也。 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 ” 比干进谏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

够忠，他够勇，他进谏了，他因此而死了，而且在所有因进谏而死的“忠

臣”中死得最惨———心都给挖出来了。 这个纣特不是玩意儿，他问比

干：“你不是圣人吗？ 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让咱家看看？ ”于是比干就

被刨开了胸膛。 还要说的是，这比干并非两姓旁人，他是纣王的亲叔

叔。

即使是以君臣相得扬名千古的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也不是那样

尽善尽美。 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家中，怒气不息，长孙皇后问他为什

么生气，他说是魏徵在朝廷上当众批评他，让他下不来台，“我真想杀

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立马换上正装，严肃地祝贺他有这么一个敢

于犯颜直谏的大大的忠臣。可见，在相当的程度上，唐太宗的纳谏有时

候是被逼无奈的一种保持“明君”形象的作秀，“从谏如流”有时候对他

真真是一种痛苦。 连唐太宗这样以“从谏如流”扬名于世的“圣君”，都

难以忍受纳谏的痛苦，那些等而下之的帝王们就不必说了，所以咱们

的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的人虽然不少， 因犯颜直谏而死的人更多，推

而广之，因向帝王和有帝王思想的统治者犯颜直谏而掉了脑袋，而被

贬黜、被囚禁、被赐以种种恶名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 唱着“开门纳

谏”的高调，下着诛杀、贬黜、囚禁进谏者的毒手，言行为何如此不一？

盖在于，对于帝王及有帝王思想的人来说，纳谏从来都不是必尽的义

务，而是可以放弃的权利，我可以纳谏，也可以不纳谏，生杀予夺之权

操之在我，砍了进谏者的头还要给你安犯上作乱、恶毒攻击、藐视圣躬

等罪名，依然无妨于我圣主明君的形象———你这不是进谏，你分明是

犯上作乱嘛！ 只要纳谏不是必尽的义务而只是可以放弃的权利，所谓

“虚心纳谏”永远都只是作秀而已。

封建帝王都早已成为冢中枯骨，如封建帝王般的纳谏作秀却仍然

阴魂不散。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某某部门“开门纳谏”的报道，报道

往往通篇散发着洋洋自得之气———为了什么什么（目的自然是相当崇

高的），制定了什么什么（措施自然是细致周全的），召开了什么什么

（会议自然是严肃隆重的），与会代表对我们的工作什么什么（自然是

一番高屋建瓴明确翔实的表扬），同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自然是蜻蜓

点水避重就轻的）……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就感觉特别不是味儿，

即使有点味儿也是从帝王陵墓中散发出来的腐朽味儿———这都什么

年代了，我们的公仆是纳税人聘用的公仆，遵从纳税人的意愿、为纳税

人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是你必尽的义务而不是可以放弃的权利，你

还在搞这样的“纳谏秀”，除了显示你的封建帝王、封建官僚的心态还

会是什么啊！而且，在这样的“纳谏秀”中，请什么人参加是有明确指向

的，真正有“谏”可“进”的人是一定不能请的，不摸底细的人也是一定

不能请的。而且，应邀参加者对这样的“纳谏秀”的程序人人心知肚明，

一切按部就班，待到所有程序结束，午餐的时间到了，“大家今天辛苦

了，到了吃饭的时间，安排了一顿便饭……”这样彬彬有礼，这样“便

饭”伺候着，谁还好意思认认真真提意见？即使真有个把不识时务的愣

头青提了尖锐的意见，主事者自然有搪塞的招数，下次“纳谏秀”自然

就不劳你的大驾了。

“纳谏秀”能够存在而且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纳税

人对公仆的监督渠道不畅通。如果纳税人每时每刻都能对公仆的服务

予以严格的监督，让我们的公仆应接不暇焦头烂额，他哪里还有什么

工夫做“纳谏秀”？ 而且他也不必纳谏了，意见和建议天天一大堆在等

着他处理呢！而且，处理好了是你应该做的，没处理好纳税人必然揪住

不放，你就乖乖地尽职尽责干你的工作吧。

●

基 民

/ 似水流年

捉 蝎 子

认识蝎子是上世纪

60

年代

末期，我

12

岁。 当时，村人过着糠

菜半年粮的生活，连洋油（煤油）

都限量供应。 一天，我跟粪坑、茅

罐几个伙伴拎着玻璃瓶去公社买

罢每家两毛钱的洋油，瞎转悠间，

摸进了公社收购站。 只见当院一

口缸， 底部黑煞煞蛰伏着一层外

形好似小小的琵琶的节肢动物 ，

两个前螯高举， 弯曲分段的尾巴

向上翘起， 多数正漫无目的地胡

扒瞎爬， 个别的想攀上缸壁 ，却

屡遭失败……正觉有趣 ， 有人

喝斥让开 ， 只见收购员查着数

将半瓶活物一个个放进缸里 ，说

道：“活蝎

1

只

5

分钱，死蝎

1

只

2

分钱……”我们听呆了：原来这就

是蝎子，一只竟值

5

分钱，这事多

赚！ 父母黑汗长流干一天，工值不

过

1

毛

5

分钱。 若能捉些蝎子卖

钱，既能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又能

吃得饱一点，好一点。 可是，去哪捉蝎

子呢？ 便问卖蝎人，他说：“逮蝎子，

得上山。 ”说着转身要走，我一急，

拽住他的胳膊， 几乎是跪求人家

说点捉蝎子的路道……

翌日一早， 伙伴们拎着玻璃

瓶，拿上竹筷当镊子 ，步行

10

多

里，呼哧喘气爬上了山顶。 抬头看

天，欲雨未雨。 低头看山，石头蛋

连成片。 我们把眼瞪成兔蛋，像寻

找金豆， 挨着石头翻， 不管小似

拳，还是大如碗，每翻一块都企图

出现奇迹。 可是，疙疙瘩瘩，翻得

石头满山响，四处滚，日头已挂上

头顶， 却只有失望———连蝎影儿

都没见着……莫非卖蝎人说哄

话？ 一番雀吵后我们一致认为：人

家能捉恁多蝎子，肯定不会胡说。

只要继续翻下去， 必定捉得到蝎

子！ 于是，又翻，再翻，直到饿得前

心贴后背，仍一无所获。 正说歇会

吃干粮， 茅罐翻起的一块石头骨

碌碌滚下，只听“哎哟”一声，坡坎

下屙尿的粪坑捂着脑袋叫唤开来

……我连忙抓把土， 捺住头顶的

伤口止血。 粪坑疼得吸溜嘴，伙伴

们吓得真怕蝎没捉住，粪坑再“牺

牲”了，可没法交代。 幸亏有土，一

会儿，血止了，也没恁疼了，大家

开始啃干粮———菜糕和糠团……

就在犹豫接下来咋办时， 天下起

小雨，怕粪坑的伤口遇雨感染，我

们连忙下到沟底，趟过一条小河，

鞋往破窑口一扔， 钻进窑里避起

了雨。 窑里比山顶潮湿多了，我劝

粪坑坐地上歇会。 谁知他屁股刚

挨地，“哎哟” 叫着反弹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费尽吃奶气都觅不见踪

影的蝎子， 以在粪坑的脚脖上再

添新伤的行凶方式被捉拿归瓶 。

受此鼓舞，我们在窑里四下翻找，

也是功到自然成，一会儿，竟在窑

里捉了

5

只活蝎， 我们高兴得欢

呼雀跃。 这时雨停了，都想去窑外

翻石头，便去穿鞋。 茅罐刚把脚伸

进去，“哎哟”叫着跌倒地上。 原来

鞋里钻了蝎子，行凶后正欲逃窜，

被抓个正着。 接下来，翻石头不断

传来喜讯，待天黑下山时，我们多

的捉了七八只，少的也有三四只，

比父母干一天活挣钱还多， 那个

高兴呀……经过一星期奔波 ，阶

段性成果喜人———每人都捉了几

十只蝎子。 这天，我们厮跟着，拎

着装有蝎子的玻璃瓶， 兴高采烈

地前往收购站交易 。 路上 ，伙伴

们憧憬着有钱后的美好生活 ，

有 的 说 先 买 一 毛 钱 肉 丸 喂 喂

肚 ， 有 的 说

8

分 钱 买 俩 山 楂

丸甜甜嘴 ， 有的说两毛钱买支

钢笔 开 开 洋 气 ， 我说先把碰洒

的两毛洋油钱补给爹娘……伙伴

们说笑蹦跳， 喜不自禁， 又是得

意忘形， 乐极生悲———我脚下一

滑，跌个仰巴叉，玻璃瓶摔碎后，

囚禁的蝎子像数十名逃犯急惶惶

四下奔窜……也是情急发晕 ，我

竟伸手抓起一把， 可除了纳鞋底

似的挨蜇，苦于没东西盛放，只好

撒手扔掉。 伙伴们全像火烧了屁

股， 急得不行， 忙捡起小棍往自

己的瓶里摄， 个别摄不及眼看要

逃掉的就用棍子敲死， 反正打死

总比跑了强……经过奋力追捕 ，

到收购站一数， 真是有惊无险 ，

伙 伴 们 为 我 收 存 的 活 蝎 有

42

只 ，我收拢的死蝎

12

只 ，我的

蝎子竟然一只不少，伙伴们的心，

真是纯如水真如金啊！ 算账后，我

得款

2

元

4

角

6

分，只

7

天，就挣

这么多钱 ， 抵上大人干

10

多天

活，那种高兴自然没法形容。 可再

一想，又深感可惜。 如果不摔那一

跤，蝎子不会死，可以多卖

3

毛

6

分钱……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

张炳成

/ 诗 篇

诗四首

那是一个阴天的早晨

那是一个阴天的早晨，

一切都在过度中隐身，

没有星光灿烂的夜的辉煌，

没有霞光斜映逗人的黄昏，

在这昼夜交替的柔媚中，

独辟蹊径是我的责任。

我想扯起爱的风帆，

以爱炫美用善养人，

内善外美交相辉映，

自然的完美返璞归真。

不要为难纯美的歌手，

传承之美非美本身。

然而他总是像蜡烛默默燃烧，

直到这颗爱美之心化为灰烬。

春蚕在丝的世界作茧自缚，

意在把精华留给善良的人们。

其实这无异在编织美的花环，

绫罗绸缎不正是美的陪衬？

我爱地火运行着的夜，

还有襁褓里苏醒的早晨。

这美的定义绝非色泽艳丽，

博爱的理想装点善的灵魂。

那一个阴天的早晨，

阴郁之美更显美的深沉！

读冯至译《海涅诗选》

这本褪色卷角的诗选，

比我的年龄还大，

它曾启迪过许多焦渴的生命，

而我还是个傻瓜。

一本书和一个人，

竟然不能相提并论，

一件事和同一件事，

竟然使人伤透了脑筋。

这本陈旧的诗选，

读来永远新鲜，

诗歌那种美妙的韵律，

至今还在流传。

奇 迹

———读《朗费罗诗选》

假如上帝真的就是耶和华，

是地地道道人的后裔，

那么，千百万人信仰的宗教，

总算有了根的皈依。

人，本该就有这样神奇，

世间万千寻常事，

两界内外演绎的传奇，

不正是人用大脑和双手，

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奇迹？

奇迹和奇迹的演变，

考验着人类的能力。

究竟是谁创造了天和地，

宇宙不会永远严守秘密。

姥 姥

豫北平原大伾山下淇河东岸，

生活着一位银发慈祥的老人，

八十二年黄土为伍沙尘做伴，

十一个子女只保住我的母亲。

栽满榆树的小院缺一扇街门，

堂屋三间瓦房三面无窗，

封闭现代西施枯萎红唇。

我是她唯一女儿的头生长子，

享尽了爱的呵护童年的欢欣。

曾记得把换盐的鸡蛋塞入我手，

蒸熟的红薯粗布包裹暖手烫心。

糨粘旧布一层层贴满案板背面，

线纳鞋底一针针刺透横竖均匀。

高粱花卷似云锦出笼烟遮雾罩，

地锅烙饼配葱花油盐五里香闻。

炒熟的花生一捧捧装满了衣袋，

红萝卜干儿随吃任拿甜透童心。

弹花纺线一根根红蓝交错，

挑灯织布一夜夜梭忙人困。

一张口：那时候哪能吃一顿饱饭，

兵荒马乱，最怕打败仗的日本人。

三寸金莲晃晃悠悠屋内院外，

夕阳下叫几遍鸡鸭拍拍前襟。

院里的枣树春华秋实年复一年，

树挂的玉米金黄灿灿光彩照人。

左邻右舍都称她心好人善，

嫁过来就没出过和睦小村。

我的姥姥被缚双脚驾鹤西遁，

漆黑的棺木带走我肝肠寸断，

凄凉的唢呐声声泣血泪洒新坟。

点一炷线香又被泪雨浇灭，

捧一碟供果跪下您的外孙。

多少回梦中听您讲述往事，

无数次提笔又止泪染衣襟。

天国里是否也有春暖秋冻，

能否收到烧去的纸钱平安的书信？

春天里是否也像人间花香四溢，

骄阳下有无麦浪翻滚绿树遮阴？

秋风中是否枣柿压枝叶落满地，

雪地上有无鸡鸭觅食凌乱爪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