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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河内县志》梦东湖

□

司喜旺

西来济水思江海，误入东湖忘远程。

十里书声杨柳曳，半池荷韵小舟轻。

伯勤豆叶歌新曲，商隐湖中写盛名。

二十顷围灯火岸，波光荡漾月盈盈。

我们的生命

□

夏立言

印象中， 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

式总是含蓄的， 即使热恋中的男女

也不能轻松地、 坚定地说出自己对

彼此的关切。当然，以五千年文明自

居的国人并非缺少情感表达的需

要， 而这些平时被我们有意忽视甚

至压抑的情感， 在亲人朋友遭遇不

幸时，便空前地爆发了。 生活中、电

视画面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

个，一群群哭天抢地的受难者家属，

面对询问， 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

句子也很难叙述出来。 虽然这一幕

幕景象足以让任何一个人为之叹

息、沉重，然而，我们不禁要说，此时

的情感表达，究竟还有何意义呢？

在国外的葬礼上， 气氛不可谓

不肃穆， 但送葬的亲人朋友往往能够保持足够的仪

态，平静地目睹整个过程的进行。他们眼角同样含着

泪水，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庄重也许是对死者最大的

告慰， 他们愿将死者生前所享受到的安宁一直延续

到天国———尽管事实上没有天国。 而他们之所以能

够如此淡然的原因，除了宗教的抚慰之外，将热烈、

真挚的情感表达在与死者生前相处的每一天， 将注

定失去的痛苦用可堪回忆的幸福来代替， 谁还会过

分在意失去呢？

而我们恰恰将失去视作一种惩罚，惩罚我们一贯

的冷漠和不负责。 在亲人的伤口甚至尸体面前痛不欲

生，这背后往往有着相当复杂的故事。 一个三岁的男

孩被电死或者烫伤， 是因为母

亲外出而将他置于无人看管的

地步； 一个青少年选择结束生

命， 是因为父母对他抱以难以

承受的期望和压力； 一对夫妻

最终劳燕分飞， 是因为双方坚

持对方要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

行进； 一位老者在老伴去世后

陷入无助， 是因为他从未像此

刻感受到另一半的重要性。 就

这样， 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过程对结果的决定作用， 而将

失去作为反思和悔恨的开始。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只

是我们不曾意识到， 因此也不

会去珍惜。

生命因为相互碰撞而绚丽多彩。 当一个人的生

命融进其他生命时，幸福和愉悦相应而生。我们感恩

造物主，它赋予我们一程虔诚与赞美之旅，眼前春光

旖旎，耳畔风语呢喃，而我们的心灵在交响乐的谱线

上跳动。 一个眼神的交流，我们发现了宇宙的深邃

;

一次肢体的依偎， 我们探索江河的奔腾———我们宁

愿时光停顿，万籁俱寂。然而，当眼神开始熟悉，肢体

变得乏味，连接的纽带松动了，习惯占据了发现，懒

惰战胜了探索，一切鲜活不在时，狂浪袭来，我们挥

桨将自己埋葬。

还在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无聊吗？ 还在为一

次的失去而消沉吗？

古城记忆

城墙及其他（一）

□

董尚祥

沁阳古城墙，如今只剩下东北隅那几段低低的残

破的墙垣，千疮百孔，杂树乱草丛生，挣扎着，躲在树

荫与新修的高楼下，了无生气，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

面目。 如果不是近旁新立的 《野王古城》的标牌，有谁

会想到它那曾经的宏大气象，伟岸的雄姿，坚牢的躯

体，历经千年沧桑的历史？

民间俗语云：沁阳城墙砖包土，周长九里十三步。

意谓城墙坚牢，外砖内土，而围绕一周九里十三步长。

外砖内土，依然如故，自不待言，周长果真如此吗？ 那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学读书。出于好奇，星期

天与几个好友循城墙步量。我们从东城墙开始。那时，

巍峨的东城门楼朝曦楼已毁， 只剩下残破的瓮城城

垣，城垣外包的城砖布满弹孔，有的已经坍塌，直塌到

护城河边，缺口处变成人们过往的小路。 我家的庄稼

地在城东五里开外的西申召村，来往收种，常从这里

经过，给我的印象是碎砖乱石，起伏不平的土路，和紧

挨城墙的一幢幢东倒西歪的破败的瓦房。 向北，一条

窄窄的小径，两边种着庄稼；城墙更坍塌得厉害，断壁

残垣，几无完好处。 据说，四十年代解放沁阳城时，解

放军就是在这些地方炸毁城墙，攻入城中的。 这些断

壁残垣，正是革命年代的遗存，解放沁阳的标志。城东

北隅， 传说中的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楼已不复存在，

连遗址的影子也没有；而北城拐角处的禹王阁，阁楼

已毁，尚留有禹王台的遗址，一些琉璃瓦的碎片，在阳

光照射下闪烁着或黄或绿的残光。 原来的禹王台，雄

踞城墙之颠，北守沁河，南抚城廊，气宇轩昂。 禹王台

上建有禹王阁，“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大禹在怀川一

带治水，古史中多有记载，但遗迹大都湮灭。唯有禹王

阁，是唯一的纪念。禹王阁建在北城上，尚有镇慑沁河

的意思。阁上悬挂一联云：“敷土自衡漳，永怀底绩；导

河从少水，同庆安澜。”台上原有一座石瓮，高二尺多，

圆四尺多，状如石臼。传说是禹王遗下的报警之宝，可

知旱涝，可报水情。 旱年，石瓮干燥，吹之不鸣；涝年，

石瓮潮湿，凝水滴滴；沁河要涨水时，人若拱嘴而吹，

声震城宇，警报全县

,

人称老石瓮。 当历史坍塌了禹王

台巍峨的楼阁， 人们连座基下的夯土也一起挖走时，

唯独没有谁敢动一下这座石瓮，任它滚落到城墙脚下

的一个古井旁。于是，这个井便叫老瓮井。我们步量的

那天，天气晴和，石上未挂水珠，自然也没有吹响。 若

干年后，它被人拉回放在离我家不远的仓胡同通向禄

米仓那块空地的老槐树下，泥土满身，已非昔日面目。

我又见到它时，时值晚秋，天气阴霾

,

它孤零零地靠在

槐树的老干上喘息，自下而上湿漉漉地潮，还挂着大

小不等的或豆或麦或米粒样的水滴， 一阵旋风刮来，

瓮嘴发出沉郁的闷闷的声音。 我记得，那年确是一个

秋涝年。 如今，它和老槐树一样，踪迹已没，不知埋在

谁家的墙脚底下了。

沁阳城北门，与东朝曦门，西万成门，南朔南门一

样，原来古时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拱极门；民国年

间，当东门改作中山门，西门改作自由门，南门改作平

等门时，它也有了一个时尚的名字叫共和门。 我家住

在北门大街，离北门不足百步之遥，北门给我的印象

最深，最亲切，最有感情。 小时候，父亲第一次领我登

上北门城墙，站在城墙朵间，向北望，青山如黛，阡陌

田野历历如画，沁河从西北滚滚而来，汹涌澎湃，一列

火车吞吐着白烟，从城下不远处，自东向西驶来，汽笛

声震耳欲聋。 这是道清铁路的火车，从几百里外的道

口站经新乡，过博爱，开过来，满载着货物，吞吐着白

烟。 从城墙垛间向下探望，城河就在脚下，河水茫茫，

几只小鸟掠过， 似从脚下飞穿。 我不由得一阵晕眩，

“啊—”地一声抱着父亲的腿。 父亲说：“不要怕，这城

墙就是高，比沁河堤还要高出许多。战时可以御敌，平

时可以防止水患。听说古时沁河涨大水，河堤决口，乡

下都淹了，城里平安如常，站在这里还可以洗手哩！元

朝时，许衡许鲁斋就在此前写过一首诗《怀州北门观

涨》。 那是元世祖至元三年七月，丹沁二河泛涨。 他写

道：

雨水添新涨，陡湖没旧痕。

人迷堤口路，船上树稍头。

岁事知前误，秋耕未可论。

谁怜徭役外，天亦悯深思。

你看，大雨过后，沁河丹河暴涨，泛滥，淹没房舍

村庄。 登上北门城楼暸望：城墙内，东湖新涨，原来的

岸痕淹没了；城墙外， 堤防决口，淹没了村庄，船只都

在树梢头划行……”

城墙正北是一座两层高的城门楼，飞甍切云 ，直

插霄汉，不知有几多丈高。 我想上，有兵丁把守，不让

上。 父亲说：“这就是北门的拱极楼。 极，是北极，拱是

拱卫，拱卫北极星，何其高大！ 不要上了，我们背诵李

白的《夜宿山寺》诗吧！ ”于是，我和父亲一起背诵道：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可惜我和学友们来时，危楼与高墙早已夷为平地

了。 （待续）

摄影的诗

（二首）

□

屠解放

快 门

像是光圈的孪生兄弟

总是配合得那样默契

像是一把万能的剪刀

恰当的裁出美丽和神奇

那风驰电掣的赛场

那飞啸潺婉的瀑溪

那落英缤纷的礼花

那稍纵即逝的飞星

留住出膛的子弹

舞动流光的轨迹

你是变幻莫测的魔术师

总能给人们带来意外和惊奇

焦 距

世界在你眼里没有远近

万物在你眼里没有秘密

像传说中的千里眼

像神话中的照妖镜

带我们到遥邈的太空探索

将渺小的花草昆虫捕捉

囊括雄起浩瀚的山海

洞察生物微显的细胞

夸张视野的广阔

压缩视觉的空间

茫茫乾坤，芸芸众生

都难逃你摄猎的枪筒

浮躁世界里的深沉祈祷

———韩达小说《菩提树》简评

□

张艳庭

《菩提树》是焦作市作家协会主席韩达年末

岁初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这部真正能够给

人多重阅读享受的作品， 历经作者十年的精心

创作，不仅有厚重的思想和浓醇的诗性，而且具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不俗的艺术个性。

小说情节围绕流传于该市的一个传说展

开： 生于市中心广场的那株千年菩提树一时间

成了商界、学苑、官场、市井等阶层人士趋之若

鹜的地方———因为传说凡能在菩提树下站过的

人均可有逢凶化吉、 消灾避难的好运……故事

的主线围绕着省委考核组对于主人公及其所在

领导层进行考核， 以及由此展开的官员们的对

于权力和官位的争夺和较量； 副线是关于广场

的那株千年菩提树的“归属”：商家要出巨资购

得这里的地产开发权， 而该市北山的红枫寺主

持和尚则愿出

1000

万元人民币，仅要求得到这

株附丽着美丽传说的古树的“监护权”。 这其中

贯穿了两段纯真的爱情。 最终故事以一个看似

开放性的结局结束， 主人公们仍然都在现实中

继续按照自己的活法在生活。 小说的开放性结

构还在于作者始终没有讲出那个菩提树美丽传

说的制造者，因此，也就把一个巨大的谜底留给

了读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始作俑者想象成书

中的每一个可能的人， 而当我们认真读完全书

后，也许那早已经不重要了。

小说中的人物纷芸复杂， 作者为我们呈现

了官场、商场、学界、市井多维的社会群体景观，

让他们纷纷登场，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虽

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在官场， 小说却没有落

入官场的窠臼， 而是由官场折射出了更为广阔

的“人世间”。 这一点从小说主人公林秋晨对官

场的态度上就已定下了基调。 但小说仍然栩栩

如生地写出了官场的众生相， 揭露了官场的规

则和隐秘，道出了中国式官场的真谛。这一切就

在官员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他们的对白中一一

呈现。这也是小说最为出色的部分之一。那些或

看似不经意实则心机十足或空话连篇实则心有

旁骛的对白， 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官员们的内

心世界和人际生态。

小说不仅描写了众多的人物， 笔触还纵深

到了众多的文化领域：宗教、植物学、园艺、茶

艺、城建、文学等等诸多方面。 作者并没有浅尝

辄止，将这些文化元素一笔带过，而是与小说情

节紧密结合， 使得这些文化元素得以拓展和延

伸，使这部小说在文化层面变得更加厚重。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既遵循传统，而又独具

新意，语言既质朴而又凝重，人物对白丰富多彩，

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全书读下来，作家对社会的

担当，人生的悲悯以及自己温润的情怀，都无声

地融在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那颗于苦难人

生和虚无中陶冶出来的赤诚之心。

而小说最出色的还在于它深刻的哲学思想。

一个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而一部小说的

价值也是由小说思想的价值所决定。这部小说的

思想性首先表现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上。小说开始

即写到省委考核组考核青山市领导班子，众多官

员都在为了升官而处心积虑， 使尽浑身解术，小

说结尾处却写到因奥运会而所有干部一律暂不

调整。这使得这场围绕着权欲所展开的争斗就像

一场闹剧，使得这些官员们如若做了一场黄粱美

梦。这场梦中，蕴含了对于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

而小说结尾更鲜明地呈现出了作者对人生的哲

学思索：梅子的舅舅———一个用手术刀为无数人

驱除病魔的医生，在晚年竟然也身患绝症。 小说

的笔触在此纵深到了死亡，纵深到了对于人的终

极关怀。作者通过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向我们提出

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物欲、权欲、情欲横流的社

会，人类的肉体疾病也许可以医治，那么，灵魂

呢？ 对于一场看似闹剧实则是悲剧的人生，应该

给予怎样的终极关怀？ 这是小说真正的主题所

在。此外，在小说主体框架之内，还有众多的细节

也在呼应与隐喻着小说的主题。林秋晨因为一场

疾病而相信了菩提树的传说；黄真民与刘莎在一

起后，两人就刘莎未能用物质证明的纯洁而产生

的矛盾等等， 这些似乎都在隐喻着信仰的缺失。

而最传神的细节是关于劲牛，在对这一个雕塑的

处理上，折射出了关于信仰的巨大悖论：姬长荣

表面上看是最有信仰的， 实际上却最没有信仰，

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这个信仰缺失时代人们的

“病急乱投医”。

小说命名《菩提树》，既是一种隐喻，更是一

种象征。 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佛教圣树，虽然音

译抽象，但其寓意深远而且博大———广而言之，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 谁不希望自己的信仰之树

能常青不凋呢？小说描写了颠倒众生的物欲、权

欲、情欲，描写了为这些欲望而奔波挣扎的众生

相，描写了信仰缺失的时代浮世绘，却又以一种

高高在上的视角对这些众生相进行俯视和思

考。 小说主题也由对假恶丑的批判和对真善美

的歌颂进一步深化到对于人生、 生命意义的探

讨。 著名作家摩罗说过：“作者所描述的生存状

态可能确实黑暗丑陋，毫无得救的希望，但是最

伟大的文学和最伟大的作家永远都必须以最大

的爱最大的热情为正在沉沦的世界作无济于事

的祈祷和祝愿。”作者的这种探讨和开放式结局

的隐喻其实就是一种祈祷和祝愿。 而这种终极

关怀式的祈祷和祝愿， 正是这部小说厚重的原

因所在。 （韩达系沁阳市人）

饮食注意事项

1

、 荤素搭配要合理：荤

素的比例控制是

3

：

7

或

者

4

：

6

，切记不可只吃肉

类不吃蔬菜；

2

、适量饮酒与饮料；

3

、油炸食品和腌制品要

限量；

4

、 蔬菜水果切勿忘：每

天必须保证有全天总摄

入量的

6

成是蔬菜与水

果；

5

、生活规律

很重要 ：早

上

8

点半之

前起床吃早

饭 ， 中 午

11-12

点午

饭， 到了晚

上请记得不

要再过多的

吃肉类了 ，

晚上适合

5-7

间就餐；

9

点之后请记得不要再吃

东西了，建议

9

点之后就

可以上床了；

6

、明确自己身体状况：明

确自己是不是三高人群，

明确自己是不是对酒精

或者海鲜过敏；

7

、少暴饮暴食，少抽烟喝

酒、少熬夜、多运动、多休

息。

书

画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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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明 画

走自己的路，听别人的话

□

赵倡文

有两星期没见女儿和好朋友

小陈在一起玩了，我问女儿怎么这

段时间没看见小陈。 女儿气哼哼地

说：“我不和她玩了，这段时间，她在

班里总提我意见！ ”

我见状忙问女儿这是怎么回

事。 女儿犹豫再三，终于说出了原

因，原来班里开展迎“六一”活动，女

儿和小陈都是积极分子，两人在节

目的安排上意见不一，结果两人把

“工作”中的矛盾上升到个人感情上

来了。

我劝女儿要多听听小陈的意

见。 女儿反驳道：“我才不管那么多

呢！ 你没听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

人去说吧’这句话吗？ ”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多么熟悉的话呀！ 想当初自己年轻

气盛，曾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今天

从女儿的嘴里说出来，我一时真的

不知该说什么好。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第三天我

决定找女儿好好谈一谈。 我开门见

山问女儿道：“鑫鑫，关于路的名言

有许多，你最熟悉的是哪一个？ ”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了路。 ”女儿答道。

我说：“路既然是大家走出来

的，路肯定不是属于某个人的，而是

属于大家的，对不对？ ”

女儿说：“对呀！ ”

我接着又问道：“路既然是大

家的路，那么你在走自己的路的同

时，是不是也在走着别人的路呢？ ”

女儿说：“是呀！ ”

我继续问道：“当你来到三岔

路口，不知道哪条路才能到达目的

地时，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每一条路

都去走走试试呀？ 还是去问问路上

的知情人？ ”

女儿一听笑了，说：“谁傻了去

一条条试试，问一问路边的知情人

不就得了吗？ ”说到这里女儿想了

想，看着我问道，“爸爸，你今天是怎

么了？ 怎么老问这么低级的问题

呢？ ”

一听女儿的反问，我立马结合

自己的人生经历开始了即兴演说：

“同一条路，不同的人走，会有不同

的经历和感受。比如说，一个人走到

一个小坡前他疲惫了，他就会认为

这条路陡峭难行；那个人走到这里，

不小心被瓦片绊了一跤，他就会认

为这条路充满了险恶。 人都是有思

想的，这些走路的人，如果他是位学

者，他就会去研究路难行的原因；如

果他是位作家， 他就会去用精彩的

文字记录下摔跤时的场景； 抑或他

只是位平民百姓， 他也会口口相传

自己在路上的经历。所以说，对于一

条路，一个人的认识永远是浅薄的，

不全面的， 只有把大家对这条路的

经验和体会综合起来， 我们才能对

这条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样，在

走路前， 我们就不妨先打听打听路

的状况， 筹划筹划自己如何走才能

少受磨难； 走路中， 不妨经常问问

道，看自己走错了没有，及时调整好

前进的方向。只有这样子做了，我们

才能在三岔路口时不走弯路； 才能

在暴风雨来临时知道在哪儿能避

险；才能在路上少花代价，及早赶到

终点，你说对不对？ ”

听着我的长篇大论，女儿想了

想，说：“爸爸，我知道你的用意了，

说到底还不是我和小陈闹矛盾的事

吗？ 从今往后，我听你的，干啥事多

听听别人的意见不就行了吗？ ”

听着女儿的表白，我说：“‘走自

己的路，听别人的话’没错，但最后

的主意还得靠自己拿， 路还得靠自

己走， 爸爸希望你多汲取别人的经

验，走好自己的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