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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凯敏

诗行中熏人的热浪

火辣辣的

我喜欢

不弃不离的麦芒

依依不舍

我喜欢

跟我回家的麦粒

赤身裸体

我喜欢

背负在肩的重量

大汗淋漓

我喜欢

爱着生活

喜欢蔬菜的嫩绿和红润

喜欢吵吵闹闹的菜市

滚动的光泽

喜欢一个个提篮中鲜艳的色彩

被硬币讨价还价

喜欢人群中

最直接的原始味道

在蔬菜中泛滥

喜欢早晨的露珠

闪动阳光的样子

在我脸上

漫 漫 读 书 路

□杨寿远

祖上给我留下的文化遗产只有两本书， 一本是

明朝线装的《说岳全传》，一本是清朝毛笔手抄的《麻

姑修行》。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农闲时雨雪天或一个人

或给全家人读《说岳全传》。 母亲不识字，却能不漏细

节地讲《麻姑修行》。 这两本书便是我的启蒙读物，小

学五年级前已经通读。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岳飞，他终

归是我心中第一个文武双全、忠勇爱国的英雄。 以后

的岁月中，在他出生的汤阴，被害的临安，几进岳庙，

瞻仰他凛然正气的神容，跪在他面前的秦桧等四个奸

鬼则享受着世人的鼻涕与唾星。 麻姑，一个美丽的弱

女子，挑着两只尖底的水桶形只影单地行走在陡峭的

山路上，坚忍不拔地修成了正果。

1963

年，我上小学六年级，迎来了第一个读书黄

金期。 县新华书店送书下学校，我以班长的身份号召

同学们买书，一人一本，互换阅读。我囫囵吞枣地读了

《水浒传》、《西游记》、《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林

海雪原》、《烈火金刚》、《上海的早晨》、《红旗谱》、《红

日》、《红岩》、《创业史》 ……手不离书

,

书不离手。星期

天读，节假日读，上学的路上读，下地干活休息时读，

边吃饭边读，边蹲茅厕边读，白天读，晚上读，如鱼得

水，如饥似渴，享受着读书的快乐。那时养成的读书的

习惯，也为日后读书与写作奠定了基础。

上初中在沁阳一中，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一入

学便有了借书证。 一次丢了图书馆的《铜墙铁壁》，马

上到书店买一本偿还。 那时还常到大街地摊上一分

钱看一本小画册，

60

本的《三国演义》分几次看完。

初中毕业，开始了书荒的“文革”

10

年，人生最宝

贵的青春期、读书期被残酷地耽误了。好在，我认真系

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

1

—

5

卷，熟背了《毛主席诗

词》。 《艳阳天》、《金光大道》则读了好多遍。

“文革”后期，饥不择食中冒着坐牢的危险，晚上

闭门关窗提心吊胆地读了从下乡知青中借的手抄本

《少女的心》，《第十三张美人皮》……结果思想丝毫未

被毒化，传说中的可怖其实很平淡。

1983

年，已是文学的春天

,

我有幸考上了大学

,

进

入了第二个读书黄金期。 我学的是中文

,

学校藏书几

十万册

,

于是课内课外没明没黑地读。 那时除了读复

出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作品外，还重点读了一些

外国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

界》、《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忏悔录》、

《静静的顿河》、《呼啸山庄》……几年下来

,

连学校图

书馆里的一架书也没读完

,

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书山书

海。

大学毕业后工作期间的读书是断续的， 热门书

必读。 《废都》、《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偏爱陕西作

家的作品。 在省城地摊购一本盗版《金瓶梅》，甚是窃

喜，和《水浒传》、《红楼梦》交叉着对比着读，读出许多

知识，许多感慨。涉猎的一些杂书有时竟派上用场，一

次在杭州西湖边被一相面的汉子拽住， 硬要给我算

命，目的是讹钱，情急之下，我问他：“你相面以何书为

本？是《麻衣相》？是《奇门遁》？是《推背图》？是《易经》？

中国易经学会有多少？总部在哪？有多少会员？ ”矒得

他瞠目结舌，先抱拳后递烟，我方得脱身……

几年前离岗休息，有了自由，有了时间，有了第三

个黄金读书期。此间，读每届获茅盾奖的作品，把握当

代经典的脉搏。读国学，史籍，志书，加重自身的厚重。

心静了，能耐心地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道德

经》，读出真谛，读出门道，读出疑问，读出反意，读出

年轻时不曾有的感觉，进入读书的灯火阑珊处。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小学中学大学的作文

从未犯难，写起来总很顺溜，当范文讲评是常事。初二

时作文《路》写在学校墙报上并在高一范读，至今还有

学兄津津乐道。

１９７７

年高招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

纪念堂》在评卷老师中传阅。 大学时的作文时不时在

一家晚报上发表，这些都得益于读书。

写作也带来实惠，

１９８８

年职称评定被破格评为

讲师，是因为有若干论文发表；两年后由基层调入领

导机关，原因是“那人是个写家”。

书读多了，各种体裁的文章都试着写，小说散文

诗歌故事通讯，隔三差五还能见诸报刊。近来，萌生了

在书山上添棵草在书海里加滴水的念头，适时将发表

的小文整理结集出版，取名《苔花集》。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形声、会意字。

小篆惜 ：从心 、昔声 ，本义作

“痛”解（见《说文解字》许慎著），乃

为之哀伤之意，故从心。 又以昔为

已往之意； 人最易哀往伤逝怀旧，

故惜从昔声。

一生中，值得我们珍惜的宝物

很多。 至爱的亲情、刻骨铭心的爱

情、肝胆相照的友情、追不回的时

间、唯一的生命、财富难买的健康、

……都需我们真心去感受

,

才能体

会那份珍“惜”的可贵。

夫妻是缘， 有缘才能相聚，故

应当“惜缘”。 “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 象征着琴瑟和谐夫妻百年好

合， 故夫妇合才能筑造幸福的家。

因此彼此珍爱一生， 不离不弃，才

是夫妻结合的真义。 夫能行义，妇

能守德， 彼此又能扶持、 忍让、持

家，则必然家和万事兴。

所以， 五伦中夫妇合实是维

系社会安定的基础力量。

故谚云：“说说笑笑散散心，

弗说弗笑要成病。”“心乐为良药，

神伤致骨枯。”爱惜我们的身体，拥

有了健康， 才能更好地孝养父母，

关爱他人，为社会人群服务。

保护大自然，做好环保，我们

责无旁贷。 倘人人能发起一念真

诚，爱惜环境资源，从个人做起，养

成节约能源的好习惯，能为世界的

美好奉献出一份心力， 持之以恒，

则地球变得更加美丽，便指日可待

了！

世事无常，缘起缘灭，聚散不

定。明白其理，自能珍惜所有，感恩

所得， 真正爱惜当下所拥有的幸

福。

夏天喝什么茶好

炎热的夏天喝什么茶好？ 夏

季，由于出汗较多，我们身体的水

分随之流失的特别严重，适当的补

充水分就变得非常重要。 户外归

来，喝杯茶补充一下吧。 那么夏天

喝什么茶好呢？笔者翻看了好多人

的文章，发现很多人都首推绿茶。

其中一篇文章中提到：春喝花

茶，夏喝绿茶，秋喝清茶，冬喝红茶

夏天最好的饮料就是绿茶。那么喝

绿茶有什么好处呢？

绿茶绿叶绿汤， 清鲜爽口，滋

味甘香并略带苦寒味，具有清热解

火之功效。

减肥消脂， 如今已经在临床

医学得以证明。 绿茶含有茶碱及

咖啡因， 可以经由许多作用活化

蛋白质激酶及三酸甘油酯解脂

酶，减少脂肪细胞堆积；茶多酚与

维生素

C

的综合作用能够促进脂

肪氧化； 芳香族化合物能溶解脂

肪；咖啡因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

消化与消脂。

绿茶所含的茶多酚、 咖啡碱、

维生素

C

、芳香物、脂多糖、有机硒

等成分协同作用，能帮助人体清除

自由基，增强人体心肌活动和血管

的弹性，抑制动脉硬化，减少高血

压和冠心病的发病率， 增强免疫

力，从而抗衰老，延年益寿。

壬辰夏观怀府

广场西南角晨练

(

外一首

)

□岳红霞

卯时红日高，

娇燕入云霄。

林下四方阵，

掌中三遍操。

宜驱经脉动，

更令块结消。

最炫长蛇舞，

相拍爱若潮！

赠尚勇君友

中海名楼盛主酬，

文人墨客醉淹留。

佳肴玉液珍缘重，

兰韵茗香美境幽。

何处研诗清影曳？

谁人走笔劲龙收？

休夸良馆江南尽，

怀庆勇君居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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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中学的变迁

1946

年初，原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太岳区豫北中学迁到

济源县靠近太行山的涧北村两座大庙内，校长邓一川，教务主

任荆吉九。有学生三个班，约

100

多人。同年底，由于国民党特

务利用反动会道门（红枪会）组织暴动，学校又迁回阳城县，不

久暴动被平息，学校于

1947

年又搬下山来，校址选在济源县

城西靠近太行山的北杜村的一座庙内，时任校长李勃然（原任

校长邓一川，教务主任荆吉九随解放大军南下）。 学生有一部

分参军，参加工作，只剩下几十个人。 当年又补充招收了一批

学生组成三个班，

100

多人。

1948

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

发展，急需培养大批革命知识青年，为便于扩大招收，学校又

搬迁到济源县城南的南姚村的两座大庙内。校长还是李勃然，

太岳行署派周新斋来校任教务主任。学校成立中共党支部，党

支部书记李虹（教师，李勃然的妻子），有党员

30

多人。学生扩

大到五个班，约

250

人。

1949

年

9

月，全国基本解放，平原省宣告成立。 省教育厅

决定将豫北中学和焦作师范合并， 在河南省立沁阳中学旧址

设立平原省立沁阳中学。合校、建校大会于同年

10

月

25

日召

开。 校长李勃然，副校长文迅，教导主任李一本，副主任周新

斋，总务科长杨子俊，有行政人员

15

人，校工

6

人，炊事人员

27

人。 教师：语文组有

9

人；数学组有

5

人；史地组有

8

人；博

物组有

5

人。在校男女学生共

408

人，分为

10

个班，其中初中

7

个班（后合为

6

个班），初师

3

个班。

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

并校之前，豫北中学设置的主要课程有：语文，数学，时

政，近代史，地理，体育以及音乐等。学习方法主要采用自学与

辅导相结合。同学之间互帮互学，经自学讨论后仍有不懂的问

题，就向老师提出，由老师随时给以讲解。 这种教学方法培养

了学生自学的习惯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环境艰苦， 学校的生活学习用品主要靠师生自力更

生，勤工俭学来解决。 老师自编自印教材，学生找废纸制作笔

记本，把小荆棍或竹子削尖代替笔，用颜料加水制成墨水。 学

生吃粮由政府供给，但要师生自己去搬运。所需各种蔬菜全靠

自己开荒种植来满足。 校舍因为多是旧庙，年久失修，漏雨漏

风，师生们就自己动手修房补墙，睡觉打地铺。上课没有桌凳，

师生们冬天在屋里席地而坐，夏天就在室外树荫下上课。

根据形势需要，师生们白天上课，劳动，晚上组织工作队

到农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写标语，教群众唱革命歌曲，

演文艺节目，如《孟祥英翻身》、《穷人难》、《白毛女》、《送夫参

军》、《锄奸记》、《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 还积极搞

土改，反奸反霸，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

1947

年

下半年解放孟县时， 师生们就到前沿阵地上宣传演出， 写标

语，敌人进攻了就随部队一起转移。同年底至

1948

年初，陈谢

大军挺进豫西，师生就到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支前担架队。

1948

年春天，大批伤员从洛阳前线转移到济源，师生们就去

野战医院为伤员进行慰问演出，看护伤员，还帮助部队做刚从

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伤员的组织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

给他们读报纸， 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以及共产党的方针政

策，还给他们演《劝归队》、《宋庆龄骂蒋》、《穷人难》等文艺节

目， 使他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有很多伤员伤势刚一好

转，就要求参加解放军，上前线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 急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参加革命工作， 豫北中学招收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选

送的觉悟高的退伍军人，小学教员，村干部，青年积极分子及

军干烈士子女，这些学员经过学校短期强化培训，哪里需要就

去哪里，送一批然后再招一批。 仅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参

加教育工作的就有十多人， 参加解放军随大军南下的有十多

人，参加其他工作的有二十多人。

1948

年夏季，豫北中学受太岳行署的委托，在南姚还办

过青年干训班，共有

2

个班，

100

名学员，学员大部分来自济

源、孟县两个县，都系农村青年干部。干训班办了三个月，由学

校领导和党员老师讲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国内外大好形势，讲

党的方针政策，讲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道理。 干

训班结业后，学员们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当地的土改等

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豫北中学搬迁到南姚后， 学校基本稳定， 教学也比较正

规。 上课有了固定的教室，桌凳，还有骡马四匹，马车两辆，师

生吃粮、烧煤都用马车去拉。 由于当时斗争还十分复杂，上级

政府为了保证师生们的安全，确保群众运动的顺利进行，就给

师生发了枪支，并训练了骨干人员专管。

师生们既是学生，又是工作队，还是战斗队，集体行动，整

齐划一， 革命

气氛十分的热

烈。

(作者系

原沁阳中学党

支部书记)

风 景

□郭俊霞

夏日早晨，清风送来丝丝清凉。太阳还没有起床，

粉红色的彩云便轻盈地飘落在景观大道的花坛里，飘

落在广场公园的草坪上。 紫薇亲吻着朵朵彩云，把它

当做美丽的嫁衣，顶在头顶，披在身上。牵牛花寂静无

声，仰起喇叭似的小脸，在路旁的草丛里嬉戏，与风儿

捉着迷藏。 晨练的人流，如溪水淙淙，淌向广场公园，

荡漾在花前树下。

太极拳，非常壮观。 有方阵，有长龙，也有零零散

散，星星点点。 正宗的，刚柔相济，排山倒海，行云流

水，连绵不断，教得凝神，学得屏息；舶来的，有的刚，

有的柔，有的花，有的秀，教得认真，学得随意；戏耍

的，五花八门，随心所欲。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它们秉

承一样的宗旨，一样的灵魂。

广播操，如此亮丽。 做得原汁原味，“伟大领袖毛

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请大

家准备好，我们一起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一二

一，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应得山响，近百人的喊

喝在空中回荡。

太极剑、太极扇、太极棍、太极操，色彩纷呈。太极

拍打功，是最动人的一线。一二百人的拍打队伍，几乎

是清一色的老太太。 拍胸拍背、拍心拍肺，拍环跳、拍

膝盖、拍脾拍胃。 拍得划一，喊得整齐：“我锻炼，我健

康，我幸福。 ”结束语震天动地，这是所有晨练者的开

悟，也是所有晨练者的心语。

书法家也不甘寂寞，提着水桶，赶趁清新，沉练地

书。 书者言：“清晨好，空气清新争行早。 争行早，往外

跑，半桶清水一杆毫，公园广场把地找。一笔一划练书

法，心里乐淘淘。”篇篇地书浸地渍，端雅秀隽，龙翔凤

翥风云激，自益身心。

火红的太阳已站在树梢，开始她一天炙烤大地的

工作。 银白的缺月仍挂在天空，弹奏着日月同辉的华

章，天地间一片光明。舞者，垂下了旋转的裙裾；歌者，

让乐器睡回了琴房；跑步的人，停下了奔跑的脚步；散

步的人，迈进了回家的小巷。晨练的人们，把快乐抱在

怀里，把幸福写在脸上。新的一天在身心康快中扬帆，

在神清气爽中起航。 他们融进了和谐的社会，奔向温

馨的小康。

书 画 苑

过大明宫遗址

怀李商隐

□司喜旺

征雁年年楚客伤，

转蓬一夜满清霜。

无题泪透蓬山路，

咏史心怀老杜肠。

官没阶墀虚捉笔，

运交牛李梦登堂。

情愁爱恨谁能处，

风雨飘摇是晚唐。

赋文房四宝

□董尚祥

笔

锋强三尺剑，

绕指末毫柔。

休道阴阳别，

情深万世遒。

墨

莫嫌颜色丑，

百炼铸青纯。

千载传文脉，

松魂是本心。

纸

生来无色彩，

红黑任涂之。

风雨千般蚀，

容颜岂可知？

砚

台上风波起，

腕间烟雨生。

几番磨砺后，

云阵案头横。

收获 粗线条

摄

斗

方

︽

诚

信

是

金

︾

杨

吉

书

花

开

富

贵

刘

万

河

画

晨练 李亚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