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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南名牌”产品生产企业、“河南省著名

商标”荣誉企业，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牛肉供应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牛肉供应

商、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牛肉供应商、“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

生产企业。 中国清真牛肉第一品牌，中国肉牛屠宰加工排名第二，河南省清真食

品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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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成

/

征文

城市隐者

远远的， 一个被浓绿掩映的山村开始影影绰绰地进入我们

的视野。还没到村口，我们就被一株古树所吸引。下车走到跟前，

浓荫如冠，树身两人也难合抱。 树上钉有古树名木保护牌，从牌

上可知，此树为流苏树，已有八百年树龄。

未到村子， 三三两两的狗吠声已经传了过来。 转过一道弯

路，眼前豁然开阔起来。 这个村子依山就势地建在一处缓坡上，

清一色的石头房子错落有致，朴中见古，拙里有巧。 群山和密林

把这个村子藏得严严密密，而村前的豁然开阔，又让这个村子格

外开朗，自成天地。 走进村子，我们真的有种步入世外桃源的感

觉。

我们在一座座院落里探寻着，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

么陌生。没有高墙深院，只有柴扉老树；没有人声鼎沸，只有恬淡

幽静。 几只旱鸭子，静静地卧在房前的林荫里，悠闲自在；草地

里，几只鸡在咕咕觅食，而一只正在柴堆里抱窝的母鸡，安静的

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是难掩的幸福；热情好客的小狗，在我

们的脚前身后摇头摆尾， 可以想见它的主人一定也是这样朴实

善良。 而充满诗意的石阶小径，又把这座座山居，串成一首首韵

味十足的田园诗。同行三人，不由自主的一句接一句地吟起陶渊

明的《归园田居》诗来。 对于自认“久在樊笼里”的李、云二兄，此

时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感叹，无疑是在肺腑深处与陶

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而我，自认“心若遁世身是客，大千世界入

圆融”。我想的是，如果能在这里有一个院子，那么最美最享受的

应是读书了：一方小桌，一把躺椅，或坐或卧，或立或踱，手握黄

卷，随意而读，来客不惊，山风入梦，坐看浮云，笑对青山，人生如

此，夫复何求！

村子里家家门扉洞开， 却难见主人， 想必此时正在地里劳

作。步行出了村子，在村后的浓荫密林里发现有通幽曲径。于是，

我们让车子原路返回，在一个地方等我们，我们顺着林荫小道寻

找下山的路径。 沿路景致和村里的风景又有不同。 太阳已经西

偏，阳光把这山林也镀上了一层金色。 小道两旁，有山民们栽种

的杏树。树已结果，但此时尚不到成熟季节。我们忍不住诱惑，还

是抬手摘了三两个品尝，结果被酸得龇牙咧嘴。

出了林荫道，眼前一亮，竟是一处废弃的打麦场。 我们正在

指指点点，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大妈从另外一边转了出来。大妈出

现得很突然，我们手里的青杏，让我们这些偷吃的外乡人有些不

好意思，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不过，大妈的大度，转瞬就消除了我

们的羞愧：“很酸吧？还不到时候哩。”我们嗯嗯啊啊之后，就和大

妈攀谈起来。 问些山里山外事，大妈的淡定和从容，令我们格外

感佩。

这个村子，无疑是城市的隐者。 我们无权打扰它，更无权破

坏它的宁静，更何况它对我们来说，何尝又不是我们这些久困于

现代生活者最后的心灵家园呢？ 就让我们为自己保留一片净土

吧。 从大妈口中得知，这个小村叫赵庄，属于焦作市中站区龙翔

办事处，只有十几户，三十来口人，以高姓和刘姓为主。

这天晚上，我们三人就在山上邀月畅饮。 饭后，在醺醺醉意

中弃车步行。

月光如水，照着我们回城的归途。 此情此景，让人再次想起

了陶渊明， 一个 “晨兴理荒

秽”后的晚归老者。只是劳作

后的陶公心满意得， 微微疲

惫里， 很舒心地戴月荷锄而

归。而我们呢？亘古不变的月

光里， 我们带回的只是一个

难以企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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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 瑾

/

小小说

自己的爱情

他爱上了她。

她却不爱，爱的却是另一个他。

另一个他请他代笔给她写封情

书。 他犹迟片刻，应承下来。 借信抒

情，另一个他的口吻，却是自己的一

腔浓情痴意。

这样坚持下来， 竟反复写下来

许多。

回信另一个他没有存留， 封封

都放在他这里。 于是，就成了他挚爱

的珍藏，常常的翻阅。 她的文笔真是

好，好得写入了他的心，揉开了他的

情。 有那一刻， 他觉得与她是相通

的，心灵走得如此之近。

可她却成了另一个他的妻子 ，

并且很是恩爱。

他想， 另一个他总会露出马脚

的。 一个粗俗，一个细腻。 生活的面

纱是需要一点点的揭开的。

他这样等了一年又一年。

另一个他和她依旧恩爱， 看不

到缝隙。

他是他们家的常客。

一次登门，她为他做起了媒人。

她说另一个她长得美， 文化又

高，追求者甚众 ，只是未遇有缘人 。

她说，你们很般配。

他想即便是个丑女， 只要她说

得，他都会要。

于是，他与另一个她见面了。 果

如她所说，另一个她很出众。 她很快

成了他的妻子。

婚后，他依旧没有忘记她。 还会

翻出那些信件来看， 找寻当时的感

觉。 妻子回来了，他已无法掩饰。 他

说，这是代人写的。

妻子笑了，没说话。 只是转身也

从箱子里拿出一些信出来。

一切明了。

他与另一个她都曾是别人的代

笔。但自始至终谈得却是自己的爱情。

他与她早就心心通了的， 只是在他心

里，不再是另一个，而是真正的她。

这样的情事，有多少呢？ 兜兜转

转，属于自己的，永远都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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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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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乡韵

田间地头

家乡是豫北平原的一个小村

庄，出生于农村，就与黄土地结下了

斩不断的情缘， 寄宿般地在城市生

活了十几年， 经历了下岗、 企业破

产， 最后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上。

地处中原， 四季分明， 早春时

节，田地里更没有繁重的农活。 冰封

解冻之时，冬小麦拔地而起，此时气

候渐暖，微风拂面，一望无际的田野

掀起层层麦浪。 田间忽然忙碌起来，

东家开闸浇灌，西家忙于春种，轻轻

松松，言语嬉笑间，田头的活也忙完

了，踩着暖暖的夕阳回家；当麦子澄

黄，骄阳愈烈之时，农家也迎来了一

年之中的第一个收获时节， 这也是

一年农忙的开始， 外出打工的汉子

揣着鼓囊囊的钱袋相继返乡， 大把

大把地花着钱， 为家人买了时兴的

衣裳，可口的美味 ，脸上堆满了笑 ，

大声地说：“忙了一季，辛苦了，咱也

得犒劳犒劳自己不是……”说着话，

就三三两两往地里奔， 得赶快抢收

了庄稼，再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 花花绿绿的票子也在等着自己

去挣呢！ 田野里早已热闹起来，人来

人往，喧嚣得像过年，到处是收割机

的隆隆声、 播种机的刷刷声……人

们赶上了好时光， 种着同过去一样

多的地，却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在

烈日下晒着汗水舞着镰刀拼命劳

作。 农家早已是机械种田，收割，你

只需站在地头等待，收割机一过，光

洁饱满的麦子哗哗堆满了车子 ，直

接拉到仓库入

库 ， 省事又省

力 ， 这边收着

麦，那边播种机

也下地了，刷刷

刷机器走过，玉

米粒就欢跳着，

均匀又整齐地

下了地，安静地

躺在充满生机

的田野里，等待

发芽。

从前三夏

需要一二个月

的忙活，现在似

乎一眨眼间，就

结束了，惬意的

人们心满意足

地望着高高堆

起的粮仓，感叹

着 ：“还是机械

化好，想过那种

紧张的日子还

过不上了呢！ ”一边预计着秋季即将

到来的丰收。

秋田的管理是烦琐的， 也是比

较辛苦的，除草、施肥、灌溉、喷洒农

药……哪一样也不能少。 农家人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有钱难买五月旱，

六月连阴吃饱饭。 五月的干旱，有利

于治理横生的杂草， 勤劳的人们不

改旧习惯，总还是在五月里，来到田

间，清除强占养分的杂草。

谈到除草， 总会让人想起一首

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从远古到

农田机械化之前， 人们的汗水一滴

一滴洒在田间。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

飞转到了今天， 科学种田再也不是

烈日当空之下的那种劳作。 清晨，起

个大早，备上清水、药剂，摇动车辆，

背起电动喷雾器， 走进田间对着野

草一阵狂扫，野草枯萎 ，秋苗欢舞 。

晨露湿透了衣裳， 回头看看自己的

劳动成果， 心中涌起一股发自内心

的欢乐。虽然没有

经过阳光的暴晒，

仍出了一身的臭

汗， 用袖头一擦，

拍打去手上的泥

巴，一屁股坐在地

头 ， 心中那种舒

畅， 那种惬意，真

是用语言也描绘

不来呀！

当东方的火

轮升起 ， 除草工

作就已结束 ， 回

到家 ， 打理好家

什 ， 打上一盆凉

水 ， 脱下脏兮兮

的衣服 ， 从头到

脚痛痛快快冲洗

个凉水澡，擦干了

身子光着脊梁，搬

把凳子放在树荫

下的石桌旁，家人

早把饭菜摆好。葱

油饼，玉米粥，凉拌马齿菜……飘着

香的农家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美滋滋吃着早餐， 享受着宁静而幸

福的天伦之乐。

进入六月，庄稼最需要水分，如

果雨水较多， 对庄稼人来讲会省事

省力省钱。 不过老天总不作美，时时

来些干旱，不过也不打紧，由于水利

条件的优越，干旱对农民来说，早已

无需谈旱变色。 只需提着一把铁锹，

推上电闸， 汩汩的清水就欢快地流

入田地，你就站在田头，心里那个美

哟！ 热了，赤着双脚跳进水里，双手

捧起清澈的井水拍打在脸上， 上下

透凉， 顺便喝上一口， 感到甘甜清

爽。

晚饭后，闲来无事，和老伴儿也

来个浪漫，双双散步去。 农村的夜晚

别有一番景色，比起城市的

KTV

、舞

池毫无逊色。 农家的晚饭吃得比较

早，晚饭过后，三三两两 ，成群结队

的往村外跑，田间地头十字路口，自

发组织的民间戏团，借着自然凉风，

锣鼓喧天，唢呐嘹亮 ，唱腔飞扬 ，彩

灯高照之处， 美妙的舞曲伴随着对

对舞伴摆弄出优美的舞姿。 冷不丁

还会遇到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聚在一

起席地而坐，端着酒瓶子吆五喝六。

幽静的角落你千万别去， 因为那是

年轻恋人的地域，年轻的心哟，带着

一天相思的焦渴， 享受着夜色对他

们的恩赐。

九月，又到了喜悦的收获季节。

秋黄、秋收、秋种，时节追人，人赶时

节， 单就黄澄澄的玉米挂满了农家

的围墙、树木，一阵忙碌 ，当把来年

的种子机播在地， 还没有来得及喘

口气，果园里，累累而火红的苹果 、

葡萄……又向你频频招手， 刚刚把

一篮篮果子装上卡车运往他乡 ，享

誉大江南北， 风靡全球的怀药又该

出土，赶个好时节，换回成沓成沓的

人民币，农家人扬眉吐气，那个欢乐

哟……

（本文图片采自本报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