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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太阳般的名字

如期衍化为一缕阳光

在所有的阴晴圆缺里

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温煦

那是怎样的一缕光啊———

自然是金属与金属的撞击之后

清脆得绕梁三日的大爱

自然是心灵与心灵的相融之后

滚烫得温情四溢的火花

这一缕不求回报的光啊

除了释放还是释放———

只要你回家的路不再泥泞

只要你朗朗的读书声不再暗哑

只要你火热的心肠不再冰冷

只要你黯淡的心灵不再晦涩

既便是阴霾重重

这阴霾里也必定隐藏着

你穿透的名字

既便是凄凄惨惨

这忧伤里也必定汹涌着

你报效的激情

且不说信仰

仅仅一念之间，一缕阳光

足以照亮整个人生

且不说忠诚

仅仅一个坚守，一缕阳光

足以驱逐整个黑暗

是的，有了这缕阳光

寒冬也能感到春意

萧瑟必将成为繁华

水峪寺

□张志成

在常平乡常平村南三里之遥的太

行山南麓深谷中， 有一寺院名水峪寺，

又叫宝寿寺。 始建于唐代，重修于清嘉

庆年间。据老人们讲，水峪寺很有名气。

一因寺内有一清泉，清彻甘甜，又含人

体所需多种矿物质， 所以在大清年间，

曾作为供水运抵京城。至今泉水仍长年

不断。 二因在大清和民国年间，寺内曾

有学堂，不知是山水灵秀还是先生们教

育，凡在寺内读书求学的人，大多能功

成名就，不失父母所望，故天南海北来

寺求学的人很多，由此可想当年寺院之

繁华景象。上述史实在《怀府志》上均有

记载。

水峪寺不仅山清水秀，地下还孕藏

着丰富的矿藏，如铝矿、铁矿等，原煤储

量甚丰。

1958

年沁阳县政府曾在这里

办起全县唯一的地方国营水峪寺煤矿，

全矿职工二千之多， 日产原煤近千吨。

水峪寺煤的开采解决了全县工业用煤

和千家万户的生活用煤，并远销四面八

方，是当时全县支柱产业之一。 矿上设

施齐全，有礼堂，球场，商店，浴池，甚至

还有剧团。 那时节水峪寺成了山中都

市，每天车水马龙人海如潮。

十年之后，煤完矿闭，工人分流，水

峪寺也渐渐冷清下来。然而时间进入二

十一世纪，随着国家工业化步伐的加快

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水浴寺又重新兴旺

起来。

2002

年，周边村如西万、景明、盆

窑、常平的佛教信徒为恢复再现水峪寺

的历史原貌，纷纷集资重修。

2011

年，寺院主体工程大殿俊工，

红墙青瓦气势蔚蔚壮观。金塑佛像供奉

殿中，中国佛教协会洛阳白马寺佛教分

会还派专人主持寺院。 每月初一、十五

从四面八方来寺拜佛烧香的人络绎不

绝，香火缭绕盛况空前。

人言寺内有高僧，医术高明，能治

百病。前几日，我与友人徒步游水峪寺，

但被告知高僧出门远游，未能一见。 不

过遗憾之余，倒也能静下心来认真欣赏

水峪寺的秀色来。

近些年， 在政府绿化部门的努力

下，水峪寺四周的群山上处处是一片绿

色的海洋，冲破丛生的荆棘，青松白杨

竟相成长，各种山花点缀其间，峡谷里

是潺潺的山泉流水，在绿荫里新修寺庙

飞檐画壁时隐时现。 站在寺院高处，放

眼望去，一座座山峦起伏，似苍龙出海，

虎啸天涯。 置身在这大自然的怀抱，给

人以无限美好的享受。

水峪寺无论是地理位置、 人文景

观，还是自然环境，都是块不可多得的

宝地，民间开发的愿望十分强烈。 倘政

府能大力支持，水峪寺有望成为沁阳市

新兴的文化旅游景点，对推动沁阳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形声字 ，会

意字。

小篆薄 ：从

艸（草声）、溥声，

本义作 “草丛生

为薄”解，（见《广

雅》）乃众草丛生之称，故从艸。 又以溥有敷布一义，诗《小雅·北山》“溥天

之下”礼祭义“溥之而横乎四海”即其例，薄为众草敷布地面，故从溥声。按

《说文解字》许箸谓“薄林薄也”；徐锴氏谓“木曰林，草曰薄”，是薄即草丛

之称，广雅所释正合，并引参证。

薄，有不厚之意。生活中，厚有厚的好处，薄有薄的滋味，运用得宜，则

人生无论处在浅薄厚深之中，皆得自在。

饮食有浓淡，浓时入口佳但易腻，蔬菜五谷虽清淡，但健康营养能久

食不厌，这，便是淡薄饮食的益处。

饮食淡薄，其它欲望也需薄，《礼记》有曰“欲不可纵”。多欲多苦恼，少

欲知足，则身心轻安。

欲望需薄，学识却不能浅薄。 古人示学者应当：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 所学若不能真实深入义理，变化气质，亦将流于浮华，故厚积才

能薄发。

学识不薄，人情同样也不可薄，“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对于他人恩

德我们应常记于心，以思日后回报，如此情义日厚。 决不可做薄情寡义之

人，背恩负义。

宽容仁爱，是君子之仁风，对人如春风般温暖，薄责他过，自然远离他

人的怨恨敌对，故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而为人处事能时时

“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也可免去许多过失。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言语不可刻薄，否则于无形中，

容易伤害他人，造成怨恨而不知，故“出言要顺人心”，才能保以一团和气。

除此之外 ，言

行 举 止 亦 不 可 轻

薄，性情稳重，言词

有礼， 方可得到他

人的敬重。

如此看来 ，薄

需对己，厚宜对人；

薄在物用， 厚在人

情。这样，无论处厚

与 薄 皆 可 积 累 百

福，得无穷利益，从

而， 让我们的人生

变 得 更 加 幸 福 美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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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树植在心里

□曹凤茹

女儿今年

9

岁，读小学三年级。 自从学了

王宜振的诗《春天里，我们去植树》，整天嚷嚷

着植树的事。 周日的阳光暖暖的，空气弥漫着

春天的味道，我们拿着工具向密林深处走去。

路上，女儿的兴致很高，她绘声绘色地给

我朗读，“你端一盆清水，我铲一锹黄土，洒下

一串串汗珠，栽下一棵棵小树……”我则给她

讲起了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我家门前有一大片树林子，每逢

春天，林子里草木葱茏，百鸟合鸣，被村中老人

“神明”一样“供奉”着。 谁也不砍一个树枝，谁

也不摘一片叶子。 每天，成群结队的鸟儿快乐

地飞行，树林子成了贫瘠乡村里一道不可或缺

的风景。

然而，一场浩劫，树木几乎被砍光了，鸟儿

因没栖息之地而遭灭顶之灾。 “除四害” 的日

子，小村上空肉香弥漫，老人们扼腕叹息。 不

久，爱树如子的他们含冤走了；因为引以为傲

的家园不在，鸟儿们死的死、飞的飞……人们

害怕春天，春天到来，沙尘肆虐，飞沙落在锅台

上，落在锅里、盆里、饭碗里，沾在舌尖上，挤进

齿缝里……

1979

年春天， 苦麻菜刚刚露出一点红头

儿的时候，全国掀起了全民植树运动，那时的

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

劳动中，老师搞了次“承包责任制”，她把

学生按男女比例分成组，把吃力耐劳、勇于担

当的人命名为组长，组长除负责组员的劳动分

工，还负责组间的团结协作，我这个班长，负责

监督全班的劳动进程。 因为土地沙化，水土流

失，几分钟时间，就能挖一个标准的树坑。 然

而，灌满一坑水却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铁

锹多，水桶少，老师动员班干部自带水桶。那时

水桶是乡村的稀罕之物，没有哪个母亲舍得把

它交给孩子。 我的母亲，却同意我把水桶带到

工地去。

出门前，她点着我的头嘱咐我：“记着轻拿

轻放，千万别碰破它，小心我砸你的头……”因

为大家轮用，水桶底部磕了三个小坑。 太阳落

山后，我才帮最后一名同学把树浇完。

我慑手慑脚地走进家门，把水桶放在母亲

看不到的地方以“瞒天过海”。 不曾想，她站在

家门口已经等我多时了。我如实向母亲讲了事

情的来胧去脉，她非但没有揍我，还奖励我两

个煮鸡蛋吃。 她说，我年纪虽小，却又诚实，又

懂得担当。 从此，我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那时候，电影《龙江颂》在全国上演。 主人

公那句“就是一碗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这句

台词，同学们背得滚瓜烂熟。受其影响，劳动时

大家嗓子冒烟，嘴唇起皮，裂了口子，也没人舍

得喝一口水。我们的脸黑了，手糙了，小树却一

天天泛着绿意……

如今，当年的那些小树早已经成材，并成

为友好的 “使者”， 远销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已加工成各种精致的环保家俱奔赴世界各

地。

女儿植下一棵“亲情树”、一棵“健康树”，

一棵“开心树”，还植下一棵“生命树”。 树的枝

头一律用红绳拴着卡片，上面是她的“星语心

愿”。她要把它送给家人，送给敬老院的爷爷奶

奶，送给班里洋洋和壮壮两个留守儿童，也送

给自己……

我很欣慰。因为，九岁的女儿，已经把树植

到了心里。

怀川故事

□和洪范

（二）地方史志与谚语里怀川气象

与物候分析

何瑭是我们怀川的光荣，他不仅

是有明以来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

学家、文学家、律吕学家，同时对气象

与物候也颇有研究。 他能够站在哲学

的高度解析气象与物候，以阴阳五行

学说分析气象与物候的成因。

他在《阴阳管见》中说：

“天为阳，

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 天，阳之阳

也，故神而无形；地，阴之阳也，故形而

不神。 火，阳之阴也，故可见，然终无

形也；水，阴之阳也，故能化，然终无知

也。 天变而为风，地变而为山，火变而

为雷，水变而为泽，雨雪霜露，皆泽类

也。 观八卦之象，则可知也。 ”

何瑭曾于明弘治年间致仕归里，

居家期间，不辍案牍，呕心笔耕，开怀

庆府无《志》之先河。 撰写有史以来第

一部《怀庆府志》的时候，他就非常明

确地把怀川气象与物候纳入了需要撰

写的内容。 后来，在清顺治、康熙、乾

隆、 道光等年间重修的 《怀庆府志》、

《河内县志》里，关于怀川气象与物候

的内容，分别被后人纳入了《祥异志》、

《物异志》、《风土志》、《杂记》 等卷目

中。

具有世界声誉的自然科学家、大

音乐家朱载堉，是何瑭的孙女女婿，自

然也得益于岳家的家学。 他在气象与

物候上的建树， 是他把人的存在引入

了阴阳二律的悖反与和谐之中， 气度

恢弘而又绵渺洞悉里，提出了天、地、

人之间息息相关的微妙联系。 他把怀

川的气象与物候， 以朝圣般的虔敬引

入扑朔迷离的音符与乐段，构砌出《豆

叶黄》、《青天歌》、《鼓孤桐》 等乐曲与

灵星小舞谱。 他在《醒世词·命运·天报

应》中，更是谆谆于世、诲人不倦地说：

“天心最平和，无私曲，有定夺。 在人头

上查勘过，善的也记着，恶的也记着。

大张罗，古往今来，走脱是谁呵？ ”

这里

他所说的， 是倡导人要与气象与物候

保持大和谐，这是天知地知最大的善，

否则，就是最大的恶。 无论是谁，都不

可能逃脱气象与物候的影响与左右。

翻阅今天可以找到的 《怀庆府

志》、《河内县志》与怀庆府其他几个县

的《县志》，怀川气象的主要特点，无一

例外的与其他地域一样， 依然是关于

阴、晴、寒、暖、风、雨、雷、电等等的记

载。怀川物候的特点，也不外乎旱、涝、

洪水、蝗灾、地震等等。但是，《府志》与

《县志》更偏重于记载极端的气象与物

候，以及在极端气象与物候的状态下，

怀川人民的壮举或无奈，心颤或心疼，

悲惨或残忍，智慧或愚昧。世世代代的

怀川人民，以覃怀底（亦有“祇”字的说

法）绩的尊严与高贵，在与天斗、与地

斗、与人斗之中，渐渐懂得了与气象、

物候保持和谐的重要性， 渐渐理悟了

人在天地之间的心胸狭隘与目光短

浅。子子孙孙的怀川人，不断地成长着

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 终于渐渐变得

长远了的目光。 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

程中，在自信与笑容的泪光里，生生不

息地跋涉着， 把生命的足迹深深地留

在我们的地方史志中， 把曾经的是非

成败凝聚成启迪后人的历史与镜子。

我们的地方历史典籍， 记载的并不是

怀川先人的落后与愚昧， 而是先人们

曾经的那种活着， 那种为后人提供了

借鉴意义的曾经活着。

道光五年 《河内县志·卷十一·祥

异志》中，记载了如下怀川气象与物候

的内容：

东汉“和帝永元七年，春夏大旱”，

“八年五月，河内蝗”；桓、灵二帝年间，

“野王山上有死龙”，“河内人妇食

夫”，“河内雨枣”。

这里比较详实地记载了由于天旱

引发了蝗虫的滋生与肆虐， 连太行山

上的巨蟒，也因为连年不雨，而失去存

活的条件。气象的极端，造成了怀川三

百里焦土，庄稼颗粒无收，大小动物无

可奈何地死去。人由于饥饿，试图摆脱

死亡袭击的时候，平素讲求的仁、义、

礼、智、信，或许在生命存亡的逻辑面

前，就显得苍白与荒谬。 于是，道光五

年的《河内县志》上，就有了“河内人妇

食夫”的记载。恶劣的气象单元告一段

落的时候，终于下了天雨，可是，久旱

的甘霖里，却夹杂着青里有红、红里泛

青的枣子。 这是一段怀川天、地、人之

间的故事，地方史志的记载，不仅仅是

为了掠奇， 更重要的是把一段历史事

件客观地摆放在这里， 让我们后人去

记忆，去研究，去反思，去记取。

乾隆乙酉年 《怀庆府志·物异志》

中，非常详细地连续记载了清顺治、康

熙、雍正、乾隆年间怀川气象与物候的

内容， 这里我们仅截取康熙二十二年

至三十九年十七年中怀川气象与物候

的资料，就可以一管窥豹，大体看出怀

川气象与物候的古今走向：

“二十二年，河内、武陟、孟县、原

武地震（《通志》）。秋大旱。 十一月，孟

县西冶戍津河，半月余水底沙石皆见，

鱼鳖可数。 十二月，大雪二十余日，行

人绝，地震（《府志》）。 黄河清（《济源

志》）。 十月初五日，地震（《武陟志》）。

春，螣（会飞的蛇），无麦。 秋，大雨害

稼。 冬，地震（《原武志》）。

“二十三年，河内旱。十月，修武地

震（《通志》）。 大饥（《旧志》）。 七月，地

震。 黄河清， 白坡以上三十里凡三日

（《修武志》）。 五月，黑风暴雨，昼晦。

秋，淫雨害禾（《阳武志》）。

“二十四年，嘉禾生，瑞麦五歧，或

三歧、二歧不等（《济源志》）。

“二十六年夏，旱（《武陟志》）。 六

月，淫雨伤稼（《阳武志》）。

“二十七年，黑雨色如墨，秋大旱，

桃、杏再花。（《旧志》）春旱，冬无雪（各

《县志》同）。

“二十八年，春旱（河内、修武、武

陟志同）。 六月旱，秋禾尽槁，冬饥（武

陟、阳武志同）。

“二十九年三月，雨土，春夏大旱，

济、沁水竭。 秋梨再花（《旧志》）。 春大

旱，人食木叶，麦枯死。七月二十七日，

雨雹，虫食禾。 八月蝗。九月初，陨霜，

瘟疫时行。 十月，电，大旱（武陟、原武

志同）。元旦大雾。自春至夏不雨，麦禾

尽槁，牛畜疫死（《阳武志》）。

“三十年，河内、济源、孟县、修武、

武陟、阳武俱旱，沁水竭（《通志》、及

府、县志同）。

“三十一年，河内、修武、阳武旱疫

（《通志》及府、县志同）。

“三十二年六月，西南有声如雷，

星陨于何家营（《武陟志》）。 地震（《原

武志》）。 天鼓鸣（《阳武志》）。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有声

如雷，屋瓦摇动，二十余日方止。 修武

雨雹。（《旧志》）

“三十九年，大有年（《武陟志》）。”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气象与物

候， 其实是我们人类生存与生活中的

天知与地知。 它们向人类预报着可知

或不可知的生存与生活环境， 滋润着

或者惩罚着人类的智慧与愚昧。 天地

滋润人类的气象与物候， 是对人类阶

段性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肯定与奖

掖，惩罚人类的气象与物候，是通过惩

罚的形式， 对人类思维方式与行为方

式的匡正与修葺。但是，正如朱载堉在

《醒世词·命运·天报应》中所说：“天口

最深藏，不明言，说短长，悄然默坐人

头上。 善也不表扬，恶也不毁伤，暗将

祸福随人降，要提防。 ”

我们怀川人自古以来就十分注意

气象与物候的变化， 一代代认识与总

结，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气象与物

候的谚语。 例如：

“黑黑明明，阴阴晴晴；吃吃屙屙，

穿穿脱脱。 ”

虽然语言文字有一些不尽人意的

粗俗，但是把人生在世与气象、物候的

关系，说得非常简明扼要。

例如关于风的：

“风是雨头，屁是屎头。 ”

“开门风，闭门雨。 ”

“南风转东风，三天不落空。 ”

“东风湿，西风干，北风寒，南风

暖。 ”

例如关于雨的：

“五月十三，关爷磨刀；五月十九，

关爷洗手。 ”

“隔犁沟下雨。 ”

“干红日头下大雨，谁家有个秃闺

女。 ”

“初一下雨，半月没好天。 ”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月打

灯。 ”

……

怀川流传下来的关于气象与物候

的谚语， 应该说是我们覃怀底绩的重

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是我们怀川人与

天与地交往中最为直接的认识因子与

行为元素。 关于我们怀川气象与物候

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 我这里讲的仅

仅是一种抛砖引玉。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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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又称杏月， 正是

杏花初放之时。

又到了杏花绽放的季节！

想象着枝头粉白色的花朵盛开

着， 花瓣一片片在阳光下闪着

晶莹的光，一朵朵的挤着，朵朵

美若天仙， 散发着淡淡的夹杂

着丝丝甜意的清香。

“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

谢杏花新”。 这个时候，屋檐下

的燕子回来了， 村边杏花也白

了，因此便有了“春日游，杏花

吹满头”的回乡之旅，有了“霏

霏雾雨杏花天” 的那种美的享

受……

看到了杏花， 我便想起了

少年时期那段开心快乐的日子

……

我老家房后有一条宽宽的

河， 河的两岸种植着密密的柳

树， 而高高的河堤上种植了一

片长长的果树林， 有桃树、杏

树、梨树、苹果树、柿树，这些高

大的果树就像一道屏障， 把一

个一千多口人的村子围起来，

这屏障有二、三里长，很美，就

像世外桃源一般。

几场春雨飘过， 粉白的杏

花赶在桃树梨树之前， 就开始

绽放了。于是，在这飘溢的花香

中， 孩子们就天天盼着果树早

点儿结杏。 结了杏，杏还青，有

鹌鹑蛋大小时， 我们一群七八

岁的孩子就开始上坡摘杏吃

了，摘一颗青杏放进嘴里，那叫一个酸呀，慌忙吐出来。看

林场的老头每年这时节就忙了起来———不停的往坡下赶

我们，往往是，老头赶走了一群，那头就又上来一群，老头

就吓唬大家“谁再偷摘果子把谁绑树上，不让回家”可是，

谁听呀，没办法，老头就一个个的到家里告状去，换来的

是父亲们的一顿笤帚把子。

杏树，是速生树。自古便有“桃三杏四梨五年，要吃小

枣在眼前”之说。家乡的杏又黄又大又甜，好吃极了。等到

杏熟透时，除了满足一村子大人小孩们的胃口外，家家也

馈赠亲戚，那时，我每年都要背着袋子给外婆家送杏子。

吃着杏，大人们会跟孩子讲：“杏，能解肌、散风、降气、润

燥、消积，治伤损。 杏好吃，杏仁儿淹咸菜更好吃，而且能

入药，它全身都是宝。”家乡一直流传这样一句民谚：桃养

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就是奉劝人们切勿过度服

食杏果和杏仁。

等杏都采摘完了，小伙伴们就开始爬杏树了，伙伴们

两手抱紧树，用脚一蹬，然后两腿夹住粗滑的树干，爬到

半道儿，往往停下喘一喘，再爬。爬上去，三四个孩子就在

一棵树上玩“摸树猴”的游戏，（用红领巾蒙住眼睛在树上

捉迷藏）。 有时会让看树的老头看见，总会听到老头压低

了声音颤颤地喊：“小孩儿们，快下来吧，不敢摔着了！”听

着老头既惊且怕的声音，我们很是得意。那时也常常因为

爬树而刮坏了衣裤，成天招大人们的打骂不说还罚跪，一

跪几个小时。

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晨跑时语文老师就带着同

学们跑果树林，休息时，老师就讲果树的诗词典故，让少

年的我们在一天明媚的心情中开始学习。上了初中，老师

就帮着大家开始在书中找寻杏树的影子。于是，在同学们

眼中，嫣红芬芳的杏花雨，便纷纷飘洒在唐宋诗词中，飘

洒在元曲里，飘洒在明清小说中……杜牧的“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

枝头春意闹”，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张先的“沉恨细想，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杨万里

的“小树嫣然一两枝，晴熏雨醉总相宜”，陆游的“小楼一

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张继的“春风不肯停仙驭，

却向蓬莱看杏花” ，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

寒杨柳风” ……锦囊佳句，宛若珠玑玉泻！ 陶冶着故乡孩

子们的性情，培养了大家的文学根底。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杏花飘。昨日的风早已吹

远了， 而故乡杏花的芳香却依旧停留在我的心灵深处。

明媚、温暖、浪漫……

美在沁阳

神农大鼎 崔长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