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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

侯琳之

书 缘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初上小学的时候，不仅对语文特别感兴趣，而

且对许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小时候经常听

父母亲说起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事情， 非常

恐怖， 那时驻扎在离我们村不远的碉堡里的

鬼子一出动，人们就开始到处乱跑，我本家三

奶奶就是在逃跑途中被鬼子放的冷枪打中了

大腿，落了个终身残废。 还有皇协军怎么样狗

仗人势，欺压百姓等等。 我特想知道鬼子侵略

中国以前，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前的人们是怎

么样生活的。 每当问起，没有文化的父母亲就

一脸茫然，只会说是清朝呀皇帝呀，再问就什

么也不知道了。 于是我就去问老师，也许老师

是觉得我年纪太小无法让我了解太多的事

情， 也许老师是无暇理会我这个黄毛丫头的

这么多问题，就告诉我说：“你现在还小，等你

长大了就知道了，要想知道那么多呀，就好好

读书吧，书本会告诉你的。 ”

读书？ 谈何容易！ 那个时代，除了语文算

术课本，基本上找不到课外书籍，本来贫穷落

后的农村就没有人买书，因为书是奢侈品，即

使想买书，也没地方买呀，乡镇没有书店，而

且据听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破四旧，把

好多书都收起来焚烧了，谁家敢私藏书籍，那

是要犯大错误的。

于是，能找到书看成了我最大的渴望，小

人书太肤浅，看了根本不过瘾。 小学四年级的

时候， 终于有机会从一个同学家里借来了一

本《桐柏英雄》，书的开头就写道，要打仗了，

避难逃荒的人们一拔一拔的从这里经过，人

们没心种田什么的， 这又一次勾起了我心中

的疑问，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以前，中国究竟是

什么样子啊？ 放学后，我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门

口看起来，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直到夜幕降临

实在看不见字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屋，晚上还

要点上油灯继续阅读。 记得当我看到永生被

地主家的狗撵到山坡的树上不敢下来， 妹妹

小花找不到哥哥的时候，我难过的泪流满面。

妈妈看见了吓了一跳，说：“这闺女怎么了，看

书就看书吧，哭什么呀，可别看书看迂过了，

成了傻子以后怎么办呀。 ”

看完《桐柏英雄》，我读书的愿望更强烈

了，却苦于无处找书。 当时，我同桌的父亲在

县城工作，家里有几本《红旗》杂志，她看我实

在想看书，就偷偷给我拿来了，我囫囵吞枣地

看完了，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内容了。 再后

来，我们班另一个同学说她家里有一本医书，

问我想不想看，我那个时候是饥不择食，马上

说想看，放学后就跟人家去家里拿了。 当班主

任看到我在看医书时， 惊讶地说：“这书你也

要啃呀？ 能看懂吗？ ”我不好意地说：“我随便

看看，只是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班主任说：

“这书不适合你看的，还是看其它书吧。 ”可我

上哪找其它书看呀，还是舍不得放手，硬着头

皮看吧。 那时正好我同桌得了红眼病，难受的

厉害，我就照医书上介绍的眼病起因及症状，

对她的病进行判断， 让她用经霜后的桑叶煮

水熏蒸后再洗眼部， 没想到竟奇迹般地治好

了她的眼病，这让同学们大为羡慕，也使我倍

受鼓舞。 但是医书太难了，最后我还是啃不动

了，只好主动放弃。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班主任给了我一本

《欧阳海之歌》，我看得如痴如醉 ，完全被故

事情节吸引了，分不清是小说还是真实的人

物和事件， 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伟岸。

雷锋 、徐文学 、欧阳海成了那个时候的精神

支柱。 那个时候，能够拥有自己的书，是我最

大的梦想。

直到上初中了，开设了《中国历史》课，那

种久困于心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谜底一旦揭

开，视野一下子豁然开朗，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犹如一幅宏大的画卷，层层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让我觉得特别惬意。 其间，我又阅读了《青春

之歌》、《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从另一个侧

面理解了英雄人物，原来英雄人物也是人，也

有七情六欲，也有感情生活。 我也要当作家写

小说的愿望，在那个时候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教我与文学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六七十年代的小学初中， 只是为了上学

而上学，根本没有什么目标和追求。 上高中是

由大队推荐的， 学习成绩好不一定就能上高

中，还要看家庭出身和家庭地位，能上高中的

一般都是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的子弟， 大学

更是靠推荐了。 高我们几届的一位女生，学习

成绩特别优秀，但最终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强

烈的不公平感使她得了抑郁症， 差一点因轻

生而葬身火海。 所以家长们不会操心自己的

孩子什么时候该上学了， 更不会关心孩子的

学习成绩如何，女孩子上学更是如此，有的十

几岁了还没有上学呢。

1978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 我们这些真正

的贫下中农的孩子才有了考高中考大学的机

会。 考上高中后，接着就做起了大学梦，为了

这个梦想，苦熬苦拼了四年，终于于

1984

年

考到郑州上学了。 紧张的高中生活也没有抹

灭我的文学梦想， 一有机会还是会把省吃俭

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一本书看。 好在那个

时候国家已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 提出了科

教兴邦的战略，乡镇已经有了书店，书的种类

也越来越多， 而且县里的新华书店也定期到

学校送书下乡，举办书展，给我们买书提供了

极大的方便。 每次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的

名字和购书日期的时候， 心中都会涌起一阵

莫名的激动与喜悦。 书，依然是我的最爱，但

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还不太理想， 买书

的钱毕竟是有限的，拥有更多的书，依然是自

己最大的渴望。

在郑州上学的时候， 农村实行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 田地包产到户， 家家户户有了余

粮，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学校也发助学

金， 我们手里自然就有了更多的零花钱。 于

是，星期天逛书店购书成了没有规定的习惯。

时间长了，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新华书店后

院经常举办降价书展， 我学会了从降价书里

淘自己喜欢的书，物美价廉，并美其名曰：淘

宝！ 一次能买到好几本书，把我乐坏了。

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也酷爱书， 我们俩成

了购书狂。 有一次，我们俩个从书店回来，走

到北郊的时候， 看到一个收破烂的大爷拉着

一辆平板车， 车上放着收来的报纸杂志和专

业书籍，在那一堆杂什中，我们竟然发现了一

本比较完好的《牛虻》，于是和人家好话说尽，

最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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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价格买了下来，我同学手快，

拿了书付了钱，让我遗憾了好一阵子。

1986

年参加工作后，经济条件更好了，书

店的书也更多了，还开起了超市，看书选书都

方便多了。 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书多，经常找我

借书看，我体会到没有书看的苦衷，所以对来

找我借书的同事，总是来者不拒，时间长了，

有的书就收不回来了，让我既心疼又无奈，以

后我就有选择地向外借书，对借书不还者，不

再给他提供方便了。 书多了，纸箱木箱已经不

能存放了，有的书因受潮而破损，就特别想给

我的书找一个妥善存放的好地方，于是，拥有

一个书柜，就成了我那个时候的最大希望。

1987

年结婚的时候， 母亲在老家给我做

嫁妆，问我想要什么，我说只要有一个书柜就

行，其它的随便。 就这样，我拥有了自己的第

一个书柜，白色带玻璃门的。 当我把书放进书

柜后，我在书柜前站了好长时间，就象拥有了

一笔巨额财富一样的开心和满足。

婚后 ，老公也喜欢书 ，他对我的爱好非

常理解和支持 。

1993

年他去北京出差的时

候，用省下来的旅差费给我背回来了一套精

华版的 《四库全书 》，让我感动的掉泪 ，那是

我拥有的档次最高的书了。 平时，就连上学

的儿子也知道我喜欢书，经常给我买来杂志

或书籍回来。

1996

年，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专门设计

了一个书房，开辟了一个学习空间，让三个书

柜整齐地排放在书房里。 闲暇时，坐在书房里

看一会书，品一杯香茗，然后写一段心情文字

或者人生感悟，非常惬意。

近些年，社会发展了，经济腾飞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更高了，精神生活更丰富了。 有了

电视，有了

VCD

，有了互联网，书籍好象有点

受冷落了。 我虽然喜欢上网，看看小说写写文

章，但我总觉得和看书有着不一样的感觉，这

可能与多年看书养成的习惯有关吧。 我依然

喜欢买书，喜欢静静地看书，喜欢全身心地去

体会书中描写的种种意境的美妙。 我的床头

柜上、枕头边经常堆放着没有看完的书，老公

有时候开玩笑地说，他要让位给书了，他睡地

板，让书和我一块睡床上得了。

有时候，看着自己的文字见诸报端，很激

动也很欣慰。 在网上，我把文字发表出来，得

到了朋友们的称赞和认可，这让我很受鼓舞。

是书，给了我丰富的精神食粮；是书，让我的

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是书，提升了我的文化品

位和整体素质；是书，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我爱书，更爱与书为伴的生活！

我爱母亲河

司发展

黄河啊，黄河

圣洁的母亲河。

你从雪域高原走来，

融入大海洪波；

乳汁孕育灿烂的文化，

惊涛铸就华夏儿女气魄；

浴血奋战驱虎豹，

披肝沥胆绣山河；

你阅尽人间春色，

浪淘尘世浑浊腐恶。

啊，黄河

我爱你的圣洁磊落······

黄河啊，黄河

壮丽的母亲河。

毛主席挥手黄河笑，

滚滚浊流化碧波；

巍巍大坝锁蛟龙，

恢宏长桥车如梭；

昔日碱洼稻谷香，

今朝沙丘献蜜果。

黄河巨变百业兴，

国强民富四海乐。

啊，黄河

我爱你的壮丽丰硕·····

夜深人静 ，万籁俱寂 ，我竟辗转

反侧，难以入睡。 毕竟春天来了，晚上

也没那么冷，我索性开灯披衣坐在床

上，拿笔梳理思绪。 人到中年事多而

记性不好，我列举了几样需要明天抓

紧做好的工作：一是督促所包村的计

生对象做结扎手术，虽然村情不同进

度不同，但落后的原因只能是工作没

做好。 二是由我负责的一个高效农业

园区项目要与老板再联系，千方百计

促使此项目早日落地生根。 三是辖区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丝毫

马虎不得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谁都

伤不起。 四是小企业排污治理刻不容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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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是私事 ，和工作一样

重要，一个同事的孩子明天中午办喜

事。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资不

高管事不少，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堪重负。 时常从报刊杂志和电

视上看到有人劳累过度透支生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过去觉得

遥远，近几年周围便时有发生，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四十不

惑，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学会放松放开放下。 年年难过年年过得

过且过，世事如棋局局新辞旧迎新。 名利如浮云，工作着是美丽

的，健康就是幸福。

想起童年时代，对未来充满好奇，渴望早日长大独立自主

自由。 那时物质生活贫乏，但人天真无邪，自然环境好，是名副

其实的纯真时代，上学也竞争，但没现在这么疯狂。 我们放学了

做完作业还可以尽情游戏，甚至偷偷下河洗澡逮鱼，上树摸树

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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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家庭作业压力山大，还有没完没了的补习，纵

有时间，也只能在童话里看到清澈的河流。 现实是不断地在报

纸和网上看到某地方有人高薪悬赏当地环保局长到污染严重

的河里游泳，虽是笑话，却让人心情沉重得笑不起来。 我们上小

学初中中专时受大气候影响， 男女同学之间羞涩地保持着距

离，却也遏制不住清晰而朦胧的暗恋，并留下永恒珍贵甜蜜的

回忆和无限的遐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风华正茂，一样的朝

气蓬勃，一样的热血沸腾，一样的拼搏进取，但每个人起点、环

境、机遇、天赋、性格、造化、命运不同，似水流年一路走来，风尘

仆仆，坎坷泥泞。 有的功成名就，有的财源滚滚，有的伤痕累累

一言难尽

．．．．．．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看到镜子中自己白发

增多，皱纹加深，胡子渐密，倍感似水流年竟是光阴似箭青春不

再，我们已悄然进入人生之秋。 当我们成为父亲时，我们的祖辈

有的已远去了，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思考。 秋天

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人到中年收获了亲情、友情、爱情、家庭、事

业、经验、教训

．．．．．．

我们在似水流年中逐渐变得成熟、理智、冷

静、稳重，我们慢慢变得更有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幸福感。

我们就像秋天柿树上挂着的红彤彤的熟透了即将落地的柿子，

既赏心悦目又让人垂涎三尺，因为它确实又软又甜又面。 我们

象农家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经过风吹日晒浓缩得全是

精华。 我们还象是故乡人把蒸熟的小红薯用带刺的树枝挂在墙

上，时间越长越干越甜越有嚼头

．．．．．．

我们已拥有许多，虽然不能票子、车子、房子、位子、儿子，

五子全登科，但苦难是老师，磨难是财富，残缺也是美。 人生十

有八九不称心如意，我们多想那剩下的一二便知足自乐。 电视

剧《情满珠江》有一句歌词：“多少富贵多少荣华都无法把明天

买下！ ”是啊！ 感谢似水流年，让我们还保持一颗童心一个健康

的身体，有足够的朝气和勇气去迎接明天的太阳，担当起自己

的责任， 同时也倍加珍惜和享受日渐消失似水流年的美好人

生！

小小说

/

闫趁意

父亲的“大黄”

时常会记起大黄来， 尽管它离开我

们家已经多年。

那年 ，父亲身体还很硬朗 ，一个霞

光满天的傍晚 ，他骑着电动车从县里

回家 ，半路上发现有条狗不远不近地

跟着他 。 父亲很好奇 ，就停下来 ，那条

狗见父亲停下来 ，就也停下来 。 父亲

对那狗产生了兴趣 ，于是下车 ，走向

那条狗 。 但那狗一见父亲走近它 ，便立马惊惧地跑向远处

了 。 父亲笑了 ，心想那一定是条认错人的狗罢了 ，于是骑

上车继续赶路 。

父亲进入村子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哥见父亲回来，惊

奇地大喊：“你怎么领了条狗回来？ ”父亲闻声也很惊讶，扭脸

一看，一条狗正摇着尾巴跟在自己身后不远处，正是路上的那

条狗。

父亲笑了：“是它呀！ 呵呵，真说不清它是认错主人了，还

是其他啥原因，居然跟了我一路。别管它，来就来，走就走吧。 ”

父亲进了家门，那狗迟迟疑疑的，也跟着进了家。 父亲拿

了馒头扔给那狗，那狗闻了闻，依旧迟疑着，俨然一个内向的

孩子在走亲戚一样迟疑羞怯。

“吃吧！ ”父亲冲那狗说，语气很是温和，就如同平日对我

们说话时一样。 说完，父亲拿着馒头吃起来，那狗呆呆地看着

父亲吃。 过了一会儿，那狗才低下头，一张口，就将整个儿馒头

叼起来，猛吞起来。

“它饿得久了！ ”父亲感慨道。

那狗于是就在我们家落户了。

我见到那狗时，它已经在我们家一星期了。 我最怕狗，听

见狗的狂叫时，我有些恐惧，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大黄，是姐姐来了，不准叫！ ”母亲数落孩子似的吆喝

着。

那狗立马温顺地摇着尾巴， 跟在母亲的身后， 到门口接

我。

“大黄？ 呵呵呵，果真是条黄色的大狗唉！ 油光水滑的毛

色，可真漂亮啊！ ———妈，你看好它，我可是害怕！ ”我一边说

着，一边心存芥蒂地瞅着它，小心地走进家。

“放你一百个心吧，它聪明得很，认人哩！ 可知道谁亲谁

近，光冲那生人叫哩！ 看家护院真是条好狗！ ”母亲说着，爱怜

地看着那狗。

果真，隔了俩星期再回家时，大黄呜呜唧唧地叫着，还围

着我摇着尾巴欢迎哩。

“说来也怪，这狗跟咱还真有缘。 我估计这狗一定是经过

训练的，可懂规矩，听得懂人话，出门时跟在俺们身边可温顺，

跟保镖一样。 有时你想拿个东西吧，它立马跟你叼过来，比人

都灵巧。 夜晚看门时可机警，轻易不叫，见生人靠近家门才叫，

只叫不咬，阵势挺吓人，但不伤人。 喂啥吃啥，从不挑食，真是

条难得的好狗！ ……”父亲历数大黄的好

处时，总会喋喋不休，话语比平日多了很

多。

我于是对大黄有了好感， 允许它蹭

我的腿，偶尔我会爱怜地摸摸它的头。 而

它，孩子那般低低发出呜呜唧唧声，眼睛

睁开闭上然后半开半合的全然一副撒娇

模样。

转眼大黄在我家呆了一年多，它俨然我们家的一员，小侄

会拿馒头逗引大黄玩杂技动作， 父亲母亲则喜欢大黄静静地

蜷在他们腿边。

父母身边有大黄，我们很安心。

一日，村里路过一辆轿车，大黄突然疯了一样狂吠着冲轿

车跑去。 父亲大惊，这情形和电影里狗见了仇人时的举动何其

相似！ 顾不得多想，父亲赶忙追了过去。

只见轿车门开了， 一位身着高档休闲装的中年男人走下

车。 大黄疯一样狂叫着直扑向那男人。 父亲心里一紧，暗自叫

苦———坏了，出大事了！ 父亲不忍看到惨景，用手捂住了脸。

“莫卡，莫卡！ 真是我的莫卡吗？ ”

“呜呜———唧———唧”

听到男人急促而惊喜的喊声以及熟悉的大黄撒娇的呜呜

唧唧声，父亲才敢正视眼前的一切。 只见大黄像人一般直立身

子，前肢扒着男人的肩膀，脑袋不住地蹭着男人的脸。 男人则

紧紧抱着大黄，右手拍着大黄的脊背，不住地呼唤着：“莫卡，

莫卡，这一年多你都跑哪儿去了？ 可找着你了！ ”

父亲流泪了，低声唤了一声“大黄”，大黄扭过脸，看看父

亲，从男人身上下来，低着头，流泪了！

……

大黄走了，坐着轿车走了。

二姐送给父亲一条浑身雪白的狮子狗解闷。

父亲常常摸着狮子狗的头说：“没想到大黄是个能福贵也

能贫穷的狗，真难得！ ”

父亲想念大黄。

我们也想念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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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

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1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武陟县三阳乡阳光幼儿园

登记证号：豫焦武民证字第

010045

号

法定代表人：李艳琴

业务范围为：学前教育

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住所：武陟县三阳乡杨梧贾村村东

业务主管单位：武陟县教育局

2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武陟县三阳乡晨光幼儿园

登记证号：豫焦武民证字第

010046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三毛

业务范围为：学前教育

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住所：武陟县三阳乡杨梧贾村南街偏西

业务主管单位：武陟县教育局

3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武陟县三阳乡育苗幼儿园

登记证号：豫焦武民证字第

010047

号

法定代表人：王桂荣

业务范围为：学前教育

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住所：武陟县三阳乡北凡村

业务主管单位：武陟县教育局

4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武陟县西陶镇阳光幼儿园

登记证号：豫焦武民证字第

010048

号

法定代表人：宋秋月

业务范围为：学前教育

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住所：武陟县西陶镇周家庄村西北角

业务主管单位：武陟县教育局

5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武陟县北街幼儿园

登记证号：豫焦武民证字第

010049

号

法定代表人：李源源

业务范围为：学前教育

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住所：武陟县木城镇北大街沁河液酒厂对面

业务主管单位：武陟县教育局

以上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行政

服务中心民政窗口办理领取证书手续。

武 陟 县 民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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