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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者， 乃太行南麓修武之名山也。

因山势险峻、云雾缭绕而得其名。北依太行，

南眺黄河，东望齐鲁，西接秦晋。 自古亘今，

颇负盛声。深得天然之造化，南北兼长，雄秀

双绝。 八百里太行，挟燕赵欢歌，顶三晋风

尘，逶迤南下，断山裂海，陡起道道险峰绝

壁，切下条条深峡幽谷。 雄伟神奇之地质宝

库，精彩绝伦之山水宝典。高山峡谷，河流湖

泊，珠联璧合，浑然天成。 有通天拔地之势，

雄奇险峻之态，秀丽幽静之姿，宛如山水之

画卷，雄中含秀，幽奇相成。 兼有泰岱之雄、

华岳之险、黄山之奇、青城之幽、峨眉之秀。

春天山花烂漫，夏日满目苍翠，秋季红叶似

火，冬则冰雪如银。 游者赞曰：云台山水，人

间仙境！

咏我云台山！ 上帝造物之鬼斧神工，成

就独特山水风光； 千年文明之滋养熏陶，积

淀浓郁历史文化。 云台文化内涵丰厚，人文

古迹星罗棋布，神话传说源远流长，儒释道

教盛极一时。山水灵气所钟，俊才必定辈出。

汉献帝避暑纳凉，与民同乐，赏游二乐台；竹

林七贤寄情山水，饮酒赋诗，留千古绝唱。嵇

康淬剑池上空留恨， 刘伶醒酒台旁难高歌。

从容一曲《广陵散》，如泣如诉动鬼神。 一声

长啸五声和，呖呖如闻鸾凤音。 面壁龛前王

烈现丹书，明月泉处文人争相传。 崇佛救母

投绝壁， 孝女塔上留佳声。 广济苍生孙思

邈， 采药炼丹药王洞。 子房湖畔， 乃汉初

三杰张良隐居之所； 隋唐山寨， 为唐王世

民争雄之地。 路功栈道 ， 惠及当地百姓 ；

巾帼愚公， 留下传世美名。 万善寺塔， 存

无暇禅师衣冠冢； 天门赤壁， 留壮观红石

百家岩。 茱萸峰上， 一览众山小； 覆釜山

下， 摩肩而接踵。 王维登高赋诗：“独在异

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真情入骨，妙

笔生辉；“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

人”，思亲之情，淋漓尽致。

维我云台山！景景相宜，相映成趣，美轮

美奂，如诗如画。红石峡堪称山水盆景，峡谷

极品。丹山绿水，壁立千仞。纤巧中流露出婉

约之美，瑰丽中闪现出神奇之姿。 其险峻挺

拔，兼容北雄南秀之美。 集潭溪泉瀑涧诸景

于一谷，融雄秀险奇幽诸美于一体。 可观青

龙黑龙潭，可赏穿石九龙溪。山石层层叠叠，

步道弯弯曲曲。红崖峭壁，游人胆战；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 峡中瀑布，水顺山势，时而浅

吟低唱，时而咆哮如雷。峡外天寒地冻，谷内

温润如春。 天上瑶池，地下福音；瑰丽山川，

气候宜人。

美哉云台山！ 子房湖山青水碧，景色迷

人。 山衬水之美，水托山之雄。 高峡平湖，远

山含黛。 流辉映照，金光闪烁。 阳光照时，千

片碎银拥波；倒影显处，万粒宝石铺翠。湖水

浩渺，烟波荡漾；碧波盈盈，水鸟翩飞。 山峦

倒影，时隐时现。 湖水清澄，沁人心脾。 行船

荡舟，乐趣无穷。春可临水赏山花，夏可入水

戏碧波，秋观长天共一色，冬览山水扮素裹。

奇哉云台山！ 小寨沟三步一泉，五步一

瀑，十步一潭，青山与碧水映衬，飞瀑共流泉

交织。 泉瀑相连，喷珠吐玉，似跳动之音乐，像

流动之画卷。山水含笑，草木含情。 泉水欢腾，

浪花飞舞。 大泉小泉疏疏密密， 大石小石

挤挤扛扛 。 水与石 ， 如切如磋 ； 石与水，

如琢如磨。 水与石相拥， 石与水相亲。 金龙卧

波层叠叠， 情人戏水瀑连连。 龙凤潭上水帘

洞， 如凤尾串珠； 龙凤壁下白玉溅， 似蛟

龙喷雾。 时而雾锁山头， 云绕壑间， 云青

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生烟。 青山朦胧云纱

雾缦， 水墨如画可人怡眼。

壮哉云台山！ 云台天瀑雄冠九州， 陡

见巨瀑飞流直下。 远望上吻蓝天， 下蹈龙

潭， 犹如擎天玉柱， 恰似银河倒泻， 惊涛

拍岸， 雷霆万钧， 吼声震耳 ， 地裂天崩 ，

恢宏壮观， 夺人魂魄； 近观击石打浪， 激

流飞湍， 化为细雨薄雾， 如绸如缎， 如梦

如幻，随风摇曳，珠飞玉溅，如云龙播雨，天

女散花，美不胜收。

伟哉云台山！蜿蜒十八盘，神奇叠彩洞。

不到茱萸峰，云台未登顶。独拔青天外，孤秀

白云中。 登上小北顶，极目傲群峰。 峰连峰，

峰峰碧绿；岭连岭，岭岭秀丽。 杂花生树，层

林尽染。 高山巍峨，苍莽葱茏。 山势逶迤，群

峰竞秀；峡谷环抱，大气磅礴。 俯瞰山下，阡

陌纵横，沃野千里，田园似锦；远眺黄河，曼

舞银练，临风听歌，气壮山河！

颂我云台山！ 地古灵多足胜游，山阳人

物自风流。 叹往昔，藏在深闺人未识；喜当

前，声名鹊起游人织。仰赖俊杰卓识远，名彪

青史终可鉴。 大手笔绘就好蓝图，新思路拉

动大发展。荣获世界地质公园，华夏奇葩；喜

归全国五

A

景区，五洲颂传。 旅游促经济腾

飞，惠民使生活甘甜。构百年梦想美丽中国，

建人美物阜绿色家园。 造化钟灵秀，美我云

台山！ 天然去雕饰，秀色赛江南。 山水美如

斯，游人不思返。 有诗为记：

黄河无弦琴万古，太行不墨画千秋。

桂林山水甲天下，云台美景冠九州。

何时散落到人寰，此绝只应天上有。

魂牵梦萦相思地，天缘赐份再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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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精神的交融

———评长篇小说《太极名师》

□

王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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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湎于繁冗的事务之中，很久没动笔写过任何文字了，这次之所

以产生写作的冲动，感动于道奎先生对文学的执着。

与道奎先生相识、相交缘于文学。无论从他的长篇小说《黑玫瑰》

还是新付梓出版的《太极名师》，尽可看出，他爱文学，爱得很深沉、很

神圣。

时势推演，风云际会。由王道奎、王俊峰先生创作，韩达先生作序

的长篇小说《太极名师》以厚重的文化意蕴，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感

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展现了一代太极名师的传奇人生。虽然小说所选

取的题材也许算不上十分重大， 但故事却浓缩了近百年来的时代背

景下一家一国的兴衰历程， 书中展示了近代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发展

史和太极拳发祥地一带的地域文化。

太极拳风靡世界，受世人推崇。 陈家沟作为太极拳发祥地 ，也成

了千千万万太极拳爱好者向往的圣地，《太极名师》 是一部依据历史

资料和人物传记创作的长篇小说。 沿着各个时代更迭的脉络和大起

大落的命运遭际，作者重点讲述了从武林义士到军旅勇士，再到太极

名师王思恭的一生，他一生行侠仗义、悬壶济世、弘扬武学，跌宕起

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河床之下，一个个王氏家族的人物和太极大师

被刻画得那么丰满，既反映了当时怀庆府一代的淳朴民风，又彰显了

任何事物都摧不垮的太极灵魂。从书中每一个章节、情节与情感纠葛

里流泻出来的文化意蕴， 是那样沉绵隽永， 活跃在剧中的一个个人

物，是那样血肉丰满、个性分明，无不淋漓地为读者还原了那个时代

的生活画面。从这种生活里映现出来的不是历史的一隅一地，而是历

史整体的恢宏画面，小说中不乏历史蜕变的沧桑感，从民国三十二年

的蝗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

革命、改革开放，各个时代的特征在《太极名师》里竟被表现得如此多

姿多彩。一部小说不仅塑造出了众多生气勃勃的人物，还能通过这些

人物流露出时代印记，这是很不容易的。

《太极名师》的叙事手法较为传统，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

它没有刻意去追逐新奇，制造悬念，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时空架构、细

节勾勒的高妙，而只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形态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将

其所包含的悬念， 熔铸在情节所显示的生活自身的形态中。 翻开一

页，便能很快融入故事情节之中，纵然一口气浏览个梗概，掩卷后仍

有难以释怀之感。

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说短篇小说是切近事物的镜头“特写”，中

篇小说是一帧人物历历的“中景”画面，那么长篇小说更像是一幅波

澜壮阔的时代“全景图”。读者希冀着从中看到历史大河的雄浑走势，

更希望从作者的深邃见解中看到历史前进的未来方向。 在 《太极名

师》中，作者是时代的发言人，是历史的记录者。这篇小说以其长河般

的语言结构， 担负着把一个个场景和一个个人物叠加起来去布局的

重要任务。 长篇小说的篇制特征决定了其天然具备的魅力和品质。

它不是艺术感悟的惊鸿一瞥， 也不是情感闪现的只言片语。 道奎先

生取材近

100

年的历史，初次驾驭这么长的叙述过程，在这样一个时

空绵延的过程当中，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美丽与丑恶、矛盾与和

解……巨大的社会历史内涵和重要的时代关键词被长篇小说这一艺

术形式聚焦、打捞、发掘、拓展、扩充和照亮。 历史的厚重感在这部长

篇小说中得到主要彰显。

在网络文学出现的今天， 有人曾宣布过长篇小说的死亡， 说出

“比尔·盖茨将消灭托尔斯泰”这样的话来，但只要长篇小说内在的质

的规定性还没有消亡， 它将永远会在现代乃至未来占有自己牢固的

位置。 长篇小说以其丰厚的内涵和内在的质的丰富性将更为长久地

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图景中， 我们的后人将从我们留下的长篇巨

制中读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眼泪、欢笑与光荣。

唐代大诗人杜牧曾有这样的感悟：“凡为文以意为主”。 小说创

作的使命，不仅要讲好一个有趣的故事，也要体现一种“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的故事精神。 好看的小说往往它的故事情节会埋下伏

笔，等读者读完小说，掩卷沉思良久，恍然大悟。 《太极名师》也不例

外，它可谓历史史诗与太极精神的水乳交融，读完小说，会让人从内

心中升腾出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

长篇小说《太极名师》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篇制而不啻为焦作文学

领域描写当代人物的又一篇佳作， 它以高耸入云的雄伟之势构成一

个时代重要的艺术风景， 也是道奎先生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成为他

全部才华的试金石。

向后飞翔

张丰收

如果能够

我想

从繁复的意象和形式

退回到生存的原态

我想从春鸟的叫声里退出来

退回到以青蛙为友

以草木为邻

我想从迷乱的私欲中退出来

退回到用诗句的篱笆圈起的田园里

做一棵保持姿态的禾苗

如果能够

我想

从乡村的一棵老槐树下开始退

从五十岁的中年退回到青衣青衫的青少年

从一个人的世事沧桑

退回到父辈的风雨路上

从爷爷的故事中

退回到奶奶的纺车旁

在纺车嘤嘤嗡嗡吟唱的韵律里

听 母亲轻轻哼唱的和声

如果能够

我想

从大自然的边缘

退回到万物的中间

从群星闪烁的夜空

退回到一个人练习抬头和发声的早晨

我想从古温的阳光下

退回到郭熙的字画上

我要坐在郭熙的字画上

擂响

司马懿的得胜鼓或唱红陈王廷的拳歌

如果能够

我想

从血液的青草里退出来

退回到灵魂的青灯下

从微小的尘埃里

退出一个海阔天空

将黑暗和阴影

关在门外

种 瓜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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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一块空地，牛屁股大

小。 父亲说，搁那儿也是闲着，不

如为小院谋点生机， 捎带斩获些

绿色食品。 于是，他挖了三个坑，

分别放进南瓜籽，用土封好，舀水

浇透，单等苗儿出土。

不几日，三窝肥实墩厚的南瓜苗一探出脑壳，就被阳

光牵拽着闹哄哄谁也不让谁地一个劲长高长壮，很快，耸

成绿蓬蓬三疙瘩。 “苗稠果瘦”，父亲优中选优，三窝各留

一棵壮苗儿，其余全被“间”掉。

父亲搞足水肥，喂“吃”，又喂“喝”，精心养护，三棵瓜

苗像比赛，“噌噌噌”欢长。尺把高时，茎秆擎不住，便俯身

趴下，贴着地面往前窜爬。秧，越扯越长。叶，越长越旺，直

逼小院中央。若任其攀爬，小院会被“蚕食”得没个下脚地

方。 父亲令儿子搬梯上房，从房檐垂下两根软绳，分别将

两根瓜秧系到绳上， 导引着攀爬上房顶后， 任其扯秧长

叶。另一根瓜秧，用绳子拴引着沿低矮的院墙自南向北攀

扯……

三伏天，沿墙攀扯的瓜秧，于热烈的叶事中，点缀出

淡红花儿，不经意间，长秧上坐下三四个瓜胎，眼见着发

粗长长……俗说“秋葫芦晚瓜”。 立罢秋，沿墙的瓜秧，在

奉献三个大南瓜后， 又坐下五六个瓜胎。 父亲很有成就

感，常笑眯糊糊，合不拢缺了门牙的嘴。此时，儿子提起房

顶的瓜事，真是，竟给忘了。

儿子攀梯爬上房顶，呵，好旺的叶事，可谓蓬勃茂盛，

把房顶遮盖得严丝合缝， 仿佛滴水难漏。 心想如此繁盛

下，一定会有多而大的斩获。 然而，当儿子用手一寸寸拨

开叶秧察看一遍后，却愣了：除了三个拳头大的歪瓜外，

再无瓜影儿，咋啦？

父亲说，事理明摆着，沿墙的瓜秧，人够得见，每有斜

杈生出，都能及时掰掉，养料全集中在主茎上，一股劲用

来坐胎结瓜。 房顶的瓜秧，人够不着，每个斜杈都极尽养

分来疯长。 结果，养料没用到正地方，该结瓜时，没了劲，

除了虚叶荒花，坐不下正果。 人生，其实与此类同……

儿子明白了，的确，人生与此类同。

邻居老朱，一胎生下

AB

二“和尚”，因忙上班，双胞

胎招呼不及，将

A

送给乡下父母照管。 “爷孙隔辈亲”，那

是捧手里怕凉着，含嘴里怕化了，娇惯得爷成了孙儿，孙

儿成了爷，除了摘不下天上的星星儿，其余啥都满足，生

怕亏缺了，让孙儿憋屈。

A

打架讹人，爷奶不仅不管教，还

觉孙子有能耐，在外不受气。

A

时常逃学，老师家访，爷奶

说孩子不爱学习，硬逼出毛病咋办？ 由着他吧，没灾没病

就好。 以至

A

将网吧当成家，整天泡进出不来，还染上了

抽烟喝酒、小偷小摸的恶习。 混完初中，老朱将

A

弄到身

边，指望读个好高中也好考个好大学，他却连小学水平也

没有，依然逃学泡网。 老朱再想管，晚了，咋也管治不住，

便从钱上限制他。没钱上网，他便入室盗窃。一次，被女主

人发现后，将人活活掐死，最后，被处极刑，极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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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生命。

A

也算来人世扯了一回秧，不仅没结个“瓜

疙瘩”，反成了祸世魔王。

B

呢？ 老朱从小看管很严，发现

丁点毛病，决不放过，及时点拨矫正，

B

打小就养成了良

好的行为习惯，懂礼貌，讲文明，喜欢学习，从小学到初中

都是学校的尖子生。 高中毕业，考上了航天大学，又读了

硕士、博士，成为航天领域里最年轻的专家，参与了“神

十”的研制，受到了总书记和中央首长的接见。

一母双胎，生理机能、智商脾性大致不差，只因生长

环境有别，接受教化不同，人生轨迹便判若云泥，足见在

人生长而又长的生命之秧上，整枝打杈是何等重要。 人，

恰如小苗，自然生长中，免不了会斜生枝杈。 尤其不谙世

事时， 更需监护人用呵护之手， 及时掰除旁斜逸出的枝

蔓，矫正畸变的生命轨迹，培养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从

而正气盎然，正道直行，正正派派地走好人生路，才会像

沿墙的瓜秧，不被枝杈所累，结出人生正果。若爱屋及乌，

爱孩子连他的洗脚水也喝掉， 对其最初的缺点错误溺爱

护犊，不肯、不会、不能用心掰除斜逸的枝杈，纵其任性滋

长，虚耗正义、正气的养分，结果，不仅一事无成，空来人

世一遭，甚至会滑向反面，贻害社会，轻者蹲监入狱，重者

被处极刑，

A

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这道理，也不可谓不

浅显。 但是，记住并做到，却并不容易。 唯其不容易，才应

特别谨记，给力践行。

�������七 夕 记 忆

□

王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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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七，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在我的童年

记忆里，这一天也是我们村的盛大节日，仅次于过年，比

中秋节还要隆重， 因为这天是我们村一年中唯一的一次

庙会，出门的闺女一定要回娘家，媳妇们的娘家人一定要

来瞧闺女，到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姐姐妹妹，姥爷姥姥，外

甥表弟，济济一堂，每一家都是宾客盈门，而且都是至亲

贵客， 所以每一家都非常重视这一天， 早早起来割肉买

菜，有的甚至要提前准备。

对庙会的记忆，就是热闹好玩。 村里的街道两边，全

是摆摊的，有卖布匹衣服的，有卖针头线脑的，有卖锅碗

瓢盆的，有卖锄锨杈镰的，当然也有打把式卖艺的。 一街

两行，叫卖声吆喝声，呼姐的喊弟的，这个平时安宁的小

村子，都热闹得翻了个儿。 最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儿的，是

推着车子或着摆着摊子卖吃食和玩具的。有卖羊杂碎的，

有卖小车牛肉的，有卖饼干，糖酥的，有卖江米桃的，有卖

糖葫芦的，有卖糖人的。 还有卖琉璃圪棒的，有卖琉琉弹

的，有卖泥泥狗的，有卖铁皮哨的。 这天，哪一家的大人，

不管再穷，平时再抠，都要给孩子三五毛钱，让他们到会

上玩耍。于是我们叫上最要好的小伙伴，或带上自己的表

弟、表妹，在会上游游逛逛，左挑右捡，吃点自己最喜欢吃

的零食，买上一两件最喜欢的玩具。那时候的东西真便宜

啊，羊杂碎一毛钱一碗，烧饼二分钱一个，琉琉弹一分钱

一个， 那些玩具没有一个超过一毛的。 我最喜欢看吹糖

人，只见卖糖人的把熬好的糖稀舀一点出来，用一根小竹

篾东拉拉西扯扯，然后对着即将成形的糖人轻轻一吹，一

个活灵活现的孙悟空或者大公鸡， 就稳稳地站到了小木

棒上。 琉璃圪棒，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细长的

管子末端，是一个苹果样的空心扁球，轻轻连续吹吸，脆

脆的叮当声就出来了。 不过，因为它很薄很脆，很少有玩

到第二天的，不是气大吹破了底，就是不小心摔碎了，这

也是它叫琉琉圪棒的原因。 泥泥狗花花绿绿的， 好看好

玩，有的还能灌水吹着玩。 铁皮哨我玩得最拿手，薄薄的

两层铁皮， 比大人的大拇指甲大不了多少， 把它含在舌

下，我可以吹出很多种鸟叫的声音，还可以模仿人说话。

庙会的另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喜欢唱怀梆的老人。 老

人须发皆白，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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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论辈分我该叫他爷爷。平时

不喜欢说话， 可是一到庙会这天， 他就会套上自己的马

车，然后把马车赶到街上，人流中，马车或停或走，他就站

在马车上，吼起了怀梆。怀梆真是土啊，土得掉渣渣，它没

有京剧的华丽，没有豫剧的精美，更没有越剧的婉转，它

就是一个直，直来直去，可是它又是那样大气，大开大阖，

挥挥洒洒，能把你的心唱到云端，也能把你唱到心的最幽

深处，是那样的苍凉古拙。 很多年后，我在西安一个公园

里听到了秦腔，一声吼唱，让我顿时潸然泪下，因为我想

起了和秦腔如此相似的家乡的怀梆。 老人只是自顾自地

唱着吼着，全然没有了熙攘的人群，唱到悲愤处，只见他

怒目圆睁，须发根根竖起；唱到伤心处，则是浑身颤抖，泪

流满面。 人群中，有人叫起了好，有人随他一起吼起了经

典的戏词。 七月七的庙会，就是老人一个人的舞台，淋漓

尽致的是他内心的独白。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怀川是

生我养我的家乡，怀梆就是怀川人性格的独特体现。

庙会的牲口市充满了神秘。牲口，是庄稼人相依为命

的重要帮手，也是庄稼人最大的物件。牲口市在一片小树

林里，牲口散落地拴在树林里，卖牲口的或蹲或站，买牲

口的这边走走那边看看，人们很少说话，有意要买的，就

走到卖家的跟前，也不说话，把手伸出来，这时对方就会

把一块毛巾搭在手脖上，于是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互相

将手伸进对方的衣襟里、袖子里，不一会儿，两只手分开，

有时买家付钱牵牲口走人，有时二人一拱手，买者空手而

走。 小时候对这种买卖感到神秘和好奇， 但总是不得而

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也是这样卖掉了我们家的小

毛驴，询问父亲，才知道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摸码”行为，

也就是用手商谈交易价格。 父亲告诉我，摸码时，通常由

卖者摸捏买者的手指报出价格， 然后由买者再摸捏卖者

的手指进行回价。摸码要先摸大数，再摸小数。通过摸码，

双方感到价格合适，交易成功。 否则，不言而散。

到了后半下午， 亲戚走得差不多了， 庙会也就要散

了，剩下的，就是村人对牛郎织女故事的回味和纪念了。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咱村的庙会选在七月初七？父亲

说这个庙会已经老得记不清年代了，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起的庙会，也不知道和牛郎织女有没有关系。 不过，父

亲话头一转，说，每年庙会的这天，咱们村里都要“圪星”

几滴。“圪星”是我们这里的方言，指稀而小的雨。父亲说，

这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泪水。那天说来也怪，父亲话音刚

落，外面就下起了一阵小雨，但随下随收。从此，我就留意

起每年这天的雨来，我真的发现，童年里的七夕，这种雨

从来没有空过。母亲说，这天的喜鹊都到天上为两个苦命

人搭桥去了，所以这天，你是见不到喜鹊的，也听不到喜

鹊叫。 这个传说是如此美丽和神奇，让我小小的心里，坚

信牛郎织女的真实存在。

家乡方圆数里， 有这样一句民谣：“南庄的闺女马坊

的水。 ”说的是俺村里的闺女心灵手巧，像天下名泉马坊

泉的清澈甘甜一样闻名四乡。吃过晚饭，妹妹就找她的小

姐妹们“乞巧”去了。传说织女心灵手巧，天下的女孩都要

在这天晚上向织女乞巧。 村里未出门的闺女要在这天晚

上备上七种供品，做七个大饺子，内包女红工具，然后闭

上双眼向织女乞巧，嘴里还念念有词：“年年有个七月七，

织女姐姐俺给你送饭吃。 教俺巧，做对花鞋送你老，教俺

拙，弄个红葛针扎你脚。 七根针，七根线，七个闺女都教

遍，打东墙，望西海，织女姐姐送巧来。 ”

我很想去黄瓜架下或者豆角架下听牛郎织女的悄悄

话，可是我家的菜地在村子外边，我怕黑，不敢去，就躺在

小平房上，看着满天的星辰，分辨哪是牛郎星，哪是织女

星。银河真是大呀，真是美呀，比村西的大河大多了，比村

东的小河美多了， 可它为什么要把两个心地善良的人分

开呢？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有时候的后半夜，会被几滴

冰凉的雨滴淋醒，睁开眼睛，看到的依然是灿烂的银河，

我在心里说：织女姐姐，你真的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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