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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从厂子里退休已有十几年了。 这些年，

他厌倦了市区的世俗繁华，总想落叶归根，回城

外的老家去清净几天，安享晚年。

老家在城北， 太行山脚下一处很深的山坳

里，村名旮旯窑。

二十几年前，村里统一整修街道，说他的石

头房子碍事，给扒了两间。 当时老支书牛满仓也

给他立了字据，明文承诺，再盖房时，老牛可以把

院子向后边挪一下，扒多少房子就给补多少宅基

地，并声明此字据永远有效。

几年前，村里再次拓宽街道，把拆剩下的那

一间石头房子也给扒了， 只剩下了一个院圐圙。

这回村里可是连个招呼也没打。

相邻的堂弟孬蛋就势在他的院子里种了几

棵桐树，围了猪圈，垒了鸡窝，搞起了家庭饲养。

前年冬天，老牛回家一看这架势，赶紧对堂

弟说：“孬蛋，哥年纪大了，想家了，寻思着把房盖

起来，麻烦你把地儿给哥清清吧。 ”

堂弟当时没说啥，挺痛快地就应承下来。

没几天，孬蛋就把桐树给刨了，两头猪连同

几十只鸡也给卖了。

过罢年，老牛赶紧联系工人，准备材料，只说

天一暖和就开工盖房。 可等他回家一看，顿时傻

了眼：自己的院子堆满了灰沙，院门口还卸了几

车砖。 一问，是堂弟孬蛋几天前刚卸在这儿的。

老牛激动地登门道谢：“兄弟，你咋没给哥打

个招呼就把料给备下啦？ ”

孬蛋摆摆手，局促不安地说：“哥，村里说这

地方不是你的，让我先用着。 我这院儿的厢房也

快塌了，就说今年春上把房整整，这就先备下点

料。 ”

老牛一听急了眼，立马找到村里。 新上任的

支书牛根儿论辈分还是他的晚辈，一见面客客气

气地递给他一根烟。 老牛接过来一看，还是大中

华呢，就没舍得抽，夹到了耳朵上。

新支书自个点着烟，猛吸了两口，悠悠地问

道：“伯，有啥事哩？ ”

老牛说：“牛根儿， 我的院子我能不能盖房？

为啥村里说不是我的地儿？ ”

新支书问：“伯，你多大从家出来了？ ”

“十六啊，咋啦？ ”老牛满头雾水。

新支书又问：“你在市里有没有房子？ ”

老牛一听就炸了：“我市里有没有房子关你

屁事！我再有房，村里也不能占我的宅基地啊！当

年老支书牛满仓可是给我立有字据的！ ”

“伯，你别说了！ 我去乡里问过，你手上的字

据早就过了法律时效，没用的。”新支书丢掉半截

大中华，用脚使劲拧了两下。然后又点着了一根，

深深地吸上一口，又眯着眼睛吐了出来。

老牛这回可是真急了：“我说牛根儿，这做人

说话可是要凭良心的。 别说我有字据，就是没有

这个字据，我的宅基地你村里也甭想弄走，这村

里的老少爷儿们都能给我做证！ ”

“不对吧，伯。我咋听俺爹说这块宅基地是恁

大爷爷家的，你当年可是过继给恁大伯了。 这按

老规矩讲， 一男不能继承两门的东西啊， 是不

是？ ”

“根儿，这你就不知道了，俺大爷爷家没儿

子，我当年是正经八百地过继过去的。 至于俺大

伯只是照顾我而已，压根就没提过继的事儿。 这

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皇历，你咋能倒腾清楚！ ”

新支书一听，腾地站了起来：“伯，我说一句

不客气的话，你既然没过继给恁大伯，那你咋能

说恁大伯的房子就是你的呢？ ”

老牛登时就噎住了：“那，那，那反正你不能

占我的宅基地，不然我就去县里告你！ ”

“伯，随你告，你就是告到北京，最后还得转

到我这儿来处理。 咱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你在

外边工作几十年了，这些年也没给村里做过任啥

贡献。 不管是修路还是建学校，人家在外头工作

的人都往家捐款，就你一毛不拔。 那年家里人用

了你大伯房基上几块石头，你还回来要走了八百

块钱。啊，你现在要回来盖房啦，这村里的工作我

是做不下哩。 ”牛根儿终于摊牌了。

老牛这下才明白了船歪到哪儿啦。

说来话长。 老牛父辈弟兄四个，他爹排行老

二。老牛九岁时爹就病故了，娘又是个残疾人，无

法养活他们兄妹三个。 爹在世时，就把老牛过继

给了本族头门儿的大爷爷家，大爷爷家原有个独

子幼年夭折，几个姑姑家日子又过得凄惶，没人

养得了过继过来的他。只是应个名儿，续个香火，

继承了大爷爷家临街的几间石头房，也就是现在

争执的这个院圐圙。

老牛的大伯也是膝下无儿，早年有老牛他爹

时，哥四个就商议好把老四家的大儿子，也就是

孬蛋的哥哥过继给老牛的大伯。

如今老牛没爹了， 大伯就做主领养了老牛，

老牛的兄弟由老三家领养，老牛的妹妹仍由他的

残疾娘带着，这样大家都能有个活路。

没成想，老四家不愿意了。 孬蛋他娘高低不

许让大伯领养老牛，一则害怕自己过继去的大儿

子被老牛争食， 二则害怕日后老牛争大伯的遗

产。 自家领养老牛又不愿意，让老三家领养两个

男孩也不合适。 结果是不了了之。

从此，老牛跟着大伯，孬蛋他哥也就没再过

去大伯家生活。 后来，老牛长大，到市里当了工

人，并把大伯养老送终。 大伯留在村头的几间破

房，也因为年久失修最后塌成了一堆石头。

大约七八年前， 牛根儿他爹拉着自己的连

襟、老牛的堂弟孬蛋，从市里承揽了一个工程，为

一个大企业的领导，在本村的向阳坡上，修建了

一处风水上好的豪华墓地。这在当时可是要挣一

大笔钱的。

建墓地缺少石材，孬蛋做主把大伯家的那一

堆石头用到工程上。 牛根儿他爹多了个心眼儿，

提醒孬蛋好歹给老牛言语一声，免得落埋怨。

孬蛋脖儿一梗：“咋啦，那是他的房？ 那是俺

亲哥的房！ 只管用，别怕。 ”

用大伯房上的石头建墓地，在农村是个很不

吉利的事情，况且还挣了一大笔钱！

老牛终了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拉上大伯的

两个女儿回家兴师问罪。

孬蛋与他哥结成联盟，寸步不让。 牛根儿他

爹却因为儿子正竞选村委会主任， 怕影响不好，

悄悄拿了八百块钱塞给了老牛。

老牛给大伯的两个女儿一人分了两百，留下

四百给大伯风风光光办了个十周年。

老牛是风光了，可是孬蛋的媳妇和牛根儿他

娘，这亲姐儿俩就此给老牛结下了仇。

这不，老牛回家盖房要孬蛋腾地儿，孬蛋三

下五除二就给落实了。可是孬蛋媳妇儿把这事儿

给姐姐一说，牛根儿娘不乐意了：“咋？ 他想盖房

就盖房，他想要地就要地？他大伯的房他要，他大

爷爷的地儿他也要？ 他个城里人咋恁气势哩？ 牛

根儿，娘把话给你撂这儿，不中！ ”

于是，孬蛋媳妇儿就逼着孬蛋进料、拉砖、占

院子……

老牛知道女人们难对付，索性拿着老支书的

字据到乡里、县里，上访、告状。 无奈他既无房产

证，又无房屋等地面附属物，更无农村户口，这官

司还真没人愿意接。

这天，老牛路过本地著名的圆融寺，烧香拜

佛后，跟一戴圆眼镜的胖和尚聊起了自己的烦心

事。

“阿弥陀佛！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施主今日

所获，皆为自己所作。”胖和尚劝老牛说，“解铃还

须系铃人。您还得从头做起，化恶因为善因，才能

变恶果为善果。 ”

老牛似有所悟。胖和尚又如此这般给他点悟

了一番……

到了这一年清明节，往常很少回家扫墓的老

牛突然回来扫墓了。

牛家的祖坟黑压压的一片。 上坟的人很多，

有熟悉的面孔，也有陌生的容貌。 老牛不分男女

老少一律打了招呼。

中午，老牛在村头的小餐馆里置办了几桌酒

席，挨家挨户请了本族有头面的男人。 孬蛋两口

和牛根儿爹娘，同老牛坐在了一张桌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牛举杯讲话：

“各位老少爷儿们，我牛某人不才，在外工作

几十年，从未为家乡作过贡献，反而造了不少孽。

如今年老体衰，却想叶落归根了。 可是，可是，我

发现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回这个家了……”

话语未落，老牛已是老泪纵横。

“今天借着清明节大家伙都在，我请大家吃

个饭， 一来弥补一下多年来亏欠大家的情义，二

来当大家伙的面认个错，我当年不该向牛根儿他

爹要那八百块钱……”说着，老牛摸出一个信封

放在了牛根儿他爹娘面前。

望着一桌目瞪口呆的乡亲，老牛又摸出来一

个大大的信封，说：“三来我想把准备盖房的这几

万块钱，捐给村里建学校，或者是盖个老年人活

动中心……”

老牛抹了一把老泪，战栗地继续说道：“我老

了，真的想念大家伙了。既然大家接纳不了我，我

想我还是去圆融寺……出家吧……呜呜……这

样可以离家近一点，想家了也能望上一望……将

来死后……希望老少爷儿们……能……能给我

一个埋骨灰的地儿就行了。 ”

说罢，老牛向大家鞠了三个躬，转身离开，直

奔圆融寺而去……

半年后的一天，牛根儿和孬蛋结伴儿来到了

圆融寺，找到正在扫地的老牛。

牛根儿掂着那个装钱的大信封对老牛说 ：

“伯，你别回家盖房了。 咱县里搞土地整理，在山

外建了个新城镇。 县上的人来咱村征求意见，说

按人口数和宅基地面积，可以自由自主置换新市

镇楼房。 大家伙投票通过了全村整体搬迁的方

案。 那块宅基地也给你置换了一百多平方米楼

房。 你这几万块钱，还是拿回去搞装修吧。 ”

孬蛋也赶紧劝道：“就是就是，哥，咱不出家

了，咱还是回家吧……”

老牛正发愣时，突然传来一阵哈哈大笑。“不

出家，怎么能回家呢？不回家，又怎么能出家呢？”

戴圆眼镜的胖和尚从大肚子弥勒佛的后面，慢悠

悠地转了出来。

老牛喃喃道：“回家……出家……”

“阿弥陀佛……”胖和尚唱了一个喏。

唯有牡丹真国色

□

吕秀芳

自从有了周敦颐《爱莲说》，莲，就不再仅仅

是一种植物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 晋

陶渊明独爱菊。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

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他用

牡丹作为追名逐利的典型来反衬托举莲的高洁，

让我的心里很是不平。

因为在我的心中，牡丹当是天姿国色，岂容

他人如此怠慢，直到读了作家张抗抗的散文《牡

丹的拒绝》，才让我不平的心境有了些许宽慰。

被世人所期待、所仰慕、所赞誉的牡丹，美得

是那样的雍容华贵、绚丽娇艳、惊世骇俗。为了一

睹牡丹的芳容，人们“坐上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千

里万里跋山涉水，天南海北不约而同，揣着焦渴

与翘盼的心，滔滔黄河般地涌进洛阳城。”而牡丹

却不肯在低温下开放，那些花苞“个个朱唇紧闭，

皓齿轻咬，薄薄的花瓣层层相裹，透出一幅傲慢

的冷色，绝无开花的意思。“任凭游人如何扫兴和

诅咒，就是不苟且不妥协不媚俗，冷漠高贵。它遵

循自己的花期规律，它有权利为自己选择一年一

度的盛大节日”。

虽说工作繁忙的我至今还无缘与洛阳的牡

丹花节相会，但牡丹落户洛阳的典故我很久以前

就已知晓。 传说那个冬天的梅花傲雪绽放，武则

天欣喜之余，自觉可以左右天意，于是就下旨令

百花齐放。 百花慑于皇威纷纷盛开，唯有牡丹坚

守花季，不肯摧眉折腰侍权贵，宁可被逐出京城，

发配洛阳。

牡丹的高贵在于她的坚守， 她高傲而不妥

协，冷艳而不媚俗，壮丽而不委顿。开，倾其所有；

落，惊心动魄；不开，则安之若素。 坚守每一次的

绽放都是生命最完美的呈现，坚守独立矜持的自

我个性的追求，坚守对自我生命质量的尊重。 皇

权可以藐视，宁可被贬；荣誉可以淡漠，纵然遭来

诅咒。牡丹的坚守让人不禁联想到古往今来贤人

雅士的高风亮节。

陶渊明乘舟归隐，“怎会为五斗米折腰”；李

太白不向权贵弯腰，不与流俗苟合，“天子呼来不

上船”；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

他们“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坚守的信念，挺起笔

直的脊梁，保持傲然不屈的生命姿势。 他们都是

有品位的人，都是人中的牡丹。

相知的朋友都知道世人甚爱莲，而我独爱牡

丹。一位媒体的朋友，每年的元旦前夕，都要从北

京给我带回一套精美的牡丹手绘挂历。一位画家

朋友知道我钟情牡丹， 特意为我作了一画牡丹

图，怒放的牡丹美得夺人心魄。 于是，我的小屋、

办公室的白墙头上便有了朵朵诗眼。牡丹的芳香

挡住了尘世的喧嚣， 常常让我的心泊在花蕊中，

沉醉不已……

今年焦煤办公大院花圃里的牡丹渐次绽放，

那倾城之色的美韵，华贵之花的芳香，超脱了尘

世的烦忧，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站在高

贵的凡花丛中，微风拂过，淡雅的清香洒落凡间。

我禁不住用手机拍啊拍，发在我的微信中，愿牡

丹栖在我的衣上、栖在我的梦中……

（图片为本报资料照片）

论 乡 愁

□

杨清喜

当下，在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

进程中，有关乡愁的声音纷然，留住乡愁

的呼声不断。 在我阅读的文章中，不少内

容都牵涉到乡愁的话题。 无论哪种视角

的乡愁，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愁”

来自于“乡”。 乡是愁的前提。 而且，是乡

村的人，走出了乡，远离了乡，才产生的

愁。 那么，乡愁，愁什么？

乡愁，愁人。 远离故乡，长期客居他

乡、 或旅居海外的游子， 首先愁的就是

人。 这人，或是两小无猜的发小，或是玩

尿泥的伙伴。 抑或是给过自己一块糖的

长辈、发给一毛两毛压岁钱的亲戚、说过

自己好话鼓励成长的哥嫂。如是等等。这

里的“客”、“旅”、“游”等字眼，痛彻地道

出了离开家乡的那种漂浮的心理情状。

一种不踏实感力透话背。 这种感受，就是

飘零感、梢悬感。 像浮萍的无根、似树梢

的摇动。 这种乡愁，往往来自于童年、青

少年时期，出生在乡村山村的人们。 乡村

山村，虽被视作蒙昧和落后的地方，但这

里同样有着做人的本色、处事的底色。 烧

火要虚，做人要实。 拿人家手短，吃人家

嘴软。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 马瘦毛

就长，人穷志不短等。 这些乡野间的生活

信条，为不会识文断字的乡人，孕育着信

心和自尊。 在这里，长辈的护荫与关爱，

同辈的温情与帮衬，晚辈的亲昵与热望，

在人生的初始， 是那样地难以割舍和永

志不忘。 乡村里各辈人的音容笑貌、惯常

举止，无论怎样也挥之不去。 这就形成了

在外的人产生乡愁的人脉渊源。 世人形

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生愁之人，虽祈愿故乡的人们人寿年丰，

可就在这一厢情愿的祈愿里，在“年龄不

恕人”的自然规律催逼下，乡人却不住的

凋零着、故去着。 乡人，间着地里的庄稼；

上天，间着乡人的稀稠。 美好的祈愿，仍

抵不住自然的 “秋风秋雨愁煞人” 的景

象。 就在这祈愿的乡愁里，年少者逐年壮

老，壮老者慢慢故去。 虽然，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是自然和社会的固有规律。

可还是祈愿乡人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到

永远。 而祈愿不如愿， 岂不让人愁绪绵

延、乡思不断。 虽然有，转时流水当今世、

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豁达劝言， 但仍不禁

树高千尺、落叶归根的俗世诱惑。 所以，

乡愁， 是对出生在那个地方乡人的一种

牵挂和惦念。

乡愁，愁物。 在汉语里，有一个词，叫

“物是人非”。 而形容人的变化，在乡间，

又有这样几层动态的描述，一句话是“人

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另一句话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还有一句

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你家”。 我想，这

应该是“人非”的基本要素。 但要说“物

是”，以现实看，却并非完全如此。 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随着社会城乡一体

化的宏观布局，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

提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已不是昔日的

模样， 有的落后被淘汰， 有的老陈归匿

迹，有的已进入历史的陈列馆。 如四十年

前，乡间还时兴着的农耕器具、老旧屋舍

和宅院，现如今许多已经被更新和替出。

而那些走出乡间的人们所熟悉的物件，

与那个时代共生共融着、朝夕相处着，感

情上藕断丝连着。 如石磨、石碾、石磙，如

水车、纺车、牛车，如泥臼、蓑衣、油灯等。

这些都不见了踪影，被现代化的电器、机

械所代替。 这物的变化，由农耕文明转向

了现代农业文明。 乡愁之人， 虽不再使

用， 但感情上却无法阻止他们的怀旧情

结。 那时的乡村田园生活情景，无法让乡

愁的人们不记忆、不怀想、不愁它。 虽然，

人的观念、理念应与时俱进，但人的精神

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忆和念想。

回忆物之式微，回忆物之淡出。 在回忆的

过程中， 就会让人产生乡思、 乡情和乡

愁。

乡愁，愁事。 愁人也罢，愁物也好，但

都离不开事的纷扰和缠绕。 任何产生乡

愁的人，都会被裹挟到事里面去。 乡愁之

人，人被愁牵，愁因事生，愁依物连。 物是

人和事的一种载体和媒介。 事，有大小之

分；事，有好坏之别。 这大小、好坏，构成

了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乡间里的“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诗，也是

事。 勤俭持家，耕读传家，是事，也有诗。

家长里短，猪狗牛羊，婚丧嫁娶，盖房起

屋，那一件不是事，那一桩离开了事。 与

人们生存息息相关的桩桩件件、 祝愿乡

里生活幸福的想望和行动， 组成了大大

小小的事体。 那些乡人，出外上学谋职也

好、打工做事也罢。 乡愁的产生，难以避

免，无法割断。 乡愁，是带着浓浓乡情的

思绪之线， 一头系着自己， 一头拴着那

端。 挣也挣不脱，拽也拽不断。 台湾著名

诗人余光中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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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创作的《乡

愁》诗，诗里那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

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峡，件件是事，只

不过是用诗表达出来的事。 所以，每代人

有每代人的乡愁内容， 每个人有每个人

的乡愁侧重。

乡愁，愁到极处，或浓酽不化时，就

会选择回到故乡。 在自己生命的初始地，

在曾经熟识的乡间和田野， 消弭和化解

着自己的由乡人、 乡物和乡事产生的愁

绪。 释放了乡愁的人们，就会又一次回到

城市或远地， 以比较轻松的心态投入到

劳作和建设中去。 乡愁，就这样浓着、淡

着，聚着、散着，周而复始，回回不同。 乡

愁，在愁绪中祝愿；乡村，在建设中变化。

山阳风流赋

□

张丙辰

大河之北，太行之南。 广袤

沃野，富饶川原。青山耸西北，染

层峦之林秀；洪波泻东南，落长

河之日圆。 造化所钟，如烟似梦

千峰竞；诗文独厚，汉风唐韵一

脉传。 河马负图，洛龟呈瑞，五行

生克成化育； 老聃讲道， 子夏序

诗，百里青峰记圣贤。 （注

①

）笛清

向秀思旧友，雪拥韩愈伤残年。重

阳登高，王维忆弟悲茱萸；秋池涨

雨，商隐剪烛照西轩。 煌煌哉！ 文

起八代，诗领晚唐，天下文士仰山

斗；郁郁乎！画冠丹青，乐定音律，

两朝巨擘光艺苑。 （注

②

）

乾坤再造，星移斗转。 古怀

山水逢盛世， 焦作大地换新颜。

六十年沐雨栉风，一心只为筹善

政；半世纪励精图治，万家同庆

歌管弦。 波光涟滟，黄沁引水润

城市；楼阁参差，路桥通车走连

环。高速联网，出游哪有远路客；

城际直达，弹指无须缩地鞭。 绿

柳扶风，新秧翻浪，无捐无税农

家乐；香径逍遥，闲庭徜徉，有罡

有柔太极拳。 翠绕云峰，景招远

客有盛誉；泉穿地脉，溪弹琴音

无丝弦。 云崖飞瀑舞白练；天河

柔波荡客船。 半世纪翻天覆地，

一转眼沧海桑田。 文章为时著，

盛世宜畅言。 佳景好怀开，诗人

笔如椽。 国运昌隆舒望眼，怎忍

负：四围香稻万顷绿，三春杨柳

一夕烟。

声依永，律和声。诗言志，歌

永言。 诗人本现实歌者，生活乃

创作源泉。 知恩图报，最养百花

唯晓露；抚今追昔，能生万物是

春天。 秉笔直书，兴利除弊澄玉

宇；放怀高吟，上天入地贺凯旋。

凡人小事制短曲；大政方略赋长

言。 身居庙堂安社稷，常写黎庶

之忧；人在江湖存魏阙，补察时

政之憾。 少壮诗豪，虽语稚而可

取；老迈词工，惟笔健且律严。历

史风云入眼底， 家国情愁凝笔

端。广为搜求，细加编纂。力戒沧

海遗珠，尤恐挂一漏万。 汇成一

册，洋洋大观。史以诗录，乃有韵

之往事；情由笔传，呈无私之肝

胆：存照留声歌盛世，国泰民安

祈永年。

写诗填词， 绝非雅士之专

利；评头论足，有待智者之慧眼。

河清海晏，天下固已升平；推陈

出新，世事毕竟多变。 国幸更喜

诗家幸，匹夫有责敢息肩？“哦诗

不睡月满船，清寒入骨我欲仙”，

情痴有癖，自古诗心皆寂寞；“书

生事业真堪笑， 忍冻孤吟笔退

尖”， 苦海无边， 历来创作俱艰

难。不行春风，难得秋雨。以手写

心，苦定回甘。寄言诗坛耕耘者：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不负一犁

春雨润，必定十里杏花天！

（此文为作者为《焦作建国

以来诗词选》写的序言）

注

①

：百里青峰：古时孟州

蜿蜒至温县中部的一道岭叫青

峰岭，老子和子夏曾在此讲学。

注

②

：两朝巨擘指宋代山水

画派大师郭熙和明代大音乐家

朱载堉。

瞻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组诗）

□

庞国旗

������2014

年

3

月

28

日， 余参加焦作市国税局组织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赴兰考瞻仰焦裕禄

同志纪念馆，所见所闻，感受颇深，诗以记之。

一、瞻仰焦裕禄墓重温入党誓词

玉兰花白松柏青，

心怀无限崇敬情。

墓前庄严再宣誓，

对党永远尽忠诚。

二、瞻仰焦裕禄调查“三害”路线图

“三害”调查路线图，

教育实践宣传书。

中国伟梦在召唤，

全党赶考踏征途。

三、瞻仰焦裕禄生前所坐办公椅

窟窿惊心入眼帘，

焦公形象浮面前。

为民从来不虑己，

兰考旧貌换新颜。

四、瞻仰焦裕禄生前旧衣及被褥

旧衣被褥眼前呈，

但见补丁摞补丁。

艰苦朴素与民共，

铸就党群鱼水情。

五、瞻仰《干部十不准》展览墙

规定缘自一戏票，

亲定准则做教导。

展览墙前长驻足，

条规如镜把身照。

六、瞻仰焦裕禄亲手所植焦桐

防风固沙亲手培，

如今枝繁根系深。

斯人虽去精神在，

焦桐无语荫后人。

七、瞻仰焦裕禄纪念馆感怀

阳春三月兰考行，纪念馆里净心灵。

五十年来沧桑变，精神长与日月恒。

生死沙丘父老系，泡桐幸改焦桐名。

人民呼唤焦裕禄，为官当重公仆情。

桃 花

□

范红杰

一

这一棵棵桃树

低姿态是人裁剪出来的枝杈

这些怒放的桃花

似乎省掉了绿叶们的陪衬

让我疑心的是

这朵朵桃花仿佛是雕刻出来的

是巧手的春姑娘雕刻出来的

不然，它们没这么夺目

我想说，桃花以美

拿了我们的魂

俘虏了我们的心

我们看桃花和蜜蜂采蜜一样

我们采的是诗意

酝酿的是一首桃花诗

二

春天，桃花开始一次私奔

是对爱情的私奔

有的私奔在桃园

有的私奔在山坡、山谷

有的私奔在一首古诗里

春天给了它们太多的粉黛

春天宠着它们

春天让它们每一朵桃花都学会怒放

怒放就是芬芳

怒放就是美

怒放就是舒心

怒放就是任你一只小蜜蜂流连忘返

三

桃花的颜色不同

浅红、暗红、深红

这些是桃花们的肤色

我看到这些桃花时

我是寂寞的，我的寂寞也是桃花

可我这一次看桃花

觉得桃花太多情了

我觉得一朵朵桃花

似乎是在比美

其实，它们一朵朵都美

四

这是盛大的美呀

这亦是桃花馆，你可以仔细看桃花争艳

美兮，我的目光已经被这桃红点燃

与每一朵桃花可以有私情

与每一朵桃花还需眉目传情

一个人唯独这样的艳遇可以被原谅

如果真的像黛玉惜花

可取几枚桃花携带，煮沸一壶水

投桃花，啜饮一味桃花茶

那袅袅的水汽，可以嗅

那沉下的花瓣，可以葬

五

花瓣凋谢了一地

它们呀，太稠密

它们呀，太拥挤

它们呀，只知道美

它们之所以花瓣凋谢了一地

是因为我它们必须分离

分离了，它们有的花朵

才能成为鲜艳的桃子

再说了，它们一朵朵噘着小嘴

已把芬芳的话儿吐露给了春天

六

离开桃花

我在一首诗里

尝试让一朵桃花含苞

尝试让一朵桃花怒放

这首诗写的纸笺上

桃花的颜色和芬芳也吐露在纸笺上了

11

2014

年

4

月

９

日 星期三

JIAOZUO��DAILY

■

官方微博：

@

焦作日报（新浪、腾讯）

■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刘振毅

│

校对：胡玉成 张海洋

│

组版：杨保星

山 阳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