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3：30 印完：5：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

04 2016年3月19日 星期六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马朝霞│校对：梁秋菊│组版：牛成文

山 阳 城

□
豫

疆 夜晚
风声饱满
而梦干瘪，如一把不求上进

的稗草
月光孱弱不堪

“没有好收成，不如醒来”

醒
马蹄声远
踏碎风声与幽梦
良田尽毁，青黄不接
今夜，我喜欢更快的刀
先斩乱麻，后断流水

月光
把陈芝麻烂谷子摊开
绝非为了晾晒
这一颗被哪个虫子蛀的
那一粒在何时患上隐疾的
而这月光的白，又从何而来

一场虚拟
夜无路可退
钻入逼仄的地洞
暂且与一条响尾蛇同眠
薄雾漫上来，麦苗矮下去
乌鸦与衰老的稻草人撞了个

满怀
一切场景都布置好了
是白描是写意，我把画笔交

给你

复活
一场梦潦草收笔
怀抱里的星辰与灯火都死去
太阳正襟危坐
众生以万分的虔诚膜拜

远去的叶子
春天
生在同一个枝杈
一起苍翠，一起枯黄
你不要太早，我亦不会太晚

旧事
你是孤灯
我是汹涌的焰火
一个伤口幽深
另一个零落无数

一朵叫暖暖的棉花
姐妹们都走了
我装作不小心地跌落下来
若真要赠我一个名字
那就叫我暖暖吧

豆荚之暗恋
看，这才是盛夏的果实呀
我独处一隅
完成了从青绿到坚硬的过程
是珍珠，是琥珀
是你不曾参与的重生

你若来
日子薄如蝉翼
仅能承载一滴夜露的重量吗
你若来，必是西风扫落叶的

气势
我暂且承担不起

空房子
装不下云朵
亦圈养不了风
父亲，为何我忙碌了半生
仍旧一无所有

无题
不该忙着与你划清界限
现在的四季也不怎么分明
这一朵桃花
兀自一针一线地绣着
喜不喜欢那是你的事

梦游症
今夜
我披星戴月，占山为王
只需随手一指
松涛失语，河水断流

后来
我扮演了两个可笑的人
草芥子民与威严王者
一个我对另一个我俯首称臣

旧事
月亮离去
草尖上的露珠慌了神
风一吹
就滑了下来

等
要有一颗清幽的心
像岑寂的禅院
如此
方不负这么美好的一个字

月如钩
原来
凉不是唯一的温度
弯弯
只是为了让未眠的人钩挂
心事

鱼
游啊游
倾其一生
始终游不出自己的眼睛

若你喜欢
描呀，画呀
其实当你莲步微移，
小字初落
我便知晓你是谁
再没有什么可以让我
心猿意马
若你喜欢，而我恰好能有
定会拱手相让

荷
喜欢哪一朵便拿去吧
反正风只是路过

若这一生必须盛开一次
不想在夏日的池塘等了
又等

暗恋
那是根植心底
野生的藤蔓
不需要阳光雨水
甚至，眼泪
有深夜就够了
所有黑暗的叶子都在
疯长

春暮
桃花落了
春水东流
鸟鸣亦被诗人一一拣尽
亲爱的，请告诉我
我该拿什么来装饰暮春的
门楣

失踪
夜梦已下落不明
大抵被云彩劫持了
谁让它那么美
一树梨花，三分月色
七分流水

心事
汉字那么多
无论怎样排练
都无法道出一朵花的
心情

滚烫
与夜一起
保持沉默
生怕一开口
那个名字就在暗夜里发光

招供
我承认霸占了十万亩桃花
还一株株移栽到诗文中
关于下落不明的十里春风
我真的不知所踪

春归辞（组诗）
□范 蓉

又到杨柳依依的春日，又到了行人欲
断魂的春祭。

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怀
与传统。“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民进党
人谢长廷参访大陆，首站就是祠堂祭祖，
并留下“追远厚德”墨宝。可以说，祖
先、祖地、祖国犹如根根丝线，无时不在
地拨动着四方游子、天涯故人的心弦。

伴随着国人的文化自觉，近年来追远
拜祖活动日益隆重繁多。相较之下，慎终
仍显冷落。慎终追远，出自《论语》，原
文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
君子办理父母丧事慎重，追思先祖真诚，
民众自然从风而化，德行趋于淳厚。慎
终、追远，名为两事，实为一体，都是从
根中寻找德行的力量。

说此话的叫曾子，姓曾名参，是孔子
的弟子。《论语》 中孔子评价他“参也
鲁”。然而就是这个资质愚钝的曾子日三
省乎己，得孔门忠恕之道，终成一代大
儒。他授业子思，再传孟子，开创曾思孟

学派，在传承孔子思想方面，贡献至伟。
他的慎终思想，也源自孔子的言传身教。

孔子父亲叔梁纥早逝，葬在鲁东防
山。但母亲并未告诉孔子其父准确葬处。
孔母死后，孔子就将灵柩暂放五父之衢。
等知晓父葬之地的人告诉他，他才将母亲
迁去，与父亲合葬。《史记》说：“殡五父
之衢，盖其慎也。”暂放灵柩，是孔子置
办母丧慎重啊！

父母去世，子女伤悲，办好后事，寄
托哀思，是人之常情。《孝经》里说，“孝
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
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
之情也”。但若以情伤礼，以死伤身，向
为智者不取。至于借父母之丧，攀比斗
富、尽逞奢华，邀取虚名，乃至广为告知，
借机敛财，以利伤义，更为君子不耻。所
以，儒家主张君子慎终，“死，葬之以礼，祭
之以礼”“丧事不外求，不可称贷而为乐也”

“称其家之财务所有以送终，此谓之礼”“父
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

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孔
子说：“丧，与其易也，宁戚。”丧事与其
铺张无度，宁可真心哀戚。

颜渊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孔子赞
他，“三月不违仁”“见其进也，未见其止
也”“贤哉回也”“于吾言无所不悦”，把
他视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可惜，颜渊早
死，《论语》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
者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非夫
人之为恸而谁为？”哀伤痛彻肺腑，千古
为之回肠。

即便如此，孔子也主张葬之以礼是对
逝者的最大尊重。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
子将坐车改造成颜渊的外椁，孔子没有答
应，说：“不管孩子有没有才，父母爱子
之心是相同的。我儿子孔鲤死，也只有内
棺没有外椁。我没有将车子改成孔鲤的外
椁，是因为我是与闻国政的国老，依礼，
不可以步行。”言外之意，颜渊、孔鲤身
为布衣，依礼是不可有外椁的。

即便如此，众弟子仍想厚葬颜渊，孔

子说：“不可以。”众人厚葬了颜渊，孔子
愧疚地默念道：“颜回呀，你视我为父，
我却不能视你为子呀。不能以礼葬你，不
是我的心思，是爱你的师兄弟啊！”

孔子病重，子路组织众师兄弟充当孔
子家臣，筹组治丧机构，准备料理后事。
后来，孔子病情缓和，听闻此事，拖着病
体训斥子路说：“欺上瞒下，做如此悖礼
之事，你可真行啊！依照礼，我没有家
臣，却冒充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
天吗？我与其违礼死在所谓的家臣手里，
宁愿心安理得地死在你们跟前。我即使不
能得到礼葬，难道会被遗弃大道上吗？”

春秋时期，王室倾危，诸侯争霸，陪臣
执国命，大夫祭泰山、舞八佾，礼崩乐坏。
孔子于病危之时，犹能庄重持身，其事天之
诚、守礼之正、慎终不苟如此！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
吾从下”。孔子如是说，如是做，堪为万
世师法。

杨柳时节话慎终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焦作书法
界薛垂广老前辈。初次见面，出乎意料的
是，年近八旬的薛老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儒雅大度，乐天开放，为人谦逊，风趣幽
默。几句交谈使我与薛老的距离迅即拉
近，起先对仰慕已久德艺双馨的书画大家
紧张感随之消除。在不到一年的交往中我
俩成了忘年交。

薛老出生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自
幼天资聪颖，勤奋博学，受私塾书画先生
的启蒙，开始习字学画，开启了70多年的
翰墨丹青人生之路。薛老从参加工作到退
休都在焦作市群众艺术馆工作 40 多个春
秋，是焦作群艺馆的创建人，任馆长数十
年，为焦作的群众文化活动作出了巨大贡
献。他连续任焦作市书协第一、二、三届
主席，是焦作建市以来书法界领军人物。
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内外展出并获奖，发表
在有关刊物上。1983年创作的节水宣传画
四条屏在全省印发万余套；创作的书法作
品收入长城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
书法作品集》；1984 年行书作品被收入

《中国当代墨宝集》；1985 年行草作品在
《书法家》杂志发表；1990年行草作品入
选“河南书法周进京展”；1991年宋词行
草作品发表在《中国书法》第二期；1993
年主编的大型书法集《山阳墨萃》由河南
古籍出版社出版，获文艺成果一等奖；
1996 年行书作品收入 《河南书法作品
集》；1999年书法作品收入《公仆之声作
品集》；同年，行草作品获“河南省百家
书法”精品奖，行书作品获文化部全国第
八届书法“群星奖”等，各种荣誉和光环
枚不胜数。上世纪90年代，薛老独自组织
策划设计了焦作大型书卷——《山阳书
壁》，将焦作本土书法家的作品，镌刻在

解放路长长的画廊上，被《人民日报》及
海外媒体誉为“天下第一壁”和“华夏之
壁”。在焦作市人民公园、盆景园的廊亭
内，镌刻着薛老笔走龙蛇的草书墨迹；许
多小巷文化墙上，镌刻着薛老的楷书、行
书、隶书、篆书、隶篆作品，以扇面、圆
形、长方、斗方等形式，将小巷点缀得美
轮美奂，成为厚重山阳、魅力怀川的一道
道亮丽风景线。

薛老用一双艺术之手做了大量的社会
服务工作。在没有电脑打字的刻字年代，
焦作市的许多党政机关的文件标题均由薛
老书写；焦作市的重大会议会场设计布
置、会标书写均由薛老亲力亲为。他参与
了焦作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与制作，
碑身上的毛主席题字由薛老计算并放大，
做到分毫不差。焦作市的车站、主干道、
大机关、邮电大楼前等地方的巨型宣传
牌，均出自薛老之手。薛老说，自己书写
过的仿宋字累积起来就有十几万字之多，
书写过的纸张三卡车也装不完，用过的墨
汁五个八斗缸也盛不下。薛老为焦作的文
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薛老不仅是焦作书法界的一面旗帜，
而且花鸟写意画在焦作独领风骚，花鸟小
品更为精到，兼有齐白石老人的风格。他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花鸟画研
究会会员。为研究齐白石画风，不惜巨资
购买一套《齐白石全集》悉心研究，全面
了解齐白石的从艺历程，厘清传承与创新
的理念，渐成自家画风。薛老古稀之后，
画作落款都要题上作画时的年龄，更具齐
白石老人的风格。所画梅花、兰花、荷
花、牡丹、紫藤等，或蝶蜂萦绕花香，或
喜鹊登枝眺望，或鹅鸭群游戏水，逸笔草
草，惟妙惟肖，饶有趣味。画中含诗，诗
中有画，书画并茂，诗书画相得益彰。

薛老引以为豪、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1998年，被河南省政府聘任为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克
强亲自为其签发并颁发证书。一个地级市
仅有一到两名，只有德高望重资深书画家
才享有此殊荣，年龄最长的为开封市的杨
乃寒馆员，今年已经103岁了。薛老感念
这份荣誉，勒“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篆书印章，重大作品上都要钦上此印，印
从心出，以印明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前夕，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邀请各

地馆员，创作书画作品，纪念这一重大活
动。薛老创作的四幅巨作参展，深受各界
好评。其中一巨幅画长3.5米，宽1.5米，
画中八路军将士站在高山之巅，满怀胜利
喜悦眺望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霞光
四射。取意于伟人毛泽东文章《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的
语句，寓意着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同仇敌
忾，抵御倭寇，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
光。

薛老退休后，居住的龙源湖小区物业
公司，给其提供两间工作室，薛老书写匾
额命名“墨香村”。薛老走进墨香村，发
挥余热，义务培育青少年书画，翰墨薪
传，弘扬国粹。许多中老年人也加入到学
习行列。薛老对书画艺术爱好者，总是热
情相待，诲人不倦，悉心教导，浇铸桃李
满天下。龙源湖小区的墙壁和草丛中的石
头上，都留下薛老墨迹，薛老把这个全国
和谐居民小区装点出浓浓的文化氛围。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
山莅临焦作到龙源湖社区调研，走进墨香
村，与薛老亲切交谈，赞扬薛老宝刀不老、
雄心不已，为创建和谐社会默默无闻的奉
献。询及薛老书法润格，薛老风趣地说：

“换个小酒而已!”薛老为公益事业书写作
品从不收取分文。一些书法爱好者慕名而
来，向薛老求字，薛老都会挥毫泼墨，欣
然落笔，使之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一些民
间书画院承诺给薛老不菲工资，让其挂个
名誉院长的头衔，均被薛老拒之。在物欲
横流，润格日涨的当今，薛老心中坦然，视
金钱名利如粪土，看人格名节比命贵，永
葆德艺双馨人民艺术家风范。

薛老作为焦作市书画界泰斗，与全国
知名书画家有很多交集，并结下了深厚友
谊。中国油画家、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国文联副主
席靳尚谊，为焦作市中站区人，与薛老同
时代人。靳尚谊多次回乡省亲，每次都邀
请薛老陪同调研，研究书画，探究文化。
书画同行、书道同宗、怀川同乡，使得二
老结为知己朋友。靳老与薛老惜别，为表
示友情与谢意，特为薛老画了一幅素描画
像，成为薛老的镇宅之宝。中国书法家协
会原主席张海，为河南籍人士，曾在安阳
市群众艺术馆任馆长，与薛老同时代任同

职。俩人在书法研究上有很多的交流和切
磋，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后张海跻身全
国书协并登上书协之巅，荣当主席。薛老
经常谈起与靳尚谊、张海两位国家级艺术
大家交集的历历往事，兴奋之情难于言
表。令人不可置信地是，薛老手中没有两
位大家一平尺作品。薛老从不做强取豪夺
之事，不该要的坚决不要，这是他做人的
基本准则。许多民间收藏家多次向他高价
收取两位的作品，他总会回答，没有，就
是有也要上缴国家。这就是薛老，堂堂汉
子，铮铮铁骨。

薛老曾连续两届任焦作市人大常委及
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献言献策，为
焦作的文化挖掘和保护作出了应有贡献。
薛老为古山阳城旧址保护修复，挖掘汉代
文化，打造文化焦作城市名片，乐此不
疲；为保护当阳峪宋代绞胎瓷官窑，挖掘
几乎失传的绞胎瓷制作工艺，奔波不已；
薛老还为焦作地方戏种“怀梆”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申报传承，不懈努力；……彰
显了薛老身为文化人注定为文化事业奋斗
终生的家国情怀，彰显了薛老不负河南省
文史馆馆员的神圣职责，彰显了薛老不负
焦作人民打造文化焦作的深情重托。

薛老活到老，学到老，数十年来不间
断临摹书法经典，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
永无止境。薛老说，书法史上的碑帖浩如
烟海，不注重选择或浅尝辄止，会枉费时
日，事半功倍。临《张迁碑》，品味汉隶
新风和魏碑端倪；临《兰亭序》，追慕魏
晋之际的雅人深致；临欧阳询帖，深入体
察楷书极则……体悟“书不入古，决落俗
流”的真意，出入古法之奥妙。尤其令人
称道的是薛老的行草，受现代书法大家于
右任熏陶，以帖为主，融以碑意。有时还
特意借鉴美术方面诸如多样统一，参差变
化等视觉构成之规则，摒弃了一些专业书
家作品陷于刻板、结壳之弊。薛老数十年
锤炼，书画艺术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进入丙申猴年，薛老将迎来人生80诞
辰。薛老以冰心大姐“生命将从 80 岁开
始”为座右铭，深信毛泽东“自信人生二
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迈诗句，依
然物我两忘，执着追求，把流年投向毕生
钟爱的事业，去感悟、珍惜、虔敬书画艺
术，去传承、担当、弘扬华夏国粹，向着
艺术巅峰攀登。

感遇薛老

小三可不是传说，这回真的打上门
了。

唐老师冲了个澡，吹了吹头发，特意
抹上淡淡的唇彩，又在脸颊上抹了点胭
脂，这一番打扮不像是在家待客，而像是
出门做客。

事情走到这一步，丈夫是当之无愧的
肇事者。丈夫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一
住三个月。住院期间，保健科有一个漂亮
的小护士，叫小花，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
睛，特别会来事，小花与丈夫攀上了拐弯
老乡，又与丈夫结拜了干兄妹。

这些交际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唐老
师隐隐约约察觉到丈夫与小花眉眼之间，
有了许多自己似曾相识的东西。

前天，唐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唐
诗，当唐老师讲到“昨夜星辰昨夜风，画
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犀一点通。”时，她突然读出了丈夫与小
花眼神里的秘密：丈夫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出轨了。

这一场暴风雨，比唐老师想象得更快
更猛。昨天，丈夫与唐老师摊牌——我们
离婚吧。今天，丈夫则发来短信，小花想
与你面谈。

唐老师打电话给电视台当导演的妹
妹，唐妹妹闻听此事，气得跳了起来：

“这小三真奇葩，太不要脸了，敢明火执
仗地上门抢男人。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姐夫也不是什么好鸟！”

“骂街于事无补，你快说我接下来该
咋办！”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撕破了脸皮，
干脆换姐夫吧！这样的姐夫，活脱儿一个
垃圾男人，一脚踹给收破烂的小三吧。咱
没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我告诉你，你
要……”唐妹妹从小到大喜欢猎奇，唯恐
事小不热闹：“嗨，姐呀，你与小三会谈
时打开微信，来个现场直播！不然老妹担
心你吃亏。”“这样行吗？好……好吧，我
听你的。哦，门铃响了。”

小花一落座，唐老师直接点球攻门：
“你真的爱他吗？”小花躲开了唐老师咄咄
逼人的目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像是掩
饰自己的尴尬，可说出来的话不卑不亢：

“是的，我真的很爱他，我曾经也很羡慕
你，我羡慕你拥有这么优秀的丈夫。”

唐老师压住了心底的怒火，礼节性地
把水果拼盘挪到了小花的面前：“优秀？
我们俩生活了10年，女儿今年都8岁了，

我倒没有发现他的优秀之处，你说出来我
听听。”

小花脸上掠过一丝红晕，流露出那种
少女特有的羞羞答答的神情：“我在大学
里曾经恋爱，男友温柔善良，阳光勤奋，
热爱生活，我们的爱刻骨铭心。那年我们
春游，遇到一个小女孩落入黄河，男友救
出了小女孩，他自己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大哥和他长得一模一样，言谈举止也一模
一样，大哥的出现，叫我情不自禁……”

窗外传来隐隐的雷声……
小花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消除唐老师

心中原有的敌意和愤怒，唐老师的话依然
火药味十足：“这就是你横刀夺爱的理由
吗？”“嫂子，不好意思，请让我把话说
完。”小花没有了先前的忐忑，她的表白
很真诚：“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男友，
大哥的出现，让我觉得我的男友又回来
了。可是昨天，当大哥突然提出要抛家离
小与我一起生活时，我才发现大哥不是那
个值得我爱的人。大哥和我的男友相比，
大哥输在人品上了。大哥今天会因我而抛
弃自己的家，明天会不会因为其他女人再
次抛弃自己的家呢？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我不想当螳螂，也不想当黄雀，我不

想若干年后再重复你我今天的故事。现
在，我只想亲口对你说，对不起，我伤害
了你，也伤害了你的家庭。”

小花的一席话，既掐灭了唐老师心底
的火苗，又彻底颠覆了唐妹妹设计好的剧
情。唐老师一把攥住了小花的手：“实话
实说，你的话解开了我的心结。俗话说一
日夫妻百日恩……唉……”说到这里唐老
师叹了口气，“我和他结婚10年了，他竟
一点也不念夫妻之情和家庭之义，抛妻离
女，背叛了家庭和爱情……”说着说着就
有些哽咽了……

小花此时有点激动，声音有点高：
“我已经买好了飞往海南的机票，从此与
大哥彻底分道扬镳了，你能原谅我吗？你
能原谅大哥吗？”

唐老师没有回答，默默地起身，从柜
里拿出一把崭新的花伞，递到了小花手
里：“妹子，外边下雨了，我送你一把遮
风挡雨的小伞吧。”

小花告辞了，唐老师望着小花远去的
身影，拿起手机迅即中断了已经毫无意义
的现场直播，当即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
亲，我这座小庙实在太小了，容不下你这
尊大神，我们离婚吧！

暴雨将至

太行之春（油画） 秦寒光 作
江湖英雄 （国画） 冯 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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