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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外一首）

卞彬

麦收之后
又将开始另一种收获
无数学子把手中的笔
紧紧握成
闪闪发光的镰刀

一次次风吹雨打
一次次跌倒滚爬
多少黑夜被耕耘
多少黎明被播种
多少汗水和泪水被浇灌
又多少次
被时光悄悄风干

前方的目标是明确的
前进的脚步是坚定的
漫漫人生路
留给世界的背影
是那样挺拔
小学初中和高中
这些田里的庄稼
如今一个个颗粒饱满

身后是家人的期盼
身边是师长的嘱托
在这个金色的六月里
无数的镰刀

开始把知识和梦想收割

想起高考

想起高考
就想起那些兄弟般的同窗
想起那些谆谆教导的老师
想起那个长发飘飘
温婉可爱的同桌

想起高考
就想起考前的一次次焦虑
想起翻来覆去的夜不能寐
想起父母脸上沧桑的皱纹
和期盼的目光

想起高考
就想起等待分数时日子的漫长
想起查分时的忐忑不安
想起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
激动和泪流满面

想起高考
我就想把它比作一杆秤
如果我是秤砣，秤钩上挂的
是酸甜苦辣的人生
也是清晨缓缓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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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与你不期而遇
田军

初夏，一种扑面的缤纷
让我风尘仆仆地赶来
在周口
与你不期而遇
这是一个斑斓的世界
五彩的生活在此启航
人生有太多的无奈与凌乱
在此处都被无声地归拢
从小路小巷到大路广场
从边边角角到小区商场
从高速高铁到大河之港
都归拢得井井有条、相得益彰
如清风之明月
如碧水之夏荷
这里有太多的故事与传说
追根溯源
积淀与复兴
都在历史的两端

从宛丘或陈之始
日月的升华中
这样的葳蕤与璀璨
就是一个简单的设计
就如这明媚的阳光
都说，大道至简
生活原来如此轻松与美丽
与你相遇，在周口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就从这里启航吧
在互相的祝福中
甩开臂膀加油干
在互相的祝福中
让美好的河流风流畅通
在互相的祝福中
让惬意的航船昂首挺胸
在互相的祝福中
让奋进的周口砥砺前行

泪为谁流
侯发山

我喜欢刘庆邦老师的作品有诸
多原因。 一是他是河南人，最早在新
密米村煤矿工作， 距离巩义非常近；
二是他的作品多是农村题材和煤矿
题材，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 二十岁之前都
生活在农村 ， 看到这些作品中的人
物像是老家的左邻右舍 ， 感觉很亲
切 ； 三是他的作品洋溢出来的都是
真善美，与我追求的写作风格一样 ，
他的作品值得我研究和学习。

我见过庆邦老师两次。第一次是
在北京 ，是 《海外文摘 》主编蒋建伟
组织的散文年会上。 会上，庆邦老师
讲了他与史铁生的结缘与友谊 ，讲
得情真意切 ，让人为之动容 ，至今难
忘。 第二次见面有点巧，那天下午两
点半 ， 我躺在沙发上欣赏前一天才
从书店买来的庆邦老师的短篇小说
集 《心事 》，突然接到郑州商学院图
书馆李晓琴馆长的电话 ， 说庆邦老
师来了，三点钟在学校有一个讲座 。
我挂断电话 ，当即赶往郑州商学院 。
我住的地方与学校隔一条马路 ，不
到十分钟就到了。

这一次，庆邦老师给大家分享的
题目是———谈《花灯调 》创作动机和
过程。 整整两个小时，庆邦老师不用
课件 ，没有讲稿 ，但思路清晰 ，条理
清楚。 在讲到《花灯调》的原型时，他

讲了女主人公四次流泪的过程 ，每
讲一次，庆邦老师都声音哽咽 、眼角
湿润，不停地摘下眼镜擦拭。 我之前
参加的讲座当中 ， 老师们都是口若
悬河、谈笑风生 ，几乎没有像庆邦老
师这样动情的。 庆邦老师写作还是
手写，写出来后夫人对着手机读 ，然
后在电脑上转成电子版 。 夫人读的
时候 ，他在旁边听 ，听到柔软处 ，他
的眼泪也跟着流。 我想，庆邦老师的
泪，除了为主人公流 ，是不是也有为
相濡以沫的夫人流的成分 ？ 为主人
公流是感动，为夫人流是感激。 谈到
他最初的创作动机时 ， 他说是为了
在女朋友面前炫耀 。 他写作有今天
的成就，夫人是有大功劳的。

庆邦老师在写作的时候流泪，在
夫人读的时候流泪 ， 书出版后自己
读到动情处依然流泪 。 他在回答记
者访谈的时候说 ，人只重视流血 ，而
不重视流泪，是不对的。 用刀子随便
在人的身体上拉一个口 ， 都会有血
流出来。 而流泪不是那么容易，情感
上达不到一定程度 ，你就是打死他 ，
他都流不出一滴眼泪。

一个爱流泪的作家，心中必然洋
溢着爱 ，充满着善 ，流淌着真 。 言为
心声，文如其人，这话千真万确。 《苇
子园 》中 ，梁子和柱柱都爱着小青 。
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 ， 梁子和柱柱

是不折不扣的情敌 ，应该相互攻击 。
庆邦老师笔下的情敌 ， 在深爱的女
孩面前，谈的都是对方的好 ，认为她
嫁给对方才幸福。 《河床》中，矿工羊
年娶了媳妇四锦 ， 身边的工友都说
四锦会跑 ， 不可能死心塌地跟羊年
过日子 ， 因为工友中有不少这样的
案例 。 但是 ，羊年对四锦不设防 ，真
心实意对她好。 后来，四锦果然卷钱
跑了。 羊年不恼她，认为她跟了自己
这么多天，值得。 后来，四锦被抓，在
附近的一个水库劳动改造 。 羊年买
了她爱吃的酱肘子去看她……羊年
的善良最终感动了四锦。 《心事》中，
慧生和慧敏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
有一次在煤矿下边 ， 惠生违规坐矿
车，按照矿上的规定 ，惠生要带上妻
子在众人面前做检查 ， 还要录成录
像带在矿上的闭路电视上播放 。 惠
生不愿连累妻子 ， 找自己的女同学
代替，最后被大家识破。 矿上要求惠
生必须带上妻子做检查 ， 要不然就
开除他。 尽管如此，惠生仍然瞒着妻
子，每天装作照常上下班 ，其实矿上
已经停了他的工，他每天都是去山上
转悠。突然有一天，队长通知他下井。
这时候 ，惠生才明白 ，慧敏知道原委
后，瞒着他去矿上做了检查……结尾
更是神来之笔 ：“他要马上回家看慧
敏，并告诉慧敏 ，他不打算在这个矿

干了。 ”这篇文章我没看完，眼里就涌
出了泪。我认为当下的小夫妻应该看
看庆邦老师的文章，不要为了鸡毛蒜
皮的事吵闹，甚至离婚。

提到创作的诀窍时 ， 庆邦老师
说自己有三个优势 ： 吃过苦 ， 不怕
吃苦 ，有写作经验 。 其实 ，不说第三
个优势 ， 前两个我们好多作者都不
具备 。 写 《花灯调 》前进行采访时 ，
庆邦老师在偏远的山区差不多待了
半个月 。 他睡板床 ，自己烧水喝 ，早
餐自己解决 ， 跟着驻村第一书记跋
山涉水 ， 走村串户……要知道当时
他已经年过古稀 。 比比庆邦老师 ，
我真是汗颜 ， 也难怪自己写不出优
秀的作品。

庆邦老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从本质上来说 ，作家的写作是劝善
的，是用于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
因为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使人和社
会变得更美好 ， 从本质上是作用于
人的精神 、 人的心灵和灵魂的……
这就要求每个作家首先自己必须是
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而敏感 ，因为善
良才能发现善良，并且会发现恶。 ”

庆邦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虽不
能至，心向往之。

《泪为谁流》 是庆邦老师长篇小
说 《花灯调 》最初的名字 ，我借来一
用，请庆邦老师谅解。

千古传奇太昊陵
郭良卿

我上高中时， 母亲特意到淮阳给人祖爷
烧过香，磕过头，许了愿，买了压缩馍，希望我
能考上大学。 我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太昊陵。
当时，对于出身农村又拄着双拐的我而言，大
学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幸运的是，我竟
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周口，
又机缘巧合被单位外派到淮阳协助做太昊陵
庙会管理工作。 工作期间，我有幸了解、熟知
了太昊陵许许多多的历史传说和传奇。

淮阳太昊陵是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
的陵庙，始建于春秋，增制于盛唐，完善于明清。
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从历史的角度讲，有
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六千年看淮阳之
说。 太昊陵占地 875 亩， 建造风格也比较皇家
化，显得十分庄严、富丽堂皇，迄今为止，能与之
媲美的陵墓寥寥无几，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
朝祖圣地”，是我国帝王陵庙中大规模宫殿式建
筑的孤例。 它整个建筑群的布局和命名均依帝
王规制和伏羲氏先天八卦之哲理。 诸多建筑分
列在 750 米长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有午
朝门 、道仪门 、先天门 、太极门 、统天殿 、显仁
殿、太始门、八卦坛等。 如果把大门层层打开，
可从南面第一道门望到太昊伏羲氏的巨大陵
墓，称“十门相照”。 伏羲陵高达数丈，周长 200
米，气势雄伟，肃然耸立，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
之意，享有“羲陵岳峙”的美誉。

早在 6500 年前， 太昊伏羲氏率部落从成
纪 （今甘肃天水 ）沿黄河东下 ，在水草丰茂的
宛丘（今河南淮阳） 择水而居。他画八卦、作甲
历、定四时 、结网罟 、兴渔猎 、养牺牲 ，部族很
快繁荣强盛起来，其他填不饱肚子分别以蛇、
鹿、猪、狗等为图腾的部落，纷纷慕名投靠，于
是出现了万邦来归的局面。 相传，伏羲成为华
夏各部落首领后，定姓氏、制嫁娶、造书契、兴
礼乐 、饰武功 、统四海 ，开辟了华夏文明的新
纪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创下
无数人类奇迹，成为德冠百王的一代圣帝，被
中华民族推崇为人文始祖。 他取蛇身、鳄头、

鹿角、虎眼、鲤鳞、蜥腿、鹰爪、鲨尾、鲸须诸形
象，创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象征中华民
族主体血脉的汇聚。 龙也成为中华文化最富
有魅力的形象 ，华夏儿女 “龙的传人 ”也由此
而来。 今天的淮阳被尊称为“龙都”，成为当之
无愧探寻龙文化、追溯龙图腾的源头。

太昊陵因年代久远，庙貌渐毁，曾经多次
被修缮， 其中被完整大修的一次是明太祖朱
元璋时期。 传说在他起兵抗元时，一日战败，
被元兵追杀 ， 逃到太昊陵伏羲庙中祷告说 ：
“如果人祖爷能佑我无事 ， 今后一旦得了天
下，便按照皇宫的规格为您建庙，让后代子孙
敬仰您！ ”他话音刚落，几只蜘蛛飞快地在庙
门结起了网。 元兵追来，一看庙门被蜘蛛网所
封，认为长久无人进入 ，便追向他处 ，于是他
逃得一劫。 此后，朱元璋果真得了天下，便实
践了诺言， 派开国元勋徐达前往陈州仿照南
京明皇宫重修了庙宇，即现在的太昊陵。 明洪
武四年朱元璋亲自撰写祭文到太昊陵致祭 ，
并定陈州伏羲陵为全国祭祀伏羲的专祀地 ，
其他祭祀地一律取消。 据传，他还亲自在太昊
陵门前种下了一棵槐树。 如今，这棵享受国家
一级保护的槐树沐浴了 600 多年风风雨雨，树
身破裂多半 ，虽然仅剩树皮 ，却虬枝苍劲 ，每
到春天郁郁葱葱，坚强地站在太昊陵门前，默
默地看着这太平盛世。

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大臣，下到平民百姓，
到太昊陵拜祭者络绎不绝， 留下了御祭碑、题
词碑、重修碑、功德碑等，统称“伏羲碑林”。 碑
林 “衔蔡水，倚羲陵，寓八卦，合五行。 羲皇巍
巍，山岳为碑，羲陵巍巍，碑林作歌。 后人来此
读碑，感念羲皇之余，亦当追忆斯世碑林兴建
之德”。太昊陵内还有两处碑刻值得欣赏：一处
是伏羲陵墓前的“汗巾碑”。 据说，当时重修陵
庙，负责修缮的士绅听说著名书法家苏东坡来
看望在陈州任职的弟弟苏辙，就想请他为伏羲
陵墓书碑。 苏东坡当时碰巧有事外出，苏小妹
来到书房，见到求字信，一时兴起就用随身所

用的汗巾代苏东坡题写了 “太昊伏羲氏之莫”
七个大字。 苏东坡回来见了，很惋惜苏小妹把
“墓 ”错写成 “莫 ”，苏小妹笑着说 ：“伏羲氏是
人祖爷，整个大地都是他的呀！ ”苏东坡茅塞
顿开，连连称赞碑字的神奇和她的智慧。 因为
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 墓碑上的文字经过近
千年的风吹日晒已经被风化得模糊不清了 ，
但无论怎么样， 都无法风化掉我们对伏羲氏
的敬仰之情。 另一处是镶嵌在太昊陵岳忠武
祠（岳飞观）西墙上一代爱国名将岳飞手书真
迹《前、后出师表》的碑刻。仔细端详，该碑刻笔
墨挥毫气贯首尾，纵横捭阖的字里行间让人不
禁联想起岳飞“光复中原”的气魄雄姿和“精忠
报国”的爱国情怀。 金戈铁马的一代英豪岳飞
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已走远，其遗风余烈，千百
年后，依然被铭记和怀念。这些分布于陵园、碑
林等处的诸多历代名家碑刻是中华文明风雨
沧桑的历史见证，这些布满斑驳岁月痕迹的碑
刻铭文， 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它们各领风骚，相映生辉，或温润隽秀，或磅礴
大气，或酣畅淋漓，或苍劲挺拔，给太昊陵增添
了浓浓的文脉气息和墨香雅韵， 不但奠定了
“天下第一陵”的崇高地位，也是我们民族文化
自信的最好载体。

淮阳有千年不死的神草，说的就是太昊陵
后面蓍草园里的蓍草。该草为菊科多年生草本
稀有植物，羽状互生叶，形似艾草，茎圆象天，
德圆而神。 概因《易纬·乾凿度》引古《经》说：
“蓍生地，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
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
紫如铁色，一千岁上有紫气，下有灵龙神龟伏
于下。 ”传说，人祖伏羲根据白龟龟背图案，采
来蓍草，取草茎摆成八卦的造型，创下了先天
八卦，又称“揲蓍画卦”。蓍草据说上通天，下连
地，在这里生长了几千年 ，迭代更新 ，永久不
衰。 《博物志》说：“蓍秽而三百茎，故知吉凶。 ”
蓍草的茎有八棱，草梗很硬，是占卜之物，被世
人称为神草。后人通天问卦，占卜推演，必用蓍

草，蓍草占卦，唯太昊陵出产的最为正宗和灵
验。 据说只有出圣人的地方才会长出蓍草，目
前全国只有淮阳太昊陵、山东曲阜孔庙、山西
太原晋祠三处长出了蓍草， 其他地方非常罕
见，也极难成活，太昊陵生长的蓍草最为葳蕤
茂盛。 因此草稀有，历代帝王每当春秋二季派
来朝拜人祖的官员在返京复命时都必须带回
一束蓍草作为到了太昊陵的信物，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淮阳的八景之一 “蓍草春荣”。 如今，
蓍草园四周的围栏上被来自四面八方祭拜的
民众系满了红色的祈福带、 许愿牌和同心锁，
祈愿家庭和和美美，事业蒸蒸日上，人间风调
雨顺，祖国繁荣昌盛。

陵内不只有关于建筑的传说故事， 还有
一些树木的传奇令人们叹为观止。伏羲陵西侧
有一棵宋代柏树，20 世纪 70 年代其树干中间
突然长出了一棵不同科属的南方树种檀树，因
其生长较柏树快，现在已长成大树，郁郁葱葱
的，形成了奇异的“柏抱檀”现象，也有了“柏抱
檀，打得粮食吃不完”的谚语。这棵树不仅富有
自然景观的美感，也使得太昊陵更具有神秘色
彩和人文魅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和
朝拜。 太昊陵前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树身上长
出一只酷似人耳朵的“神耳”，民间传说是人祖
伏羲留在世间倾听民声心声的耳朵， 只有一
只，只进不出，十分灵验，每天都有大量的信男
善女在“耳朵”边诉说心愿。耳柏不仅是太昊陵
的一道奇特景观，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太昊陵还有一处占地 3.6 万平方
米的独秀园，它是全国唯一以松柏造型艺术为
特色的剪枝公园， 各种树木造型千姿百态、绚
丽多姿，既有北方皇家园林的宏阔气势，也有
江南私家园林的婉约多姿，被海内外游客及园
林专家誉为“天下奇观”。 园内有两棵奇树。 一
棵是“连理枝”，由两棵粗壮的梧桐树的树枝自
然生长连成了一体，向人们呈现了白居易的诗
句“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现实景观，已成为人们
表达爱情牵手合影留念的网红打卡地。另一个

是“万姓同根树”，该树在 1962 年夏曾被狂风
刮断， 之后主干周围便生出无数长势特别茂
盛、绵延向四周伸展的小枝干。神奇的是，这些
新生的枝干不多不少正好是 56 枝。 该树生长
在充满灵气的太昊陵，根系苍劲，枝繁叶茂，有
56 个主枝，分枝上万，正象征了华夏 56 个民族
和万千姓氏，也正好印证了“万姓同根，根在羲
皇”之说。

太昊陵人文始祖祭祀活动绵延千年，始终
香火鼎盛，历久不衰。 太昊陵庙会是中国最古
老、规模最大 、历时最长 、参会人数最多的民
间庙会，“太昊伏羲祭典”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到三
月初三，世界各地数千万人涌向太昊陵朝圣，
每月农历初一、十五也均有盛大祭祀活动，游
客人数日达数万。 庙会期间，还会举行各种各
样的传统民俗娱乐和售卖活动， 颂扬伏羲功
德的原始巫舞担经挑、千年乐器古埙秀、民间
社火跑旱船等节目精彩纷呈， 蕴含抟土造人
神话的泥泥狗、纪念女娲繁衍人类的布老虎 、
传言小孩吃了考大学的压缩馍等特色商品
琳琅满目 ，吸引着大批游客观看和购买 。 值
得一提的是 ，2008 年 3 月 22 日 （农历二月十
五 ），庙会的参与人数高达 82.56 万人 ，被上
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确定为 “单日参与人数
最多的庙会 ”。 淮阳多年来不断融合文旅发
展战略，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于 2024 年被
确定为国家 5A 级景区。 如今的淮阳，文化繁
荣，旅游兴旺，承载“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
文之源” 的太昊陵也必将光耀周口， 出圈河
南，走向中国，迈向世界。

陵依旧， 喻示着华夏民族人文的原点，庙
故我，盛装着人们不尽的膜拜之情。 我站在太
昊陵前的中轴线上 ，寻根问祖 ，抚今追昔 ，千
年风雨，沧桑巨变，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来，
今生无悔生华夏，国泰民安享太平。

太昊陵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传奇千万年，
它是人民的，是世界的，更是永恒的。

6 责任编辑：李硕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03副 刊2024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五

太太
昊昊
陵陵
午午
朝朝
门门

岳
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