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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日报》引领我走上文学创作路
朱祖领

《周口日报 》 即将创刊 35 周
年， 我最想说的是：《周口日报》是
我的良师益友，她引领我走上文学
创作之路。

我是一名语文教师 ，每次 《周
口日报》送到学校办公室 ，我都迫
不及待阅读这份周口人自己的报

纸，了解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对
副刊版面更是情有独钟。 那时的副
刊还叫 “沙颍文艺”， 后来更名为
“道源”，每次看到这个版面 ，总是
抑制不住激动之情，就像饥饿的人
见到香甜的面包， 把所发的小说、
散文、诗歌，反复阅读、咀嚼、享受。

2014 年，我退休了 ，有了更多
的时间写作。 回想起青少年时打麦
场上的景象， 我把造场、 收麦、拉
麦、垛垛、摊场、起场、扬场、灌粮入
仓的繁忙景象及农民丰收的喜悦

写出来，洋洋洒洒 3000 多字。 我让
孩子们帮我打到电脑上 ， 投稿到
《周口日报》邮箱。 周口日报社编辑
给我打来电话， 对文章表示赞赏，
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我备受鼓
舞，把稿子修改后，又发过去。 2016
年 8 月 26 日《周口日报》副刊刊发
了我写的《打麦场》。 我当时激动万
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太感谢
编辑老师了。 同时我默默地下定决
心，要勤写多写坚持写。 后来，我买

了电脑，但打字很慢 ，常常让孩子
们手把手地教，有的程序脑子根本
记不住，就记在本子上 ，一步一步
去练，练习的遍数多了 ，才慢慢地
摸出点门道。 后来，我陆续在《周口
日报》发表了《书对我的诱惑 》《小
水池的悲欢》等多篇文章。

2018 年，改革开放走过辉煌四
十载，当时我已近 70 岁，目睹了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百姓生活的贫困，
也见证了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从

贫穷落后一步步走向兴旺发达、繁
荣昌盛的过程，写这方面的文章我
比较顺手。 吃饭、穿衣、住房、烧柴、
种田、灌溉、蒸年馍、杀年猪等百姓
生活变化的文章，我写了近 60 篇，
《周口日报》《周口晚报》 登了十几
篇 ， 这些文章得到报社编辑的好
评。 有不妥之处，热心的编辑老师
还不断地指正纠偏 ， 让我感激不
尽。 8 年来，我在各报刊发表小说、
散文 、诗歌 、报告文学 24 万多字 ，
去年结集出版了一本 12 万字的
书，书名是《乡村往事》。

今年我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圆了多年的梦想。 我的写作
动力多来自周口日报社编辑们的

鼓励和帮助。 我非常感谢《周口日
报》，感谢报社的各位编辑。 祝《周
口日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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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里的小雪
王秀兰

小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20
个节气， 一般在每年公历 11 月 22
日或 23日。 小雪是反映降水与气温
的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
气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 在诗人笔
下，小雪节气是浪漫、唯美的，它闪
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光华 ，在
诗歌中熠熠生辉。

戴叔伦的《小雪》氤氲着书香的
清寒：“花雪随风不厌看， 更多还肯
失林峦。 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
一片寒。 ”随风飞舞的雪花，怎么看
都看不厌，它飞进诗人的视野，更多
的落在山峦林间， 也落在一个满怀
心事的人的心里面。 临窗而坐，本该
安心读书， 却因这漫天飞雪而无心
再看，那么，就放下书本，赏一场飞
舞的雪花吧！ 看，那一片片轻盈的雪
花，从灰白的天空飘然而下，在风中
翩跹起舞，多像一位婀娜多姿、千娇
百媚的女子，让人禁不住心生欢喜。
片片飞雪叠加，冰凉清寒，它们调皮
地打着旋儿，从窗户的缝隙钻入，轻
吻着你的脸，抚摸着你的手，让你恍
惚觉得雪才是你的亲密伴侣。 伸手

覆雪，一股寒意自手心蔓延。 “一片
飞来一片寒”，终究冬季会被这如花
飞雪充盈，寒意满满，冰释诗人的愁
怨。

陆游的 《小雪》 充满高洁的禅
意：“檐飞数片雪，瓶插一枝梅。 童子
敲清磬，先生入定回。 ”作为南宋爱
国诗人，陆游常常忧国忧民，但宝刀
未出鞘、鸿鹄之志未了，终是抱憾终
身。乾道七年（1171 年），陆游应邀投
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 次年，幕
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后因“嘲咏
风月”被罢官归居故里，从此过上隐
居山林的生活。 难得有这么一个闲
适宁静的时刻，他迎着轻舞的雪花，
走进一座古寺。 寺庙屋檐下，雪花如
同一个个舞动的精灵，片片飞落。 诗
人就站在房檐下细数雪花， 心中充
满莫名欢愉。 走到室内，只见古色古
香的桌子上， 精美瓶子里插着一枝
含苞待放的梅花。 梅花清雅高洁，让
这禅房妙趣横生。 再看童子敲打着
石磬，发出清亮、悠扬之音，缭绕在
梅香之中。 可先生却心静如水，万念
皆空，悟道修行。 那一刻，诗人的心

灵仿佛受到洗礼， 感觉整个世界都
是澄明洁净的。

黄庭坚笔下的雪悠闲自在 ，甚
至是“鲜香美味”的。 他在《次韵张秘
校喜雪三首》 中写道：“满城楼观玉
阑干，小雪晴时不共寒。 润到竹根肥
腊笋，暖开蔬甲助春盘。 眼前多事观
游少，胸次无忧酒量宽。 闻说压沙梨
己动，会须鞭马蹋泥看。 ”初雪如期
而至，一片洁白染了人间。吃货黄庭
坚非常开心， 他想象着满城楼阁被
雪染白，栏杆洁白如玉，景色妙不可
言。 诗人趁雪霁尚不十分寒冷之时
外出观赏，感叹着这场小雪正好可
以滋润青竹根部，让笋芽长得更加
肥美； 雪像棉被一样温暖着蔬菜 ，
使蔬菜焕发勃勃生机，只待来年春
天， 做成鲜香可口的春盘， 想想就
让人垂涎。 这样晴好的天气， 诗人
更不会放过肆意观游之机。 心无烦
忧喝点酒， 踏马观花乐逍遥。 他一
刻也不闲着 ，吃着 、喝着 、玩着 、乐
着， 如此会享受生活， 实在让人羡
慕！

袁枚笔下的小雪是清丽浪漫

的。 “目中鸿爪去，意外雨声来。小雪
如春暖，黄花夹杏开。 山深无宿客，
月好有空台。 隐几昏昏坐，残书理几
回。 ”清代诗人袁枚的《冬日作》描绘
了小雪时节小阳春的景象和诗人的

心境。 他抬头看到天上鸿雁划过长
空，一场雨不期而至，但这场山雨并
不寒冷， 反而让人觉得如身处春天
般温暖。 霏霏小雨中菊花怒放，杏花
也在反季开放，一片生机勃勃之景，
显得格外美丽浪漫。 可诗人独居山
中，面对如此美景，无人同赏，总觉
得清冷孤寂、遗憾满怀。 看来美景还
需美人伴，方能入目皆是暖。

小雪悄然而至， 雪花落在诗词
间， 它是 “久雨重阳后， 清冷小雪
前”，它是“悠悠，做尽轻模样”，
它更是“纯洁坚韧品性高，一任雪落
报春来”……其实，小雪还可以行走
在大地上，它是农民口中“小雪不见
雪，来年长工歇”，更是人们寄予无
限希望的 “小雪雪满天， 来年必丰
年”。 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赋予小雪节气神秘力量，人们带
着丰收的希望细数流年。

老家的合欢树
郭良卿

老家的合欢树是我上初中时一

次下地薅草在沟渠旁发现的， 当时
小心地挖回家， 种在了祖宅的院子
里。 如今，它长得又粗又高，苍劲生
长的侧枝在主干上次第分散开来 ，
互不影响吸收阳光雨露， 远看像一
把伞。 合欢树树冠好看，开的花更是
美丽，吸引十里八村的人来观看，成
为村里的“网红树”。

这棵合欢树第一次开花是在我

上大学二年级时。 放暑假我刚一到
家， 母亲就高兴地对我说， 你种的
合欢树开花了，周围几个村的人都
来观赏哩。 我急急地走到树旁 ，看
它略微弯曲的树干，看它大如华盖
的树冠，看它茂密的枝条上排列对
生的像含羞草一样的叶片，看它独
特的花朵———合欢的花瓣如绒毛一

般，花朵形如小扇子，花色为粉色，
而且是渐变粉， 上面为粉红， 靠近
花萼的地方颜色变浅， 呈白色。 不
管是远观还是近看，合欢花都非常
精致、 优雅， 我想这便是合欢树又
叫“绒花树”的主要原因吧。 看着合
欢花淡雅动人的模样， 我不由得想
起了清代李渔曾说过的一句话：“凡
见此花者， 无不解愠成欢， 破涕为
笑， 是故萱草可不树， 合欢不可不
栽。 ”

合欢树是一种花叶俱美且有观

赏性和药用性的树木。 三国时期的
嵇康甚至在《养生论》中说“合欢蠲
忿，萱草忘忧”， 他认为合欢树甜蜜
的粉红色花朵、 可爱的羽毛扇花型
和优美的树姿都令人赏心悦目。 更
为有趣的是， 合欢在古代医学典籍
中被认为“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无
忧”， 合欢树的老叶中因含有植物
碱， 具有去污作用， 可以用来洗衣

服，效果非常好。 《神农百草经》最早
记载了合欢树的药用价值， 认为合
欢花和树皮是温补性药材， 有益气
安神、活络止痛、开胃利气等功效，
能调理身体，促进健康。 可以说合欢
树全身是宝。

在母亲眼里， 合欢树给我家带
来了许多好运气。 我们兄妹三人，妹
妹性格倔强，弟弟脾气暴躁，二人一
言不合就开干。 父亲回家就把他俩
各打五十大板， 拉到合欢树下一顿
教训：你是姐姐要让着点弟弟，你是
男子汉， 以后不能打女孩子……说
罢从树上摘下两朵合欢花放在茶杯

里用开水冲泡。 待凉后，母亲各倒半
碗要求他们手拉手喝下去。 母亲说，
在合欢树下喝合欢花泡的茶， 第二
天便会和好如初、互帮互爱。 不知道
是相信了母亲的美丽谎言， 还是他
们年少无邪， 从此他们俩都像变了
个人似的，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拔
草、放羊、玩弹珠、做作业。 后来，我
和弟弟妹妹先后考上了大学， 成了
家，立了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母
亲逢人便说， 合欢树是能够给我们
家带来幸运的树。

后来这事越传越玄乎， 说喝了
我家的合欢茶，“小孩永远不干架，
长大考进大学衙”，于是村里村外的
人家都来我家讨要合欢花。 母亲总
是笑呵呵地说，随便摘吧，这药方好
使。 后来周围村谁家闺女出嫁或者
娶媳妇，都会上门讨要合欢花，将它
插在新娘的头上寓意白头偕老 、万
事如意。 据说把合欢花放在争吵的
夫妻枕头下， 第二天共饮合欢花泡
的茶，便可和好如初。

父亲还把家里的围墙扒了 ，把
围墙前面的土坑填起来， 在合欢树

下用砖头垒上方桌和凳子， 一是方
便孩子们写作业， 二是方便村里邻
居们吃饭、聊天。 村里人都说我们家
做了一件大好事、大实事。 夏天合欢
花开时， 有孩子小心翼翼地爬到树
上粘知了，有人摘合欢花泡茶，有邻
居三五成群坐在树下闲聊， 也有老
人在闭目养神……

合欢树还促成了我的婚姻大

事， 这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我
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山东的女

朋友，毕业之际鼓起勇气邀请她和
我一起回老家看看，权当到周口旅
游了。 我们长途跋涉，刚到村口，她
就激动地说， 看， 那是谁家的合欢
树，花开得真漂亮！ 我自豪地说，那
是我的家。 知道我家这棵合欢树的
来历后， 她呆住了， 说世界上竟然
有这么巧的事情。 她说她上初中时
在泰山脚下薅草时也发现了一棵

合欢树 ， 并将它移栽在自家院子
里，她家的那棵和我家的长得几乎
一模一样。 母亲听到这个事时 ，激
动地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们俩真的有缘啊。 说罢， 递上一
个红包。 千里姻缘“合欢牵 ”，打败
“毕业即分手”魔咒的，是我家的合
欢树。

没有想到她对合欢树的了解和

喜爱远胜于我。 说起合欢树的寓意，
她对我说，合欢树有三个种类，花语
有别： 银合欢树的花语是博爱与尊
敬，金合欢树的花语是浪漫与激情，
红合欢树的花语是永远恩爱、 两两
相对。 你看，你家的是红合欢树，我
家的是金合欢树， 它们开的花都是
我的最爱。 我对她说，我是合欢叶，
你是合欢花，花语合欢，我们不言离
散，只诉岁月静好，可好？ 女朋友没

有回答，含羞地笑了笑。
每到合欢花开的时节， 母亲总

要告诉我，合欢花又开了，让我们一
定带儿子回老家看花。 母亲知道，我
最喜盛开的合欢花；我知道，母亲是
想我们了。 于是我买些父母爱吃的
东西，带上妻儿回老家。 一进家门，
儿子就像猴子一样攀爬到合欢树

上，对合欢花开启了详看、抚摸、细
闻、亲吻的宠爱模式。 一直忘不了他
突然说的那句“爷爷奶奶是合欢树，
爸爸妈妈是合欢枝， 我就是这人见
人爱的合欢花 ”， 听得我们哈哈大
笑。

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 ，我
回家的次数增多了， 一是看望渐渐
变老的父母， 再是想看看那带给我
许多幸福的合欢树， 和它说说心里
话。 老家的合欢树默默地站在那里，
岿然不动，历经几十年雪雨风霜，汲
取日月精华，得益于大地的养育，积
极向下、向深吸收诸多营养，努力向
上、向阳争取更多阳光，在岁月的洗
礼中蜕变为一棵可以为人遮风挡雨

的大树。 我敬佩它、喜欢它、感激它。
它不求回报， 以顽强的生命力为家
乡贫瘠的土地增了色、添了彩，活成
了许多人喜欢的美丽模样。 我想，这
不正是每个家乡父老的真实写照

吗？
人生苦短， 人也应该像合欢树

一样，努力长成对别人、对社会有用
的人。 这一点，是老家的合欢树告诉
我的。

老家的合欢树是我心中永恒的

风景， 在喧嚣的尘世中给我带来一
片安宁与慰藉。 无论我走到哪里，它
对我来说都是乡愁、是眷恋，也是我
心中最美的存在。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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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的原因
翟明

夕阳西下，窗外蛙声蝉鸣入耳，蓝
天白云如画，一如儿时景致。儿子在家
写作业时间太久了， 央求我带他去附
近的陈抟公园走走。

公园不大， 宁静的太极湖在夕阳
的余晖里越发美艳动人。 蜿蜒的湖岸
被翠色欲滴的莲叶、红红白白的荷花、
饱满成熟的莲蓬串联起来， 荷间夹杂
着芦草和蒲苇， 成群的鱼儿悠游于水
中。 儿子不时要过我的手机拍下一个
个画面，画面静止，思绪飘飞，眼前人
头攒动、宠物狗摇尾，像极了电影胶片
在放映过去、记录当下。我和儿子走在
修建在水中的木制步道上， 清风滑过
脸颊、拂过耳畔，似盛夏的问候声声，
亦如初秋邀约频频。

儿子问我最喜欢哪个季节， 我说
是夏季，他问为什么，我说夏季有荷，
荷是夏的灵魂，夏离不了荷，正像人不
能没有精神一样。

儿时，荷是玩伴，也与美食关联。
莲柄里的丝可以用来粘知了， 硕大的
荷叶化身遮阳挡雨的伞， 荷下的鱼经
过小伙伴们激烈紧张的抓捕终变成佳

肴美馔。待秋将至，擅长游泳的那些人
会把莲蓬当作战利品， 逢人便夸耀一
番。荷在秋天枯萎后，我们与大人一起
挖藕， 身上遍布黑色污泥却收获白白
的莲藕，别有一番乐趣。

小时候我居住的村庄旁边有一条

小河。夏天的时候，荷的叶与花布满河
面，微风拂过，那些粉粉白白绿绿的精
灵似在向人点头致意， 亦似在招手欢
呼。记得有一次快到中秋节的时候，舅
舅在河对岸亲戚家的月饼加工作坊帮

忙，母亲嘱咐我，到苹果园里摘些早熟
的果子给舅舅送去。 我摘了满满一竹
篮红透的苹果，到河边的时候，把脱下
的衣服放到竹篮里， 一手将竹篮高高
举起放在头顶， 另一只手配合着身体
浮水，荷叶和莲蓬轻轻划过我的脸颊，
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至今难忘。 到了
作坊，我放下苹果，舅舅给我拿了几块
月饼，我就高兴地返程了。我往回游的
时候，正好碰见表妹，她在河里边游边

摘莲蓬，看起来比我水性还好。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
益清，亭亭净植……”至今仍记得语文
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爱莲说》，他浑
厚的嗓音中似乎有着一股与穿透层层

淤泥傲立于碧波中的莲一样的力量，
琢磨着语句意境， 感受作者周敦颐不
长的文章里将荷的外形、品性、精神描
述得如此生动、丰满，嘴里不由发出啧
啧赞叹。

淮阳龙湖里有较为原始的原生态

荷花种群，被誉为“神州第一荷”。近几
年，我每年都要去淮阳拜谒太昊陵、赏
荷、吃美食。 当我坐船徜徉在万亩龙
湖满目碧荷的清波里，所有的烦恼一
扫而空，代之以物我两忘、神清气爽。
今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开车带着年
迈的父母又去了淮阳。 父亲说，太昊
陵每年来感觉都不一样，龙湖里的荷
花更美了，母亲说只有龙湖里的龙没
有变。

经年身处黑暗， 莲不忘将美景擎
于水面，成就美味莲菜和药用莲心。莲
菜多孔，心有七窍，食莲使人聪慧；莲
心虽苦，却可以清心去燥。 风雨袭来，
阳光暴晒，莲再苦也会坚持，再难也要
奉献，千万条根穿越污泥烂土，莲柄在
奔涌的流水中巍然屹立， 苦苦支撑起
接天莲叶、 多彩荷花和饱满莲蓬。 我
想，人一旦拥有了莲的品性，也会像莲
一样，变得不再平凡，对工作和生活无
比热爱、 执着， 再难再险也会坚韧顽
强、 不屈不挠， 再苦再累也会坚守阵
地、始终如一。

我上班以后， 特别是到审计机关
工作后， 总能在单位室内外的宣传展
板上看到莲的身影，并常配以“莲以洁
而清、人因廉而正”“廉洁奉公、恪尽职
守”之类的倡廉文字。有的同事将美丽
的莲当作电脑或手机壁纸， 时刻提醒
自己坚守本分、廉洁自持。

莲出泥土，生生不息；廉自心生，
形神自适。莲子虽小质坚，历经千年不
腐；初心映照未来，一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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