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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

史传闾巷古今留，逐世村坊往事稠。

宋柏唐槐凝日月，秦砖汉瓦忆春秋。

风情俗理文行寄，裕后光前德义收。

墨锁千年心悟道，琼觞一梦解乡愁。

乡村时代

清明草色寄乡魂，紫陌烟村觅古痕。

民宅深深雕画意，曲街步步显崇尊。

四邻煮酒灯如月，三径耕犁谷似荪。

桑梓萦情胜金阙，钟声依旧造丰恩。

乡村风情

汾河曲意醉新廊，陌上胶泥舞彩章。

梦绕三生寻故土，心交四海盼同乡。

商岩玉誉春山翠，文峪金灵秋水长。

断雁珠痕何处落，归魂祖寄守篱墙。

向阳花

笑脸初开望彩阳，金花阡陌醉村庄。

亭亭掩秀精魂在，灿灿含英玉魄香。

追日丹心成美誉，迎风傲骨铸新裳。

锦盘翘首寻诗梦，粉黛羞描耀画廊。

百合花

玉影金风共蝶旋，芳容皎洁自如仙。

素心静染云裳雪，娇蕊轻飘雨袂烟。

一缕清香初卷翠，几番雅趣又抚弦。

无忧醉月玲珑意，谁续妆台梦里缘。

油菜花

香溢田园满地金，蜂飞花海秀瑶簪。

绿衣疏径游童笑，黄萼浓秧玉袖吟。

旋叠凌风波炫露，雄深隐意韵调琴。

春茫雨润无闲野，陌苑烟村尽浅斟。

昙花

月影柔姿碧玉藏，冰心一片吐清香。

浓浓血脉争琼艳，楚楚容华舞素装。

腮泪无痕春露误，芳魂几缕晚晖凉。

韦陀不识花神梦，瞬绽琴台祭画廊。

蜗牛

青春筑梦志凌云，柔弱虔诚献赤心。

缓步身躯承重壳，高扬触角觅佳音。

披星敢上葡萄架，戴月闲探雨露斟。

不羡黄莺飞碧宇，只求履蹈遇甘霖。

寄余光中

浅湾难隔乡愁梦，且寄梅花伴雪香。

曾想江南飞紫燕，犹闻河水落悠扬。

诗情涌处听天曲，绣口开时见大唐。

洒酒一杯轻问月，魂安何处是归乡。

青春

朝露浮云问四遐，青春不负好年华。

长河击楫迎风浪，寰宇遨游饮酌霞。

欲说新词天趣墨，敢言古韵婉谐花。

路遥云起探孤月，再逐苍龙斗海涯。

同学情

回想当年聚古陶，琴声笑影醉良宵。

芳华有乐书为伴，时岁无忧志更骁。

难忘同窗情挚热，犹思分别意遥迢。

而今把酒凌空月，衣马轻肥任尔雕。

乾陵寄怀

天娇傲世镇丹阳，华盖雄才唯女皇。

乾宇方圆豪气在，凌空日月圣名扬。

英贤万代留功誉，锦绣千秋忆故疆。

凤舞娥眉生智慧，丰碑无字写华章。

文水消防

别样青春别样红，光华岁月寄长虹。

丹心报国军魂铸，热血安民使命融。

风雨磨锋如骏马，硝烟励剑赛征鸿。

沙场犹记胡兰志，浴火精忠总为雄。

杏花乡酒业

甘酿酒都杨乐堡，妙工金马杏花乡。

真传一品德承韵，纯化三章茂润商。

劝酌两杯迎盛世，临风几度话衷肠。

牛栏携手瑶台醉，再赋清明万里香。

桅杆，紧紧揪着破旧的白帆。

黑着脸的乌云，狂风

海腥味，嘶哑的鸥鸣

绝望在岩石上露脸

一行闪电

倏间，在桅杆处炸响

和撕裂

撕裂处有一行光亮

另一个我，在桅杆下顿悟

黄昏里，一个孤独者

看完人间最后一眼

夕阳，落寂般隐去

农人归家，羊群入圈

草木渐次坦露原野的苍茫

东山的那株歪脖树梢

纹丝不动地立着一枚孤寂的乌鸦

不远处的黑褐色顽石上

一位削瘦的老者，

望向灰暗的天幕，

想细数每粒星子的孤傲

水边的白鹭

一只白鹭一脚撑地立于水边

像一位白发飘逸的高手

晨曦中练习金鸡独立

徽漾的波纹

澄明着白鹭的平静

淼淼的汾河水

按不住白鹭冒泡的梦

到水边，他是想照照镜子

洗洗身上的灰尘

到水边，他是想吸纳清晨的日月之精

此刻，我想到一句唐诗

也想到李叔同

假如时光会重新生长

还是在这个如橘的黄昏

相拥时的颤栗，和二十年前一样

肉身，不会敷衍

谁才是真爱

做证的，还有蓝天

那曾经斜枝横逸的影子

肯定不是本我

那些言之凿凿的理由

像季风般吹过

如今。目光里没有锈迹

心跳里没有灰尘

深情的话语里有深邃的火山

青山是我书写的证词

溪水是我长久的述说

假如时间会重新生长

对你，我仍会有蓬勃的诉求

瞎子阿炳

一袭长衫

撑不起道士的风范

一副墨镜

遮不住内心的痛

一根竹枝，咚咚咚

在无锡的石板街上问天问命

不齿的身世

诱人的罂粟

涂碳的日子

好在还有引弟

还有挚爱的胡琴

一把二胡

如切如诉——

多舛的命运在琴弦上流

鼠齿咬断了胡弦

也咬断了音乐家华彦钧生命的支点

一泓微澜的泉水经年

映照着一夜一夜如钩的月亮

一圈一圈……

时光流逝，弹指间，孝义市文联创办

的《孝义文艺》已经走过了五十个年头。

一路走来，《孝义文艺》见证了许多本土

作家的成长经历，见证了作家朋友的文

学追求，也有力地推动了孝义地域文化

的繁荣发展。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那天参加市

文联组织的“山西省知名作家走进孝义

采风活动暨《孝义文艺》创刊五十周年”

座谈会，感觉格外温馨和喜悦。《孝义文

艺》创办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没有想

到，五十年后，我会在这个庄重的时刻发

表感慨。半个世纪时光，《孝义文艺》一

直寻求和坚守文章之道、文学之道、文艺

之道，积累起来，叠加起来，成为孝义文

学艺术事业的丰硕成果。它曾经、现在，

而且以后，会一直感动影响很多的作者

和读者。一个刊物的发展如水滴石穿，

在时光的流走中，是一代一代编辑老师

怀着诚恳、敬业和奉献的精神，辛勤劳作

的结果。

我最想表达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

感恩。《孝义文艺》是我作家梦和编辑梦

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最初的文学殿堂。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经过一

天的紧张劳碌，在放松心情的时候，总会

随手拿起一本《孝义文艺》，把里边的某

篇小说和散文看一遍。那是一个五彩斑

斓的世界，当我走进书本的时候，所有的

疲惫都消失了。那一篇篇优美的文章，

感觉就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我在如

饥似渴地咀嚼个中滋味。那时候没有电

脑，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匮乏，但我因有

了我们本地刊物《孝义文艺》的陪伴，而

感到内心充沛，那一个个寂寞的日子充

满温馨。

读得多了，便羡慕那些作者们。也期

待自己与他们一样，在细致温柔的笔墨

里，写出精当大气的文章。于是开始练

笔。挑了一篇自己感觉不错的小散文，投

给时任文联主席兼《孝义文艺》主编马明

高老师，为了鼓励年轻作者，那篇并不是

很优秀的文章被发表了。拿到样刊的那

一刻，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一度时

期，我执着地迷恋着读书、写作，它们带给

我的快乐无法言说。笔墨在雪白的纸张

上游走，文学的激情在我奔腾的血液中不

断翻滚。缘分使然，后来，有幸成为《孝义

文艺》的一名编辑。组稿、审稿、编稿、校

对、出刊，在平淡而重复的工作中，我尝到

了工作的乐趣，也体会了其中的辛苦。

记 得“ 中 国 电 视 50 年 50 人 高 峰 论

坛”在孝义召开之际，马明高老师让我写

一篇关于孝义近年来发展成就的朗诵

诗。改革开放尤其是撤县设市的十几年

间，孝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一首

诗歌不足以表达全部，但我还是认真对

待，努力完成了任务。那篇题目为《盛世

孝义》的大型朗诵诗，经陈国亮老师修改

后，在论坛上被赵忠祥、陈铎、沈力等知

名主持人集体朗诵。我很自豪我一个普

通人能给孝义文化做点贡献。

在大量阅读稿件的过程中，我吸取

了好多优秀作者的养分，对文学创作也

有了新的感悟。多次参加省地作协组织

的培训和采风活动，打开了我的编辑和

创作视野。那是一段忙碌、美好而纯粹

的时光，协助领导组织各类活动，忙里抽

闲进行文学创作。期间，在《黄河》《草

原》《诗选刊》《鹿鸣》等刊物发表了文学

作品，出版了小说集《白天不懂夜的黑》

和散文集《从故乡出发》。

胜溪大地，人杰地灵。作为孝义发

展与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 2007 年

孝义获得“全国百强县市”，到 2017 年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再到如今的建设文

旅强市，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孝义

的美写出来。道德模范、红色文化、绿色

景点、古城寺庙等，最后都变成了文字。

几年时间，我写出了《文明孝义》和《行吟

孝义》两本散文集。文字背后，是孝义经

济发展的侧影，是孝义生态文明建设的

答卷，是孝义发展道路的直观呈现。

离开文联已经八年，在文联工作时的

点点滴滴经常在眼前回放。是文联和《孝

义文艺》杂志，给了我筑梦的空间和舞台，

让我孩童时的梦想在这里照进了现实。

借此机会，我要向当时有慧眼创办这份刊

物的前辈，向付出心血的几代编辑老师表

示敬意。向给了我创作灵感和创作题材

的孝义这块厚土表示敬意。当然，我最要

感恩的，是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给我扶持、

鼓励、提携的所有老师。是他们，让我坚

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明确了作为一名基

层作家所应有的创作使命。

我的创作没有高原，更没有高峰，有

的只是随意、散漫而真实的表达。文学，

让我的感知感悟有了出口。所以今后，

我还要写下去，用虔诚、执着、努力，去构

建自己的文学家园。而一个刊物能不能

走远，能不能走好，离不开作者、编者、读

者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政府及相关部

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只要刊物

在，作家的文学初心就在，只要《孝义文

艺》在，孝义文艺的春天就永远在。

五十年坚守，是各届文联主席、《孝

义文艺》主编和各位同仁一路坚守的五

十年。三十年陪伴，是《孝义文艺》陪伴

我从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基层作家的三

十年。庆祝《孝义文艺》创刊五十周年活

动是一个新的开端。在多媒体时代，愿

我们继续通过文学潜移默化引领人心，

温暖人心。

愿《孝义文艺》将我们长期的守望和

文学的理想融为一体，越办越好！

我来到如意湖

看到它在月光下流动的闪光

以及在花海里淋湿的伤痛

我承认

我和如意湖一样

都已历经沧桑

我过往的人生轨迹

在今天，与如意湖的时光重叠

如连心桥、万福柱和庭院灯一般

最懂它的心思

我在太多的文字和诗行里

跟它相遇

如意湖，就像一幅灵动的水墨画

倒映着远近相依的流光台

它的日子，不需要任何掩藏

我对它，只有敬畏

因为我知道耸立的如意阁

每天都有神灵在它的上空经过

我不会担心如意湖的花海

会在这个季节干枯

三季有花，只是在经历轮回

不管风把它吹到哪里

最后的落脚，便是归宿

二 二四年九月七日，与女儿、女婿、

小外孙及亲家一行，来到河南郑州。说实

在的，之前，我对郑州的印象，并不是太好。

这次来到郑州，一下动车，我们便租了

一辆“广汽传祺”七座车。上车前，在动车

站内，我看见，在醒目的地方，立着一块宣

传牌，上面写着：一亿河南人用善良、爱、美

好幸福，欢迎我们和全世界的朋友。红色

的背景上，还印着六个充满笑脸的吉祥

物。这让我一下子温暖起来。车子行驶在

金水路上，两旁的高楼大厦，扑面而来，道

路两旁是整齐的绿植和大树，还有花丛。

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透过车窗玻璃，看

着掠窗而过的美景，脑子里又想到了那条

巨幅欢迎标语。我一转念：郑州变了，变的

美了，变的更让人刮目相看了。

河南是产粮大省，特别是小麦，产量

更是全国第一。烩面，是河南最有名的面

食。在河南，吃一碗烩面，那是必须的。

女儿说她多年前，随我来河南洛阳，吃过

一次，印象很深，现在还想再吃一碗。此

事，我已记不清了，只是说起烩面，对这种

面食，还略有点记忆。

那天，紫荆山宾馆，有几个会议，服务员

说：午餐全是自助餐。我们商议，还是不吃

自助餐，找个地道的老百姓吃烩面的馆子，

吃一顿。服务员告诉我们，说：出了宾馆北

门，向东拐一截，就能找到。于是，我们按服

务员指的方向，很快就找到了一家“老武烩

面馆”。进店一瞧，不大的店铺里，摆放了好

多条桌方桌，大多的食客，只是单点一碗烩

面，坐在那里吃。我问店主说：有个包间

吗？店主说：有。我们就跟着店主往里走，

快到厨房时，就有一块用木板隔出来的地

方，这应该就是店主说的包间。我想，坐在

这种小隔间里，感觉挺好，既能看到小条桌

小方桌食客们的吃相，又能听到厨房里“噼

哩叭啦”掂炒锅的声音，很有些人间烟火

气。当然，如果有机会，坐在一户老百姓的

院子里，在大树下，一边吃一边夹出一两根，

喂满院跑的鸡吃，那感觉就更有意思了。

菜吃得差不多时，七碗烩面上来了。

碗不是陶瓷的，是那种树脂或竹纤做的，

很轻。碗的外边是红颜色，里边是白色

的。我想，盛烩面的碗，要用成粗瓷的那

种，多好，多有一种古朴的味道。不过，又

一想，人家又不是做文化研究的，没必要

那么酸溜溜地刻薄，指不定最初的河南烩

面，就盛在一个大锅或大盆里呢。因桌子

小，且还有很多菜没吃完，那七碗烩面，又

热气腾腾，服务员就把它们中的两三碗放

在一边的小桌上晾着，有的就直接摆在我

们面前。我往碗里一瞅，像奶汤一样的汤

里，卧着一些条状的面条，上面飘着几根

油菜，隐约还能看到面条中，夹杂着几片

肉。我问服务员要了一小碟陈醋，又问要

辣椒时，服务员特意说：有，我们的红辣

椒，是用羊油合的，特别香。不一会，女婿

说：我放了一匙辣椒，羊油味很重，像是那

种羊尾子油，有点腥。说实在的，我已经

好多年没有闻过羊油味了，更没有吃过羊

油合的辣椒。这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

候，冬天里，几乎没什么菜可以吃，主要是

白菜、土豆，其它的菜不是没有卖的，就是

买不起。供应的菜籽油也很少。中午吃

饭时，大多是杂粮掺和点白面，比如红面

剔尖，面熟了出锅时，母亲就抓一把切好

的白菜，扔进锅里，再连面带菜捞进碗

里。调面时，我就把提前准备好的羊油，

夹几块，塞进碗底，很快，那些羊油，就和

红面剔尖，融化在一起。而此时，一股羊

油的腥味，也就散发出来。还有就是大年

三十吃火烧时，母亲也会把贮存好的羊胰

子油，取出来，擦在铁鏊子上，再把包好的

羊肉馅火烧，放上去。底火上来后，还要

把火烧上也擦些羊胰子油。据说，用羊油

做出来的火烧，既软乎又不干，相当好

吃。好些年间，这些羊油味，也就一直伴

随着我，让我不时地想到了那个年代，想

到了母亲。不过，这次吃河南烩面时，女

儿和她母亲，都不喜欢闻这腥味更浓的羊

油味，所以，她们俩吃了点菜和肉，那两碗

烩面也就剩下了。让我欣喜望外的是，我

的小外孙轩轩，却一点也不排斥羊油味，

把烩面吃进去不少。或许，等他长大了，

再来河南吃羊肉烩面，就也会像他母亲一

样，闻不得那种羊油的味道了，也难说。

人的食性，都是在变化的。不过，对于我

这个顽固地坚守食物原味和本性，坚守饮

食传统的吃货来说，越原始，越古朴，越能

激发我的味蕾，越能让我唤醒那些曾经美

好的记忆。这也是我多年来，吃遍大江南

北，遵循的一条底线。在拙朴中，发现最

初的食味。吃过烩面，走出这个小店时，

看到店铺橱窗的玻璃上，写着一段话：我

有一碗面，足以慰风尘；白衣倾故里，杯盏

奉为君；吃面送茶蛋，足以慰平生，浮沉皆

品尽，方知共情深。这不能说是一首格律

诗，但它通俗易懂，一下子，就道明了一碗

面里的哲理内涵。店主送我们出门后，

问，烩面好吃不，我说，中。

晚上，浏览过千玺广场的玉米楼，女

儿从手机上，搜到一家比较大的餐馆：仲

记豫满园。我想，这样挺好的，中午吃到

了地道的小饭馆做的河南烩面，晚上，再

到大饭店，品品河南菜。进入这家餐馆，

从装修到服务，看起来就比较气派和正

式。刚点完菜，服务员就赠送了一盘白馍

蘸酱，说是酒店送的，让我一阵心暖。还

有更让人暖心的是，我说要去趟洗手间，

服务员不是给你一指方向，就了事，而是

要把你领到洗手间门口。等我从洗手间

出来时，就有一位老大妈，在洗手池旁等

你，你洗手时，她就给你挤一点洗手液，之

后，再给你递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这种

服务，我在全国第一次遇见。这一举动，

就让我又想到了我们一下动车，就看到的

那条标语：一亿河南人用善良、爱、美好幸

福，欢迎我们和世界的朋友。晚餐进行到

多一半时，服务员走进来，问：对我们的饭

菜和服务，还满意吗？我们都点头赞许。

这时，服务员说：那请为我们点个赞，酒店

会送你们一瓶我们仲记豫满园的桃汁。

听后，女儿便在手机上操作，为这个酒店

点赞。由此可见两点：一是对一个城市的

认识和观念，是可以转变的；二是每个人，

都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名片，人人都是城市

的形象代言人。在豫满园，女儿和她母亲

的主食，要了糕点，还吃了酒店送的白馍

蘸酱，我还是点了一碗河南烩面。一碗热

乎乎的烩面上来时，我发现，这个酒店的

烩面是羊汤里放着牛肉片，也是飘着几根

油菜，与老武烩面不一样的是，豫满园的

烩面里，还放了些木耳。可见，河南烩面

也不是一个标准，一个模样，考量它也不

是一把尺子。烩面也在发展、更新。就像

晚餐中，我们点的郑州四宝，用四个小碗

装着，有长山药、小酥肉等，实际上就是河

南水席中的四道菜，四个碗，只是碗变小

了，碗里的汤汤水水少了，内容还是那些，

味还是那个味道，只不过是客人只是把四

个小碗，作为河南水席的代表，品尝一下，

并非一桌全是水席。所以，在这个晚餐

上，这四个小碗，是一种改良版的水席代

表。这么说，我们对老武小店的烩面，和

豫满园酒店里的烩面，有些微的不同，就

可以理解和包容了。这也让我联想到了

西安的羊肉泡馍，有羊肉泡，也有牛肉泡，

还有葫芦泡，有人不吃荤，还得做清水

泡。不过，大的样子，不能走样，大的味

道，不能变。陕西四十里铺做羊汤面，我

们山西也有人做羊汤面，但和河南烩面不

一样，羊汤是羊汤，但河南的羊汤比较浓，

接近奶汤，陕西和山西的羊汤，比较清

寡。面也不一样，河南烩面，是把醒好的

面，在面板上，拉直抻开，扯出来的，陕西

和我们山西的面，是切面。做法也不同，

河南烩面，是先把羊肉或牛肉，加葱、蒜，

在锅里炒一下，出味后，再加汤。因此，吃

起来，羊肉味就更重，那个煸炒的过程，很

重要。这么说，它是羊汤面，但又不是一

般的羊汤面，还应该叫河南烩面。

离开河南，在郑州机场候机厅里，我又

看到一则 76人河南烩面的广告，介绍的两

款河南烩面，一款是三两瓦罐烩面，烩面上

面放了一些羊肚菌；另一款是养生滋补烩

面，面里能看到豆腐皮、牛肉块，还有香菜

和红油。广告词是：一筷子到河南。看看，

这河南烩面，的确，是在顺应健康、营养发

展的方向，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变化，

自我发展。我想，如果在河南多呆些时日，

指不定还能遇见多少款河南烩面哩。

人生忙忙碌碌，真正温暖你的无非是

一碗人间烟火。在中原， 一碗河南烩

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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