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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走笔

董玉新草庐风雅草庐风雅

撑一支长篙，我划入三国的渡口卧

龙岗。

素来走路生风的我，来到这里，便轻

手轻脚起来，不因别的，只怕打扰了先生

的清修。一直觉得，无论先生离开龙岗

多久，总还会回到这天，这地，这岗，

这庵。因为，先生揖别龙岗时说，功成

之日还要归隐于此的。我看到，往来井

井的汲水处，像一孔沧桑的眼，分明是

等您等倦了，千年一等，它懒得再看世情

一眼。

您离开龙岗后，纵横三国，桑种巴蜀，

直至骨埋三秦。但无疑，龙岗十年的躬

耕岁月是您最美的年华。这十年里，先

生像独山美玉一样，隐没于龙岗的草木

之间，草木有多葳蕤，先生就有多高

蹈。而这些，只有龙岗知道，崔州平们

知道，向您讨要秧苗的农夫知道。

一个晴和天，龙岗长满青苔的幽径

上，走来了崔州平、石广元和孟公威。童

子于古柏之下，见有客来，跑步迎了上

去。先生未曾远眺，便知友人要来，遂在

古柏下架起小炉，烹茶待客。

先生轻挥羽扇，茶香很快弥漫龙岗。

这是你们的雅聚。翻滚的热茶，畅

情的纵论，只有从紫峰上吹来的风能听

到，楸树上栖息的鸟能听到。在你们的

背后，油菜花在盛开，小麦在抽穗，花

开和抽穗的窸窣声，如梵音呗唱，直荡

心间，那是草木间的雅谈，一如围炉而

坐啜饮谈笑的你们。

你们纵论天下，辩锋凌厉。友人之论

精熟细密，而先生之论独言大略。友人不

解，先生笑而不语，转身在茶炉里添上一

把柴禾，炉火燃得更旺了。

畅谈间，童子来报，两头野猪闯进了

八卦阵，问先生如何处置。原来，先生压

下的薯苗近日频遭野猪拱食，那是一年的

口粮，先生无奈，于薯田前垒石成阵，以护

果实！听罢，先生淡然说道，囚禁两个时

辰，以示教训，再打开休门让它们去吧！

童子领命，欣然而去！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十年的龙岗岁

月，先生耕读不辍。于先生，耕与读是一

回事，耕是大读，读的是天地之书；读是大

耕，耕的是历史之田。

龙岗内，气象清幽，松鹤常鸣。龙岗

外，刀来剑往，马嘶镝鸣。

又是一个风雪天，刘、关、张三兄弟来

到了龙岗，这已是他们第三次来了。刘备

求先生出山辅佐，心情之迫切，如龙岗上

慌忙跑过的兔子。草庐外，张飞早已等

得性急，扬言您再不出来，便一把火烧

了草庐。关羽虽不言语，但心中早已盛

满了不满。

他们嫌先生怠慢了他们的大哥刘

备。而就在他们囿于兄弟私情之时，先

生已和他们的大哥完成了彪炳千秋的草

庐对。这番对话，声音不大，却直冲万

里云天，鼎立中原的又一力量在龙岗悄

然升起。

先生还是和他们一起走了。童子及

亲人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淯水边。起始还

能看到蓝袍、红马和浅灰的羽扇，霎时

便隐没于皑皑白雪之中！唯留天寒地彻，

淯水冰封，龙岗寂寂。

光阴重重，不知世间曾飘过几多风

雪，但唯有 1700年前那场风雪，解锁了一

个谋攻时代，开启了一段对战岁月。

您置身的三国，纷纷扰扰，乱得没完

没了。疾驰的战马，踏碎了万家灯火，舞

动的刀剑，寒凝了万家欢笑，以至于说起

那个时代，让人寒噤连连。冷的不仅是世

道，还有天候。竺可桢研究，三国是继东

周之后的又一个寒冷期。

但由于先生的存在，乱世充满了希

望，寒天荡漾着温情。

其实，读读先生的名字，就觉透着一

股暖意：诸葛亮，字孔明，一格之亮，烛照

天下，一孔之明，点亮人心。

乱世有多无状，先生的步履就有多匆

忙。您手中的鹅毛扇，不知挥卷了多少

污浊，您玄秘难测的八阵图，不知困毙

了多少顽敌，您沥血写就的 《出师表》，

不知感动了多少苍生。

您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

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

存，恻然有所感”。您还说“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先生一尘不染，说到做到，自古至今，

能如先生者有几？

就连魏晋统治者们在王座上支颐一

想，也猛然醒悟，治国安邦，德范天下的

事，靠他们父辈那一套不行，只能靠先生！

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向天而慨：若使

其得先生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晋惠

帝诏令镇宛将军刘弘代表天子祭拜先生，

奉先生若神明。

三国归晋，但人心却归于先生。这样

看来，先生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胜在武侯

祠缭绕的香火里，胜在对手敬仰的目光

里，胜在碑刻林立的诉说里。

气势雄伟的吴宫魏阙，早已湮没于历

史的尘埃，唯有先生的草庐，经风雨而不

倒，历时光而常新。这草庐，就是人心，就是

大道。8

文艺评论
宋云奇

心香一瓣
许纪民故乡故乡的荷荷

山水行吟
朱振华寻寻梦北仍村北仍村

有一种幸福叫琼海，有一种味道叫嘉

积，有一种乡愁叫北仍——这是一个位于

海之南的美丽乡村，一个存在于神话般绿

色海洋里的小村。

朝阳下的北仍村深邃而宁静，地方不

大，却很精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这里的幸福在绿水青山间，不仅看得见，

还摸得着。

小村没有街、巷和胡同，十几户人家

散居在椰子树下或槟榔林中。灰色的砖瓦

矮房，藤绕柴门，林隐小院，房前种花，林

中养鸡，古朴闲逸。

我喜欢农居前后的大片槟榔林，亭亭

玉立，几分青涩，几分俏丽，徜徉其中，不

忍离去。曲径起伏，蜿蜒在丘陵林荫之间，

阳光随着清脆的鸟鸣声从林荫缝隙中透

下来。走在浓墨重彩般的油画中，清心，养

目，心旷神怡。这大概就是“村在景中，人

在画中”美好愿景的真实呈现。

有位文学爱好者这样写道：“挺拔苍

翠的槟榔林，入目是醉人的绿；清风徐徐

瓜果飘香，扑鼻是沁人的香；村落掩映炊

烟袅袅，感怀这乡村的祥和温馨。”

乡愁是人生永恒的思念，也是心灵回

归的召唤。塞北人的乡愁，是窑洞内老坛

酸菜做成羊肉臊子的味道；河南人的乡

愁，是一碗热腾腾的烩面。

在这里，乡愁是具体而生动的，穿

梭于茂密的椰林间，小憩于姹紫嫣红

间，骑行在阡陌纵横的田边，闻着花

香，听着鸟鸣，乡愁味道刺激着你人生

的过往。一杯“草尞咖啡”承载着一种

文化，慕名而来喝“草尞咖啡”的人络

绎不绝，喝的是咖啡，话的是乡愁，见

到的是老物件，回忆的是旧时光。你的

心中会泛起淹没在半个多世纪年轮里的

滋味！也许，那就是乡愁。

过去的就是历史，藏在记忆深处的只

能是回忆。能够在有生之年到北仍村看

看，了却的是心愿，洗礼的是灵魂。8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方荷塘。荷

塘不大，每逢七月花开的时候，我会用

棍子勾着荷花，采集黄色的花蕊泡茶

喝。那涩中含香的茶水，是治疗上火最

有效的药。

而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荷花绽放

的雨季。村里上游几户人家的雨水都流

到我家门口的荷塘里，顺着下方豁口的

流水，用泥巴把两边一垒，中间拿柴草

堵上，稍等一会儿，鲫鱼、泥鳅、胡子

鲶鱼就被拦在了柴草中。两手在柴草里

挨个摸，把捉到的鱼放在事先挖好的鱼

坑里。有时侥幸，一晌能逮一两斤小

鱼，到晚上，刮刮鱼鳞，剖开鱼肚，收

拾干净。母亲从瓦盆里拿出一些过节才

舍得吃的麦面，拌了鱼，撒上盐，在锅

里一炕，香味能弥漫整个屋子。有时，

我们捉了鱼，也会用荷叶包住，几个小

伙伴偷偷躲在牛屋里，用麦秸火烤着

吃。那原汁原味的鱼香，如今还令我们

津津乐道。

这门前的荷塘，成了我童年的天

堂，令人难忘。

直到初中时，读周敦颐的 《爱莲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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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才明白莲

的品性有多好，暗暗折服于作者独特的

眼光。不禁想，年少的我整天围着荷塘

寻乐，看着荷叶田田铺满水面，咋就没

有发现莲的独特品性呢？

如今想来，愚钝的不光是我，少年

的我们只顾寻乐，满足各种奇思妙想。

我们缺乏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是一

种与万物融为一体，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的境界”啊！8

心灵感悟
景淑媜听听取蛙声一片蛙声一片

王俊义是南阳作家群中重要的实力派作家之

一，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来硕果累累：先后在全国

各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作品 200 余篇，诗歌作

品 300 余首；多次在国家和省级文学评奖中获奖，并

有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先后出版散文诗集《一个

世纪儿的雕塑》，中短篇小说集《蓝淇河，淇河蓝》，散

文随笔集《抚摸汉朝》《村庄与时间》《时间是谁的》，

诗歌集《中国的微笑》；近几年创作的三十余万字的

长篇小说《第七个是灵魂》和《民间的别司令》也相继

付梓出版。

王俊义是一个才华横溢、阅读广泛、思维敏捷、

风格独特的“四栖作家”——小说、散文、诗歌、评论，

什么都写，而且各类文学体裁都写得极好。许多人

觉得王俊义写得最好的是他的散文和随笔。他的散

文和随笔最值得读者称道的是作品飘逸精美俊朗的

诗性语言。王俊义散文随笔的语言有时优美华丽，

极具艺术感染力；有时机敏锋利，充满哲学理性的思

辨色彩；有时细致入微，描摹风景事物匠心独运；有

时大气磅礴，状境写物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读者

阅读他的散文随笔作品，感觉几乎每一篇都是一场

语言的盛宴。这种语言的盛宴，要么带给你赏心悦

目的语言美的享受，要么让你受到充满理性思辨色

彩的哲学思想的启迪，使人颇受教益。

也有人认为王俊义写得最好的还是他的小说，

小说最能展示他独特丰厚的生活积淀和思绪飘逸的

创作才华。王俊义的小说集《蓝淇河，淇河蓝》和他

的长篇小说《第七个是灵魂》《民间的别司令》俱是最

好的例证。王俊义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将其散

文随笔写作中的诗性语言运用到了小说之中，使其

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散文化色彩，让他的小说像他的

散文随笔一样，每篇作品都是一场语言的盛宴，都

能让人感受到诸多美的享受和哲性的启悟。当然，

王俊义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具备了小说的所

有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起承转合、大起大

落，于不动声色中巧妙布局，结尾处惊天一转，令人

出乎意料。

在王俊义的小说作品中，写得最好的还是他的

长篇小说《第七个是灵魂》和《民间的别司令》。《第七

个是灵魂》除了具备以上所述他的所有小说的特点

外，在叙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性的开掘方面，都有

进一步的开拓与展现。小说的主线是穆氏家族上百

年生生灭灭的悲壮历程，可谓一部家族衍生变迁的

壮烈史诗；小说充满对于乡村、民俗、乡情的诗性描

绘，可谓一部神秘莫测的乡村童话；小说中引用了大

量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和谚语，可谓一曲

民风浓郁的大山的歌谣；小说通篇洋溢着对于大山

中山石林木、虎豹狼群、风雪雨霜等一切景物、生物

的无限赞美与敬畏，可谓一部无与伦比的大自然的

绝美画卷。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真实、自然、可信，人

性的善良、险恶完全由其身份与处境所定：土匪的残

忍与良知，巡检的职责与阴毒，村民的善良和愚昧，

女人的软弱与坚韧，读罢让人震颤不已。小说塑造

的男人群像：穆天虎、吴凤山、明祖、商举人、任光瓢、

穆麦芒、巡检、刀豆……女人群像：夏秋凉、一品红、

易之萍、亚娜……无不使人扼腕慨叹。小说大量采

用直叙、倒叙、插叙、重叙和西方现代写作手法，充满

魔幻（人与狼的对话、活人与死人的对话、灵魂之间

的对话、人头骨与狼头骨的对话、父亲与蒙古马的对

话）、隐喻（猫头鹰阴森的鸣叫、野狼将新娘吃掉、父

亲被狼咬死的噩梦、父亲进巡检司当差的头疼病）、

象征（天上的星星、暗红色的灯笼）、宿命（祖父用父

亲的猎枪自毙、两个最好的朋友加快枪手之间最终

的互相残杀、刀豆的杀人与被杀、穆氏家族的寂灭命

运）色彩，令人应接不暇，读之韵味无穷。

与《第七个是灵魂》相比，《民间的别司令》则完

全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小说采用独特的民间

视野和角度，就像讲民家故事一样，将一篇一篇短小

精悍的关于别廷芳的民间传说故事娓娓道来，情韵

别致，刻画出别廷芳的复杂人物性格。如别司令的

床、别司令的师爷、别司令的枪、别司令的棺材、别司

令的衙门、别司令的老婆、别司令的文明棍、别司令

的抗战、别司令的坟墓……最后汇总起来构成了鸿

篇巨制。该书采用西峡民间地方性语言进行叙事，

刻画别廷芳的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让人读起

来具有熟悉感和亲切感，更容易深入了解体味别廷

芳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其性格的形成，以及他的自治

事业取得极大成功的历史原因。小说采取这样的写

法，加上独具风格的散文化语言的灵活运用，将别廷

芳这样一个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巨大的

豫西南自治派领袖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活

灵活现。

当然，王俊义的 《第七个是灵魂》《民间的别司

令》 这两部长篇小说，也存在某些不足。比如：散

文化语言的过度运用，淡化、拖缓了故事情节的进

行；小说的抒情文字和人物、景物描摹很多，但对

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较少。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以

较好解决，或许能使小说的人物更为丰满、故事情

节更为感人。8

阅读王俊义

审视与解读

几通破天的春雷滚过之后，咕——

呱——，咕——呱——，蛙声就响起来

了，嘹亮，高亢，是一声号角，冲破冰

河，响彻田野，引领着万物起身，浩浩

荡荡往春天的路上赶。

蛙声，是唱响春天的第一支歌。一

声蛙鸣，虫儿、鸟儿都跟着来。你一

声，我一声，唱的唱，和的和，春天就

这样热闹起来了。乡下的春天，有了蛙

声，农人的心里才有底儿。听着蛙声，

农人干劲儿才足。蛙声经雨壮，一夜喜

雨之后，蛙声更嘹亮，像乡下唱大戏开

戏前打闹台，把田野震得摇摇晃晃。蛙

声越响亮，害虫就越不敢展翅，庄稼才

保收呐!扛着锄头的庄稼汉，立在雨后的

田野里，听着蛙声，笑容和春天的阳光

一样灿烂。

田间地头走一趟，池塘河边绕一圈，

这儿一片，那儿一片，蛙声此起彼伏，热

烈，激荡，像火辣辣的情歌，唱得桃花红了

脸，杏花含了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禁不住情歌的诱惑，哥哥妹妹约会了。

天上云追月，地上风吹柳。哥哥一句，妹妹

一句，甜蜜蜜的情话缠绕在蛙声里，心儿

都醉了。蛙声撩人呵。

咕——呱——，咕——呱——，这

从心底唱出来的歌声，从古唱到今，唱

到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里去？

“鼓吹娱俗耳，蛙鸣惬雅怀。”宋代

文学家司马光把蛙声当成一种高雅的情

趣来赏。这来自田野的声音，有泥土的

朴实厚重，有河水的清亮，有月光的洁

净，聚自然之音，凝风华之气，又带着

诉不尽的乡愁。在烟雨黄昏，撩拨起一

缕情愫，在心底水草样飘摇。欲说还

休，欲说还休啊。

“何处最添诗客兴，黄昏烟雨乱蛙

声。”乱蛙声里，晚唐诗人韦庄，立尽黄

昏，看远处细雨蒙蒙、烟雾茫茫，田园

风光无限，又被撩拨起几许诗意，牵起

几多雅兴。

白石老人有一幅名画 《蛙声十里出

山泉》，画面素雅简洁。浓墨画出陡峭的

山涧，石青点出几座远山，一条山泉从

山涧蜿蜒而下，几只蝌蚪在水里摇曳嬉

戏。画面中没有青蛙，却让人真切地听

见蛙声阵阵、泉水叮咚。

蛙声，不是人间最动听的音乐，却

是每个人的乡音。蛙声响起是最深情的

呼唤，是最殷切的叮嘱，是最热烈的期

盼，是最刻骨的思念。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

秋。”这蛙声，是温暖，是力量，是激情，是

丰收，是朗朗青天下此起彼伏的浪涛声，

载着生命之舟，乘风破浪前行。

寒冬之后，便是春满枝头，待到稻

花香里说丰年时，我们一起，听取蛙声

一片！8

隐隐
□李 钧

太阳隐于西山

烟岚隐于溪涧

鸟雀隐于树木

鱼虾隐于幽潭

花朵隐于芬芳

树木隐于苍茫

白天隐于夜晚

灵动隐于沉静

我的思想隐于诗歌

等待一次绚丽的绽放

告告别别
□刘海涛

选择和别无选择都一样

我为了分离的不舍

你为了想要的海。有没有风

我只有最初的电杆

你只有马和马车，成了背影的道具

地平线很远时，落日与晚霞还在

草原唯一的沙丘还在

芍药百合花还在。一只手捋过

面颊后，我闻到体内溢出的咸腥味

它来自一个人血管流淌的海浪与呼吸

但只能独对暮色四合，群星闪烁

朋朋友友
□韩国民

不仅仅是一个称谓

也并非经常挂在嘴上的问候

是一枚心灵的勋章

珍藏在明亮的胸口

从不说情深似海

淡如流水，却清澈而缠绵

从不说雪中送炭

需要时总有那无声的双手

成功时，远远地为你祝福

失意时，送来贴心的问候

迷茫时，悄悄为你点亮灯盏

幸福时，他默默地撤离身后

从不让你把感激说出口

一句心甘情愿

只为卸掉你心中的歉疚

朋友啊，真正的朋友

是高山流水的知音

相视一笑，尽在不言 8

草庐 周 聪 摄

仰望 杨 萌 摄 乡愁 杨 萌 摄

虚舟 周 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