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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大学只是他的一个梦。
父亲出生于1945年。小时候家里穷，该上学了没学费。

爷爷狠狠心，从唯一盛麦的瓦缸里挖出一小布兜麦子，扯着他
到大街上卖了两块钱，送他上学。

父亲12岁那年，爷爷犁地时从高高的崖头上摔下来而撒
手人寰。从此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家里没烧的，父亲和拧着
小脚的奶奶到村外的水库边拾淤渣，抬回家晒。淤渣又湿又
沉，长箩筐不停地打着父亲的脚跟。

父亲读书很用功，饿了就把裤带勒紧些。奶奶一人挣工
分，养不活5张嘴，想让父亲辍学。老师跑到家里，说父亲将
来是上大学的料。初中毕业后，成绩很好的父亲却没有上高
中，而是选择了一所中专，因为这样可以早些为家里分担困
难。

上中专时，父亲要半夜起床，步行 5 个小时到学校。
带的是红薯馍，冷了以后硬邦邦，就着开水算是午饭。天
热时，放两天再掰开，能扯出长长的丝来。父亲从不叫苦，
他对未来充满向往：参加工作了，就能挣钱了，家里人就不
用挨饿了，自己可以买书了，甚至说不定还有机会上大学
去。

但父亲的中专也没能上完。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所
中专停办了。父亲又回到山沟老家。种地，行医，挣工分养
老母儿女，为叔叔娶媳妇，照看不能自理的舅爷一家。在生
活这所大学里，什么苦都吃过。但日子再难，他的床头总放
着几本包着牛皮纸的书，翻烂了，就再包一次，用毛笔工工

整整写上书名。
我小时候，父亲几乎天天检查我的作业，还买了唐诗宋词

督促我背。我有时兴趣不大，他就摇头晃脑地用自编的腔调
唱诗给我听。他常常对我说，好好读书，将来到城里上大学。
大学好书多着呢，教授学问大着呢。邻村某某大学毕业，当工
程师，坐火车飞机到处讲课。

可惜我懵懂无知，初中毕业上了师范，竟没有给他实现梦
想的机会。20年前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进修，一向节俭的父
亲塞给我几百元钱：“我早就为你存了一些上大学的钱，这次
终于有机会给你了。”

上个月，我到南阳师范学院学习，临行前，回老家看父
母。父亲说：“我去送送你吧。”我笑父亲，我都过40的人了，
去过很多更远的地方，难道去省内的南阳还让他不放心吗？
倒是父亲快70了，出门我还得为他操心呢。父亲又说：“那我
过一段去看看你吧。”我想，父亲一直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到
南阳旅游一次也好。

两周后，我打电话约父母来南阳。母亲放心不下家里的
鸡猫狗，父亲就一人来了。父亲上午来时，我正上课，因为不
好意思逃课，直到放学我才打电话。父亲说，他早到了，就在
我们校园转悠呢。校园真大啊，假山草地湖水河桥都有。

中午，我要带父亲去街上吃饭，父亲却想去学生餐厅吃。
在宽敞的餐厅里，我们挨着看饭菜，然后排队打饭。坐下后，
他悄悄对我说：“这么多饭菜任意挑，现在的大学生真享福
呀。用卡吃饭，不用找钱，真方便！”

下午，我让父亲在酒店休息。因为他昨夜就没睡好。父
亲忽然有点扭捏地说：“我跟你一起去上课吧。你们的教授会
不会不同意？”我说好。能坐100多人的教室学生总是稀落落
的，谁会介意多他一人呢？又暗笑，父亲的好奇心还挺大。

我们到教室时，别的同学还没来。我们往后面走。这是
阶梯形教室，去后面要上台阶。父亲说，这设计好，前面的不
挡后面人。教室前面上下有四块黑板，父亲感慨：四块黑板，
能写多少知识？又有点不解：最上面的两块黑板那么高，怎么
写字？我走到前面，把下面的黑板向上一推，上面的黑板就下
来了。父亲笑了，说，还怪方便呢。

上课时，父亲从衣兜里摸索出小本和笔，戴上老花镜，郑
重的像个小学生。上课用多媒体课件，屏幕上播放讲义、音
乐，还有电影剪辑，父亲目不转睛地看，专注的像痴迷动画片
的小孩。他的眼镜搁在鼻头上，老师讲课时，目光从眼镜上方
射出去，记笔记时，目光又顺鼻尖处看下去，那模样，有点滑
稽。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认真的神
态，我忽然明白，父亲来南阳，不仅是来看我，还是在圆他一生
的梦。

前两天回家，小侄儿急迫地对我声明，长大他要去上大
学。我逗他，为什么？他说，爷爷说了，大学校园像公园，教室
像电影院，老师讲课像百家讲坛，墙上还有四块黑板！

我知道，大学曾是父亲心中的梦，再多的风雨也不曾凋
谢。而今大学是父亲手中的种子，被父亲精心地种在后代的
心上……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奶奶的小曲儿。
每当月圆之夜闲暇之时，仰望着天空中皎洁的月亮，奶奶就给我

们念叨：“月奶奶，白亮亮，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洗得光，哥哥穿着
上学堂，长大考个状元郎。”在优美的小曲儿声中，牙牙学语的孩童渐
渐学会了说话，渐渐明白了长大读书的目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状元
郎是什么意思。

等到我明白事理后，奶奶教的小曲儿又换了内容，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那首《荞麦花，开得稀》，大致内容是：荞麦花，开得稀，儿子出门娘惦
记，等到儿子回来了，一头钻到屋里去，抱着孩子观着妻，老娘问：“儿呀
儿，你饥不饥，你渴不渴？”他把眼一瞪，脚一跺，“你这老婆儿真啰嗦”。
简短的几句话把母子、婆媳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但
当时我只是喜欢这小曲的韵律之美，并不了解之间的复杂故事。

奶奶如果健在今年就 107 岁了，她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
女，但她的见识超人，她把这些崇尚男尊女卑的小曲儿教给了我，同时
又不愿意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于是她常常把“刘家坟里圪针多，小子
腼腆闺女恶”这句话挂在嘴上，“恶”这个字，在我们这里的方言里，并
不是真的“恶”，而是“厉害”的意思。天天听着这话，我不知不觉中增
强了好胜心和自信心，尽管现在已过不惑之年了，我这好强的个性仍
不减当年。

在我们家还真的没有男女差别，每年大年初一只有勤快早起的人
才能陪奶奶祭神，这个殊荣年年被我拥有，清晨四点我陪着奶奶摆供
焚香祭拜天地全神、大开家门祭拜财神，此时奶奶常念叨说“大年初一
开开门儿，一下子忙到年三十儿”。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会暗暗算
计：哪天才能休息呀？

因为十一二岁就开始外出求学，我陪伴奶奶的岁月并不长，但奶
奶的小曲儿却常常萦绕在耳边。听着这些小曲儿，我学会了勤奋、谦
让、自强，学会了处理婆媳之间的关系，懂得了做人应尽的责任。遗憾

的是奶奶会的小曲儿还有很多很多，我还没来得及多
陪陪她，没来得及把她的小曲儿记录下来，奶奶就过世
了。

我格外想念奶奶，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把奶奶
的小曲儿仔细整理记录下来。

道教产生于洛阳，酝酿其成长的土壤之一就在万安山。
小南顶山半腰有祭祠，最早是祭祀神农氏炎帝的场所；到了东汉顺帝时，皇宫里建了濯龙园，是皇帝专用的沐浴

之所，园里有濯龙宫，也作皇帝的办公之用；桓帝时，在炎帝祭祠原址上建了濯龙祠，祭祀老子，旁边的水潭经过修
葺，被称为濯龙潭——至此，形成了一套皇家“濯龙系列建筑”。

到了明代，本地白草坡人许三多（字重毕）被敕封龙王，时人在濯龙祠的旧址上建了白龙王庙来纪念他，濯龙潭
随改称为白龙潭。我们现在看到的，为民国年间重修。

西汉初期，朝廷以黄老之学（融黄帝、老子学说为一体）治理国家，倡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到了东汉时期，黄老
之学与仙家合流，演变为中国道教的雏形——黄老道，初起于宫廷，后传入民间，渐成风气。

桓帝刘志是个铁杆黄老道徒，也是历史上我国第一个崇信道教的皇帝，对道教初期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刘志幼年时，喜爱音乐，笙琴演奏相当出众，那种逍遥自在、超凡脱俗的感受，与黄老道清静无为、长生
久视的教化理念正好相符。他15岁时从河北封地被请回朝廷登上了皇帝宝座，对宫中的道术秘籍颇多阅览，对宫
中人的黄老信仰更是深信不疑。

桓帝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二十多岁了还没儿女，接续龙脉的念头日日萦绕着他。桓帝寄希望于黄老道，
渴求从黄老之术中得以子女成群，于是以皇帝身份号召文武百官信仰黄老道，用国家大典仪式在宫中举行祭祀。延
熹五年（公元162年）桓帝下诏：除洛阳令王涣祠、密县令卓茂庙不改外，其余所有祠庙一律改祀老子。延熹八年（公
元165年），桓帝遣中常侍到苦县（今河南鹿邑县，老子故里），一年三次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祭祀老子，把崇拜老
子、神化老子推到最高峰。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桓帝把皇宫里的濯龙宫改祀老子，又在万安山炎帝祭祠的原址上修建了濯龙祠，塑像
供奉老子。

桓帝率文武百官祭祀老子时，以五彩毛毯装饰祭坛，用纯金作法器，设置高座，张以华盖，令皇家乐队用祭祀天
神的乐曲演奏伴唱，极尽奢侈豪华，庄重非常。

从此之后，从宫廷、官府到民间，全国上下，崇拜道教的风气越来越盛。

父 亲 的 大 学
陈爱松

万 安 山 濯 龙 祠
杨群灿

伊河串起的
明珠

小 曲 里 的 学 问

马玉红

老话常说，“不出正月还是年”，可我总觉得元宵节是
一个分水岭，这个节日过完，也就意味着年结束了，忙碌
了一年的人们，经过春节年假的休整，需要重新开始新一
年的奔波和劳碌。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母亲对元宵节很敬重，
当我看着母亲满脸微笑地把做好的馅料切成小丁，然
后在铺满糯米粉的箩里轻轻晃动时，我总是不满地
说：“最不想过元宵节了，因为从这天开始，就没有年
味儿了！”母亲却会笑眯眯地说：“但是元宵节也是最
圆满的啊，她是年最好的结尾。”

其实，在我的农村老家元宵节的庆祝活动还有很多，
白天可以去看集会。踩高跷的、划旱船的、扭秧歌的，让
元宵节这天无比热闹，锣鼓声铺天盖地而来，鞭炮声四面
八方而来，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会陶醉在这欢腾和
热闹里。

元宵节这天的夜里还要放烟花，那一个个或长或短、
或方或圆、形态各异的烟花爆竹被搬到了空地广场上，等
待夜幕降临之后，那些烟花就奋不顾身地投向无边无际
的夜空，盛装上演生命的华彩，浓墨重彩地在夜幕上开出

最绚烂的花。朵朵烟花次第开放，是夜空最美好的配饰，
点燃了夜空，也把元宵节的气氛推向高潮。

看累了，玩累了，象征着甜蜜团圆的元宵就开始在火
上慢慢煮，然后一家人围炉而坐，慢慢地品尝元宵，慢慢
地品尝年的滋味。

我总觉得，元宵节的烟花如披着盛装的女子，用缤纷
旖旎的霓裳羽衣，给年结了一个美好的尾，而元宵就是她
们画下的诗意的句号。

进入中年，对元宵节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抵触，但心
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惆怅，依然会在元宵节这天心生伤
感，因为这是劳碌一年的人们和年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是人们对年的最后一次礼赞，从这天开始，我们就不得不
和最美好的年挥手话别，虽然这天的团圆、喜庆、幸福和
快乐会留在记忆中持续很久，但她毕竟是一个结尾。

如今，元宵节已过，我知道又是一个美好的年离去
了，但是心里不再全是伤感，虽然元宵牵着年的手轻悄悄
地离去，但是我们依然有更加美好的期待，可以在元宵节
离去的一年时间里慢慢实现，然后慢慢等待梦想缤纷旖
旎，不是吗？

元 宵 牵 着 年 离 去
田心

刘瑞娟

1、鲁迅全集。（打一曲艺形式）
2、悬崖收缰。（打一国家名）
3、一钩残月伴三星。（打一字）
4、春雨绵绵妻独宿。（打一字）
5、心有余而力不足。（打一字）
6、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打一字）
7、一字九横六直，孔子猜了三日。（打一字）
8、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打一字）
9、你打我不恼，背后有人挑。心中亮堂堂，指
明路一条。（打一日常用品）
10、左边不出头，右边不出头，不是不出头，就
是不出头。（打一字）

1、山东快书2、危地马拉3、心4、一
5、忍6、奇7、晶8、日9、灯笼10、林

谜底：

鱼
趣

张
晓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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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河源于栾川，流经嵩县、伊川等地，穿伊阙而
入伊滨区，东北至偃师注入洛水。伊河、洛河撑起了
河洛文化的一翼厚重，“伊洛文明”被西方一些历史
学家称赞为“东方的两河文明”，蕴蓄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今天，让我们顺着伊河沿岸来采贝觅珠吧。

马村渡口
伊河过龙门伊阙，经裴村，郜庄，折向东，这个水

湾处就是马村渡口。
渡口不大，却是伊河东南岸居民通往关林的捷

径。渡口以前有木船摆渡行人货物，后修建了水泥
桥。两岸水草青青，有洗车的，洗衣的，有嬉水游泳
捉鱼虾的……如今，马村渡口已经不复存在。希望
路跨伊河桥正在加紧施工，不久的将来，它将取代马
村渡口，成为伊滨区连接洛阳新区的重要通道。

棘针护民
伊水过马村，经司马，到棘针。
棘针村的先民为避兵乱，携儿带女至伊河滩上，

平原滩涂，正愁无处藏身，忽见一处荆棘丛，急忙奔
往，因而脱险。后在此定居，繁衍生息，渐渐发展为
两处村落——东棘针，西棘针。如今，棘针村民在伊
河滩上耕耘出沃野田畴，还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
昔日的荒滩荆棘丛，成为一方富庶的沃土。不久的
将来，东刺针、西刺针全体村民将分别入住3号、5号
福民安置小区，开始崭新城市生活。

康庄大道
伊水经棘针向东，流经康庄。
由康庄到梁村的这条路就是康梁路，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农忙时，乡亲们在路边的田野里春点化
肥夏收麦、套播玉米种小麦，周而复始。农闲时节，
上山收红薯，薄暮时分，人们驮着大袋小袋的红薯满
载而归……南山巍巍，伊水潺潺，康梁路是一条名副
其实的“康庄大道”。

如今伊滨区建设如火如荼，紧邻伊河的康庄成
了规划中的商务和行政副中心。村子的东边，笔直
宽阔的伊洛大道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康梁路，成为伊
滨区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

白塔苗圃
康庄的下游是西白塔、东白塔。
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洛阳四大苗圃之一，如今，更

是在勤劳的白塔人手里发扬光大。他们种植的苗木
有雪松、黄杨、女贞、棕榈、牡丹等等，但主要作为绿
化树种，白塔苗木不只为美丽伊滨的建设添姿添彩，
更是销往全国各地，为美丽中国增添一抹新绿。

石罢无“坝”
由白塔向东，伊河经杨湾，到石罢村。
因伊河傍村流过，上游河底都有各色鹅卵石，到

此处突然消失，河底是干净的细沙，故名石罢，沿河
两岸，自西向东依次有西石罢（洛龙区）、后石罢（佃
庄镇）、东石罢（李村镇）。岁月更迭、河水涨落，现在
西边河底已经有大量石头，不过分界依然明显，自渡
口为界，向东很少。

门庄苇席
伊河过石罢，到庞村镇门庄。
曾经的门庄，河湾汊港处，处处种莲。

“春摸莲尖夏赏花，荷叶秋枯好切茶，入冬挖莲
菜，赶上春节买。”滩涂处野生的芦苇一片接一片，用
石磙碾平，劈篾编苇席，暑热的中午，消夏的月夜，苇
篾上下翻动跳跃，向四方延展，折边成席后，拿到集
市上，门庄苇席十里八乡在集市上很是走俏有名。

如今的门庄，苇席已经很少存在了。这里人民
生活富足，环境优美，已经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美
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