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20年5月1日 星期五
编辑：陈爱松 组版：陈爱松

热线电话：0379—69697869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万 安 山

窗台上的君子兰，叶面肥厚、宽大、墨绿，君子般有规
则的左右排列。这株君子兰陪伴我已经二十余个年头
了。很准时，春节来临，花开似火，又如贺喜的绽开的无声
鞭炮，给节日增添祥和气氛。连从她身上发出的芽经过换
盆、培土，这两年也在春节送上了花香。但是，今年春节，
母女两代，都沉默了，连个花蕾也没有露头。无奈，客厅里
换了盛开的牡丹，把她们移至阳台上。

没成想，这个春节，我们遇到了凶险的疫情。闭门不
出，拒绝走动。

阳台上，阳光下。一杯茶，一本书，脚下卧着没有花色
的君子兰。虽说在学校呆惯了，有了“坐折板櫈”的耐心，
但家中的事还是让心里钻进了爬虫。

岳父 93 岁，失去自理能力，安排在养老院里已经 3 年。
我们做晚辈都很孝顺，尤其是妻子、妻哥，两人轮流，每天
到养老院看看老人，帮助工作人员做些护理工作。现在无
法前往，妻子丢了魂一般，坐卧不安。这不，和护理人员通
上了视频，老爷子看到家人，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眶里溢

出，我们的眼泪也滴满了手机屏幕……
我的老母亲，86 岁。过年住在我弟弟家，25 层的高

楼。我每次打电话，头一句话总是“你啥时候来接我”？接
下来就是流着眼泪说不成话，我的心里也像下雨一般。老
人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想出门透透风。

茶叶在壶里翻滚，犹如心中的块垒，才下眉头，又上心
头。我抬头看看窗外的街道，不见往日的车马喧嚣，偶尔
一辆环卫车不急不慢地爬行在宽阔地大路上，略显城市还
有呼吸。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翻看手机上的新闻，我家这
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呀！

据大数据统计，为渡过难关，22.79%的企业计划减员降
薪，15.75%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也就是说近 4 成企业的
员工面临失业停薪风险。除此以外，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的
3000 万中小企业、7000 万个体工商户将被疫情波及。朋友
圈里，诸多朋友感慨：每天坐吃山空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呀；我的房贷拿什么还呀；我的红薯怎么才能运出去呀
……

俗话说，过日子比飘树叶还稠。生活的“树叶”压得老
百姓少了快乐，每天的心揪得紧紧的……

阳台上，阳光下。一杯茶，一本书；脚下绿叶肥厚的君
子兰。一个多月来，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
疫情统计表。新发现病人，一两千，二三百，一百左右，几
十人；治愈病人，三四百，一千多，三千多。全国确诊患者
最多时遍布 337 个城市，现在除武汉外，全国城乡已经零病
例，洛阳病人全部出院。复工的喜讯不断……朋友圈里、
微信群里各种网上会议、培训，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都
找到了适应在家办公的心态，或者在为开业充电，或者在
为重新开业蓄势……紧紧揪着的心，也开始慢慢舒展。

不经意间，我把目光放到了脚下的君子兰上。忽然间，
看到君子兰花蕾已经露头。嫩嫩地，没有见到阳光的嫩
黄，尖上透着微红，悄悄地藏在两片叶子的根部。看到花
蕾，我的心忽然开朗了许多。具有君子品格的君子兰花蕾
已经初绽，相信，人们的心花怒放也为时不远了。

（作者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李村苇园人）

花儿静悄悄地开 □ 李焕有

车过李村，是因为要常回故乡。
车过李村，其实也就是掠境而过，并非从李村街上走

过。在洛偃快速通道上南望，那黑压压的村镇，那拔地而
起的伊滨新区，那规矩方正的道路，遂想起曾数次去李村
采风。

“李村，洛城东南之巨镇也，仰接玉泉，俯凭伊洛，左
襟关塞，右瞩嵩岳，地之灵异，莫有过于此者。”李村古镇
原为豫西物资集散地，车马萧萧驼铃声声，其规模可与关
林比肩，因了洛阳通往嵩岳的古驿道，古镇历经千年而不
衰。如今李村古镇虽繁华渐消，街巷陌上散落的遗址却
使它依然具有大家气度。

李村有“东堂”，位于镇中部，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东
堂做过学校，现今却香雾缭绕，似庙非庙，似堂非堂，有琉
璃瓦敷顶，有龙兽屋脊和翘檐，棚顶也有显示阴阳八卦的
鱼形图……大门的两侧还有药王殿和财神殿。

何以东堂？东堂何为？
闲暇秋雨夜，一卷古书平黑石。信手翻阅《元河南府

志》，里面对“东堂”二字曰：“……东西堂亦魏制于周小寝
也。”《资治通鉴》说得更为明白：“健康太极殿有东、西堂，
东堂以见群臣，西堂为即安之地。”也就是说，东堂为皇帝
与属下幕僚见面和议论决策国事、赐宴大臣的地方，即政
治场所；西堂则为皇帝歇息的生活场所。

望窗外寂寥，似乎想穿越李村。可以想见在东堂内
村中头面人物衣冠楚楚论资排座，商讨大事或者举办宴
会；也可以想见在殿堂外村人欢聚载歌载舞，锣鼓齐鸣庆
祝丰收。东堂，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和热闹，也负载太多的
沉重与彷徨，成为村中政治的漩涡。而今东堂看似庙宇
般的设置，大概是后来的异化吧，以附和村人为子孙祈
祷、祈求平安等心愿。

但凡古镇，大多以传统文化为依托。而偶然看到的
遗存匾额“添修五凤”，也就不难理解其文化含义了。这
匾额是一处老宅的门楼上的，离东堂不远。老宅很是高
古寂寞，残门犹在，院墙业已颓败，雕花青砖门楼的门楣
上还可依稀看到“添修五凤”的砖雕大字。五凤？五女
么？其实是一座名“五凤”的楼。五凤楼是位于洛阳外皇
城南门“端门”里面的一幢“高大上”的城门楼，南望定鼎
门，北与太极殿相对，西边则是应天门。想必这家主人也
是青衣葛巾的文化人，耕读传家，私家宅邸虽然没有皇家
的五凤楼那样“高大”，至少品味上追求一个“上”总是可
以的吧！

李村，无论是“东堂”还是“咸宁寨”，抑或是门匾“添
修五凤”，都将一个古镇深厚的文化以点带面地囊括出
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便在其中了。李村倏忽而过，那些废
弃或者即将废弃的百年民居，那些泛绿的道砖，那些缠绕
的衰草，那些坚硬的柱基石雕和彩色的门楣、木窗，无不
使人流连。小街寂静，几个老人临街端坐，他们安详地说
东道西……

车过李村，无垠的思绪就这样如雾霭般一层一层地
涌起。

走进魏中
□ 许全义

我是怀着一丝担忧走进魏书生中学的大门的。
我站在广场，感受着它的磁场。南面的笃实楼，西面

的教学楼整齐排列，在法国桐的掩映下，庄重而不呆板。
脚下的广场阔大，仰头可看到鲜红的国旗在蓝天里飘动。
广场和北面的操场相连，显得极为开阔，让人胸怀豁达。

忽然就有些激动，退休前的岁月，也许就要在这里度
过了，那教学楼分明就是整齐的诗行，是律诗，是绝句。
而我们，就是它的句读了吧。从此，我和魏中的师生，将
被它吸纳于教室，放学了，再被吐出于路上或者操场。那
么多鲜活的生命，将要由我和同事们去培育，去塑造。顿
时感觉肩头沉了一下。

初入魏中，一切都需要适应。比之往年加重的课业，
送餐，餐后的蹲班，就餐时的值班，四签到，办公时的检
查，各种活动，各种培训……抱怨是难免的，但是，我发
现，魏中的老师，即使在抱怨，却都在拼命的工作。这大
概就是原来一、二中精神的传承吧。

很快就适应了。人能适应闲适，也能适应艰辛。四
个早读，每天都要在五点多出门，天还暗着，月亮还没有
落，没有拆迁的村子在黑暗中还透着质朴，心中就有了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宁静。穿过路灯下的雾霾，
十来分钟的路程，远看魏中的教室亮起的灯光，有种梦幻
的感觉。上早读，听读书声，下课送餐。这个时候，太阳
总是被从西边小区的高楼间挤上天空。空气中有了红
雾，四周整洁，学校的广播里音乐悠扬，和孩子们一起步
履轻快，心也轻快，感觉不是在送餐，而是这群可爱的孩
子在陪我。

上课的时间，基本是不下楼的。办公室的同事们都
努力，她们俯案工作的背影总是给我压力，也让我能沉下
来备课。累了，会走出办公室的门。向东二十步，是教
室，向西二十步，是卫生间。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门前，看
东边小区整齐的高楼。南边是高铁，总有列车呼啸而过，
高铁南，又是方块的高楼，没有雾霾的时日，隐约可见南
山。看永远不变的风景，似乎在温习一本书，安静，悠闲。

当心中没有了悸动，不喜不悲的时候，常常是最真实
的红尘生活，是一颗平常心，是居家的感觉。

我也喜欢安静地站在中路的法国桐下，用心地去体
悟魏中，看孩子们排着队有序地从眼前走过，不时有学生
小声地呼一声“老师好”，如春风扑面的温暖。喜欢课间
操的时候，在音乐声和口号声中，看狭小的空间里各班都
有序的运动。我愿意以一颗少年之心，被重新锻造，因
为，我已经成了魏中的一部分。

九月的一天，魏中的丹桂开花了，特别的香。我们学
校还有丹桂啊？丹桂飘香，给了人对秋天以无边的美的
遐想，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魏中总是给人以惊喜，节
日祝贺老师的花儿，优胜老师的奖品，随处可见的校园文
化……都有一种典雅的匠心。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教室的灯熄了，朦胧的
夜色里，一切都变得安静，小区的高楼黝黑，如高山一
般矗立，有弯月在天空，是山高月小的意境。忍不住又
凝望魏中，记起了看到的一句话，你凝望什么，你就会
成为什么。是的，我是一棵草，被移栽到了魏中，那就
守好脚下的一方土地吧，尽管微小，依然可以缩放属于
自己的一抹绿色。

（作者系魏书生中学教师）

车过李村
□ 青雪

咏水泉刺槐

大谷关山随处栽，乡亲众口唤洋槐。

琼花簇簇流香气，光影斑斑荫石台。

多引风中蝴蝶舞，常招月下蜜蜂来。

欣同父老迎年熟，除却清欢何有哉？

咏高福堂

名重东都一代宗，赋诗挥翰各豪雄。

疏朗韵法黄山谷，遒劲书承颜鲁公。

南亩田中耘稼穑，万安峰下课儿童。

布衣卿相真如是，大雅泱泱国士风。

注：1.高福堂，名祐。清末举人，今伊滨

区庞村人。著名书法家、诗人。

2.书法风格出黄山谷（黄庭坚）、颜鲁公

（真卿）而自成一家。

3.晚年在家乡设馆教书。

万物有灵，其根源是因为自然有灵，自然灵性创造了万物
灵性，万物灵性都不过是自然灵性中个体的某种体现而已。

在万安山的七彩大峡谷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更多的内
心世界。

岩层凸的地方凹了下去，凹的地方凸了上来，相互挤压、
扭曲、断裂，峡谷内悬崖峭壁随处可见，似乎随时都有坍塌的
可能，吊人心弦；有的纵横堆砌，十分散漫；很多巨大的石块在
不经意间突然扒开土层和植被，给人异常的视觉冲击；总有那
么一些石头突兀而来，令人费解。它们的组合气象万千，神态
迥异，恢宏而又精致，严肃而又不失亲切。一层岩层一种颜
色，很多石层、石块的色彩是混合的，很难确切地描述出来，可
能由此名曰“七彩峡谷”吧。以红色为主，红色也深浅不一，淡
红深红、桃红紫红、胭红血红。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间，自
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逼仄困顿，但完全能判断出这是自然经
历了一次，或者多次的绝处逢生，它大悲大喜，激烈的情绪宣
泄得如此天塌地陷、沧海桑田。

山水是黄金搭档，没有水的山不知道要失去多少自信。
时值初夏，季节有足够的能力把水打扮得更为丰满，更加有底
气，辗转反侧的峡谷根本甩不掉它，相反却把峡谷远远地抛到
了身后。水是技艺高超的演奏者，乐器只是简单蠢笨的石头，
飞瀑高亢，溪流潺潺，深谷极其超重，似乎是酣睡的呼吸。石
缝里渗出来的水滴也总是发出质感神奇的声音，在内心深处
引起共鸣。一块石头一个音符，一个高度一个音节，一个力量
一种音律，听到的声音都是数块石头，数个高度，数种力量发
出的共同的声音，一条峡谷也便是数支妙不可言的曲子。水
也是雕刻大师，它以最柔弱的力量刻凿着石头，看不出任何的
刀锋，却打造出了最为细腻光洁的艺术品，它的杰作遍布整个
峡谷。石头再鲜艳的色彩都是萎靡的，色彩再暗淡的石头经
过水的浸润就熠熠生辉，七彩峡谷里的石头色泽天然鲜活，富
有生命力。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此时的峡谷已经变得释然自信，
它从不在乎有人来或不来，欣赏或不欣赏，粗枝大叶或细致入
微，只是掩藏在万安山毫不起眼的褶皱里，和日月风雨对话，
看云卷云舒，任春夏秋冬来来去去，同花儿草根一起睡去或醒
来；感染得时光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静静伫立。但不要误
会，它一直在敞开胸怀等待着人们的到来，等待了多少万年或
者亿年，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有缘之约、万年之约。

我们一行彼此相识、不相识的文友聚在了一起，一同来到
了七彩大峡谷。下山途中，我们坐在了一个休息点，休息点的
位置恰到好处——高度适中，可以仰视或俯瞰，最大可能地囊
括视野，对面正对着料峭的石峰，瀑布飞溅，声音传来继而远
去。我们安静地坐在藤椅上，享受了峡谷里最为姿色的风景、
最为内涵的意蕴。并不是很累，我们却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
长，谁都不愿先说离去。山水本真的角色是一个深邃的巫师，
能把所有人都潜默移化了，所有人都融入了风景，成为了风景
中的一部分，我猛然意识到，来之前的我已经被删除、清空得
干干净净。

每个人的性情都是有差异的，各怀心事，而此时的他们我
想和我的状态是一样的，再也不辨彼此。

万年之约
□ 汪天钊

从病毒爆发到武汉封城，从八方支援到日增超万，而后到
拐点。武汉牵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我从恐慌不安到气定神
闲，在线上课慢慢成了习惯。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教育工作者“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上下功夫”。疫情是挑战，也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契机，于
是，我在线上授课前开辟《抗疫在线》，每天利用几分钟时间，播
报抗疫动态，以诗歌的形式给学生鼓劲打气。

起初，主要普及防控知识，直到2月13日，那是个深刻的日
子，全国新增病例超过1.5万，学生也有些蔫了。我通报完疫情
深情而坚定地念道：“时穷杰乃现，院士钟南山。全民战疫情，
信心坚如磐。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学生群情激动，我也豪情
满腔。

3月 20日，我看了《英雄凯旋》视频，感慨万千。我分享给
学生观看，而后朗诵：

“《致英雄凯旋》——昔日封狼居胥，而今神州大地，狼烟四
起。我千千万骠骑，壮怀激烈，逆行、奔袭。一声召唤，雷霆呼
应、霹雳手段，八方战武汉。着我战时袍，顶盔掼甲、出发，割舍
亲人的牵挂，疫情去，待我还家，有泪强咽下。命悬一线，鏖战
于生死之间，共产党人掌舵，英雄女儿当关。口罩印痕深，直到
星星困倦。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救护车疾驰、刺耳的呼

喊……病魔胆寒，形势扭转，斗士开颜，武汉岿然。英雄凯旋，
春雷阵阵鸣响，我壮丽山河无恙。中华大地春天，生机盎然。
自信中国，处处红旗招展。为英雄礼赞，为祖国礼赞。”

当听说中小学即将全面开学的消息后，孩子们都异常兴
奋，为了振奋学情，为大家赋诗一首：“《致学子》——品茗诗
万卷，掩卷总嗟叹。书法天天练，仍觉自肤浅。直播如策鞭，
备课夜阑珊。学子多奋蹄，奋勇志当先。新雨沐石楠，叶比
花鲜艳。老师千千万，簇簇铺红毯。同学恰少年，使命扛在
肩。拼搏正当时，豪情冲霄汉。闲暇凭栏看，紫荆花欲燃。
柳条描蛾眉，玉兰开妆奁。骄傲我轩辕，战疫总动员。天天
盯数字，惊悚到神闲。人命大如天，海外一团乱。伟大中国
梦，笃定要实现。”

中国的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华儿女自豪感满满。集
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凸显，一切依靠人民得
到了硬核实践。我和学生、家长共同的结论是：共产党是我们
的主心骨，永远跟党走。

如今学校已经复课，学生已经习惯了我的抗疫诗篇，我将
继续分享，让它成为激励学子的力量，成为我教育生涯的绚丽
乐章。

（作者系诸葛中心校教师）

我的战“疫”诗篇
□ 陈俊峰

闲情偶寄

心香一瓣

我出生的村庄新民不算很大，村民买东西除了婚丧大事情
要赶集或进城置办，平常的油盐酱醋，烟酒日货都在村里的代
销点解决。村东西各有一个代销点，都占据有利位置，商店整
天围满了人，年轻人围在这里甩扑克，吹牛皮，夜晚或者雨后在
家憋闷的人都聚拢到代销点，抱着孩子买个糖，磕着瓜子瞎吹
牛，老板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人群，人气旺商店里的汽水香烟卖
的快。

说来很有趣，俩代销点都很有特点。村西头治安家的代销
点是在两个生产队的结合部，挨着大路临街的房子，本村或外
村进城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自然生意好。老板有营销意识，早
早找小学校的老师在商店迎门墙垛上，写上“代销商店”四个大
红耀眼的美术字，算是商店大名，很吸引人。

他在大队当过会计，头脑精明，还下大本钱买了一台14寸
黑白电视机，那是很吸引村里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大物件了，每
天晚上电视机放在一个汽油桶上，他的商店门口总是热闹的场
面：电视上放着《陈真》或《红日》之类战斗片，激烈的战斗场面

吸引得人都伸长脖子观看，连中间插播的洗衣机广告也不放
过。他商店的汽水、芒果烟和瓜子卖的最好。

村东头也有个代销点经营的好：大队部在村东头，村支书
家挨着商店，因此聚拢的年轻人多，他们吸着邙山香烟，吹着牛
皮，就着商店的水泥台子，一盏小灯泡照明，间或还甩上扑克，
满嘴都是社会上的事：啥时候市里公安来伊河滩抓赌博放枪
了，啥时候镇电影院放《红高粱》看着多美啊，大阅兵的阵容看
着真威武啊！……总之都喷的吐沫乱飞，这里就像是个小“联
合国”，小道消息满天飞。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群众就是通过这
个代销点知道了社会上的事和上级政策，大家毫无遮拦地大胆
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很有意思。

进入新的世纪，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房林
立，绿草如茵，大道宽阔，厂房现代，各种电子产品终端都可以
看到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社会百态，商品交易通过淘宝、微信支
付进行，它颠覆了人们以前的交易方式。小村庄的代销点是农
村的商业雏形，它伴随着我的童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童年的代销商店
□ 刘富强

时令走笔

人生感悟

七律二首 □ 胥琰

万安山七彩大峡谷 翟学斌 摄

若有所思

流年碎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