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扁鹊（一）

精研四诊解伤痛，内外兼修双士翁。
拜学长桑杏林术，拯救虢国帝储公。
蓬山封地寻仙草，济世悬壶送惠风。
但愿越人英气在，神祠香火万年红。

（注:扁鹊，名越人）

登鹊山（二）

翠峦岚雾紫烟浓，袅袅祥云绕碧松。
踏曲鹊山探玉带，寻游虢国觅神踪。
石梯攀步三千丈，醉眼盈眶万物丰。
感念苍天资我力，诗情送上最高峰。

感怀诗二首
马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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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上小学时，上课时有位
老师问我们一群刚刚步入校门的娃
娃：谁能说说郭守敬是个什么样的
人？我们班学生一下子都沉默下来
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大
眼瞪小眼的，不知老师说的什么，
老师告诉了我们答案：“郭守敬是
世界科学巨匠，是中国元代大科学
家，是我们邢台人。”

郭守敬是我们邢台人! 由此
童年的我们记住了在广袤的邢襄大
地上，有一颗闪耀了近千年的科学
巨星，他就是郭守敬。

那时候老师鼓励我们要像郭守
敬一样，发奋读书，学知识长本
领，长大后报效祖国。

那时老师的话就深深的刻在了
我的脑海里，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热爱科学，追求科学。

再次走近郭守敬，是在达活泉
公园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们走进达活泉公园郭守敬纪念馆
里，仰望高大的郭守敬铜像，他那
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面容仿佛向后
人昭示着他对科学事业的孜孜追
求、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在纪念馆的的展厅里，我们清
晰的看到了我国古代科学辉煌成
就，那简仪、浑仪等仪器模型展
品，无一不彰显了郭守敬的智慧和
创造力，展现了古代遥遥领先于当
时世界先进水平。

那时的我们站在郭守敬铜像前
感慨万端，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
拥有这样伟大的创造而骄傲，为我
国元代大科学家、世界科学巨匠郭
守敬而骄傲。

但仅仅这些对于全面了解郭守
敬，总觉得有些不足，有点遗憾，
我们渴望更具体的了解郭守敬的成
长过程。

今年 4月 9日，我们一行数十
人走进科学巨星郭守敬故里———信
都区皇寺镇郭村。巍峨磅礴的太行
山像一座巨大的屏障耸立在不远的
地方，白马河流水潺潺绕村而过。
这里的空气清新，环境宁静，风景
迷人。一幢幢农舍，错落有致，一
条条街道，笔直干净。

站在村边，站在郭守敬文化长
廊前，我忽然感到，我们身临历史
长河，走进了一个传统文化回归、

人杰地灵的村落。
在郭守敬故里碑前，我们站立

良久，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们默默
的读着石碑上书写的碑文：

郭守敬字若思河北邢台县郭村
人生于公元一二三一年卒于一三一
二年一二五一年拜刘秉忠为师……
碑文署名为邢台县人民政府，时间
为公元二 00 一年六月，是由著名的
书法家马良辰书并篆刻。

仔细揣摩这些文字我们大致了
解了郭守敬一生光辉的业绩。

村支书老郭更详细地告诉我
们，公园 1231 年，郭守敬诞生在皇
寺镇郭村，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在
祖父的熏陶和教育下幼年的郭守敬
立大志自幼勤奋好学，幼年的郭守
敬曾随爷爷郭荣来到户外，脚踏大
地，仰望星空，放眼山河，听爷爷讲
天文水利故事。那时候幼小的郭守
敬就立志好好读书学习，未来用所
学的知识造福人类。

在那个依然保留了数百年历史
见证的古老院落里，穿过屋檐墙角
的层层蛛网，透过厚厚的尘埃，我仿
佛看到幼时的郭守敬在祖父的悉心
教育下，苦读诗书，广泛接触各方面
知识；在祖父的耐心指导下，郭守敬
自小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观天仪浑
天仪。那时幼小的郭守敬在数学、天
文水利方面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才
能。

门前那棵距今已有八百年树龄
的古槐，历经风雪侵蚀，静观岁月更
迭，好似记载着科学巨匠郭守敬过
往故事。注视着百年古槐，弯曲的枝
干，青苔覆盖的树皮古老的槐树，
无不叙说着郭守敬成长的点点滴
滴。初春时节，老槐树吐出了嫩嫩
新芽。想它当年曾几何时，树冠如
巨大的绿色伞盖，纸条曲曲弯弯，
树下清凉宜人，那儿时就心怀梦想
的郭守敬在树下留下了勤奋的身
影，研制莲花漏，制作浑天仪。幼

小的郭守敬对钟表兴趣甚浓，常坐
在树下拆合钟表，细研结构，那时
的人们称郭守敬为钟表匠，称赞他
好动脑筋喜欢探索。

老槐树或许也记载了年迈的爷
爷为了让志向高远的孙儿有更好更
长远的发展，把爱孙送到自己的好
友———精通天文经学的学者刘秉忠
的门下。老槐树下，祖孙依依不舍
分手，郭守敬奔向远方求师拜学，
祖父谆谆教导反复叮嘱。此时的郭
守敬告别祖父，告别小村小院，到
武安紫金山学经深造，开始了走向
卓越人生的第一步。

在郭守敬故居门前，我们收到
了一本《郭守敬荣光之知守敬歌》，
这是由皇寺校区校长苗江辰及师生
们编写的赞美先贤郭守敬的诗书，
在书里我看到这样的句子“守敬荣
光，我们肩负着传承与发扬。”看
到了郭守敬后人郭村健儿学先人勇
于探索的信心和勇气。

苗江辰，一个朴实稳重的年轻
人，他用同样朴实又沉稳的语气，
给我们介绍了郭守敬自幼在他爷爷
的教育下师从刘秉忠，在其指导
下，郭守敬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
华，改良了诸多天文观测仪器，在
水利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使用的设
计方案，并且结识了张文谦、张
易、王恂，五人互相学习，互相督
促，互相提高，成为元初著名的政
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被史学界
誉为“紫金山五杰”，先后创制的
简仪、仰仪等 20 多种仪器仪表的
光辉业绩。

苗江辰校长向我们叙说了郭守
敬的贡献时，他的声调是缓慢的，
他的感情是自豪的骄傲的，他说：
“郭守敬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
颗璀璨的明星、一颗科技巨星，他
的丰硕成果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水平，他的智慧毅力和创新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

断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
苗校长说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的心。我想学习科学巨星郭守敬，
就要勤于思索勇于探索不畏艰辛
，还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孜孜不
倦的追求。

在郭守敬故里碑亭前，我们遇
到了几位老人，闲聊之际，那个年逾
八旬的老人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咱
们村建学校最早，文盲最少，自恢复
高考后考出去的孩子最多”

老人告诉我们：现在的小学校，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最早要追溯
到辛亥革命时期了，孙中山先生主
张提供优质教育，培养具有现代化
思维和世界观的国民，于是各地开
始兴建学堂，率先在郭守敬故居建
立了小学。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建
成了高标准的教室、运动健身的塑
胶操场，学校越建越好，师资力量
越来越强，孩子们在这里享受着优
质的教育。

有了学校，大人更重视教育，
咱们这里受郭守敬文化影响，宁肯
耽误农活，也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上
学，家家户户无一例外都把孩子送
到学校读书学习。周边远远近近那
些村子都赶不上咱们这里学校入学
率高。老人说，在这里闲聊的几个
老人都是解放前后上的学，那时候
周边村子好多人认识不到教育的重
要性，只看眼前利益，不支持孩子
上学，孩子们都满地跑着长大的，
没有文化。在别的村子里年纪大点
的几乎没有几个人上学的，刚解放
的时候普及文化扫盲，政府统计过
文盲人数，咱们村里最少，几乎为
零。

老人还告诉我们：孩子们上学
了，大人们因势利导，总是反复嘱
咐孩子要记住自己是郭守敬的后
人，从小就要向郭守敬学习，勇于
探索，勇于实践，不断超越自己，

突破自己。平时要勤学苦练，认真
思考，不能给家乡丢脸，不能忘了
自己是从郭守敬故里走出去的。

说到这些，老人感触良深：自
古即今，咱们这里的人特别争气，
从郭守敬故里走出的人才多了，新
中国建国初期中科院的科学家郭建
章，在玻璃纸研究方面建树多多，
1956 年全国劳模会上受到毛主席
接见，这是我们郭守敬故里郭村的
骄傲。郭守敬精神还影响着五十年
代末，从北京师大到郭村支教的钟
如清老师，扎根落户来到郭村，孜
孜不倦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培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学子，钟老师的人生
在三尺讲台上闪闪发光。恢复高考
制度后，那个时候高校招生人数虽
然很少，但每年咱们郭村考上大中
专的孩子们比周边村子里要多得
多。说到这里，老人自豪地说，我
的闺女就是那时候考上大学，毕业
后留在市里工作的。

说到这里时，我发现老人脸上
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在郭守敬故里，郭村人把深埋
在岁月深处的祖先力量赋予了生命
新的意义。他们修建郭守敬文化长
廊，从郭守敬幼年胸怀大志到造福
乡里遥遥领先当时世界的卓越成
就，用郭守敬光辉的业绩，鼓励家乡
承载千年的创业创新精神。学校时
常举行与郭守敬勤奋好学热爱科学
的相关活动。郭村完小的老师说：
“我们就是要世世代代传承和发扬
郭守敬精神。”今日的郭村小学，莘
莘学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
风。在村委会旁边，我们看见抄写在
墙上的村规民约, 作为村民的读传
祖训，行为指南。全村 900 余人，约
四百余户人家，家家以先人郭守敬
为榜样，学先人，立家规，读传祖训，
勤耕厚积，人人努力为家乡增光添
彩。

此行结束时，我们一行人在郭
守敬碑亭前合影留念，让郭守敬精
神永驻我们心间。

走进郭村，走近郭守敬，我惊
叹，郭守敬精神在厚重的邢襄大地
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我想，凭着
这种创造力，邢襄的人们一定会越
走越远。

走近郭守 敬
马占海

那年初冬，文友杜木与我同行，
到我的故乡平山县游览。住在平山
县招待所时，吃了顿小米杂面白菜
菜饭，把文友新鲜得不得了，直到
我们转完温塘、天桂山及西柏坡等
名胜地之后，他还向我提出要回平
山县招待所再吃一顿小米杂面白菜
饭的建议。

由文友对菜饭感兴趣，使我想
起了故乡的种种菜饭，以及我的童
年与菜饭的缘份。

我童年时，住在老家平山县西
部山区天桂山脚下的北冶村。那里
民风淳朴、物产丰富、饮食讲究，
光拿粗粮、细粮及豆类饭的做法来
说，每种都能说上十几样。故乡人
的饮食虽以清淡风味的居多，却每
每能显示出清淡而雅、清淡而爽、
清淡而甜、清淡而香的特点来。这
些都与故乡人的饮食习惯及炊事技
巧有关。这次我只说几种故乡人常
吃的菜饭。

如小米黄豆 （或扁豆、豌豆）
胡萝卜饯 （晒干的胡萝卜小方块）
菜饭。此饭多冬春季吃，夏季多放
扁豆。主料为本地产的优质小米、
黄豆（或扁豆、豌豆等豆类）、胡萝
卜饯（以旱沙土地里生长的胡萝卜，
在秋季切成小方块块晒干为佳），做
时用柴火火、大铁锅慢火熬之，煮
成透着光亮的稀粥，使小米失去粒
状，有光柔感；使黄豆或其它豆类
胀饱丰满，有微脆的软面感；使干

皱的胡萝卜饯膨胀展起，有煮软的
嫩肉感。这种菜饭吃起来有光滑、
鲜香、微甜之口感与风味。冬春季
吃了它，有补气、生津、发暖等效
果。孕妇吃了有补胎的作用。若放
扁豆，多在夏季暑热天吃。扁豆除
为普通食物外，还可入中药，有祛
暑、健脾增进食欲的功效。

又如小米杂面白萝卜或蔓菁条
或片 （干鲜白萝卜、蔓菁条或片均
可）菜饭。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做
法同上述菜饭类似。此菜饭有一股
杂面味与白萝卜或蔓菁味相融合所
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混合香味，口感
光爽，营养高；还有祛火顺气利胆
健肝的作用。

再如小米杂面 （或白面条、山
药面条、荞麦面条）麦钱（或豆钱、
玉蜀黍钱）豆角菜饭。此莱饭虽在
做法上与上述两种类同，但它一般有
季节性，多吃不容易。它的饭料特别，
如鲜小米，豆角是刚从玉米地里或地
边上摘回的圆短粗架豆角。所谓麦
钱、豆钱（多为黄豆、灰小豆及绿豆
钱）玉蜀黍（玉米）钱，是用刚收获下
来的麦粒（发绿点的更佳）、豆子及玉
蜀黍粒，在没有凉晒之前，趁湿在石
头碾子上压成像小铜钱一样的薄饼
饼，然后放于锅中，同其它饭料熬成
米粥或米汤，这种菜饭味最新鲜也最
香。记得小时侯，走在街上，谁要端着
这样的莱饭在街上蹲着吃，老远就
闻着香味，并且光凭闻味，不用看，

不用问，就知道他吃的是麦钱菜饭
或什么豆钱菜饭及玉蜀黍钱菜饭。
这些莱饭是我童年时最喜欢吃的。

故乡人的家常饭除了“干的”
如馍馍、卷子、玉蜀黍面窝窝头、
玉蜀黍面菜饼子、白面饼、玉蜀黍
面发糕、山药面饼、高粱面饼、谷
面饼、白面山药（泥） 饼，白面土
豆 （泥）饼等等以外，汤水食主要
以菜饭为主。

故乡的菜饭数不清。除以上讲
述的几种外，还有小米黄豆 （或扁
豆、豌豆等）菠菜莱饭、小米抿须
（豆面短面须）豆角菜饭、小米山药
面壳儿 （用红薯面片做的壳儿） 蔓

莙荙菁片（或条）菜饭、小米杂面
莛 （或叶） 菜饭、小米铰子杂面豆
角菜饭、小米黄豆白面条（或山药
面条）菠菜菜饭、小米黄豆杂面南
瓜条菜饭、玉蜀黍糁杏仁面条豆角
菜饭、高粱米黄豆南瓜块菜饭等等。
还有几样用野莱做的菜饭。

我的童年与故乡菜饭结下了不
解之缘。后来出门在外，也常做故
乡的菜饭吃，只是由于水与米等饭
料和故乡的不一样，各种料也不齐
或不新鲜，往往做不成故乡菜饭的
独特味道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故乡菜饭的特别风味，只有故乡人
最懂。如今，对我来说，故乡的菜
饭，既真切实在又飘飘渺渺，它虽
是我童年的梦与欢笑，却仍然是我
今天的向往与牵挂。

故乡饭菜种种
姚 勇

春眠不觉天佛晓，昨夜狂风骤雨暴。
花落纷纷鸟语哀，狸猫几只草丛叫。
甘霖仙露润农田，生气勃勃万物笑。
天若有情天亦痴，桑田沧海是其道。

暮春夜雨
郭建勇

甲辰龙年三月三，暮春迎来上已节。
草根书法送墨宝，兰亭雅集聚表善。
挥毫泼墨书壮志，强基工程添新篇。
临池唐风常联袂，珠联璧合舞台宽。

表善社区活动感怀
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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