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朋辉张朋辉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纣王殿算是一

个记载故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庄地名。

纣王殿位于鹤壁市淇县西北山区，距

县城30公里，是淇县、林州和卫辉三地交

界处，因3000多年前纣王在此屯兵而得

名。2013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是河

南省传统古村落保护发展示范点。

乡村苏醒的时代，山河故土也是不可

替代的生产力。纣王殿伴随着古老的名

字和纣王练兵的传说，承载着新时代的原

乡时光。

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

历史书上纣王有诸多不堪故事，很多恶名

都有后世朝代水分的添加。纣王勤奋治

国，在纣王殿放养奴隶练兵。马兵峪、步

兵峪、铜炉沟、铁炉沟，是纣王殿村主要的

几条山沟，这些地名听起来就很有金戈铁

马的感觉。相传纣王当年在这里建立行

宫、操练军队、打造兵器。据当地人说，一

座山上曾经有古建筑，相传是纣王的行

宫，20世纪60年代还有较好遗存，现在还

有洞穴和建筑根基残留。

马兵、步兵尚能理解。铁炉沟打造铁

兵器，按说主流认为铁兵器的使用在春秋

战国，逐渐替代青铜。更早远的商朝末年

似乎难有铁的故事。但在1972年河北藳

城台西遗址发现有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

考古行业的颠覆越来越多，让我们也不敢

完全怀疑纣王时期是否有冶铁技术，地名

或也有后来朝代的利用。

目前的纣王殿村，已通公交线路到县

城，去采访的时候村口刚新立了古村落省

级文保石碑，还蒙着保护油漆的塑料膜。

一路上山，看到有刻着红五星的水渠，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遗留，上书夺丰渠三

字。一切人文皆可水文。纣王殿的山上

有诸多泉水，一处叫甘泉的泉水最有名，

据说纣王、妲己在这里饮用过，有泉有河

流有水库也是纣王殿水文亮点，当地河流

是太行山麓北向的卫漳河水系毛细血管，

最后都出省流入渤海。

纣王殿村的山崖很多，形成了很多峡

谷奇观。这些山崖壁立千仞，由于人迹罕

至，成了珍稀动植物的乐园。听当地老乡

说有一种鸟叫寒号鸟，让我想起了20世

纪八九十年代小学语文课本上的寒号鸟，

是个懒散不做窝的鸟，总是晚上受冻喊着

明天就垒窝而第二天又懒洋洋地贪玩。

现在孩子们的课本有很大变迁，估计没有

寒号鸟的故事了。

纣王殿最高的山崖是海拔1019米的

三县脑，是淇县、林州和卫辉三地交界处，

站在上面脚踏三县（市），俯瞰云海苍茫，

石屋隐现。

纣王殿的石屋，是有名的石头部落。

就地取材的石房子都有至少几十年的历

史，时间跨度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八九

十年代。但很少见到有门楣刻字的，随行

的扶贫书记和淇县文联老师说，可能是山

窝里文化人不多的缘故。在一个背山面

朝河谷的大院子里，发现有民国年间刻字

的老房子，大家像发现宝贝一样拍照。石

屋门楣上有四个大字：乔岳规丰。右侧小

字：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上旬立，左侧

书：主人某龙平、少主子某某建立。此户

台阶还有清乾隆年修庙残碑一处，字迹模

糊。这是发现的唯一一个有明显年代刻

字的院子。想必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稍有

文风。“乔岳规丰”四个字比较拗口，“规

丰”很少有这样组合用法，或是“丰规”之

误。“乔岳”是指像高山一样巍峨，“丰规”

是指壮丽或崇高的楷模，四个字连起来就

是说“门厅宏大、家风崇高”。此户背靠高

山，门对山沟河谷，视野开阔，确有风范。

有乾隆年的庙宇残碑，也说明村子除了商

纣王传说故事外，历代还有一定丰厚的沉

淀。

老屋、老人、老树，实为乡村三宝。时

光静静，一位老人在自家院子里缝补衣

服，老人并没有因为我们一行人的进入拍

摄而抬头，或者是习惯了游客的观光，波

澜不惊。她的生活，很多城里人羡慕，岁

月沉静远离山外城市的喧嚣，或许人心静

了，世界就净了。

纣王殿村分布在三条略呈东西方向

的山沟内，村房坐北朝南，就形成了几条

很幽深的特色小巷。很朴素的石头铺就，

两边是山体或石头墙，让我想起了戴望舒

的《雨巷》：撑一把油纸伞，等一个丁香花

般的姑娘。

丁香花般的姑

娘没有遇见，我们

却都看到自己恬静

的那片乡愁。

我们是大地的主

人，却又是乡愁的奴

隶。正如我们在城市里追

求艺术的生活，而真正的生

活的艺术常常在乡村一隅。很

多村民都把山货和农具自然地陈设

在院子里、屋檐下，那些自然悬挂的器具，

在外人看来都是久违难得的艺术场景，又

是粗犷而不失意境的乡愁语言。一户人

家门廊下悬挂有两个马蜂窝（无蜂），比西

瓜还要大，是地道的难得的山货艺术，或

许主人并不在意我们外人眼里的艺术品，

只是感觉弃之可惜，不如挂在这里待价而

沽，对于不怎么见庞大蜂窝的城里人，是

好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钱的收藏装饰。艺

术就是生活，随意安放的锄头，就是石墙

最好的装饰语言。

说起生活的艺术，偏僻的纣王殿也是

有艺术家的，还远近有名。纣王殿村一村

民醉心根雕，借助山村丰富的树木虬枝，

取材自然，佳作较多，被媒体报道过。用

山里的树根做出艺术品，也是山窝难得的

文创。

其实，每个山民都是自己的艺术家，

在朴实默默地装扮着乡村振兴的道路。

山村路上看到很多正在修葺山道台阶的

匠人，都是本地工人，认真地用手工工具

凿刻石板路。走惯了红地毯，也来踩踩石

板路吧。城里人的脚步，正在上山下乡、

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中，走向这大自然的

石板路。石材厂机器车间做的石板，太平

整太规整，没有人工凿的感觉自然。乡村

景观，尽量少一些玻璃建材钢筋水泥或者

车间机械化的东西，原生的古朴的自然的

素材，稍微人力干预就是最好的配套。人

生何尝不是画圆，我们都怀念小时候的人

与自然，在他乡遇到故乡的感觉，满满是

回忆。

石屋、水泉、山景、红叶林，纣王殿吸

引外界目光的四大法宝。秋天的红叶林，

美

得自然，红

得透亮，去采访的时候还不是红叶时节，

但看到过去的一些游客摄影照片，完全能

感受到大自然赋予山村石屋的视觉福

利。说不上名的野树和石屋错落互生，相

互映衬。春天有野花，夏天是绿荫，秋天

成为火一样的红叶，冬天又飘落石阶，酝

酿又一个轮回。轮回背后，是乡村在苏

醒，在焕然一新。在党的扶贫政策下，纣

王殿从偏僻的穷山沟，已经成为知名的区

域旅游目的地。石屋、水泉、山景、红叶

林，见证过纣王的风云故事，也见证过历

代的困苦穷仄，更见证了新时代下乡村旅

游繁荣的金山银山。

在所有纣王殿相关网络描述和摄影

上，有上镜率颇高的一处石院。得力于

错落有致的空间感，随行人也一起合影，

见证纣王殿带给我们的传说、景观、民

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老

家，另外的一个山村乡落，我们回不去也

挥不去，山河故人原乡情怀或是永恒的

话题。

纣王殿，国家级传统村落、河南省级

文保单位，有山有水有故事，是旅游、摄

影、赏红叶和研究中国乡村文明的好去

处。纣王的故事多留下地名痕迹，历史随

风去也，乡旅得势来呈。一个美丽乡旅山

村在乡村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时代背景下向我们走来。淇县有太行之

巍、诗经之河、朝歌之城、灵山之秀、鬼谷

之名、林姓之根，再有这石头村落传统乡

景，县域文旅经济全域旅游大有天地。

纣王殿纣王殿
纣王已随山风去纣王已随山风去，，乡村掸尘迎客来乡村掸尘迎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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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还是一名村干

部。他不允许他的子女不是党员。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你爷爷参加

抗美援朝冲锋在前，奋勇杀敌；你爹我

作为一名村干部，带领群众修路架桥、

脱贫致富，你们作为党员的后代，为党

的事业奉献一生义不容辞。”

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党员是啥，

也不知道它所代表的荣誉和责任，只是

觉得党员这俩字很有分量、很神气。因

为，母亲每次吵父亲的时候，父亲一说

我是党员，母亲便哑口无言。

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

党员，这样的话，下次再与小伙伴们一起

上树掏鸟窝、下河抓泥鳅的时候，母亲就

不敢训我了，如果她再训，我也会像父亲

一样骄傲地扔出四个字“我是党员”，母

亲便也会默不作声的，一定会的。

有了这个理想，我就急切地想去实

现它。为了让父亲批准我成为一名党

员，我曾在晚上跑前跑后为他按摩、抓

痒、捶背，极力讨好他，当我把我想当党

员这个要求说出来后，父亲笑着说：“你

一个小丫头，少先队员还没当上就想当

党员了？你以为党员那么好当呀，去好

好学习吧，合格了再来找我。”

上大学的时候，为了我的理想，趁

着假期死皮赖脸地求父亲收下我的入

党申请书，被父亲无情地拒绝了：“作为

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徇

私，要以身作则，你先好好接受党组织

的考验，达到标准再来找我。”

参加工作后，父亲说，上班第一件

事，先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确定

成为一名入党申请人。我嘴上应着，心

里却在腹诽：若不是你的阻挠，我早就

成咱们村的一名党员了。

等了一年多，经过党支部讨论，党

组开会后，支部委员找我谈心，说是决

定把我发展成入党积极分子，并且给我

指定了两名培养人。那天晚上，我激动

得在床上直打滚。

再后来，我跟着老党员参加各种民

主生活会、党员学习报告会和一系列的

党员活动，感觉自己就是一名党员了。

等了几年，还没接到党组织让我填

预备党员的表格。当我追问时，领导说

人太多，指标又少，又说我年龄还小，只

要好好表现，党组织会考虑让我优先入

党的。

尽管知道党的神圣，清楚入党的不

易，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

残酷的现实面前，我知道，不是党不接

纳我，而是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后来，我结婚、生子，几乎每年都递交

入党申请书，积极分子当了一年又一年。

再后来，我考进了老公所在的县

城，调入了现在的单位。

为了跟得上新岗位的工作节奏，我

努力学习新业务，为着我的理想奋斗。

在一次单位全体会上，领导让我做一

下自我介绍。当听说我的政治面貌是群

众时，他就催促我快写入党申请书，争取

早日加入党组织。原来，我所在的单位，

除了新来的我之外，其余的全是党员。

会后，我就变成了上帝的宠儿，他

们争先恐后来找我，愿意当我的入党介

绍人。有这样的党组织和工作氛围，我

还怕什么？入，立马入。就在当天晚

上，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

听从党的指挥，与单位的老党员薛金

党，莲花街道干部，贾营村党支部书记、

队长一起参加社区防疫工作，值守卡点

60多天。

当撤卡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拉着

我的手说：“都说疫情传播快，我看你在

疫情防控这方面的速度比疫情还快好

多倍，今年党员不发展你发展谁？”我顺

利地确定成了预备党员。

那天，党组织宣布决定后，在党支

部书记的带领下，在鲜艳的党旗下，我

庄严地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了一名正式党员。我兴奋得像个孩

子。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父亲，父亲倒

是很淡定，对我说：“好饭不怕晚，好好

做，加油干。”

兜兜转转，经过十多年。理想就像

一束光，照亮我未来的路，指引我不停

地努力，勇敢地向着前方奋斗、奔跑。

□马亚伟

大概从10年前开始，每年国庆节，

我们7个中学同学都要组织一次聚会。

其实最开始聚会的时间更早，聚会

的同学也有十几个，但是这些年大家为

生活打拼，开始走南闯北，最后就剩下在

小城生活的7个人。我们7个人中，有的

人也曾在外地生活过。兜兜转转，最后

还是觉得家乡最好，所以扎根家乡了。

国庆节聚会，意义非凡。正值祖国

生日，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们

的聚会也更加喜庆。有一年国庆节聚

会，我们聊起中学时代的往事，忽然发

现，我们7个都是当年小合唱队的队

员。记得当年国庆节的时候，学校组织

歌咏比赛，我们班的节目是小合唱《歌

唱祖国》。那次比赛，我们还拿了奖

状。如今，领唱小莲是一名医生。我们

几个伴唱，有教师、公务员、商人、农民、

工人。大家聚在一起，聊学生时代的往

事，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聊国家的发

展，聊各自的工作情况。

记得前年国庆，我们7个人聚到一

起。大家说起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

慨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情绪

都激动起来。在小莲的提议下，我们又

合唱了《歌唱祖国》。虽然当年小合唱

队的人没有到齐，但我们歌唱的感情和

气势丝毫没有减退。大家激情澎湃，纵

情高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飞扬的

年代。最让我们惊喜的是，小莲的歌喉

依旧那么动听，我们的合唱依旧那么和

谐。我们的歌声引起了饭店里其他人

的注意，大家纷纷前来围观。我们乐得

表现自己，唱得更起劲了。那场面，至

今想起来都让人热血沸腾。

相约国庆节，重要的日子一定要有

仪式感。每年我们的聚会都特别有意

义。我们的聚会大家都特别坦诚，而且

互相为彼此取得的成绩骄傲和自豪。

这两年，最荣耀的当数小莲。她作为一

名医生，疫情期间冲锋在前，作出了很

大贡献。小莲说：“能为社会为大家多

做点儿事，我非常开心。虽然苦点累

点，但觉得特别充实，生活也变得更有

意义了。”

章子是我们中“混得最好”的一

个，每次聚会都是他埋单。不过他在

我们面前，很少炫耀，也不会刷成就

感。只是这两年国庆节聚会，我有意

让大家谈谈自己的成绩，这样一来互

相鼓舞，也算是为祖国交一份一年一

度的答卷。去年的国庆节聚会，在我

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都开始“汇报成

绩”。章子说：“这两年我的生意还很

顺利。我最开心的是，通过自己的努

力回报社会。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哪

里有灾难的时候，我都是第一时间捐

款。而且，在我的资助下，今年有好几

名学生考上了大学……”大家集体为章

子鼓掌。小刘是农民，中秋节正是秋收

之时，也是他最忙的时候。不过他再忙

也不会错过聚会，这几年他承包了很多

土地，种庄稼、栽果树，收获满满。聚会

时，他还会把丰收的果实带给我们。而

其余的我们几个，同样没有辜负时光。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为

国家奉献一份微薄力量。

今年的国庆节又要到了，想到我们

的国庆节之约，我心中盈满了期待和喜

悦……

相约国庆节

理想照亮未来理想照亮未来

作者档案

杨建，就职于西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周恩成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

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5月25日，和河南报协延安党史新闻

史学习教育培训班的同学们一起，走进革

命圣地延安，登上陈毅在党的七大开幕时

吟诵的万众瞩目的清凉山，心潮澎湃，情

思飞涌，久久不愿离去。

在延安清凉山，我的情思里高高飘扬

着鲜艳的党旗红。因为这里是党的新闻

宣传事业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新

闻山”。遥想当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在延安十三载，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

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

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

社……一个个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光辉

足迹的新闻宣传机构，就错落分布在清凉

山的窑洞里。一大批有着深厚马克思主

义理论修养和丰富办报经验的大知识分

子，带领一大批怀揣着救国理想和新闻梦

想的有志革命青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领导下，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一批又

一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朝气

蓬勃的新闻前辈，经过政治思想的淬炼和

新闻实践的锻炼，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

新闻战线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您听，

“我们向着明朗的天空/我们向着广阔的

星野/我们向着祖国的山河/我们向着无边

的海洋/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

照耀四方……”，这首唱响清凉山的《延安

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多么激情澎湃！您

看，“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

洞，印刷很安全”，这首谢觉哉赞清凉山中

央印刷厂的诗作多么轻松诙谐！

在延安清凉山，我的情思里深深凝结

着鲜明的钢铁情。因为这里有党的光荣

革命传统，是艰苦奋斗的“红色新闻山”。

当时，在清凉山窑洞里办公的新华通讯社

和《解放日报》等各家报社的新闻前辈，白

天采访收集资料，晚上编写刻印。几个人

共用一张办公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

累了困了就挤在窑洞靠墙的大通铺上睡

觉……解说员说：“新华通讯社口播科的

3位编辑围着一张四方炕桌编稿，桌中间

点着一盏小油灯，他们的鼻孔被油烟熏

黑。新闻稿由机要通信员送到19公里外

的王皮湾录音、播出。机要员途中遇到延

河支流西河夏天涨水，就要将广播稿用油

布包好，顶在头顶泅水过河。”在如此艰苦

条件下，新闻前辈不仅出色完成了党中央

和边区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而且始终洋

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业余时间，他们

纺线、织布、开荒种地，自制乐器吹拉弹唱，

用敌人的炮弹壳打制冰刀，冬天在延河上

滑冰、夏天在延河里游泳……“太阳挂在宝

塔山，延水弯弯在眼前。我们在这里工

作，把革命的种子撒遍人间。我们像太阳

那么欢欣、勇敢，像延水无尽止地流到遥

远……”您听，这清凉山上的《新华书店店

歌》多昂扬！多励志！多豪迈！

在延安清凉山，我的情思里轻轻飘荡

着鲜亮的七彩虹。因为这里有活泼的新鲜

气象，是紧密联系群众的“红色新闻山”。

您听，“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

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

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这就是共产党

办的备受延安百姓喜爱的《边区群众报》。

您看，“一九、二九，合门叫狗，种田锄地全

靠一双手。三九、四九，冻破石头，缴了公

粮回家走，过年的东西样样有！……”这就

是《边区群众报》刊登的民间顺口溜。难

怪，1946年4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

年、满百期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

记习仲勋的贺信是如此热情洋溢：“这个报

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为

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

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

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

‘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

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如今，我们走进了

新时代，清凉山上提炼的“编辑人员要轮流

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要使报

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

作方法群众化；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

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这条要求，依

然值得汲取、传承和发扬。

在漫天的霞光里，缓步走下清凉山，

回望延安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前矗立的

汉白玉雕像，凝视雕像旁石碑上镌刻的毛

主席“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心潮

难平，情思萦绕，久久，不愿离去……

延安清凉山情思延安清凉山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