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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赵云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

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经历

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

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这种

纯粹就是志愿者的生活。

作为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团队中的

一员，入组5年来服务了很多观众，从风

华少年到耄耋老人，从欧洲学者到非洲

学生，从普通观众到政府官员……聆听

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收获了很多真诚的

赞赏，带来了很多暖心的感动，也衍生

了很多美好的故事。

跟一个几近期颐的婆婆发生“忘年

交”的开始是在2023年 6月 1日傍晚的

郑州花园口泥马渡康王石碑处。那天

我和一位在花园口附近工作的志愿者老

师一起在观黄河落日，感恩自然的光影将

人的剪影衬托得意境悠远。忽然，一阵爽

朗的笑声传过来，一行人簇拥搀扶着一位

慈眉善目、衣着素净的婆婆在黄河岸边的

栏杆处一边拍照留念，一般感叹着母亲河

的静谧与辽阔。婆婆沿着岸边的栏杆慢

慢欣赏，路过我面前，相视一笑，我下意识

地问了句：“婆婆好！您老好有福气啊，身

体安康，儿女孝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啊！”婆婆笑眯眯地握起我的手说：“我今

年96岁了，这次回河南老家来看看。现

在四世同堂我觉得很幸福，要健康地活到

100岁啊！”我笑着回应：婆婆，我可算是

遇见对的人了！看您这么有品位，不如让

我邀请您去河南博物院看看，那里一眼千

年一览中原文化，华夏文明……那种发自

内心的开心和我们孩提时交到好朋友一

样快乐。在家人的见证下，在我志愿者老

师朋友的见证下，我们这一老一少的忘年

交在黄河边、夕阳下留下了很多欢声笑语

的对话，留下了很多拥抱牵手的合影。

2023年6月4日，从“泱泱华夏，择中

建都”的常展展厅出发，婆婆一边牵着我

的手一边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解，这位90

多岁的老人硬是跟随两个小时听完了整

个展厅的讲解。讲解结束后，我在河南博

物院志愿服务日志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参观河南博物院观众里年龄最长的是

来自北京的96岁的婆婆，她精神矍铄，

头发花白，眼神清澈，谦和有礼。她过

耄耋近期颐，在亲人陪伴下观黄河落

日，看中原文物。”

一晃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2024年6

月 22日婆婆又跟孙子提起郑州的好朋

友，再次盛情邀请我去她家做客。那是一

个星期二，天气一如既往地燥热，可是一

想到要跟婆婆见面内心也是快乐无比，

婆婆的外孙说婆婆都已经高兴好几天

了，就盼着我去呢。婆婆的家在北京五

环外的火箭院家属院，婆婆的儿子早就

在楼下等着我了。婆婆一见到我就拉着

我的手在沙发上坐下，与我几番畅谈。

婆婆听力因为年龄的关系弱了一些，

但是思维反应敏捷、语言表达清晰流畅。

她给我讲从出生到现在的历史：婆婆

1927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经历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婆婆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从小就教

授她四书五经，婆婆从中学毕业后加入

抗日女子军校，在战火和硝烟中成长起

来，后来从部队转到京城的火箭系统工

作，兢兢业业一直到退休。讲到兴头处，

婆婆拿出一本红色丝绒缎面的册子，上面

赫然压印着“红心永向党”——一院离休

干部“喜庆党的二十大，深情送祝福”活动

集锦，里面都是各个研究所的离休干部

年轻时的黑白花边照片和现在退休后的

照片以及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祝福……

聊着聊着，提起运动，她还兴冲冲

地问我会不会打乒乓球，身为运动健

将，号称全“球”通的我当然会了。我和

婆婆就在室内的餐桌上来了一场小型

的餐桌乒乓球运动，婆婆虽然手脚没有

年轻时灵活，但是打球速度和反应依然

敏捷，一副不服输的劲头要坚持打30回

合不能停。乒乓乒乓的声音在室内回

荡，这声音叩响的是一位年近百岁老人

老当益壮的节拍，这声音奏响的是一老

一少纯真友情的节拍，这声音更是婆婆

百年健康平安祝福的节拍……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到了离别的

时刻，婆婆依依不舍非要留下住宿、吃饭，

我给婆婆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看

她，再续我们这一老一少的忘年情谊。

我深信我们河南博物院志愿团队的每位

老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这些无

声的感动，这种精神上的纯粹的快乐就

是我们一如既往恪守初心的源泉！

□杜思高

“这村到那村，全是红薯筋

这庄到那庄，全是红薯秧”

圆形、椭圆、长条形、牛角、弯月
它们有着描述不尽的丰富形象
隐身于广袤原野
成为土地千家万户的子孙

堆积成山，成为粮食山
石块一样坚硬，黄土般厚实

蒸红薯、煮红薯
红薯面、红薯馍
离了红薯不能活
它们筑成粮食的堤坝
抵挡饥荒的洪流

白面、大米、肉类占据餐桌之后
它们成为中药
解怀乡之疾，慰思念之苦

从春到秋
红薯以碧绿之秧结盟树木青草

编织人间辽阔的绿意
滔滔不尽海洋般的生机
用再多的容器都舀不尽

走进唐河县滨河街道
红薯们演绎数不尽的传奇
叶片如婴儿水灵灵的眼睛打量

人世
在红薯科技产业园——脱毒薯

苗科研车间
科学的魅力让土生土长的乡亲

们见证奇迹
没有土壤，长在水里
一株株脱毒红薯苗如脆生生的

萝卜缨般鲜嫩

从现代化的生产线上下来的红
薯苗

一捆捆、一束束
以快递的奔跑方式
走向祖国的天南海北
如勤劳的唐河人在土地上活命

扎根，繁衍生息
架起输液器般的藤蔓
向人间输送源源不断的营养

□乔承祖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滚滚，一

天上午，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坐轮椅的

老人，她兴奋地说，今年已做好500多

双鞋垫，准备“八一”建军节之际送给驻

孟部队的战士。从她说话的眼神里，看

得出她有一种成就感和快乐感。

从 1998年开始到如今，她坚持为

当地驻军做鞋垫送温暖已长达26个年

头了。

她属蛇，虚岁八十四，此人叫张芸

香，系孟州市会昌街道龙湾社区居民。

以前，她是人民教师，拥有“河南省优秀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焦作市老干部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1年，被评

为“焦作市十佳拥军模范”，捧回来一个

闪光发亮的金杯，去年，被评为“孟州市

道德模范”。“其实我也没做出多大成

绩，可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如此荣誉，这

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努力走在精彩的

人生故事里。”她如是说。

七岁那年，由于家境一贫如洗，为

了活命，父母带她一路饥寒一路奔波，

逃荒到陕西谋生，在红色革命圣地，她

耳闻目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奋勇

杀敌保家卫国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

动人事迹，从小就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军

的炽热情感。

在几十年的教育岗位上，她兢兢业

业，教书育人，蜚声教坛。退休后，无怨

无悔，情系军营，把有限生命投入无限服

务社会大潮中，她的模范事迹传遍了河

阳大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然而她同常人不一样，是一个残疾

老人。在她全身心拥军的道路上，老天

爷故意捉弄一下她，2008年不幸得了

脑梗，2016年因脑梗引发的后遗症，两

腿打战无力，站不起，立不稳，举步维

艰，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步行的自由，她

从此坐上了轮椅，在轮椅长年累月陪伴

她一年又一年情况下，做出了一双又一

双结实耐穿的精美鞋垫，全部捐赠给了

可爱的人民子弟兵，笔者抱着好奇心专

门到市场上调查过几处卖鞋垫的商户，

每双鞋垫售价都是十元，而她做的是专

送人民子弟兵的，质量比别人的好得

多。她本来就具有心灵手巧的天赋，做

出的针线活个个顶呱呱，鞋垫上还刺绣

有“吉祥如意”“幸福安康”“金鸡报晓”

等图案。很多战士舍不得穿，将它作为

纪念品，把老人的爱心深深藏在心底。

此外，这些年来，每逢二月二送爆

米花，端午节送糖糕、粽子，八月十五送

月饼、水果，春节送糖果、炒花生等，每

个节点都会给当地驻军送上礼品，带去

浓浓情意。

为了做好每一双鞋垫，她从选购布

料、糊袼褙到画样、粘样、绣花等各道工

序都是一丝不苟，严格操作，从不马虎，

早在三年前，又患上了高血糖、心绞痛、

肩痛、胳膊痛等，浑身上下都是病，一天

到晚大把大把服药，就这样了，她也没

有打退堂鼓，她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信念，世上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

事业成功的秘诀，永远属于自强不

息的人。

这么多年来她没有时间去孟州滨

河公园看过一回地摊戏，也没有闲心去

吉祥湖欣赏那里的美丽风景。而是在

飞针走线中坚守初心，在漫长岁月中默

默奉献。虽然每月有几千元退休金，从

来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可她为购买鞋垫

用料和节日慰问购物却花去 11 万多

元，为当地驻军做鞋垫近2万双。

2021年8月1日，孟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领导去看望她时，特意为她买

了一根四脚拐杖，张芸香激动地说，这

拐杖是领导对她的付出的充分肯定，既

是关心，更是激励。焦作市有位领导曾

问她，“您恁大岁数了，以后还干不干？”

“干！只要还有一口气，绝不放弃。”她

回答得干脆、利索。

今年端午节她去部队慰问时，她和

战士们开玩笑说：“俗话说‘七十三八十

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刚好在这个关

口上。”一位战士紧紧拉住她的手说：

“张妈妈，咱不走，那话不能听，咱要永

远快快乐乐在一起。”她笑了，笑得十分

开心。

今年 84岁的张芸香，因她始终怀

着蓬勃向上的生活信念，倒像个48岁

的人、48岁的心。

□宋新勇

1951年 3月中旬，春风和煦，桃花

盛开。位于中原某机场，一架伊尔-12

型飞机，正在展翅高飞。飞机座舱里，

坐着我国 9位空军第一代女空降兵。

她们准备到预备场地，进行新中国空军

空降兵女兵第一次跳伞。

这9位女兵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小

陈。原来是部队的文艺兵，圆圆的脸，大

大的眼，双眸闪烁出智慧的光。空降兵

到山东省军区招文艺兵，小陈顺利入

选。有人问小陈，怎么想起当空降兵？

她说，听首长讲，空降兵是我军的一个新

兵种，它突击性强，能出其不意地消灭

敌人，她愿意在战场上杀敌！

透过飞机的舷窗，小陈看到了北边

的大河，蜿蜒舒缓向东流去。铁路大桥

上，一列火车，像钢铁巨龙，吐着浓烟，

向南飞驰。南边是广袤的田野，返青的

小麦，宛如绿色的地毯，覆盖了田地每

个角落。田地两侧的公路上，一些拉着

货物的汽车、拖拉机，南来北往，络绎不

绝，一派繁忙景象。

正在这时，飞机突然遭遇气流，剧

烈颠簸。人群里出现尖叫声，有的人出

现了晕机反应。“同志们，请安静，飞机

在飞行中受气流、风向的影响，是暂时

的，很快会过去。”空中放伞员的几句

话，像镇静剂，慢慢稳住了众人的情

绪。小陈努力使自己坐稳，两眼平视前

方。她知道，越低头越容易晕机。前几

个月，女兵每天都进行固定滚轮训练、

活动滚轮训练，身体随着滚轮，作 360

度旋转。一段时间后，大家下了滚环，

基本上不再头晕眼花了。

飞机到了指定区域，速度放慢，跳

伞高度为800米。女兵们开始一个又

一个走到舱门，规范轻盈地跳出舱门，

小陈排在了后面。在跳伞之前，教官根

据她们的体重，排好了顺序。体重最重

的先跳，其他人根据体重，确定排在第

几名。

小陈终于等到了跳伞时刻，走到舱

门口，空中气流猛烈地推着她。她深呼

一口气，略弓一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往

下看一眼，地面的房屋小得像积木，这

800米的高度，好像是万丈深渊。双脚

发力，弹出舱门，感到周围的风呼呼作

响。降落伞“呼”一声打开了，小陈惊喜

地向上看了看，雄浑的天穹，湛蓝的天

空，没有一丝纤尘。白云似乎都在身

边。有的像牡丹，有的像海浪，有的像

绵羊，有的像龙王……忽然，小陈看见

了雄鹰、黄莺在她身边翱翔、啁啾，可能

是没见过降落伞吧？也可能好奇，在如

此高的空中，怎么还有人存在？不会是

天女散花吧？

不是天女散花，而是天女“伞花”，

小陈看到了半空中的众姐妹及降落伞

在阳光照射下，伞花怒放，随风飘荡，五

颜六色，熠熠生辉。

小陈无暇欣赏眼前的风光，降落伞

下落的速度是每秒7米，预定跳伞地域

就在脚下。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地面的

青草依稀可见。双腿夹紧，双脚并拢，

落地，又被伞包带着跑了好几米才停

下。编筐编篓，重在收口。这个口总算

收好了，小陈心里想。

空降兵女兵，把勇敢写在蓝天，把

汗水洒在大地，把忠诚写在军旗。回到

宿舍，小陈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挥笔

写下一首诗：

来无影，去无形，我们是人民的空降
兵。风雪雷电挡不住，穿云破雾显神
通。天兵天将从天降，化作利剑插敌胸！

□宋婉熔

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许昌

自古以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早在上古时期，许由在颍水洗耳的

传说便已成为士林中广为流传的佳

话。进入东汉末年，许昌崛起成为国家

政治中心，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当

时的文人提供了绝佳的文学创作平

台。这一时期，涌现出“三曹”“建安七

子”等代表性人物，“建安风骨”在中国

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及至

北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日益凸

显，许昌又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契机。

北宋文学巨匠苏轼就曾多次踏足许州

（今河南许昌），并在此留下传世名篇。

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四月，

苏轼与其弟苏辙一同考取进士。然而，

此时家乡四川突然传来苏轼母亲病逝的

消息，苏轼随即与其父苏洵匆匆离京，回

乡奔丧，此行历时三年，直至北宋嘉祐四

年（公元1059年）十一月，服丧期满，二

人才一同启程返京。他们乘船自岷江入

长江，顺流而下抵达湖北江陵，再转陆路

北上，次年正月途经许州。时任许州知州

梅询与苏洵交情深厚，特地在南郊远迎并

设宴款待，游览许州西湖美景。时值春

节，尽管连年遭受灾荒，但许州城内依旧

张灯结彩，鞭炮声声。苏轼漫步于西湖

柳岸，目睹亭台廊阁之华美，游人提壶醉

卧之景，遂作长篇五言诗《许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滟滟春渠长。来从古
城角，夜半传新响。

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纷纭具
畚锸，闹若蚁运壤。

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犹怏。惟有落
残梅，标格若矜爽。

游人坌已集，挈榼三且两。醉客卧
道旁，扶起尚偃仰。

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
市欢，不知田野怆。

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
里客，湖上独长想。

《许州西湖》不仅描绘了许州西湖美

景，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诗人

通过对西湖亭台之华丽景象与游人闲暇

享乐的描绘，转而联想到颍川地区连续

七年遭受灾荒的严峻现实，进而抒发出

“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的深切感

慨。同时，也表达了对昔日许州地方长

官宋庠的不满，谴责其在灾荒之年为满足

春游之乐而役使百姓整治西湖的行为。

这种将自然风光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写

法，正是苏轼诗歌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了

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人文情怀。

今天的许昌西湖虽历经沧桑，但依

旧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一处

自然风光聚集地，更是许昌市民休闲娱

乐的重要场所。西湖周边绿树成荫，湖

面波光粼粼，四季景色各异，吸引着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同时，随着城市

的发展，西湖周边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日益齐全，为市民提

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休闲娱乐环境。

“鄢陵黄梅冠天下”，早在五代时

期，鄢陵的黄梅便已广泛种植于民间。

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苏轼

父子自许州启程，继续向京城汴京（今河

南开封）行进，途中经过鄢陵。当他们穿

越东郊之时，满坡的蜡梅绽放着朵朵黄

花，散发着浓郁的芬芳，此情此景，令人

心旷神怡。于是，他们决定在鄢陵县衙

暂住，稍作休息，并借此机会欣赏黄梅之

美。在此期间，苏轼创作了一组题画诗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其一）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
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
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
点红，解寄无边春。

（其二）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
上雀，摇荡花间雨。

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
花蜂，清蜜寄两股。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
能诗，寄声求妙语。

在第一首诗中，苏轼巧妙地借助王

主簿的折枝画作，深入阐述了对于“形

似”论的独到见解。他反对将“形似”作

为衡量画作或诗歌优劣的准则，更倾向

于追求和描绘事物的内在神韵。王主

簿的折枝画作虽笔墨简约，未在细节上

苛求毫厘之肖，却善于捕捉事物之神

韵，巧妙地通过“一点红”来寄托无边的

春意，实现了以简驭繁的艺术效果。而

第二首诗则显示出既精当又形象的艺

术特色。其精当之处在于对折枝画作

的细致描绘与前首诗所论述的艺术理

论形成了完美呼应；形象之处则在于诗

人对王主簿折枝画的描绘极为生动，给

读者带来深刻的审美体验。总而言之，

尽管这组诗分为两首，但始终围绕“以

诗题画”这一核心，由画入诗，再由诗入

画，最终回归到诗歌本身，充分展现出

苏轼独特且精湛的艺术构思。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

台诗案”历时半年之久，最终在同年的

十二月宣告结案。此案导致苏轼被贬

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在黄州的五年

时间里，苏轼曾前往许州探访友人并暂

时寓居，这是他第二次造访许州。在许

州这半年时间，西湖成了他排解忧愁的

绝佳去处。他出资在欧阳修所建的“欧

阁”西侧，修建起一座名为“长啸亭”的

亭阁，常登临此亭，放声长啸，借酒消

愁。也时常与老友，即时任许州知州的

赵德麟在湖上设宴饮酒，舟中对月吟

诗，以此来抒发内心的烦闷与忧愁。

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

轼因讥斥先朝被贬至惠州。在启程前

往惠州贬所之前，他特意绕道前往汝州

探望因受牵连而被贬谪到此地的弟弟

苏辙。此次行程，苏轼选择从汴京出

发，路过许州，再穿越襄城、郏县，最终

抵达汝州。在途经襄城时，他前往颍大

夫庙祭拜颍考叔，并挥毫题写了怀旧五

言诗《颍大夫庙》：

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世人争
曲直，苦语费摇撼。

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荒祠旁
孤冢，古隧有残坎。

千年惟茅焦，世易贵其胆。不解此
微言，脱衣徒勇敢。

颍考叔劝说郑庄公挖掘地道，在黄

泉之下与母亲相会。苏轼对颍考叔柔

中带刚的劝谏艺术深感敬佩，同时批评

了世人只争表面是非，而往往忽视内在

智慧与策略的价值取向。整首诗反映

出苏轼对于人性、世态、勇气以及智慧

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

随后，苏轼离开襄城，穿越郏县，进

入了伏牛山区。在行进至城西约十五公

里处的中顶山腰时，他被一片豁然开朗

的山坪深深吸引。此地三面环山，古木

参天，幽深静谧，背后耸立着雄伟的中岳

主峰，向南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浅川平原，

眼前是汝水滔滔，激流涌动。脚下的景

象尤为壮观，“两道山梁，东西对峙，峰峦

绵亘，状如列眉”，远眺之下，宛如一把庞

大的雕花太师椅横亘于中顶山腰，既巍

峨又神奇，且与苏轼家乡的峨眉山形貌

颇为相似，激起了他的思乡之情。当他抵

达汝州治所时，便向弟弟苏辙详细描述了

这一番景象，并有意将其视为第二个故

乡。据《苏轼传》记载，同年10月苏轼抵

达惠州贬所后，曾以书信告知苏辙：“即

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

子瞻端明墓志铭》）北宋绍圣四年（公元

1097年），苏轼被贬至海南，直至北宋元

符三年（公元 1100 年）才接到诏令北

归。同年年底，他越过南岭北上，“决计

归许下（许昌）”（苏轼《与李端叔书》）。

在苏轼被贬至惠州的第二年，其弟苏辙

便闲居颍昌（今河南许昌），苏轼此行正是

计划与其同住，然而未能如愿。北宋建中

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

月24日），苏轼骤然病逝于常州。次年闰

六月，其子苏过遵循其生前遗愿，将其迁

葬于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也就是今

天的小峨眉山苏坟寺村。随后，苏过举

家迁往颍昌，营建湖阴水竹数亩，名曰

“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在此地著

书立说，完成了《斜川集》二十卷，被后

世称为“小坡”，“盖以苏轼为大坡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苏东坡许州行

唐河红薯【诗歌】一位坐轮椅的拥军老人

第一次跳伞

忘年之交的快乐

钟灵毓秀 千古奇寺【游记】

【真情世界】

□张万强

光景正好，艳阳普照，花开锦

绣，闲暇之余携家人重游风穴寺。

从风穴寺牌楼通往山里道路两

旁有两座奇特的山峰，徒步山道向前

迈进，很快夷园、塔林便出现在眼前。

夷园对面即是塔林，一处坐落于

寺前，一处坐落在寺后，建有元、明、清

各种墓塔115座，塔上砖刻精巧、巧夺

天工，被称之为河南省第二大塔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风

穴寺建在群山之中，不到眼前难见

真容。转过山坳，一片空阔之地，但

见风穴寺依势而建，红墙蓝瓦，古建

排列，高低不同，次第有序，古香古

色，气势不凡。

寺内景点众多，星罗棋布。步

风穴寺石砌甬道而上，对门而立的

便是金代的中佛殿。金殿右侧有一

殿堂名曰毗卢殿，建于明成化年间，

是一座琉璃殿，殿中安放着一尊汉

白玉石佛，形象逼真，色质纯正，瑞

泽光亮，栩栩如生，是寺内保存完整

的六大珍品之一。在金殿的左侧，

这里高高矗立着宋代的建筑——悬

钟阁，高20米，属三檐歇山式建筑，

梁架斗拱，交替错落，相互支撑，互

为接力，楼台高筑。

拾级而上就到了悬钟阁。阁内

高高悬挂着一口宋宣和年间铸造的

重达9999斤重的大铁钟，被称之为

中原第一钟。

离开悬钟阁，回到来时的金殿

向寺内延伸，随之映入眼帘的便是

巍然屹立高达 24.16米的唐代七祖

塔。与七祖塔紧邻的建筑便是大雄

宝殿。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游风穴寺

兴奋之余，亲书“大雄宝殿”四字，走

过大雄宝殿，乘兴来到“接圣桥”、观

音阁，憨休方丈看皇上高兴，便趁机

向乾隆进献龙头拐杖一根，乾隆依

杖行至小桥，看见眼前竹翠树绿，倾

玉溅珠，诗兴大发，随口吟道：“翠竹

青，青山绿水甲天下。”憨休顺口接

道“接圣桥，桥上皇恩满九州”，因此

寺内便有了“接圣桥”之名。如今的

接圣桥，桥下流水潺潺不断，沟岸树

木葱茏，松竹挺拔，野花娇艳。

走过接圣桥，大慈泉、涟漪亭随

即跃入眼帘。雕梁画栋，飞檐斗拱，

飞鸟走兽，装饰精到，小巧玲珑，秀

丽古朴，宛若皇冠，常引得游客驻足

留影。涟漪亭上一股清泉从龙嘴吐

出，飞溅而下，流经亭内，注入山涧。

风穴寺之所以有灵性，就在于其

与北方寺院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人

们在总结中这样评价中原四大名寺：

白马寺、相国寺无山无水，少林寺有

山无水，风穴寺有山有水。曲径绕

沟，顺水而上便是珍珠帘瀑布。传说

当年乾隆皇帝游览至此，见悬崖之

上，瀑布翻腾，山泉奔涌，水花飞溅，

响声彻谷，水清鱼跃，兴致之余，随口

吟出两句诗来：“大珠小珠一线穿，织

成珍珠倒卷帘。”这道瀑布从此就叫

“珍珠帘”。回想过去，每到春秋季

节，山水静谧，云雾缭绕，山花怒放是

何等的美妙惬意。

通往风穴寺峰顶，有条108级青

石台阶组成的解烦路，更是一景，游

客一方面可以登高望远，尽观风穴寺

的远山近水，又可饱览寺内之文化。

费尽周折，耗尽体力，气喘吁吁

登上风穴寺的制高点，顿感有种“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

感觉。站立风穴亭上，放眼远眺，但见

群山环抱，沟壑纵横，万木葱茏，满目

锦绣。仔细观望风穴寺背伏紫霄峰，

面朝青龙山、黄鹿山，侧环紫云峰、纱

帽峰、香炉峰、石榴峰、旋风垛、关顶

山，九个山峰如青龙环抱，四面沟壑状

若莲台依寺环绕，风穴寺“九龙朝风

穴、莲台建古刹”的明显特点尽收眼

底。再看整个寺院以势布局，独具匠

心，结构严谨，各类建筑高低有序，古

朴庄重，典雅别致，美不胜收。

适逢天气晴好，站立望亭，汝州

城清晰可见，高楼林立，五彩缤纷，

蔚为壮观。凡来过风穴寺的人无不

为她的灵秀俊美而叹服，风穴寺你

不愧为汝州人的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