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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岳飞留下的印记寻访古迹

□吉向鸿

九月秋风劲，洛阳游客拥。
十一稍有暇，携妻栾川行。
驱车高速上，风暖路冷清。
天高云朵朵，山青花重重。
驰下潭头镇，偶见一碑耸。
河大旧址地，欲寻无踪影。
抗战累迁徙，八年转七地。
于此有五载，终荣膺国立。
细读办学记，沦陷仍不屈。
遥思追先贤，不觉泪沾衣。
王府原为村，竹林满沟域。
乡村谋振兴，新辟度假地。
村民勤招呼，见山别院憩。
拾级入竹林，路陡身愈疲。
飞瀑高百尺，连环下小溪。
登登复停停，几问还有余？
每想就此归，妻笑不言语。
兀自往前行，径采野花去。
直至水尽头，山阔林亦密。
下山身觉轻，清泉伴道行。
若是中途废，遗憾成阴影！
世上无难事，贵在持之恒。
人生不容易，岂能无事功！

□王琳杨玉珊

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寄给你一张独属
中原的明信片。

庄稼、土地、乡村，印出乡土中原。四
月小满麦灌浆，芒种大地铺金黄；红缨似
火燃秋色，黄穗如金映夕阳。肥沃的泥土
上，是小麦，是高粱；厚重的大地上，是农
民们坚实的脚印，是托起望向来年的希
望。乡土中原，是缕缕炊烟的呼唤，是阵
阵不舍的嘱咐，是皎皎月光的指引。

河流、山脉、原野，刻画辽阔中原。追
随黄河，千年的沉积激荡出浑厚的声浪；飞
临太行，轻盈的云雨打湿了坚挺的岩壁；奔
驰原野，广袤的大地哺育了千万个生命。
穿过重重风雨，山河原野刻出中原画卷，静
静描述华夏千年。

城墙、大殿、楼阁，绘出文化中原。布
满岁月痕迹的城墙娓娓诉说着这片土地
古老的故事。巍峨的宫殿依旧彰显着曾
经的气派与风光。而阁楼里的女子是否
还在静画红妆，独自吟唱。这是李白绣口
吐出的半个盛唐，是张择端画笔下的清明
大宋，亦是历史沉淀下的中原。

高楼、街道、小巷，书写发展中原。高
楼林立，霓虹闪烁，是现代中原的活力与
魅力；街头巷尾，烟火气息，是中原人民的
朴实与热情。铁路通向远方，寄托理想，
亦承载思乡。

借一张明信片，望大好河山，听戏剧
秦腔，品中原美食，抚摸厚重历史。朋友，
欢迎来到中原大地，寄给你一张独属中原
的靓丽明信片，让我把中原的精彩故事娓
娓讲给你听！

□魏清海

其实，黄梅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故事。

岳飞的后人？
汤阴县程岗村是岳飞故里，入眼

是大平原的庄稼地，走向英雄的家
乡，如同到邻近村庄走亲戚。

而今，岳飞出生的村里已无岳
姓，但村民都自认是“岳飞故里”人，
他们看护英雄的故宅、祠庙，守护那
一脉千年永传的精神。

岳飞波澜壮阔的一生，人们永远
记忆着。

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了北宋
的都城东京，岳飞被迫上了战场，当
年岳飞23岁，在上战场之前，岳母在
岳飞背上刻下了“尽忠报国”四个
字。大儿子岳云和父亲一样，在公元
1142年被处死，岳雷、岳霖、岳震被

流放至惠州，岳雷在途中就病死了，
而岳霖才12岁，岳震才7岁。

在岳飞被平反之后，岳霖在宋孝
宗时期一路做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
后来岳震和岳霆也渐渐长大，在朝中
当了官，后来在黄梅岭和杨梅岭安然
度过晚年，子孙后代也在这里繁衍生
息。

公元1130年，岳飞率岳家军镇
守黄梅五郎关。岳飞花十余年时间，
聚军中“南拳”“北腿”精华，创编招式
凌厉的岳家拳。岳飞遇害后，其四子
岳震、五子岳霆来黄梅避难21年，留
下了养马岭、饮马槽、点将台、拴马
樟、岳家拳、《武穆遗书》。

岳家拳从此在黄梅及周边地区
生根开花，历经800余年的风风雨雨
而世代传承、生生不息。黄梅因此
而成为岳家拳的发源地，于2001年
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全国武术

之乡”。2014年7月，黄梅岳家拳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养马村，就在苦竹乡，这里因南宋
抗金英雄岳飞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
名。

这一刻，我似乎听到了战马的嘶
鸣，它轻盈地驰骋而来，蹄儿着地时
正发出如同铃铛般的清脆响声……

“这就是战争……”
在很远处，我们就看见有两棵大

的树，它们的树梢似乎已经伸进了天
空的蔚蓝里。

村里一位老人对我们说：“这两
棵树叫古樟树，已经800多年了。”

我们望着这两棵树，仿佛它们在
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它告诉我们，这是岳飞留下的印
记。

是啊，那两棵古樟树，不仅见证了

岁月的变迁，也见证了英雄的壮志豪
情，也是南宋抗敌的历史见证。

我在这树下细瞧，惊奇地望着它
们，喊道：“是多么美丽的树啊！”

那年那月，在这里中断了行程，
许多人不曾注意到树的存在。

而今却被我们发现了美，快感中
的力量给人一种激越和意外的惊喜。

你瞧，这两棵古樟树，它们彼此紧
挨着，仿佛并肩而立的老者共同守护着
这片土地；你瞧，西边的樟树向南倾斜，
东边的樟树则像一只展翅的鲲鹏，巨大
的喙和双翼展现出振翅欲飞的姿态。

多么美丽的古樟树啊！它们在喝
着一口从未干涸的泉眼，泉水清冽，冬
暖夏凉，似乎这口井就是古樟树的血
脉。

多么享受的古樟树啊！止于那
年，这里没有战马的嘶鸣，与人们一
起享受着无尽的荣耀。

□韦中月

深秋初冬
落叶便成为一道风景
一般人看到的是孤独凋零
欣赏者看到的是淡定从容
而懂它的人看到的是
周期转换的职责和生命轮回的缩影
从春之嫩绿到夏之茂盛
从秋之金黄到冬之归根大地的安宁
树叶踏着四季的节拍悠然律动
无论是春天的蓬勃生发
夏日的绿荫葱葱
还是秋冬的色彩斑斓和飘落随风
都不计得失
为大自然的生机和多彩尽心履行使命
即使化作泥土
也要孕育来年新的希望和憧憬
赞美也好，嘲讽也罢
都看得云淡风轻
顺其自然，淡泊宁静
去留无意，宠辱不惊
无怨无悔走好生命的旅程
在苍茫的天地间
留下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永恒

寄给你一张独属中原的明信片

王府竹海

观 落 叶
□范天顺

何家冲，九里关，
银杏树下红旗灿。
二十五军威风展，
党声召唤志如磐。

何家祠院誓言宣，
稚气未脱意志坚。
父送儿郎跟党走，
小女亦勇赴前沿。

程子华，徐海东，
军魂不朽吴焕先。
英雄儿女冲霄汉，
抗日北上勇争先。

雨雪飘，初冬寒，
黎明悄然别故园。
小河低语诉离情，
青瓦徽庄黯无言。

山路崎，泥水艰，
向西疾行军号传。
火把燃亮漆黑夜，
平汉铁路甩后边。

军情迫，风透寒衣单，
敌军围剿八方拦。
歇马岭战硝烟漫，
重围突破勇无前。

独树镇上枪声乱，
白刃大刀呼声撼。
敌寇溃败我军胜，
铁血儿男捷报传。

鄂豫陕，政权建，
新地开辟根基奠。
唤起贫民齐奋起，
队伍壮大武装添。

甘肃泾川四塘坡，
我军勇战获凯旋。
政委吴焕先捐躯，
英魂不朽耀人间。

北上抗日攻西安，
勇杀敌顽敌胆寒。
陕北红军喜相会，
长征终至延川畔。

先遣队，抵陕北，
迎接中央红军来。
五千大洋献赤忱，
革命功绩载史篇。

革命火种燃心间，
千秋传颂英名显。
行程万里破苍穹，
大别儿女多俊贤。

三千将士百将诞，
长征精神永绵延。

长征颂
——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何家冲出发九十周年

□李军营

说起家风，自然想到自己的父
母，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一辈
子的作为如此平淡，也没有什么高风
亮节，却秉持“子孙虽愚圣贤之书不
可不读”的家训，有那么几件事令我
难以忘怀。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到适学年
龄，入学前是要经过一番考试的，因
为家里没有纸，母亲常在自家土墙下
用树枝教我写字。入学那天母亲给
我缝制了个碎布片拼织的书包，让我
斜背着，就拉着我的手去村小学校。
她带我来到一间教室，老师问了我名
字、年龄之类，我都一一作答，又要我
写了几个字，就顺畅地通过了考试。
母亲缴了学费，领了一支铅笔和课本
给我，自此开启了我直到大学毕业的
学海生涯。

在学校，我跟同学们很快就熟
了，放学后就常去野地里玩。同学
们大都穿一件合体的解放军装，有
的甚至还背的是军绿色书包，扮演
电影中的解放军。待到离学校远
了，小伙伴们大嚷大叫地从高粱地
掘了一根根高粱秆，去掉叶子，编织
成盒子枪的形状，然后列队唱“日出
西山红霞飞……”

我没有新军装，排队时很自卑
地尾随在队伍最后，还要给大家背
一堆书包，这是很伤自尊的事。回
家后我就给妈妈闹，也没有得到绿
军装，后来我就以离家出走相威胁，
并且真的跑到了两公里外的柏油马
路上誓不回家。母亲一追我就跑，
大街上的人都知道我要穿新军装。

几天后，母亲就把家里那头还
没长成的黑毛猪捆绑在架子车上，
拉到镇上的国营屠宰场卖了。她在

镇上给我做了件崭新的的确良军
装，又在国营商店给我买了个军绿
色书包。

上初中时，为提高自己的期末考
试成绩，我就趁教室没人时用小刀在
我座位的木课桌面上刻了一个几厘米
大小的方块，慢慢剔去薄薄的一层木
屑后，倒上煤油点燃了，一点点地往
下烧透了个窟窿，再用刀具修饰一番
那洞口。然后我一只手伸在课桌抽屉
里翻书，透过那洞口，我能清晰地偷
窥到课本。还没到考试，我破坏公共
财物和准备作弊的事即被告发，校长
很生气，叫我父亲到学校来商榷。第
二天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木料、刨子、凿
子之类，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了村子，往
数公里外的学校去补桌子。

这学期期末考试后放假时，已经
是农历大年二十九，同学们都迫不及
待地往家赶。我背着书包，乘同学的

自行车驶过八里的柏油路，下车再步
行五里的一段土路，村子东头干涸的
河床便展现在眼前。河对岸的平房、
砖瓦房和枯木错落有致地融合在一
起，野旷天低树下，已经传来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

我想着补桌子的事，定是要挨父
亲一顿打的，就磨磨蹭蹭往家走。回
到家时天色完全黑了，院子里电灯明
亮，母亲和哥哥正在忙着准备食材，我
抬头望天，已有零星的雪花在灯光下
时隐时现。

晚上10点，父亲回来了，他大衣
肩膀上覆着一层薄雪，看他喜上眉梢
的表情就知道他去邻村拿到打工钱
了。我们哥俩迎上去给他拍打积雪，
哥哥吟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我接着说“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父亲听后笑了，并没有跟我算账补桌
子的事。

□薛宏新

在这个喧嚣纷扰的世界里，每个
人都在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
地，一个可以让心灵得以栖息的港
湾。对我而言，那片宁静之地，便是
那柔软的沙发，手中捧着的，是我心
爱的书籍。每当阳光透过窗帘的缝
隙，斑驳地洒在我的书页上，那份静
谧与美好，便如同老朋友般亲切，陪
伴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宁静的午后。

阅读，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
消遣，更是一种心灵的滋养。它如同
一股清泉，缓缓流淌在心间，带走尘
世的疲惫与烦恼，留下的是无尽的智
慧与宁静。每当翻开书本，就像是打
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有山川湖
海，有星辰大海，有历史的长河，有未
来的憧憬。我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
自由遨游，仿佛成了一个探险家，每

一次翻页，都是一次新的发现，每一
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我喜欢在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
燥的时候，泡上一杯香茗，静静地坐在
沙发上，开始我的阅读之旅。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世界变得异常安静，只
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和心中涌动的思
绪。书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像是跳跃
的音符，奏响了一曲美妙的乐章，让我
在字里行间畅游。

阅读，让我遇见了许多有趣的灵
魂。在《红楼梦》中，我见证了贾宝玉
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感受到了封建
社会的残酷与无奈；在《简·爱》中，我
见证了简·爱从一个小女孩成长为独
立女性的坚韧与勇敢；在《小王子》
中，我学会了爱与责任，明白了真正
的友谊与陪伴。这些故事，这些人
物，如同璀璨的星辰，点亮了我心中
的灯塔，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再

迷茫，不再孤单。
阅读，也让我学会了思考。在

书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看到了社会的复杂与多元。我开始
思考，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幸
福。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
是否符合内心的准则，是否对得起他
人的期待。阅读，让我变得更加成
熟，更加理智，更加懂得珍惜与感恩。

阅读，还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在
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总会有那么一刻，
感到疲惫、迷茫、孤独。而书籍，就像
是一位老朋友，它懂得你的喜怒哀乐，
懂得你的悲欢离合。它用文字，用故
事，用情感，陪伴着你，安慰着你，让你
在孤独中找到了依靠，在迷茫中找到
了方向。

最喜欢的事儿是读书，因为阅
读，让我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心世
界。在书中，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可

以去任何地方，我可以经历任何故
事。这种自由与美好，是任何物质都
无法替代的。阅读，让我变得更加宽
容，更加理解，更加懂得欣赏生活中
的每一个瞬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阅读，如
同一股清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它
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让我们在知
识的海洋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让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拥有了更多的
勇气与智慧。

最喜欢的事儿是读书，因为阅
读，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它如
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再孤单，不
再迷茫。阅读，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遇见，也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与书为伴，
让阅读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线。

喜欢的事儿是读书

意想不到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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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亮

想象里的村庄总是那么恬淡地
静卧在土地上，有袅袅的炊烟，也有
犬吠鸡鸣。

然而，当你或清晨或正午或傍晚
走进一个个看似寻常的村庄时，看见
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十有八九会让
你吃惊，一定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感
觉触动你敏感的心灵。

这是漯河的一个村庄——临颍
县瓦店镇大李村。

当你开车从村边一闪而过时，也
许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当停下车
轮，走进村子，你就会发现她的与众
不同。

好多过去闲置的院落被重新改
造，成了颇具情调的农家菜餐馆或民
宿。旧瓦、石碾被用来装饰，推起来
沉重得“咯吱”作响的木门，翻过来上
了漆就成了很有点“文化味”的饭
桌。很多留存美好过往的记忆符号
被展示、放大，让你一看到，就会禁不
住咧着嘴说，这是我们小时候用过的
东西。

进到这样的院落，好像是回到了
儿时的家乡，又好像不是。让人有一
种梦回故园的放松感，总想匍匐在大
地上，闻，嗅，深呼吸。

藏在院落里的，需要走进去看了
才知道，而村里的两条街只需要站在

街头就能让你眼睛一亮。一条街道
上两边农家院落的墙上画满了壁画，
一看就是专业水平。另外一条街上，
都是和中医药有关的场所，村民闲置
的房屋被改造成了中医药展示康养
场所。想象一下，住在这里看病休
息，心情该会有多好！

如今的村庄，一天一个样，变化
大得很！

不光是异乡人，就是本村的人，
有时外出务工或者做些其他营生，再
回到村里时，也常被家乡意想不到的

“新颜”吓一跳。
焦作市中站区周窑村有一户养

蜜蜂的，一年总有几个月出门在外逐
花而居。有一年，虽知道家乡正在搞
建设，有些心理准备，可回到村里还
是吃惊不小，村子变得不认识了。

这个小山村，有一座崭新的图书
馆，先进程度放到省城都堪称一流，
是省图书馆建的一座乡村分馆，能看
书还能撸猫。村里的拾捌坊民宿更
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没人住的旧院落
摇身一变成了古朴时尚的山乡民宿，
饮茶、游泳、晒太阳，喝着啤酒唱着歌
来一场山谷里的聚会，该是何等诗意
和浪漫！

其实，村庄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
还是人。

一说到农民，你脑海里也许会条
件反射般出现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一

双磨出老茧的粗糙的手，就像那张著
名油画中父亲的形象。然而，现在的
村里人早已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印象，
他们不土，甚至比城里生活的很多人
还更显年轻。

很多次下乡采访，面对不像农民
的农民，常常会暗自揣测对方的年
龄，大多时候会大感意外，这些生活
在农村的人比城里人气色更好，比实
际年龄显小不少。

在豫东大平原采访粮食生产，一
个活力四射的种粮大户很是健谈。
从他外出务工经商又返乡创业的经
历看，年龄怎么也得五十岁上下，可
看着面前生龙活虎的他实在也就四
十来岁的模样。他笑嘻嘻地让我们
猜猜他的年龄，几个人都没猜对。最
后，他伸着指头笑嘻嘻地说，他都五
十好几了！

“老支书”，多么温暖的称谓。村
里的大事小事家长里短，复杂得很，
村党支部书记不上些岁数，怎能干好
村里的工作？！可如今的村庄，“老支
书”早已变得越来越少，一个又一个
年轻的面孔，让初次见面的人暗暗惊
叹。

豫北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
村，有一位女支书叫张桂芳，才二十
多岁。她原来在天津做民宿，回村选
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刚开始人们还担
心她太年轻干不好。

年轻自有年轻的优势，脑子好
使，敢想敢干，搞彩绘村庄、整治环
境，拍短视频、搞直播卖货，“小张书
记”还真的拿出了让老少爷们服气的
成绩，乡亲们说：“这丫头，中！”

豫西灵宝苹果很有名，每年在
苹果开花的季节会举办苹果花节，
大量苹果采摘的季节又会办甚是
热闹的苹果节。苹果节的主会场
是一个巨大的红苹果外形的建筑，
而在“大红苹果”的马路斜对面的
路边，有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县
里的同志给我看这名网红的视频，
但见红裙飘飘，有在果园里摘苹果
的，有香甜地咬开多汁的苹果推销
的，有在晨曦中练武的，还有卖别的
农产品的……没有见到这名网红
前，心里很是好奇，等见到她心里
又是吃惊不小。她竟然已是当姥
姥的人了。她说，年轻的时候在少
林寺学过武术，现在都是通过微信
朋友圈销售，由于销售旺季出货量
大，年年都和快递公司签订合同，
每天有专人来取货。

这位网红每年花出去的快递费
都在百万元以上，可见销售成绩不是
一般的好。

印象里的村庄唱着古老的歌谣
渐行渐远已成过往，新时代的村庄
每天都在讲述着新的故事，新得让
人意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