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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镂 葱 丝 □李国文

■由馋而

懒，由懒而贪，

由贪而烂，最终

付出的：小则大

好年华，大则身

家性命，轻则蒙

羞终生，重则遗

臭万年，也是这

些年来许多贪

官们的共同经

历吧。

欣赏《清明上河图》，亲眼目睹北宋
的首善之区——开封，堪称一座繁华的
大都市。

有位身居乡野的士大夫，薄有资财，
向往首都的声色欢娱与排场气派，不甘
为“土佬”的他，总有一种怏怏然的遗
憾。后来，这位士大夫央求媒婆撮合，花
了若干银两，一顶小轿，将一位原是蔡太
师府上的美娇娘抬回家。那女子却瞧不
起乡下的土里土气，可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只好捏着鼻子过起村野生活。所谓
蔡太师，就是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在没
有倒台之前，当朝一品，权高位崇，是个
一跺脚，开封府就地震的大人物。

宋徽宗赵佶宠用佞臣巨贪蔡京，
此外，还有童贯、高俅这群祸国殃民
的家伙。内乱兼之外患，北宋王朝终
于完蛋。赵佶在未成为金人俘虏之
前，迫于民愤，将恶贯满盈的蔡京，革
职流放。大树一倒，家人自然作猢狲

散。于是，这个外乡的土财主，终于
有机会抬回来这个侍候过太师的女
子，过一把“太师瘾”。

他当然要盘问那名女子了。“你是
蔡太师的妾？”

她冷笑道：“老爷，我要是太师的
妾，你这点钱，连见一面都不够。”

“那你是蔡太师的丫环？”
她继续冷笑，说：“老爷，你这点银

两，把我抬回来，算是你的福气了！”
“那你是……”
她告诉他，很自豪，她是太师府的

“包子厨上人”。
“何谓包子厨？”
“就是专门为蔡太师做包子的厨

房啊。”
那士大夫闻所未闻，眼睛都直了。

做一个包子，有一个专用厨房，那么饺
子、花卷、馒头与烙饼，依此类推，该是
怎么样的一个场面呢？这真是让“土

佬”羡慕得要死，嫉妒得要死。蔡京的
吃喝，何等讲究？蔡京的生活，何等排
场？其吃喝玩乐，其衣食住行，可想而
知，这位太师是何等作威作福啊。“土
佬”终于明白，他这点薄产，也就只配娶
个“包子厨上人”，再不敢作其他奢想
了。好在，他还现实主义，安慰自己，至
少他能吃到蔡太师所吃的包子，也就不
枉费这番金钱与气力了。

待他想要吃上蔡太师的包子时，谁
晓得那女人的回答，更使他大惊失色。

她说：“我不会包包子。”
他不禁大光其火道：“你不是说你

是包子厨上的人？”
“是啊。”她理直气壮：“我虽是包子

厨上人，但我做不来包子。”
这位士大夫感到受骗上当，立时

火冒三丈。这女子一看这架势，也不
敢再摆谱，连忙解释：“老爷有所不知，
包子厨人数众多，各各分工不同——

剁肉的，拌馅的，揉面的，捏褶的，上笼
的，烧火的……分门别类，各司其责。”

“那你干什么？”
“我是专门镂刻包子肉馅中的葱丝。”
这则宋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

的《镂葱丝》，足以说明，在专制的封
建社会里，仅就吃而言，腐败成风的
贪官污吏，是如何不可救药了。

嘴馋好吃，是动力。不用花钱，是
推力。大快朵颐，是助力。然后，从嘴
巴开始，经过舌头、牙齿与肠胃的共同
努力，大吃特吃，胡吃海吃，后果也是
蛮可怕的。由馋而懒，由懒而贪，由贪
而烂，最终付出的：小则大好年华，大
则身家性命，轻则蒙羞终生，重则遗臭
万年，也是这些年来许多贪官们的共
同经历吧。

俗话说，拿了手软，吃了嘴短，世界
上从来也不会有免费午餐的。先从管
住自己的嘴开始，也许，不无益处。

国 庆 礼 花 飞 □肖复兴

眷 恋 □刘德兴

当年，在雄县读高中。夏末有天下午，班主任张
老师赶到教室宣布，学校决定，文理分班。霎时，一阵
骚动。

我的理科成绩，名列前茅。再说，张老师恰是物
理老师。

他身材中等，体格健硕，理一个平头，外表十分
干练。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他穿着朴素，满脸皱
纹，看上去像个老头儿。其实，他刚年届不惑。

家里人称他“倔老头儿”，在校总以“严厉”闻名，
许多学生都怕他。如学生不认真听课，粉笔头儿就直
接掷过来。时间不长，人们就被他镇住了。虽说脾气严
厉，教书却是一流水平。

他真诚地劝慰大家：“青春宝贵，绝不耽误。人人
都要用功，免得多走弯路。”除了授课，其余时间，他
常跟学生们绑在一起。难怪家人抱怨他：“倔老头儿，
家也不管，教书着魔了。”

这回学校要分班，究竟该走哪条路，人人心里都
犯了难。殊不知，对于我来说，除物理之外，文学也是
难以割舍的挚爱。

从小就喜欢语文，后来，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又
激励着我，毕竟，文学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柯岩曾
在《奇异的书简》中写道：陆埮与罗辽复认为，自然科
学是火车，文学是司机。这种理念早已成为我学文的
靶标。自从读高中以来，我的作文总被当作范例，屡
次朗读……

但是，高中分班，却是一次颇具分量的选择。很
快，填表就开始了。偷偷瞥一眼老师，没想到，他也正
凝视着我。心，一下子收紧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选
择了文科。张老师看在眼里，眉头紧锁。晚饭后，我被
叫到办公室，心不由“咚咚”跳得厉害，脸也迅速胀热
起来。张老师温和地提醒道：“依实际情况，应该选择
理科。当然，大主意还在你的手里。”我没表态，沉默
着。屋里，只有小闹钟“咔哒咔哒”的声音……

第二天就分班了。新教室里，文学爱好者聚在一
起，有说有笑。

想不到，教历史的郭老师赶来找我。她儿子与我同
学，彼此非常要好，每逢周末，郭老师都热情地招呼我到
她家吃饭。不知不觉间，师生之间，早已情同母子了。

郭老师小声问：“怎么想到文科班呢？所有老师
都希望你读理科，归根结底，你算是理科的好苗子。”
随后，她又笑了，说：“我跟张老师看法一样。”

可是迷恋文学，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任性地
说：“老师的心意我领了，衷心地感谢你们。”

两年之后，如愿考进了大学，读中文系。随后，毕
业留校，做编辑工作。尽管圆了文学梦，物理情结却
仍挥之不去。至今，书架上还整齐摆放着一大批物理
学著作。

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惜，师
者对学生们深沉、厚重的爱，却未被收容进去。四十
多年过去，那份眷恋文学、崇敬师长的朴素情感，犹
如一股暖流，淌过敏感而炙热的心底……

红色沁润
的村庄

□黄军峰

大雨在窗外哗哗地下，噼里
啪啦打在玻璃上，像在弹奏一首
激昂的乐曲。独坐窗前，思绪遥
远而缥缈，此时的我，听雨，想
雨，写雨。

人生虽短，可经历的雨却
多。小时候，很不喜欢雨天。那
时候的农村，都是土路，一到下
雨天，鞋底上沾的全是厚厚的
泥，一走一滑，空气也变得格外
潮湿，感觉很不舒服。

那时的我胆小，内向。有一
年夏天，雷雨格外多，每次阴沉
的天空就像大发雷霆似的，边下
大雨边滚过来愤怒的雷声，令本
就胆小的我更害怕了。一次快
要放学的时候，天再一次阴沉下
来，伴随着放学铃声的是让我感
到惊恐的雷声和瓢泼大雨，教室
里沸腾了，大家惊叹的同时也惆
怅着怎么回家。

不一会儿，雨中远远看到一
个模糊的身影，原来是一位同学
的家长冒雨来接孩子了。那位
同学欢喜地大喊：“我爸爸来了，
我爸爸来了！”同学们都用羡慕
的眼神看着他趴在父亲背上，渐
渐消失在雨中。

一个，两个，三个……不断
有同学被接走了，我默默地趴在
窗户边捂着耳朵，定定看向窗
外，心里也期盼着父母来接我回
家。可是父亲不在家，母亲要照
顾年幼的妹妹，她能来吗？我心
里不断想着，直到教室里只剩下
我自己，才绝望地低下头，眼前
腾起了一团白色的雾。

忽然，雨幕中出现了一个瘦
小的身影，穿着笨重的雨靴，手
里拿着大黑伞，朝教室一步步走
来。那是谁呢？看着雨中的身
影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不由得
惊喜万分，是母亲！

“妈！”我高兴得一个箭步冲
到教室门口。看着空荡荡的教
室，母亲脸上动了一动，似乎想要
说些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只是
慈爱地对我笑了笑，弯下腰让我
趴在背上，吃力地背起了我。

从学校到家大概有十分钟
的距离，路上有一条水沟，不下
雨的时候是干涸的，可是那天的
雨又大又急，沟里积了满满的
水，都快要溢出来的样子。本来
就身材瘦小的母亲，背着我还打
着雨伞，要跨过那条沟实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性格要强
的母亲，在踌躇了一下后用力朝
前一跨，结果地面太湿滑，在跨
过水沟的一瞬，母亲猝不及防重
重摔在了地上，身上脸上全是泥
水，可在那一刻，她的一只手依
然朝向身后紧紧抓着我，我没有
摔在地上，而是压在了母亲身
上，毫发无伤。

大黑伞滚落在地上，裂开一
张大嘴无声地在雨中哭泣着，像
母亲此刻摔疼的身体。

看不清她瘦弱的脸上是雨
水还是泪水，一道一道顺着她凌
乱的发丝流到已湿透的衣服
上。我拉着她的胳膊道：“妈，你
起来啊，起来咱们快点回家，我
不要你背我了！”

离回家的路还有一段，母亲
缓了缓神坚持要重新背上我，那
时的我太小不懂事，最后还是重
新趴在了她的背上。

具体的细节因为时间太久
的缘故，已变得模糊了，只记得
回到家的母亲，有只手流着血。

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个场景，
心就会忍不住地揪一下。我想，
当时的母亲，是忍耐了多大的疼

痛啊！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也许
这只是母亲所经受的苦难中微
不足道的一件事，却足以将“为
母则刚”诠释得淋漓尽致了。

天空暗下来，窗外亮起盏盏
明亮的灯，雨滴在灯光的映照下
发出银白色的光。看吧，这世界
不管是什么都有独属自己的那
一份美。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
雨季之后，时光渐渐抹去了年少
轻狂，变得温顺淡然，想想这一
生所经历的雨，何不像这一路走
来所要经历的艰难坎坷呢？

小时候，父母为我们遮挡了
许多风雨，使我们安稳地成长。
长大后，才懂得为人难，为人父
母更难。所幸的是，小时候的雨
中有父母温暖坚强的后背，长大
后亦能听到熟悉而关怀的声音，
它来自父母，来自那个叫做“家”
的地方。每当遇到人生的坎坷
和失落时，我的心中都会出现一
个从雨中远远走来的瘦弱而坚
强的身影，愈来愈清晰，愈来愈
高大。这一幕慰藉着我，温暖着
我，使我在风雨来临的时候，不
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助地
悲泣。

（一）

小时候，国庆节一定要看礼花，
礼花就像大年三十的饺子一样，属于
国庆节的象征。那时，家住在北京前
门外，站在房顶上，一眼可以看见天
安门广场，大约晚上10点以后，就听
见大炮轰轰一响，第一拨礼花腾空而
起，绽放头顶。

上中学时，国庆节多了一个节
目，到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我
们是男校，要和女校的同学配对一
起练习。男同学站外圈，女同学站
里圈，一曲之后，里圈的女同学上前
一步，后面另一个女同学上来，一场
练习下来，走马灯一样换好多个女舞
伴。高一那年国庆节，恰逢新中国成
立 15 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
舞，换上来一位女同学，相互一看，都
禁不住叫了起来，原来是小学同学，
分别四年，竟然在这里见面，忍不住
边跳边聊，礼花映衬着她那青春的
脸庞，那段舞曲显得格外短。那晚
的集体舞，总盼着她能够再换上来，

却再也没有见到她。
高中三年，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每逢星期天，她都会到我家来，一聊
聊到黄昏时分，我送她回家，一直送
到前门22路公共汽车站。一直送到
高三，就是在那个22路公共汽车站，
她主动和我握手，祝福都能考上一
所好大学。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唯
一的一次握手。

高中毕业，赶上“文革”，音讯杳
无。再一次见面，是12年后，她考上
了哈军工，到上海实习，从哈尔滨到
北京回家看看，竟然给我打通了电
话，相约一定见个面。正是国庆前
夕，她说，就国庆节晚上在前门的22
路公共汽车站吧，那里好找，晚上还
可以一起看看礼花。意外相逢，让我
们都分外惊喜，那晚，在我们头顶绽
放的礼花格外灿烂，总能想起，仿佛
昨天。

（二）

1968年夏，我去北大荒。国庆节
歇工，清早，飘起了细碎的雪花。想

家，想着到晚上该是上房顶看礼花绽
放。而这里，天远地远，哪里能看礼
花开满夜空呢。

这时，生产队开铁牛的老董，正
在发动他的宝贝，说要到富锦县城
给大家采购东西，晚上，队上会餐好
吃。我和伙伴们想去买礼花，爬上
了他的铁牛的后车斗。老董拉着我
们往富锦跑，雪花铺在路上，霜一样
白皑皑一片。铁牛跑了小半天跑到
富锦。谁知好多家商店过节都休
息，我和伙伴们着急，到处转悠，终
于看到卖烟花爆竹的地方，不管三
七二十一，买了一大堆，跟着老董

“轰隆隆”地跑回队里。
那晚，大家饱餐一顿，酒酣耳热

过后，全队的人都围到了场院上，等
着我们放花。那一大堆礼花，一路下
雪受潮，怎么也点不着，急得人们一
头汗。老董大声喊着小心，跑过来帮
忙点燃。当那礼花终于腾空而起绽
放开来，大家都欢叫了起来。尽管，
那些礼花都很简单，只是在天上翻了
一个跟头就下来了，但在细碎的雪花
映衬下，和北京的不一样呢。不一

样，就在于它们像是沾上了雪花一
样，湿润而晶莹。

与伙伴说好，今年夏天，回北大
荒看看，因疫情缘故，可惜未能成
行。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发来短信
说，恐怕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产队
了，人们早搬到场部的楼房里。心
想，国庆节再放花，得到场部了。不
过，买礼花不用再跑那么远的富锦
了，现在，场部就跟一座县城一样，东
西应有尽有。

（三）

几年前的国庆节是在美国过
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庆节，都要
放礼花的，美国也不例外，只是在美
国过我们的国庆节，得自己操心。好
在这里买礼花很方便，还都是中国的
产品。

国庆节晚上，饮了一杯酒庆祝之
后，抱着一抱礼花，带着孩子走出房
门，准备放花。四周静悄悄，墨染一
样的夜空，成了礼花登场的最好舞
台。尽管买的礼花远没有天安门广

场上的大气磅礴，却也让夜空多了几
分别样的风姿。

礼花刚刚绽放完，看见邻居家的
房门开了，夜色中穿过草坪，匆匆走
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拿着一
个圆筒般的东西，笑吟吟地递给我
们。原来，是一枚硕大的礼花。他
说是过美国国庆节时没有放完，看
见我们放花，赶紧找了出来，让我们
一起放。

谢过之后，他依旧站在旁边，亲
眼目睹怎么点燃他拿来的大礼花，礼
花“蹿天猴”一样飞起来，先是一声礼
炮巨响，然后，五色光彩像伞一样地
打开，垂下金丝菊一样的花瓣，纷纷
如雨而下。大家都惊喜地叫起来。
他的这枚礼花，为这个异乡的国庆节
增添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今年国庆又要到了，我不在美国
那座小城，儿子一家还在。他们买
了好多礼花，准备在国庆节晚上燃
放。不知那位好心而热忱的邻居，
还能不能再增添一枚别样的礼花
呢？并非贪心，我喜欢那种普天同
庆的愉悦之情。

友善，能给人以温暖、光明
与希望。古今中外，很多友善的
动人故事颇受人称颂。

战国时期，文臣蔺相如出使
秦国，使得完璧归赵。在渑池会
上，他机智勇敢，使赵王免受秦王
的羞辱。于是，赵王提拔蔺相如
为“右上卿”，官位高居武将廉颇
之上。廉颇岁数大了，他自以为
军功了得，总是不服气，扬言如果
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给他难堪。

得到这种消息的蔺相如，随即
称病不上朝，以免碰见廉颇。外人
都以为，蔺相如非常害怕廉颇，其
实不然。蔺相如是为了赵国的国
家利益，认为将相不和，会给秦国
带来可乘之机。知道真相后，廉颇

恍然大悟，主动负荆请罪，从此，两
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
想必，蔺相如的友善，绝非懦弱，而
是为了国家，团结同僚，全力对外。

曾任郑州市豫剧团团长的
王宽，是国家一级演员。1998
年，刚刚退休的王宽收养了第一
个孩子，此后，他就开始与家乡
的孤儿们结缘，先后收养六名孤
儿。夫妻俩的退休金并不多，为
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王宽决定
到茶楼唱戏挣钱。茶楼不比舞
台，他的“点唱率”并不高，常常
坐冷板凳。于是，66岁的王宽再
次拜师学艺，学习川剧的“变脸”
绝技，并发扬光大，赢得了无数
的掌声和喝彩声。他并不期待

掌声，只是为了在唱不动之前，
抓住每一个机会挣钱，养活六个
孩子，供他们上学。在将近十年
的岁月里，为了多挣点钱，给孩
子们更好的生活，这位年过花甲
的老人，风雨无阻，随叫随到。

在王宽夫妇的带领下，学习
了乐器的孩子经常上街义演。据
统计，十余年来，靠“卖唱”养育孤
儿的王宽夫妇，通过各种形式向
各类慈善事业，捐款超过百万元
人民币。显然，这种捐款毫无私
心杂念，只为孩子们健康成长。

上世纪初，移民美国的意大
利人弗兰克，经过艰苦的积蓄，开
办了一家小银行。但一次银行遭
到抢劫，他瞬间破产，储户的存款

也没有了。他拖着妻子和四个儿
女决定从头开始，偿还那笔天文
数字般的存款。所有人都劝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
是没有责任的。”弗兰克却答道：

“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但在道
义上，我有责任，我理应还钱。”

后来，经过他艰辛的努力，终
于，如数还清了拖欠所有储户的
存款。弗兰克因此也在人类精神
历史上，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笔。

显然，人性的友善，属于社
会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它能够让
人如沐春风，能够让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和睦。一颗友善之心，能
真正使人们深切体味到，尊重与
温暖的独特魅力。

友 善 的 魅 力 □李云贵

很难说清楚，是荷塘里的蛙声还是山林间
的鸟鸣，唤醒了涉县连泉村的秋天。

韩王山比肩金顶山，连绵起伏，如卧佛，似
磨盘，更像慈祥的母亲，轻轻把村庄搂在怀
中。山峦最先迎接了秋，浓浓淡淡的黄色替代
了深深浅浅的翠绿，这儿一抹，那儿一丛，犹如
艺术大师在巨幅山水画上的随心点缀。与群
山交相呼应的，是清凌凌的清漳河，是势如碧
海的千亩稻田，一畦畦一垄垄，层层叠叠铺展
开来，秋风荡，稻禾舞，一个动起来的秋天。

其实，比连泉村的秋天更热闹的，是随处可
见的红色：红色的石刻村标，红色的宣传语，红
色的商店名字，红色的灯笼，红色的知名不知名
的花丛……更为惊奇地发现，这里在抗战时还
是太行五分区医院所在地。历史不会忘记，这
里曾经淌过红的血，流过红的泪，这里是一片英
雄辈出的红色土地。

隐匿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层层叠叠。以连
泉村为点，以清漳河为线，沿着历史的印痕一路
北上，更大的惊奇在脑海激荡，更多的震撼在心
头澎湃。连泉、赤岸、弹音、下温、上温、常乐、悬
钟、石门、曲里、茅岭底……半个世纪前，中国共
产党人在涉县开辟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共太
行分局在这里建立，一二九师司令部在这里运
筹帷幄，并构建起包括医院、工厂、银行、学校等
数十个组织机构，凝聚起一支保家卫国的庞大
力量。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散落的村庄无不被
红色沁润着，滋养着。红色，是这片土地的底
色；红色，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筋骨和
力量源泉。

谁能想到呢，仅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时间
的激流陡然一转，红色波涛与绿水青山实现完
美拥抱，竟然成为老区人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的活泉。就在这个秋天，一场关乎绿水青山，关
乎乡村振兴，关乎赓续红色血脉和绿色发展的
盛会在这里举行。可以想见，人们在红色的海
洋里徜徉，在红色的土地上涌动，每个人都是红
色历史的体验者和见证者，都是红色血脉的延
续者和受益者。

曾在连泉村短暂停留。石桥连接着村路与
荷塘，莲蓬如一个个握紧的拳头，荷叶如伞，伞
下，水清虾肥，伞上，时不时有青蛙蹲卧，自在悠
闲。与荷塘相望的，是千亩稻田，秋日里的稻
禾，随着阵阵清风起舞，奏响大自然的浪漫
乐章。

移步稻田，恰逢一位村民正在忙碌。问
及现在的日子怎么样，他的脸上就乐开了花：

“好着哩，好着哩……”老乡的话简单而朴实，
不善表达却内容丰富。

眼下的连泉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村庄，更
是乡村旅游的网红地。一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地
方，如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气上来了，各
种副业蓬勃而起，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当然，乡
亲们的收入并不局限于“外来客”这一项。乡村
旅游与产业发展相辅共进的路子并不新奇，连
泉村是个好例子。虾稻蟹共生，二百多户村民
每户每年增收3000多元；鲟鱼苗繁育，村集体
年收入超20万元，解决劳动力30余人；多肉花
卉种植，带动村民就业20余人；连翘加工，带动
本村及周边村民就业百余人，每户每年增收
2000多元……

连泉村，807 户，2700 余人，一连串的产业
扑面而来，他们再也不用奔波数十里去打工，
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美美的事情，可不好
着哩！

其实，红色沁润着的村庄，何止连泉村一
个。为了更好地利用红色资源，县里集思广益、
长远谋划。一个点的资源有限，但一个点连接
一个点，就成了一大片，可做的文章更多，可干
的事情更丰富。

“太行红河谷”的名字由此而来。说是
“谷”，更准确和直接的表述，其实就是红色资源
整合之后的一个片区。鸟瞰这个片区，清漳河
为轴，太行山脉为界，仿佛一条彩带飘落山间。
赤岸、王堡、常乐、寨上、沙河等独具特色的村庄
星罗棋布，一二九师纪念馆、太行五指山、红色
记忆小镇等，有历史的厚重，有自然的壮美，有
英雄的足迹，也有伟大的怀念。一条河，两岸
峰，五彩谷，百味乡情，万顷美景。

历史总是充满了太多神奇和不可思议。世
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少年来，都在用孤独的
方式与寂寞的大山对话，与贫瘠的土地对话，与
清冷的河流对话。勤劳、朴实、善良的山里人，
寻遍路千条，却仍旧困囿在贫穷里，困囿在山与
河的包围中。他们渴望走出去，抛却生养的故
土无奈地走出去。而现在，更多的人渴望回归，
回到这片红色的故土，回到越来越充满希望的
家乡。其中的百般滋味，其中意想不到的思想
转变，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能读懂最深邃
的意义。

穿梭于蜿蜒的山路，转过一道弯即是一道
景，绕过一座峰即是一处乡愁。如今，清澈的漳
河水缓缓流淌，欢快地歌唱。起伏的太行山青
翠碧绿，昂首挺胸，那是自豪的模样——日子好
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腰杆，也如大山一样
挺直了起来。

一条河的记忆，一座山的记忆，远比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场景更加深刻和全面。真正想要认
识历史、了解历史，我们不妨去问问一条河，问
问一座山，问问红色血脉滋养着的山谷，乃至山
谷里的村庄。只要你有缘走近，只要你有心体
味，一定能得到一份别样的收获。这份收获，来
自历史，也来自我们的新时代。

雨帘里的身影 □燕喃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