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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楼有两个单位，一层是《商都文艺》编辑部，商都
艺校占了三、四、五层，三、四层是教室，五层是女生宿
舍。晚上一下课，整个大楼就成了女儿国。学生大多十七
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焦书奎和丁福不但住在同一
个楼里，还跟艺校学生们一起搭伙吃饭。校长老莫心里忐
忑得像防贼，却也不好意思不准两人搭伙，只能在学校大

会上声明，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特别强调，没事别
往一楼去。

虽然老莫给学生们反复强调，可焦书奎和丁福在食堂
吃饭时，身边总会围着一群女学生，二人嘴里的话可比盘
子里的菜丰盛多了。

说得最多的当然是筹拍电影的事。有时候说着说着，
焦书奎用手一指：“我看你的形象，可以演剧本中的一个老
师。”

被点到的女生激动得脸都红了：“焦老师，这个电影啥
时候拍？俺真的能演吗？”

“能，一个配角嘛，我看就是你了！”
这时候，焦书奎像个好莱坞的大牌导演，说出的话斩

钉截铁。
丁福只是呵呵地笑着，心想：“焦老师长得一副憨厚

相，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学生们可能深信不疑呢。”
食堂毕竟是公共场合，嘴里说得再热闹，也都是不避

人的大路话，真正危险的地方是一楼。虽然老莫把一楼划

成了禁区，但大楼没有电梯，总不能挡住女生们从一楼上
下楼梯吧？何况，老莫不禁还罢，这一禁，更让一楼充满
了神秘感，女生们上楼梯，总忍不住偷瞥一眼，也就是这
瞥一眼又一眼的过程中，故事发生了。

初夏的一天，深夜十一点多。
丁福正坐在床上看书，突然听到有轻微的敲门声。丁

福以为是焦书奎，下床开门时，吃了一惊。
夏嫣然提着一个大包进来了，丁福一时手忙脚乱，接

过包裹，赶紧让座。夏嫣然用手指比画一下，发出“嘘”
的一声，意思是不要大声说话。

她坐在藤椅上说：“宿舍里的人睡得沉，我睡不着，想
来你这里听听歌，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不会。”丁福急忙说。
简直是仙女下凡，夏嫣然穿一件天蓝色带白色蕾丝的

睡衣，披着一件外套，长发扎成两束，搭在前胸，一股少
女特有的馨香瞬间溢满全屋。那一刻，丁福感觉幸福来得
太突然，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住室简陋，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夏嫣然坐在藤椅
上，丁福只好坐在床上。

要知道，他们平时从没说过话，演出是焦书奎联系的,
平时学生们众星捧月般捧着的,也是焦书奎,丁福只是配角。
再加上老莫严防死守，丁福也不敢有任何造次，这个深夜
夏嫣然的突然造访，让丁福措手不及。

夏嫣然倒像一个串门的老熟人，先从包内取出一台录
音机和一些磁带，又掏出一堆零食放在书桌上，她打开一
包鱼皮花生，捏一颗扔进嘴里吃着，又抓了一把递到丁福
手中：“天晚了，你饿了吧？吃点夜宵，咱们有精神听歌。”

丁福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甜的食物。他在老家过年吃炒
花生，可这鱼皮花生，吃起来却是另一种味道，酥、香、
甜，何况过了夏嫣然的手，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你喜欢谁的？这里有张学友、童安格、刘德华的专
辑，还有毛宁的。”夏嫣然问。

“听童安格的吧。”丁福说。
（未完待续）

丁福的混沌青春
□ 陈海峰

时 节

夏日的季节特征，似乎只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黏稠，一切都是那样的浓郁、厚重，仿佛搅也
搅不动。

晴好的天气，太阳悬空而挂，那样的低，仿佛就
在头顶上。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来，炙烤着地面上所
有的生命，满世界都在霍霍燃烧。你不敢抬头望天，
阳光的毒热会灼伤你的双眼。空气中，蒸腾着滚烫的
热气，每一个角落都在作烘烘的火响，沉闷的、阴郁
的，一切都无处逃逸。

牲畜不再欢腾、奔跑，而是大多蜷缩在一角，张
着大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条狗，夹着尾巴，从
大街上蔫蔫而过；一头猪，钻进一堆泥浆里，蠕蠕而
动；一只鸡，站在一片绿荫下，耷拉着脑袋……鸟儿
的叫声，也不再清脆嘹亮，变得低迷而沉闷，好似炎
热灼伤了它的喉舌；人，则在四处寻找着绿荫，一旦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便坐下来，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
扇着，却仍然阻挡不住汗液的流淌。每一根毛孔都在
流汗，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迷离了人的双眼，仿
佛这个世界也变得迷离堂皇起来。

汗水湿透了衣服，用手拉一拉，扯一扯，希望能有
点风吹过来。可是，一阵风过了，汗水还是在不停地溢

出，不停地溢出……整个人被汗水凝结成了黏稠的一
团，像一块正在被蒸熟的糕点。

盼望着来一场雨吧，好驱赶这一场场的炎热。俗谚
曰：“夏日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可有时候，天
就偏偏不变。云彩在一堆堆堆积，厚厚的云挤满天空，
雨却总是下不来。堆积的云彩反倒使天空愈加闷热了，
空气仿佛停止了它的流动，大地变成了一口闷笼。人变
得急躁而易暴，仿佛胸中积郁了一腔的怒火，却总找不
到一处发泄的地方，只好抬头看看天。然而，得到的却
是一脸的失望和一腔的郁闷。天上，云还是云，雨却总
也落不下来。

进入晚间，总该下雨了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
睡不着，静静地听着，希望听到户外落雨的雨点声。可
雨点没有，只是听到了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声闷雷，很遥
远，很沉郁，似乎在努力挣扎着……那种闷雷的挣扎
声，愈是加剧了人的焦灼之情，对人形成一种期盼的煎
熬……

霹雳一声，一个炸雷在窗前响起，一场雨，终于落
下来了。天气清凉了，可雨却又落个不停，常常会一连
落上好几天。大雨倾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湿淋淋的，
照样是一种黏稠的感觉……

不过，夏天里也有一种黏稠是可人的，就是那种黏
稠的绿。

不管怎样，夏天的雨水总还是多的，温度又高，所
以，夏季里无处不绿。田野，是一望无际的绿，浩瀚如
海洋，波涛汹涌的气势，悦目得惊人。而且，那种绿是
多么的浓郁而厚重啊！绿，似乎不是在散溢，而是在流
淌，黏稠的绿液在每一片叶子上流淌，流淌出一种生命
勃发的气象，流淌出一份汪洋恣肆的生机。

这是夏日里最美的一种黏稠，让人欢喜，让人爱。

黏稠的夏日
□ 路来森

这条河曾远离都市
清澈的河水惬意流淌
像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
编织着青春的懵懂
河边的村庄静幽
没有树冠遮阳
鱼虾悠闲地在水中畅游
各种鸟儿在河边嬉

戏、栖息
不同的季节流淌着不

一样的风景
河上的桥简陋纯朴
穿梭于两岸的脚步从

容有序
很少有人踩踏出华丽

的诗章

如今城市的发展
改变了这条河的命运
机械的轰鸣喧嚣着白

天黑夜

共振出一座座高楼大厦
两岸修建了绵延的栈道
崭新的桥梁闪烁着霓虹
连接着一座座城市的

繁华
各种车辆碾压着曾经

的宁静
车水马龙昭示生活的

拥挤
古老的河 沧桑
在无奈中承受着匆忙
任凭昔日的清纯随风

飘荡……

我感叹于这条河的魅力
惋惜属于这条河的阴

晴圆缺
拼命追忆曾经的安详
幻想着日子如昨 欢

乐如昨

河 之 殇
□ 刘韶光

惊闻商丘日报社原社长、党委书记、离
休干部李广瑞同志于 7月 2日仙逝，心中凄
然，不胜悲伤，眼前总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

李广瑞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是位
可敬的阳光老人，曾为《商丘日报》的早
期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他的
下属，我曾有幸近距离地聆听过他的谆谆
教诲，感受过他的宽厚仁慈、和蔼可亲的
长者之风，领略过他的向上向善的人格魅
力。尤其是他在离休后的30余年里，不忘
初心，坚守信仰，生活得充实、高雅，潇
洒地绘就了人生第二春的绚丽画卷，令人
终生难以忘怀。

意难忘，他那积极而乐观的人生态
度。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树立了“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的理念，绝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的感叹，自认为身体状况尚好，晚
年时光决不能虚度。于是，他制订了离休
生活守则：腿常迈，口常开，心常乐，读
不停，笔不辍。他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老
汉自号乐天叟，东海南山交好友。性命双
修步不停，松柏常青水长流。”他每天起居
有节，活动有序，练身体，读书报，写东
西，看电视，丰富多彩，从未间断。他还
养成了自我按摩的好习惯，每天睡觉前与
起床后各一个小时。如此养生，动静结
合，有张有弛，整天充盈着精气神。

意难忘，他那爱好读书、学而不厌的
精神。按常理说，已届耄耋之年，又知识
渊博，还读哪门子书啊？可他有自知之
明，为搞商丘地域文化研究，深感知识不
足，便千方百计地买书、借书，如饥似渴

地阅读。什么 《四书集注》《史记》《国
语》《庄子》等古书，什么王国维、郭沫
若、张光直、张岱年等大家的史学专著，
什么造律台遗址、三里堌堆遗址、坞墙遗
址、心闷寺遗址等考古材料，他都反复阅
读，还摘录重点内容，写读后感。他的读
书笔记累积起来有23本，达30余万字。真
乃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意难忘，他那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
情怀。他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善于思考，有
感而发地撰写时政文章 20多篇，十七八万
字。20世纪 9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剧变之
后，他便针对国内一些人对中国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产生疑虑或动摇的情况，撰写了
《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文章，有理有据地
歌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鲜明
地表达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的坚定信仰。此文被中共河南省委组
织部、宣传部评为一等奖。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周年之际，他针对一些人理想淡

化的情况，撰写了《60年沧桑巨变60年自强
不息》的长文，热情地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歌颂了
共产党的领导，歌颂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
精神。此文被指定在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召
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
会上宣读，之后被全文发表在《炎黄天地》杂
志上。

意难忘，他那钟爱商丘、勇于探索的
品格。出生于山东定陶县的他，自觉把商
丘当成了第二故乡，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商
丘地域文化的研究。在商宋文化的研究
上，他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商族自先
商、商代至宋国长达 18 个多世纪的发展
史；二是采取古代文献与考古文化相结合
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商族起源和成汤都亳
的地望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论述；三是
以大量的文献为依据，探索华夏圣贤文化
的直接根源和深层根源，阐述儒道墨三大
学派，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位圣人，《诗》

《书》《礼》《易》《乐》《春秋》《论语》《道
德经》《南华经》《墨经》等10部经典，皆
出于商丘及周边地区的观点，其浓缩语

“三大学派、四位圣人、10部经典皆出于
商丘”，是他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提炼出来
的，其痴迷程度令人动容。他不迷信权
威，不唯书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
学严谨的态度，对涉及的殷商文化的诸多
悬案，都非常审慎地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
的观点，并加以解读。2018年，出版了23
万多字的《商宋文化》。

意难忘，他那对生活新时尚的追求。
他不仅乐于读万卷书，还乐于行万里路，
兴趣盎然地观光了北戴河、秦皇岛、海
南、深圳、香港、台湾等地的风景名胜，
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约 10万字的游记，
展示了亲近大自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美好情怀。

意难忘，他暮年出彩，实至名归。2015
年，他受到中共商丘市委组织部和市老干
部局的表彰，荣获商丘市“余热生辉。老
有所为”年度人物称号；2016 年 10 月 7
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等省领导，
在时任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等同志陪同
下，来到商丘日报社家属院慰问李广瑞。
他幸福满满，即兴赋诗《双节有感》：“一
年一度过重阳/今岁重阳分外香/省委领导
来探问/合家四世尽欢畅//一年一度重阳
到/万里江山处处娇/中原崛起河南兴/亿万
人民仰天笑。”

深情缅怀，哀思绵绵。我由衷地赞
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广瑞同志，您
走了，人犹在啊！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深切怀念李广瑞同志

□ 杨 石

自始至终，白云禅寺
的钟声

总在不经意间
撞破乡村的黎明

放生池里，跌宕起伏
的夏日

和一声又一声蝉鸣
一褶褶，耽于惆怅悲

伤时的清净
风吹过八千里
八千里的青纱帐哟
冲锋陷阵，浪奔潮涌

触摸着古寺的任性
如同菡萏是荷花的别称
脚步放缓，生怕稍不

留神
把远古生锈的历史触碰

从远古至今，玛尼堆
的石头

用一双慧眼
指引人们锦绣的前程

而这里，佛祖无言
莲花座上，已成为虔

诚的象征
当双手合十，或匍匐

在地
超乎现实的想象
想必，比露珠还轻

讶异于世俗与流逝的
光阴

云起处，一炷炷若即
若离的沉香

钟情于此，细述四季
的分明

和一个个传说的神圣
给远方的你，燃起一

堆篝火
荡涤至纯至真至善的

心灵

徘徊在白云禅寺的钟声
自始至终，都在缝补

陈年的阵痛

白云禅寺的钟声
□李 宁

多年前，在山东青州市旅游时，
看到“范公亭”前有一座石碑，碑文
是冯玉祥将军 1934 年题写的一副对
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
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
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
生。”碑联高度颂扬了范仲淹镇守边
关抵御虏骑的军事才华。

我 知 道 ， 范 仲 淹 （989—1052
年）出身官宦之家，江苏苏州人，是
北宋应天府（今商丘市）应天书院的
高才生，学业期满后考中进士，一生
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宋
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还知道，他
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那流传千古
的美文《岳阳楼记》，为我们留下一
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然
而，对于冯将军所说“兵甲富胸
中”，使横飞的“虏骑”胆战心寒的
军事才华，笔者不甚了了。后来，一
次延安之行，历览了范仲淹镇守边关
延州（今延安市）御敌西夏时遗存的
文物和有关史料，深感他那杰出的军
事战略战术，着实让人感佩。

危难受命，镇守延州御敌西夏，
是范仲淹杰出军事才华的最大亮点。
史载，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 年）
正月，西夏国王李元昊亲率千军万马入侵大宋延州边境，
攻占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后，直抵延州城。镇守鄜延路
的主帅范雍令刘平、石元孙两位将军率部迎敌，结果被西
夏重兵围歼在三川口，西夏大军乘胜直逼延州城下。

延州危在旦夕，边防主帅范雍无能，致使宋廷重新调
整了镇守陕西的军政指挥机构，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
使、韩琦为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加
职龙图阁直学士，接替范雍主政鄜延路（治所在延州）。
这年范仲淹已 52岁，自 27岁考中进士步入朝廷，至现在
贬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已是“三起三落”了。这
已是第四次起用他到最危难的延州任职御敌了，若放在那
些爱斤斤计较的官员身上，肯定牢骚满腹，会以种种借口
而拜辞。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不但没有说

“不”，而且到任后还上书朝廷，自请兼任无人敢上任的延
州知州，这凸显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风逸节。

作为深谙“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道理的范仲淹，面对
宋军被动挨打、溃不成军的残局，他上任伊始，便踏遍延州
的黄土高坡，深入军营、山寨和前沿阵地，认真调查敌我
双方深层次的军队状况，最终制定出以“积极防御、伺机突
袭”为主导的战略战术和一系列强军固边的具体措施。

首先，改革军队编制、严格军训军纪，增强实战能
力。以前，朝廷规定每一路的军队官阶分三级：总管、钤
辖、都监。有了战事，官小的都监先行出阵御敌，官大的
钤辖、总管依次率部殿后。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
为先后，取败之道也。”（《宋史·范仲淹传》）。于是，
范仲淹对旧的军队编制和遣兵作战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改
革。他全面检阅州兵，淘汰老弱军人，将筛选出的两万精
兵编成 6支部队，分派6位都监统领。遇有战事，根据敌
情灵活派遣，作战时相互策应。同时，范仲淹亲自挑选
12位指挥使分属6支队伍，专门负责军训工作。每一营挑
选 25名勇士担任教头，一个教头负责 10位士兵的训练。
延州军旅经过改制和整顿训练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
提升。

其次，抢修城寨，巩固阵地。延州北部东西 400里，
城寨被毁，藩篱尽失，致使延州成为孤悬于敌阵前的一座
危城。于是，范仲淹选派精兵强将和地方上的能工巧匠，
快速修复被毁城堡及御敌工事。先后派种世衡、狄青、张
亢等6位强将，率部抢修和新建金明、万安、清涧等数十
座城寨。西夏军队当然不会让宋军在眼皮子底下筑城修
寨，不断进行偷袭干扰。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范仲淹派
出两支部队，主动攻击敌军阵地，一举摧毁西夏境内十余
处营寨，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大大缓解了筑城的外部压
力。这样，一座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被毁城寨，很快矗
立在敌人阵前，成为御敌和进攻的桥头堡。

再次，加强民政治理，确保军需物资供应。范仲淹感
到军需物资匮乏是制约延州军旅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与西夏战争爆发之初，朝廷把巨大的军费开支都摊派
到当地百姓的头上，再加上犯边敌军的抢掠，百姓不堪忍
受而大批逃亡，结果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税源锐
减，军需物资供应十分困难。范仲淹上任后，立即发布命
令，罢除一切额外苛刻的赋役，要求当地官府保护好逃亡
人家的田地和家园，设法招抚百姓归家生产。为了保证粮
草供应，他还制定一系列鼓励驻军“大兴屯田”、官兵

“安家戍边”等发展生产的政策。
范仲淹镇守延州仅一年时间，使延州变成了物资丰

富、边民安居乐业、驻军兵强马壮、壁垒森严的金城汤
池。据说，西夏军营曾相互告诫：“不要再打延州的主意
了，今天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
以前的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自此，西夏军队再
也不敢越延州一步。范仲淹的用兵之道，可谓达到了“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行走在今天的延安大地上，随处可见范仲淹镇守边关
的踪迹。在宝塔山上，雕刻着他亲笔题写的“嘉岭山”三
个大字，峰顶有他当年修建的观察敌情的“摘星楼”遗
址，山下有他开凿的“范公井”。在凤凰山上，有他为守
城屯兵修建的“镇西楼”遗址和残碑。在清凉山上，有延
州百姓修建的范公祠，内有范公身着戎装相貌威严的彩
塑。范公祠历经沧桑，屡毁屡修，香火不断……这一切都
力证着千古名臣范仲淹镇守延州的杰出军事才华和造福百
姓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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