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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

雨 荷 韩俊杰 摄

游历

开春，老杜准备在山坡上栽
一棵树。

从远处看，弯月山很美，主
峰很有灵性，像一弯月儿斜卧
着。走到近处，才知道弯月山并
不好看，灰黄的石块，杂乱的草
丛，是的，这么大的弯月山，连
一棵树都没有。

老杜想，到了夏天，太阳贼
毒，那些放羊的孩子、采药的老
人，想找个凉快的地方歇歇脚，
去哪儿呢？老杜又想，假如山坡
上有一棵大树，树冠密实，树下
荫凉，有多好呢！

于是，老杜就去了集市。
树苗堆里，老杜挑来拣去，

看上了一株核桃树苗，这棵核桃
树苗儿，树干匀称，根系匀稠，
老杜就相中了。

73岁的老杜，扛着树苗和铁
锹，上山了。

老杜选中的地点是半山腰。
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走到这地
儿就会累，所以，这地儿就适合
栽一棵树。

就这样，老杜开始刨树坑
儿。老杜搓搓手，紧握铁锹，老
杜弓着身子，用力气踩铁锹背
儿。咯咯吱吱，脚下尽是黄土和
石头块儿，老杜一个趔趄，差点
儿摔倒。

山上的凉风很锋利，嗖嗖
的。可是老杜身上一直冒着汗，
他一直都没停，搓手，弓身，用
力，起身……

傍晚的时候，核桃树总算栽
好了，老杜左瞅右瞅，横看竖
看，怎么都觉得这地方好，对，
这是个好地方。

当然，老杜知道，这事儿并
没完工，还要去山下挑水呢。这
里雨水少，山上本来就干旱，一
走路，后面就冒土烟，别说不浇
水，就是浇水，谁敢保证能成活。

从山下挑水，好远啊！山下
有一口塘，要沿着陡峭的石阶下
到最底下才能挑到塘里的水。老
杜每下一步，都轻轻地，有时
候，还要扶着边沿的石头，身子
才会稳，脚才能扎住根。

老杜的扁担，大概是村里唯
一的一根扁担，已经闲置了好些
年。如今，村里已经没有人来塘
里挑水了，没想到，老杜这回又
用上了。还好，老杜还很熟练，
姿势还是那样带劲，咔，一端的
铁钩挂上一只桶，咔，另一端的
铁钩挂上另一只桶，就这么利索。

老杜颤悠悠地挑起水，一步
一步往山上挪动。

夕阳把老杜的背影都映红
了，像是被点燃成了火焰，火
焰，是跳跃的。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老

杜就起来了。当然，老杜还要挑
水去山上浇树，刚栽上的树苗，
早晚都要浇一遍，这样，成活的
希望会大一些。

临上山之前，老杜喝了一碗
鸡蛋茶。鸡蛋茶打了底，老杜挑
水的时候，会更有力气。

确实，老杜的力气更大了，
扁担在老杜的肩膀上，一颤一
颤，水花从两只铁桶里溅出来，
让老杜心疼，让山上的早晨湿润
起来。

有一个人把老杜拦住了，是
小杜。

当然，小杜就是老杜的儿
子。小杜不仅是老杜的儿子，而
且，小杜还是厂长，山下的杜鹃
服装厂就是小杜开的，小杜有钱。

小杜说：“爹，犯傻呢？山上
那么干枯，树能栽活吗？”老杜
说：“能。”小杜说：“爹，别去浇
水啦，浇水栽树，累不说，没人
给你一分钱，去服装厂里给我看
大门，一个月给你 5000 块钱。”
老杜说：“你那大门用得着看
吗？”小杜说：“叫你去，你就
去，山上又陡又滑，你这么做太
危险。”老杜说：“服装厂是你的
事，栽树是我的事，你闪开。”

小杜瞪着眼下山了。
山路，歪歪斜斜的，有的地

儿是疙瘩的，有的地儿是滑溜
的。不管是疙瘩的还是滑溜的，
都挡不住老杜挑水上山。喝了鸡
蛋茶的老杜，步子迈得很开，脚
跟扎得很稳。

有一天，老杜浇完树苗，在
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歇会儿。突
然，老杜像被蛇咬了一样跳起
来，他看到了核桃树苗抽出了一
片嫩芽儿，鹅黄色，娇嫩，扎
眼。老杜像一个孩子，撇了撇
嘴，哇哇地哭。然后，老杜又像
一个孩子，咧了咧嘴，嘿嘿地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上山挑
水的老杜出事了。也许是因为露
水地太滑，也许是老杜脚下踩空
了，他的扁担扔了好远，人从山
梁上跌到了山沟里。

村里人都以为老杜这次不行
了，没想到，老杜很快就能出门了，
拄了一根拐杖，还是那样带劲儿。

只是，老杜不能上山挑水了。
老杜着急啊！早早地，他来

到村口，朝着山上望。老杜知
道，那棵核桃树已经发了嫩芽，
长出了叶子。

此时，老杜望到了一个背
影，那个人正挑着一担水，摇摇
晃晃地往山上走，步子怎么那么
凌乱，姿势怎么那么笨拙。

那是老杜的儿子，对，小杜。
老杜忽然觉得，他看到了漫

山遍野的绿色。

一棵核桃树
□李士民

读《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我很在
意石呆子痛失文物一节，因为此节很能
体现伟人毛泽东关于“《红楼梦》不仅
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的
论说使然，这一节充分揭露了封建势力
互相勾结欺压百姓的阴暗面。

关于金陵石呆子的家世，作者曹雪
芹没有写，就连他的真名也无人知晓。
因他性情耿直、倔强，头脑反应迟钝，
行为有点呆滞，故人们都叫他“石呆
子”。他家境一贫如洗，可家里却收藏着
二十把古扇子，“全是湘妃、棕竹、麋
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一个
穷呆子哪来的绝代古董呢？推算起来，
估摸他是书香门第的子孙，古扇大抵是
祖传之物。石呆子把它看成自己的命根
子，生活再艰苦，他从未有过变卖古扇
糊口的念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
知哪个好事之徒，将石呆子家的古扇透
露给了荣国府的贾赦。此人是荣国府世
袭爵位“一等将军”，一个既无能又好
色、既贪婪又狠毒的恶魔，整天吃喝玩
乐，尽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他有个收
藏古董的爱好，得知石呆子家有绝代古
扇的消息后，立马打发他儿子贾琏去收
买。贾琏带着银钱去说合了半天，不论

出多少银子，石呆子
就是不卖，对贾琏

说：“我饿死冻
死，一千两银

子一把我也

不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贾琏还是纠
缠不休，最后石呆子一口回绝：“要扇子
先要我的命！”贾琏无奈，只好悻悻而
返，贾赦骂儿子无能，将其毒打一顿，
打得遍体鳞伤。

贾赦不死心，他把这事托付给了金
陵应天知府贾雨村。这贾雨村原是如州
知府，因贪酷徇私被革职，后经贾赦的
胞弟贾政举荐得以官复原职，补授金陵
应天知府。为了讨好贾家，贾雨村丧失
了做官的底线，无中生有地讹诈石呆子
拖欠官银，把他捉拿到府衙，责令变卖
家产抵缴，硬将二十把扇子抄来奉送给
了贾赦，害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
是死是活”。

石呆子痛失古扇的故事作者着墨不
多，总共用了五六百字，虽然写得很简
略，但足以暴露出封建官场的腐败、黑
暗和灭绝人性。读着贾赦霸占石呆子古
扇的故事，我联想起昔日在巴黎枫丹白
露宫中看到的当年法国军队抢掠的大批
中国文物。

196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国驻法
国大使馆组织我们60名65届留法学生去
游览枫丹白露宫。此宫位于塞纳河左岸
的枫丹白露镇，距巴黎约60公里，坐落
在 170平方公里的森林中，自十二世纪
中期以来，它一直是法国历代帝王的行
宫。“枫丹白露”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它的法文原意为“美丽的泉水”，境内泉
水池塘清冽，森林花草茂盛，古迹众
多，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其主要景
点有狄安娜壁画长廊、弗朗索瓦一世长

廊、皇帝御座厅、王后沙龙、中国馆、
白马广场等。根据使馆带队同志的安
排，我们重点观览了中国馆。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始建于 1863年，
由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尼筹划兴建。
为什么要在宫内独辟中国馆呢？据说兴
建的原因是：侵华法军司令蒙托邦将
1860年从北京圆明园抢劫来的珍贵文物
献给了拿破仑三世皇帝和皇后欧仁妮，
欧仁妮将这批文物汇集在一起，在枫丹
白露宫内的安埃尔大厦旧址建造了中国
博物馆，借此炫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强
盛和皇后本人的意趣和品位。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存放的 3万余
件中国文物大都来自皇家御园——圆明
园，是法国博物馆中存放圆明园珍宝数
量最多的展馆，且每一件都是稀世珍
品，价值连城。

展馆大厅中，挺立着一座巨大的青
铜鎏金佛塔，通体镶嵌有绿宝石，高约
两米。塔顶铸有代表佛界最高理想的天
界日、月、伞三宝。塔身半圆体的佛龛
里有释迦牟尼像。塔底是四方体，有一
雄狮昂首托起整个佛塔。塔的左右两
旁，配置有精美的一对象牙和一对雕
龙。塔前陈设着一对鎏金编钟和一只景
泰蓝麒麟，形态可爱的麒麟通体浑圆，
长长的双角，短短的四肢，栩栩如生。
据说，这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中皇
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

展馆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硕大
的景泰蓝吊灯，下方是一只兽足兽纽宫
熏。整个天花板布满了三幅巨大的乾隆

时期的“缂丝”，织物华丽无比，上面绣
着藏传佛教文字和图案，堪称图文并
茂，内容全是与如来佛祖、四大金刚、
十八罗汉相关的故事，这三幅“缂丝”
皆来自圆明园中的佛堂或寺庙。展馆的
墙壁上是用黑白相间的护壁板装饰的，
壁前摆着一对高大的双龙图景泰蓝瓷
瓶，瓶上有“大清乾隆年间制”字样。
靠墙壁的几个黄花梨木玻璃柜橱里陈列
着各式各样的青铜器、玉器、瓷器、漆
器、金银制品等，琳琅满目，美不胜
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宣德年间的青
花瓷大碗、康熙年间的五彩瓶，墙角处
还摆放着一顶清宫皇后乘坐的肩舆（轿
子），非常华贵。

今天，一边读着《红楼梦》中石呆
子痛失文物的故事，一边联想着枫丹白
露宫中国馆中存放的众多中国文物，脑
海里浮现出著名作曲家德彪西的警句：

“让我们来听风叙述世界的历史，从中得
到启示吧！”我想，《红楼梦》中石呆子
痛失古扇，与皇家圆明园珍宝被海外列
强抢掠，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但在失宝的原因上是一脉相通的。想想
看，枫丹白露宫中的那些圆明园珍宝不
也是“石呆子”家的吗？当然这个“石
呆子”不是《红楼梦》里的石呆子，而
是大清国皇帝咸丰。金陵石呆子家祖传
的二十把古扇被贾府霸占，弄得石呆子

“坑家败业”“死活不知”；而圆明园中祖
传的珍宝被英法联军抢劫一空，富丽堂
皇的御园化为一片焦土，咸丰帝吓得仓
皇逃往热河承德行宫，由恭亲王奕䜣代
签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两个“石
呆子”遭此劫难，这到底为什么？究其
缘由还不都是因为 “贫弱”吗？贫弱就
要挨打，就会被列强任意宰割。

记得当年参观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后，我义愤填膺，当即写下一首七绝，
题目是《勿忘国耻》，现把它重抄于后：

华夏衰微始晚清，列强侵入患重重。
昔年国耻铭心上，踔厉振兴中国龙。

从石呆子痛失文物谈起
□张存元

史话

在烈士李省三故居

李洪庄是一个地名。
风来时

这里已是翠竹青青
画眉、喜鹊应和着知了
眺望在盛夏的枝头
深深浅浅，每向前一步
我的心愈加沉重
说起李省三，村民眼中
都会流露出奇的平静
就像他的故居，透过
松柏遮挡的视线
看得见的轮廓，总有
丝丝缕缕的阳光，聚

在一起
结出炫目的花朵
此时，我必须停下来
坐上三刻

拜谒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在秣坡，总是想起两
千多年前

厉兵秣马的典故。但
历史

总有这样惊人的相似
之处：

两千多年后，借助
那隐匿的月光，三位

热血青年
点燃革命的火种。煤

油灯下
举起右拳，宣布诞生

第一个党支部
从此，一群有信仰的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与日寇
斗智斗勇：一箭箭芦苇

化作一杆杆长矛；和
土匪顽杂

生死较量：一粒粒黄沙
就是一抔抔红色的沃土
因此，豫皖苏革命根

据地
在这里开枝散叶
水东沦陷区，恢宏壮

阔的历史
在这里一一解读
那个腥风血雨的日

子，李先念
在这里出发
彭雪枫、吴芝圃
从这里策马扬鞭北渡

……
陈少敏，女扮男装
坚定的理想
革命到底的精神
让见多识广的黄河故

道折服
走，到水东参加新四军
走，去鲁西南参加八

路军
一夜之间，不大的村庄
拉起了300人的队伍
攻堡垒、拔据点
扒铁路、破交通
革命斗争的烽火，在

这里
如火如荼
红色小镇嘹亮的歌声
在这里，如泣如诉
旌旗猎猎，民权县
红色的帆船，从这里

启程
誓言铮铮，召唤着来者
在这里，踏上新的征途

黄河故道红色文化行纪事
□李 宁

2023年 7月 29日晚，蓝文君老师发微信告
诉我，他在写关于“创作谈”方面的约稿：

1.2 万字的 《我写新诗 50 年——从被授予
“世界和平使者”说起》已完成，正在打印。

《报告中国——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之路》正在
写。这个内容较多，包括“我的报告文学处女
作”“登上 《人民文学》 高峰”“一发不可收”

“与铁凝在《十月》同期发表作品”“姬梦武带我
走进沙滩北街2号”“与何建明同行”“东西南北
中：抒我千山万水情”“要我写和我要写”“我用
诗写的报告文学”“唯有奋斗才是真”十个部分，
可能要写到3万字左右，计划10月1日前完成。

看完微信我深受感动，虽已夜深，仍挥笔为
蓝老师写下《古稀跃马向天涯》诗一首：

商丘有个蓝文君，锦绣文章常会神。
人过古稀重起步，挥毫跃马荡凡尘。
可能是心灵感应，近几天心里隐隐约约似乎

看到了蓝老师的身影，听到了蓝老师的声音，因
为今年春天我们有过几次交往。当时蓝老师表示
他要再上一层楼，再奋斗个十年八年的，实现一
个更大理想。他没有说明这个“更大理想”是什
么，我听了却不以为然。认为他已年过古稀，并
且已于 2021年出版了 630万字的《蓝文君文集》
20卷，近 40斤重的精装本，气势不一般，作为
他的 70岁生日礼物，在全国各地影响很大。这
厚重的收获，已为他的“成功人生”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古稀之人，应该安度晚年享清福才
是，可他却要静下心来，把自己一辈子的丰富阅
历和创作做个小结，写写感想，以示后人，然
后集中精力，争取再写出一两部像点儿样的纯

文学作品，作为收笔之作。他的这番话给我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都这把年纪了，仍像拼命
三郎，来个百米冲刺，真的很了不起！要知道他
仍然在稿纸上写作，挥笔上阵！我曾送他三支钢
笔，几瓶墨水，以表对他的相知之心、敬仰之情。

一瓶墨水能写出多少个钢笔字？蓝老师知
道。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长、著名作家何建明在《文友蓝文君》一文
中写道：他知道一瓶墨水能写多少个钢笔字。
老蓝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尝
试过。

蓝老师早年写诗，后来以写报告文学见长。
自 1992 年在 《人民文学》 发表中篇报告文学
《搏击》以来，又分别在《十月》《中国作家》和
作家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等发表、出版作品
几百万字。前些年，在虞城县知道他发表、出版
那么多作品的人并不多，直到 2013年他从县委
统战部退休后，才渐渐有人知道，他不仅是“大
笔杆子”，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出
版集团特约作家。近年来，他以虞城历史名人为
题材，创作并出版了《虞国开国话商均》《巾帼
英雄花木兰》《开国少将孙端夫》《豫东红脸王唐
玉成》等38人的《虞城名人传记》，他以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为题材，创作并出版了长篇传记小说
《范缜》……

蓝文君老师早已是著作等身、文光四射的名
人了，可他并没有满足，还要拼上一把，仍笔耕
不辍。在虞城、在商丘，在蓝文君老师影响下，
有追求、肯吃苦的许多同道中人都自信满满，倾
其全力，书写着文化名城的瑰丽新篇章！

古稀跃马向天涯
□李辉民

从来，没有一株冬青
能如你般

长成一棵百年冬青树
从来，没有一株冬青

能如你般
历经风雨沧桑，枪林

弹雨
却依旧四季常青，傲

然挺立
曾经，经受过多少炮

火的洗礼
曾经，经受过多少雷

电的袭击
可你又怎能轻易地摧

眉折腰，折断根基？
纵使，黑云压城城

欲摧！
红色队伍来了
你张开绿色的眼睛
献上绿色的诗句
一路蝶舞翩跹，欢歌

笑语
白色笼罩的日子里
你握紧拳头，铁骨铮

铮，风声鹤唳
阳光下，把每一片树

叶当作小伞
黑暗里，把每一根树

枝当作箭矢
一阵铃声响起
迅速把消息传递
你饮下的是血雨腥风
吐出的是黄河的胆气
任凭敌人砍断你的枝干
扯下你的绿衣
狠狠地将刺刀刺向你

的心脏
用鲜血当作祭旗
而你却依然像松柏一样
一身虬骨，一身绿意
一身洗不掉，抹不

去，改不了
永远令人敬仰的冬青

颜色
在葛庄，在曾经“地

道战”的遗址旁
在一行行青纱帐的眼

眸里
我站在阴阳交界的

地方
向一棵百年冬青树敬

礼！

在葛庄，我向一棵百年冬青树敬礼
□王爱玲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于 1925 年秋在长沙橘子洲所作。如
今，我站在仰慕已久的橘子洲上，看着巨大的雕像，陷入了
深思……

暑假期间，我有幸来到长沙旅游，更有幸登上橘子洲。
当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走到敬爱的毛主席雕像旁，注视着
主席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雄姿
时，不由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历史的车轮回转到了
1913年至 1923年期间，毛主席在长沙学习，课余时间经常
与朋友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坐船横渡湘江，登上橘子
洲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毛主席去广州开展革命
运动，途经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这首千古
名篇《沁园春·长沙》。

没有橘子洲上的畅谈，就没有今日腾飞的中国。这首词
处处充满了对自由和未来的期望。那一句“鹰击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表达了渴望自由的情感。青年毛主
席渴望人民能自由，国家能自由。今天，他的梦想实现了！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
有055型驱逐舰、福建舰、东风-41导弹，这些是保障国家
和人民自由的根本。现在毛主席的梦想实现了：中国人民不
仅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强起来了！

那我们呢？我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好好学
习。今天，在橘子洲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指点江山”四个
大字，这四个字如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们青少年：我们不
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要“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游橘子洲有感
□侯绪尧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