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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
物语

感怀

诗风

我早就想为田启义所著的《谷熟四
千年》（以下简称 《谷熟》） 写点感
想，但纠结于商丘南亳地望的多家说之
中，自觉难以发声，便搁置下来了。

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我于近日再
次浏览《谷熟》，被其第一章“都亳二
度”概述中的几句话触动了心弦：“商
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于 1999 年提出，
在古亳商丘说前提下，商丘内部不争
论，要进一步索证，确定亳在商丘的具
体地理位置。”

翻阅到该书的“引子”部分，我看
到了 1991年版《虞城县志》对谷熟的
介绍：该镇古为商都南亳，春秋为宋之
谷丘。东汉初置谷熟县，属梁国。唐武
德二年为南谷州，四年废，复为县，属
宋州。元代废县置谷熟镇。民国初年废
镇为集，属商丘县。新中国成立之初，
属谷熟县，1954年始属虞城县。显而
易见，谷熟绝非一般的乡镇，而是个历
史悠久的所在。

此时，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且介
亭杂文集》中的名言：“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的确，越是民族的东
西，越具有世界性。由此，我想到了谷
熟。它不仅是谷熟的、虞城的，更是商
丘的、河南的。我当以跳出谷熟看谷熟
的视角，审视、发现、挖掘《谷熟》种
种不菲的价值。

价值之一：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谷熟》从古写到今，写出了谷熟
的历史沿革，写出了时代的变迁。尤其
是展示了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两
种社会形态的对比。前者，社会黑暗、
秩序混乱、兵匪横行、苛捐杂税及各种

官差多如牛毛，物
价飞涨，百姓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
中；后者，共

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剿匪反霸分
土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多年来，农村中小学实行义务
教育，农民实行医疗合作，免除农业
税，政府实行种粮、购农机等多种补
贴，社会安定和谐、家家脱贫致富，主
食多为小麦面，吃肉也由挑肥变为拣
瘦，不少家庭建起了小洋楼、购买了小
轿车，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两相对
比，实实在在地凸显了社会主义就是
好，从而激励人们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和
道路自信。

价值之二：充盈了商丘的历史文化
宝库。从宏观上看，40多万字的《谷
熟》，填补了谷熟历史无文字记载的空
白，开了先河；从微观上看，充实了商
丘的历史人物走廊。除人们熟知的伊尹
和花木兰之外，该书还介绍了明清时期
谷熟的十二进士。其中，有仕至南京通
政使的田珍等七位文进士，有兵部侍郎
兼副都御史的杨镐及总督兵部右侍郎的
叶廷桂等五位武进士，还有吏部侍郎徐
处仁、“词章为学者之宗，德业系国人
之望”的徐度、著有《豫变纪略》 8卷
的郑廉与书法和学术自成一派的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褚纪雯等，打造了谷熟的文
化高地。在清顺治初年，出现了以叶元
澍为首的“平台五隐诗社”。在《杨氏
家乘》《归德田氏家乘》和《商丘叶氏
家乘》中，三家科举为进士者，都留下
了不少诗文，尤以叶氏族人为最。《谷
熟》选录了叶廷桂、叶元滋、叶元澍等
28人的诗作。至于古迹遗址，有伊尹
祠、木兰祠、田珍墓、叶廷桂墓、郑廉
墓，还有魏堌堆、凤凰寺、马牧集东大
寺等，以及白果树、金果园、竹园等三
百里梁园的遗存，等等，无不丰富了商
丘的历史宝库和文旅资源。

价值之三：为商丘的民俗文化增光
添彩。《谷熟》接地气，有烟火气，包
含着不少民俗文化的元素。作者在书写

“商汤都于亳”时，插入了“玄鸟生
商”的传说；在书写宋国国事时，插入
了谷丘会盟的故事；在书写古迹遗址
时，插入了蓝桥和武津关的故事与一个
老鳖精的神话传说，情趣横生；隋炀帝
杨广拉旱船的传说，唐朝开国功臣程咬
金在魏堌堆错栽柏树的故事，王莽赶刘
秀的故事（扳倒井、观音寺、骡子不下
驹）等，皆为后人津津乐道；在书写谷
熟集、田楼、杨楼的形成时，插入了高
氏顶起一片天，创业立院建楼房的故事
等等，或体现了历代人民的美德与智
慧，或表现了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情
感，愉悦了先人与今人的精神生活，亦
平添了该书的阅读情趣。

价值之四：拓宽了南亳商丘说的探
讨视野。作者书写《谷熟》，无论如何
也绕不过史书记载的古都南亳在谷熟的
话题。他以开放的眼光、求实的精神，
以不回避、不盲从、不从众的姿态，研
读明嘉靖年《归德府志·谷熟县》与
《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卷》，看到同一项
记载的惊人一致：帝喾都亳在今谷熟；
他又研读 《史记·殷本纪》《史记集
解》《括地志》《大清一统志》《古迹略
上》以及不同时期的《归德府志》和
《商丘县志》，形成一个认知：汤都南亳
在谷熟。“谷熟说”的提出，为探讨古
都南亳在商丘的具体地望提供了一个新
的思路，也显示了作者的胆识与灼见。
之前，在商丘市辖区内，已有南亳说
（指在谷熟西南 30 里——今睢阳区坞
墙、高辛一带；又有人根据康熙四十四
年本《商丘县志》，提出睢阳区冯桥有
南亳遗址）和北亳说（今梁园区蒙墙寺
一带）。孰是孰非？就有待于未来从黄
河洪水淤积的地层深处挖掘出佐证文
物，由史学学者、专家作出研判吧。

价值之五：树立了一个严谨治学的
鲜活样板。“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
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诗句）。曾

任县长、县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商
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田启义，也
许受到人生要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
激励，退休十多年来出版了 6 部散文
集，这在商丘厅级离退休领导干部中堪
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笔者从《谷熟》的
序言和跋语中得知，3年来，为传承民
族文化而撰写《谷熟》一书，他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不顾年逾古稀之迈，冒
着酷暑严寒，骑自行车踏访了几十个乡
镇，现场考察了诸多的古迹遗址，拜访
了上百名可提供资料或情况的关联人，
查阅了《史记》《大清一统志》《归德府
志》《商丘县志》《虞城县志》《商丘地
方志》《鹿邑县志》和《亳州县志》等
百余万字的典籍方志。为解决一些疑难
问题，他登门向知名学者、文化名人咨
询或请教，还拜访了几个名门望族的族
人代表。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之后，他
又广泛征求意见，精心打磨，两易其
稿，历经三载，终于问世，可谓呕心沥
血。书写客观、持论公正是其特色。比
如，如实记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谷
熟“反瞒产”导致“揭不开锅”及煞

“五风”的状况。又如，坦诚指出《辞
海》关于“句渎”（谷丘，即谷熟的前
身）在“今菏泽北”之解有误。再如，
他质疑杨广拉旱船的传说，指出那只不
过反映了当年老百姓对隋炀帝贪图享乐
且又“阻谏杀人”行径的不满和愤慨。
其独特见地，闪耀着哲思之光。

安置历史，以史明鉴。谷熟四千多
年的变迁与悠久灿烂的商丘史和五千年
的中华文明史紧密相连，因此，将其融
入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书写，便使
《谷熟》 有了时代感、沧桑感和厚重
感。诚然，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谷熟外
延有度，有的地方如何准确把握分寸，
尚待进一步探讨，但无伤大体，并不影
响这部历史文化散文所蕴含的史料性、
知识性与趣味性。

《谷熟四千年》的价值意蕴
□杨 石 雾。朝阳未出，东方的天空只染出一片淡淡的红，像少女羞

涩的脸庞，白雾在金马河大桥两岸缓缓流淌。初春的河道内，草
还保持着经秋复冬后的枯黄，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或上游紫坪
铺水库一汪大水的唤醒。跨河高压线静悬空中，不知其源，亦不
知所踪。更远处，高压线塔、树林、楼宇只露出模糊的脑袋，海市
蜃楼般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竹。斑竹林的竹品类众多。太阳渐高，拉长一根根竹挺拔
的影子，一时间，竹影、光影驳杂交错。品种不同，外形与气质当
然各不相同。慈竹，竹如其名，似乎天生就是家族群居物种的典
范——新竹旧竹高高低低，若老少相依，挤挤挨挨簇成一笼。笼
笼之间，分明有七八米的距离，然而，它们的竹梢早已在半空你
拥我抱，又成家人。竹，荫遮出一条条幽深小道。和此幽篁景之
幽深意最贴切的莫过“曲径通幽处”的妙句。与慈竹之错杂亲密
截然不同，斑竹、楠竹根根独立，它们孤傲不群，连竹节也比其他
竹更白亮些，好像那也是其自我品性的无声宣言。龙竹主干不
发达，分支却繁密。远望，一丛便是一团绿在匍匐蔓延。竹的世
界高低错落，俯仰生姿，视觉空间立即变得立体起来，丰富起来。

树。竹，生生灭灭，或许并不能以年代论英雄，而年龄，绝对
是一株树存在的价值，也是斑竹林获誉“川西平原腹地仅有的市
级森林公园”的核心竞争力。在“古楠白鹭”景点，樟楠参天，百
年名木多达百株，更有树龄超过三百年者。由此，斑竹林便有了
川西平原他处新兴的一众市民公园所无法企及之野性美，而这
种朴野之美无疑更具生命的活力与生态的张力。我的脚下，腐
殖层松如地毯。阳光照拂，树身红亮，幽深的古意呼之欲出。抬
头望，天空被密匝匝的树叶分切成细小碎片，闪闪烁烁，似银河
群星。伫立凝视，恍悟时光之邈远，宇宙之无穷。深林不见鸟，
但闻鸟语响，杂禽啁啾，树太浓密了，除非下到地面扑腾跳跃，任
我努力搜寻，也发现不了它们的身影。我只能在景区宣传栏上
一睹他们的美姿——小苇、翠鸟、白鹭、白头鹞、斑尾榛鸡、白冠
长尾雉、小白额雁、灰胸竹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们共同
给斑竹林丰富的生态画卷增添了最灵动、优雅的一笔。

水。唐朝李洞在《题竹溪禅院》中写道“溪边山一色，水拥竹
千竿”，斑竹林蔚为大观，水厥功至伟。“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
津”，新津自古就是川西平原之母亲河——岷江上的重要渡口之
一。往小了说，单是斑竹林区域内就有金马河、西河环绕四周，
姚滩水域湿地成片。智慧的新津先民于斑竹林与羊马河最亲近
的位置筑起一道古堰，一到丰水期，水就会漫过水坝与吊桥相映
成趣。水闸、古堰双管齐下，在丰枯期调节进入斑竹林的水流
量。举重若轻，工程虽小，亦堪称都江堰治水思想的辐射延伸。
避水之患而用水之利，水不仅仅造就了古堰流溪的风景，更为新
津的每一丝雾、每一根竹、每一株树提供了生命精血。毫无疑
问，水，是新津四韵华章点睛的关键词。

新津四韵
□宋 扬

二月二，龙抬头。
鸡叫三遍，父亲就窸窸窣窣摸黑起床了。
贴着红窗花的木窗棂外，天还没亮，黑黢黢

的，有似大鸟扇翅般的细微动静。黑暗中，父亲趿
拉着鞋拉开了门闩，一股淡香清冷的气息挤进门
来，我顿时清醒。一弯眉毛月，冷得似乎在天上抖
了抖。一朵，两朵，三朵……老屋一角的梅花才绽
开，我仰面数着开了的梅花。

父亲走过来，抖下披着的棉袄裹住我，像裹住
一粒尘芥。我瘦小的身体在宽大厚沉的棉衣里挣
涌，像憋闷的蚕，要冲破蛹。父亲的棉袄带着湿腻
腻的体温和浓烈的体味，还有厚实的烟草气，梅香
的清雅顿时被冲淡。

天蒙蒙亮，鸡子们扇乎着翅膀迎接着七嘴八
舌的鸟鸣，一起闹腾开了。黎明的黑暗逃遁无影，
鸡飞狗跳牛哞，拉开一个热腾腾的人间序幕，立起
来一个崭新的日子。二月二，来到了民间。

母亲在窗前慢吞吞地洗漱，居然立起圆圆的
镜子，镜后一纸宝钗扑蝶的红喜气，镜里一张眉目
间犹有芬芳的中年妇人脸。母亲搽了淡淡的胭
脂，画了眉，挽了光溜的髻，戴了陪嫁的银手镯，簪
了陪嫁的银簪子。晨光里，青袄、蓝裤、绣了蝴蝶
的夹鞋，这是要串亲戚吗？

“要过节了吗？杨三姐，真喜庆。”父亲在墙角
倚了大扫帚，额头冒着微微的汗，一脚踏进来，看见
新妆的母亲，眼前一亮，语气喜悦得要拧出蜜水。

“要过节了。朱先生，同喜同喜。”母亲说，眉
眼里都是色温生动的笑。她招呼摇着花枝跑进来
的小丫头：“近前来，近前来。二月二，龙抬头，小

小子要剃龙头，小妮子呢？咱就梳小辫戴花，梅花
开得真应景呀！”她喜滋滋地感谢着梅花。

父亲去理发。塘边上好热闹，二桩叔支起了
理发摊子，雪亮锋利的剃头刀，薄薄细长，在他大
手掌里熟练地翻飞，像身轻体巧的小燕子。父亲
裹着雪白的剪发围布，眯着眼，十分陶醉。他脚边
或蹲或站着男子与小孩，他们都是来剃龙头的。
父亲依旧眯着眼睛大声喊我的名字，我从一堆小
孩子里答应着跑过去。父亲示意我掏出他衣袋里
的半包纸烟，然后洪亮地喊一嗓子：“爷们，有抽烟
的吗？在小六妮手上，自己取。”男人们说说笑笑
分着烟。

几位婶娘小媳妇遇上了，抢着说各自男人或
孩子，诉诉苦乐。一抬眼看见我，拉扯到跟前，嗅
一嗅：“小妮子，恁香？哟！原来是戴了花。咱也
去寻几朵，给妮子们戴。”三三两两走去我家。我
心疼得咬牙跺脚，我的梅，要被那粗糙的手野蛮掳
掠了！

二月二剃龙头，讨个好彩头。
理了发的父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他还刮

了须，黄面皮的腮与下巴上有隐隐的青黑胡茬，平
添了几分青涩与朝气，像小伙。

母亲送几个妇人出门。她们手里捧着大把的
梅花，摇摇的花枝上多半是红蕾，开了的几朵梅花
像被选中的秀女，多是幽怨与无奈。母亲没在意
小女孩的愤懑与心疼，她在意的是新理发的父亲
一脸的英气。

喜眉笑眼迎上去，尚未开口，便被妇人们泼辣
围攻。她们眼角笑起的褶子能夹死大蝇，绊倒耕

牛，喜喳喳地笑闹声风一样荡开：“这是谁家的新
郎官？油头粉面要娶亲了吧？”父亲大手一挥，朗
声笑：“莫说笑，赶紧抱花离开，我家要打灰囤喽！”

打灰囤。父亲早就攒下了一篮子草木灰，一手
㧟，一手撒。在干干净净的篱笆院里面画一个圆，称
之为“灰囤”。然后，母亲递上一个竹筐，里面放五
只碗，分别盛着五谷。父亲接过去，五只碗里各抓一
些，在灰囤里撒一把，神色庄重而虔诚。这寓意着
新的一年粮满仓，谷满仓，风调雨顺，年景丰收。

母亲在老屋里把一盏纸糊的红灯笼点亮。枣
红的旧方桌上放一张木凳，父亲搀着她小心爬上
去，又把点燃的灯笼递给她。母亲慢慢直起身子，
稳了稳，缓缓举起灯笼，照房梁，边照边念叨：“二
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

矮小的我扶着母亲脚下的小木凳腿，不禁也跟
着碎碎念。仿佛那是咒语，是神灯。二月二，照房
梁，那般丑陋毒性的怪物就不敢来了，是统统被神
明收去感化做小童了吗？再莫出来吓人、蜇人了。

二月二，吃春饼，也是我最盼望的。母亲做的
春饼像春天，又薄又软又劲道。

晌午，母亲在小灶屋里支起鏊子，底下燃起碎
木头。红红的火温柔地舔着鏊子底，母亲把擀薄
的圆圆小饼放在鏊子上烙。烙好的饼带着点点焦
黄，还有淡淡的柴烟香，那是尘世的香。

母亲早早在盆里备好了卷饼的菜，焯熟的豆
芽、土豆丝、菠菜，还有炒熟的鸡蛋花，淋了小磨香
油，拌了白芝麻、醋，卷起来咬一口，像咬着春天。

二月二，像立在门框里的一张女子的面孔，玲
珑而静谧，像呈现在水底的月亮，微凉，喜气。

周庄梦蝶已非梦，
万万江郎绘新容。
木兰换妆姿貌美，
香君易弦舞春风。
笑望谷熟千层浪，
故道芒山万木葱。
美城适居平台客，
白哥再赋《梁园吟》。

明湖明河映亳地，
汴水汴渠滋喾境。
葛土梨香漫四域，
睢水襄邑足履轻。
永煤枣干甜愈暖，
柘钻椒红更深情。
三商兴隆吉祥至，
通衢八方美豫东。

颂豫商
□牛治国

春风吻面细丝荡，
鲜花盛开争流芳。
闲云飘忽罗纹笑，
鹊莺欢歌竞献唱。

村前小河溪水流，
杨柳细长绿叶绦。
鲜花簇拥娇欲滴，
几许春色多妖娆。

春光美
□王甫海

一幅绝美的画卷，
一定是底色在先。

龙年的春雪图：
一场大雪填平江河

湖海，
再隐去喜马拉雅、

巍 巍 昆 仑 、 东 岳 泰 山
……

料峭春寒，
揣着龙的旨意。
先描出万里长城，
再画出无际的草原。

龙尾一摆，
长江黄河滚滚东去！
龙头一昂，
万里波涛与天相连！

料峭春寒，
主持龙春的圣典。
先让南方绿意盎然，
再让北国银瓦白砖。

满园的杏花，

等着龙风。
成排的桃李，
听候龙的呼唤。

天龙收回，
料峭春寒。
一个转身泼洒，
十里梨花再次把大

地渲染。

这幅龙年的春雪图，
应该万分惊艳。
龙说：不！
她们只能陪衬绿油

油的麦田！
瑞雪兆丰年，
只有龙的传人粮囤

满满，幸福无边…

因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龙手一挥：
这幅举世无双的春

雪图便挂在了天上人间！

龙年的春雪图
□刘 阳

二
月
二

□
朱
盈
旭

梅花竞放香似海 黄宗治 摄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的午后。
爷爷拿着两个一样大小的带盖的小铁桶，叫8岁的妹妹和

我去责任田里捡豆子，说是收割时豆粒儿炸出来不少，扔了怪
可惜。

于是，每人拎着一个小铁桶，我和妹妹就唱着歌儿上路了。
地里掉落的豆子确实不少，不久，我就捡了小半桶黄澄澄

的豆粒儿。同时，我也发现地里面的蟋蟀不少，几乎每一小堆
豆叶下都藏着一两只又肥又大的黑黝黝的蟋蟀，于是，我便兴
奋地逮起蟋蟀来。可是，这小家伙还真不好逮，扑腾了许久，
我才捉住了几只。可夕阳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遛下了山，我
便和妹妹拎着小铁桶披着橘红色的霞光，在蟋蟀的低吟浅唱里
踏上了归途。

刚到村口还没来得及言语，爷爷便笑眯眯地抚摸着我俩的
头说：“阳儿，你怎么还没你妹妹捡得多呢？”

“什么？”我不由愣住了，疑惑地望着爷爷，“爷爷，你又
没看见怎么就知道了呢？”

“噢，我是听出来的呀！”捋着胡须的爷爷一脸粲然。
“咦？怎么能听出来呢？”
“你的小桶越响，就越空，也就说明你捡的豆子越少呀！”

爷爷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一脸的郑重。
一霎时，我愣住了……
……
许多年以后，我每每取得一点小成绩就想在人们面前夸夸

其谈地炫耀时，爷爷那句话就会穿越我的灵魂，在我耳边轻轻
响起：“小桶越响，就越空……”

于是，我便会羞愧地低下头来，继续默默地捡拾人生田野
里那金灿灿的豆子。

豆子的声音
□梦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