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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绪

时 光

血战归德 （小说连载）

□刘秀森

以先，因为工作的原因，奔赴在各
个城市之间，无暇顾及家庭。一个人
庆贺节日是家常便饭，年复一年，也习
以为常，从不觉得委屈、乏味、孤单。

而今，过惯了阖家团圆、其乐融融
的日子，整日徜徉在幸福的河流，闲庭
漫步，逍遥自在，偶尔碰上个一个人独
享的佳节，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适
应，很别扭，也受伤。

舒服暖心的日子，磨平了气冲霄
汉的拼搏，迟滞了两军对垒时的勇气。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沉下心来想想
海南鹿回头的来龙去脉；可以捋捋望尽
天涯路的九曲回肠；可以畅享大漠风沙
孤烟直的旷世奇观；可以回忆凿壁偷
光、悬梁刺股带来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芳
踪仙迹；可以感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
忧郁、无助、绝望的眼神。

一个人的节日，轻敲键盘，驱赶文
字赛跑；展卷读书，沉浸在古人的忠孝
礼仪中不舍昼夜，亦歌亦舞。

一个人的节日，乘晨曦微露，踯躅羊肠小道，看旭日
东升；随落日西沉，漫步田园，观云卷云舒，好不自在。

一个人的节日，搬搬花，弄弄草，整理一下书架，看看
昔日报刊上发表的旧作，神思飞舞，意味悠长，感慨万
千。兴趣来时，拿起斗笔，挥毫泼墨，写出颜筋柳骨的风
范，乐不可支。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赏赏花，嗅嗅香。秋天来了，桂
花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虽然桂花形小，也掩不住芳香
溢远。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关掉手机、微信、QQ、MSN 等一
切可以跟别人联系的工具，把自己置身于无人能及的孤
岛，体验一下君临天下的美好与神奇。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过得很精彩，把自己栖息的地方
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管房子漂不漂亮，院子宽不宽敞，桌
子亮不亮堂，椅子高不高档，只要收拾时加点心思，总会
很舒服，很顺眼，很走心，毕竟是自己一席小小的领地，我
的地盘我做主。

然后放着音乐，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电影，晚上自己
下厨做点符合自己口味和欲望的美食，点上蜡烛，朦朦胧
胧，浮想联翩，浪漫瞬间满屋子奔跑。

一个人的节日，即使孤独寂寞，也不随便把自己交出
去，也要把自己装扮得花枝招展，引人瞩目。

一个人的节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怎么做都不
累，怎么做都会风生水起，一如满池荷花，迎风而歌，迎风
而舞。

人海茫茫，山高水瘦的余生，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世
间风雨，即使再大的沧桑，也要学会波澜不惊，也要让岁
月不伤，山河无恙，人生辉煌。

在这个乱花迷眼的世界，活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
帅，我不言败，谁能败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是一个节日款款来临，天南
地北人欢马叫，欢天喜地，四方食事，终是抵不过一碗人
间烟火，丰山瘦水皆见喜气，我虽是尘世间的惆怅客，独
自清欢，丰盈流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优哉游哉。

有诗有酒有时空自由的我，文绉绉地吟诗颂词来表
达一个人的节日的幽静安好，满桌子杯盘器皿都被诗韵
感动，疯疯癫癫，我也如孔老夫子一般，手舞足蹈，美哉，
乐哉。

此刻，我终于明白，人活一世，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即
使一个人的节日，也不能过得骨感瘦削，需要具有满满的
仪式感，不仅仅是为自己，也要对得起家人朋友的惦记。

同时，我要努力学会好好爱自己，做自己最坚实的
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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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商丘、长在商丘， 1983 年 7 月原商丘师专
（今商丘师范学院） 毕业分配至中原油田工作，41个春
秋过去，已入花甲之年。虽然一条黄河相隔数百里，但
因结缘了 《商丘日报》，我并未感到与家乡的距离有多
么远。

2006 年春节我回商丘，母亲新逝，除夕祭奠，初
一早上于悲伤失落中听到鞭炮阵阵、拜年声声，感怀不
已，写下一首古体诗 《回乡》，上班后投给了 《商丘日
报》。不久我再回商丘，偶在一家酒店的厅堂休息阅览
报栏，发现一张 《商丘日报》 副刊的右下角登载了这首
诗歌，感觉意外而惊喜，便向服务员索求带走了这张报
纸，并一直保存。

这是我第一次在 《商丘日报》 发稿，虽篇幅短小，
却增添了我对商丘市委机关报的信任与敬意，也感到家
乡是那样可爱与可亲。

回到工作单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订阅
《商丘日报》，二是再给 《商丘日报》 副刊投稿。

我是 2005 年开始订阅 《商丘日报》 的，订后一直
通过邮局递送，因路途较远，常不能及时收到报纸，还
出现丢失现象。后来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商丘日
报》 发行部门，他们非常重视，改为一周邮寄一次，这
使我每个星期都能按时收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装
着散发油墨香的 《商丘日报》。那时候我专门制作了

“报刊剪贴本”，其中一本就专门剪贴 《商丘日报》 的精
彩文章，至今留存。为此，《商丘日报》记者李岩专门联
系采访我， 2017 年 2 月 24 日以 《字里行间喜看家乡新
颜》为题，报道了我关注家乡、订阅《商丘日报》的故事。

在离开家乡 20 多年后，能够经常阅读到 《商丘日
报》，了解家乡的变化，对我这个游子来说是极好的精
神慰藉，真乃何以解乡愁？一报知商丘。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丘日报》 有了电子版，且网
络传递迅速，我及时关注了 《商丘日报》 公众号，点开
好不兴奋，内容丰富多彩，尽情阅览，这下再不用每周
盼收报纸了。我还把喜欢的文化周刊、梁苑版及其他好

的文章转发朋友圈、微信群，特别是分享给在油田工作
生活及其他所熟悉的商丘籍友人，让大家共同感受家乡
之变，品赏故园文化艺术之美。

如果说坚持订阅 《商丘日报》 和关注 《商丘日报》
公众号拉近了我与家乡心灵距离的话，那在编辑老师的
指导下，投送的稿件被采用，则给自己的文学爱好输送
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愉悦了精神世界，提升了个人品位。

2006 年以来，我持续不断地向 《商丘日报》 副刊
投稿，以散文和诗歌为主，内容多写家乡风情、人物和
故事，兼有其他，大体分四类：

一是故园风貌，如 《村庄外的白衣寺》《流在血管
的故乡》《坑塘之变》《揽春入怀运河情》 等，从不同角
度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后商丘发生的巨
大变化。

二是母校怀想，如 《校园里的芳华》《一张老照
片》《母校拾忆》《以德润人的赵老师》 等，回忆在商丘
求学期间，特别是读大学时的经历，表达对母校的怀念
和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三是亲人思念，如 《爷爷的牛屋》《母亲的坟茔》
《老人旧事》《姑母的八十寿辰》《又见断桥》 等，抒发
自己身在异乡对亲人的思念与缅怀之情，更多地倾诉了
对母亲的哀悼和追忆。

四是见闻分享，如 《亚拉河的风光》《黑角印象》
《点赞普光》《箜篌流韵》 等，主要是将自己在外，包括
出国的一些见闻书写下来，分享给家乡的读者朋友。

这些被刊发的拙作，依托“商报融树”，似插上翅
膀，得到了更快、更好的传播。

此外，我还撰写一些杂谈、随笔，被 《商丘日报》
所采用。如第 22 届黄河诗会在商丘成功举办后，我有
感而写了 《时间深处的点点帆影——由第 22 届黄河诗
会说起》，2020 年 2 月 21 日在文化周刊发表，获得了较
好的反响。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学会会长张鲜明阅
后说：“写得好，发得也好，为诗歌学会作了贡献！”

2019 年春天，我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参加“奔

流文学院”第九期作家研修班，参观了“全国乡镇党委
书记的榜样——吴金印”先进事迹展，并有幸与吴金印
合影留念，回来撰写了 《吴金印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启
示》，2019 年 6 月 21 日 《商丘日报》 梁苑版头题刊发，
并配合影图片，不少读者予以肯定。商丘师范学院人文
学院原院长、知名学者王增文教授读后感言：“ 《吴金
印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文，作者的四点感悟深
刻，拜读之后，深受启发，深为折服。”

结缘 《商丘日报》 的过程中，在致谢发行部门和有
关老师给我邮寄报纸的同时，尤让人感动的是编辑老师
审编拙作所付出的辛苦及给予的勉励。如 2017 年 7 月 7
日梁苑版头题刊登的散文 《岁月经年思乡浓》，初稿
5000 字，投送后，编辑老师一方面为文中炽烈的思乡
与爱家情怀所打动，另一方面则觉篇幅太长，便耐心指
导我修改，最后以 3000 余字予以发出。此文得到许多
与我年龄、经历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示范区张阁镇附近
的同学、乡亲的关注与共鸣。一位家是张阁、远在非洲
石油市场工作的读者阅后说：“我从老家张阁出来已快
30 年了，作者写出了我的心声，使我更加想念张阁的
一草一木！”

十多年来，我在 《商丘日报》 已刊发散文 （含杂
谈、随笔） 30 余篇、诗歌 20 多首。这些文字传播后，
有助于不少像我一样在外的商丘人了解家乡、增进乡
情，更从中感悟到商丘人真诚、宽厚、仁爱、朴实、担
当、奉献的“好人”品格。

值 《商丘日报》 创刊 40 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写下
如上文字，谨表祝贺和感谢，并呈最美好的祝福！

（作者系商丘市作家协会顾问、中原油田作家协会
副主席）

《商丘日报》让我与家乡的距离更近
□李智信

（上接9月13日 6版）

三

林凤翔的话音落地，侦探便飞马来到了他俩跟前，滚鞍
下马，在他和李开芳的马前跪地禀报说：“启禀大帅和副帅，
河南巡抚陆应谷在归德边境布下了东西三百多里的防线，
亲率重兵在前面的宋家集扎营，营前由南阳总兵李须铅率
军摆下了三节连环阵，严阵以待。陆妖（太平军对清兵总是
称为妖）和李妖声言要让我们的北伐在河南的边界上灰飞
烟灭。”

“嗬嗬嗬……”林凤翔听了，报之轻蔑地一笑。他觉得
侦探把敌人说得太夸张了，不在意地向前一望，目空一切地
说：“陆妖有何能耐？文弱书生而已。李须铅不过是一个小
小的南阳总兵，竟也敢如此夸口。笑话！难道他不知道周
天爵的惨败？”

“大帅，据侦察，李妖文武兼备，是按陆应谷的谋划严密
布防的，不可轻敌。”侦探说。

林凤翔望了一眼李开芳，仍然轻蔑地笑着说：“安徽巡抚周
天爵当初也和他们一样吹牛，结果怎么样？他们摆下的阵势
不是形同虚设吗？嗬嗬嗬嗬……”他又转向侦探说：“再探！”

“遵令。”侦探站起身，飞身上马，调转马头，飞驰而去。
林凤翔望着侦探飞驰的背影，微笑着对李开芳说：

“哼！严阵以待……不可轻敌……攻打凤阳和亳州之前，侦
探不也是这样禀报的吗？安徽巡抚周天爵信心满满，结果
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一触即溃！”

“是啊！”比他年轻的李开芳点点头。李开芳是一员颇
有点儒将之风的将官，他不愿挫了林凤翔的锐气，但却意识
到林凤翔生了傲气，这傲气十分危险，说不定会给眼前的战
斗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好效果。他一边思索着，一边缓缓地
说：“北伐以来，我们遇到的清妖都是这样的，接仗前虚张声
势，而当真厮杀起来，他们却成了一盘散沙，一见死伤便抱
头逃跑。但是……”

“但是什么？难道他陆应谷会比周天爵高明？”李开芳
话没说完，林凤翔便截断他的话，又是轻蔑地一笑，“眼前陆
妖的‘严阵以待’，我看也难逃重蹈周天爵的覆辙！”

“可……”李开芳张开口，又顿了一下，然后谨慎地望着
他，觉得不可不提醒他，“眼前的陆应谷不可与周天爵同日
而语啊！周天爵不会用兵，听说陆应谷可是有文才武略，比
他强得多。”

“我知道。”林凤翔轻描淡写地说，“陆妖是个文人，进士
出身，是咸丰老儿钦定的翰林院庶吉士，曾为清妖京城的行
政和卫戍长官，受咸丰老儿赏识。但只不过是吃文笔饭的
罢了，还听说他是个诗人。也许让他作几句不歪诗还差不
多，打仗嘛，就不敢恭维了！”

“还是不要轻视的好。”李开芳谨慎地说，“现在我们面临
的情况与在安徽时不同了。我们进攻安徽时，清妖没有充分
准备，有点措手不及。安徽被我们胜利通过，不能不引起清
廷的重视。咸丰老儿向陆应谷是下了严旨的，令他一定要守
住河南的大门。鉴于周天爵的惨败，陆应谷一定会竭尽全
力，听说他已用钦差大臣的名义四处调兵，严布防线，还是小
心些好。”

“哈哈哈……”林凤翔爽朗地大笑起来，“副帅一路叱咤
风云，怎么今天倒有些惧敌了？我却观那陆妖如同草芥，比
周天爵强不到哪儿去。”他不顾李开芳的提醒，命令身边的
传令兵：“传令各部，飞速前进，杀陆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踏平宋家集，快速拿下归德，然后论功行赏！”

传令兵答应一声，连忙去向各部传令。
林凤翔向李开芳一哝嘴：“走，咱看看这个陆应谷是怎

样‘严阵以待’的。”说罢挥起马鞭向后边的马屁股上狠抽了
一下，率先冲到了前面。

李开芳望着他，只好一催坐骑，跟了上去。
各部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加快了行

军的速度。
兵近宋家集，林凤翔勒住战马，拿起从清兵那里缴获的

望远镜，在马上朝前一望，只见前方清兵的阵地上旌旗招
展，人马密密匝匝，东西一字儿摆开，像一条长龙，一台台大
炮在树枝的掩护下露出黑乎乎的眼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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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真是好，像一个安静干净的
女子，不急不躁、温吞吞的性子像娘。
小月喜欢云淡风轻的秋天。

篱笆院南角的那棵老柿树，像点
燃了一树红灯笼，良宵在即的样子，让
人惊艳于那醇厚光明的金红。

小月的爹爹从老柿树上卸下最后
一筐柿子时，中秋节也快到了。

篱前花朵缤纷，胭脂花、指甲花、
百日草、小白菊。那棵老桂，一簇一簇
金黄的小碎花，吐出勾人魂魄的浓烈
香气。像西邻花梗嫂，娇小玲珑的身
体似乎蕴藏着十万方小马达，风风火
火，不知疲倦，梨窝明艳得能抚平每一
张皱纹荡漾的脸。

小月的娘准备细白面、绵白糖、花
生碎、青红丝、香油，秋光明媚里邀上
村里妇人，㧟着蒙了红花布的竹篮，逶
迤去镇上打月饼。小月的娘把竹篮子
放在那排队，㧟起另一只篮子去了人
多的地方卖柿子。

掀开一角的红花布，红红的灯笼
柿子清亮鲜活地招揽着乡人。小巧秀
丽的妇人，吆喝卖红柿。不大会工夫，
竹篮子空空。小月的娘站起身来，揣
着一叠毛票，悠然离去。那边厢，打月
饼刚好到号。

妇人们嚷嚷着小月的娘发了财，
要请客，晌午要请大家去张记包子
棚。小月的娘欢喜答应。等真到了晌
午，她们已零星走开了。身为主妇的
人，心上记挂着男人与孩子的午饭，谁
还真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

小月的娘把家里的柿子挑挑拣
拣。生了疤瘌、长相不俊、卖相不好

的，打发小月给她们送了些去。果然，
接了柿子的妇人们比请吃了张记包子
还欢喜，眼角笑得细纹荡漾。

中 秋 节 的 月 亮 ，分 外 的 清 白 圆
润。一片奶白的月光里，门前石阶上
的露水悄悄凝成了薄霜。小月的娘在
篱笆院里，摆出了瓜果月饼，焚了香，
念念叨叨，虔诚地磕头上供。

小月啃着红嘴的大石榴，喝着娘
煮的荷叶粥，吃着酥香掉渣的月饼，望
着天上的月亮出神。

月宫里住的那个叫嫦娥的漂亮女
人，该多寂寞啊！小月心里一叹，觉得
怅然。

地上的凡人都在团圆，她孤零零
一个仙女，穿着凉凉的绫罗，抱着不
会说话的小白兔，会不会想人间的那
个贫穷的家？想不想那个曾经恩爱
的丈夫？

小月很小的时候，就听娘讲过，嫦
娥偷吃仙丹骗了丈夫，一个人跑到月
亮上享福去了。可是她很快后悔了，
却也回不去了。终日抱一只孤独的兔
子，看一个叫吴刚的人在那里砍一棵
桂花树。地老天荒地砍呀砍，那棵桂
花树却一直没有被砍倒。

小月望着月亮，突然问娘：“那个
吴刚，砍树是不是借口？他是不是想
娶嫦娥？”

小月的娘戳一指头小月的大脑
门：“古灵精怪！一天天胡思乱想。”

月光洒下来，粉粉地铺在门前的
石阶上。

有个女人在哭，嘤嘤地，像从天上
缥缈传来，又像窗根子底下的虫声。

小月和娘站起来仔细辨听，那哭声
是从东篱传来的，嘤嘤细细，带着一股
秋夜的凉，重重叠叠覆上人心头。

“是小影回来了吧？”娘说，蹙一蹙
眉头，叹口气，“苦命的女子呃，老早没
有娘，又没嫁好。听说那男人赌，三天
两头打骂她！”

小月隔着缠满花朵的矮篱笆，看
见东边的院子里人影绰绰，月光下晃
动，拉拉扯扯，夹杂着女子压抑的低
低的哭声。过了一会儿，人影出门
去了。那哭声也渐渐远了淡了，像飘
到月亮上去了，也像被桂子的香气压
住了。

小月的一颗心却被扯得很远很远。
那个中秋夜，月亮很美，花朵很

香，月饼很酥。小月却心头万斛愁的
样子，她少年识得了愁滋味，是因为那
个富贵孤寂的嫦娥，还是那个柔弱悲
戚的小影？

中秋的月饼还没吃完，小月的娘
就卖出了最后一篮红柿。喜滋滋㧟着
竹篮回家。一掀红花布，水蓝的纱巾
一汪水似的泊在篮底。小月拿起柔滑
的丝巾围在细脖颈上，镜子前照来照
去，娘怜爱地叹一句：“小妮子越来越
臭美了。”

有娘疼的孩子真好！小月的心里
生起一团柔软暖意。

东篱却传来乱如急雨的脚步声，夹
杂着惶惶的喊声，还有妇人们惊恐地哭
叫，小月的娘惶惶扯了小月出门。

凌乱的脚步骤雨般往东篱赶，男
的，女的，老的，少的。小月的眼前渐渐
模糊起来：东篱的小白菊开得那么白那
么密，像一片云。小影，那个羞怯瘦弱
的女子高高立在那片云上，冲小月凄美
一笑。一转身，飘到云朵里去了……

小月颈上缠绕的丝巾，水一样地
滑落在脚边。

那个叫小影的女子，她把自己挂
在了屋檐下。一身白衣，在风里，晃晃
荡荡，像一片单薄的云。

秋天的故事
□朱盈旭

不喜欢在，
秋风里忧伤。

虽然，
水灾把田野，
摧残成了斑秃，
高处还有倔强的青

纱帐。

沟满壕平的水，
缓缓流淌，
鱼儿用欢快拾起，
歉收的食粮。

不喜欢在，
秋风里忧伤。

虽然，
秋风把村庄，
拉得好长好长，
东大坑里的芦苇，
也说不清楚从哪朝

开始荡漾。

多想问问那口
全村人赖以生存的

老井，
寻寻觅觅，
它已经去把另一个

世界滋养。

虽然，
村里竖起了几栋新楼，
楼高人空，
和断壁残垣相映成

殇……

不喜欢在，
秋风里忧伤。

更喜欢，
满圈的白羊。
有时候云朵也来观光，
还约着又大又圆的

月亮。

没时间去打理，
满头白发，
知道自己没本事，
眼看着岁月走得匆

忙……

没时间，
在秋风里忧伤。

先让满脸皱纹盛下
沧桑，

横下一条心，
去收割阳光。

用光的炽热与金黄，
铺一条越冬的小路，
去拥抱，
春暖花开，
去拥抱，
每一个期望。

也许有一天，
霜，
把我刻成了冰像，
我想，
镰刀仍在空中飞舞，
收割的姿势依然，
朝着远方。

真的，
腾不出时间，
在秋风里，
忧伤。

不喜欢在秋风里忧伤
□谢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