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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归德 （小说连载）

□刘秀森

（上接11月1日6版）
七

军事会议之后，林凤翔和李开芳又
把石秀江和刘荣祥叫到一起，并把前一
军监军徐应操也叫了去，听石秀江对他
的想法和成功的条件进行详细阐述。石
秀江说得有条有理，无懈可击。林凤翔
和李开芳于是便确立了必胜的信心。

徐应操觉得石秀江简直在开玩笑，
但却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他早就在心
里对石秀江不满，暗想：“你原不是太
平军的人，只不过到太平军中后交了好
运，在一次战斗中侥幸救了洪天王的
驾，因此受到洪天王偏宠，年纪轻轻便
被接连破格提拔，很快升至军帅，而我
们这些金田起义的老弟兄却得不到天王
赏识。你只知道有天王做后台便可青云
直上，哪里知道不仅我们这些天国老弟
兄对你耿耿于怀，东王也在找你的把
柄。这时候你提出用‘天兵下凡’的老
招，主帅和副帅也竟然受了你的迷惑。

‘天兵下凡’的战术岂是容易用的？这
样晴朗的天气，哪里会按你的意愿说变
天就变天？除非你能呼风唤雨。等着
吧，待你弄巧成拙，招来天军大败，看
我怎样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林凤翔和李开芳见他默默不语，问
他对石秀江的计策有什么看法，他说：

“属下实无定见。”林凤翔和李开芳便和
石秀江、刘荣祥作了一番详细研究，决
定秘密实行这一方案。

石秀江回到军中，想得到徐应操的
协助。徐应操冷笑道：“军帅深谙诸葛
之学，我可没那么大学问。该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吧。”石秀江见他这样冷
漠，却不知他的心术，便让人做了几个

大风筝，风筝的尾绳上都坠了个能载人
的箩筐，挑选了一些武艺精湛、力大过
人的将士进行扮作天兵的秘密训练，同
时对前一军所有将士进行了摆阵的秘密
操演。刘荣祥也根据做策应的需要，带
领中一军将士进行了充分准备。很快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天半夜，石秀江根据天象，肯定
变天的时候就要到了，便命将士们按照
事先的训练做好准备。

夜里，天气忽然变得闷热，墨云密
布了西南的天空，大气沉闷得让人有些
喘不过气来。天亮前，突然之间，大风
推着乌云从西南天空滚滚卷来，扯天
捞地。俄而，地上的沙尘被大面积卷向
空中。石秀江见果然不出所料，高兴
非常，立即命令将载人的大风筝放到
空中去，命人马按事先的部署很快摆
好阵势，于沙尘中向李须铅的右队发起
了进攻。

徐应操见天气陡变，十分惊诧，暗
想：“没想到让石秀江这小子蒙对了！”
他见天气果然满足了“天兵下凡”的条
件，只得和石秀江一起率师向敌人杀去。

天色微明，太平军一万多人马忽然
到了李须铅阵前，李须铅一时如丈二的
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禁大吃一惊，
仓黄传令将士应敌。

石秀江让号炮手发起一声号炮，队
伍立刻变了阵容，前队人马眨眼间变成

了旗帜的海洋，红、黄、黑、白、蓝五
色旗帜陡然高高举向空中，马队转眼间
集中到中队，来回地左右飞窜，荡起的
尘土与大风刮起的尘土混在一起，形成
浊浪翻空的气势。步兵在飞扬的尘土掩
护下迅速前冲，杀声震天。石秀江命令
发起第二声号炮，顷刻间，如林的战旗
无影无踪，马队闪到两边，一支步兵冲
了出来。只听一声巨响，辨不出是雷声
还是炮声，冲出来的那支步兵一个个从
地上腾起，跃向空中，飞起四五丈高，
在接天的风沙中起起落落，时隐时现，
晨曦中在远处看去，恰似天兵天将在空
中飞跃，与背后的黑云形成了一幅骇人
的景象。空中的风筝所带的箩筐里，被
载上去的士兵朝着清兵的阵地反复大喊
起来：“天父有旨，晓喻清妖。天兵北
伐，顺天应民，天兵天将下凡，助其成
功。若敢阻拦，碎尸万段。缴械投降，
方可饶命！”……反复的喊声从空中随
风飘下，传遍了李须铅的阵地。

清兵的将士都被震骇了。他们望着
风沙弥漫、昏昏暗暗看不清楚的空中刀
枪乱舞，隐约可见似有兵将从天上飞来，
阵势惊人，听着这震慑魂魄的声音，不禁
毛骨悚然。正在这时，突然空中一阵雷鸣
电闪，闪电中空中的兵将清晰可见，加上
那阵阵传来的“天父有旨……”的喊声，
瘆人非常。

（未完待续）

我清苦的旧日生活曾被一粒粒黄灿的
豆子照上一抹暖光。

我们宋家坝人说的豆子，只指大豆。那
些年，在宋家坝，豆子只是大米、玉米、红薯之
外可有可无的陪衬，并没有获得成行成排大
规模播种的机会。肚里荤腥少，乡亲们对稻
谷、红薯、玉米的需求量大，豆子产量低，又
不当顿，只能在稻田边的田埂侧或玉米地
的边边角角见缝插针零星点上一些。

稻谷渐黄的时候，豆荚慢慢鼓起来。忍
不住馋嘴的可以开始剥青豆吃了。此时的
豆子，清嫩之豆香气最为浓郁，用来烧猪肉、
烧鸡最合适不过了。第一批青豆上市，其价
钱都快赶上猪肉了。我家自是舍不得轻易
吃青豆的，母亲把青豆一粒粒剥下来，背到
镇上卖给吃得起的人家。母亲也兼卖其他
蔬菜——茄子、生姜、黄瓜、南瓜……她心疼
我和妹妹正在长身体，卖掉青豆，有时也割
回两斤猪肉，用来炒青椒。如果恰逢雨天，
生意不好，青豆没卖完，我和妹妹就也能吃
上心心念念的青豆烧肉了。

收走稻谷，砍掉玉米秆，配角儿豆稞俨
然成了深秋田野这部大戏的唯一主角儿。

秋风吹，百草黄，豆叶渐枯，一粒粒饱满的豆
荚只等时间赋予它们深沉，赋予它们金黄。
找个晴朗的日子，母亲把豆稞从田埂里一窝
一窝拔起来，背回家，让它们平躺在院坝里
晒太阳。连续几个晌日头，豆子在豆荚里收
缩变小，一翻，能听到豆子在滚动，哗哗响。
有的豆荚已被晒开口，“啪嗒……啪嗒……”
连枷声起，无数豆粒在空中飞舞，它们终于
见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抹秋阳……

母亲把晒干的豆子收拢来，装了小半蛇
皮口袋，小心埋进谷仓里的谷堆中，她要用
谷子的干燥保障豆子不回潮，不被虫蛀。这
些豆子，将在腊月二十八九派上大用场。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从谷

堆里刨出那小半袋豆子，择了择，挑出两碗
留作种子。剩下的洗干净了通通倒进大盆
里，泡上清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家共同
出钱找老石匠凿的那块大磨盘前，一下子热
闹了起来。磨盘放在表婶家的屋檐下——只
有她家的房子是宽屋檐，下雨也淋不着。大
家端着头晚泡好的豆子，挑着一副准备装豆
浆的空桶。往磨盘心添豆子的掌勺工作，大
人们不放心交给我们小孩子操持。勺中豆
多豆少、水多水少，全靠经验，还得手快——
推磨人的节奏几乎是恒定的，掌勺的稍慢，
被快速转动的磨杆打断手的可能都有。这
样危险且精细的活儿，自然只能交给心灵手
巧的女人们。磨盘“嘎吱嘎吱”的单调韵律

中掺着大人们爽朗的笑声，小孩子们在磨盘
旁的院坝里玩弹珠，打纸烟盒，真真假假地
干仗……直到所有豆子都推完了，才各自回
家去。

豆浆挑回家，用纱布滤掉豆渣，立即上
灶煮豆浆。父亲把豆浆翻进锅里，浆水一
开，母亲舀出两大碗，兑上过年才买一些的
白砂糖，招呼我和妹妹赶紧热热地喝下。多
年后的今天，豆浆早已是最稀松平常的早餐
之一，但我固执地以为后来喝过的所有豆浆
都远不及那些年母亲做的豆浆的万分之一，
大概是因为那豆浆里有母爱的滋味，有乡亲
们的欢声笑语，有时光远去的背影，还有那
些涩滞生活中的点滴光泽。

去年回老家时，我从表婶家门口经过。
不经意间，我又看见那个老磨盘，它半陷在
表婶家门前的自留地里，已经太久太久没有
豆子与它亲近，它干缩着，蜷曲着。四野的
苜蓿、刺苞、络石藤黑潮一样漫过来，几乎就
要将它完全淹没了……

汪曾祺先生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
间烟火。”我想，那青豆、那豆浆便是我生命
中常忆常新的人间烟火。

豆里烟火人间
□宋 扬

记不清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每个家庭都要有
张书桌，为自己和孩子。

原来的书桌被电脑占用了，在网上又买了张书桌。
收到的是纸箱装的长短不一的木板，于是又联系了安
装师傅来家里拼装好。桌子看起来单薄些，用来写字
画画还可以。

在手机上刷到年轻老师教国画，寥寥几笔画出的作
品非常逼真漂亮，于是萌发了学习国画的念头。在手
机上交了 28元钱报了老师的国画班，包括送 5支毛笔、
12色颜料、20张宣纸、一个毡垫、一本画册还有5节国
画课。

每晚 7点，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准备好笔墨纸砚，
准时坐在书桌前，跟着老师学习。从开笔学起，一笔一
划地画，然后把自己的画作发到学习群里，让老师一一
点评。看着自己和同学们青涩稚嫩、千姿百态的画作，
我忍俊不禁，眼泪都笑出来了。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后来，在亲朋微信圈里晒图，
得到亲人的鼓励。姐说画得真美，哥说有画画天赋，
丈夫说咱家出了个“老画家”，儿子说带回北京装裱好
挂家里。我知道大家是在鼓励我，我也的确在绘画中
获得了快乐，在国画中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美，我会
继续画下去。

书 桌
□宋崇芳

庆祝商丘日报创刊庆祝商丘日报创刊4040周年周年（（19851985..11..11——20252025..11..11））

丁酉春，因原资无继，《丛刊》新停，
心有郁郁。乃与赵鸣、兴明、友亮、文宗、
维众、文波诸友登商丘古城南城楼一
饮。赵鸣告余曰：“兄长善诗文，此处不
可无诗，亦不可无文也。”于是为之歌曰：

美哉斯时，烂漫群芳。携酒登楼，雅
称“拱阳”。羡春色之大好，慕古城之无
双。有诗亦须有文，我且为君歌一章。

登兹楼以四望兮，正春气而洋洋。
好风熏熏兮，拂面而含香；春草青青兮，
绕城而初长。仰观天穹兮，辽阔而苍苍；
俯察品类兮，万象而呈祥。

俯首北望兮，感城池之千载；纵目巡
视兮，觉满目之沧桑。青砖黛瓦，长街古
巷。老店罗叠，旧铺列行。恍恍乎历史
之隧道，悠悠乎梦中之故乡。想夏商已

远，“三商”自此发轫；西周初封，微子始
筑城墙。宋国七百余载，春秋曾争五霸；
汉梁四百多年，梁园名播八方。枚马文
章李杜诗，明清依旧灿华章。百代风烟
兮，为我古城留韵；六朝古都兮，阅尽千
载兴亡。

下视南湖兮，望碧波之渺渺。玄鸟
岛上杨柳堆烟，八关斋前绿堤吻浪。渔
舟数点，短棹长桨。云影悠悠，飞鸟集
翔。朝闻晨曦之渔歌，晚看落霞之画
舫。不觉逸兴遄飞，倏然宠辱偕忘。万
顷绿波浮古城，古城宛在水中央。

纵目远眺兮，文物古迹何琳琅。巍
巍张巡祠兮，英烈何曾忘。男儿当效睢
阳齿，正气千载独昂昂。迤逦城墙兮，血
痕成花万古香。东望应天书院兮，犹闻

书声朗朗；范家一曲忧乐兮，纵逾千载而
流芳。阏伯台兮高百丈，商星夜夜耿光
芒。开元寺兮影绰绰，钟声悠悠接八
荒。文雅台兮绕绿水，圣人虽去留痕
长。梁王犹可礼下士，天下文士来四
方。而今南湖一刊兮，奈何令我独心伤？

爱我古城兮，天荒而地老；为君千曲
兮，长歌而未央。

噫吁嘻！古城百代，几多王朝兴废；
南楼千古，历经倾颓复张。家国治乱，且
登拱阳楼一望；江山兴亡，可鉴睢阳城荣
殇。一城一楼兮，千秋盛衰之镜像。盛
世太平多曼舞，刀兵过处何苍凉。餐珍
馐兮饮美酒，忽而城头溅血浆。拱阳楼
上月西斜，睢阳城外月如霜。阅尽沧桑
五千载，唯有今朝称安康。故为之诗曰：

南湖绿水碧悠悠，
曾照人间几度秋。
世事千年如走马，
城头但见拱阳楼。
一楼高耸越千古，
散尽烽烟起歌舞。
北望古城酒一杯，
倚栏不觉泪如雨。

登拱阳楼赋
□李书伟

早年，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我就喜欢和文墨打交道，
常常信手涂鸦，写下不少字
纸。心想，什么时候能出版一
本属于自己的著作该有多好啊！

令人高兴的是，2017 年 6
月，我的专著《学苑笔潭》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专著
收录的言论、时评、杂谈、随
感等作品共计 115 篇，其中被
《商丘日报》刊发的就有85篇之
多。可以这么说，《商丘日报》
就是《学苑笔潭》问世的“产
房”，而报社的编辑们就是这部
著作诞生的“助产士”。

《商丘日报》 创办不多日
（时称《商丘报》），抱着试一
试的心理，我将写作的拙文
《重复是学习之母》 投寄给报
社。谁承想，1985年 2月 9日就
刊发了，我当时可以用欣喜若
狂来形容。正是这趴在方格纸
上的手工草字变成了铅字排列
的报纸版面，大大激发了我的
写作热情，使我迈出了与《商
丘日报》结缘交友的第一步。

之后，我又针对当时干部
队伍中存在的弄虚作假成风的
现象，撰写了 《说假话者戒》
《共产党人应当讲真话》《讲真
话的勇气》《关键在于听真话》
等评论文章，这些作品都被
《商丘日报》发表于显著位置。
这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无
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2003 年 8 月，以 《商丘日
报》编辑、记者为主体的“商
丘杂文学会”成立，我有幸被
吸纳为该学会成员。不久，又
被商丘报业集团麾下的《京九
晚报》聘请为“老年记者”，写

作热情进一步升温，由一个忠实读者转变为《商丘
日报》的热心撰稿人。多年来，从《商丘日报》的
领导到编辑，对我投寄的稿件十分抬爱，几乎达到

“每投即用”的地步。我深知，每一篇稿件都是经
过编辑们的精雕细琢才见诸报端的。至今算下来，
我已经在《商丘日报》发表消息、通讯、理论文章
等各类体裁的作品近 200篇，其中以言论、时评、
杂谈、随感居多，我把这类体裁的文章辑录成册，
出版了名曰《学苑笔潭》的专著，算是圆了一个出
书的梦想。我在编辑出版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同样
得到《商丘日报》主要领导和专家的倾情关爱和支
持。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李广瑞同志，年逾九
旬，仍费心劳神，挥毫作序，写了许多褒扬之词，
深感难以企及，我把它当作做人为文的努力方向。
《商丘日报》原主任编辑，商丘著名杂文、文学评
论家杨石同志细心阅读书稿，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
见，并精心构思、巧笔匠运，为该书撰写了《深邃
之思想启智 斐然之作品抓人》的书评。此书评后
来发表在2017年8月18日的《商丘日报》上，盛名之
下，其实难副。

《学苑笔潭》分为学而第一、养性修身、觅实
求真、戒贪兴廉、时政阅评、见贤思齐、忧乐百
姓、探奇览胜、真情永存、品尝书香等十个篇目，
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阐释了党的与时俱进，述
说了党领导下治国理政的重要事件，解析了新时代
实行改革开放的方略举措，漫议了社会前进中的热
点焦点问题，摭谈普通百姓生活的喜怒哀乐，鞭笞
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贪腐行为和社会丑陋现象，讴歌
改革开放伟大斗争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且不说这
些作品在当时能够给人多少教育和启发，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学苑笔潭》是我在《商丘日报》启
迪、受教之下，于思想认识、理论修养、道德品
质、学问业绩诸方面不断攀登、逐步提高的最有力
的佐证。

（作者系中共商丘市委党校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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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整理图书，看到了李明性的几部著
作，那是他的侄子李东社转赠我的。李明性
先生是从商丘走出来的知名作家。睹物思
人，浮想联翩。

您靠一支笔，
从乡村写到县文化馆，
从县文化馆写到地区文化局，
从文化局写到省城出版社，
从编辑写到编审、副总编，
活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版。
为什么？为什么？
有些人瞪起了惊异的双眼。

莫非有靠山？
莫非有背景？
若说没有也不尽然，
文化部门给他送去了舒心的温暖。
高中毕业返乡第二年，

《月夜柳公河》便登上了省报大半版。
赤脚光膀挖沱河，
挖出了《洪流滚滚》小说长篇。
走进郑州大学如饥饕餮，
好像添翼的猛虎威震山峦。
铭记这一切的一切，
感恩之情在您的胸中涌满。

没去寻觅江郎梦中失去的彩笔，
没想穿越时空与神笔马良会见。
似一手端着照相机，
如一手握住显微镜，
照人物，照草木，
观过往，观当下。
画中堂到过山区鄂西北，
写条幅驻足过水乡苏南。
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储存了深刻的人生体验。

下笔如有神灵相助，
不时闪现奇妙的灵感。
故乡的一草一木写活了，
底层人物神态毕现。
高歌一曲《大地芬芳》，
用情编织《草珠项链》，
用心描摹《故园》《鸟音》，
更有鸿篇巨制《家谱》①流传。
文学作品荣获大奖②，
无愧，成了中国作协会员。
皆因将生命快乐地融进大地，
生活是您创作的不竭源泉。
人虽驾鹤精神犹存，
您是人们心仪的标杆。
注①：《家谱》是李明性创作的长篇小

说，是他45年创作生涯中的扛鼎之作。
注②：李明性曾获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

作品奖和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追思李明性
□若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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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序轮回又立冬，风摇落叶诉离情。
花枯草萎林无翠，温降天凉众戴绒。
寿客公园舒嫩蕊，丹枫野岭露峥嵘。
艳黄银杏涂金色，照亮山川靓慧曈。

七律新韵·甲辰立冬
□常爱莲

祝愿日报创辉煌
贺喜编辑好文章
商榷古今英雄谱
丘青水秀百花放
日暖月丽风光美
报宝怀珍人才广

创造建立新理念
刊登佳作众赞扬
四方文萃商东聚
十分努力争比强
周围媒体多奉献
年载风物吉运昌

藏头诗
□南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