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束有风骨的花
不是给别人看的那种
心，是燃烧的
一条腿
白天，追着太阳走
夜晚，捧着灵魂走
从不沮丧
一棵有信仰的树

不是给别人炫的那种
头，是昂的
一辈子
生，舞着火焰
死，笑着离场
从不模仿

麦子
生，生在冰上
死，死在火里
一辈子的犟脾气
风，掠不去头颅
雨，浇不灭骨气
命，交给镰刀
心，捧给土地

向日葵
(外一首）

□一株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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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站在麦田里
带个草帽
伸着两只胳膊
吓唬那些鸟

不会说话
也像
呼号呼号在喊叫

麦子收了
稻草人累了
再也站不住了
直挺挺倒下
躺在
光秃秃麦地
歪带个草帽
依然
伸着两只胳膊

稻草人
（小品诗）

□王殿芳

爱 看 家 乡 戏
□江其田

豫东人愿听戏看戏，我也算其中一人，因为
我也是豫东人。

我的家就住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山村，村庄
不大，约有百八十口人。小时候，我常常跟着父
母、姥姥、舅舅和哥哥、姐姐们去看戏。

“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有
时，我在姥姥家住的时候，只要有县剧团来村子
演戏，我就跟着大人去看。

那时，我年纪小，看戏是看不懂戏里深奥的
道理，但看戏的劲头却十足。不等戏台搭好，就
早早地央求姥姥等大人领着我去看戏。我还帮着
大人搬着小板凳，早早地来到戏场等候。

戏场不大，一般戏台都搭在晒麦子的场院
里。戏台用4根长长的木棍竖起来，中间绑一排
木杆，上面铺上门板或草垫子，再铺上几块红地
毯，台子上有帷幕，因为上世纪60年代，我的
家乡还没有电，只好用嘎斯灯来替代，戏台两边
各挂两盏灯，用来照明。这样，戏台就算搭好
了。

夜幕降临，浩月当空，繁星点点。看戏的人
从四面八方向戏场涌来，有的大人拉着架子车，

车子上坐着上了岁数的老爷爷、老奶奶；有怀抱
婴儿的中青年媳妇，最多的就是像我这样十二三
岁的孩子啦，他们在戏台前追逐打闹，守规矩的
小姑娘就搬个小凳等着了。

戏开演前，人声嘈杂，与卖油饼、花生、糖
果的叫卖声混在一起，成为开戏前的前奏曲。

戏要开演了，人们各自找到座位，井然有
序。戏台上锣鼓叮叮当当地敲响，戏台下人头攒
动，等待演员们上场。这时，红丝绒大幕缓缓拉
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子，踩着鼓点，一溜烟地
来到戏台中间报幕，台下鸦雀无声，静听报幕员
报戏名。当年县里戏剧团或民间戏班子演出的大
多都是传统豫剧曲目，像《陈州放粮》《刘庸下南
京》《穆桂英挂帅》《卷席筒》《忠烈千秋》《花木
兰》《诸葛亮吊孝》《七品芝麻官》等，也有现代
戏，像《朝阳沟》《柳河湾》等。演员在台上演，
观众在台下看，陶醉在戏里，有的人随着演员的
喜怒哀乐而大喜大悲。若是演员演到高潮时，叫
好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看戏过程中，观众会让现实的人物在戏中
“对号入座”，他们憎恨刁钻阴险毒辣的诰命夫

人，赞扬不畏权势、敢于伸张正义的七品芝麻官
唐成。古时的伦理道德、忠孝名节，经过耳濡目
染，真、善、美，假、恶、丑一览无余地展露出
来，又一次在他们心中定格和升华。常常是戏唱
完散场了，善良淳朴的人们还沉浸在戏中的情节
里，愣哈哈地坐在那里不愿走开……

看完戏回家的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沿着乡
间土道，一路喊叫，有学戏里演员腔的，有争相
谈论哪个演员演得最好、唱腔最纯、唱功最棒
的，甚至一连几天，看戏都是乡亲们茶余饭后、
田间地头说不完、聊不尽的话题。

这是我儿时在乡下看戏时经历的一幕。当
时，我就想，河南豫剧为什么这么受百姓的欢迎
呢？

豫剧作为中国四大梆子之一，不像国粹京剧
那样有许多的条条框框，基本上是跟着时代走，
随着时代发展，豫剧反映着人们追求正义、自由
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有着丰富的历史知
识，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剧，具有很强的生
命力。而且豫东人看戏就像有的人喝茶上瘾一
样，一日不听，便觉得浑身无力，真不可想像要

是一年半载不看戏，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在那个年代，若是天天看戏，那是不大可
能的。再者说，豫剧不讲板眼、不计调名，乡下
人就爱看那壮怀激烈的场面，爱听那热血沸腾的
唱词。

戏班子走了，人们心里总会感觉像是缺少点
什么似的，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嘴上不说，可
心里却盼望着呢，下回戏班子早点再来，好能再
看上几场好戏。

我离开家乡已经30余年，无时无刻都想看
几场家乡戏。在离开家乡期间，我曾回过几趟老
家，但都没有赶上唱大戏的机会，多少有点遗
憾。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收录机开始流行，我
便买回一台。可是，在我住的这个边塞小城，是
买不到豫剧磁带的，怎么办？于是我写信给老家
亲朋好友，让他们给我买几盒豫剧磁带寄来，或
回老家时带回几盘。星期天或茶余饭后，我就打
开收录机，放上豫剧磁带，那深厚、纯正的豫剧
大红脸，一板一眼的唱腔，听起来特过瘾。那种
惬意感，犹如喝了蜂蜜，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了。

作为生活在他乡的我，在外工作多年，历经
风风雨雨，但我爱听、爱看家乡戏的兴趣爱好始
终没有改变，热爱故乡的激情没有削减。我虽身
在千里之外，但心却梦牵故乡、情系故土。

记下这些，是怀念那淳朴的乡音，也提醒自己
莫忘那些善良的父老乡亲和儿时那快乐的时光。
虽然这些儿时玩过或经历过的场景都历历在目，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将逐步消失，可它留下的美好
记忆和浓浓的怀念，却是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的。

愿我的故乡更加繁荣富强、更加秀丽美好。
愿家乡戏更具无穷的生命力，使我的家乡早

日成为豫剧之乡、文化之乡。

好的文字，是有香味的。
写美食，文字又好，自是满纸香

气氤氲——车前子（以下称“老车”）
之《味言道》（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也。

味，不是山珍海味。老车在书中，
不写燕鲍鱼翅，不写驼蹄熊掌，只写
百姓日常所食所饮。

菜蔬，如白菜、萝卜、莴苣、山药、
芹菜、慈姑、白藕、雪里蕻、苦笋、野菜
等；面食，则如点心、饸饹、饽饽、烙
饼、面条、馄饨等；荤菜，亦不过是寻
常鸡鸭鱼肉，叫花鸡、驴
牛肉、鲽鱼头、石榴虾、
鳜鱼、鲢鱼、河豚；饮
品，如豆汁、野菜汤、
海鲜汤等等。酒，亦是寻
常酒，只是老车谈酒，酒
里有故事，酒味就更浓、
更香，那酒，更像是酒。

至味难言，车前子
就让“味自言”。味，难

“道”。老车让“味”自己
“言道”。那么，“道”在哪
儿？道，在感受中；道，在
民俗里；道，在文化里；
道，在性情里。

老车学养丰厚，想
象、联想能力特强，故
而对美食、对美食理
念，都有自己独特的感
受——那感受，就是美
食之“道”。

“鲥鱼多刺”，是张
爱玲的“三恨”之一，
许多人食鲥鱼，亦有同
感；而老车吃鲥鱼的感
受是：“我却一点不
恨。鲥鱼的刺在我看来
不是画蛇添足，而是像
梅兰芳的‘慵懒’，画
龙点睛。因为多刺，吃
的时候就不敢囫囵吞
枣，于是就给美食平添
了一股精益求精的氛
围。”写臭豆腐，直叹
臭豆腐不“臭”，于是感慨道：“这
真是一个淡而无味的时代啊，连臭
豆腐都不臭。”“淡而无味的时代”，
感慨良深。

一道菜，妙在何处？老车认
为，妙在“香、味互助”，香是味，
但香不是唯一的味；而香、味互
助，是一切菜肴的妙处，与其美
色，不如美香，与其美香，不如美
味，香、味互助，乃一道菜之妙境
也。“饮食”与“美食”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是两种不同的理念。“饮

食”是求饱；而“美食”，则是饱后
思“淫欲”，是理想，是梦幻。若以婚
姻作比，“饮食”，是婚姻；“美食”，则
是婚外恋，心猿意马，在“不道德”中，
不停歇地追求，在追求中，享受“食”
之美，造就美食家。

每一种美食，都有它产生的特定
背景和人文环境。当美食承载了民俗
中丰厚的文化内涵时，美食，就具有
了形而上的高度。人们品尝美食，更
是在品尝民俗，品尝文化。

老车写青蛙，就写到了喜欢吃青
蛙的李贺。李贺诗曰：“食
熊则肥，食蛙则瘦。”喜欢
吃青蛙的李贺，也确然是
瘦：“吃多了青蛙的李贺，
颤巍巍骑在驴背上，像被
驮着的一根枯枝。”写腌咸
菜，则写到吴昌硕的石鼓
文，说吴的石鼓文，有雪
里蕻的味道。写莴苣，由
莴苣外皮“碧绿中沁出丝
丝缕缕洋红”的那点色彩，
想到了日本浮世绘里女人
的“闲闲情色”：在眼皮和
脚踵上的那抹寂寞。

老车写雪里蕻呢？其
香，是宋诗的“香”；其味，
是唐诗的“味”。写山药，就
说：“山药壮阳，吃多了无
师自通会唱山坡羊。山坡
羊是流行于明朝正德年间
的民间曲调，男欢女爱，风
调雨顺。”

类似这样的联想，书
中比比皆是。并非刻意“点
缀”，实在是一种联想的丰
富，和为文的洒脱。这份

“洒脱”，使得文章变得文
化气十足，活泼而丰厚，温
润而典雅、蕴藉，增强了文
章的可读性。

读车前子的文章，很
容易让人想到汪曾祺，两
个人都是“写而优则画”。
就散文风格而言，亦是大

有相似之处：洒脱、自如、洗练，行文
从容，左右逢源。所不同者，车前子的
散文，似乎“滑”得更远，有一种无所
羁绊的散逸，因此，读起来就颇有一
些“隔”，而“隔”就是距离，或许，我们
可以借用那句老话：距离产生美。

这里面，有老车的真性情，性情
即是“道”——个体修身之道。

至

味

难

言

味

自

言

□

路
来
森

江边小城，下棋的人颇多。尤其
是夏日，街头巷尾阴凉处，都有下棋
的。俩人对弈，几人甚至十几人围
观。虽说不动钱，不赢房子、不赢
地，弈者、观者却废寝忘食。小小的
一副象棋，奈何有那么大的魅力？只
有参与，才能领悟。

我棋艺不高，却愿意下棋、观
棋。在街上遛弯儿，见到有下棋的，
总是凑过去驻足观看，有时不负责任
地胡乱支上几招，一吐为快。

街边观棋，有别于单位、社区活
动室 。因为早来晚走，不受时限，自
由随便；树下
阴凉，花草芬
芳， 空气新
鲜， 心情舒
畅；弈者，不
分老少尊卑、
贵贱高低，只
要爱下棋，即
可参战。有退
休的，也有在
职的，无论是
干部、工人、教师，还是开的士的司
机、干个体的、外来客商等等，在棋
盘前，充分体现了公正、公平等，这
不正是世人所提倡、所追求的吗?

从对弈中，可以看到棋手的各种
神态与表现：

有沉稳者，行棋专心，步法缜
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困境中
转危为安，险中取胜，受人赞叹！

有性急者，对方刚落子，则欠加
思索，马上行棋，慌不择路，自言自
语地懊悔说：“这一步咋走的？”错一
步，满盘皆输。

有暴躁者，棋艺不高，脾气不

小。不是靠心劲，而是靠手劲，摔子
啪啪响，很远能听到，甚者棋子摔
碎，输了拿棋子出气！

有不服者，博弈没完没了，下一
盘又一盘，饭都不顾吃，从早鏖战到
晚，下得昏头脑胀，翻天覆地，仍不
服气。

有气人者，赢一盘棋，洋洋得
意，呵呵咧咧哼着小曲，或用语言挖
苦对方：“就这样也出来下棋！”故意
气对方，干扰思绪。

有狂妄者，认为天下无敌，惟我
独尊，大话连篇，盛气凌人。结果，

连战几盘，一败涂地，羞涩难堪，受
人讪笑。

有酒醉者，神态失控，就想下棋，
醉眼矇矇，见人输棋，则说：“ 太臭了！
就你这智商不适合下棋。”说得围观者
嘿嘿乐，输棋者面红耳赤，让位于
他，结果输得更惨。有人取乐回敬
说：“看来，你的智商也不太适合下
棋！”逗得大家都乐了。

也有违规者，不是摸子就走，落
子为死，而是走一步，一看错了，马
上把棋子拿回去，人送绰号“王缓
棋”“李缓棋”等；还有举棋不定的，
把棋子高高举起“听声”，看支招咋

说，举了一会又放回原位。
总之，观棋，从棋品看人品，每

个人性格不同，但争强好胜是共同的
本质特征。弈者表现出的千姿百态，
观者享受着各种乐趣儿。

观棋不语非君子。旁观者总要倾
向一方帮着支招，围着博弈双方，有
坐有立，坐着的指指点点，站立的弯
着腰，伸长脖子叫喊：“平炮”“走
马”等等。被支方自然高兴，而另一
方讨厌至极，粗鲁者说些不文明的
话，如“俩人下棋，多嘴是驴”。还有
的说支招的“臭泥上不了墙”等，弄

得支招的一时
哑口无言。支
招的也不是固
定总 帮一方
支 ，当见到
被支方岌岌可
危，支招的也
立刻转变立场
帮另一方，形
成“墙倒众人
推”的局面。

原被支的一方气愤地说：“原来你是个
大叛徒。”逗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小小的一副象棋，摆放街边。文
明斗智，老少皆宜。棋局的千变万
化 ，吸引弈者忘掉一切，观者增添无
穷乐趣。象棋称为国粹，千古流传，
其魅力可能就在这里吧。

观 棋观 棋
□陈双全

情感氧吧情感氧吧

吾思吾想吾思吾想

百味人生百味人生

““清廉鹤乡清廉鹤乡””优秀优秀

廉政文化作品廉政文化作品

廉，是丝丝清风
吹散灵魂的雾霾
让阳光照进心房
从此，思想不再发霉

廉，如涓涓细流
荡涤世间的尘埃
让清白常伴心灵
从此，生活充满洁净

廉，似默默祝福
庇护人生的旅程
让平安伴随一生
从此，岔路不再众生

廉，像高高的丰碑
政声人去的评价
让百姓口口相传
从此，社会风清气正

廉
□侯 凯

蓝天之舞蓝天之舞 林宏林宏摄摄

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名字——白城，
丹顶鹤是娉婷的使者，
把和谐与吉祥在天地之间唱响，
黄榆如同大伞遮住了漫天的风霜，
诉说着百年沧桑。

一年又一年，
如今的白城，
春光无限，丹顶鹤展翅翱翔。
是谁守护她的平静安康？
是谁浇灌她的美丽富庶？
清风拂枝叶，遍开廉洁花，
是纪检卫士们把廉政之歌高唱，
担负着光荣和使命，
播撒希望！

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里是反腐倡廉的长城，
平凡岗位践行执政为民的宗旨，
勤政廉洁铸就立党为公的担当。

纪检监察，
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是违纪者的克星。
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了党纪国法的尊严，
他们不畏强权，勇于斗争，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让百姓拍手称快，
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这里是坚守廉洁的阵地，
这里是拒腐防变的堡垒，
糖衣炮弹轰不垮铁打的意志，
魑魅魍魉压不倒正义之师。

纪检监察，
眼中是不容玷污的纯净原野，
心中是魂牵梦绕的廉政事业。
秉公执法，正大光明，
一片忠诚，满腔热血，
面对新机遇，适应新常态，
踏上新征程，谋求新跨越，
为白城新一轮振兴发展保驾护航！

我心中的一首赞歌
□郭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