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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周周口口那那片片海海
何南

一

我的面前是一片海。
开阔的河道， 清澈的水流，原

本一平如镜的水面被春风轻踏出

鳞浪。
此刻我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周

口中心港。 春光正好，春风正软，阳
光明亮而温柔。 此时，水面上正停
泊着一艘船舶，吨位颇大，其吃水
线无言告诉我， 船上已装满货物。
这艘船正待命出发， 通江达海、使
命必达。

春阳照在船舷上，泛出的光芒
与水反射的阳光无缝衔接、浑然一
体。 微白的浪花里，涌动着大海的
语言；跳跃的日光中，是令人自豪
的时光。 范仲淹曾言“浮光跃金，静
影沉璧”， 说的是月光及月光浸润
透了的江水，但我窃以为，这与面
前的景象何其神似。

伫立于水面与陆地交界处，我
恍若置身于历史与现代之间。 据介
绍，周口港有 2000 多年航运史，是
淮河流域规模最大、靠泊能力最强
的内河现代化综合码头。 由于其独
特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已逐渐发
展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水上转运

重地。
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孩子，

村南的青龙河就是我心里的长江。
在我的少年岁月中，如果有人提及
我的家乡竟然创造有那么多的辉

煌，我定然觉得难以置信。 直到此
时， 我沐浴着沙颍河的喁喁涛声，
才有了些许实感。

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如今沙颍
河里已经有了白鱼 ， 我惊诧且兴
奋。 白鱼这种娇贵的精灵，对环境、
水质要求极高， 它们能在此生长，
足见周口中心港在飞速发展的同

时，综合治理也卓有成效，环境向
好，水质良好，白鱼们就是代言者。

这片海，是蓝海。

二

古老的《诗经》里，早有我的先

辈的呼吸。 字里行间，赋比兴里，有
素朴的日常， 也有永不褪色的誓
言。

《陈风》十首中，“宛丘”巍然于
或缠绵悱恻或豪放大气的意境中，
成为人们恒久的仰望。 “子之汤兮，
宛丘之上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
下。 ”“东门之■，宛丘之栩。 ”宛，谓
“中央隆高”之意。 “宛丘”之名，载
伏羲、女娲的丰功伟绩而来 ，承无
数青年男女的炽烈爱情 ， 聚成煌
煌史册中的高山和柴米油盐中的

传奇。 几年前，系列音频《〈诗经〉里
的周口》上线，周口这座三千年前
走进 《诗经 》的城市 ，如今又以全
新之姿 ，娉娉婷婷从 《诗经 》中走
出。

宛丘 ，古时又称陈州 ，即今天
的周口市淮阳区， 相传是太昊伏
羲氏、女娲与神农氏定都之所。 从
古至今这里有着无数故事 ： 孔子
断粮七日、弦歌不绝，包拯于此赈
灾放粮， 如今每年农历二月二至
三月三举办万心攒聚的太昊陵庙

会……地质学家李四光考证 ，古
中国多为海水覆盖之时 ， 宛丘这
片陆地已赫然出现 ， 时为五亿七
千万年前。

身为周口人， 我初时尚不信，
但置身太昊陵旁， 熙熙攘攘中，面
对冲天遏云的烟火，咀嚼皇天后土
的启迪，恍惚间，史书暂抛慈眉善
目的仪容，疾言厉色对我的浅陋予
以告诫。 瞬间，我仿佛经历一场心
灵洗礼，蓦然回首，自己的来处就
在烟火氤氲的顶端———那是人文

始祖伏羲的陵墓，高大圆润，像一
座小山，无数人虔诚地围着陵墓转
圈。曾经最多时一天竟有 82.5 万人
心怀“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虔诚
来这里瞻仰膜拜。

多年前，我曾为一部大型纪录
片的解说词“恶补”河南灵宝历史。
废寝忘食中，一位骑青牛的白发长
髯老者在我心底愈加清晰。 他就是
老子，春秋时期人，姓李名耳字聃，
生于我的家乡———周口市的鹿邑

县。 《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却被誉

为“万经之王”“中华文化之源”，是
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最多种语

言、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
反复吟哦着“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等句，我心中相见恨
晚之感油然而生。 求学时以为，这
些思想的珠玑必然散落于不同的

经典之中，但当我确信它们都出自
《道德经》时，才释然且怿然。

如今，站在鹿邑太清宫与明道
宫高高的台阶之上 ， 春风拂过花
叶，鸟雀低回中，我仿佛看到那位
老者已从函谷关返回，任青牛在草
地上悠闲吃草，而他就坐在我身旁
不远处，满脸笑容。

这片海，是史海。

三

岁月赐予我家乡周口的不仅

是物质上的阜盛 ， 更是文化的熏
陶。

一段时间前，我造访朱熹故里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在那里偶然
得知了一个名字———游酢。 游酢是
北宋书法家、理学家，程门四大弟
子之一，“程门立雪”典故的主人公
之一。 而他与杨时不远千里拜望的
程颐，就与兄长程颢在周口市扶沟
县创立了大程书院，培养出诸如明
代三部尚书刘自强 ， 文学家李梦
阳，“一母二进士”何出图、何出光
等名人巨擘。

大程书院教化民生 ， 淳化民
风，自宋以降，受惠者可串起一部
煌煌家乡教育史。

抗日英雄吉鸿昌也是其中之

一。 英勇就义前，吉鸿昌以树枝为
笔，在地上写下《就义诗》一首：“恨
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
此，我何惜此头！ ”字迹铁画银钩，
诗句铁骨铮铮，令刽子手发抖。

吉鸿昌是扶沟县吕潭乡人，出
身贫苦。 正因如此，他长怀改变家
境的渴望，而他碗上所印“做官即
不许发财” 的耿耿誓言尤显珍贵。

在位于扶沟的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里，我久久伫立于他纵马执刀的雕
像前，回想着他遒劲有力的大字和
宁死不屈的气概，心中澎湃的波涛
与沙颍河同频共振。

周口是一大批传说中人物或

古今名家的故里。 历史厚待我的
家乡，这些人物亦不负厚望，为家
乡增色。 龙湖听荷， 槐园步月，赏
草木多情，慕先贤高风，时光氤氲
处， 陶然而忘机。 不知不觉间，我
的思绪抹平时空 ， 与清代诗人吴
赞诚的诗句“沿桥市散嘶归马，隔
水楼高见远灯”水乳交融。 我的家
乡从泛黄的史籍与众口交赞中迤

逦走来，走成一道亮丽风景，万众
睢睢。

这片海，是文海。

四

“万家灯火侔江浦， 千帆云集
似汉皋。 ”明代后期著名大臣熊廷
弼在诗中惊叹周家口 （今周口）的
繁华。 白昼将尽，暮色初降，他伫立
船头，看到眼前景象，感慨足下这
片土地究竟是周家口， 还是浦口、
汉口。

在我的眼中，夜幕精心呵护下
的万家灯火、万家灯火精致镶嵌着
的夜幕，均在倾情为这烟火红尘增
彩加温。 那林立的桅杆，不唯为周
口这块热土的夜晚添加了繁富明

丽，更为我树立起自豪的理由。 周
口，这从诗句中飞出的精灵，经岁
月钟灵毓秀的宠爱，渐渐出落成如
今明艳的面庞。

我的家乡无海， 但人心似海。
你看，那宽阔的水面，足以通江达
海；那浩瀚的史籍，足以让人身处
容膝斗室而心如大海；那数不尽的
风流人物、 那脍炙人口的掌故、那
凝聚着世人目光的景点、那令人大
快朵颐的各色美食，汇成文化的汪
洋大海……

这片海，是心海。 我爱这片海。
（转自 2025 年 4 月 24 日《人民

日报海外版》）

《周口日报》，我书写家乡的园地
王伯见

初遇《周口日报》，是在一个阳
光洒满窗台的清晨。那时的我，还是
一个青涩懵懂、 对世界充满好奇与
渴望的少年。 一张散发着淡淡墨香
的报纸，不经意间闯入我的视野。展
开报纸，那简洁明快的排版、丰富多
样的内容， 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
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 《周口日
报》，每一篇文章都细细品味，就像
在与一位智者对话， 汲取着知识的
养分，感受着文字的魅力。尤其是那
些本土作者的文学作品， 字里行间
流淌着的浓郁乡情， 让我对脚下这
片土地有了更深沉的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周口日
报》的喜爱与依赖愈发强烈。它不再
只是我获取信息、 欣赏文学作品的
窗口，也成为我展示自己的平台。怀
揣对文学的热爱与成为作家的梦

想，我鼓起勇气，将自己稚嫩的习作
寄给了《周口日报》的编辑。 那段日
子，我心中满是期待与忐忑。 终于，
在一个午后，我翻开报纸，看到自己
的名字和作品出现在版面上， 内心
的激动与喜悦难以言表。那一刻，我
看到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坚

实一步。 《周口日报》给予了我肯定
与鼓励， 让我坚信自己的努力与坚
持是有意义的。

此后， 我积极参加报社组织的
各类文学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结识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

探讨文学创作的技巧与心得， 分享
创作的灵感与故事。 在这个充满活
力与激情的文学大家庭里， 我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写作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 而《周口日报》始终如一地为
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才华

的舞台，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精心培
育每一朵文学之花。

2018 年 ，我参与了周口 “满城
文化” 系列采风暨有奖征文活动。
为了写好参赛作品，我沿着流经家
乡的汾泉河 ，深入沿河村落 、传统
手工艺作坊，与那些坚守着传统文
化的民间艺人面对面交流。 数月时
间，我先后到达汾泉河的源头———
召陵岗锣鼓泊、中州名镇———巴村、
白鹭园湿地公园等地， 目睹了汾泉
河人家的生活日常和两岸秀丽的自

然风光， 感受到了汾泉河的深厚历
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在采风过程中，
我用心倾听老乡的讲述， 用笔记下
每一个珍贵的细节， 回来后精心撰
写自己的参赛作品 《静静的汾泉
河》。这篇文章在那次征文活动中有
幸获得了二等奖。 之后我又创作了
散文《汾泉河畔白鹭飞》，发表在《周
口日报》副刊上。 许多人读后表示，
通过这些文字， 重新认识了家乡的
“母亲河”， 也意识到了保护 “母亲
河”的重要性。

我由衷地感谢 《周口日报》，让
我增加了书写家乡、 赞美家乡的勇
气和信心。

听，麦田会歌唱
杨亚州

当豫东平原的晨雾还未散尽，大
地像块浸透水的棉布，我便站在田垄
上，视线被无限拉长，直至与天际线
融成某种青灰色的混沌。无数道麦垄
平行排列着延伸出去，仿佛大地的掌
纹， 又像是某种古老而神秘的密码，
在立春时节悄然破译。

这便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
我深爱着的土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待久了，就会发现豫东平原的麦田会
唱歌，不信你侧耳倾听：

当露水从麦芒滚落时，你就能听
见细微的簌簌风声。 这种纤细的绿
有着丝绸的质感， 初生的麦苗尚带
着婴儿胎毛般的柔嫩。 风起时，整片
原野便成了流动的翡翠海， 叶尖泛
起银白的浪沫，忽而向东漫卷，忽而
向西奔涌。 农人披着灰蓝布衫穿行
其间， 倒像是浮在碧波上的点点帆
影。

晌午的日头将麦田晒成透明的

绿玉。这时，你会听到动物们的音律。
蚱蜢在茎叶间跳跃，惊起一串串
的声音。远处林带里的泡桐树擎
着淡紫色的花盏，将村庄的影子浸在
芬芳里。偶尔有布谷鸟的啼叫划破寂
静， 那声音清亮得像用溪水洗过，转
瞬又被麦浪的私语淹没。

你嫌听到的声音太小不过瘾？那
么就等黄昏吧！当夕阳将麦穗染成琥
珀色， 晚风里便浮动着青麦汁的甜
香。 农妇挎着竹篮穿过田埂，蓝印花
布的衣角掠过麦梢，惊起几只野鸡扑
棱棱飞向天际。远处传来豫剧的梆子
声，苍凉的唱腔被平原的辽阔稀释成
朦胧的烟霭，与炊烟一同在暮色中盘
旋。

我常蹲下来倾听麦田的歌唱。微
风拂过，麦田里的麦子欢快地摇曳着
身姿，像是一群身着绿裙的精灵。 它
们交头接耳，发出“沙沙”的细语，那
是属于它们的独特歌谣。随着风的节

奏，麦浪此起彼伏，齐声合唱，用灵动
的音符，诉说着对大地的眷恋、对阳
光雨露的感恩。

我一边闭上双眼聆听，一边用指
腹触摸叶片背面细微的绒毛，像触碰
婴儿的手心。 我听到麦苗向我诉说，
她在冻土里蛰伏整个寒冬， 根系却
始终向着地心深处生长的故事。

当暮色四合， 天地间只剩下麦
浪起伏的轮廓。 星子低垂得仿佛要
落进麦穗间， 平原化作缀满钻石的
墨绿绸缎。 这时才懂得，一望无际不
是空洞的苍茫， 而是大地敞开慈悲
的怀抱。 踏入那片广袤的麦田，风，
带着麦香悠悠拂来。 麦穗轻轻晃动，
发出“沙沙”细响，似在温柔呢喃。 当
满心疲惫、满心愁绪的我置身其间，
这麦田便似拥有神奇魔力， 将生活
的琐碎烦恼一一驱散， 抚平心灵的
褶皱，让宁静与希望，在心底悄然生
长。

窗外的春天
王海中

由冬入春， 就像一个人遭遇困厄
之后步入坦途，或者像一种新生，那些
希望， 甚至欲望， 横无际涯地生长开
来。这种生长能让人也变得年轻，犹如
青春的复苏。 年近花甲的我早已不再
拥有青春，但我常常在春天“享有”我
的青春———把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翻

出来 ，一张张摆在案几上 ，奢侈忘情
地回味那些青春岁月，就像在寒冬怀
念夏天。 每当此时，我就在心里狠狠
地埋怨自己，怎么就如此大手大脚地
花掉了青春？ 惜忆青春，也就倍觉眼
前春天亲近。“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
风吹而百草生， 阳和至而万卉芳”，春
天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如同从那些旧
照片里复活了的青春， 重新融进我沧
桑的筋骨……

少年时喜欢春天的月满半墙、花
影流衣，喜欢明月朗照、漏断更残，喜
欢听从泥土里发出的“唧唧嘤嘤”春虫
的声音……春天里， 天地自然形成的
万物之美，融化到青春里，滋养奔腾的
血脉，随后又一起融化到文字里，形成
了年轻时的梦。进入人生的秋季，才慢
慢懂得， 春天没有哪一种生长能占尽
春光，但一味地竭力伸展、抢占先机，
缺少矜持与谦让， 便会使春日免不了
生出几分艳俗与躁动。 如今， 伏案向
南，明窗朝东，春光一片，案几香茗。写
久了，啜茗醉一醉，舞舞狂草飞一飞，
在那幅经线和纬线交织的时光地图中

行走、停驻，和生活对峙，再握手言和。
听春夜的猫叫春， 也不再觉得是什么
唳声怪调，那也是春天美妙的音调。推
开窗，窗外春雨款款绵绵，虽然还带有
几分萧瑟， 但也有一种清澈、 一种润
泽，它唤醒了一冬的沉寂，把寒冷浸润
成温暖。开窗邀入，“雨过琴书润，风来
翰墨香”， 胸中顿时生出青春般的激
情。 想起了苏轼，在黄州的那个春天，
他也遇到一场春雨。 同行的人都很狼
狈，匆匆离去，但苏轼不愿成为伞具下
的匆匆过客，“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副
竹杖、一双芒鞋，管它风雨阴晴！ 那是
苏轼心中最美的春雨， 它荡涤了一颗
落有尘滓的心，使他“忘却营营”，心中
“风静■纹平”。 是春天给了苏轼最好
的礼物，是春天叩开了苏轼“任平生”
的心扉，他“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 于是，他回归到一个

儒者的崇高境界：落难，他走出朝堂，
走出书斋，走向土地，归入芸芸众生；
闻达 ，他的追求是 “他和他的百姓 ”。
他的那颗心清峻通脱、 无尽逍遥，真
正成为无任何羁绊的自然之子。 躯体
在哪里又如何？ 他那颗为苍生祈愿之
心始终是火热和坚定的，“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成为他颠沛人生的坚定信
念。

临摹几笔 《兰亭序 》，逸兴遄飞 。
三月三，修禊事也。 山边有水，水中有
渚，渚上有亭，亭外兰香。四十一位文
学名家雅聚，流觞曲水，临流赋诗，散
怀山水，萧然忘羁。右军俯仰天地，视
察古今，在那个春天，以天为笔，以地
为纸，墨凝辞章，《兰亭序》横空出世！
一次春天的文学笔会，成就了惊世的
神奇和精彩，幸甚至哉！ 右军揽春入
怀 ，对酒慷慨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
品类之盛 ，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
听之娱，信可乐也！ ”那般气度风韵，
那般情愫襟怀，风流雅俊，酣畅淋漓，
让人心驰神往。 春去春回，千载流水，
公元 353 年的那个春天，虽短暂却永
恒。

窗外春意融融，远方布谷声声，院
子里的杏树下落英缤纷。 小外甥女走
到杏树下， 像被什么惊住了， 张开双
臂，仰望着，像风一样流动在树下。 我
想， 她的生命里是否第一次承载这么
大的美的力量？她弯下腰，用白皙的小
手把落花聚拢，然后捧起，猛地向上一
抛，一场绝美的花雨！花瓣落在她的秀
发上、肩上、衣服上，天地间布满了霞
光。外甥女稚嫩的脸上贴着几片花瓣，
风轻拂她那长长的秀发， 透出满身的
芳香和热烈。 我望着她，她的体香和
花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馥芬入心。 我
又想，从我全部的生命体验里和情感
生活里，能提炼出几朵纯洁芬芳的花
吗？ 心中停驻了多少这样的美好？ 这
样想着， 几分淡淡的愧怍从心底漫涌
上来。

虽然我走过了生命的春天， 但我
仍会延续人生路上的春天， 创造和珍
藏这如诗如虹的美好时刻， 就像珍藏
自己的青春，无论顺逆晴晦，无论几多
坎坷，在万古悠悠的时光之海里，对抗
生活的庸常与粗砺， 滋养我的生命之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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