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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新城区蓝湾翠

园东门二层门面房

三间620平方米，对

外出租，好房不贵，

赚钱不累。

联系电话：0375-4973622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平顶山市创业商贸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410492000002071（1-
1）），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金，由壹仟万圆人民币减少至叁佰万圆人
民币，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登记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慧慧 电话：13721872180

平顶山市创业商贸有限公司
2016年6月7日

风吹过，麦梢黄了。
走进田野，就能嗅到清新甜软的麦香。
麦梢黄的时候，杏儿也熟了，橙黄透

亮，涂着一抹绯红，空气里溢满酸酸甜甜
的味道，和着麦香无风也能飘出老远。

这个时候，端午节也就到了。
一直以来，很喜欢端午这个节气。也

许对端午的认知最早源于那香甜的粽子，
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它最早给我的印象
是早上要早起，要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的
时候，到河里去洗脸，洗头，甚至洗澡。即
使不去河里，最起码也是要打桶井水来洗
的。奶奶说，端午的早上用河水或井水洗
脸，一整个夏天都不会“害眼”，也就是不
会得红眼病。还说，洗了头头上不会长毒
疖。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很喜欢那种
感觉，迷迷糊糊起来，跟着母亲或姐姐，和
村里其他小孩儿一样，一路小跑到南大
河。如果赶上暑热天气来得早，除了洗脸
洗头，还可以跳进清澈的河水里洗个澡，
一天的清爽一天的欢愉就盈满心头。

稍大点的时候，端午节的早上依然是
要早起的，但已不仅是去河里洗脸洗头
了，还要和大人们一起趁着早上的露珠去

山沟里采金银花，薅夏枯草，割艾叶，还有
竹叶、柳枝之类的。那该是那个年代农村
人一个夏季的“茶叶”了。每天早上做饭
前，母亲都会用滚开的水泡上一瓷盆，热
了渴了，舀碗就喝，爽口祛火，丝丝清凉伴
我度过一个又一个炎炎夏日。直到今天，
这种风俗依然在默默传承。

其实，端午节是有很多古老的习俗
的。我不知道这些习俗到底和屈大夫有
多少关系，但我知道，从公元前278年的五
月，从流浪至汨罗江畔的屈原把“举世皆
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
给江边渔夫的时候，就注定要将自己的清
澈与江水的晶莹合二为一了。他把那些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
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从此，一条江
因为成就了一个诗人的心灵归属而声名
鹊起。一个节日，也因收留了伟大诗人的
高尚魂魄而内涵充溢。

于是，人们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
的粽心。于是，中华大地上就流传起了许
许多多有关或无关端午的传说话题，把一
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动。

比如说插艾叶。艾叶是一种很普通的
植物，生长在山坡地头，郁郁葱葱、蓬蓬勃
勃，很容易让人想起夏日里疯长的菊花。
端午节的早晨，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把带
着露珠的艾叶用镰刀割下，成捆地背回家
去，插在窗棂，挂在门庭，且不说可以驱瘟
辟邪，仅那沁心润肺的馨香，就像是穿越田
野的乡风，让人心生欢喜。晾干后的艾叶
不仅可以在夏夜里燃烧驱赶蚊虫，更有甚
者，哪家的孩子生了毒疮脓疖，用艾叶熬水
擦洗患处，竟有化瘀解毒之功效。

再比如包粽子。老家的粽子是用槲
叶包的，包好的粽子叫槲坠。每年还不到
端午，山上已经到处是采槲叶的人了。那
个时候的山上，正是绿色恣意的时候。采
回的槲叶，要先在锅里煮，然后放在水里
泡，最后用竹篮装着拿到村旁那清清的小
河，在水中随意地扒拉几块石头堆成一个
池子，把槲叶放进去，两个叶子对贴在一
起用手轻轻地磨，磨去叶面上的茸毛，使
之光滑，这样包出来的粽子就不会黏在上
面。天蓝蓝的，几片飘浮的云白白的，河
水清澈透明，淙淙流淌，几条小鱼漫不经
心地游来游去，时不时探头轻啄一下叶

片，抑或啄在我们的脚板上，那是一种多
么美好的享受啊！

磨槲叶的同时，母亲也已经将糯米和
红枣泡好。泡好的米放在一个大盆子里，
捞一把水中的糯米放在槲叶的中部，然后
放上两颗红枣，折起，用煮好的稻草或是
一种叫“羊胡子草”的东西轻轻捆扎起来，
一个粽子就包好了。包好的粽子放在锅
里去煮，很快，混合着槲叶和糯米清香的
气味就弥散开来，让人垂涎欲滴。

端午节的习俗有很多，让我刻骨铭心
的远不止这些，就像端午节的香袋和那系
在手腕脚腕的五彩线，据说能辟邪保平
安。很小的时候，害过一场病，那是在一
个寒冷的冬天。当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康
复之后，母亲后悔说是因为那年的端午没
钱买丝线才差点失去了她的儿子。从此，
每年的端午，母亲总会早早地买回五彩
线，早早地把它绑在我的手腕和脚腕上，
然后，再缝制一个憨态可掬、我们叫“扳脚
娃娃”的香袋挂在脖子上。就这样，一直
到我背起书包上学。从此，母亲手里的五
彩线就永远系在了我的心里，一头连着
我，一头连着母亲的牵挂。

农历五月，微风吹过，麦潮涌
动，空气中飘着清新的麦香，我的
记忆穿过麦地，伴着麦子的清香
缓缓走来……

小时候，麦子才刚刚泛出一
丝丝的黄，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
碾场了，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每
到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早早起床
带着哥哥姐姐把油菜地收拾干
净，用石磙一遍一遍地碾压，直到
碾得平平整整，趁太阳落山的时
候浇上一遍过夜水，第二天再用
石磙一遍一遍地碾压，一直碾到
场地硬硬亮亮的，这才算得上是
一块上好的麦场。那时，家家户
户的男人都像在暗地较劲，好像
谁家的麦场最平、最亮，谁就是村
里最能干的男人。等到麦场都碾
好了，麦子也像是约好了似的，都
黄了。到该动镰的时候了，那些
磨得发亮的镰刀，终于有了“用
武之地”。

布谷鸟的叫声把农人们早早
喊起，伴着星星、踏着露水就在麦
田里忙碌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
麦海中，从这头到那头都是挥汗
如雨、手持镰刀的农民，他们一手
紧握刀柄，一手将麦秆轻轻一拢，
镰挥麦倒，干净利索。中午，火辣
辣的太阳快要把麦子烧着了，此
时蹲在麦地里的人，感觉像是待
在蒸笼里一样，头晕目眩的，但是
割麦的人才不理会这些呢，他们
要利用此时麦秆最硬这个下镰的
好时机。割麦看起来容易，但是
下镰割时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记
得小时候，我的三个哥哥割麦时
把麦穗掉得到处都是，而且麦茬
子也是高低不平，因此没少挨父
亲的打。父亲割麦的技术那是真
的好，割麦快，麦茬一条线，麦穗

很少掉，还把割好的麦子摆放得
整整齐齐，让人看着顺眼，心里佩
服。

割完麦子以后再拉到场里，
这时候是农村人最高兴也是最担
心的时刻。因为此时丰收在即，
所以最怕下雨，也最怕起火。大
人们此时就有很多的禁忌，小麦
入场后，小孩子们是不让在麦场
里玩耍和乱说话的。

到了打场时候，麦场上堆了
平平整整的麦堆，这个时候麦场
里就有了许多的欢声笑语，这个
说，估计俺家的麦子可以打多少
斤。那个说，今年的收成就是比
去年好。一边聊着一边等待拖拉
机的到来。那时的打场，已经进
入半机械化了，是用农村的拖拉机
套特制的铁碾子，在拖拉机的带动
下，一圈过去，麦粒就快活地从麦
穗中流出。如此反复几遍，麦秸和
麦粒就完全分家了。这时，如果飘
来一块黑云，再听到了雷声，人们
就都慌了神，一时麦场上找口袋
的，装麦子的，上垛的，扯塑料布
的，找孩子的，伴随着风声，雨声，
雷声，喊声，乱成一团。若是虚惊
一场，紧接着，就该是扬场了。农
人们专找迎头风在拢起来的麦堆
旁扬场，他们用木锨铲着金黄色
的麦粒向天空抛去，瞬间划出一
道漂亮的弧线，落下来的时候麦
籽是麦籽，麦芒是麦芒，土坷垃是
土坷垃，各在一处，清清楚楚。

那些年的乡村五月，四处都
是拖拉机的轰鸣声、小孩子们的
吵闹声和乡亲们的忙碌身影。

如 今 ，在 联 合 收 割 机 的 帮
助下，一会工夫就收完麦了，但
是，我还是怀念儿时的五月麦
忙天……

我喜欢初夏，喜欢初夏洁白的云、温
柔的风、碧蓝的天、缠绵的夜。一个初夏
的黄昏，我散步来到湛河，静静地立在河
畔，静静地欣赏夏色。

我为满目的繁花赞美，夏天里的花
在夏风里绽放，在夏风中飘落，它是飘在
风里的一首诗，让人联想，让人赞叹。初
夏时的天气是平淡的，她总是温情地展
露自己宽厚的面容，还没有露出盛夏的
热烈。

这时，湛河已月色迷蒙，沿堤望去，
一片片月季花摇曳着阵阵馨香，两行杨
柳拂动着轻盈婀娜的身姿，想必夏日将
是柳永笔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景
象。散步锻炼的人们，三三两两，迈着轻
盈随意的步伐，抛却白天各自事业追逐
的匆忙和家长里短的烦琐，权且当此地
是世外桃源，让浮躁焦虑的心安静下来。

我独坐河畔静处，遥望沉静似水的
苍穹，听鸟儿飞落下的密语，细细寻觅天
幕里那一颗最明最亮的星星，倾听远处
音响里缓缓流淌出的音乐。夜色一点点
弥漫开来，慢慢地将景色笼罩在暮霭之
中，让心听到一份平静的呼唤。我不由
得想起了唐代高骈《山亭夏日》的诗句：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
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静静的河床，静静的夜空，人越来越
少，只有风儿依然在悄悄地流动。

突然间，一位女高音《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的歌声，悠然从河床中响起，如丝
如瀑，回旋在湛河的上空。歌声时而温

婉，时而高亢，似天籁之音，沁入金色的
河道。

这时，整个湛河的夜灯开启，灯光穿
透幽幽的河堤，洒在湛河的每一个角
落。在河堤的中间，有一个素朴淡定、安
静温婉的女孩，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唱得非常投入，浑身散发出浓郁刚烈的
激情，歌声引得行人驻足倾听。

音乐是抽象的情感表达，无论是创
作者、演唱者，还是欣赏者，理解音乐或
享受音乐，都需要超然的悟性和心的呼
应。此时此地，我只能想象，这一场夏色
绿水中独特的音乐会，台下的淙淙流水，
啾唧鱼虫，飒飒河风，啁啁鸟鸣，还有树
叶的哗响与夏花轻微的震颤……组成了
天然和谐的配器，在一个大同世界里，时
而是浑然的交响，时而是低婉的浅唱，可
谓荡气回肠，韵味绕梁，那是大自然为女
孩配置的最独特的“合音乐团”。

这么专业的歌声，在大自然里放歌，
肯定是与音乐为伴的女孩，必是爱生活

也爱自然的。
她停歌时，上前交谈，方知这位亭亭

玉立的姑娘叫刘姗姗，现在一家企业上
班。姑娘受过多年的学院派教育，经受
了严格的音乐训练，像一朵恰逢佳期的
花苞，将天地赋予她的音乐能量，粲然迸
发、绽放。她除了积极活跃在舞台上，也
经常走进大自然唱歌，把歌声洒在大自
然，把快乐洒在生活中，让温润在心间开
出明媚的花朵。

静静的夏夜，姑娘的歌声细如竹丝，
又似甘露醇酒，一缕缕一团团缠绕心间。
那亲切又深邃的奇妙感受，将所有情绪释
怀，让心境回归自然。在她的歌声中，微
风暂歇，飞鸟噤声，夏花凝眸——自然万
物与我一起屏息静气，倾听这一场没有舞
台和乐队的独唱音乐会。此时此刻，夏色
林意开人襟怀，鸟语风声伴人倾听。歌声
伴着不言不语的夏色，给人留下了夏日的
情义，给人留下悠长的味道！

姑娘望月抒怀，唱得很投入。柔婉
的歌声，随着湛河的流水，飘向长长的远
方。夜色很美，歌声很美，在夏夜中享受
这份宁静时，生命都在享受不同的乐
境。我的心也不由得游荡在许多美好的
回忆中……

是的，在清简如素的人生中，人要学
会采撷一份静暖，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把
温暖种进生活里，把简单写进生命的诗
行，将善良安放在灵魂的渡口，心才美丽
丰润。

让心灵自由，让人生从容！

杨绛先生走了，百年人生华美谢
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
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
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谁
能像她这样优雅地老去，如此尊贵而从
容。

最早知道杨绛，是上高中时老师讲
《记念刘和珍君》，说到镇压学生运动的
女校长杨荫榆，老师说她就是杨绛的姑
姑，而杨绛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妻子。
因此，我对杨绛这个名字记得很清，总想
找一些她的书看看。

多年后，我买了她的书《干校六记》，
读了有一种清雅的感觉，好像深山中的
茉莉，不温不火，兀自盛开；又像寒冬里
的蜡梅，不亢不卑，不哀不怨。《干校六
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朝沈复的

《浮生六记》，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
妻之情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革”
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虽然是离开北京
下放河南农村劳动，但他们夫妇仍旧坦
然处之。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
出晚归，集体劳动，还参与过掘井的工
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
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
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
忽的随感。”

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
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
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
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
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
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

“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
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
会的情人了”。在那贫穷艰难的日子里，
他们始终相扶相携，尽力想办法享受生

活：“过年厨房里买了一只狗，烹狗肉
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
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
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
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
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泥
吃——不知是否鲁智深吃的那种？”

去年夏天，我到南方出差，专门带
着《干校六记》在高铁上翻看。可以说，

《干校六记》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
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却淡淡地写尽了
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这是杨绛先
生的睿智和优雅，正如天上那一道含蕴
着光和热的金边，哪怕漫天乌云，只要
抬头看见有这么一道金边，也能给人无
限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的尊严和希望。

杨绛和钱钟书获得自由之后，他们
决定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
日沉溺于学问事业。在他们眼里，一切
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
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
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并翻译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至今仍

是中文最好的译本。
生于清末的杨绛，常常自豪地对人

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 100天！”话语
里透出的是一种豁达、开朗，一种骨子里
的优雅。

在她的独生女儿钱瑗因病去世百日
后，杨绛才去了北师大那棵深埋女儿骨
灰的雪松旁，安静地坐了坐，她说：“从此
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白发人送
黑发人，怎不令人哀伤？仅仅一年后，钱
钟书也去世了，打击接踵而至，已经垂垂
暮年的杨绛仍然坚强而热情地活着，优
雅地面对生活。

她把悲伤留在心底，满怀激情地投
入到工作中，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
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
不愿领导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
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
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
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
大学生继续学习。

年过九旬后，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
优雅。93岁时，她写出了《我们仨》一书，
感人肺腑；96 岁时，她写出了《走在人生
边上》一书；103 岁时又写出了长篇小说

《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然而，她却
谦逊地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105 岁，不可不谓长寿。但火萎了，
杨绛先生利落起身，到天国去再续“我们
仨”的情缘。这是一树繁华落尽的优雅，
淡然而纯净。

“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不留骨灰。”杨绛先生早已将离去看得
那样平淡，平淡如尘土。正如徐志摩作
别康桥那样：“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
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

在党委换届工作中，一些干
部对组织的决定挑肥拣瘦，对个
人的进退牢骚满腹，精神萎靡了，
激情衰退了，工作撂挑了。原因
很简单，这些干部遇事看不透想
不开，即使拿得起也不一定放得
下，到头来只能把自己囿于名和
利的怪圈而无法自拔。

古往今来，名大致有三种，名
声、名利和名节。重名声者凡事
拿得起却放不下，重名利者拿不
起也放不下，唯有重名节者方能
拿得起更放得下。《晁氏客语》有
云：“功业向上攀，官职直下觑。”
能不能端正态度、摆正位置，做到

“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
下”，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恒久考
验。

拿得起，对一般人来说，或许
只是一种勇气，而对党员干部来
说，则是责任担当和能力考验。

“为官者，为民也，乃天地之正
道。”党员干部的天职就是为人民
服务，时时刻刻都要牢记宗旨，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荣誉观和利益
观，做到民声听于耳，民愿刻于
心，民计践于行，对党的事业、工
作职责、群众利益必须拿得起，并
且还要做得实、做得好。明朝思
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中这样说：

“誉既汝归，毁将安辞？利既汝
归，害将安辞？功既汝归，罪将安
辞？”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
发展的艰巨任务面前，党员干部
更要拿得起，敢担当，有作为。

放得下，不仅是一种解压方
式，更是一种坦荡胸怀。古人云：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内无妄思，
外无妄动。面对当今社会各种诱
惑，党员干部要做到内无妄思、外
无妄动，除了遇事拿得起之外，还
要学会放得下。2007 年，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撰
文，称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官
样子”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官架
子”。放不下“官架子”的干部，内
心容不下群众，也不会有责任担
当，“官样子”肯定不会好到哪儿
去。其实，需要党员干部放得下
的东西很多，宋代教育家程颢说
过“寡欲心自清”，孟子也说过“养
心莫善于寡欲。”权欲、贪欲、情
欲、物欲等诸多私欲犹如一道道
无底的沟壑，放不下私欲，心存小
算盘，怀揣小九九，想问题、作决
策、抓落实都会打上个人欲望的
烙印，到头来私欲成了泡沫，群众
也会跟着遭殃。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
你。”

冯唐的风格一贯洒脱，这几句诗却写
得温柔沉醉。的确，春天是美好的，春水、
春林、春风都是春天重要的元素，而春风则
是一切春光的先导。春风来了，春天就来
了，这个世界也就摆脱了冬的萧瑟和寒冷，
一切都变得欣欣然朗润起来，色彩多样生
机纷呈，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和欢乐。

然而在我居住的小城里，春风却是一
直都在的，不关乎季节，只关乎心情。无
他，城南有路名曰“春风”，北有城关三小，
南有县二高二中，路西居民区，路东则是大
名鼎鼎的宝丰酒厂。春夏秋冬，莘莘学子
成群结队背着书包穿梭在这条路上，闻惯
了空气里飘来的酒的清香以及特制的酒曲
的味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还会把酿酒
后的残渣铺到路上晾晒，半边春风路都摊
满了红亮亮的酒糟，特殊的香味在阳光下
越发浓郁，一阵阵打着旋儿钻到人的肺腑
里，烙下小城学子对酒与春风的最初记忆。

小城人酿酒颇有历史，可上溯至夏禹时
期酿酒鼻祖仪狄。至宋一朝，宝丰“万家立
灶，千村飘香”“烟囱如林，酒旗似蓑”，理学
家程颢奉旨到宝丰商酒务监酒税，还在商酒
务建立春风书院讲学，嘉祐进士朱光庭听了
一月课后受益良多，对人说“我听先生讲授，
如在春风中坐了一月”，留下了“如坐春风”
的佳话，后人在商酒务村西建“春风亭”纪念
程颢，“酒务春风”也成为宝丰八景之一。

儿时读词，喜欢过“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亦曾向往“过春风十里，尽荠
麦青青”“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
如”。如今细细想来，小城悠久的历史文
化，比起烟雨江南更别有一番独特的味
道。生于斯长于斯的宝丰人，在中原腹地，
在活力小城，又何尝不是体验着年年月月
与春风为伴、“春风着人不觉醉，快卷更须
三百杯”的幸福生活呢？

千年小城，香飘万家，春风十里，总不
如你。

春风十里，不如你
○何素憬

那些年的那些年的
五月麦忙天五月麦忙天

○○丁素娟丁素娟

拿得起和放得下
○梁宝辉

优雅地老去
○杜光松

七律·长征（书法） 祝金良 作

端午端午，，扯不断的乡愁扯不断的乡愁
○○李人庆李人庆

夏夜里的歌声
○赵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