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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乾安房屋拆除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0395322556L）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乾安房屋拆除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子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0395260711A）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子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郏县众和运输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425000006489，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郏县众和运输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认尸启事 我站2014年12月
12日救助一女性流浪

乞讨人员，无名氏，约49岁，身高165CM，
2016年11月5日因心跳呼吸骤停抢救无
效死亡。经我站多方查找始终无法查清其
身源，有家属或知情人见报后，请速与平顶
山市救助管理站联系（0375-6150106），30
日后如无人认领，将按无主尸体处理。

平顶山市救助管理站
2016年12月6日

通知新城区辖区居民：
根据省、市及示范区相关

文件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
民医疗合并办公，从即日起新城区计生
卫生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诊、咨询等
相关业务都在新城区养老医疗保险中心
办理。地址：平顶山市新城区福佑路中
段（新城区派出所对面）

咨询电话：2667680 2667857
新城区养老医疗保险中心

昭平湖湖心岛金山环西面的一片水
域，有一座袖珍小岛，岛上峭立着一块六
七米高、危然欲坠的巨石，远望如两女并
肩而立，这便是昭平湖有名的景点——姑
嫂石。秋日的下午，随两位摄友来此采
景，他们二人划船下水左拍右照，我则同
岸上两位看船老人聊起了姑嫂石。两位
老人如数家珍，相互补充着给我讲述了一
段凄美的传说。

从前，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老
两口和一儿一女。儿媳过门后，婆婆待她
十分刻薄，做一对尖底桶让她担水。为不
让丈夫替她，婆婆就让儿子出外经商。路
远，桶底又尖，无法歇息，善良的小姑疼惜
嫂子，偷偷在路上挖些坑，让嫂子放桶歇
肩。此事被婆婆察觉后，把儿媳毒打一
顿。日复一日，儿媳忍气吞声，每天从很远
的地方往家担水。一天，她担水回来走到
半路，遇见一位骑马的白胡子老人。老人
说：“我的马渴了，给点水喝吧！”儿媳二话

没说，停住脚让马喝水。水喝完了，她就又
回去挑。老人先后三次向她讨水，她都毫
不吝惜地给了他。老人非常感动，便把马
鞭送给她说：“你把鞭子放在水缸边上，没
水时轻轻一动就行了，以后再也不用挑水
了。”媳妇照着去做，果真灵验。婆婆发现
儿媳不挑水，缸里水却总是满满的，百思不
解。为弄清真相，她让儿媳回家探望爹
娘。儿媳一走，她就去查看究竟，看见缸边
有一条马鞭，便信手抽出，不料缸内的水汹
涌喷出。小姑赶快去找嫂子，等二人赶回
来，村庄早成了一片汪洋。二人用镇水石
制服洪水后，四处寻找公婆，发现公公被水
冲到金山环挂在树上，所以金山环又叫挂
爷山。葬过公公后她们继续寻找婆婆。
恶婆婆被水冲至沙河南岸，狗吞其尸，吞
尸处长出一棵小树，树枝像恶婆婆披散的
乱发，随风摇摆、婆娑不停。后人建村于
此，取名婆娑街。姑嫂二人立于镇水石
上，翘首期盼家人归来，天长日久，遂化为

石，即为姑嫂石。讲完姑嫂石的传说，两
位老人依然兴致不减，其中一位又给我讲
了一段有关姑嫂石的现代传闻。

没建水库时，这里是一片旱地，姑嫂
石临路而立。一天，有个外地人路过，怕
姑嫂石突然倒下，便绕道而行。谁想回家
后，竟杞人忧天地害起心病来，百般医治
也无济于事。后来，一位深知心病还须心
药治的高人对他说：“前些天，我去豫西办
事，看见姑嫂石已经倒了，幸亏没有砸着
人……”此言一出，病人顿时康复。这位
老人刚讲完，另一位老人又接腔道：“倒？
倒不了！当年冯玉祥带部队从这儿过，他
也怕姑嫂石倒了砸着人，就想先把它放
倒，结果用12头骡子拉都没拉倒……”两
则逸闻，似乎都在印证：这千年不倒的姑
嫂石，确非人间凡物，而是有来历、有灵性
的一块仙石。其实，姑嫂情深的故事、传
说并不鲜闻，吕剧《小姑贤》、芗剧《姑嫂
情》至今还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

剧目。尤其是《小姑贤》，成功塑造了怜恤
贤嫂，巧制恶母、最终促成婆媳和好的贤
小姑英英的艺术形象。她的仗义乖巧，与
河南曲剧《卷席筒》里的苍娃一样可亲可
爱。世人眼里，手足相亲天经地义，而面
对祸患和不公，毫无血缘的亲情相慰才更
弥足珍贵。应该说，姑嫂石的传说是造化
与人心的共同构建，它用传统的伦理纲常
教化着生死轮回中的芸芸众生，也在净化
着、重塑着凡尘俗念里的世道人心。

红日西平时，我们回返。站在岸边的
坡头，回眸暮霭水影里那尊凝固了千年的
守望，夕阳余晖的映衬下更显出几分神
秘。神话传说总能勾起人的浮想联翩，我
就想，倘若历史上的刘兰芝、唐婉也有一
位心地善良的贤小姑，巧言周旋在她们婆
媳之间，那么，《孔雀东南飞》里还会有那
对日夜哀鸣的短命鸳鸯，千年沈园的墙壁
上还会有那两首《钗头凤》“泪痕红浥鲛绡
透”“病魂常似秋千索”的悲情互诉吗？

○张国勋

风雨姑嫂石

初冬的清晨，窗外，冬意悄悄已将枝头
点染，浅黄色的叶子盛满阳光。阳光一点
点从边缘溢出，撒在地上，铺了一地金黄。
在柔柔的阳光里，冬颜轻展，轻唱起小寒深
处的金黄碧连天。此时此景，我的心瞬间
变得纯粹起来。

泡一壶新茶，茶香弥漫书房，思绪也溢
出了脑海，顺手拿过画家杨静伟的中华墨
迹《牡丹天香》画册，不仅心静了下来，随着
书页的翻动，那些纯真的情感也散发开来，
安静享受画册中牡丹天香赐予的风景，感
受生命宁静的美好。

窗外冬阳悄然升起，阳光开始灿烂，热
情直接。茶香中，岁月在指间留下的记忆
里忽闪现出花中之魁——牡丹。牡丹为花
中极品，是本身有着丰富意义的文化生命
体。关于牡丹的诗句佳作甚多，如刘禹锡
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
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更有皮日休的“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
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
一香。”

《牡丹天香》画册里，杨静伟以自然、闲
淡的画意为基调，以牡丹为主体，表现生命
的自然律动。杨静伟注意与画面整体意境
的契合，通过强弱、虚实、轻重的变化，使画
面产生了节奏感、旋律感、生命感。他笔下
的牡丹多端雅含蓄、美轮美奂、流光溢彩，
艳而不俗、工而不繁、细而不柔，形象飘逸
逼真，求神似而更求其形，端庄绰约，于沉
静中见灵秀。淡墨、浓墨的运用很谨慎，同
样是为与画意相合之故。

中国书画艺术强调“意”。杨静伟从小
主攻牡丹题材，水墨写意为主，追求禅宗的
思想和意趣。他讲究用笔用墨，既有道劲
古力，又见墨韵风神；既注重诗、书、画融为
一体的书卷气，又强调象外之趣、画外之
情。风格趋向小写意画风，落墨为格、下笔
成形，动之于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形具
而神生，既有结构的苦心经营，又有水墨小
写意的笔墨韵致，既注重线条的形式美感，
又不失神韵入形，呈现出浑朴温润的格
调。他借传统的笔墨样式抒情寄怀，体现
了中国画人的文化定性。

书案上的绿茶，几番沉浮后，静静地于
杯底沉淀生命的柔软与淡定，一如杨静
伟。几十年来，杨静伟不群、不随、不争，默
默地用作品表达对笔墨的认知，对色彩的
认知，对自然之物与人生百态的认知，他关
注内心的情感体验，更注重个人经验的积
累。他既可以掌控笔精墨妙的技巧，又有
着独特艺术感觉和创作思想，他以特有的
情感，通过情景、气氛、色调、线条等创造唯
美的气韵，使画面散发清雅、含蓄的气息。

“画者，心印也。”于画中印心者，功莫
大焉。

○赵黎

晨韵新读

我的老家在山里。山是一部厚厚的
情书，书写着天地情，书写着儿女情，书
写着薪火相传的父子情母女情，书写着
春荣秋枯的草木情。

我爷爷那一辈儿，有兄弟五个，从草
根儿到草根儿。到了父辈，兄弟十三个，
现在只剩老末一个了。空荡荡的天，密
匝匝的地，他们依然跟一棵小草一样，来
去无声。伯父伯母，叔叔婶婶，都与草木
共眠，与泥沙为伍了。

我时常想起他们，因为他们看着我
们长大。按我们当地的习俗，农历十月
一要上坟，跟清明节一样重要，而且有

“早清明晚十月一”之说。我总不能按时
回去，总觉得欠一份情。今年十月我回
了老家一趟，许多往事涌上心来，快乐
的，痛苦的，可笑的，可悲的，什么也不是
的，历历在目。

大伯、三伯、五伯都是二爷的孩子。
大伯高个子大胡子，魁梧英俊，名高峰，
字云亭，读过四书五经，当过教员，做过
国民党军官的家庭教师。要说他满可以
有所作为，可只当过保长。也正因为这，
算是他的福气，那年代，事做大了，罪就
更大。有胆有识可以做事，有胆无识只
有坏事。瞻前顾后虽是毛病，也是长
处。唯胆大才有妄为，唯狗胆才敢包
天。大伯心好不作恶，批斗会上没有人
诉他的苦，所以也就少受罪。大伯脾气
不好，时常急得脸红，脖子上青筋暴露。
大伯说话结巴，但是读书本念戏本从不
结巴，而且有声有色。有一年秋天下连
阴雨，他念唱《十道本》，让我至今想着褚
遂良。那时候全村人都在一个饭场上吃
饭，他总爱拿筷子在地上写字，考我们这
个字咋念，那个字啥解，讲韩信分油、韩

信分家，诵在河之洲，吟西湖六月，讲曹
刿论战，换我们小孩子替他盛饭送碗。
大伯的毛笔字好，每到过年，方圆几十里
的人慕名请他写对联。大伯能喝酒，说
是会腋下露酒，三五个不是对手。但在
那年头儿，他不敢喝也没酒可喝。只有
一次，他送我姐出嫁时，以少胜多，在何
家大庄上喝出了高家的威风。大伯的一
生让我明白，受天地时事所限，悔怨皆没
必要。世有人尽其才之说，其实则往往
未必。

三伯跟大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一
生种地，活到八十五岁。他目不识丁，
脾气坦性情和，总是不紧不慢。村上成
立剧团，他是老箱管，队里麻烦多，他是
老保管，一生不贪不占不欺不诈，生命
就像家乡小河里的水，清明潺潺，一直
流到无声无息。然而，他留给我的乐观
终生受用。三伯会说鲁山八大景，城北
有个老琴台，城东有个鲁山坡，姑嫂石看
着耿集街。他考我们，一六十三缸，石二
八斗糠，一缸装一斗，能装几口缸。他说
老汝州唱了八台戏，台子底下没有人，问
我们因为啥，后来才知道，八者扒也。我
当兵在外，每次回去，三伯总是拉着我的
手嘘寒问暖，那个亲劲儿没法说，我咋能
不想他。

五伯于我的记忆十分模糊，只记得
他死得有点儿凄惨，偷吃了生产队里的
红薯母，被罚减两顿口粮，饿死了，两口
缸对着埋了。同根未必同性，同性未必
同命，同命未必同路，然殊途同归，倒是
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则。再说说六伯，一
辈子牛把式，但他做了一件大事。二哥
也是牛把式，他俩一块儿犁地，二哥老是
想省劲不犁横头，六伯就用鞭子抽他。

二哥高喊，你敢打革命干部？六伯说我
就打你，揭不下来。其实，二哥也就是个
武装副排长。这事儿成了村里的一大笑
料，让弟兄们一笑多少年，笑得可口，笑
得开心。

这一次回家，我费了老大劲儿，翻
山爬坡，找二母说说话儿，她的坟埋在
山沟沟里，哥们听信风水先生，说那地
方好，我一看知道了，人迹罕至，只有一
个安静。可二母生前是个爱好热闹的
人，娘家曾富裕过，因而二母小时候读
过书识点字，通情达理，从没跟人红过
脸生过气。不像六母，动不动打狗骂
鸡，小孩子要是摘她一根黄瓜，拔她一
棵葱，那可是撵着骂。二母对小孩们
亲，小孩们自然也爱她。她家有个过
屋，下雨天都好到这儿，听二母说白蛇
青蛇，说红娘祝英台。冬天夜长，她家
的大火坑一坐一圈人，说李逵李鬼，说
罗成罗松。饿了火坡里烧红薯，吃着听
着，物质精神都有，常常半夜才散。二
母老来学会信主，六母老来学会烧香，反
对也没用。她们一生都是勤苦，可又大
多时间缺米少油，能把孩子们拉扯大已
实属不容易，责怪什么呢。以往回去，掏
给她们几个零花钱，以报对我儿时的呵
护，把她们激动得手抖。我知道二母有
时还会抽口烟，于是点着一支烟放在祭
台上，对她说：孩子回来看您啦，您要是
地下有知，让小草摇一摇。四周静得瘆
人，两分钟过去了，烟直直地上升，小草
一动不动。

我知道自己荒唐，人死魂飞魄散，什
么也没有了。不死的只有后人的纪念，
这纪念是传承，是良心，是兴旺，国如此
家亦如此。

○高淮记

小草，你摇一摇

王新淼 作

“枫”景绚丽 吴勇兵 摄

郏县的三苏园，为宋代大文
学家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的墓
地陵园，如今是颇具规模的人文
景观。我已不知去过几次了，或
与文友同行，或独自一人游走于
墓园深处，源于内心的景仰，还是
凭吊与缅怀，甚或是别的缘由，终
归自己也没有弄明白。

大凡喜欢文字的人，皆崇尚
先贤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试
图走近圣贤安葬的栖息地，透过
若隐若现的冥冥幽径，沿着先人
的来去归途，去找寻文学的真
谛。似乎读懂了，就打开了自己
的思维脉络，笔下的文字自然就
有了灵性和光辉。这种灵魂的膜
拜，是真实自然的渴求情结。

我尤喜苏东坡，但终究是没
有读懂。

苏东坡无疑是神圣的，他
的一生就是一部厚重而深奥的
大书。

一个秋雨缠绵的午后，三苏
园里难得的静谧，早已不见了游
人的踪影。我独坐于东坡墓前，
虔诚地拜谒，静静地与之对话，
倾心聆听一段尘封久远的追忆
和诉说。

苏东坡自幼受父亲苏洵熏
陶，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公元
1057年，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初
任河南福昌（今伊川西）主簿，后经
制科考试进策二十五篇，提出自己
的政治主张，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
书凤翔府。初入仕途，以“澄清天
下”为己任，心怀远大抱负。后因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诬“谤讪朝
廷”，贬谪黄州，后移汝州。从此，
苏东坡在宋朝政坛上几起几落，
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兵
部尚书，也曾遭贬徒惠州、儋州，
可谓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一生
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
五个皇帝，在朝官至吏部尚书、翰
林学士，在地方当过八个州的太
守，政绩卓著，在诗词文赋和书法
绘画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苏东坡曾与弟苏辙多次游览
郏县，登临黄帝钧天台，北望莲花
山，嵩山余脉下延，南眺汝水，峰
峦绵亘，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因
而赞赏此处“形胜类其乡”“状若

列眉”，酷似家乡四川的峨眉山，
便议定此处为归宿地。兄弟二人
先后亡故，均葬于此，后迁其父衣
冠，即为今日的三苏园。

苏东坡一生为后世留下上百
万字的文集，或诗词，或杂论，似
乎诗词的成就更为人敬慕，尤其
那首气势磅礴、千古绝唱的《赤壁
怀古》，摄人心魄，便是他才情盖
世的释放与佐证。

但我更喜欢他不加雕饰、颇
含意蕴的随笔文字。

苏东坡和古代大多文人贤士
一样，信奉恃才居官，仿佛做了官
才有更为广阔的施展平台，才能
辅佐朝政，护佑苍生。官他确实
做了，做得不小，也颇有政绩，深
得民心，到头来却发现仕途的复
杂远不是他能想象的。一个满腹
经纶、才华怒放的天才，必是有几
分文人的性情与孤傲，无论如何
难以做好左右逢源、谄媚奉承的
政客。虽然他满怀天下意识、为
民情怀，也注定了孤独失意、旷世
寂寞的人生结局。

但苏东坡是天赐大智的骄
子，虽然被仕途遗弃，终归是文学
和艺术的绝代之神。

苏东坡的大智就在于他跳出
人生看人生。“不合时宜，唯有朝
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
思卿”。许多曾经辉煌的人，一旦
抹去官职的符号就沉沦抑郁，甚
至忧虑发疯。可苏东坡仿佛一下
子大彻大悟，寻到了生命行走的
光亮通途。

苏东坡一生与佛家交往甚
密，恍若从中参悟到了人生的玄
妙和禅意。他在高山上行走，能
走得奔放飘逸，在谷底行走，能走
得潇洒自如。这是一种自我超
越，是一种人生美学的至高境界。

苏东坡最终回归了民间，融
入大自然。恢复本来的感知，复
原自己的天性，在天地间洒脱行
走。以质朴的真诚与热情，纵横
驰骋，诉说情怀，把对万物苍生的
挚爱，凝结笔端，喷涌而发，成就
了他诗词的千古典范，文学的终
极雕塑。

告别东坡的时候，秋雨稠密，
淋湿了我肤浅的思绪……

○叶剑秀

读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