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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保 村 位 于 鲁 山 县 观 音 寺 乡 东 北

角，美丽的荡泽河母亲一样环抱着它。这

里到处是起伏的丘陵，褶褶皱皱，有的像水

面上浮起的涟漪，有的像少女逶迤的裙裾，

有一种飘逸的美。

车子驶进一个休闲广场，高大的大理

石村标伫立在广场前，上书“太平保村欢迎

您”，让人瞬间被一种温暖的情愫包围，广

场四周不仅安装了健身器材、石凳廊亭，更

为温馨的是四幅绘制精美的“春耕、夏播、

秋收、冬藏”宣传版面，一阵浓郁的农耕文

明气息迎面扑来，氤氲着朦胧的诗意。

留恋在一片果园之中，硕大的冬桃被

牛皮纸包裹着，果农告诉我，这样是为了桃

子不被虫子叮咬，品相更好。站在山顶的

凉亭，太平保山水风貌尽收眼底，一排排异

地搬迁安置房排列在村子中央，点缀了太

平保的时代锦华，荡泽河从身边缓缓流过，

增添了她的灵动和娟秀。

然而，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们长期

以 来 被 贫 穷 困 扰 着 。 全 村 村 民 共 533 户

2045人，其中贫困户一度达到 144个 521人。

我惊讶于这些数字与我眼前美丽乡村

的极大反差。

我极力寻找着那个光点，该村党支部

书记常其峰是在太平保土地上作画的人。

这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带着浓郁的乡

土情怀，扎根山村 33 年，带领乡亲们走发展

产业、增收致富之路，用实际行动改善村容

村貌，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铺展开太平保巨大的画布，常其峰在

上面规划了脱贫致富建设美丽乡村的宏伟

蓝图。随意掬起一捧荡泽河的清水便可滋

润太平保的山山岭岭、人情风物，密实实的

绿抢你的眼，青翠翠的香酥梨蒜辫子一样

挂满枝头，这是原生态的立体视觉艺术，是

太平保满庭芳华中的耀眼之花——红鹰创

业工程三林经济带，是常其峰带领村民为

了战胜贫困而提起蘸有天然色彩的画笔，

将梦幻点播在土地上，一点一点地扩展升

华，在阳光下变成了无与伦比的曼妙，是太

平保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太平保土质松散，富含硒、铁等多种元

素，很适合种植果树，经村“两委”讨论，决

定以“党建+”模式，实施“红鹰创业工程”，

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汇聚以高质量党

建带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

量，为壮大集体经济积聚发展动能。

为了鼓舞群众积极参与，常书记创新

了独特的管理模式，统筹各类资源，按照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金”的

原则，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平台，吸纳群

众的资金、资产、土地入股，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控股，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变被动

生存为主动发展，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奠

定基础。目前全村 372 户加入了合作社，筹

集股金 370.5 万元。做到了资金入股持“股

金”、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得“薪

金”，让群众手握“三金”有底气，不出家门

有收入。

合作社正常运转以后，发挥产业绩效，

启动扶贫带贫综合模式，把贫困群众纳入

“红鹰创业工程”示范基地产业体系的各个

环节，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所有贫困户。

2018 年，太平保村成功退出贫困村序列。

太平保村集体经济由过去的零收入，

发展到有生猪千头线年收入 5 万元、光伏发

电站年收入 10万元、村内企业管理费年收入

6万元、30个食用菌大棚已投入使用，年收入

可达到 40 万元，有了充足的资金，常书记的

画笔饱蘸了更为缤纷的色彩。

这只是常书记为太平保可持续发展铺

展的底色，而更美的彩绘则是发展特色经

济，树立产业品牌，让太平保致富车轮常态

化高质量运转，驶入新农村建设快车道。

这的确是一个画里乡村。按照“一村

一品”发展理念，如今的太平保村形成了以

林果业、生态养殖、食用菌为主的综合支柱

产业。在“红鹰创业工程”的推动下，建成

了车厘子、酥梨、冬桃等一批林果种植基

地，以及包含富硒红薯、迷迭香、中药材等

特色农业示范园。同时，观光旅游蓄势待

发，依托观音寺乡观音文化等资源优势，发

挥本土特色，以“红鹰创业工程”示范基地

为产业链条，不断扩展乡村游、田园游、采

摘游，逐步与县全域旅游接轨，实现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太平保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排排食用菌大棚里，一个个圆嘟嘟

的香菇把小脑袋从椴木上钻出来，探头探

脑地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一片片自动喷

灌水龙像花儿开放，水花打在椴木上，阳光

里泛起七彩的虹，就像是农民七彩的梦，人

的心也是七彩的了。如今，无论你到太平

保的哪个村组，他们都会说，你看我们家乡

美吧？我们这里都成了旅游景点了，很多

人都到我们村参观呢。

画里乡村
□ 杨娥

时光如水，静默不言，

二月安静流走，三月悄然

而至。一年中最短的二月，在

春暖花开之际，已说再见，尔后

和三月温柔地道声：你好！

你好，三月！

你是轻盈的欢喜，是春水

初盛，是春风又起，是你眼中，

日复一日的美丽。在上海淅淅

沥沥的春雨中，春风又绿江南

岸，香渐浓，草长莺飞，微风渐

暖，摇曳生姿。

你好，三月！

惊蛰时节，春雷初响，春雨

绵绵，万物生长，春芽萌动。气

温渐暖，正是春游好去处。

你好，三月！

春分，春分，一分春色，两

分春意，春暖花开，春意荡漾。

你好，三月！

是否还一如从前，提笔书

写，这一季的花事人心。在一

程山水，一方心田里，书一笔春

风，书一卷风雅。

你好，三月！

是你抱春而归，将微凉的

春 雨 带 去 ，一 纸 红 笺 ，一 书 风

雨，把千言万语剪成一幅燕来

云去。于是，在暖风醉人的时

光 里 ，携 着 十 里 花 丛 ，开 到 荼

靡。

你好，三月！

你是四季之神不能放弃的

温柔，你是芸芸众生，不愿错过

的缘分。陌上芬芳，飘落红尘，

不去问落花是否有情，只愿繁

花烟雨，重逢期近。

幽巷探杏花，嗒嗒的脚步声

走过，我不是归人，只是杏花春

雨中的过客！

你好，三月
□ 张华

萧 根 胜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国 瓷 之

光 —— 李 国 桢 传》，近 日 由 河 南 美 术 出

版社出版发行。李国桢是郏县乡贤，也

是 这 片 故 土 奉 献 给 中 华 民 族 的 陶 瓷 大

师 。 萧 根 胜 是 郏 县 土 生 土 长 的 报 告 文

学 作 家 和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 萧 根 胜

饱 含 深 情 为 陶 瓷 大 师 、乡 贤 李 国 桢 立

传，尽到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天职和

乡情乡谊。拜读《国瓷之光——李国桢

传》，深 感 萧 根 胜 创 作 思 想 的 灵 光 和 创

作手法技巧的娴熟，以及李国桢形象的

厚重、高迈和活泛。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是一本人

物传。在本书中，作者既安排二十四章客

观叙述了李国桢生平的大关节，使为国瓷

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李国桢立于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各行各业走向伟大复

兴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又以报告文学的笔

触生动地再现了李国桢的生活细节、工作

细节及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立在读者面

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可亲可敬可爱的李

国桢。

书名《国瓷之光——李国桢传》，大

气、醒目。李国桢使国瓷光芒四射，国瓷

因有李国桢而四射光芒。如果只取名《李

国桢传》，那么就只能对受李国桢教益者、与

李国桢有过接触者、知李国桢之名者产生

吸引力。中国是一个陶瓷古国、陶瓷大国、

陶瓷胜国，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china”而

骄傲。取名《国瓷之光——李国桢传》，就

具有了很强的导引意蕴，就能吸引每一个

对立中华文明之本、开中华文明之基的

陶瓷有兴趣的人都关注这本书、阅读这

本书，让他们不仅获得国瓷发展历史的

相 关 知 识 ，而 且 走 近 国 瓷 大 师 李 国 桢 ，

走进其心灵，受其人格魅力的感染和熏

陶。所以，这个书名无疑能够加大其传

播力度，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

《序章》设计得好，写得好。从李国桢

后事处理所遇到的波折切入，不回避矛

盾，正视社会现实，最后惊动高层，得到圆

满解决。一个具体办事单位的具体办事

人员，一概照章办事的冷漠，是官僚主义

的典型表现。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

除这种官僚主义。具体办事人员，要有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要富有同情心，

有亲和力，不能以一概“照章拒绝”为能

事。接着详细描写 2012 年 10 月 23 日在李

国桢故里召开的“首届李国桢陶瓷思想学

术研讨会”所安排的专场追思会的生动场

面，提领读者进入传主生平事业历程所创

辉煌业绩的阅读。最后一章《一览众山

小》，写李国桢临终时光的情节，接续《序

章》，完 成 李 国 桢 为 事 业 奋 斗 终 生 的 回

环。结语一句：“泰山北斗，景行行止。生

者、来者共祭陶瓷之魂，同仰国瓷之光！”

点题，意味深长。

揭示李国桢的人格魅力是统领《国瓷

之光——李国桢传》全书的灵魂。李国桢

以其人格魅力为前提，使其学养魅力达到

极致；其学养魅力又支撑其人格魅力极尽

深刻宏阔。“李国桢初到庄里的感受及他

多年后的深情怀念，其实是他人格魅力

形 成 的 人 缘 、道 德 风 范 的 气 场 在 起 作

用 。”这 段 话 真 是 神 来 之笔，点睛之笔。

要体察写作对象人格魅力的高尚，是需要

作者的人格与写作对象的人格达到高度

统一，才能产生共鸣的，非如此便不可能

有这神来之笔。

这部作品，写的是作者相对陌生的领

域，为之立传的人物，其生前作者虽有过

接触但印象是很表层的。而最终拿下了

这样一部大著，作者所下的功夫是可以想

见的。首先是占有翔实的文字资料，单书

后所开列的参考书目就达 116 种之多，而

文字资料都是固态的理性化了的。为了

获得动态的感性资料，作者还沿着传主生

平履历的足迹，走进传主的人生，还原传

主的生活场景、工作场景，走访，采访领

导、同事、朋友、学生和一切密切接触者，

深入传主的思想灵魂里边，然后将理性资

料与感性资料融会贯通，既构架起传主的

生平大关节，又还原复活出传主的生活细

节，写出了一尊孑然挺立、有血有肉、精神

敞亮的活生生的极具感染力的中国陶瓷

科学家、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形象。《国瓷之

光——李国桢传》的出版可以验证，萧根

胜的艺术修养和处理、驾驭素材的能力与

文学表现能力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和境界。

尽作家天职 为乡贤立传
□ 潘民中

167.仆人善良

司马光（山西运城人）退居洛阳，在宅中

建了座花园，名曰“独乐园”。苏轼参观此园

赋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

亩园，花竹野而香。”司马光家的园丁吕直性

情耿直，夏季花园对游人开放，象征性地收些

门票以贴补花园维护费用。有一天，吕直手

持余下的银两交给司马光，遭拒。几天后，园

中建了一座井亭，司马光问咋回事？吕直回

复说是用剩余的门票费建的。吕直对司马光

说：“您是个大好人，我也要做个好人。”吕直

平时总称呼司马光“秀才”。苏轼私下对吕直

说：“这太不礼貌，应该称‘相公’。”次日，吕直

呼司马光为“相公”。司马光问为何改称呼

了？吕直回答说：“苏学士教我。”司马光对朋

友叹曰：“我有一仆，被苏轼教坏了。”

168.儿不读书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江西九江人）少学琴

书，熟读儒家经典，仕途却不大如意，仅做过

彭泽县令（今江西九江境内）。公元 405 年十

一月，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辞官归田。也

许辞官后住所远离城市，学习氛围不好，陶渊

明的 5 个儿子都不喜读书。陶渊明《责子诗》

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

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

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

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有的儿子

懒得出奇，有的儿子不识数，有的儿子整天爬

高上低摘果子……儿子既然如此不成才，陶

诗人只好寄情于杯中之物了。

169.不着夷服

南唐翰林学士徐铉（江苏扬州人）随皇帝

李煜投降北宋，被授予散骑常侍的虚职。到

了首都开封恰逢冬日，见朝中大臣及士大夫

都身穿皮草御寒，徐铉冷笑道：“中原人士竟

然戴着毡帽、披着毛皮大衣，跟北方夷狄一

样。”一天上朝，见其女婿吴淑（江苏镇江人）

亦穿着毛裘，徐铉怒而责之曰：“吴郎士流，安

得效此（你是有文化的人，咋这样穿戴）？”吴

淑对曰：“晨兴霜重，苦寒，然朝中服之者甚众

（太冷，不穿不中啊，大家都这样）。”徐铉气哼

哼地说：“士君子之有操守者，亦未尝服。”徐

铉确实有骨气，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 991

年），徐铉被贬至邠州（今陕西境内）仍拒绝穿

皮草制服，终于为寒气所伤而病故。

（老白）

她第一次什么时候来的呢？已经不

记得了。

她第二次来是个周末燥热的午后，门

前窗后的知了声已经嘶哑了，仍倔强地聒

噪着。

就在知了的叫声扑打耳膜时，砰的一

声，小红楼里的一扇门被撞开了。这是上

世纪 90 年代编辑部发生的故事，那个午

后没有铺垫，没有一个来访者礼貌的敲门

声，一个叫何彩香的女子就这样用肩膀，

也可能是用臀部把门撞开了。她满脸的

汗水，把装着七八穗或许是八九穗的嫩玉

米袋子放到地上时，腰还佝偻着，一副向

大地鞠躬的样子。热死我了。她说着拿

起脸盆架上的毛巾擦了擦脸，又往下延伸

着擦了擦脖子，脖子被她擦得鲜红鲜红

的。她拢拢湿漉漉的头发说，老天爷呀，

这天，热死人了。

终于轮到我说话了，我说，你是何彩

彩？

我叫何彩香！她一副很不高兴的样

子，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凉快，城市的水泥

地就是凉快！说着把口袋里的玉米都掏

了出来，一穗一穗，每一穗都是精选出来

的，我看见了它们在清脆的玉米秆上雄

壮、威武的样子。

我说，何彩香，你我又不熟，你怎么搞

这些，还搞这么多？！

她狡黠地笑了，这是掰俺亲哥家的玉

米，煮玉米可好吃了。他家有钱买化肥，

玉米长得壮，说着还向我挤了挤眼。我看

着那绿莹莹的玉米说，可是，我能给你点

啥哩？她说，能请俺看场电影吗？俺最大

的愿望就是能坐在电影院里排排场场地

看场电影，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在你们的

刊物上发篇文章。

第一个愿望当天下午我就帮她实现

了。她从电影院里出来时手捂着脸一直

哭，她一遍遍地说，电影里的事跟真的一

样，太感人了。她“感人”着，就把回家的

小火车耽误了。

晚上，我们跷着二郎腿光明正大地吃

偷来的玉米。我一边吃一边笑，我说，何

彩香，偷来的玉米原来这么香啊！这让我

想 起“ 偷 喝 的 水 是 甜 的 ，暗 吃 的 饼 是 香

的”那句话。

她也笑，可笑着笑着就哭了，她说，俺

爹下世早，俺哥俺嫂对俺跟俺娘不好，俺

就要偷他家的玉米给你吃，谁让他家的玉

米长恁好哩！这天晚上，乡村的玉米地上

空的月亮，一定灯泡一样照耀着大地，也

照耀着八九十里外，一个躺卧在城市里的

叫何彩香的女子。

何彩香第三次来找我时，是又一年的

深秋，她背着一个染了草色、墨色的自己

缝制的白布袋，白布袋里几块红薯排排场

场地躺在里面。何彩香一边往外掏红薯，

一边说，这回俺可不是偷的，是俺自己家

草木灰养出来的红薯，一口咬下去，香甜

香甜哩！说香甜香甜时，她额上隆起几道

横向的皱纹，我惊讶地发现，皱纹隆起的

部分是土地的颜色，而皱纹和皱纹间凹进

去的地方却是雪白雪白的，像几条充满活

力的河流，一个乡村女子的额头成了世界

地图的一部分。

我 说 ，你 两 次 给 我 带 东 西 ，这 不 合

适。我能给你点啥哩？

她支支吾吾地说，那就再陪俺看场电

影吧，啥片都行。

晚上，我们又躺卧在一张床上。这次

不是误了车次，是我特意留她的。我们说

了半宿的话，她反复重复着一句话：乡下

可不是光有新鲜空气，月亮，破笸箩烂线

头的事稠着哩，幸亏俺有文学，俺有文学

哩！她还使劲握了我的手，好像我就是那

个“文学”！

此后，再也没见到文学青年何彩香

（抱歉，她中学生作文一样的文章一直没

上我们的刊物），后来听说，她拿着她的文

章又跑到了郑州某家晚报，又结识了一位

女编辑。真是个急性子啊！再后来，就没

有她的音信了。

我无数次想她，无数次幻想着她的生

活，可能她松开文学的手，成了家，在我想

她的时候，她正坐在场院里奶孩子，孩子

在她的怀里活泼得如一条鱼，她注视孩子

的目光温柔、慈爱得像一泓澄明的湖水。

从她满足的笑容可以看出文学那根脐带

与她彻底断开了。

而我的心却拧巴着。有一天在大街

上 ，我 听 到 了“ 何 彩 ”两 个 字 ，心 猛 地 一

颤。我期待着后面一个汉字的出现，可我

失望了，我知道在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生活只会给我开一个玩笑，而不会把那个

“香”字吐出来，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女子

吐出来。

我又想起她额头上的几条河流来。

不知那几条河流是否有了分叉，或者生活

的万千滋味正在里面汹涌澎湃……

难忘“急性子”
□ 黎筠

在郏县古八大景中，曾有

“钧台晚照”这一壮美景观。有

文记载：钧台乃峨眉余脉南下，

于汝河北岸隆起之高地也。尤

其四周，原是一古沼泽，常年积

水。每当傍晚，站于此台，向北

眺望，莲花山于夕阳云雾中时

隐时现，如诗如画。再往西看，

烟波浩渺，霞光灿烂。二百多

里长的箕山，点缀于临汝与郏

县之间，其景色之姝丽，如幻如

梦，令人叹为观止也。

钧天台现位于薛店镇肖庄

村东数百米处，临郏汝公路北

侧。对这一地方，我不陌生，多

少年来，每每路过，便分明地看

到那高高凸起的土地。也曾听

说那是“钧台晚照”观景之处。

只是时过境迁，旧景早逝，也便

没有前去观赏的兴趣。

但在庚子年末，我却执意

地要去探访这片高地了。此次

探访，我不是去追忆那古八大

景中的情致，而是要寻找比这

情致不知还要美上多少倍的那

幅景象了。

岁月如流，景随时变。在

我 年 轻 时 所 看 到 的 那 十 余 亩

大 、数 米 之 高 、形 若 砖 状 的 台

地，已抹平了很多，变为中间隆

起、四周缓坡向下的鏊子形状。

我沿着小路一路上行，来到高地

的顶部，环望四野，才感到在远

处这视为平地的地方竟比周边

平川高出了许多。站在那里，顿

觉视野开阔，心旷神怡，一种神

灵之气涌在心头。

在数千年前，这里曾是一

片汪洋。由北面伏牛山余脉伸

展过来的丘陵与汝河南岸的高

地连在一起，将一路西来的汝

河水阻隔于此，便形成一望无

际的水域，史称汝阳江，亦称汝

海。李白在诗歌中曾称“汝海

者也”。此后大禹治水，挖开龙

门，便改汝水北流入黄河，才使

这里的水域从此顿消。如今，

这里还流传着“扒开龙门口，旱

干汝阳江”的古语。

就在这湖水浩渺、风光优

美的岸边，有一个伟大的身影

曾出现在这里。他就是我们华

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黄帝

是为问道而来的。《庄子·在宥》

记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

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

之 上 ，故 往 见 之 ……”有 文 又

述：黄帝从新郑到汝州的崆峒

山，虔诚地拜访圣贤广成子，问

起治国安民的道理，广成子认

为他提出的问题太过浅薄，未

予回答。黄帝受此冷遇，悄然

离去。新郑到汝州，郏县是必

经之地，也许在来往途中，黄帝

看到这里湖光山色，景致秀美，

便驻跸而至。明正德《汝州志》

载：“钧天台，（郏县）下黄道保，

世 传 黄 帝 问 道 广 成 子 驻 跸 于

此 ，大 奏 钧 天 广 乐 ，始 称 钧 天

台。”钧天，古代神话指天之中

央。钧天在上，君子当有钧天

之 享 。 对 应 的 地 ，则 是 钧 地 ，

钧 地 突 起 ，可 与 钧 天 相 近 ，达

到 天 人 感 应 。 钧 地 突 起 为 钧

台。由此，黄帝在这里搭起茅

屋，脚踩厚土，晨披朝霞，晚伴

夕阳，自省自悟，修身明志，在

这片土地上再次开启了他的问

道之行。

我在这片高地上行走，心

中升腾着一种敬畏之情。仿佛

觉得这里的每寸土地都曾留下

黄帝当年的圣迹，那驻跸问道

的情韵也早已深深地沉浸在这

高天厚土之中了。那来自天籁

而又发自圣心的天乐之声仍在

这 冬 日 暖 阳 的 麦 田 里 荡 漾 不

息。我在这片土地上这样地走

着想着，竟看到在这片台地上

出现一块数亩之大、一米多深

的凹地，怎么在这里出现这样

的景象呢？这让我顿生惊疑。

一路与我同行的当地的文友告

诉我：1986 年，郏（县）汝（州）公

路要拓宽，需抬高路基，有人就

想着这里地高，可以在此取土，

于是就大车小车地开挖起来。

当时，县里一位主要领导得知

此事，认为这是古迹胜地，就下

令禁挖。2004 年钧天台这片土

地 被 列 入 市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由 此 产 生 的 钧 天 广 乐 在

2008 年 亦 列 入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名录，它作为伏牛山文

化 圈 中 的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音 乐

的“活化石”而受到国家的高度

重视，并由此确立了郏县钧天

台作为中华民族音乐发祥地的

地位。

我伫立高地，眺望远方，心

绪如潮，感慨不已。面前的一

切早已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一

望无际、波光粼粼的湖泊早已

成为阔地厚土，林茂禾绿。破

旧 低 矮 的 茅 草 小 屋 也 已 变 作

高楼幢幢，满目亮丽。旁边公

路 上 往 来 奔 驰 的 汽 车 已 由 天

上 卫 星 导 航 着 前 进 的 方 向 。

不 远 处 学 校 数 层 高 的 教 学 楼

里传来的琅琅书声，饱含着年

轻学子面对书本渴望求知的梦

想 和 志 向 。 随 身 携 带 的 手 机

不时响着滴滴的声音，轻手一

点，便可得到需要的一切知识

和信息……我们人类已从这古

老的过去走向如今信息化、智

能化的时代，而这一切不正是

我们的祖先圣贤不断问道，反

复实践，历尽艰难，勇于创新的

结 果 吗 ？ 处 在 当 今 社 会 的 我

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还能

不能像我们的人文始祖那样脚

踏 厚 土 ，以 民 为 师 ，虔 诚 问 道

呢？

问道钧天台
□ 马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