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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祖父到我的女儿，我们四代土生

土长的叶县人和脚下的这片土地发生了不少

故事。这些故事承载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

一路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和变化。

1947 年 11月，叶县获得解放。

祖父和乡亲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解放

军入城。

祖父说，解放前，大伙起早贪黑，在田里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却没有一粒粮食是自己

的，常年忍饥挨饿。无数人和祖父一样，受着

地主的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在好

了，有共产党给穷人撑腰，有人民政府替老百

姓说话。感谢解放军、感谢共产党，他们对老

百姓的恩情大于天，一辈子也不能忘！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父亲，从小就是

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

于是，在那个雾霭沉沉的早晨，父亲吃过

祖父亲手做的早餐，打点好行囊，在祖父的注

视中一步步走出村头，参军入伍。

父亲在部队里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士

兵，第二年光荣入党。

父亲从部队复员，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

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父亲带领大伙儿加固堤坝、修渠引水、开

垦荒地、植树造林。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面

貌日新月异。

父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一直渴望能让

村里的孩子们有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于是便

毅然决定以民办教师的身份给孩子们当起了

老师。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

寒暑……就这样，父亲在乡村教育的事业上，

默默奋斗了后半辈子。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和很多青年一

样，大学毕业以后，我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叶

县，我要在家乡这块热土上掀开自己新的人生

篇章，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奉献给叶县。

此时的叶县，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城乡

面貌已焕然一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大发展，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我和朋友合股注册成立一家企业，启动

设备投入生产。

最令我激动的是，年过半百的我光荣地

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当我面对鲜艳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地

宣誓时，流下激动的泪水。

我深切感受到，叶县的一草一木已经在

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论何时何地，叶

县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永远都是叶县

的儿女，愿意为了叶县的明天奋斗不止！

女儿是 90 后，理想主义十足，脾气倔得

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不，放着好好的私企工作不做，偏偏要

到最偏远贫穷的农村工作，说要支援乡村建

设，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

听 到 她 的 想 法 ，我 的 鼻 子 差 点 被 气 歪

了。她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一个黄毛丫头带

领大家脱贫致富？简直是笑话！

没想到，她居然跟着几个朋友偷跑了出

去，给我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一天，女儿突然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说

她和朋友的电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了。

什么？一群 90后的毛孩子开了公司？！

我决定接受女儿的邀请，到她的公司去

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行让我大开眼界。一眼望去，

鸟语花香、天高云淡、草长莺飞，这哪里是农

村，分明是当代的世外桃源呀！

女儿骄傲地告诉我，她就是看准了家乡

的土特产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本应

该备受市场青睐的土特产一直是“待在深闺

无人识”。而今，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推广，利

用电商平台帮乡亲们打开销路，那些从泥土

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宝

贝”深受追捧，那遍地特产就是遍地黄金呀。

一车车的土特产运出去，换来的就是一摞摞

的钞票，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叶县人民奔小康，这其中就有我的一份

功劳呢。”

我被女儿的执着和勇敢感动了。我对她

说：“对不起，是爸爸误解了你。”

女儿眨巴着眼睛问：“爸，听说您也入党了？”

“怎么，不相信呀还是我不够资格？”我故

意反问道。

“我相信，您完全够资格。不过，我一直

没告诉您的是，我在学校就光荣入党了。而

来这里支援乡村建设，就是我们支部在毕业

前期做的集体决定，身为党员不能光靠说，更

要实打实地做呀。您说，是吧？”

哦，原来是这样！那一刻，我感觉女儿一

下子长大了。

我问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女儿歪着

头，调皮地说：“我要和你比赛！”

比赛？比什么赛？女儿的话搞得我一头

雾水。

“你有公司，我也有公司，咱们比一比，看

谁的公司为咱们叶县做的贡献大！”

“好！”我一口应下。

“拉钩——”女儿伸出了小拇指。

我和女儿拉钩，许下了对叶县的庄严承诺。

可 爱 的 家 乡
○ 魏松

汉字很奇妙也很有趣，充满生活气息，亦不乏哲学意

味，可见先人造字之煞费苦心，让我们受益至今，玩味无

穷。譬如，“静”中藏了个“争”字，“稳”中藏了个“急”字，

“忙”中藏了个“亡”字，“忍”中藏了个“刀”字。个个都寓意

很深，别具情怀，充满了相辅相成的辩证法、亦正亦奇的大

智慧。

就说这个“静”字吧，分开来看，一边是个“青”字，一边

是个“争”字。而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静和争是无法并存

的两件事，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人既然求静，像陶渊明那

样挂冠而去，寄情田园，那就不要去争了，争得面红耳赤，你

死我活，还怎么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这只

是一种片面理解，静还有另外一种不同诠释：争中有静，静

中有争，要想静，须先争，越想争，心越要静。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到底都在争什么呢？如果是争名

争利，那确实也静不下来，每天争得不亦乐乎，受困于名缰

利锁，教他如何能静下来？但还有另外内容的争，争境界，

争格局，争水平。这些争则大都是在静态中进行的。可以

通过静静地学习、读书，默默地内省、觉悟，悄悄地磨炼、升

华，来达到争的目的。三国大将吕蒙被嘲有勇无谋，就发愤

读书，手不释卷，后来学问大增，被人刮目相看。民国时，沈

尹默的字曾被嘲笑为“其俗在骨”，他也没有争辩，而是回去

静心反思，苦练多年，终成一代书法巨擘，也给自己争了一

口气。

所谓与世无争，其实是一种无奈无能，佛系生态。但争

也要争得有理、有利、有节、有序。争有两态，即“闹中争”与

“静中争”。赤壁鏖兵，长平大战，是闹中争，结果是血流成

河、尸横遍野；“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三年不鸣，一鸣惊

人”，是静中争，不声不响间就奠定胜局，不露声色就稳操胜

券。闹中争是刀枪相对，唇齿舌箭，擂台较劲；静中争是养

精蓄锐，集聚实力，苦练内功。闹中争是百米跑，比拼的是

爆发力；静中争是持久战，需要耐心与韧劲，沉得住气，不求

一时之高下。善争者皆是静中争的高人，平时不显山露水，

不喧嚣浮躁，表面平静，但心中可能有万丈波澜、气势如虹；

而一个骄狂闹腾的人，看似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实则腹中

空空、胸无点墨。

静是相对的，争是绝对的，静与争就是静止与运动的关

系。争的最高境界是不争之争，其实也就是静中之争。要

想静，须先争。心静，就是不去想那些柴米油盐的琐事，但

你要把这些东西先争来，才能不去想；心静，就得有一个安

静的环境，窗明几净，远离闹市，这也要靠自己去争来的。

越想争，心越要静。争，就要全力以赴，排除各种杂念，心无

旁骛，聚精会神，这时，心静如水，不受干扰，才可能一击而

中、一争而胜。

人生在世，只静不争是懦夫，只争不静是莽汉，皆不可

取。还是争中有静、静中有争的好，可以争得气象万千、精

彩纷呈。而且，当以静中争者为上。事实证明，喜欢闹中争

的，多是浅薄粗俗之辈，

固可以获小胜，但不足

以成大事；善于静中争

者，能忍辱负重，肯卧薪

尝胆，早晚会拨云见日，

一飞冲天！

“静”中藏个“争”字
○ 陈鲁民

253.弃本务末

古代皇帝以农桑至上，既是优点，亦是局

限。明太祖朱元璋时代，有关方面对山东日照

知县马亮进行年度考核，上报朝廷的考核报告

说：“该同志在发展当地农业方面没有明显政

绩，但对物流运输很有一套。”皇上批示说：“农

桑衣食之本，这是县长的首要职责。不抓大事，

热衷于物流运输，这是弃本而务末，属于失职！”

诏令将马亮撤职。

254.一视同仁

明永乐初年，福建举人王偁被任命为翰林

院检讨（从七品）。明成祖朱棣问组织部门负责

人：“翰林检讨之下还有何官？”答曰：“还有博

士、典籍、侍书、待诏。”皇上又问：“这些职位都

有人在岗吗？”答曰：“都在岗。”皇上问：“他们的

水平比王偁何如？”答曰：“王偁刚任命，水平高

低现在还不知道。在岗的诸位官员水平都不

低。”明成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用人应该依据

水平和政绩，王偁的水平高低和政绩如何你们

都不大清楚，职位却在那些有水平有资历者之

上，何以服其心？”遂命中组部将翰林院博士以

下者皆升职，级别与王偁相同。其实，王偁确有

水平，后来任《永乐大典》副总裁。

255.以小见大

宋孝宗时代，江西吉安人胡铨先后任职国

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国防部副部长（兵部

侍郎）兼中书舍人直至端明殿学士。当年，胡铨

与好友罗钦若、李东尹同在社科院（太学）读

书。后来，胡铨成为朝廷重臣，李东尹亦成为皇

家秘书，唯罗钦若只做了低层小官。对此，罗钦

若处之泰然：“在学校读书时，我们自己做饭。

胡铨刀功好，会做菜，李东尹会和面，我啥也不

会，只好当伙夫。今天的官职，那个时候就看出

来了。” （老白）

读文，必先读人。安建功是平顶山市

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在《人民

日 报》《中 国 青 年》《散 文》《阳 光》《奔 流》

等 60 余 家 报 刊 发 表 小 说 、散 文 100 多 万

字。中篇小说《门》荣获由中国作协、中国

煤 矿 文 联 共 同 举 办 的 五 年 一 度 的“ 乌 金

奖”。

安建功，是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人。别

人的作品是鲜花是草木是匠心独运的绢

绣，他的作品是从人生的大山上抠出来的

五彩石。

建功出生在农村，土坷垃里长大的他，

与生俱来就带着黄土地的厚道与善良，上

高二时，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已是省级优

秀班干部的他毅然放下了重点大学的梦

想 上 了 大 专 。 毕 业 后 在 矿 山 当 了 一名搬

运工，他为自己争取来的第一份好活儿，就

是每天将 300 袋水泥扛到 200 米外的搅拌

站……因为这样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去读

书学习。

文学的星光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有担当

能吃苦的年轻人。劳累一天后，他摸黑去

20 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采访，午夜一点多

就到了，村庄还在睡梦中，他就在麦草垛上

掏个窝儿避寒，等待天亮。稿子上了《中国

煤炭报》《河南日报》，那是他的第一篇文

章，获得了省级好新闻二等奖，之后连续发

了多篇新闻稿。安建功就这样磨利了手中

的笔。

近些年，安建功走上了政务工作岗位，

为了更多人的文学梦，安建功创办《开拓》

杂志、创建青年文学号平台，在繁忙的政务

和编务工作之余，笔耕不辍。除中短篇小

说集《门》之外，他还出版了散文集《像星光

一样浅唱》，是他从全国报刊发表的 600 多

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安建功的散文，有温度。这温度来自

他内心的爱和悲悯。

《都市的灯光》，写一个躺在装有四个

轮子的木板上唱歌的女孩儿，一个连话都

说不清楚的残障人，在地下通道里，用歌

声挣小钱养活自己，说：“我也是靠劳动生

活……”2008 年汶川大地震，她把一个月挣

来的 2600 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玉树地

震，她又捐了 300 元。她的义举上了《福州

日报》。这是一个坚韧而顽强的人，她没有

健全的肌体，却拥有凌空翱翔的远远超拔

于无数人之上健康美丽的灵魂。

安建功的散文，有深度。这深度源于

他敏锐而深沉的思想力。

《一双草鞋能走多远》，写大姨冲破包

办（买卖）婚姻的牢笼，一双草鞋走省过县，

逃到陕西省岐山县大营庄，在那里扎下了

根儿。可她的女儿和当年的她一样，逃婚

回到河南老家，却被她毫不留情地“捉”了

回去。她的儿子为了脱离困顿的农村，千

里迢迢到河南来投亲，也没有逃过自己娘

亲“一家人必须在一起过日子”的执念，被

生拉硬扯地“捉”回大营庄……这是一个发

人深思的悲剧。安建功怀着悲悯和仁爱，

写出了大姨的短视、狭隘与自私，同时也勾

画出了两代人的隐忍与不甘，让人警醒，发

人深思。

安建功的散文，有亮度，这亮度来自他

对素材的深度开掘和淬炼。

安建功写亲情的那些篇章，无不是酿米

为酒、感人醉人的好文字。正如建功自己所

言：儿时那些刻在生命里的珍贵记忆……

足以温暖我的人生，才夜夜徘徊在我的梦

影不肯离去经年累月的积淀，回望时，那人

那事闪耀着岁月和思想的光泽，全息着生

活和生命的气息与色彩，以小说的情节、散

文的细节、语言的诗意一一呈现，满满的都

是干货，容得下中篇甚至长篇小说的信息

量。

安建功散文内容的丰厚，来自他对生

活细致入微的打量，更来自他对文学与哲

学经典孜孜不倦地阅读。工作繁忙的他，

不但读，还反复读，迄今已写下了 64 本读

书 笔 记 。 俗 话 说 ，读 万 卷 书 不 如 行 万 里

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熟悉安建功

的人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却极度专注倾

听。不但听，但凡别人的话有知识点有新

颖的观念，他都要随手记下来，我想，除了

读书笔记，他肯定还有一本听人或读人的

笔记。

安建功的散文语言生动、形象质朴，都

是热腾腾的现实生活在他心灵上的留痕重

生。他的成功，在于心灵的正直与淳朴，这

淳朴给了他一把犀利的雕刀。生活这块毛

石，经过他的精心刻画，生成为生气淋漓的

浮雕，鞭笞丑恶，歌颂真善美。安建功的难

能可贵，在于他贴心贴肺地反映热腾腾的

社会现实，更在于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地

域色彩和煤炭行业特色，他在不知不觉中

丰富了语言。

读与写，是他文学大马车的两个运转

不息的轮子，所以他的文字有力度，有思

想，有光亮，有才情。单说一个情字，纯澈，

凝练，诚朴，厚重。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

从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脚印中生长出来

的，是很多玩文学的人学不来的。

相 信 生 活

○ 曲令敏

——读安建功的散文

落雨，起风，终于有

了丝丝凉意。

坐 在 门 前 的 台 阶

上，我痴痴地看着那落

叶飘零，一片、两片、三

片，那旋转的舞姿，像一

只只美丽的蝴蝶，就这

么安静地落下来了。那么温柔，那么轻盈，仿佛在守着一个

美丽而又遥远的梦。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为何你一去，别无消息，只把思念积压在我的心头……我们

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飒飒秋风，吹尽了落叶，吹瘦了人。

细雨，落叶，歌曲。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往事如昨，触手可摸，如云烟般一一浮上心头……

那年的清秋，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辗转千里，顶着薄

薄的雨雾，在凉凉的秋风中，踏着一地的落叶，我回到了阔

别已久的家。

父亲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我凝视着他，没有哭。我怎

么能哭呢，父亲，他只是累了，想多睡一会儿吧。等睡醒了，看

到从天而降的我，该是多么喜上眉梢，会为我张罗好吃的，会

诉说着家长里短，会带我逛逛公园。可是，一切不是我想象

的，送行的人越来越多，鞭炮声震耳欲聋，唢呐声响彻云

霄。我如梦初醒，我那被病魔缠身的父亲，他真的走了。

一个转身，成了永久的离别。

泪光盈盈中，父亲生前探望我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风萧萧兮易水寒，弱女一去兮不复还。年少轻狂的我，

带着洒脱不羁，像一枚任性脱离枝头的落叶，被风吹啊吹，

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乡，率性地远嫁他乡。

父亲，他该是多么牵肠挂肚，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儿，她

在异乡还好吗？

那个下着淅淅沥沥小雨的早上，父亲早饭都顾不上吃，

背了个小包，打着一把破雨伞，说是晚上梦到我了，执意要

来看我。

在那个基本靠书信来往的年代，当久未谋面的父亲凭

着一张地址的纸片，山一程，水一程，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时

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女儿，咿呀咿呀地和从未谋面的外

公打着招呼。淳朴、善良、热情的宗亲们，每家每户都置办

了一桌美味佳肴，宴请远道而来的父亲。酒桌上，我第一次

看到父亲流泪，掏心掏肺地对着宗亲们说：“看到你们都这

么善待闺女，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

可如今，我那隔三岔五就和我通一次电话的父亲，再也

不会说话了，再也不牵挂我了，再也不会探望我了。

沉思前事，泪暗滴，相思只在梦魂中。

柔美的落叶，仍在蹁跹舞动，然后和大地轻轻相拥。绵

绵的秋雨，仍在飘洒，缝合干涸土地留下的深深裂痕。每一

片飘零的落叶，每一串晶莹的雨滴，都闪烁着问候和故事。

无论走过多远的路，岁月记录的父亲那些深深浅浅的

足迹，那些我一直珍藏的往来书信，那些落满尘埃的旧时

光，都会在我心底的影像机里单曲循环，散发着经年的韵味

和芬芳。

父亲啊，与您牵手的手指，夜里独自合十，指尖还有您

的温度。我不仅仅是在绵绵的秋雨里想您，我会花掉一生

的朝朝暮暮，用来想您。

思 念
○ 曹李晓

初冬的白龟湖畔，烟波浩渺，金柳扶风，

游人如织。游客们或拍照，或投喂，近距离观

赏红嘴鸥的倩影，留下阵阵欢声笑语。

时光回溯到 60 多年前，鹰城人民发扬艰

苦奋斗、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相继建成了燕

山水库、昭平台水库、石漫滩水库、孤石滩水

库等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使其充分发挥了

防洪抗旱、农田灌溉、城市供水等作用，为鹰

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中，坐落在市区西南部、给鹰城人民带

来无数欢乐记忆的白龟山水库（白龟湖），已

经悄然迎来她的 61岁生日。

白龟望月 高峡平湖

白龟湖，又名平西湖、白龟山水库，位于

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因拦河坝和顺河坝（副

坝）相接处有一白龟山而得名。

白龟山海拔高度仅 170 米，面积约 2 平方

千米。北高南低，形似龟尾。北坡是伸入沙

河的裸石山坡，东西南三面和山顶不长灌木，

只长杂草，秋冬草枯，白茫茫一片，加之山体

似龟、白草相映，故名白龟山。

水库开工于 1958 年 12 月，原中共许昌地

委、行署先后调集商水、扶沟、临颍、郏县、禹

县、舞阳、长葛、鄢城、叶县、鲁山十县民工

9.42 万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伟大号召，于 1960 年 9 月基本建成开始蓄

水。1963-1966年将泄洪闸重建，1967年对拦

河坝进行防汛加固，水库工程按百年一遇洪水

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1998 年-2006 年相

继进行了除险加固工程，达到两千年一遇洪水

校核。水库建设过程中，先后迁移原许昌地区

宝丰县、鲁山县和平顶山特区 7 个乡、51 个行

政村、9150户，共计 41175人。

70 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处处留下了建设

大军的辛勤汗水。完成这个壮举的他们，多

年以后，每当谈到推着独轮车参加水库建设

的往事，仍然豪情满怀。

水库拦河坝长 1.64 公里，高 23.6 米，顶宽

6米。上游有昭平台水库，下游有泥沙洼滞洪

区。下游为京广铁路干线和平顶山、漯河、周

口三市及豫皖平原，位置至为重要。水库控

制流域面积 2740 平方千米，其中昭平台、白

龟山水库间流域面积 1310 平方千米，流域面

积占据平顶山市辖区一半以上，总库容达到

9.22 亿立方米，是以防洪为主，兼顾农业灌

溉、工业和城市供水，环境效益显著的人工湖

泊。

应国故都 厚重文化

白龟湖虽然是一座现代建成的人工湖，

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水库西北部已被淹

没的滍阳古镇，为古应龙氏所居的应乡、西周

应国都城。故城西北的滍阳岭，是出土过不

少西周以来重要文物的应国贵族墓地。

水库南岸的鱼陵山（又名鱼齿山）和故城

遗址，记载着楚国北出中原、千里跋涉、争霸

诸侯、胜败荣辱的历史。《左传·襄公十八年》

记载，公元前 555 年“楚国伐郑，次于鱼陵”，

归途中“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

役徒几尽”。鱼陵山上，有春秋战国到西汉时

期的古墓葬 70 余座。山下的宋寨村，是清代

曾经舟车海内、宦海沉浮的著名文学家、书法

家、《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的故里。

水库北岸与汝河的分水岭——香山之

巅，古塔高耸，殿宇巍峨，是历史悠久、海内闻

名的观音祖庭大香山普门禅寺。自拦河坝北

端的苗侯村、俯瞰湖面的九里山顶向北，过市

区越擂鼓台山北去，有一条民间称为分境岭

的古代城墙遗迹。据考察研究证明，这道古

城墙是春秋末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时的魏韩边

界长城，而沙河南岸就是楚国的方城之外，证

明这里在春秋战国之际，是魏、韩、楚三国的

分界点，地理位置十分独特。

今天仍存的应河、应山等地名地标，昭示

着鹰城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为白龟

湖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大河安澜 鱼跃鸟飞

1975 年 8 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因

为强降雨，一夜之间，数座水库垮塌，人民生

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灾后，政府对白龟山

水库等多座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使之达到千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鹰城的大江大河从此迈

入安澜时代。

白龟湖既有湖的秀姿，又有海的魂魄。

览胜白龟湖，朝霞铺锦绣，夕照洒金光，水鸟

嬉戏，鱼翔浅底，蓝天映衬，垂柳抚岸，引人入

胜。依水而建的新城区，高楼林立，道路纵

横，广场绿地，花园一般，展现着园林城市、旅

游城市的旖旎风姿。

白龟湖的建设是鹰城水利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燕山水库、昭

平台水库、石漫滩水库、孤石滩水库如同一颗

颗明珠，镶嵌在鹰城的绿水青山之间。

如今，白龟湖已经成为鹰城人民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节假日，携亲带友观鸟赏鱼、品尝

美食成为时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山水鹰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成色更足。（本文由平顶山市档案馆提供）

大河安澜润鹰城

水库大坝施工场景 李德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