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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时节，一场秋雨过后，凉

了一个季节。秋阳忽隐忽现，清爽

的秋风漫过山野，大地上流动着舒

人的惬意。

随鲁山县蚕业局的专家去下

汤镇的蚕场看秋蚕，感受一场秋色

里的生命律动。鲁山柞蚕业有着数

千年的悠久历史，绵延百余公里的

苍茫大山里，深藏着上百家养蚕基

地。我们熟知春蚕，对秋蚕知之甚

少，便有了百闻不如一见的向往。

走进深山，停车驻足。一架开

阔葱郁的蚕坡，有如一幅巨大的水

墨画铺展开来。循着蚕农开辟的蜿

蜒小道，钻进柞树密林，曲径探幽，

寻得一处开阔地浮出身来，打量四

周，眼前已是惊奇而鲜活的场景。

温润的阳光辐射下来，亮丽了

满山的青枝绿叶。一棵棵柞树，枝

叶繁茂。一条条秋蚕趴在枝叶上，

橙黄灿亮，肥美可爱；绿色的秋蚕

如翡翠闪光，晶莹明艳。它们正在

忙碌着生命的延续。有的在蠕动，

有的在啃食，有的蜷缩静卧，有的

昂首张望；早熟的秋蚕已经开始吐

丝结茧，正在辛勤建造生存的窝

巢，循序完成由蚕化蛹的异变。

同行的专家讲：秋蚕从 8月中

旬到10月上旬，近两个月开始结茧，

在茧内蜕皮成蛹，第二年3月左右化

蛹成蛾，破茧而出，交配产卵后经一

周时间自然死亡。秋蚕饲养时间

短，但只要措施得当，经济效益可

观。从鲁山引进秋蚕的养殖实践评

估，蚕农由传统的单季养蚕，变为双

季养蚕，全年收入翻倍。

秋蚕的一生短暂而丰实，从孵

化、成长、吐丝结茧到破茧而出的

华丽蜕变，每一次进化都历尽艰

险。其间要经过风雨的侵袭，天气

的冷暖突变，防御鸟、鼠、蛇等天敌

的捕猎，尤其是结茧的过程不敢有

半点闪失，需用坚韧的毅力和缜密

的智慧精准筑造。

在蚕场养殖基地的储藏库里，

看到了白花花一片的蚕茧。小心

拣起一颗在手里轻轻摇晃，仿佛惊

醒了茧内蚕蛹的美梦，一阵簌簌的

私语，与蚕蛹有了一段倾情而感伤

的对话。秋蚕的幼虫经过四次蜕

皮、五次演变，蜕皮后死亡的叫僵

蚕，变成的蛹既可以食用又可以药

用，还可以做成蚕蛋白；成活的蛹

破茧变蛾，雌雄自然组合，本能地

媾和交配，即告终结灿烂辉煌的一

生。死亡的蚕蛾是极好的中药，雄

蚕蛾补肾壮阳，可泡药酒，或成佳

肴；蚕沙变为蚕粪，除了药用，也是

有机肥最好的原料。

柞蚕农耕，养蚕谋生，男耕女

织，是中原大地田园牧歌生活的最

美写照。秋蚕和春蚕一样，留给这

个斑斓世界的最好礼物，就是柔美

润滑的蚕丝了。一只蚕一生吐出

的蚕丝，可达 1300 米。蚕吐丝，丝

织绸，织出了像梦一样神秘的绫罗

绸缎，织出了衣锦中华，织出了东

方文明，像“大地的花朵”和“天空

的彩霞”，留存在五千年文明的册

封里，丰盈在秦风汉韵的服饰与壁

画的文化长廊，流淌于唐诗宋词的

经典华章中，经年吟咏，久唱不衰。

岁月流转，神灵一样的丝绸随

着驼队的远途跋涉，蹚出一条陆上

丝绸之路，打通与西域的连接，促

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已成为

中国灿烂文明的标志和象征。

一场旷世千古的宏大叙事，人

们往往忽略了一条条微弱生命主

演的角色。

丝绸文化绵远悠长，柞蚕的生

长过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未

走远。

返程的路上，脑海里一直蠕动

着精灵一般的秋蚕。在这个万物萧

瑟的深秋季节，各种虫类或在找寻

安逸的窝巢，或在寻求蛰伏的路径，

唯有秋蚕，毫不顾忌生命的危机，依

然吐丝不止，无畏无惧地恪守着生

命的意义。秋蚕似人，人若秋蚕，无

言以报，在大自然的馈赠和无法选

择的宿命里，精心编织自己的生命

经纬，璀璨绽放生命的高光和异彩，

这才是至臻完美的精神境界。

秋蚕
叶剑秀

中考进入倒计时，我内心的焦

虑充斥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女儿放学一进门就露出与家

里气氛相吻合的沉郁不安：“我想

出去打一会儿羽毛球，回来再写作

业。”

我的目光追随着她：“还是先

写作业吧，剩下的时间你尽情地

玩。”

“我想上趟厕所。”

“懒驴懒马屎尿多。”

“我还想吃点水果。”

…………

唉，每天都是这样，我一要她

写作业，她就跟我打太极。

我一直把女儿的学习放在第

一位，从她牙牙学语开始，我就围

着她转，教她识字，陪她看绘本故

事。为了她能专心学习，从来不让

她做家务。然而，我越操心，她越

不争气。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近崩溃的

时候，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一个

片段让我茅塞顿开。

江德福和安杰夫妇只管做好

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静享一

段读书时光。女儿江亚宁无意间

看到他们床头的书时，好奇他们到

底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她

偷偷翻开书想看个究竟，萌生了

“我要读书”的欲望。从不过问孩

子学习的安杰发现江亚宁不但看

了大人看的书，而且能看懂，这让

她大喜过望，她说江亚宁将来能当

作家，还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箱子书

给她看。高兴得江亚宁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一遍遍确认：“这是真

的吗？”后来，她考上了大学，当上

了作家。

安杰养 5个孩子，忙得不可开

交却能挤出时间满足一下自己的

小资情调：喝喝茶，聊聊天，看看

书……而孩子则在宽松有爱的家

庭环境里自由成长。虽未能各个

学业有成却各有所好，成了最好

的自己。而我只养一个孩子，牺

牲 了 所 有 的 业 余 时 间 却 适 得 其

反，无法静心学习的女儿仿佛霜

打的花——黯然失色。

“原来，培养孩子心力交瘁却

劳而无功，那是用错了方法。我的

脑子得转转弯儿了，做父母的只是

在她需要时给予支持就可以了，至

于学好学坏，那是她自己的事。可

是，我还是有点放不下……”我对

着正在菜园里浇水的老公大发感

慨。

老公笑了：“有啥放不下的？

孩子爱读书最好，不爱读书还可以

学一门技术。猫有猫道，鼠有鼠

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分，

三百六十行，哪一行不得有人干？

就像这园里的菜：辣椒苗不能让它

结茄子，茄子苗不能让它结黄瓜，

黄瓜苗不能让它结西红柿……各

种不同的菜，各有各的味道，各有

各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仅仅

是给它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提供

必要的支持——浇浇水，拔拔草，

施施肥，然后静待花开。至于什么

时候开花，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能

结多少果？顺其自然吧！”

我抬眼望去，一垄垄浇过水的

菜就像刚出浴的美人，风情万种，

各有千秋，在明媚的阳光下随心所

欲地开枝散叶，绿莹莹的一片。

静待花开
陈晓荣

魏益君

乡村初冬

那条街，像许多年存放地窖的老

酒，已经不知道它是何年何月开凿的，

县志上没有它的记载，查不到它的踪

迹。它细细长长的弯曲里，韵味十足，

故事悠长。在它的怀抱里，一年一年的

变迁，传递着不同的信息，有新鲜的，也

有老旧的。独属于它的气质揉在日月

水光洗涤后它民情民意的血脉里。透

过路上飞扬起的尘土，清晰地凸现出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地域文化脉络。

这条街，是鲁山一个锃亮的窗口，

给这里安居的百姓透露出从前与现今

的，层叠着变迁之后鲜活而古老的味

道，使鲁山这个从唐朝沿革而来的小县

城，在厚重的时光岁月里，洗不去它历

经的故事与沧桑，还有今天它变迁之后

的年轻，却依然细长的文脉。

它就是鲁山的老城大街。

说它“细长的文脉”，是它见证了鲁

山漫长的历史，从东到西的距离走过整

条街也不过 20 分钟。说它厚重，它沿

革 1500年而来，鲁山的重要机构——管

人的、管事的、管鲁山正事儿的杂事儿

的部门都在这条街上……

街，是真的古老，沿街两旁的房子

都是灰瓦砌的，街宽不过十米，这灰色

的小瓦，就代表着古老的生命。街的年

龄，一辈辈走这条街的人的年龄，都在

这条细长弯曲的路上写着……

27 年前，我第一次来鲁山，看到的

就是这种情景。

那是 1995 年吧，是个深秋，我来鲁

山县因检查相关工作先召开一个会议，

下午座谈情况后已是傍晚时分，下起了

蒙蒙细雨，无法返回市内被安排到了县

委招待所里。招待所是鲁山最好的宾

馆，就在老城大街的中央，当时，这个招

待所是鲁山唯一一家宾馆，上下级的客

人来学习、检查指导工作一律安排住这

里。吃晚饭时，服务员端着一个瓷盆走

过来，她说这是鲁山老城街西口买家的

羊肉汤，天气冷，大家尝尝，她掀开瓷盆

上的盖子，一股诱人的香味立刻就飘了

过来，这羊肉汤是第一次喝，那味道绝

了，肉到嘴里，牙齿轻轻动一下，肉就咽

到了喉咙里，汤味鲜美，不腥不膻。一

盆汤，我们 4个人根本不够，其他 3位也

是喝了一碗又一碗。

陪同的人笑了，说：稍等，再给大家

上一盆汤。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羞怯地傻笑……

晚上，我们 4人碰了一天的检查及

谈话情况，意见很统一，材料不到位，谈

的也不深刻，可我们也不忍心看县里的

同志辛苦一年工作排到后面，把主管这

块工作的同志找来，让他们加个班，把

书面材料补补。4个人在屋里打趣说：

我们的心这样善良，是不是因为那盆羊

肉汤啊！我说检查工作是为了下一步

更好的工作，我们没有私心，也不想难

为底下的同志。但在我的内心深处，那

盆羊肉汤是定格了的，从那时起，我知

道了鲁山老城大街西口有一家姓买的

羊肉汤。

早上起来，我们几位又碰了头，谈

了意见，定了名次，县里的同志在满意

的同时也找到了工作目标和方向。早

饭时，服务员又端着一个瓷盆进来了，

她说：昨晚让大家喝的是买家的羊肉

汤，今早再尝尝门前石家的丸子汤吧。

几个人异口同声：鲁山这么多特色

美食呀？服务员说：这丸子汤更是老石

家陈年的鲜物，不信你们尝尝。丸子入

口即化，却在汤里形状不变，个个油渍

鲜亮，圆圆乎乎的，汤里飘着香菜、香

葱、姜末……诱人得很。早上吃过饭，

我们走了，从招待所上车，车子往东只

走了 50米远，老城大街东就走到头了，

往南拐，是一条不知名的小街，很拥挤，

很堵，我在心里琢磨着，这每条路都是

这么窄的小路，什么时候能修成宽阔大

马路呢？车技不行的话，还能来喝老买

家的羊肉汤和老石家的丸子汤吗？

此后，我就真来了一次，是自驾车

来的，把车停在老石家丸子汤铺门口，

刚走进铺子，外面就有人吆喝：“这车谁

的，停的真没眼色，就恁窄的路，叫人咋

走……”

再往后，因一些事务时常来鲁山，

老城大街平淡无奇，阴天里，路窄土多，

拥堵、杂乱；天晴时，一城阳光，街依然

窄。去老买家喝羊肉汤，要经一整条老

城大街，西口堵得过不去，老百姓卖菜

的，卖水果的，小摊小贩吆喝着卖杂货

的，响成一片。

不知不觉，路什么时候发生了质的

变化？

再去老买家的羊肉汤铺，从东向西

拐进老城大街，那条街叫“墨公路”，再

往东走是“花园路”，足足排开 8辆车的

大宽马路，拐进老城大街，街还是窄，但

沿街的门面房再没有了灰瓦小房，都是

明亮的店铺，新式的玻璃门，这条街无

论如何变，也拓不宽了，这条街是鲁山

人的脸面，几辈子的老屋翻修不动了，

但新的内容已经注入老屋的灵魂。

和买家的羊肉汤铺对着的是一条

叫“向阳路”的新修路基，同样排开八辆

车的路宽，路中央再没有叫卖的小贩、

吆喝的菜农。买家的羊肉汤不是几十

年的光景了，是一个半世纪沉淀下来的

国宝，已经列入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买家的当家人是市级非遗项目

的传承人。石家的丸子汤已经七十余

载岁月，泱泱中华，吃文化一辈辈流传，

给历史以见证，给今人以美味。

鲁山三十多年的变迁，历任县领导

班子带领大家呕心沥血，察民情，探民

意，为这块土地给予了倾情的奉献，使

鲁山这条条小路都修成宽阔的人间大

道，贫困的帽子摘去，看今日新鲁山，启

航了新征程。

鲁山依旧是历史苍然之下厚重的

小城，依旧远源流长于后世。

一条街的变迁
赵敏

尽管现在获取信息和新闻的途

径很多，但我仍然对读报看报兴趣

不减特别是对党报刊发的评论文章

尤为喜爱。这种对报纸根深蒂固的

情结，应该追溯到许多年前。

上世纪 80 年代，我高考落榜，

赋闲在家。当时，父亲在村委会当

会计，邮递员图方便就把每天的报

纸送到我们家，然后让父亲捎到村

委。落榜的郁闷使我百无聊赖，每

天就翻看着那些报纸解闷。村里订

阅的报纸大都是党报党刊，渐渐地，

我看上了瘾，原来报纸上有那么多

我所不了解和不知道的东西。那时

省报登载了一篇通讯《时代青年的

楷模》，介绍的是残疾青年张海迪自

学成才的事迹，随后报纸又配发了

一篇评论员文章，我读后热血沸腾，

决定振作起来，走一条自学成才之

路。

果真，不久后全国刮起自学成

才之风，爱好文学成了当时青年人

最为时髦的追求。我也一样，一门

心思地搞起了文学创作。一开始写

作，无从下笔，后来找到窍门，报纸

上提倡什么，倡导什么，我就跟着去

写。没过多久，我的文章就不断见

诸报端，后来我当上了我们县委机

关报的编辑。

当了报纸要闻版的编辑后，我

几乎每期都要写一篇评论员文章或

社论，我写的评论文章许多党委书

记看了都说好，说照着文章做，工作

没有做不好的，问我咋对上级精神

吃得那么准、那么透，我说是上级党

报教会了我。那些年，党报的好社

论、好文章我剪贴了好几本，有空就

拿出来学习，而我写的理论文章每

年也都有几篇获奖。

后来，因工作变动，我调到经济

部门工作，看报纸的热情就更高了，

中央的一些经济政策的出台，再配

以指导性的评论员文章，让人学起

来有的放矢，工作起来有抓手。

工作的关系，使我结识了许多

经商的老板和企业家，谈起当下的

经济政策和走向，他们没有不佩服

我的。有一次，从事钢材生意的本

家堂哥来找我聊天，见我捧着一张

报纸在读，就戏谑我说：“报纸有什

么好看的，别假学习、假积极啦。”

我当时就说：“你别小瞧了报

纸，她没准会让你发财呢。”

堂哥听后嗤之以鼻。我将那张

报纸推给他说：“看看这篇文章吧，

钢铁产业限产增效，知道什么意思

吗？你好好读读这篇评论员文章

吧。”堂哥读后，若有所思起来。

几天后，堂哥到银行贷款囤积

了一大批钢材。没过多久，钢材涨

价，堂哥大发了一笔。从那以后，他

不但夸我会看报，而且订阅了好多

份党报和行业报纸，天天抱着研究。

许多年里，从思想和行为习惯

上形成了读报看报的习惯，一天不

看报，就像一天没有吃饭。是报纸

教会了我做人做事，是报纸拓展了

我的人生宽度，增加了我的人生厚

度……

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

因为我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

为什么我的心境这般清澈

因为有党的滋养 人民哺育

脱贫攻坚 我们尽锐出击共享战果

抗击疫情 我们全民动员胜券在握

深化改革 我们蹄急步稳步步为营

扫黑除恶 我们全民点赞功不可没

一带一路 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自我革命 我们把“周期率”看透识破

回望百年历史

多少次奋起抗争 奔走呼号

多少次低头叹息 无果而终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大地才从寒冬中苏醒

从石库门到复兴门

从南湖 井冈山到延安 西柏坡

从梁家河的窑洞到兰考县的泡桐

从辽宁舰的甲板到黑瞎子岛的东极哨所

我们追随着您那伟岸的身影

感受着“我将无我”的浩然与巍峨

只因有您 中国声音备受欢迎

因为它传递着和平与正义

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只因有您 中国气派更显荣光

因为它彰显着民族精神

昭示着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锐气 逐

梦远征的豪情

我们深深崇敬着

我们紧紧追随着

我们久久期待着

我们时时准备着

不负人民 不负韶华

不负党旗 不负祖国

王长伟

只因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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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还 没 有 炫 够 她 迷 人 的 色 彩 。

冬，便撩开季节更迭的帷幕。

田野，像不施粉黛的村姑，简洁得

一目了然。粮食跟着牛儿回家了，空荡

荡的稻田，只留下委顿的稻茬。

地里没有了稻谷、大豆、棉花的喧

闹，也没有了青蛙的鼓噪、虫子的呢喃，

显得冷冷清清。偶尔一两只喜鹊，在田

埂上蹦蹦跳跳，“喳喳”商议着，如何储

藏过冬的食物。

田埂上干枯的丝茅草，窸窸窣窣，

抱成一团。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把它

们烧个精光。

山坡上的麦田，刚拱出嫩绿的麦芽

儿，如早春的柳色，远看似有，近看若

无。

菜园里，白菜、萝卜、蒜苗，郁郁葱

葱，给初冬的苍白，增添了一些生机。

池塘里的水，瘦了一圈又一圈。残

败的荷叶，有的卷曲着身子，在风中瑟

瑟发抖；有的一头栽进水里，茎秆僵硬，

骨瘦枝寒。一幅清浅水墨！

水里的浮萍，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

活，一动不动。它们老了，飘不动了，也

该好好歇歇了。

通往荷塘的渠沟，一溜儿芦苇，整

整齐齐地立在那儿，像一群亭亭玉立的

女子。银白的芦花随风摇曳，任时光老

去，依然风情万种。

芦苇丛里，传来鸟儿们婉转的啼唱，

一下子摄走了我的心魄。这时候仿佛一

切与我无关，我只想走进芦花深处。

一群受惊的鸟儿，“轰”的一声飞起，

盘旋一圈，消失在远处的村庄里……

村庄，迎来一年中最恬淡闲适的时光。

村口的白杨树，叶子已经掉光，光

秃秃的枝丫，任由北风摇晃。原本隐藏

在枝叶间的喜鹊窝，一下子全暴露出

来。窝里的小喜鹊，早已一只只飞走。

那双空巢的老喜鹊，这时还在野地里准

备过冬的粮食。

苦楝树不见一片叶子，只有风干的

苦楝果，兀自摇摆不定。

屋后的竹林却还苍翠。一群麻雀

在竹林里密谋什么，人从林边走，它们

立马噤声。

农家的庭院里，柿子树上吊着几只

“红灯笼”。屋檐上一串一串火红的辣

椒，像谁家办喜事挂出的鞭炮。

晒干的花生，用编织袋装着堆在屋

角；新挖的红薯，连土带沙埋在地窖。

看家的老黄狗，懒懒地卧在草垛旁，只

有陌生人经过，才“汪汪”两声。

老人们聚在避风向阳的墙根，讨论

着庄稼的长势，交流着儿女打工的收

入，谈论着孙子读书的情况。哪家娶了

媳妇，他们的嗓门会提高八度；谁家“老

了人”，他们便一阵叹息。

女人们乘着天气晴好，将被子浆洗

干净，把棉絮抱到太阳底下晾晒。她们

心里盘算着，再过两个多月，打工的男

人就该回家过年了……

初冬，乡村被一种宁静与祥和包围

着，静享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