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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回到舞钢参加杨稼生先生文学创作 70

年座谈会，这也是对这位刚辞世不久作家的一次追

思会。杨先生是我三十多年前在舞钢工作时就相识

的老朋友，得知他去世，感到突然和痛惜，92 岁高

龄，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散发的那种精气神，让我

觉得他没有那么大，而实际上他长我一辈，那时，杨

先生在舞钢就很有名气了，他签名赠我的新著《海蓝

海蓝的眼睛》，让我对他更加敬慕不已。后来，由于

工作需要我调往外地，与杨先生很少联系和见面，但

对他的文学成就一直比较关注，他留给我的那种亲

切感，向上的蓬勃气息，如他的作品一样，深深印在

我的记忆里，他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舞钢人。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不久，我国文

学艺术也与百废待兴的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从凋敝的

荒野走向兴旺的百花园，迎来了春天，新作品如井喷

一般源源不断。和繁荣的文学艺术同时出现的，是

久旱逢甘霖的一代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文学的

追捧，那个年代，好像人人都是文学青年。杨稼生先

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本土作

家开始受人关注，特别是他那部

《海蓝海蓝的眼睛》出版后，在舞

钢人特别是年轻人中产生了很大

影响，大家崇尚文学，崇仰作家，

尝试着写作，又觉得遥不可及，杨

稼生的出现，让大家惊喜不已，原

来故事就在身边，作家就在眼前，

我们无法用数据去衡量杨稼生对

舞钢文学的影响有多大，只知道他

收获了许多忠实的读者，圈了许多

热情的粉丝，许多人争相借读这本

书，并向朋友推荐。当杨稼生在舞

钢卷涌起文学的春潮时，不知有

多少人也成了文学的弄潮儿，并

在文学的滋养中成长受益。杨稼

生激活了舞钢文学的活水源头，

为舞钢文学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也无疑成了舞钢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杨稼生先生的影响和贡献不仅是在文坛本身，

许多与会者在谈其作品时，无不谈其人品，杨先生为

人正直、淳厚，待人真诚、谦和，与人交流，有思想，有

情感，有温度，而其作品正如其人，充满了人间大爱，

生活本真，呈现给人们一个向善向上，有丰富情感、

深刻哲思、温馨美好的心灵世界。很多年轻人，读其

作品后，得到了思想启迪和心灵慰藉，他们中有人从

数百里之外来拜会杨先生，向其求助求教，许多人在

与他的交流交往中，润物无声般受到了人文教诲，有

人撰文深情地称他为心灵导师。在这次追思会上，

李炳镇老师的一段发言，我感同身受，大意是，杨先

生作品的主调都是“真善美”，他特别把“善”作为一

面道德的旗帜，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间布施，以出世

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种生活方式，写作态度，近

似修炼。杨先生自己也说，“如果我写不出好文章

来，就单单做个好人算了”，可正是他不凡的人格，才

写出了大量不凡的作品。杨先生曾经历过重大挫折

和伤害，他仍然用博大的爱心去拥抱这个世界，用真

情去品味平常生活，始终践行着作文与做人相统一

的人生信条，这一点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杨先

生走了，很多人对他念念不忘，很多人会读到或重读

他的作品，我相信不少人会在他的作品中再次得到

心灵升华。

我与叶剑秀先生相遇于笔会、相识于文

字。文字里蕴藏着一个人的秉性和心境，彰

显着一个人的气质和灵魂，流动着一个人的

情感和能量。

近年来，我在心理学的路上渐行渐远，

业余时间多是读砖头块厚的专业书籍，少有

闲暇亲近文学，能让我惦记着读的文学书籍

也少之又少。然而，叶剑秀签赠的散文集

《怀念爱》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处于重要待读

书籍的显眼位置。怎奈每日俗事缠身，无暇

品读，每当我的目光落在这本书上，内心就

有几分歉意。

2013年的金秋时节，因为特殊原因不能

用任何电子设备，只能带纸质书。这真是个

好机会，我以静心品读了叶剑秀用纯美、传

神的文字铺陈出来的生活画卷。

这是一段久违的“悦读”时光，专注投

入，全然忘我。沉醉地读完了《怀念爱》里的

80篇文章，我也跟随叶剑秀的笔触，怀念淡

淡的乡愁，感怀浓浓的乡情，欣赏款款的乡

韵，体悟穿越时空的乡游，玩味富有地域特

色的乡趣，倾听带有时代变迁烙印的乡事。

全书六部分构架特色鲜明、画面感十足，从

月牙弯弯到月圆如盘，作者似乎走完了一趟

心灵回家之旅，通过整合人生历程，完成了

人格升华的精神洗礼。

叶剑秀的散文打动我的，是他对生命的

敬畏、对弱者的悲悯、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亲

情的珍惜。他的文字里流动着一股暖暖温

情和爱的能量，这种爱的能量贯穿始终，并

推动着故事的铺陈和情节的描述。

我多次被作者文字中细腻、真挚的情感

而感动得泪眼婆娑。在《青丝华发藏岁月》

里，我感受到了慈父对女儿的疼爱和牵挂；

在《瓜事》中，我感受到作者用人性的光辉照

亮卖瓜父女心灵的豁达；在《老娘饺子》中，

我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母子之爱。

作者还用深情的笔触讴歌了有情怀、有

奉献精神的平凡人物，《下雪白》中那位在寂

寞执着坚守的护林老人，《亲人》中与农民结

亲帮扶的户籍员周莹……这些人物无不散

发着爱的光芒，投射出作者内心的纯美。

最能展现作者人生境界的，还是他对生

命的理解和尊重。他视万物为一体的生命

观，所有生灵皆是自然之造化。生命是一个

大平衡，生命的呈现皆是依“道”而行。

作者的散文用人性之光照亮心灵、激发

读者向美向善的文字，富有能量和正气，这

是一种阳刚之美；那些承载作者细腻情感的

文字，如静水缓流，抚慰读者心灵，滋养读者

精神，这是一种静柔之美，散发着中华五千

年文化的芬芳，呼应着读书不同层次的审美

和精神需求。

作者的散文还彰显出他思考问题的深

度，每篇文章皆有点睛之笔，使整篇文章立

刻有了神韵。比如《村庄辞典》的结尾：“村

庄有村庄的辞典，城市有城市的辞典，勿论

优越，原来我们都活在苍天编写的辞典里。”

《在草木间行走》的结尾：“大自然的造化，给

予了生命的相克，平衡着万物的存在。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人非草木，人亦草木。所

有的生灵，在生存的行走中，一路上未必都

是美好的风景。”类似的升华之笔不胜枚举，

就像一面面镜子照见作者品味生活和思考

生活的思想深度。这种能力并非一日之功，

在于平时勤于观察、琢磨，方能练就在平凡

生活中洞见本质、直抵人性的能力。

一篇文章，思想是灵魂，结构是骨架，而

文字表现力便是外衣。人们很难从一个人

邋遢的外表看到其高贵的灵魂。同样，人们

也无法从一篇表现力枯燥寡淡的文章看到

作者丰富的思想内涵。叶剑秀自然深谙此

道，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文章穿上别具一

格的外衣，以此增强文学表现力和对读者的

吸引力。

作者善于用通感和拟人的笔法让文字

活色生香。比如写炊烟 ：“记忆中炊烟是懦

弱的，样子柔软无力，秉性与世无争，任凭风

雨欺凌，她都无怨无声……”于是生活中人

们熟视无睹的炊烟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可

看、可闻、可听、有灵魂、有性格、有神采的精

灵，活脱脱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此具有带

入感和情感张力的语言，自然让读者沉醉。

我与叶剑秀有两面之缘，但是短暂的接

触，已让我深信文如其人：剑胆琴心、沉稳内

敛、任侠儒雅，便是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

象。也正是如此，使他独秀于文坛，成就一

番轰轰烈烈、如诗如歌的文学事业。

剑胆琴心秀文坛
◇ 朱丽曼

想马河是鲁山县尧山镇的一个行政村，

依山傍水，古朴清幽，是一个原生态的美丽

村落。

想马河发源于鲁山县与南召县交界的

白草垛山，是沙河的一条支流。河水从山涧

跃出，时而奔腾，时而跳跃，犹如脱缰的野

马，汹涌跌宕，在大尧山的褶皱里迂回奔

突。仔细聆听，涛声轰隆如战马嘶鸣，铁马

冰河的刀光剑影折叠成历史的浪花，在河水

中静静流淌。

光武帝刘秀一直坐在想马河的时光里，一

段故事从岁月深处悠悠走来。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

南）人，西汉皇族后裔，有继承皇位的正宗血

统，一直被王莽所追杀。

王莽篡政后一心想得到皇太后手中的

传国玉玺，皇太后知道玉玺留在身边凶多吉

少，就把它交给了刘秀。王莽知道后，当即

下令追回玉玺，再次通缉刘秀。

刘秀闯过重重关卡，直奔南阳与哥哥刘

演一起招兵买马，迅速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队

伍，一举攻下新野和棘阳。首战告捷，哥哥

骄傲轻敌，在宛城之战中一败涂地，刘秀开

始了逃亡生涯。

刘秀单骑经南阳、南召与鲁阳县分水

岭，进入伏牛山东麓。山高林密，只有看山

人蹚出的崎岖小路，通向未知的沟壑。刘秀

又饥又渴，战马也疲惫不堪，停在一条小河

边歇息打尖。水流湍湍，山间的青草散发出

清新的气息。

刘秀的战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玉

骢。通体雪白，犹如身披战袍的将士临风飒

飒，青白色的鬃毛亮如锦缎，在山风吹拂下

随意翻卷，四蹄健硕，丰满紧致的肌肉如同

雕塑般凸起壮实的肌腱，由于连续奔跑鼻孔

里喷着白气。

这是一匹纯正的西域天马，也叫胭脂

马，传说它的鬃毛中若隐鳞甲。

玉骢把脸贴向刘秀。刘秀伸出紧握冷

兵器的大手，温柔地揽过它的颈项，抚摸着

长长的马鬃，喟然长叹。远处喊杀声起，刀

枪剑戟锵锵作响。玉骢警惕地环望四周，迅

速曲下前腿，刘秀翻身上马，箭一般消失在

茂密的丛林中。

涉过一条河流，天色暗淡下来，原始森

林的夜比山下黑得早。静谧的空气中流动

着野兽的声息，玉骢一刻也不敢大意，它把

主人安全地保护起来。

第二天整个上午他们就潜伏在一个山

洞里，观察敌情。王莽的追兵在河的两岸来

回搜索。午后的斜阳透过树木的缝隙射出

金色的亮光，追兵一趟一趟地经过，山洞已

不隐秘，一个短暂的间隙，玉骢驮着刘秀再

次折回，沿河而行。

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河流跌落悬崖，

飞溅成梅花一般的瀑布。人在峡谷，左岸是

陡立的绝壁，似刀劈斧砍，插翅难飞。身后

是成百上千的追兵，战马嘶鸣，喊杀阵阵。

进无出路，退有追兵，刘秀和心爱的战

马陷入绝境。

刘秀把目光定定地看向玉骢，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天绝我也！玉骢的马鬃一根根高

高地扬起，不停地用前蹄刨着脚下的黄土。

一声声嘶鸣，和主人目光相接的刹那，完成

了心灵的默契。躬身屈膝驮起主人飞向对

岸，刘秀抓到从峭壁上垂下的藤条，攀岩而

上，消失在莽莽山岗。玉骢转身一声长啸和

九曲瀑布一起跃下。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王莽看得傻了眼，兵士们说：刘秀的马

长有翅膀，是会飞的天马。

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刘秀坐在一个沟口

歇息，想起自己的爱马舍身救主，不由悲从中

来。多少个日夜和玉骢生死相处的一幅幅画

面在脑际闪过，此时落入敌手怕是再难相

见。人生尚有离别，一匹战马犹如勇士，战场

上生死别离，在所难免。思思想想，追追忆

忆，自解自劝，刘秀躺在石床上恍如梦境。

咴咴的低吟惊醒了睡梦中的刘秀，惊

喜交加，他们彼此耳鬓厮磨，犹如重逢的

亲人。

玉骢是一匹有灵性的马，它跃下瀑布从

深潭中游出，躲过敌方追击，绕行数十里赶

过来与刘秀会合。一部人与马的传奇在传

说中生成又在传说中延续。待战马歇过之

后，刘秀跃马奔出深山，与各路英雄联合，在

昆阳之战中大败王莽，结束了 20 余年的战

乱纷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

当 年 刘 秀 歇 息 的 山 沟 被 后 人 叫 做 忘

马沟，与爱马生死别离的河，被文人赋予

了悲壮的浪漫叫想马河，给马歇鞍的地方

叫东、西马鞍垛山，以及拴马石和他睡过

的石床等。

大地永远是不甘寂寞的，它不仅滋生万

物，也滋生故事和传说，丰腴山川河流的人

文内涵和生命灵性。想马河也因此而扬名。

闪
亮
的
家
国
情
怀

◇
庞
永
波

日月轮回，光阴荏苒。

岁月漫长，生命苦短。

蓦然回首，却突然发现，那个和我们日夜相伴的

2023年，已经成为远去的流年，渐行渐远。

留不住的是时光，留住的是记忆。我们品尝着

人间烟火，一起走过 365 个日夜。在平凡的生命

中，总有一些事、一些情，在心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

痕。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国哪有家？那些人和事，

注定会成为 2023 年我心中最闪亮的记忆，在我的

生命中永存。

2022 年，疫情政策优化调整，当曙光照亮中华

大地，当我们携手并肩，跨入

2023年的门槛，祖国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高铁飞驰，车流涌

动 。 企 业 发 展 ，经 济 恢 复 。

2023年，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笑脸，快乐地生活，幸福地

成长。

2023 年，儿子完成了终身

大事。作为父母，圆了多年的

心愿。作为儿子，有了自己独

立的家庭，开启了新的幸福生

活，但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

大了。我告诫儿子，要懂得感

恩。要感恩父母，感恩身边的

人，记住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要感恩国家，祖国的强大，才使

你们有了好的环境，要珍惜来

之不易的生活。要努力工作，

勇挑重担，奉献社会，报效祖

国。

2023 年，作为个人来说，

遇见了顶端新闻。顶端新闻成了我学习知识，欣赏

佳作，锻炼自己，不断成长的新的心灵舞台。在这

里，我向那么多的老师学习，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

拓展视野，开阔眼界。许多美文佳作，滋润着我的心

田。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成为我成长的动力。我也

在这个平台上，孜孜以求，耕耘不断，新作连绵。

雪落无痕，人间有情。

时光已去，记忆永存。

站在岁月的长河里仰望，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

的即将到来。我们一起，把过去打包，把冗余删除，

把美好永存，把日子刷新，把未来点亮，把梦想展开。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 2024，拥抱梦想。在闪

光的日子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

追
思
杨
稼
生
先
生

◇
严
寄
音

流淌在想马河的传说
◇ 杨娥

我是生长在宝丰的珍稀菌，我是有梦

想的珍稀菌。我的家就在宝丰珍稀菌产

业园。

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位于宝丰县周庄

镇马川新村，这个村是从南阳淅川搬来的

南水北调移民村。俯瞰马川新村，一幢幢

典雅亮丽的小楼映入眼帘。蓝天白云下，

绿树环村，花团锦簇，小河怀抱，整齐规整，

村旁一排排的白色大棚与一排排的民舍交

相辉映。一条柏油马路从村中蜿蜒而过，

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画卷。

而依托马川新村建设的宝丰珍稀菌产

业园更是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好项

目。园区内有食用菌研发中心、种植区、

加工厂、展厅、主题餐厅、分拣车间、冷库

等。这里的珍稀菌科普馆、菌赏园、菌蔬

园、菌智园等观光大棚以及漫花廊、燕子

河观光廊道等景观让人流连忘返。游览

一圈，保证让你耳目一新，既开眼，又开

心，还开胃。

介绍了我的新家，还是再说说我自己

吧。其实，珍稀菌并不是指我自己，在产业园

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由羊肚菌、赤松茸、滑子

菇、黑皮鸡枞等组成的群体。因为羊肚菌和

赤松茸是这里的团宠，下面我就重点介绍一

下，为了让大家感到亲切，介绍它们时我还是

像称珍稀菌一样以第一人称称呼吧。

来园区参观，几种菌往那里一站，没

有几个人能叫出我羊肚菌的名字吧？我

给你说个方向，最丑的那个就是我。别

看我丑但我心好，不像那些五颜六色的

菌类，愈鲜艳漂亮愈是“害人精”。有人也

叫我羊肚菜、羊蘑、编笠菌等。我的头凹

凸不平，长得像羊肚，所以人们给我起了

这个名字。别看我样子不好看，但我的作

用可大着呢，早在明朝年间，李时珍先生

就发现了我的价值，将我收录到了他的著

作《本草纲目》中。我身体所含粗蛋白多，

被认为是“十分好的蛋白质来源”，有“素

中之荤”的美誉。鲁迅先生称赞用我做的

汤非常鲜美，汪曾祺先生曾在《昆明食菌》

中回忆，“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到

处都是菌子气味”。并说自己离开已 40

多年，仍忘不了昆明的羊肚菌。

既然在文章开头我叫珍稀菌，赤松茸

算我的小名吧。我来自山林间，生长在赤

松林树根部，俗称松茸、松口蘑针松茸，我

又名大球盖菇、皱环球盖菇、皱球盖菇、酒

红球盖菇，也就是大家在《舌尖上的中国》

中看到的稀少而珍贵的香格里拉赤松茸。

我现在生长在宝丰这个“宝货兴发，物宝源

丰”的宝地，肉质细嫩，营养价值极高，香味

浓郁，食后唇齿留香，可与野生松茸相媲

美，有“山林珍品”之美誉。

我们这些原先只能生长在深山老林

里的珍稀菌能够落户在宝丰珍稀菌产业

园，还要从马川新村这个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移民安置点说起。2009 年 8 月，该村

256 户 1040 人从淅川县仓头镇整体搬迁

至此。宝丰县筹资 420 万元启动马川新

村“美好移民村”建设，在全面提升马川新

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基础上，以党

建+产业发展为方向，整合移民、扶贫、交

通、水利等领域的政策资金，大力发展珍

稀菌产业，建设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确

保搬迁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

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的核心区位于

马川新村。园区项目规划总面积约 3359

亩（1亩≈666.67 平方米），总投资 4.5 亿元，

目前已完成投资 9800 万元，建成智慧大

棚 30 余 座 、普 通 大 棚 300 座 ，直 接 吸 纳

800 人 就 业 ，每 年 以 每 个 大 棚 总 投 资 的

8%支付给村庄作为集体收益。

园区采用“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民合

作社）+农户+基地”的新型运作模式，村集

体将财政扶贫资金入股，企业与合作社签

订合作协议，企业负责菌棒供应、技术指

导、产品回收和销售。合作社发动农户组

织生产，协调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保障

双方利益。农户通过技术培训和实操训

练，掌握一定的种植管理技能后，负责出菇

管护，以劳动力入股，形成企业、合作社、农

户三者之间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三者高

度融合，相互依存，实现企业发展、集体经

济壮大、农户增收的目标。

你看，宝丰县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

条件，我们珍菌家族一定会在这里快乐成

长，不断繁衍。我们可是有梦想的珍菌，我

们的梦想就是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如今，我们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宝

丰县食用菌产业以宝丰珍稀菌产业园为龙

头形成了“一园六区”生产格局，全县已建

成珍稀菌大棚 2000 座，林下种植珍稀菌

3000 余亩，种植总面积 5000 余亩，品种涵

盖羊肚菌、赤松茸等 10 余个，年产值 4 亿

元，技术引领和栽培成效走在北方珍稀菌

发展前列，真正把“小蘑菇”变成了强县富

民的“大产业”。

虽然是隆冬时节，如果你来到宝丰县

商酒务镇赵官营段生态廊道内的林中，或

是到肖旗乡枣庄村南的生态廊道林中，都

能看到我们的身影，我们头戴褐红的菌帽，

白白胖胖的身子，人见人爱。工人们对我

们也很爱护，小心翼翼地把我们从地里捧出

来，安放到一只只箱内，不到两天，我们就走

进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既然我们被赋予了富民兴农的使命，

我们就要以珍馐的身份尽情地在宝丰这块

宝地上展风流！

有梦想的珍稀菌
◇ 张振营


